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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 

  出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国家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十年来，中国相继制定和修订了婚姻法、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颁布实施了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等100余

件涉及妇女权益保障的法规和规章。  

 

  逐步建立起保障妇女权益的社会化维权工作机制。国家建立了由19个部门组成的全国维护妇女

儿童权益协调组。一些法院设立了妇女维权法庭，专门受理涉及妇女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在审理

妇女维权案件时，法院通常邀请妇联等部门的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相关案件的审理工作。国家积极

开展执法和司法人员的性别意识培训，发挥司法人员在保障妇女权利方面的作用。国家还重视提高

女性司法人员的数量和比例，2004年中国女法官和女检察官分别占法官和检察官总数的22.7%和

21.7%，分别比1995年提高了5.9和5个百分点。  

 

  开展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和法制宣传活动。为切实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中国政府有关

部门专门下发通知，强调对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案件的控告、申诉和检举，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

所、公证机构和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不得推诿和无故拖延；对经济困难的妇女当事人酌情减免法律服

务费用。2003年中国开始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经济困难的

公民可以获得免费法律援助，贫困妇女的维权因此得到了实际帮助。截至2004年底，中国各地共建

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3023个。此外，中国政府还支持非政府组织开设妇女维权热线、成立法律咨询

中心等，积极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中国正在进行的第四个五年普法宣传活动中，妇女

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与妇女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

被列入了重点宣传内容。  

 

  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并采取切实措施予以解决。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婚姻法

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实施针对妇女的暴力侵害。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

的，立法和司法实施中强调应根据暴力侵害的程度，追究相应的民事和刑事责任，并积极给予受害

人以司法救助。近年来，一些地区制定了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有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有关条例、意见或办法。此外，中国政府还与非政府组织积极合

作，实施干预项目，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成立报警中心、伤情鉴定中心和妇女救助

站，开通反家庭暴力热线等，为受害妇女提供咨询、庇护、医疗及心理帮助等多种服务。  

 

  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中国刑法1997年修订时专门修改和增设了关于拐卖、收买妇女

等罪名，提高了有关犯罪的量刑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司法解释，使相关法律条款更具操作

性。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连续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专项行动，建立了被解救妇女儿童中转、

培训、康复中心，取得显著效果。同时，公安和司法机关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确定为国际合作

的重要领域，与有关国家签订了双边警务合作协议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共同开展“预防、打击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项目。  

 

  依法保护女性罪犯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国家严格实行男、女罪犯分开关押和管理，女犯由女

性人民警察直接管理的制度，为女犯配备女医生、允许女犯与未成年子女共度节日，对女犯进行适

合其生理、心理特点的法制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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