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印发《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5〕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

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

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为积极预防和有效惩治家庭暴力犯罪，加强对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刑事司法

保护，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

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2015 年 3 月 2 日 

  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

活人员之间的家庭暴力犯罪，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破坏家庭关系，影响社

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严格履行

职责，充分运用法律，积极预防和有效惩治各种家庭暴力犯罪，切实保障人

权，维护社会秩序。为此，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结合司法实践经验，制定本

意见。 

  一、基本原则 



  1.依法及时、有效干预。针对家庭暴力持续反复发生，不断恶化升级的特

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对已发现的家庭暴力，

应当依法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进行妥善处理，不能以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

成员之间，或者属于家务事为由而置之不理，互相推诿。 

  2.保护被害人安全和隐私。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应当首先保护被害人

的安全。通过对被害人进行紧急救治、临时安置，以及对施暴人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判处刑罚、宣告禁止令等措施，制止家庭暴力并防止再次发生，消除家

庭暴力的现实侵害和潜在危险。对与案件有关的个人隐私，应当保密，但法律

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3.尊重被害人意愿。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既要严格依法进行，也要尊

重被害人的意愿。在立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提起公诉、判处刑罚、减刑、

假释时，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作出合情、合理的处

理。对法律规定可以调解、和解的案件，应当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

调解、和解。 

  4.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特殊保

护。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案件情况，通过代为告诉、

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大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重

病患者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案件受理 

  5.积极报案、控告和举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任何单

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



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的规定，家庭暴力被害人及其亲属、朋

友、邻居、同事，以及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共青团、残

联、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单位、组织，发现家庭暴力，有权利也有义务及时

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控告或者举报。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于报案人、控告人和举报人不愿意公

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行为的，应当为其保守秘密，保护报案人、

控告人和举报人的安全。 

  6.迅速审查、立案和转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接到家庭暴

力的报案、控告或者举报后，应当立即问明案件的初步情况，制作笔录，迅速

进行审查，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的规定，根据自己的管辖范围，决定是否

立案。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要及时立案。对于可能构成犯罪但不属于自己管

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或者举报人；对于不

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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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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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注意发现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在处理人身伤害、虐待、遗弃等行政案件

过程中，人民法院在审理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纠纷等民事案件过程中，

应当注意发现可能涉及的家庭暴力犯罪。一旦发现家庭暴力犯罪线索，公安机



关应当将案件转为刑事案件办理，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属于自

诉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被害人提起自诉。 

  8.尊重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家庭暴力犯罪

案件，在立案审查时，应当尊重被害人选择公诉或者自诉的权利。被害人要求

公安机关处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立案、侦查。在侦查过程中，被害人不再

要求公安机关处理或者要求转为自诉案件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提交

书面申请。经审查确系被害人自愿提出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撤销案件。被害

人就这类案件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9.通过代为告诉充分保障被害人自诉权。对于家庭暴力犯罪自诉案件，被

害人无法告诉或者不能亲自告诉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告诉或者代为

告诉；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没有

告诉或者代为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告诉；侮辱、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告诉

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告诉。

人民法院对告诉或者代为告诉的，应当依法受理。 

  10.切实加强立案监督。人民检察院要切实加强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立案

监督，发现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或者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

属，有关单位、组织就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

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立案理由不成立

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认为不立案理由

成立的，应当将理由告知提出异议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有关

单位、组织。 



  11.及时、全面收集证据。公安机关在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时，要充分、全面

地收集、固定证据，除了收集现场的物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外，

还应当注意及时向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共青团、残联、医

院、学校、幼儿园等单位、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被害人的亲属、邻居等收集

涉及家庭暴力的处理记录、病历、照片、视频等证据。 

  12.妥善救治、安置被害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负有保护

公民人身安全职责的单位和组织，对因家庭暴力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紧急救治的

被害人，应当立即协助联系医疗机构救治；对面临家庭暴力严重威胁，或者处

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态，需要临时安置的被害人或者相关未成年人，应当通知

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安置。 

  13.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实施家庭暴力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拘留、逮捕条件的，可以依法拘留、逮捕；没有

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应当通过走访、打电话等方式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

理人、近亲属联系，了解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状况。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

次实施家庭暴力的，应当根据情况，依法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决定对实施家庭暴力的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取保候审的，为了确保被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安全，可以依照刑事

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再次实施家庭

暴力；不得侵扰被害人的生活、工作、学习；不得进行酗酒、赌博等活动；经

被害人申请且有必要的，责令不得接近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14.加强自诉案件举证指导。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具有案发周期较长、证据难

以保存，被害人处于相对弱势、举证能力有限，相关事实难以认定等特点。有

些特点在自诉案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家庭暴力自诉案

件时，对于因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等原因，难以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据要求的，

应当及时对当事人进行举证指导，告知需要收集的证据及收集证据的方法。对

于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真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调取。 

  15.加大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力度。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

材料之日起三日内，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

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对于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年人、重病患者或者残疾人

等，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帮助其申

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符合条件的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指派熟悉反家

庭暴力法律法规的律师办理案件。 

  三、定罪处罚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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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依法惩处虐待犯罪。采取殴打、冻饿、强迫过度劳动、限制人身自由、

恐吓、侮辱、谩骂等手段，对家庭成员的身体和精神进行摧残、折磨，是实践

中较为多发的虐待性质的家庭暴力。根据司法实践，具有虐待持续时间较长、

次数较多；虐待手段残忍；虐待造成被害人轻微伤或者患较严重疾病；对未成

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哺乳期妇女、重病患者实施较为严重的虐待行

为等情形，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虐待“情节恶劣”，应当依法

以虐待罪定罪处罚。 

  准确区分虐待犯罪致人重伤、死亡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犯罪致人重伤、

死亡的界限，要根据被告人的主观故意、所实施的暴力手段与方式、是否立即

或者直接造成被害人伤亡后果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侵害

被害人健康或者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而是出于追求被害人肉体和精神上的

痛苦，长期或者多次实施虐待行为，逐渐造成被害人身体损害，过失导致被害

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或者因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残、自杀，导致重伤

或者死亡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

亡”，应当以虐待罪定罪处罚。对于被告人虽然实施家庭暴力呈现出经常性、

持续性、反复性的特点，但其主观上具有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

故意，持凶器实施暴力，暴力手段残忍，暴力程度较强，直接或者立即造成被

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依法惩处遗弃犯罪。负有扶养义务且有扶养能力的人，拒绝扶养年幼、年

老、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是危害严重的遗弃性质的家

庭暴力。根据司法实践，具有对被害人长期不予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驱



赶、逼迫被害人离家，致使被害人流离失所或者生存困难；遗弃患严重疾病或

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遗弃致使被害人身体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等情形，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遗弃“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以遗

弃罪定罪处罚。 

  准确区分遗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要根据被告人的主观故意、所实施

行为的时间与地点、是否立即造成被害人死亡，以及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依赖程

度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只是为了逃避扶养义务，并不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

亡，将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弃置在福利院、医院、派出所等单位或者广场、

车站等行人较多的场所，希望被害人得到他人救助的，一般以遗弃罪定罪处

罚。对于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不履行必要的扶养义务，致使被害人因缺

乏生活照料而死亡，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带至荒山野岭等人迹罕至的

场所扔弃，使被害人难以得到他人救助的，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18.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

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兼顾维护家庭稳定、尊重被害人意愿等因素综合

考虑，宽严并用，区别对待。根据司法实践，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手段残忍或者

造成严重后果；出于恶意侵占财产等卑劣动机实施家庭暴力；因酗酒、吸毒、

赌博等恶习而长期或者多次实施家庭暴力；曾因实施家庭暴力受到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形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对于实施家庭暴力

犯罪情节较轻，或者被告人真诚悔罪，获得被害人谅解，从轻处罚有利于被扶

养人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对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

以不起诉，人民法院可以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撤销案件、

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充分运用训诫，责令施暴人保证不

再实施家庭暴力，或者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非刑罚处罚措施，加强

对施暴人的教育与惩戒。 

  19.准确认定对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

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只要符合刑法规定的条件，

就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防卫行为造成施暴人重伤、死

亡，且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 

  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

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根据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

度、手段的残忍程度，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

的手段、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等进行综

合判断。 

  20.充分考虑案件中的防卫因素和过错责任。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

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

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

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对于因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身

体、精神受到重大损害而故意杀害施暴人；或者因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而故

意杀害施暴人，犯罪情节不是特别恶劣，手段不是特别残忍的，可以认定为刑



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杀人“情节较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的，可以根据其家庭情况，依法放宽减刑的幅度，缩短减刑的起始时间与间隔

时间；符合假释条件的，应当假释。被杀害施暴人的近亲属表示谅解的，在量

刑、减刑、假释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四、其他措施 

  21.充分运用禁止令措施。人民法院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被判处管制或

者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为了确保被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可

以依照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同时禁止犯罪分子

再次实施家庭暴力，侵扰被害人的生活、工作、学习，进行酗酒、赌博等活

动；经被害人申请且有必要的，禁止接近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22.告知申请撤销施暴人的监护资格。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

于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在必要时可以告知被

监护人及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员、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监护

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23.充分运用人身安全保护措施。人民法院为了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避

免其再次受到家庭暴力的侵害，可以根据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

规定，作出禁止施暴人再次实施家庭暴力、禁止接近被害人、迁出被害人的住

所等内容的裁定。对于施暴人违反裁定的行为，如对被害人进行威胁、恐吓、

殴打、伤害、杀害，或者未经被害人同意拒不迁出住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4.充分运用社区矫正措施。社区矫正机构对因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被判

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分子，应当依法开展家庭暴

力行为矫治，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教育和帮助措施，矫正犯罪分子的施

暴心理和行为恶习。 

  25.加强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

政机关应当结合本部门工作职责，通过以案说法、社区普法、针对重点对象法

制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活动，有效预防家庭暴力，促进

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