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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林丽像是困在了前任的阴影里。

2022 年 11 月，林丽与邓强分手后，迎

来的并非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解脱，而是

进入了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

从那时开始，邓强持续骚扰林丽，从最

初的人身攻击到威胁公开其家庭隐私。林

丽担惊受怕、不堪其扰，遂向上海市闵行区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2023 年 2 月，林丽终于获得了闵行区

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也成为上

海市首份对终止恋爱关系后女方的人身安

全保护令。这意味着，邓强今后如果再对

她实施暴力，或者骚扰、跟踪等，将视情

节轻重被处以罚款、拘留，甚至可能被追

究刑事责任。

3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

提到，5 年间，加大对家暴案件依职权调

取证据力度，及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1.3
万份，联动各方推动保护令落地执行。

一纸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困在前任阴

影里”的她们意味着什么？如何建立一道法

律屏障让她们从暴力中走出？

承受前任暴力伤害的恐惧

“要疯掉了，有人帮帮我吗？”

2022 年 12 月，一条“被已分手的前任

纠缠怎么办？”的帖子下，得到了 100 多名

正在或者曾经受前任骚扰女性的回应，她

们或被前夫、前任男友死缠烂打，或面临隐

私遭曝光的威胁，甚至正在承受前任在家

门口围追堵截的恐惧。

“像是困在了前任的阴影里。”一名女

性这样描述自己被纠缠的痛苦。

林 丽 遭 遇 的 ，不 仅 是 心 理 上 的 痛 苦 ，

更有直接的生命安全威胁。邓强“每天频

繁打电话、发送微信骚扰林丽，带有大量

侮 辱 性 字 眼 ”， 还 “ 三 次 前 往 其 所 在 小

区，拍摄小区图片发送给林丽”，负责办

理林丽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

民法庭二级法官田颂说，在前任的骚扰、

威胁下，林丽担惊受怕、精神紧张，严重

影响日常生活。

北京安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丽

珍律师指出，“被骚扰的情况下，女性可

以首先选择报警。如果公安机关认为男方

行为确实构成现实危险性，公安机关可以

通过拘留、罚款，或者是出告诫书、训诫

书等行政文书，要求男方停止这种行为。”

“但在办案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对

家务事‘和稀泥’的现象。”林丽案代理

律师、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

玉霞发现，家暴案件中，有基层警方会一

再 规 劝 被 施 暴 方 和 解 ， 以 求 调 解 结 案 ，

“这样的做法治标不治本”。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作为上海市政协

委员的张玉霞提交了一份关于家属间侵害

案 件 不 应 该 影 响 被 害 人 的 提 案 ， 其 中 提

到，司法机关和基层工作人员在处理此类

案件中，应当规范职业言行，真正保护个体

的生命健康权，尊重被侵害人。

当事情不能像预想中那样发展，这些

女性又该如何走出暴力的阴影？

“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仅是
写在纸上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施暴者和受

害者之间设立了一道‘隔离墙’，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

再次发生。”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庭长陈宜芳介绍，2016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

反 家 庭 暴 力 法 确 立 了 人 身 安 全 保 护 令 制

度，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了独立的民事

救济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

十七条规定，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

有明确的被申请人、有具体的请求、有遭

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

情形。第二十九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

可以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

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

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以及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 它 并 不 是 写 在 纸 面 上 的 。” 张 玉 霞

说，有时会遇到这样的特殊情况，夫妻或

者 恋 人 之 间 同 居 一 室 ， 且 房 屋 属 双 方 共

有，一旦发生暴力行为，如果对方的暴力

行为没达到治安处罚或刑事处罚的程度，

往往只能是被施暴方放弃民事权益离开住

所。公安机关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

没有执法依据，不能驱逐施暴方。“但如

果被施暴方持有要求对方迁出共同居所的

人 身 安 全 保 护 令 ， 执 法 人 员 有 了 执 法 依

据，离开的就将是施暴一方。”

然而，此前反家暴法中所规定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被申请人，仅限于家庭成员与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

张玉霞讲了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我的

一个朋友一直遭受家暴，尽管通过诉讼离

婚了，但对方一直纠缠她，最后矛盾激化，

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一桩民事纠纷变成

了刑事命案。”

“如果有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不是结果

就会变得不同？”张玉霞说，此前人身安全

保护令只适用于家庭暴力，而她的朋友与

前夫并不在一起生活，无法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

朋友的不幸遭遇令张玉霞深受震动。

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她建议扩大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家庭

成员及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保障被施暴

方人身权益，预防和避免民转刑的有力措

施。”她说。

用对用好才能真正保护女性

2022 年 12 月底，林丽带着超过 2000
张 被 前 任 骚 扰 、 恐 吓 的 聊 天 记 录 截 屏

图 ， 找 到 了 张 玉 霞 ， 希 望 能 申 请 人 身 安

全保护令。

“这属于恋爱分手之后的骚扰，2023
年 1 月 1 日 后 我 们 可 以尝试申请。”张玉

霞说。

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

新增一条重要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

由 或 者 在 终 止 恋 爱 关 系 、 离 婚 之 后 ， 纠

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

人信息，而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

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

“越来越多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学会运

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陈宜芳指出，最

高人民法院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会

同六部门出台 《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

制 度 贯 彻 实 施 的 意 见》（以下简称 《意
见》），对家庭暴力发现机制、证据收集

机制、执行联动机制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细

化完善。

2022 年 8 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家庭

暴力行为种类作了列举式扩充，明确冻、饿

及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均

是家庭暴力，列举的十种证据形式降低了

该类案件的证明标准，不仅给当事人以行

为指引，也使得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

时，对证明标准的把握更加清晰，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举证难”问题。加上妇保法的新

规定，“这些合力大大拓展了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适用范围。”

在实际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容易

申请呢？

“首先要衡量对方的行为是否达到法

院发放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程度。”张丽珍认

为，女性在申请之前对于所受伤害的评估

非常重要，“一旦申请了法院没有支持，对

方知道了以后，可能会认为现在做的事情

法律是不管的。对于女性来说，受到的伤害

可能会变本加厉。”

张玉霞则指出，当前立案的难点在于

暴力行为的取证。如果有实际伤害，那么报

警之后可以获得证据，如果是可能发生的

伤害、恐吓、威胁等，则需要有微信、短信、

居委调解记录等书面材料予以证明，当事

人需要注意保留固定相关证据。

“其实这些都属于实质审查内容，而立

案只需形式审查。”她补充道，当前人身安

全保护令制度的落地仍有一些短板需要补

足，“相关法律规定了法院出具保护令需在

72 小时内，情况紧急的甚至在 24 小时内，

但实践中法院是以正式立案时起算，而并

非以当事人申请时起算，甚至会遇到有些

案件在申请立案后被放置了一个月，这就

导致保护的紧急时效性形同虚设。”

张玉霞表示，她会提交一个关于人身安

全保护令具体落地和规范适用的提案，“人

身安全保护令虽非万能，但对受害者而言是

一层保护，意味着希望，只有用对用好，才是

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的立法初心。”

“ 我 们 将 密 切 跟 踪 了 解《意 见》和《规

定》的贯彻实施情况，做好督促检查，及时

发现、解决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过程

的难点和堵点，切实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

的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家庭暴力人人

喊打’的氛围，让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无

所遁形。”陈宜芳表示。

（为保护隐私，林丽、邓强为化名）

人身安全保护令：

“前任”暴力伤害？有法律屏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实习生 顾靓楠

作 为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李 君 也 曾 受

到 网 络 暴 力 的 困 扰 。 在 接 受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采 访 时 ， 这 位 四 川 省 苍 溪

县 岫 云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 村 委 会 主 任

说 ， 他 在 前 几 年 两 会 期 间 提 出 建 立 游

戏分级制度等建议后，“一些网友对我

进 行 语 言 攻 击 ， 我 遭 受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网 络 暴 力 。” 李 君 认 为 ， 若 继 续 放 任 ，

或许更多人可能被伤害。

据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不 完 全 统

计 ， 在 前 不 久 闭 幕 的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

共 有 29 位 代 表 、 委 员 就 整 治 网 络 暴

力 、 营 造 良 好 网 络 生 态 提 出 建 议 、 提

案或通过媒体报道发声。

在 谈 到 网 络 暴 力 治 理 和 青 少 年 遭

遇 网 络 暴 力 维 权 现 状 时 ， 多 名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用 到 的 字 眼 是

“刻不容缓”。

2022 年 7 月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研 究

生 郑 灵 华 因 两 张 染 粉 红 色 头 发 的 照 片

突 遭 网 暴 。 大 量 谩 骂 、 侮 辱 的 言 语 出

现 在 评 论 和 私 信 里 。 今 年 1 月 23 日 ，

她 不 堪 网 络 压 力 抑 郁 而 终 ， 在 遗 书 里

把网暴列为走上绝路的原因之一。

“她被网暴后，并非没有向平台投

诉 ， 但 投 诉 后 没 有 得 到 平 台 的 重 视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第 七 检 察 部 主 任 韦 震 玲 告 诉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当 事 人 也 不 知 道 去 找 哪 个 部 门 ， 也 没

有 一 个 专 门 的 热 线 、 监 督 的 电 话 给 她

帮 助 ， 在 多 次 投 诉 未 得 到 重 视 的 情 况

下，“她就崩溃了”。

多 位 人 大 代 表 认 为 ， 网 络 暴 力 对

当 事 人 的 伤 害 已 超 过 现 实 中 的 直 接

伤 害 。

“社交平台上带有暴力或不实的文

字 、 视 频 ， 其 危 害 性 比 现 实 中 更 大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宁 波 市 镇 海 中 学 党 委

书 记 张 咏 梅 认 为 ， 在 平 台 和 营 销 类 账

号 的 助 推 下 ， 这 些 有 害 内 容 能 在 短 时

间 内 以 较 低 的 成 本 对 个 人 、 单 位 和 集

体 产 生 极 负 面 的 影 响 ， 舆 情 暴 发 后 进

行补救往往已经来不及。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河 北 省 邢 台 市 律

师 行 业 党 委 副 书 记 、 河 北 齐 心 律 师 事

务 所 主 任 齐 秀 敏 说 ， 网 络 平 台 要 不 断

完 善 对 被 网 暴 者 的 实 时 保 护 机 制 ， 加

强对重点群体的救助保护。

“ 各 大 平 台 应 设 置 一 键 防 护 功 能 ，

同 时 ， 建 立 快 速 举 报 通 道 ， 向 用 户 提

供 针 对 网 暴 信 息 的 一 键 取 证 等 功 能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台 盟 浙 江 省 委 会 专 职

副 主 任 陶 骏 建 议 ， 相 关 平 台 应 真 正 实

现针对网络暴力的“一键防护”。

他 介 绍 ， 当 事 人 为 讨 回 合 法 权

益 ， 需 要 收 集 、 固 定 证 据 ， 但 这 个 过

程 ， 会 对 当 事 人 造 成 二 次 伤 害 ， 并 且

耗 费 大 量 时 间 和 精 力 ， 建 议 法 律 界 专

业人士介入，对其提供免费援助。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江 西 省 水 上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运 动 员 徐 诗 晓 关 注 到 “ 取 快

递 女 子 被 造 谣 出 轨 案 ” 自 诉 转 公 诉 ，

她 认 为 这 是 打 击 网 络 暴 力 的 标 志 性 案

件 ， 建 议 特 别 是 在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的 自

诉 案 件 中 ， 检 察 机 关 可 以 主 动 作 为 ，

依法行使公诉权。

多 位 代 表 、 委 员 呼 吁 针 对 网 络 暴

力 立 法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 TCL 创 始

人 、 董 事 长 李 东 生 连 续 3 年 关 注 网 络

暴 力 ， 他 认 为 需 要 逐 步 从 运 动 式 整 治

转 向 常 态 化 治 理 ， 建 议 尽 快 出 台 反 网

络暴力法。

他 认 为 ， 当 前 法 律 层 面 对 于 网 络

暴 力 缺 乏 精 确 定 义 ， 以 及 明 确 的 可 操

作 性 司 法 解 释 ， 尤 其 缺 乏 反 网 络 暴 力

的 专 项 法 律 条 款 作 为 指 引 ， 这 导 致 在

实 际 诉 讼 过 程 中 ， 法 官 裁 判 规 则 无 法

统 一 ， 自 由 裁 量 权 较 大 ， 应 尽 快 出 台

反 网 络 暴 力 法 ， 从 法 律 层 面 明 确 界 定

网 络 暴 力 的 定 义 和 范 畴 ， 以 具 体 化 的

法律条文指导司法实践。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汇 业 （南 京） 律

师 事 务 所 主 任 魏 青 松 表 示 ， 法 院 要 依

法 妥 善 审 理 涉 网 络 暴 力 案 件 ， 向 社 会

传 达 对 网 络 暴 力 零 容 忍 的 态 度 ， 增 加

造谣、施暴成本。

“ 这 些 建 议 都 很 有 意 义 。” 3 月 16
日 ， 国 家 互 联 网 信 息 办 公 室 网 络 法 治

局 局 长 李 长 喜 在 国 新 办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就 多 位 代 表 委 员 强 烈 呼 吁 加 快 出 台 网

络暴力针对性立法表示。

“现有的法律法规仍存在针对性不

强 、 衔 接 不 畅 、 效 力 不 高 等 问 题 ， 制

度 实 施 效 果 与 人 民 群 众 的 期 待 还 有 一

定的差距。”李长喜说，下一步将从网

络 暴 力 信 息 治 理 角 度 ， 进 一 步 加 大 建

章 立 制 的 力 度 ， 及 时 出 台 相 关 部 门 规

章 ， 并 积 极 会 同 有 关 部 门 开 展 研 究 ，

推 动 制 定 更 加 完 善 的 法 律 制 度 ， 强 化

对 当 事 人 的 保 护 救 济 ， 及 时 回 应 广 大

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实习生 顾靓楠

一名高中生，因玩游戏被网友谩骂，感

觉受到侮辱，就想跳楼轻生。这是资深危机

干预专家宋娅茹不久前遇到的案例。

宋娅茹告诉记者，这个女孩学业压力

大，父母也不理解，遭遇网络暴力后认为找

不到活下去的理由。她和她的团队一起，成

功挽救了这个试图轻生的女孩。

作为上海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热线

（12355）心理专家，宋娅茹说，去年她本人

接触了多例遭遇网暴的个案，“大多数是青

少年，受到伤害不知如何应对。”

“ 人 们 在 现 实 中 受 到 侵 害 可 以 打 110
报警迅速得到帮助，在网络世界呢？”在接

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多名专家表

示，对网络世界正在发生的网暴行为，平台

和 管 理 部 门 应 该 建 立 能 够 立 即 干 预 的 机

制，长远考虑，须明确并压实各方责任，以

法治手段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制约

网络暴力对人们的侵害。

与网暴脱离接触

“最好的回应就是不回应。”宋娅茹说，

青少年在上网的过程中首先要有自我保护

意识，如果在某网站经常被谩骂、恐吓，不

要和网暴者辩论或对骂，“因为这样只会招

来更多的围攻和羞辱，抵制网络暴力的最

好办法是停止浏览或举报不良信息”。

青少年本人也要辨别是否真的遭到网

络暴力、情绪是否被操控。宋娅茹说，网络

暴 力 在 国 外 一 些 地 方 被 称 为“ 网 络 欺 凌 ”

“网络霸凌”，从心理学角度，将网络暴力称

为“网络攻击”比较合适，本质上是某些人

群借机发泄内心不满，加上部分是非辨别

能力较低的网民，“集体无意识”地对网络

暴力推波助澜，跟随舆论引导波浪形一边

倒，对当事人造成很大伤害。

青少年一旦感觉确实受到了伤害，可

以求助家长、学校、12355 平台，还可以通

过法律维权、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辅导。宋娅

茹表示，家长如果发觉孩子正遭受网络暴

力，要帮助他们保存相关记录凭证。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朱巍表示，平台应该实现“一键防护”功能，

使受害者与网暴的评论、私信有效隔绝。

在此基础上，平台还应该实现“一键取

证”，全国人大代表、台盟浙江省委会专职

副主委陶骏建议平台建立快速举报通道。

在一些国家，如遇到网络暴力，当地用

户首先报告给平台，48 小时之内，平台需

要做出处理，提供帮助。如果 48 小时内没

有得到有效处理，用户可以向政府部门设

立的监督机构举报，监督机构会进行调查

并要求平台删除有害信息。

“只要我们伸出援手拉他们一把，他

们 就 有 力 量 挣 脱 网 暴 的 黑 手 。” 宋 娅 茹

说，学校和社会都应该制定相关方案，心

理健康资源需要保障到位并正确有效，帮

助被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尽快走出阴影，心

理 咨 询 师 会 根 据 受 到 网 暴 伤 害 程 度 进 行

“创伤处理和包扎”，必要时固定证据，通

过法律为其维权。

保护网络原住民

2 月 23 日，湖南省桑植县一名高三女

生在学校春季开学典礼暨高考冲刺誓师大

会上作了激情澎湃的励志演讲：“早晨 6
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 600 多分的成绩真

的很耀眼”“我们可以不成功但是我们绝

对不能后悔”⋯⋯视频传到网上，一些人

开 始 对 该 女 生 的 演 讲 内 容 和 神 态 表 情 批

评、谩骂。

桑植县教育局在 2 月 28 日回应称，“考

虑到网暴信息对女生的影响，这几天在安

抚学生”，并请了高级心理咨询师进行心

理疏导。当地网信和公安部门介入调查，

追踪散布负面信息的人员。100 多个违规

微博账号被平台禁言。

在许多专家看来，该县多个单位的应

对措施是比较及时、有效的。但针对网暴需

要做的不止于此。在网暴形成、持续、惩治

的不同阶段，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

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和朱巍不约而同地提

到源头遏制、加强事前预防的重要性。

一种观点认为，“遭遇网络暴力自杀

的人本身就有心理问题、心理脆弱，早晚

会出事”。对此，宋娅茹并不认同，大部分成

年 父 母 其 实 并 不 能 真 正 理 解 从 小 触 网 的

“网络原住民”进入网络空间后的心理反

应，总是认为“至于吗”“没事找事”。

她表示，网络暴力具有特殊性，互联

网本身的持续性和开放性，攻击行为可能

无休止、无限放大。网暴与现实生活中遭

遇的暴力事件不同，甚至比传统的暴力行

为表现得更强烈。当遭受辱骂、骚扰及人

肉追踪时，受害者很难真正逃避。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世界这种

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2022 中国游戏产

业未成年人保护进展报告》 显示，截止到

2022 年 ， 我 国 19 岁 以 下 网 民 规 模 达 1.86
亿人，其中 9 岁及以上未成年人手机持有

率达到 97.6%。

“网暴的形成有复杂的心理机制，很多

是 人 的 负 面 情 绪 在 网 络 上 无 序 释 放 的 结

果。”中国社会学会网络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常务理事、杭州市委党校研究员姜方炳在

观察研究中发现，现阶段的网络暴力往往

穿上了新的技术外衣，其风险后果的传播

渠道更多、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由此对当

事人造成的伤害更大。

朱巍发现，在大规模的网暴形成过程

中，平台如果受“流量指挥棒”影响，就容易

忽视网暴苗头。在朱巍看来，公众讨论事件

达到一定热度乃至被推上热搜之前，平台

有责任进行初步审核，并作出判断：这一话

题讨论是否违背了事实？是否侵犯了公民

个人权利？对事件的讨论是否出现了网暴？

人生被改写只需要 9 秒钟

近年，越来越多的事实在证明，网暴往

往起于“青萍之末”。苗头一旦被忽视，网暴

的后续发展往往是事件越来越不可控、伤

害越来越不容易被终止。

2020 年 7 月，一位杭州的女士因为取

快 递 被 造 谣 成 “ 寂 寞 少 妇 出 轨 快 递 小

哥”，引发了大量低俗、淫秽评论，当事

人遭遇网络暴力。谣言的起源，是一段 9
秒钟偷拍当事人取快递的视频，加上始作

俑 者 在 微 信 群 里 上 传 捏 造 的 聊 天 记 录 截

图，在网络社群疯狂扩散。

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中提到，最高检指导浙江检察机关

办理的“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建

议公安机关“以诽谤罪立案，推动自诉转

公诉”。

“人生被改写需要多久？只需要短短 9
秒钟。”办案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

第四检察部副主任孔凡宇感慨，从发出检

察建议起算，检察机关足足用了 191 天去

抚平这段伤痕。而当事人陷入舆论漩涡，已

长达 10 个月之久。

整个取证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月，最

后形成案卷 18 卷、光盘 76 张。孔凡宇评价

那份具有转折意义的检察建议：首次明确

将恶劣的网络暴力界定为“严重危害社会

秩序”，并且首次在当事人已经自诉的情形

下，依然建议转为公诉程序。

刑法所规定的侮辱、诽谤罪一般是刑

事自诉案件，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受

害人需要向法院提交证据，但是面对数不清

的匿名账号和海量网暴信息，受害人连最基

本的信息——网暴者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因染了粉红色头发被网暴的女孩郑灵

华就遇到了类似问题。该案代理律师金晓航

表示，她在生前搜集证据中一遍遍遭受折

磨，也通过多方打听过同样发生在杭州的

“取快递案”是如何转公诉的，希望能够借鉴。

寻亲男孩刘学州被网暴致死案的代理

律师周兆成表示，在刑事自诉案件中，受害

者获取网暴者信息一般需要先起诉平台，

通过平台获得网暴者的个人信息，再追加

被告人，“起诉的程序比较繁杂，对普通的

网暴受害者来说，很难实现有效的维权。”

郑灵华案就是通过这种模式试图获取

网暴者信息，但是，涉及的三家网络平台，只

有一家在向法院回函中反馈了相关信息。

立法规制

网络暴力持续的整个过程中，伴随着

许多违法犯罪的苗头。朱巍介绍，如网暴者

曝光受害者的私人信息、实行线下骚扰，可

能存在寻衅滋事，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

事实则可能涉嫌诽谤罪，网暴中的威胁恐

吓可能涉及敲诈勒索，网民应及时报案。民

事方面的侵权，可以提起诉讼。

朱巍持续呼吁尽快出台反网暴法。他

认为，如今的互联网上，网暴已成为多发事

件，对社会和网络传播秩序造成了严重损

害 ， 已 成 为 侵 害 言 论 自 由 的 重 要 表 现 方

式 ，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寒 蝉 效 应 ， 让 群 体 性

的、非理性的因素增多。

但是现有的法律并不能涵盖网络暴力

的 多 种 形 态 ， 也 缺 乏 具 体 的 操 作 程 序 。

“我们需要统筹立法，通过反网暴法的单

独建立把网络暴力的多种形态、多种主体

的责任以及执行程序说清楚。”朱巍说。

“法不责众”常常成为网暴者的施暴

动因之一，而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法是

会责众的”。朱巍认为，对网暴者惩戒是

治理网络暴力的关键之一，要让“每一根

稻草”都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于网暴者，平台方也应该对其做出

惩戒。朱巍认为，平台责任不应当等着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得出结论再履行，“司

法程序需要一定时间，平台应该立即、有效

地做出举措进行管理约束。”

跨平台追责也是惩戒网暴者、维护受

害者权利的重要手段。对于受害者来说，多

平台投诉取证大大提高了维权成本。朱巍

建 议 ，平 台 之 间 应 当建立“黑名单共通制

度”，如果能够真正建立平台之间的惩戒互通

制度，可以进一步规范和约束网暴施暴者。

政府部门可以搭建针对个人的辟谣平

台作为补充。郑宁介绍，被造谣者上传证据

辟谣，官方帮助被造谣者发布声明作为背

书，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辟谣个体影响力

小、不被信任以及辟谣信息传达广度不足

等短板。

“很多机构单位，当员工遭遇网络围攻

时，不问青红皂白先处理受害人。”全国政

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七

检察部主任韦震玲建议，所有的用人单位

都应该对网络暴力行为有全面、清晰的认

识，不能只从舆情维稳角度出发，为了熄灭

网络舆情，对发起网络暴力的群体直接妥协，

不仅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还使当事

人受到双重打击，伤害从网络蔓延到工作。

“网络暴力实属违法行为。”韦震玲表

示，网络领域出现了法治规制的空白和漏

洞，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在行为失范又不

受或者少受法律惩治的客观现实下，网暴

者明知是违法行为因知晓不易被惩治、违

法 成 本 低 、 抱 着 法 不 责 众 心 理 而 肆 意 妄

为，一些营销号更是为追求流量经济利用

网络暴力制造热点赚取不义之财，令人深

恶痛绝。

郑宁认为，从根源上来说，网暴的治理

需要靠加强教育，提高全民的网络素养，将

网络素养教育写入教科书是一个可行的措

施，在孩子们接触网络时就引导他们正确

看待网络上可能遇到的不良信息。

网暴到来时 如何及时自救与他救

29 位代表委员在两会
期间呼吁根治网暴

精准“狙击”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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