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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近幾年，隨着犯罪

形勢的發展變化，隔空猥褻、網絡性引誘等新型犯罪層出不窮。

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25日發布司法解釋和

司法意見明確，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進行網絡裸聊、向未成年人

索要裸照、視頻等特殊猥褻行為，以猥褻兒童罪或強制猥褻罪定

罪處罰，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司法解釋還明確了暴力、脅迫姦淫幼女等情形將從重處罰，進一

步細化強姦、猥褻未成年人犯罪量刑規則。

網誘未成年人裸聊以猥褻兒童罪定罪
出台司法解釋 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 嚴打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兩

高：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及《中國青年報》報
道，在民政部25日舉行的擴大婚姻登記「跨省通辦」
試點工作專題新聞發布會上，民政部社會事務司司長
王金華說，針對重婚、騙婚等行為，民政部門將探索
建立婚姻領域個人信用制度，婚姻當事人簽署個人婚
姻狀況承諾書，承諾不實將納入個人信用懲戒範圍。

強化婚姻登記全國聯網審查功能
「重婚、騙婚等行為既涉及個人誠信缺失，也涉嫌
違法犯罪，不但損害了婚姻利害關係人的合法權益和
社會的誠信價值，也干擾了政府正常的管理秩序。」

王金華介紹，民政部門將積極採取措施，減少重婚、
騙婚等現象發生。
一是提升婚姻登記信息管理系統全國聯網的穩定性

和信息的完備性，強化婚姻登記全國聯網審查功能，
同時加強與相關部門的信息共享，及時對當事人身份
信息和婚姻狀況信息進行聯網核驗。
二是要求各級婚姻登記機關配置智能化個人信息比

對設備，提高婚姻當事人個人信息比對的準確性。
三是探索建立婚姻領域個人信用制度，婚姻當事人

簽署個人婚姻狀況承諾書，承諾不實將納入個人信用
懲戒範圍。

四是加強婚姻登記機關管理和工作人員培訓，提升
工作人員的政策水平和甄別能力。同時，對涉嫌違法
犯罪的，民政部門將配合有關部門進行查處。

婚姻登記「跨省通辦」避免奔波
在婚姻登記「跨省通辦」過程中，婚姻當事人應當
配合做好哪些工作？民政部社會事務司二級巡視員楊
宗濤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在試點地區辦理婚姻登
記的戶籍人口，辦理方式與試點前完全一致。「為提
高『跨省通辦』的效率，避免人員聚集，避免當事人
來回奔波，試點地區基本都開通了網上預約預審系

統，建議當事人按照試點地區要求提前在網上預約；
辦理婚姻登記時，如實填寫本人身份信息和婚姻狀
況，以免因信息不實無法辦理。」楊宗濤說。

民政部：探索建立婚姻領域個人信用制度 減少重婚騙婚

◆ 5月20日，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民政局婚姻登記中
心，新人擺出「520」手勢。 中新社

最高法25日在京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關於辦理強姦、猥褻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將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

嚴厲打擊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發布會上，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
還發布《關於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主要內容包括規範性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辦理程序和方式、明確證據審查判斷標準和應把握的原則、細
化被害人保護救助要求等。據悉，兩份法律條文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製作視頻脅迫猥褻加重處罰
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那艷芳在出席發布會時指出，伴隨經濟社會快速發
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現新的複雜情況，性侵害犯罪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中所佔比重持續升高，成為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犯罪。而隨着犯罪形勢的發
展變化，執法司法面臨日益複雜的情況。2013年「兩高兩部」發布的《關於依
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已不能完全與現行法律規定銜接，故此亟
需盡快制定出台指導規範，應對形勢發展和實踐需要。
當前，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日趨低齡化，隔空猥褻、網絡性引誘等新型犯罪層

出不窮。對此，上述司法解釋明確，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通過網絡視頻聊天或
發送視頻、照片等方式，暴露身體隱私部位或實施淫穢行為，符合刑法相關規
定的，以強制猥褻罪或猥褻兒童罪定罪處罰。司法解釋還明確了猥褻兒童罪加
重處罰情節。例如，猥褻致兒童輕傷、自殘的，對猥褻過程或被害人身體隱私
部位製作視頻、照片等影像資料，以此脅迫對被害人實施猥褻，或致影像資料
向多人傳播，暴露被害人身份等行為，應當加重處罰。
《刑法》規定，猥褻兒童罪應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猥褻手段惡劣，或者有

其他惡劣情節的，要加重處罰，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此番兩高發布的司法解
釋綜合考慮不同情形下犯罪的主體、對象、地點、手段、危害後果等因素，對
相關從重、加重處罰條款作出進一步明確和細化，確保罪責刑相適應、罰當其
罪、刑足制罪。

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
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委員、刑事審判第一庭庭長何莉在發布會上介紹，這份司
法解釋共16條，堅持依法從嚴懲處，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堅持特殊、優先保
護。主要包括六方面內容，即明確姦淫幼女適用較重從重處罰幅度的情形，包
括採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實施姦淫的，侵入住宅、學生集體宿舍實施姦淫的，
等等。明確強姦未成年女性和姦淫幼女「情節惡劣」的認定標準，包括非法拘
禁或者利用毒品誘騙、控制被害人的，屬於「情節惡劣」，應當加重處罰。解
釋還明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加重處罰情節，明確猥褻兒童罪加重處罰
情節，明確一些特殊情形的法律適用標準。
何莉表示，下一步將充分發揮司法職能作用，準確適用法律，依法嚴懲性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一級巡視員陳士渠亦在當日的發布會
上表示，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公安機關按照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的要
求，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嚴厲打擊懲處，「零容忍」「零懈怠」。

司法解釋六大要點
明確姦淫幼女適用較重從重處罰幅度的情形

包括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實施姦淫的；採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實施姦淫的；
侵入住宅、學生集體宿舍實施姦淫的；對農村留守女童、嚴重殘疾或者精神
發育遲滯的被害人實施姦淫的；利用其他未成年人誘騙、介紹、脅迫被害人
的；曾因強姦、猥褻犯罪被判處刑罰的。

明確強姦未成年女性和姦淫幼女「情節惡劣」的認定標準

包括非法拘禁或者利用毒品誘騙、控制被害人的；姦淫精神發育遲滯的被害
人致使懷孕的等。

明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加重處罰情節

包括對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
的境地，迫使被害人與其發生性關係的，以法定刑較重的強姦罪定罪處罰，
以依法、準確、有力懲處犯罪。

明確猥褻兒童罪加重處罰情節

明確猥褻致使兒童輕傷、自殘的，或者對猥褻過程製作視頻，以此脅迫對被
害人實施猥褻的，應當加重處罰。

明確一些特殊情形的法律適用標準

包括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進行網絡裸聊、向未成年人索要裸照、視頻等特殊
猥褻行為，明確以猥褻兒童罪或者強制猥褻罪定罪處罰。

對強姦、猥褻未成年人案件中支持被害人醫療費的範圍予以明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隨着互聯網的普
及，犯罪形式呈現多樣
化態勢，相較於傳統的
猥褻兒童犯罪，隔空猥

褻、網絡性引誘等新型涉網絡、非接觸型犯
罪隱蔽性強。」廣東風采新紀元律師事務所
律師賀國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
出，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極易成為「網絡大
灰狼」實施隔空猥褻的目標，影響極其惡
劣。他強調，網絡非法外之地，在社交傳媒
快速發展背景下保護未成年人，應由家庭、
學校、社會、網絡、政府、法律形成合力，
共同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隔空猥褻是未成年人無法承受之痛
「從法律上來講，猥褻兒童罪的立法意圖

是為體現我國法律對未成年人權利的保護，

以及對性侵未成年人的從嚴懲處立場，隔空
猥褻行為與未成年人利益相背離，嚴重危害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以猥褻兒童罪對隔空猥
褻行為定罪處罰體現法益保護的目的，符合
刑法謙抑性精神。」賀國帥還指，互聯網快
速發展給人們溝通帶來極大便利，但隨着互
聯網的普及，犯罪形式呈現多樣化態勢。

「隔空猥褻是未成年人無法承受之痛。」
在他看來，未成年人身處紛繁複雜的網絡世
界，會因為涉世未深、好奇心強、對網絡性
侵犯罪防範意識較弱等，極易成為「網絡大
灰狼」實施隔空猥褻的目標，且犯罪過程容
易通過網絡傳播並擴大影響範圍，嚴重侵害
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嚴，對社會影
響極其惡劣。

賀國帥認為，網絡非法外之地，在社交傳
媒快速發展背景下保護未成年人，應由家

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法律形成合
力，共同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一方面，
相關方須各盡其責、協同發力，引導未成年
人正確使用互聯網，樹立正確的網絡世界
觀，主動抵禦網絡不良信息的侵襲。另一方
面，網絡平台也應努力盡更多社會責任，加
強自身監管，發現問題及時採取干預屏蔽措
施，制止有關未成年人的色情淫穢信息在網
絡傳播，營造安全綠色的網絡空間。

他還指出，近年來，中國整體犯罪結構出
現重大調整，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特別是
強姦、猥褻等性侵犯罪的數量逐年上升。此
外，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也呈現出一系列新特
徵，這需要相應的法律規範調整與之呼應。
他認為，此番發布的司法解釋和司法意見將
能夠有效推進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辦理規
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律師：須合力防範「網絡大灰狼」
 &

香港文匯報訊 據界面新聞報道，最高人
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廳長那艷芳指出，精
神傷害是性侵害犯罪的主要危害後果之
一，但這一點以往容易被忽視。未成年人
身心發育不成熟，受到性侵害後，一些被
害人出現精神抑鬱、創傷後應激障礙等精
神疾病，如果不能及時治療，會對未成年
人成長和學習、生活造成長期負面影響，
危害很大。
對此，《關於辦理強姦、猥褻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
下簡稱《解釋》）明確了未成年人受到性
侵害後可以主張民事賠償的範圍，並將未
成年人進行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所需的相
關費用，明確為可依法獲得支持的物質損
失，有助於未成年人及時獲得足夠賠償進
行醫療診治，早日走出被害陰影，回歸正

常生活。
《解釋》也要求，主張上述相關賠償，
應當有鑒定意見、醫療診斷書等證明需要
進行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目的是既要保
證確有醫療診治需要的被害人得到及時救
治，又能使賠償數額的認定有相應事實證
據支持。「鑒於精神心理治療和康復具有
專業性、複雜性，希望各地司法機關、案
件當事人和社會各界準確理解該規定的精
神，使有醫療診治需要的被害人及時診
治、依法維權。」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委
員、刑事審判第一庭庭長何莉說。

酒店賓館發生案件 強制報告落實不足
2020年，最高檢會同教育部等九部門建

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那
艷芳介紹，隨着堅持不懈的推動落實，目

前強制報告制度落實情況越來越好，制度
建立至2022年底，已通過強制報告辦理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5,358件。特別是2022年報
告數量大幅增加，是以往報告總數量的1.6
倍。
「通過對強制報告制度落實情況調研分

析，我們發現性侵害案件始終是強制報告
案件的主要類型。2022年各地報告案件
中，性侵害案件佔比近90%。強制報告已
成為發現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途
徑。」那艷芳指出，但總體來說，強制報
告制度落實仍不充分。2022年檢察機關審
查起訴案件中仍有近3,000件應當報告未報
告，尤其是在賓館酒店發案的案件，仍有
大量應報未報。下一步，檢察機關將繼續
充分發揮法律監督作用，持續深入推動制
度落實。

關注精神傷害 明確納入主張賠償範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25日發布司法解釋和司法意見明確，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進行網絡裸聊、向未成年人索要裸照、視頻等
特殊猥褻行為，以猥褻兒童罪或強制猥褻罪定罪處罰。圖為2022年9月重慶市第三十七中學舉辦的用心呵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課堂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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