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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法施
行5年多来，对于提高
民众意识，解决家庭暴
力问题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但受访专家
均建议应考虑对反家
庭暴力法进行修改完
善，将经济控制、性暴
力纳入法律规制范畴，
完善家庭暴力含义。

“当前在家庭暴力
案件中存在经济控制
行为的不在少数，由于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导
致在司法实践中，单独
以经济控制作为理由
寻求司法保护难以被
认定。”张荆坦言，这种
现实只会让更多遭受
经济控制的受害者选
择沉默，而让侵害行为
变本加厉。

考虑到民众对经
济控制行为的理解和
意识并不深，张荆建议
在将经济控制明确纳
入反家庭暴力法的同
时，要在法律中明确其
概念和认定标准。

“认定经济控制的
核心要素是‘控制’，因
为这直接影响到双方
是否处于平等地位。”
张荆举例称，实际中有
一些“妻管严”，在工资
到账后会“上交”给妻
子，这种行为就不属于
家庭暴力中的经济控
制，因为夫妻双方本质
上还是处在平等的地
位。经济控制的核心
一定是控制，这种控制
有两层含义：一是加害
方通过严格控制家庭
成员共同财产等行为
使得家庭成员对家庭
财产的处理权不再平
等；二是通过这种行为
达到对受害方人身或

精神等方面的实际控
制。

结合一些家暴案
件，吕孝权建议修法中
应进一步完善家庭暴
力案件的举证责任问
题，采用“过错推定”原
则，在原、被告之间合
理分配举证责任。

当前司法实践中，
家庭暴力案件的举证
责任一般是采用“谁主
张、谁举证”原则，由受
害 者 提 供 被 加 害 证
据。但吕孝权指出，家
庭暴力案件具有隐蔽
性、周期性、复杂性等
多种特点，且受害者与
加害者之间地位是不
平等的，这种举证规则
对受害者不太公平，也
导致家暴的认定率低。

《涉及家庭暴力婚
姻案件审理指南》第四
十条对审理家庭暴力
案件时的举证责任提
出了“一定情况下的举
证责任转移”概念。

在吕孝权看来，这
一概念可以理解为“过
错推定”原则，由原告
方来提供证据证明自
己受到侵害的事实及
伤害后果，同时指认家
暴行为是由被告方所
实施。此后，举证责任
应转移至被告，被告需
通过举证来证明自己
没有加害行为，如果无
法证明，可以推定被告
方为加害人，认定家暴
行为的存在。

吕孝权提醒，这种
举证责任并非是“举证
责任倒置”，基础性证据
还是需要由原告方来提
供，这样能避免一些人
假借家庭暴力之名恶意
提起诉讼。（法治日报）

“全职太太”
索要生活费被要求打欠条
《江苏省反家庭暴力条例》下月实施：
经济控制也属家暴

近日，陕西西安的李女士在网上发布视频，称其丈夫多次对其殴打。值得注意
的是，李女士在视频中提到作为全职太太的她向丈夫要500元生活费也要打欠条。
家暴视频在令网友愤怒的同时，也再次引发人们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针对李女士向丈夫索要生活费被要求打欠条的情况，北京市律协婚姻家庭专业
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婚姻继承部主任张荆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这
种行为已经涉嫌构成经济控制，但目前反家庭暴力法中并未明确将经济控制纳入其
中，导致遭遇此类行为很难寻求司法保护，应尽快对法律进行修改完善。

在朋友眼中，家住北
京市丰台区的陈红（化名）
是个让人羡慕的女人，不
仅人长得漂亮，老公还是
一家网络公司的销售主
管，让陈红在家安心当着

“全职太太”。
每每听到这样的“赞

美”，陈红只能勉强挤出一
丝笑容。陈红以前的工作
经常接触男客户，多疑的
丈夫让她辞掉了工作。而
所谓的“全职太太”只是足
不出户，丈夫不允许她“碰
钱”，以前上班攒的钱都被
转到了丈夫的卡上，她购
买任何东西都要“报备”。

像陈红这样的案例，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
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接触
过不少，“这是典型的经济

控制行为。”吕孝权介绍
说，所谓经济控制，一般是
指加害人通过对家庭成员
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状况
的严格控制，摧毁受害人
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价
值感，以达到控制受害人
的目的。

“这种行为同样违背
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夫
妻平等的相关规定。”张荆
指出，民法典明确规定，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
的处理权”“夫妻双方都有
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
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
对 他 方 加 以 限 制 或 干
涉”。因此，当一方以生活
费为“武器”控制对方经
济，强行干涉另一方工作，

以致影响到正常社会交往
时，婚姻家庭的平等关系
就已破裂，构成家庭暴力。

对于丈夫的行为，陈
红从来没想过报警，因为
丈夫从没打过自己，在她
的认知中这不是家暴行
为。

2018年，浙江省杭州
市妇女联合会发布的《关
于推进全市反家庭暴力工
作的调研报告》显示，有超
过四成的受访者不知道经
济控制也属于家庭暴力。

在张荆接触的家暴案
件中，很多都伴有经济控制
行为，但由于受害者大多仅
将家庭暴力简单理解为肢
体暴力，使得经济控制行为
被忽视，这也使此类违法行
为具有长期持续性。

家庭暴力绝不是“家
事”，而是法律严厉禁止的
行为。2016年3月1日起
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为家
暴受害者撑起了“保护
伞”。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
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
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
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
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
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
为。

由此可以看出，反家
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行
为分为了身体侵害和精神
侵害两类，经济控制并未
被明确列入其中。

在张荆看来，这是一
个遗憾，因为不论是国际
公约，还是很多西方国家，
都已将经济控制明确纳入

家庭暴力行为之列。
记者注意到，2008年

3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
应用法学研究所编写的
《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
审理指南》中，将家庭暴力
分为身体暴力、性暴力、精
神暴力和经济控制四种类
型。

在一些地方性法规
中，经济控制也被纳入其
中。

将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江苏省反家
庭暴力条例》明确规定，家
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
实施的身体暴力、精神暴
力、性暴力、经济控制等侵
害行为，并列举了经济控
制具体的表现形式，即实
施非正常经济控制、剥夺
财物等侵害行为。

为什么反家庭暴力
法没有将经济控制纳入
其中，张荆分析认为，最
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传
统观念影响，长期以来，
社会对家庭暴力的认识
更多停留在肢体暴力层
面，反家庭暴力法将精神
侵害也纳入其中，已经是
一种进步。

不过在吕孝权看来，
反家庭暴力法还是为未来
修法预留了“口子”。比
如，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
中用到的是“身体、精神等
侵害行为”的表述，这个

“等”字就为日后增加经济
控制提供了可能。第三条
规定中“国家禁止任何形
式的家庭暴力”的表述其
实也涵盖了经济控制这种
家庭暴力形式。

很多家暴案件伴有经济控制行为

地方立法明确经济控制属于家暴

完善家暴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