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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未保法”实施2周年

子身体出现僵硬，经抢救无效死亡。

数据显示，近十年，至少有 1006 起针对未成年人的家

庭虐待被媒体报道或出现于法律诉讼，其中有 448 个孩子

遭受暴力死亡，平均每周都有一名未成年人死于家中成年人

之手。

能公之于众的，往往也是较为严重的家庭暴力或犯罪案件。

那些隐蔽在聚光灯之后的呢？经济学学者方向明发表于 2015 年

的研究估计，约有 26.6% 的中国儿童遭受过身体虐待、19.6%

遭受过情感虐待、8.7% 遭受过性虐待和 26% 遭受过忽视。

那些外表看起来未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行为，常常被公众

忽略。比如暴力管教，如果不是致残致死，在“不打不成才”“你

是我生的”等传统观念下，暴力管教很可能在部分场合得到宣扬。

但暴力，不存在“适当”。

自 2016 年 8 月起，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张占霞隔两三天打

几下女儿，3 个月后，4 岁的女儿因新伤旧创致闭合性脑损伤死

亡。梳理家暴诱因包括夫妻感情破裂，迁怒于孩子；因孩子病残、

父母恶习而遗弃、出卖子女；施暴人精神心理异常、父母吸毒等，

甚至家长只是因为家庭矛盾或生活压力大，拿孩子出气。

打孩子的理由很多，但没有一种是合理的。深圳市鹏星反

家暴个案管理部主任刘西重反复强调：“那些打孩子的人总能

找到理由打孩子，我们会淡化这些诱因。”诱因很可能给听者

造成误解，将施暴者的行为合理化，甚至归因在孩子身上。

性侵，家暴的一种隐蔽形式。受害者年龄尚小，难以意识

到遭受伤害；即便意识到时，也会因事情本身遭到周围人的压

力甚至敌意而选择回避。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梳理出的 101 起家庭成员性侵儿童事件

中，超过七成是监护人实施的，55 起是继父对女童施暴，亦有

28 起是生父实施性侵害。恶习，冲动或是迷信，是生父实施侵

害的主要诱因。

而来自他人的性侵，多因父母监护缺位或不当，或留守儿

童群体心理忽视引发。

陆如彦，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社工，曾经服务

过一个案例：10 岁女孩萌萌深夜在游戏 App 上与网友聊天，后

对方找借口把萌萌约出去，实施了猥亵。陆如彦说，萌萌父亲

加班晚归，母亲工作时间自由，明明可以做到有效陪伴，但母

亲常常对萌萌放任不管，家庭教育上相当不“走心”。

萌萌有与父母的交流愿望，但说不上话、感觉很孤单。

陆如彦说，萌萌被侵害后，父母甚至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在自己孩子身上。这种认知偏差与忽视，很容易加深孩子与

家长之间“沟通鸿沟”，在其受到侵害后，很难第一时间向

家长求助。

类似萌萌的家庭，如果父母双方尽到监护责任，可避免绝

大部分的侵害发生，但涉及留守儿童，多因缺少监护人而陷入

难点。陆如彦的同事、社工张雪婷说，此前接触到一位 12 岁

的留守儿童希希，父亲瘫痪，奶奶脑梗，母亲常年外出打工；

10 年间，孩子始终没有固定监护人。

虽然她联合多方力量，希望能够将监护权更改到其他有抚

养能力的亲属身上，但最终因家庭财产利益问题“失败”了。“社

工判断对方是否是一名合格的监护人，会通过调查走访动态关

注，但从长期来看，仍有局限性，未来还要借助司法以及其他

多部门联合的力量。”面对记者，张雪婷说出了内心的困惑。

影响与传递

家暴、性侵、言语攻击、咆哮甚至忽视，对于那些曾遭

受家暴，但看上去身体健康的孩子们，影响几乎是“毁灭性”

的。

在广州，12 岁的小红从小经常遭到父亲打骂。

由于缺乏安全感，依恋关系受到最大损害，小

红对建立社交关系有所恐惧，很难积累起对

他人的信任。除此之外，她认为父亲对自己

　　如果父母双方尽到监护责任，可避免绝大部分的侵害发生，但涉及留

守儿童，多因缺少监护人而陷入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