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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问题 
 

潘绥铭 

 

家庭暴力 开始作为一个问题 
引起了社会重视 
个案情况严重 
有些是严重犯罪 

夫妻暴力：现实与解释 
在全国总人口中 

•    到调查时为止，一辈子里曾经有过夫妻暴力的人总计占37.2％。 

 

•     在夫妻暴力的各种形式中,  

–丈夫打过妻子的占18.9％， 

–妻子打过丈夫的占  3.3％， 

–夫妻相互对打的占15.0％ 。  



在调查之前的一年里 
 

•    （1999年夏天到2000年夏天之间），发生夫妻暴力的人总计12.1％。 

 

•    丈夫打妻子的占5.6％， 

•    妻子打丈夫的占4.1％， 

•    夫妻互相打的占2.4％。 

不是“纯粹性别现象” 
性别差异 

•     一生里曾经被打得很重（青了、肿了、流血了、受伤了）的丈夫只有3.5％；而妻子却占8.6％。 

•     在99年夏天到00年夏天之内，被打得很重的丈夫只有1.5％；而妻子却占3.9％。 

 

 

•     这说明：在夫妻暴力中，妻子受到的伤害远大于丈夫。 

妻子的反抗 

•    在99年夏天到00年夏天曾经被打过的妻子里 

 

•    如果是单方面地被丈夫打，那么被打得很重的妻子占到67.6％； 

•    如果妻子与丈夫对打，那么妻子被打得很重的就只有53.8％， 

•    减少几乎14个百分点。 

时代差异 

•    一生中 ，丈夫曾经单方面打过妻子的  

 

•     在30 －49 岁的人里最多，达到22.1 ％－23.4 ％，  



•     在60 －64 岁的人里却只有8.8 ％。  

可是 

•    现在是20－29岁的丈夫中，只有10.9％曾经有过打老婆现象。 

 

•    如果他们从此以后再也不发生了，那么等到他们步入中年的时候，打老婆的比例就会从现在的23％左

右下降到11％左右。从而减少总人口中的比例。 

全面的危机： 

•    夫妻对打：在40岁以上的人里只有11％左右；可是在30－39岁的人里却达到17.7％；在20－29岁的人

里更达到18.4％。 

•    妻子打丈夫：在50岁以上的人里是1％左右；在30－49岁的人里是2.6％；可是在29岁以下的人里却达

到7.7％。 

 

•    这两种夫妻暴力的比例虽然都小于打老婆，但是它们却都是越年轻的人里越多。  

这说明了两个更加深刻的问题： 

•     首先，在20－29岁的人里，打老婆现象之所以少，恐怕并不是因为年轻的丈夫们的道德更好，而是因
为他们的妻子更敢于跟他们对打，甚至更敢于单方面地打他们。说白了，还是上面讲过的话：妻子的反
抗即使无法消除至少也能减少打老婆现象。 

•     其次，如果我们不去区分谁打谁，那么凡是有过夫妻暴力的，在60－64岁的人里只有21.2％；可是在
30－39岁的人里却高达42.5％；即使在20－29岁的人里也有37.1％。也就是说，日益增加的不仅仅是打
老婆，而是所有暴力行为。 

农村更喜欢打老婆？ 

•     农村人口在一生中有过打老婆现象的，比城市人口多8.5个百分点。可是，这能说是男农民们“素质
低”吗？恐怕还是因为女农民的地位更低。 

•     不过，农村中夫妻对打的也比城市多4.2个百分点。 

•     在那些从农村进城的流动人口中，妻子单方面打丈夫的现象，比农村多，也比城市多；夫妻对打的也
比城市多。 

•     这，还不是因为脱离了农村的“打工妹”们的腰杆子更硬了？ 

社会意义 

•    在当前这个男女角色剧变的时代里，男人应该如何适应女权意识的兴起？是不是也该学习学习怎样做

一个“新好男人”？ 

•    女人则不得不选择一下，在男权依然强大的社会里，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最有效？  



 

性骚扰 
强吻 
混杂的定义 

•    美国某法庭的定义：做出被“一般人”认为是侮辱的行为 

•    “通过语言或动作表达出来的、为人所不愿接受但确实受到的、常常是持续不断的对于性的关注”

（斯塔德1996）  

 

•    难点：人格尊严的判断标准 

•    历史基础：女权主义运动 

我们的定义 

•    “性骚扰说的是：在您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别人对您做出性方面的动作，或者说一些性方面的话，

使得您很不舒服。”  

问题1 

•    “平时，您觉得您自己可能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性骚扰？”  

 

•    有23.2％的城市女性认为，自己有可能遭遇性骚扰，8.9％认为比较可能或者非常可能。也就是说，

在这方面多少有些不安全感的城市女性接近三分之一。  

问题2 

•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带着性方面的意图，对您做出性骚扰的动作？（例如：动手动脚、耍

流氓、占便宜等等）”  

 

•    所有20－64岁的中国女性中，占6.5%。 

•    城市女性中，10.6%。 

•    在这些被行为骚扰过的女性中，有40％的人是被一个以上的人骚扰过  

问题3 

•    “在过去的12个月里，有没有人对您说过性方面的、使您很反感的话？”  

 



•    在所有20－64岁的中国女性中，曾经受到过这样的性骚扰的人占13.8%。 

•    在城市女性中，这一比例高达15.3%  

后现代主义的视角 

•    如果发生了某种行为，那么最重要的是“主体”究竟是不是感受到了被别人骚扰，而不是局外人如何

评价该行为。  

进化心理学的观点  

•     基本前提是：性骚扰的发起者常常是男性而受害者往往是女性。 

•     它把这一模式看作是生物机制的进化的产物。 

•     它认为：在“生物机制进化”这一体系里，雄性和雌性在“与谁交配”这个问题上往往采用截然相反
的策略：雄性往往喜欢那些更加年轻的、更有吸引力的雌性。因此，雄性之间就不得不互相争夺更高的
社会地位，因为雌性总是喜欢那些年龄比她们大、社会地位更高的雄性。这样便产生了女性的偏好和对
于特定伴侣的选择。 

女权主义的视角  

•    基本上是集中在最相近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上，比如权力的运作、文化和组织的压力以及社会化等等，

而且非常重视社会化在形成性别、性别角色上的强大作用 

女权主义和进化生物学理论的整合 
整合模型 

证据1 

•    男人受到性骚扰的比例并不比女性少很多，但是性质却完全不同。在城市中，男性所受到的言语骚

扰，有72.6％其实是来自男性。 

•    女性则相反 

证据2 

•    进化：年轻、美貌，容易遭到性骚扰 

 

•    社会：有过此类遭遇的女性更认为可能被性骚扰 

 

•    其实：性骚扰的定义为什么会更加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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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3 

•    在所有曾经遭到性骚扰的城市女性中，有70.4％的言语骚扰是来自女性的男性熟人或者男朋友，有

11.1％来自陌生男人，只有7.4％是来自女性的各种上司（领导、上级、老师、长辈）。 

•    同样，在行为骚扰方面，有46.4％是来自男性熟人或者男朋友，有32.1％来自陌生男人，可是来自各

种上司的只有7.1％。 

遗留问题  

•    人们很少注意到女人对男人的性骚扰，也不相信男人对男人的性骚扰，而女人对女人的性骚扰则更被

认为是无稽之谈。 

•    可是，这些情况尽管不多，却都确实存在。 

•    可惜，我们翻遍了能够找到的理论书籍，却基本上一无所获。结果，我们在留下无穷疑问的同时，只

能提出一个观点：遭到性骚扰，这绝不是女性的“专利”  

结论 

•    捍卫个人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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