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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后称“《反家暴法》”）从 2016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

行，到 2024 年 2 月 29 日已经八周年。2017 年 3 月 1 日以来，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

持续发布民间监测报告，以期勾画我国反对家庭暴力中的成就与挑战，提出对应的建

议，与社会各界共同促进家庭安全与性别平等。本文尝试通过关键词筛查，总结纸质

媒体围绕反家暴报道的数量、篇幅、地区分布等情况，并透过部分网络媒体分析网络

媒体报道中的内容与特点，提出相应改善建议。除了媒体篇，此次《反家暴法》八周

年监测系列另有概述篇、政策法规篇、案例篇和地方篇。 

 

过去八年中，纸质媒体在关于《反家暴法》的报道量从最初的短暂高峰断崖式下跌，

此后逐年在波动中继续减少，过去一年尤其处于低位。纸质媒体有关家暴的报道以简

讯为主，2000 字以上的中长篇报道仅约一成。长期以来，北京与广东都是最多家暴报

道发布的地区，湖北、江西等中西省市同样有数量可观的报道，但我们也注意到，家

暴报道正日趋集中在少数几个媒体中心城市。 

 

网络平台普遍存在信息来源驳杂、资讯质量良莠不齐、读者难以区分专业媒体报道与

根据个人偏好强化误区与偏见的定制劣质信息等问题。我们特别选择了一间仅在线上

提供原创新闻内容的专业媒体与一间门户网站，以监测专业网络媒体在家暴报道中的

关注重点和门户平台的家暴信息分布。过去八年间，两家平台的家暴信息高峰大致吻

合，均与当时的社会热点有关；相比纸质媒体，网络平台更偏好 2000 字以上的中长篇

报道中有更大弹性，两间监测平台的中长篇报道均占超过 4 成，更长的篇幅有利于对

家暴议题进行更充分和系统的描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专业媒体与门户网站在全民

追踪的“铁链女”事件中的报道量错位反映出，专业媒体受到更多监管制约，而门户

网站仍然一定程度促成了信息传播、反映出社会的真实热点。 

 

《反家暴法》施行的第八年（2023年 3月 1日至 2024年 2月 29日），不同反家暴措施

与反家暴主体机构在纸质媒体报道中出现的比例大致相当，其中保护令与报警、法院

于妇联轻微多于其他措施与机构；就时间趋势来看，除 3 月和 11 月的常规高峰，8 月

也因为家暴题材电影《我经过风暴》上映和国务院报告披露《反家暴法》施行以来的

重要数据而出现高峰。这一年，民间开始出现自发组织的性别平等新闻评选，2 桩与

家暴相关的新闻入选前十大新闻，另有多宗家暴新闻获提名，反映出公众的反家暴意

识正在不断提升、参与度不断增长。 

 

  



到 2024 年 2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

已经施行整整八年。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为此奉献最新系列监测报告1，以期勾画我

国反对家庭暴力的进展，了解存在的挑战，提出对策建议，与社会各界共同促进妇女

权益、家庭安全、社会和谐。此次八周年监测报告共 5 篇，分为概述篇、政策法规篇、

案例篇、媒体篇和地方/上海篇，敬请各界读者关注和指正。本篇为媒体篇2。 

一、背景与方法 

监测范围  

2016 年 3月 1日至 2024年 2月 29日。侧重 2023 年 3月 1日到 2024年 2月 29日期

间。受限于资源，本报告的监测范围仅限于慧科新闻数据库所收录的报道。为了减少

干扰项，仅将研究范围局限于对新闻媒体报道的标题的检索结果。因此本报告不涵盖

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等广义的媒体，也无法考察未在标题中明确但以家暴为讨论核心

的媒体报道。媒体报道形态与公共讨论方式在近年来发生深刻变化，许多家暴事件与

围绕家暴的讨论难以通过对标题的关键词检索来进行监测。然而，本报告意在追踪

《反家暴法》实施八年间媒体对这个议题呈现的整体趋势，因此，检索主流传统媒体

的标题关键词，依然能捕捉媒体报道对反家暴的整体状态和重点关注。 

研究对象 

本报告主要运用慧科新闻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检索。慧科新闻数据库包括了 1200多种报

刊和 8000多个网站的新闻资讯，平面媒体涵盖全国综合大报、党委机关报、都市报、

行业报刊媒体，辐射市级媒体，同时包括世界其他地方的中文报刊和新闻网站。本报

告纸媒部分的检索范围为综合新闻，日报，早报，晚报及都市报，政府机关报，其他

新闻报，新闻门户网站及政府门户网站的中文报刊。 

关键词构成 

本报告检索的关键词是：“家暴”“家庭暴力”，以及考察措施呈现度和机构呈现度

的附加关键词。涵盖了即“报警”“告诫书”“拘留”“保护令”“庇护”“监护

权”“强制报告”“热线”“社工”“社会服务” 共 10项反家暴措施。本报告未全

面考察《反家暴法》所列出的全部责任机构，仅追踪了 4家责任机构，即法院、公

安、检察院、妇联 机构包括“法院”“公安”“检察院”“妇联”。 

除特别注明外，本报告数据均系慧科新闻数据库的检索结果。 

 
1  北京为平此前历年所发布的反家暴法实施监测报告详见：七周年监测报告 http://equality-

beijing.org/newinfo.aspx?id=88，五周年监测报告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86，四

周年监测报告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80，三周年监测报告 http://www.equality-

beijing.org/newinfo.aspx?id=73，二周年监测报告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71，20

个月监测报告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69；一周年监测报告 http://www.equality-

beijing.org/newinfo.aspx?id=24 
2 本篇由张淼主撰，冯媛修订。如有批评指正，请发送电邮至 equality-cn@hotmail.com。 

http://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88
http://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88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86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80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73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73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71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69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24
http://www.equality-beijing.org/newinfo.aspx?id=24
mailto:请发送电邮至equality-cn@hotmail.com


二、主要发现 

（一）纸质媒体八年间的总体态势 

最初短暂的高峰后报道量断崖式下跌，此后逐年在波动中继续减少。 

2016 年 3 月 1 日到 2024 年 2 月 29 日的八年间，相比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出

版的中文纸媒，中国大陆以家暴为主题(标题含关键词“家暴” 或“家庭暴力”)的新

闻报道随时间推移呈现由高到低的趋势。自 2016 年 3 月《反家暴法》正式实施的报

道高峰以后，除 2016年前半年，中国大陆媒体相关报道总量均明显低于地方其中文媒

体；中国大陆媒体对反家暴的报道总的趋势是数量逐渐下降，上下浮动较小；特别是

最近一年间，相比前七年而言报道量在最低位，且波动幅度最小，波峰更不突出。 

 
图 1 2016年 3月到 2024 年 2月中文媒体标题含“家暴”或“家庭暴力”的报道数量 

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以 241 篇的总报道量领先于其他媒体。《反家暴法》

实施的前四年3(2016 年 3 月 1 日-2020 年 2 月 28 日)共发布以家暴题材为标题的

报道 154 篇，后四年 (2020年 3 月 1 日-2024 年 2 月 28 日)共发稿 97篇。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家旨在为国外媒体提供中国报道的通讯社性质的媒体，中新社

的数据无法很好地代表大部分中国大陆媒体。除中新社外，信息时报、广州日报、环

球时报、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数量也居于前列，八年间分别累计发布 83 、67、65篇与 

55 篇以家暴题材为标题的报道。  

 
3 由于数据库对检索时间范围有所限制，故将八年分为前四年与后四年分别检索。 



 

图 2、3 2016 年 3月到 2024年 2月以家暴题材为标题的报道数量最多的纸质媒体 

 

从地区上看，北京和广东稳居报道数量前二，前十名省份中，除传统媒体发达地区北

京、上海、广东及东部沿海省份，也有湖北、甘肃、江西等中西部省份。后四年间，

媒体报道量最多的省区市中，湖北由第三名骤降至第八名，甘肃等省份则再无报道。

相比《反家暴法》实施的前四年，2020-2024 年之间的报道数量大幅减少，报道也日

趋集中于少数媒体中心城市。 

 

 
图 4、5 2016年 3 月到 2024年 2月家暴主题的报道数量最多的地区分布 

 
 

 
图六 2016.3-2024.2 以家暴题材报道的篇幅分布 

 

 

 

 

这些报道中，近三分之

二篇幅在 1000 字以

下，约四分之一在

1000-2000字，2000字

以上的报道接近占一

成，5000 字以上的长篇

报道仅占 1%。 



从篇幅看，将近三分之二的报道在千字左右；四分之一的报道在 1-2千字之间。5000

字以上有 18篇报道，来自 4个省市的 7家媒体。其中 13篇发表自北京的媒体，《新

京报》和《北京青年报》最多，分别有 6篇和 4篇，中国新闻社有 3篇（但都是转发

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而不是其他媒体所进行的深度报告）；广东的《南方都市

报》和《信息时报》各有 1 篇，江苏的《扬子晚报》和湖北的《武汉晚报》各有 1

篇。从标题可以看出，这些报道包括具体家暴案例、家暴社会现状、反家暴法规解

读、反家暴机构处境，触及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庇护所等主体机构。而时间

分布上，2016年有 4篇，数量最多，2017、2018 和 2023年仅有 1篇，其余年份为 2-

3篇。 

 

表 1 标题含“家暴”或“家庭暴力”的长篇报道 
时间 媒体 标题 字数 

2016-03-02 扬子晚报

（数字报） 

《立竿见影！反家暴法昨刚开始实施 淮安就全省首发人

身安全保护令》 

5259 字 

2016-03-14 北京青年报 《面对家暴大胆说“NO”！》 5058 字 

2016-04-27 新京报 《遭家暴被丈夫割鼻女子：等他归案了我就敢离婚了马上

离婚》 

5265 字 

2016-12-10 新京报 《“家庭施暴者”的救赎 权威部门统计，我国约 30%的家

庭存在家庭暴力；专家认为只有改变施暴者的认知和行

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暴问题》 

5506 字 

2017-04-07 新京报 《一个家暴死刑犯的罪与罚 内蒙古女记者被醉酒丈夫连

殴两天致死；死者姐姐说，人言可畏和拳头相比，“红梅

宁可选择后者”》 

5281 字 

2018-12-06 北京青年报 《对每一个家庭暴力说“不”》 5575 字 

2018-11-29 北京青年报 《大清早亡了 还有家暴这种事？》 5903 字 

2019-01-18 新京报 《深圳女童被家暴之后：谁来保护她？警方已留有监护人

的施暴记录，无论女童将来去向何方，当地妇联、民政和

公安部门都会加以关注》 

5614 字 

2019-11-28 南方都市报 《网红博主遇 5 次家暴，我们该如何对家暴说“不”？》 5399 字 

2019-12-01 信息时报 《全世界都在对家暴说“不”》 5053 字 

2020-11-25 新京报 《反家暴“避风港”的尴尬与困境》 5001 字 

2020-11-25 中国新闻社 《最高法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 向家庭暴力

说不》 

6508 字 

2021-03-26 北京青年报 《勇敢对家暴说不 这一隐秘角落该处在阳光之下》 5072 字 

2021-05-07 中国新闻社 《最高检发布 6 起依法惩治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 9077 字 

2021-11-26 武汉晚报 《反家暴！收好这份自救求援指南》 5567 字 

2022-04-20  南方都市报 《116 份涉家暴案判决书仅 1 份认定正当防卫认定难在

哪?》  

6624 字 

2022-08-03  

 

新京报 《最高法人身安全保护令新规 8 月 1 日施行，进一步明

确家 庭暴力的形式，扩大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经常

性侮辱、跟踪、威胁等均属于家暴》  

5135 字 

2023-06-15 中国新闻社 《最高法发布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2023 年）》 16880 字 

需要强调的是，本节考察的仅为标题包含“家暴/家庭暴力”字眼的纸媒报道，未在标

题中提及“家暴”或“家庭暴力”的报道由于基数太大而难以考察，未纳入本文范

畴。因此，上述数据仅用于勾画整体态势，并不能精确反映中文纸质媒体关于家暴议

题的实际报道的全貌。 



（二）网络平台的媒体报道——以腾讯网与界面新闻为例 

考虑到资讯获取渠道的变迁，在今天，一些非纸质媒体仅有网站或其他媒体平台，媒

介形态远不限于文字和图片，人们的信息来源除了传统的媒体机构，也包括个人、商

业机构、党政机关的新媒体账号等。 

考虑到网络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不乏错谬、偏见与猎奇；类似于今日头条的内容分发

平台，更导致大量内容农场文4和个人发帖被无差别收录，不仅造成日常的信息污染，

也不利于媒体监测。因此，我们选择门户网络与专业大众网络媒体为案例作进一步观

察，用前者了解网络平台的家暴信息分布，以后者观察专业网络媒体在家暴报道中的

关注重点与议程设置方式。 

 

图 7: 以 2023年 3月 1日到 2024 年 2月 29 日的中国大陆新闻为监测范围，在标题栏以“家暴”作为

关键词，在慧科新闻数据库会得到超过 10 万条结果，随机截取首页内容，绝大多数为内容农场文 

本报告所选取的媒体案例分别为腾讯网和界面新闻。腾讯网是中国第一大门户网站，

包含原创内容与自动抓取的海量信息；界面新闻成立于 2014 年，以财经、商业新闻为

核心内容，以中产读者为核心受众。两间机构的运作时间完整覆盖本报告所监测的时

间段。限于慧科新闻数据库的设计机制，为屏蔽干扰项，针对腾讯网的监测，本报告

将以“反家暴法”为关键词进行标题及内文搜索；针对界面新闻的监测，本报告将仍

以“家暴”为关键词进行标题搜索。 

 
4 内容农场（content farm）指为牟取广告费等商业利益或出于控制舆论、带风向等特殊目的，快速生

产大量网络文章来吸引流量的网站；农场文则是此类网站制造的文章。 



 

图 8 2016.3-2024.2腾讯网包含反家暴法内容的文章数量 

2016 年 3月 1日到 2024年 2月 29日，腾讯网提及“反家暴法”的文章内容共 4082

篇。2016年 3月到 2019年 3季度，相关文章的数量相对偏低，2019年 3季度起，相

关文章数量开始显著增加，并在 2019 年 4季度、2021年 1季度与与 2022年 1季度出

现 3 个高峰。2022年 1季度，腾讯网提及“反家暴法“的单季度文章数量一度暴涨至

600 篇，显著高于任何其他时期。这主要是由于 2022年 2月丰县铁链女事件的发酵，

引起网络上持续与广泛的反响。在这一高峰之后，腾讯网包含“反家暴法”的内容大

幅滑落，2022年 2季度至今，相关文章数量一直在每季度 100 左右起伏，到 2024年

1-2 月，回落到历史低点。 

 

图 9 2016.3-2024.2腾讯网包含反家暴法内容的文章篇幅分布 

这一时期，腾讯网

包含“反家暴法”

的文章篇幅，8%的

文章超过 5000字，

36%的文章篇幅在

2000-5000 之间，

31%的文章为 1000-

2000字，剩余 1/4

文章少于 1000字。

这反映出网络媒体

平台的文章篇幅普

遍长于纸质媒体。 

针对界面新闻的监测显示，2016年 3月 1日到 2024 年 2月 29日，标题中包含“家暴

/家庭暴力”的原创报道及转载内容共计 252篇。这其中，2017年 1季度、2019年 4



季度、2021年 1季度是三个主要高峰，2022年 1 季度同样出现小高峰。2017年 1季

度的报道主题较为分散、篇幅普遍较短；2019年 4季度出现密集的家暴报道与延伸讨

论，则是由于连续发生美妆博主宇芽家暴、曾遭家暴的韩星具荷拉自杀等多桩涉及知

名人士的家暴事件，引起公众对家暴问题的关注与思考；2021 年 1季度的报道密集出

现，则围绕前媒体人马金瑜遭遇家暴的讨论；2022年 1季度的小高峰，则因为当年 2

月爆出的丰县铁链女事件与陕西公司高管家暴事件。而自 2022 年 2季度后，家暴报道

数量一直低迷，在历史最低点徘徊。 

 

图 10 2016.3-2024.2界面新闻以家暴题材为标题的报道数量 

除 2017年 1季度，界面新闻的报道高峰与腾讯新闻大致吻合，分别发生在 2019年 4

季度、2021年 1季度、2022年 1季度，均与引发全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事件密切相

关。值得注意的是，丰县铁链女事件发生的 2022 年 1季度，腾讯网的文章数量是第二

高峰的 2倍，而界面新闻的报道数量仅较其他时期略多。可见门户网站和专业媒体尽

管都受到新闻管控的限制，但由于包含原创新闻与信息抓取，门户网站仍然一定程度

促成了信息传播、反应出社会的真实热点。 

 

图 11 2016.3-2024.2界面新闻家暴报道的篇幅分布 

 

不同于纸媒，由于没有排版

限制，网络媒体更倾向于发

布长篇报道。2016 年 3月 1

日到 2024 年 2月 29日，界

面新闻包含“家暴”字样标

题的文章中，超过 5000字和

2000-5000字的长报道分别

占 4%和 37%的比例，1000-

2000 字篇幅的报道和少于

1000 字的报道分别占 31%和

28%。 



界面新闻 8年间标题包涵“家暴”的报道中篇幅最长的 15篇，有 7篇都发布于 2019

年。超过 5000 字的报道共有 10篇，其中 5篇发布于 2019年，最近 3年再无超过

5000 字的长篇报道。相比较纸质媒体，界面这样的纯网络新闻媒体，有更多的报道关

注到家庭暴力的结构性成因，如家暴为什么也是社会暴力，并有更广的视野，关注到

男性家暴受害者与男性社工。 

表 2 2016.3-2024.2界面新闻篇幅最长的 15篇涉家暴报道 

时间 标题 字数 

2016-12-03 《男人也会遭到家暴么？》 7465 

2017-03-24 《内蒙古女记者遭家暴致死细节披露 死前一天还被打》 4630 

2018-11-29 《支持家暴、暴打小三：在中国，女人咒骂起女人来总是不遗余力》 7033 

2018-12-03 《【思想界】众明星声援蒋劲夫背后：我们离"家暴零容忍"的共识还

有多远》 

4822 

2019-05-09 《家暴、死囚和一部法律的诞生》 11843 

2019-07-14 《家暴、强奸与绝经：女性如何以书写抵抗父权？》 4687 

2019-08-19 《谁都有可能是家暴受害者》 8572 

2019-08-29 《我是一名反家暴的男社工》 7450 

2019-10-29 《经历了单亲、家暴、自杀后，这位少年他选择了流浪》 8239 

2020-11-25 《【深度】43名女囚子女见证：20年，辽宁反家暴馆完成使命》 7692 

2019-11-28 《他们为什么家暴？》    5003 

2019-12-12 《逃离不得原谅不得：家暴不仅仅是性别暴力，亦是社会暴力》 4902 

2020-07-27 《"惧怕"丈夫的女人们:"三十而已"、被锤子威胁、家暴隐私部位、渴

望做单亲妈妈》 

6563 

2021-05-07 《最高检发布 6起依法惩治家庭暴力犯罪案例：男子常年酗酒、家暴

被妻子女儿女婿勒死》 

7969 

2022-11-30 《地方新闻精选 | 河北将鼓励引导单位和个人抵制家暴 西藏林芝发文

积极支持三孩政策》 

4642 

 

（三）《反家暴法》实施第 8年的媒体报道 

考察最近一年，媒体的反家暴报道，我们发现，《反家暴法》实施的第八年，即 2023

年 3 月 1日至 2024年 2月 29日期间，反家暴措施在媒体中的逐月呈现情况，体现为

在剧烈波动中下滑， 2024 年 2月下降到最低点。除 3月和 11 月的常规报道高峰外，

由于家暴题材的电影《我经过风暴》在 8月发行，以及《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

情况的报告》在 8月的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议，首度披露《反家暴法》施行以来的详细

数据，使得关于家暴的媒体报道在 8月出现高峰，报道量超出 11月。 

 

本报告继续采用两个指标来，即措施呈现度和，机构呈现度。措施呈现度指媒体报道

中对报警、告诫书、拘留、保护令、庇护、监护权、强制报告、热线、社工、社会服

务这十项反家暴措施的涉及情况;机构呈现度指具有反家暴职责的机构在报道中出现的

情况，本次报告只考察其中四个机构。这一部分仍将以纸质媒体为检索范围，同时检

索标题和内文中含有“家暴”或“家庭暴力”和相关措施或机构关键词。 

各项反家暴措施被媒体提及频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报警、保护令、社工、拘留、强制

报告、告诫书、庇护、热线、社会服务、监护权。由于报道中往往会同时触及其他救



济方式，因此不同反家暴举措在媒体中的出现频率差异不大；整体而言，保护令与报

警是被提及最多的反家暴措施，告诫书、拘留、社工、社会服务也都曾是月度最常出

现的反家暴措施；从时间维度来看，3 月、8月、11月为媒体对反家暴措施报道的高

点。 
 

 

图 12 2023年 3月-2024年 2月中国大陆媒体的反家暴措施呈现度 

表 2 2023年 3 月-2024 年 2 月含“家暴”或“家庭暴力”与反家暴措施关键词的报道数量  

时间 
保护令 报警 

强制 

报告 

告诫

书 
拘留 庇护 热线 

监护

权 
社工 

社会 

服务 

2023.3 61 58 57 57 59 58 58 57 58 57 

2023.4 20 22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2023.5 24 25 24 23 25 23 24 23 24 23 

2023.6 23 25 25 23 23 23 23 24 26 23 

2023.7 26 27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2023.8 49 49 46 46 46 46 46 46 47 46 

2023.9 23 23 23 24 24 23 23 23 23 23 

2023.1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3 

2023.11 29 30 28 29 28 29 28 28 28 28 

2023.12 19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2024.1 22 23 20 21 20 20 20 20 20 20 

2024.2 6 6 6 6 6 6 6 6 6 7 

(表中标红数字为当月提及次数最多的反家暴措施) 

《反家暴法》中列明的责任主体有将近 20 个，本报告仅考察其中 4 家机构（法院、公

安、检察院、妇联）被媒体呈现的情况。数据表明，机构呈现的态势与反家暴措施的



呈现态势基本一致，二者报道数量接近。4 家机构中，法院和妇联最常成为每月媒体

提及次数最多的机构。数量上差距不大，主要是因为媒体报道中通常会至少同时提到

两家机构，所以检索时存在大量数据重合。 

 

图 13 2023.3-2024.2含“家暴”或“家庭暴力”与 4 家反家暴机构关键词的报道数量 

 

从媒体分布和地域分布看，2023 年 3 月到 2024 年 2 月间，以家暴/家庭暴力为报道标

题最多的 5 间媒体分别是中国新闻社、环球时报、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太原晚

报，分别有 68、40、36、29、25 篇报道在标题中提及家暴或家庭暴力；从地域分布来

说，发布反家暴新闻的最多的媒体机构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江西。 

  
图 14 2023.3-2024.2 中国大陆家暴报道最多的媒体 



 
图 15 2023.3-2024.2 中国大陆家暴报道最多的省市 

 

 

三、小结和建议 
 

《反家暴法》实施八周年以来的媒体报道特点与趋势，和之前的监测具有一致性。以

家暴为主题的报道数量仍然以 3 月为年度最高峰，11 月为第二个有规律的高峰，其余

时间则因不同年份出现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例或者政策措施出台而出现特定的数量

上涨。如 2023 年 3 月 1 日-2024 年 2 月 29 日期间，由于家暴题材的电影《我经过风

暴》上演和《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首度披露《反家暴法》施行以

来的重要数据，两者都发生在 8 月，使得媒体报道在 8 月出现年度报道量次高峰。期

间还有徐州铁链女事件宣判、北大牟林翰案二审宣判等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反家暴法》实施的第八年，保护令与报警仍然是最常成为每月媒体提及次数最多的

措施，妇联则是最常成为每月媒体提及次数最多的机构。由于媒体机构众多，北京、

上海、广东是关注反家暴话题的媒体所在最多的地区。 

 

还有一些和家暴与媒体报道相关的变化。坚持十余年的由主要全国性媒体机构负责人

参与评选的“年度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5，之前一般每年都有反家暴内容入选，但

近年反家暴内容逐渐消失，2023 年评选本身亦未见进行。反之，2024 年 1 月出现了民

间自发、发起人匿名、由 581 名网友响应而投票产生的 “2023 中国十大性/别新闻事

件”
6
。得票最多的“十大新闻事件”中有两宗涉及家暴，分别是 2023年 4月“铁链女

 
5 本活动 2012年启动，由中国妇女报社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妇

女新闻文化基金共同发起。评委来自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科技日报社、中新社、工

人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中国妇女报社、农民日报社、法治日报社等中央新闻单位，以及部分传媒和

社 会 性 别 研 究 领 域 的 专 家 学 者 。 2022 年 投 票 结 果 参 见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230216/Articel08006GN.htm  
6 详 见  https://matters.town/@feminism_living/520925-

2023%E4%B8%AD%E5%9B%BD%E5%8D%81%E5%A4%A7%E6%80%A7-%E5%88%AB%E6%96%B0%E9%97%BB%E4%BA%8B%E4%

BB%B6%E6%B0%91%E9%97%B4%E8%AF%84%E9%80%89%E7%BB%93%E6%9E%9C%E5%87%BA%E7%82%89-%E9%93%81%E9

https://matters.town/@feminism_living/520925-2023%E4%B8%AD%E5%9B%BD%E5%8D%81%E5%A4%A7%E6%80%A7-%E5%88%AB%E6%96%B0%E9%97%BB%E4%BA%8B%E4%BB%B6%E6%B0%91%E9%97%B4%E8%AF%84%E9%80%89%E7%BB%93%E6%9E%9C%E5%87%BA%E7%82%89-%E9%93%81%E9%93%BE%E5%A5%B3-%E6%A1%88%E5%AE%A3%E5%88%A4-%E4%BB%A576-%E5%BE%97%E7%A5%A8%E7%8E%87%E8%8E%B7%E5%BE%97%E7%AC%AC%E4%B8%80-bafybeifdwksdri2fk2e4ezum7wfrl5e6oaadkdnp6pswhiqllqfu4trdi4
https://matters.town/@feminism_living/520925-2023%E4%B8%AD%E5%9B%BD%E5%8D%81%E5%A4%A7%E6%80%A7-%E5%88%AB%E6%96%B0%E9%97%BB%E4%BA%8B%E4%BB%B6%E6%B0%91%E9%97%B4%E8%AF%84%E9%80%89%E7%BB%93%E6%9E%9C%E5%87%BA%E7%82%89-%E9%93%81%E9%93%BE%E5%A5%B3-%E6%A1%88%E5%AE%A3%E5%88%A4-%E4%BB%A576-%E5%BE%97%E7%A5%A8%E7%8E%87%E8%8E%B7%E5%BE%97%E7%AC%AC%E4%B8%80-bafybeifdwksdri2fk2e4ezum7wfrl5e6oaadkdnp6pswhiqllqfu4trdi4
https://matters.town/@feminism_living/520925-2023%E4%B8%AD%E5%9B%BD%E5%8D%81%E5%A4%A7%E6%80%A7-%E5%88%AB%E6%96%B0%E9%97%BB%E4%BA%8B%E4%BB%B6%E6%B0%91%E9%97%B4%E8%AF%84%E9%80%89%E7%BB%93%E6%9E%9C%E5%87%BA%E7%82%89-%E9%93%81%E9%93%BE%E5%A5%B3-%E6%A1%88%E5%AE%A3%E5%88%A4-%E4%BB%A576-%E5%BE%97%E7%A5%A8%E7%8E%87%E8%8E%B7%E5%BE%97%E7%AC%AC%E4%B8%80-bafybeifdwksdri2fk2e4ezum7wfrl5e6oaadkdnp6pswhiqllqfu4trdi4


案宣判”（得票第一）与 2023 年 6 月“北大学生牟林翰虐待案审判”。值得关注的是，

其余 18 个提名和备选的新闻事件中，反对各种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的，分别有：“残

障女性被挂网上征婚彩礼标价 18 万”、“法院根据新版妇保法规制恋爱分手暴力”、“舆

论谴责张继科发送女友私密影像供债主勒索”、“江西姐姐带智力障碍妹妹逃婚”，以及

“谢烨遇害三十周年之际重新被看见”，这最后一条反映出，由于家暴意识与性别平等

观念的提升，公众正在重新认识历史叙述中长期被抹杀的女性视角。 

 

反家暴重在预防。正如《反家暴法》第五条所指出:“反家庭暴力工作遵循预防为主，

教育、矫治与惩处相结合原则。”媒体报道是很好的预防，无论是报道反家暴理念和知

识，为受害者寻求庇护与救济提供参考，改善社会对反家暴的认识，还是报道有关教

育、矫治和惩处的信息，震慑不当行为，都能起到很好的预防效果。 

  

《反家暴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开展家庭美德宣传教育，普及反家庭暴力知识，增强

公民反家庭暴力意识。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在各

自工作范围内，组织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广播、电视、报刊、网络

等应当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宣传。” 

  

为更好地开展反家暴工作，落实《反家暴法》的要求，新闻媒体的潜力有待进一步发 

挥。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 重视媒体作用，增加报道数量并提升质量 

- 强化关键时点效应，发挥 3月和 11 月的优势 

- 通过个案等其他契机深化拓展报道，产生教育和促进作用。 

 

具体而言，我们建议:  

1.政府的新闻和网路管理机构增进对性别平等的重视，营造支持性的环境，以

期出现更多更好的反家暴的报道。保持一定数量的报道，提升报道的质量，并

为反家暴公益广告、反家暴服务信息如热线号码的曝光开绿灯，是反家暴工作

的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新闻主管机构应重视公众讨论与媒体监督对于

《反家暴法》执行的积极意义，尊重媒体的报道空间，减少对相关个案和话题

讨论的限制。 

 

2. 对落实《反家暴法》负有责任的媒体机构，应该充分利用重要时间节点，如

借助每年 3月与 11 月多个相关节日、两会以及纪念日汇集的时间优势，带来更

多专题报道，发挥媒体报道的聚合效应。 

 

3. 专业媒体应注意报道对公众的可触及性，借助社会热点，增加家暴议题的社

会能见度与反家暴举措的教育；主动设置议题，延伸公众对家暴议题不同面向

的理解；关注个案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政策方针与具体案例，提升反家

暴报道的教育性，促进公众对《反家暴法》的了解；透过性别平等新闻事件评

议增加公众对家暴议题的关注和思考；增加对农村妇女、老年妇女、残障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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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性别别少数人士等家暴问题较少受关注的群体的报道。 

 

4. 门户网站、内容分发平台、科技公司应注重自身社会责任，增进对性别平等

的重视，设置专门的伦理委员会，考虑女性雇员对于算法伦理的意见；改进算

法机制，降低暴力、血腥、情色、仇恨言论的分发权重，鼓励优质与专业信息

的流通；在与家暴相关的内容，可在广告栏和联想资讯栏中增加公益机构、政

府相关部门的求助资讯与专业报道。 

 

5.民间机构与专业团体应积极为媒体工作者提供背景信息和拓展资料，从而改

善反家暴措施在媒体的呈现度，提供深度与全面的解析，让《反家暴法》的各

种举措进一步为大众所知、为责任机构的工作人员熟悉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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