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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目前在各国普遍存在，但中国关于性骚扰的法律法规确实

存在盲点，仅仅在《民法通则》中有一些对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的原则性规定，不够具体，不易操作。例如，对何种程度

的性骚扰，应给予何种程度的制裁，均未见规定。性骚扰受

害人的合法权益要想得到全面保护，在现有法律下就显得相

当遥远和不实际。 制定反性骚扰法，是对广大妇女切身权益

保障的一种加强。随着社会进步，女性参加工作机会越来越

多，社会活动空间逐步拓宽，经济地位逐步提高，对家庭对

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与此相匹配的女性切身权益保

障的法律法规，却还显得空泛、滞后。应尽快将“性骚扰”

纳入立法日程，作出具体的、有操作性的规定和细化条款。

在这一法律出台前，可以先考虑分散立法，如在妇女权益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内加上一些条款等。 刘东华：我国并无明确

以调控“性骚扰”行为字样出现的法律规范，但我国并不缺

乏有关对反对性骚扰行为的条款与规定，如《宪法》规定，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 对公民进行侮辱

、诽谤。《民法通则》也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

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

誉，公民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刑法》中也规定有猥亵、侮辱

妇女罪、侮辱、诽谤罪；《公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

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的为扰乱公共秩序行为；



《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妇女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受法

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

誉和人格。 目前,我国各地在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

中，对性骚扰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如《上海实施办法》

规定，禁止“以恋爱，征婚，招聘为名或者用其他方式玩弄

女性”，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这些规定，都是

反对性骚扰的积极措施。 余彩莲：从诉讼的角度讲,“性骚扰

”案很难取得确凿的证据，因为它往往在缺乏证人在场的情

况下发生。但最主要的问题是，现行《民法通则》中对‘性

骚扰’侵害公民人身权益的规定不够具体、不易操作，致使

受害者在身心受到巨大创伤后无法讨回公道。性骚扰”的受

害者不光是女性，但却以女性居多，在现实生活中，“性骚

扰”还是一个令人难以启齿的话题，但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

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成彪：给女性设立专门的车厢，只是

给女性暂时的安全，真正的安全隐患还在：那种带有性骚扰

心理的流氓四处游荡，车上遇不着，就在路上；路上遇不着

，可能会破门而入⋯⋯你能在这些地方都设立专门的“安全

空间”吗？而女性的沉默不语和公众的看客心理，客观上给

不法分子更大的犯罪空间，也滋长了这些人的侥幸心理。所

以，“女性车厢”的出现，就是在流氓犯罪分子面前示弱，

因此，流氓犯罪分子的胆子会一天天大起来，人数会一天天

多起来，获得安全岂不流于空谈？即使真如脑筋急转弯所说

的，设立一个“安全空间”，谁又能保证这些色胆包天的家

伙不会敲门入室、公开侵犯呢？ 要保护女性不受骚扰侵害，

惟有打击流氓犯罪行为，还女性以安全的氛围。为此，必须

做到三方配合：女性要及时勇敢地揭发骚扰行为，必要时还



应勇于还击；公众不能隔岸观火做看客，今天流氓侵扰这个

女性，明天就能侵犯自己的母妻姐妹；执法部门必须重视这

一新型的侵害行为，必须出重拳喝止侵扰女性者，才能防患

于未然；司法部门应及时修改法律条款，或尽快制定有关防

范和惩治性骚扰、保护女性人身安全的法律条款。方方喊打

狼，条条路堵死，色狼定然无处逞威，女性上街乘车定会倍

感安全，我们也不一定非要考虑设立“安全空间”的问题了

。 王向前：防范性骚扰的内容应写进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

议，将防止性骚扰写进劳动合同是给劳动者提供一个良好的

劳动条件。如果职工在企业经常受到性骚扰，可以认为：该

企业没有给本单位职工提供良好的劳动条件。对于如何签订

这样的劳动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集体劳动合同

时，可加入相应条款。如企业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及处罚办法

，就可以此为依据在劳动合同中注明。如女工单独与用人单

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可提出要求，在与企业协商一致的情况

下，取得对自己相应权利的保障。其内容可以有：领导与女

职员谈话不应在封闭的办公室，否则，女职员有权拒绝。女

职员受到不礼貌对待时，可向纪律部门投诉，并要求道歉。

情节严重，影响女职员身心健康的，可要求赔偿。对违反规

定，且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用人单位有权予以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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