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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部反家暴法正式施行。人身安全保
护令是反家暴法的一大亮点。那么，什么是人
身安全保护令？家暴受害人又该如何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呢？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
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
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婚姻案件诉讼
程序的正常进行而作出的民事裁定。当事人因
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当事人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
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可以代为

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由受害人经常居

住地、加害人经常居住地或家庭暴力行为发生
地的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
以书面方式提出；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
口头申请，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提交下列证据：
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告诫书；受害者的伤情
照片；医院的伤情报告；证人、证言；村（居）民
委员会、妇联组织、庇护所及所在单位、组织进
行制止、劝阻、调解所制作的书面材料或证明；
施暴人悔过书、保证书，带有威胁内容的手机

短信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的裁定，无需
交纳任何费用。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生效期间，一方不得擅
自处理价值较大的夫妻共同财产；有必要且具
备条件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暂时搬出双方共
同的住处；禁止被申请人在距离下列场所 200
米内活动：申请人的住处、学校、工作单位或其
他申请人经常出入的场所；必要时，责令被申
请人自费接受心理治疗；为保护申请人及其特
定亲属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张兆利 王晓芹

劳动者要与用人单位签署劳动合同，卖方要与买房签署买
卖合同等，由此可见“合同”这一具有法律保障的文书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虽然签署合同很关键，但还是有很多企业
或者个人不签署合同，甚至存在倒签合同的情况。那么到底何
为倒签合同？这种行为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影响，存在哪些风
险呢？

案例之一
倒签劳动合同需付双倍工资？

某单位对外公开招聘，聘请了 30 名编外人员分别从事司
机、保安、保洁等工作。自从 2010 年 1 月 1 日开始，该单位就与
他们开始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每三年一签。但是 2014 年 1 月，
该单位招聘的这些工作人员发现，自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合同
到期后并未重新订立新的合同。该单位工作人员向单位咨询，
得到的回复是，2014年新签订的劳动合同落款日期改为2013年
1月1日，也就是倒签一年的劳动合同。大家对此提出疑问，倒
签合同靠谱吗？

律师说法：所谓倒签劳动合同是指劳资双方在劳动合同签
订生效之前已经开始实际履行合同内容，而在劳动合同履行过
程中或履行完毕后补签劳动合同的现象。尽管在一般情况下，
倒签劳动合同不会给双方当事人造成损害，但却与《劳动合同
法》的立法本意相悖，不利于保护劳动者利益，特别是一旦双方
发生劳动争议，难以举证倒签劳动合同的事实。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
同”。为了惩戒用人单位借不签劳动合同来逃避法定义务的违
法行为，《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未在法定期限内与劳动者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设定了双倍工资的罚则。因此，作为用人单
位，除非有证据显示其在应当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已经履行了
诚实磋商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支付双倍工资的惩罚责任。另
外，由于劳动仲裁的法律时效为一年，若期间不出现时效中止
情形，劳动者应当在一年之内主张双倍工资权利。

案例之二
空白合同日期倒签，企业造假被诉法庭

林培（化名）原本是一家网络科技公司司机。近日，因为发
生劳动争议，他和昔日东家对簿公堂。不过，在法庭上，关于林
培的工资标准竟出现了两个版本，公司向法官提交了一份劳动
合同，在这份合同中工资标准约定为2800元。这一份劳动合同
期限自 2013 年 8 月开始。但是，林培提出，他的实际工资是每
个月 4200 元。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是在原先双方签的空白劳
动合同上，事后单方添加内容形成的。而且，那份空白合同是
他被逼无奈签的。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林培提交了入职申请表，还有发放工
资的银行卡交易记录，证明他的入职时间实际上早了半年，而且
实际工资为每月4200元。法庭经调查后，最终查明是企业倒签
劳动合同造假。最后该企业败诉，法院判决要求企业按每月
4200元的工资标准赔偿，并按实际入职时间为林培补缴社保。

律师说法：对于合同签订前的履行过程，由于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因素，双方的权利义务不明确、法律责任界定不清，容易
产生法律纠纷。在这个案例中，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直接在空
白合同上签字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一旦发生劳动
争议，用人单位为了趋利避害，可能就会出现在空白劳动合同
上倒签时间、补填对自身有利的不实内容等行为。因此，劳动
者切记不要签署空白劳动合同，同时，在签字之前应当仔细阅
读合同条款，并且要坚持保留一份劳动合同原件，方能有备无
患。 吕斌

2011年3月，钟英与黄强结婚。2015年6月，双方因感情不
和等因素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手续，钟英与黄强在离婚
协议中约定，共有房屋归儿子所有，钟英在3个月内未找到房屋
前可暂住。儿子对钟英与黄强离婚及对房屋的处理均无异议，
但此后一直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

2015年12月，黄强父母以房屋归属属于黄强儿子，钟英暂
住已超过3个月为由，强行要钟英搬走。钟英能否要求撤销离
婚协议中关于房屋归儿子所有的约定？

钟英可以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房屋归儿子所有的约
定。首先，钟英与黄强的赠与合同成立但未生效。赠与合同属
于诺成性合同，即一方当事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另一方当
事人表示愿意接受赠与，便产生宣告赠与合同成立的法律效果
合同。赠与合同又是不要式合同，即当事人订立赠与合同，并
不需要采取特定的形式，可以采取口头，也可以通过书面或其
他形式，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都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成立。

本案中，无论是钟英与黄强的赠与，还是钟英儿子的接受，
都是各自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且内容一致，已经具备诺成性合
同的属性。但是，合同成立不等于合同生效，合同成立标志着
双方建立了合同关系，合同生效是指得到了法律的肯定性评
价，产生了当事人必须履行的法律效力。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即
在一般情况下，合同成立意味着生效，但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别
规定的，并不适用。针对赠与合同的生效问题，相关法律是有
特别规定的，如《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中规定，赠与的财产
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同时，根据我
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
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
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根据上述法
律规定，房屋属于不动产，必须从其规定，即本案所涉赠与合
同，必须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方能生效，未予办理的，不生效。

其次，钟英依法享有撤销权。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
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
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
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由于房屋
并未登记转移，且不具有经公证证明、社会公益或道德义务等
性质，故钟英可以通过行使对赠与合同的撤销权，要回属于自
己的那部分房屋。（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钟竹意

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案件的举证难是共
性问题，受害人的诉求往往因缺乏有力的证据
而被否定。目前，审判机关认定家暴行为的证
据主要有四类：公安机关的接警记录、告诫书；
受害者的伤情照片；医院的伤情报告；证人、证
言。

告诫书可作为家暴直接证据。反家暴法
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
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
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
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告诫书当中所陈述的
事实，在未来一旦发生民事诉讼，或者涉及到
其他相应处置的时候，能够起到证据的作用。

加害人在再次施暴时，不得不考虑所面临的严
重后果。

相应机构制作的书面材料。受害人遭遇家
暴时，应及时请村（居）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庇
护所及所在单位和组织进行制止、劝阻、调解，
这些机构制作的书面材料可以作为证据提交。

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询问笔录。出警记
录能够证明报案的方式、案由、出警时间、处理
结果等内容。询问笔录反映的内容更为全面，
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进行调取、收集。

证人证言。家庭暴力的发生，除双方当事
人外，其子女和邻居出具的证言也是认定家暴
的有力证据。证人证言要客观反映当时的实
际情况，而且需要证人亲自到庭接受法官的询

问和对方的质证。
其他证据：
视听资料。视听资料属于间接证据，不能

作为单独或者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需要
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才能被认可。该部分证据
主要指双方的聊天记录、对方承认家庭暴力的
录音、伤害情况的视频等。

书面证据。施暴人向受害方出具的悔过
书、保证书等可以作为书面证据。心理咨询或
者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建议、诊断结果也可以
作为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鉴定机构出具的
伤残鉴定结论可以与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相
互印证。医院的病历与照片也能证明家庭暴
力的存在。

为了“家事”立“国法”
三方面法律责任惩处施家暴者

3 月 1 日起，我国首
部防治家暴的专门性、综
合性法案——反家庭暴
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
法”）正式施行。这就是
说，家暴不再只是家务
事，国家为“家事”立了

“国法”。从司法角度看，
家庭暴力是一种侵犯人
权、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
行为，施暴者根据其行为
的危害程度可能承担三
方面的责任。

张某与王女士于 1985 年结婚，婚后生育
一子一女。夫妻俩因生活琐事经常发生矛
盾，在争吵过程中张某多次殴打妻子。去年
春节前，张某再次对王女士大打出手，造成
其身体多处软组织挫裂伤。为此，张某被公
安机关行政拘留7日。在多次遭受家暴的情况
下，王女士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诉请精神
损害赔偿5万元。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的行
为构成家庭暴力，判决原、被告解除婚姻关
系，张某赔偿王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说法: 这是一起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的离婚

案件，被告因其家暴行为承担的是民事责
任。反家暴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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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说，家庭暴力不仅仅局限于夫妻之间，而是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包括夫妻、父母
子女之间。关于施暴人的民事责任，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
婚 的 ， 无 过 错 方 有 权 请 求 损 害 赔 偿 ……
（三） 实施家庭暴力的；（四） 虐待、遗弃家
庭成员的”。 对于实施家暴的严重失职监护

人，反家暴法明确，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
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根
据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居委会、村委会、县
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有关人员或单位的申
请，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
人。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
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 （以下简
称“四部门意见”）规定：“同时告知被害人
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或者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施暴人承担停止
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刘某与秦女士婚龄 5 年。日常生活中，这
对夫妻视争吵殴斗为家常便饭，矛盾越积越
深。一日，夫妻俩言语不合，刘某一拳打中秦
女士面部，后被家人劝开。随后，余怒未消的
刘某用水果刀将其妻左后脚跟划伤。事发后，
经法医鉴定，受害人左侧跟腱断裂，右眼眶周
围软组织挫伤，构成轻伤，伤残等级十级。最
终法院以刘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
年。

说法：以往对于家暴行为，公安机关接到
报案后大多给予施暴者口头教育，但往往过段
时间家暴还会再次发生。对此，反家暴法明确

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四部门意见”规定中也加大了
对家暴被害人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明确规定
了家庭暴力犯罪嫌疑人的定罪种类及量刑原
则，如第十六条规定：“依法准确定罪处罚。对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猥亵儿童、非法拘
禁、侮辱、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遗弃等侵
害公民人身权利的家庭暴力犯罪，应当根据犯
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严格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对于同
一行为同时触犯多个罪名的，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我国现行刑法对实施家暴涉
及的罪名有多种，其中，施暴者对共同生活的

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捆绑、冻饿、强迫超体力
劳动、限制自由等方式，从肉体、精神上摧残、
折磨，情节恶劣的，构成虐待罪，应处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引起被害人重
伤、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使
用暴力公然贬低其他家庭成员人格，破坏其名
誉，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应处3年以下有
期徒刑、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施暴者故意非
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构成故意伤害罪，致
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或致人死亡的，依照刑法
最高可判处死刑。以暴力手段干涉家庭成员
结婚和离婚自由的，同样触犯刑法，构成暴力
干涉婚姻自由罪，等等。

张女士2000年打工时与李某相识，两人于
同年登记结婚。婚后，李某游手好闲，无所事
事，每当手头拮据又得不到满足时，便对妻子
拳脚相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张女士向法
院提起离婚诉讼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法院经
审查后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即日起3个月
内禁止被告殴打、威胁、辱骂原告。谁料没过
几天，张女士在自己娘家再次遭到李某殴打。

报警后，公安机关作出对李某行政拘留5日的
处罚决定。

说法：反家暴法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
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
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

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
下拘留。“四部门意见”第六条规定：“经审
查，对于家庭暴力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但属
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
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
理”。根据上述规定，施以家庭暴力情节较轻
的，可能会被处以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
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房屋未过户
离婚时约定房屋归属
也可以撤销

劳动合同“倒签”，危险

施暴人的民事责任

施暴人的刑事责任

施暴人的行政责任

人身保护令：家暴受害人的“安全保护伞”

遭遇家暴如何取证？□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