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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贸法学论丛：家庭暴力引发犯罪刑法适用问题研究》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家庭暴力犯罪以及反
家庭暴力立法的基本问题，对家庭暴力犯罪中的“暴力”在刑法语境下如何正确理解、构成犯罪的标
准以及家庭“冷暴力”的界定及是否入罪问题进行了全面准确的阐述，对家庭暴力中的性暴力即婚内
强奸行为的定性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细致而透彻，对家庭暴力下受虐女性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及结合
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如何解决刑事处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我国刑法关于家庭暴力犯罪的不足之处
与完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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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设立临时庇护所对受害人及其子女实施救助　　目前，日本有一些以消除婚姻暴力为目标的非
营利组织，这些非营利组织规模虽然并不大，但能依据当地具体情况与“配偶间暴力咨询援助中心”
密切配合，共同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活动。
参与这些非营利组织活动的律师、专家、志愿者为数不少，在帮助婚姻暴力受害人摆脱心理阴影、走
向自立的生活上发挥了难能可贵的作用。
　　日本厚生劳动省除了在妇女咨询所实施对妇女受害人和同伴家属的临时保护以外，还委托一些符
合厚生劳动大臣所规定条件的民间庇护所对受害人进行临时保护。
民间庇护所主要由民间团体运营，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临时性保护，并帮助其尽快实现经济上
、精神上的自立。
近年来，各地的民间庇护所在对受害人的投诉、保护与自立援助等活动上表现得越来越活跃。
截至2007年11月，日本的32个都道府县共有105所这样的民间临时庇护所。
　　伴随婚姻暴力的复杂化和日趋严峻，自立援助政策也在日趋多样化，庇护所的保护期间也呈现长
期化的发展态势。
这就使对受害人及同伴家属的援助、对同伴的儿童的照顾等工作量日益增多，人手不足已成为困扰各
援助中心、临时庇护所等机构的一个突出问题。
为应对这一课题，一些民间机构开始着手人才培养。
例如，北海道民间庇护所从2007年度开始与当地市町村、相关机构和民间团体联合培养有志于帮助婚
姻暴力受害人的“援助者”。
他们在当地寻找和发现那些乐意关心和帮助受害人的市民，召集他们参加讲习会，用三天时间由专门
聘请的讲师讲授婚姻暴力的相关知识，如配偶间暴力防止法的概要、受害人和加害者的心理、保护命
令、禁止接近命令、离婚和抚养权的问题、自立援助的方法、福祉援助的方法、住宅和就业等信息的
提供等。
聘请的讲师来自各行各业，有担任行政工作的公务员，有庇护所的工作人员，有律师、研究人员、法
律专家、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等。
接受培训的人可在自愿的基础上在民间庇护所报名登记，之后以“援助者”的身份对受害人进行帮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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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庭暴力引发犯罪刑法适用问题研究》由包雯、张亚军、翟海峰、王韬所著，该书在吸收和借鉴国
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写出，有理论有实证，必将对规制家庭暴力犯罪，
完善家庭暴力刑法理论，正确适用刑法解决家庭暴力犯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家庭暴力犯罪以及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基本问题，对家庭暴力犯罪中的“暴力
”在刑法语境下如何正确理解、构成犯罪的标准以及家庭“冷暴力”的界定及是否入罪问题进行了全
面准确的阐述，对家庭暴力中的性暴力即婚内强奸行为的定性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细致而透彻，对家
庭暴力下受虐女性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及结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如何解决刑事处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指出我国刑法关于家庭暴力犯罪的不足之处与完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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