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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产生的成因

分析及解决对策
赵海村 卢建江 于景辉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一些恶性的家庭暴力不断被公开,使人们不得不面对家庭暴力的问题。家庭是我

们社会组成的细胞和单元,家庭内部的不文明现象严重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目前,

我国的家庭暴力问题已使大多数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成为最为严重的受害者。它严重扰乱了一个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状态,

因此,正确认识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深刻分析家庭暴力的特点和根源,用理性的思考方式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使受害者

的合法权益不再因家庭内部问题而受到侵犯,建立一个和平的家庭关系,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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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对于我国而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概括来说

家庭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侵犯关系,即某些家庭成员故意的侵

犯其他家庭成员的权益问题,从法律层面来说家庭暴力行为属于

违法行为,从道德层面来说家庭暴力属于违反公序良俗的原则。

就家庭暴力而言,暴力行为在严重侵害受害者各种合法权益的同

时,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还有心理上也给受害人很大的冲击,并且完

全消除家庭暴力是一个需要综合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系统工程,在

这期间不仅需要进一步推进、完善和宣传刚出台的《反家暴法》,

还需要司法机关加强执法、司法和社会救助力度, 呼吁整个社会

共同关注家庭弱势群体 。

一、家庭暴力的界定

家庭暴力简称为家暴。它是通过对家庭成员的殴打、捆绑、

监禁和其他手段来进行身体、精神或性虐待。家庭暴力通常发生

在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中。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为家

庭成员中的妇女、儿童、老年人或者家庭地位较低的男性等弱势

群体

由于对家庭暴力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下面就家庭暴力作出以

下划分：一是依据施暴者与受害者所属的家庭关系来看,家庭暴

力可分为父母或子女关系的家庭暴力、夫妻关系的家庭暴力、其

他近亲属关系的家庭暴力。二是依据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来看,

可分为身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 。三是依据被害人在家庭暴

力过程中最可能被侵害到的权益可分为人身自由权、人格权、生

命权、婚姻自主权、妻子或其他家庭成员性权利、生育权和生育自

由权等。四是依据其危害程度可分为重大家庭暴力和一般家庭

暴力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这种方法对家庭暴力进行分类，

为了让人们对家庭暴力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和使用,本文所论述的

家庭暴力为广义概念,以既有的法定界说为准。

二、我国家庭暴力现状

家庭暴力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体

现在家庭暴力的普遍性。2014 年全国妇联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

27 亿中国家庭中,每年大约有 12 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 。

其次，体现在施暴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和施暴手段的多样性。从施

暴年龄来看,施暴者大多数为 28~50岁,工作性质涉及各个行业,并

且大多数施暴者素质相对较低,其中务农者居多,其施暴手段残忍、

暴虐。再次，体现在相对单一性的受害对象。根据中国妇女联合

会权益部门统计,在家庭暴力受害者中女性占比达 90%~95%。最

后，体现在其上升性和发展性。家庭冷暴力出现了新的发展,这大

多表现在知识分子阶层,通过负气、赌气的方式来搁置问题,长期

以来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据统计

表明,冷暴力的年龄段在不断靠前,出现年轻化趋势。

三、产生家庭暴力的原因分析

（一）历史文化原因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中,父权文化、男权意识形态、性别

歧视和男权意识是家庭暴力的历史文化根源。封建伦理提倡女

性要遵从“三从四德”,女性的身体、精神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束缚,同时也是因为这种男尊女卑的家庭环境,给家庭暴力的产

生埋下了一颗暴力的“种子”,历经千年,绝对男权主义在那些经济

相对不发达的地区长期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女性很难

能自己独当一面,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女性往往对男性产生过多的

依附性;这种思想促使男性在家庭地位中产生一种优越感。

（二）社会原因

从家庭暴力产生的调查结果来看,家庭暴力的产生是多种社

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在经济因素上,据相关数据统计,家庭暴力在社会地位相对

较低的家庭更为普遍,由于经济方面的压力,给整个家庭带来的负

担问题,更容易激发各种家庭矛盾,同时在家庭中经济收入的差距

也是导致家庭暴力原因之一,家庭中收入较高者往往在家庭之中

以高姿态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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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界压力与家庭压力,外界压力因素主要包括就业不理想

或失业、经济拮据、单亲家庭等。同时,性格上的缺陷都会是造成

家庭暴力的根源,家庭环境闭塞压抑往往会导致一个人性格上的

怪癖,寻找发泄的途径进而导致了家庭暴力的产生。

3．现行法律仍存缺陷。目前主要存在立法缺陷、司法不健全

等问题。中国的法律干预系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有关于家庭暴

力的体系,虽然新《婚姻法》对于家庭暴力有着明确的禁止,但家庭

暴力举证难、司法介入难、司法执行和监督不足等问题仍对反家

庭暴力的进展产生了极大的制约。具体表现为:司法工作人员对

家庭暴力在定性和定量上不具统一性,各执法部门之间执法内容

的交叉性、执法责任的不明确性、执法程序不规范性以及对家庭

暴力的制裁不力等问题都是家庭暴力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4．伦理道德因素。家庭暴力的增加和家庭伦理道德的落后

和保守密切相关。目前,道德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

的关系,同时先于发展的市场经济会给传统的道德文化带来冲击

和挑战,这种冲击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人们趋于对利益追求的最大

化。一方面,家庭成员内部之间对金钱和利益的驱逐更为明显,与

此同时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连接也开始出现裂痕。另一方面,现

今社会的开放又促进了人们有着独立的人格和个性。这也极大

的减弱了人们对家庭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由此促使某些家庭相对

松散 。

（三）个人因素

家庭暴力者由于成长背景,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

水平、工作自我调节压力的能力不同, 对各种压力和情绪的排解

方式也是因人而异,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当找不到合适的发泄途

径的情况下，施暴者通常选择以暴力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和心

情，久而久之家暴行为会成为其惯性的排解情绪的方式。

四、解决家庭暴力的对策分析

家庭作为整个社会机体的组成部分，在系统优化的工程中，

我们只有尽量保证每个家庭的和睦稳定，才能更好的实现整个社

会的最优化发展，庭暴力不是个别家庭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一种

社会现象, 这需要我们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管理，杜绝这种暴

力行为。

（一）法律干预方面加强建设

法律应该在立法、司法、执法的各个环节体现出对家庭妇女

的保护,此外,构成一个以宪法为根据,同时形成一个妇女权益保

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刑法以及

刑事诉讼法的完善的权益保护体系, 体系内各部门要明确分工、

各司其职, 公安机关对受害者的接待工作要做好, 做到投诉有门,

检察机关做好立案侦查和批准逮捕工作,人民法院对于家庭暴力

的自诉案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做好相关证据的搜集

工作，在查清事实两人感情确已破裂的前提下应准予离婚, 同时

应判施暴者承担民事或相应刑事责任, 不能为了所谓的“劝和不

劝离”而忽略对受虐妇女的保护。

（二）注重综合治理

反家庭暴力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政府及社

会等多方力量干也要承担责任, 建立起多层次的、有效的社会救

助网络。司法行政部门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应保持与基层群众自

治组织的紧密联系，在发生家庭暴力时，确保及时给予法律方面

的援助。同时在应对反家庭暴力的过程中，文化部门应发挥其宣

传作用,积极宣传美好和睦的家庭环境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以及

对整个社会和谐层面的促进作用。

（三）提升全社会反家庭暴力意识

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方式宣传家庭美德对家庭和睦和社会

稳定的重要性，社会相关社团组织积极发挥其社会协调和桥梁的

作用，在政府及相关机构的配合下，使反家庭暴力观念更加深入

人心|。各个社会组织,包括企业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都应在

相应的领域内,通过与各种大众媒体的结合,如:电视平台、网络平

台、广播、报纸、杂志期刊等,携手将社会家庭和谐正能量传递。多

创办一些女性专题活动,鼓励受害者走出家暴的环境走向社会,懂

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时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四）全面提高妇女的自身素质

反家庭暴力不是口号，家庭暴力的发生应从当事人的自身去

改变，不管是施暴者还是受害人，对于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的一方

面，就妇女来说需要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文化层次，法律的普

及要紧密相结合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积极进行法制教育

相关题材的宣传，同时将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更好的普及到居民

社区，使得妇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深深植根于心中。培

养女性的人格独立意识，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另外是提高

妇女的心理素质。摒弃传统的封建思想意识,如“家丑不可外扬”，

“忍辱求全”，“命中注定”等。此外,也有必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家

庭伦理和道德体系,为适应市场计划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推动和

推广“五好文明家庭”、“和谐家庭”的建设,努力从思想源头上不

断灌输家庭和谐的正能量,从意识形态上消除家庭暴力的蔓延。

综上所述,在我国，虽然存在《民法》、《反家暴法》等相关法律

对家庭暴力予以制裁，但家庭暴力的新特点及新发展，仍需我们

在法律上对其进行跟进和完善。对于家庭暴力的基本认识、典型

特征、以及产生的危害性，需要深入到社会的每个成员中去，提高

整个社会的维权意识。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明意识都在不断提

高，而家庭暴力的丑陋和危害也在不断被揭露，只有在全社会共

同抵制家庭暴力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在源头上减少家庭暴力的

发生率，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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