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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县家庭妇女李桂花(化名)，婚后靠打工维持全家生计。

丈夫陈长根(化名)游手好闲，常酗酒并打骂李桂花。李桂花

多次提出离婚，均遭陈长根威胁要报复李桂花及其娘家人而

被迫妥协。2006年7月26日，陈长根无端责骂李桂花有外遇，

用木凳砸李桂花背部，掐她的脖子，还把汽油淋满李桂花全

身要烧死她，李桂花抢走了他手中的打火机，并报了警。次

日16时许，陈长根酒后回家即反锁房门，责骂李桂花不该报

警，并扬言要烧掉房子，把李桂花从三楼丢下去，又掐李桂

花脖子。陈长根打骂后睡着时，李桂花想着7年来陈长根对自

己的打骂虐待，离婚不能，心中怨恨绝望，遂用桌上的电线

勒死陈长根，后投案自首。 一审法院认为，李桂花的行为，

构成故意杀人罪。但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属情节较轻，其案

发后自首，可酌情从轻处罚。判处李桂花有期徒刑十二年，

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李桂花以“原判量刑过重”提出上诉。

二审期间，被害人的父母请求二审法院对上诉人李桂花从轻

处罚。 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依法

对李桂花减轻处罚，判处李桂花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裁判分析 近年来，各地法院审理的因长期家庭暴力引起的

以暴制暴案件越来越引起关注。这一方面由于不同法院对此

类案件的量刑结果轻重不一，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法制统一

的担忧；另一方面，通过这类案件的审理，越来越多的法官



、律师、研究人员开始接受并运用一种新的裁判理论－－女

性主义法学，为法院审理涉及性别平等的案件提供了一个全

新的视角。尽管法官在裁判中通常不会直接声称以某种法律

理论作为裁判的指导思想，但我们在不少案件中可以清楚地

看出法院的女性主义裁判视角。本案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便

是其中的典型。 量刑情节与基于女性特质的事实 适用于本案

的法律，并没有拒绝女性。换句话说，由于刑法总则中的原

则性规定以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了“情节较轻”的量刑标

准，就在法律解释上为把基于女性特征而产生的只有在女性

犯罪行为中才能体现出来的事实“读入”较轻的量刑情节提

供了可能性。 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

罚时，应当根据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情节及其对社会的

危害程度，决定与其罪行相适应的刑罚。虽然刑法第二百三

十二条并没有关于“情节较轻”的具体阐释，但理论界和司

法实务界已经普遍认可，防卫过当杀人、义愤杀人、因受被

害人长期迫害杀人、基于被害人请求杀人以及“大义灭亲”

杀人等，均可作为情节较轻的表现。本案中，由于李桂花的

杀人行为是基于死者的重大过错，因此应区别于普通的故意

杀人案件。李桂花作为家庭中的女性，因家庭暴力而绝望无

助，为摆脱长期以来超过其忍耐限度的家庭暴力，最终选择

了杀死其施暴丈夫。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女性在社

会上和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不同于男性的心理特征和生理

特征，应当成为定罪量刑中考虑的因素。因此，李桂花的主

观恶性小，犯罪行为指向特定，社会危害性较小，再次犯罪

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二审法院认为对李桂花判处较轻刑罚

并适用缓刑是符合立法原意的。可以说，本案二审法院的裁



判，较好地运用了女性主义法学理论，在充分考虑了李桂花

从原家庭暴力受害人被迫成为加害人的具体因素的基础上，

设身处地地站在女性的角度，根据李桂花当时的处境和她以

往的受暴经历，正确地适用了法律。 但是，各地法院对同类

案件的不同裁判结果告诉我们，不同的法官、不同的法院会

有不同的认识。相似的事实，相同的法律条款，同样具备法

律职业能力的法官，却出现了不同的判决。其根本原因还在

于对女性主义法学裁判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尚显不够。这就需

要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女性主义法学的内容。 女性主义法学的

要素 从性别平等视角来重新审视现行法律制度，人们会发现

有很多不利于女性权利保护和发展的现象。而女性主义法学

的基本观点就是要求站在性别平等的立场上，深刻挖掘女性

在生理、心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质，再

在充分考虑这些特质的基础上，回到对立法活动的要求或对

立法原意的理解上来。 女性主义法学认为，国家政策和法律

，是由大多数男性制定的，代表男性的价值观。因为缺乏女

性的经历和体验，难免忽视女性的权利保障。如：“公/私二

分法”理论认为，对女性的暴力屡禁不止，是因为法律把女

性的人身权利，分为社会的(公领域)和家庭的(私领域)。非家

庭成员侵犯女性人身权利的，法律严厉打击，丈夫侵犯妻子

人身权利的，法律袖手旁观。这种划分，使女性遭遇家庭暴

力时，缺乏合法的救济途径。 又如：“排除法则”理论挑战

正当防卫的规定。正当防卫的规定，是在两位体力大致相等

的男人在酒馆斗殴的基础上制定的。立法者没有意识到，当

一个男人用暴力威胁一个体力与他相差悬殊并且被他打怕了

的女人时，如果要求这个女人等到暴力迫在眉睫时再奋起反



抗，体力和心理上都处于弱势的女人获胜的机会微乎其微。

这样的规定，难以体现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法律对权利

的实质性的平等保护便难以实现。 尽管对女性主义法学比较

激进的观点也有不少批判，但它对传统的、主流的法律思想

的冲击对于正确适用法律是有很大启发作用的。 女性主义法

学对审判实践的影响 如何看待受暴妇女的杀夫行为，直接影

响到她们能否获得法律公正的对待。1977年，美国临床心理

学家沃柯医生提出的“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美国以及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该理论由暴力的“

周期性循环”和“习得性无助”两个概念组成。暴力的周期

性指暴力发生前的关系紧张、暴力发生、过后的平静阶段不

断循环，周而复始。随着时间的流逝，暴力日益频繁，平静

阶段则越来越短。习得性无助指女性多次受暴后的心理恐惧

及无助。当暴力周期中的平静阶段只剩下2至3天时，暴力往

往已严重到超过受害者的忍耐极限。此时极有可能出现受害

人被打残、被故意伤害致死、自杀或以暴制暴的后果。 上世

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女性主义法学的影响下，受虐妇女

综合症从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正式成为法律概念，用来描述

女性长期受暴后出现的一种特殊心理和行为模式。借助这一

证据形式，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

坡、特里尼达、德国、丹麦、瑞典、挪威等国因以暴制暴而

受审的女性，都能得益于受虐妇女综合症专家证据，获得减

轻处罚、免于处罚或无罪释放。 在我国，自1995年联合国第

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我国召开以来，通过各界的不懈努力，

司法实践逐渐受到女性主义法学视角的影响，近年来在审理

以暴制暴案件中出现了量刑轻刑化的趋势。从各地法院的判



决书来看，法院认定家庭暴力存在，并且被告人有自首行为

的，虽然由于不同的法院对家庭暴力引发的以暴制暴案行为

人的态度和了解程度不同，虽然对个别案件个别被告人也有

无期徒刑的重判，但刑期在5年以下或者缓刑的在逐渐增多。

本案二审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 结语 总之，女性主义法学在

指导法院审理涉及性别平等的案件中，对于平等保护女性权

利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审理因长期家庭

暴力引起的以暴制暴案件时，女性主义法学提醒法官要全面

考虑女性特征在此类案件中的表现，了解犯罪背后的原因，

包括案件起因、家庭暴力的特殊性、犯罪行为的被迫性、社

会救助性不充分等多种因素，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确

保司法公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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