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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司法文件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

依法从严惩处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5

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性侵害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

两份司法文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依法从严惩处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犯罪，
加强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进一步
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

“严字当头”彰显从严惩处司法理念

在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各类问题
中，强奸、猥亵等性侵害犯罪严重损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践踏法律红线和
伦理底线，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社会反映
强烈。

“针对此类犯罪近年来出现的新情
况、新变化，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研究
论证基础上制定的两份司法文件，坚持
严字当头，彰显从严惩处司法理念。”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一庭庭
长何莉介绍。

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犯罪的
入罪条件和从重、加重处罚情节认定标
准。例如，明确列举对奸淫幼女、强奸未
成年人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的多项
情形；明确强奸、猥亵“情节恶劣”“造成
被害人伤害”等多项加重处罚情形；明确
对此类犯罪严格控制缓刑适用，以及依
法适用禁止令、从业禁止。

明确利用网络实施的猥亵行
为的入罪条件

“近年来，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日趋低

龄化，隔空猥亵、网络性引诱等新型犯罪
层出不穷。”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
厅长那艳芳介绍。由于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情况复杂，司法解释在总结了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补充
和细化。

针对利用网络等侵害未成年人的
新情况新问题，司法解释明确了相关犯
罪的入罪条件和从重、加重处罚情节认
定标准，明确利用网络实施的猥亵行为
的入罪条件，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
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
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
秽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
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
处罚。”

明确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
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根据司法解释，“负有特殊职责的人
员”，是指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收养、看
护、教育、医疗等职责的人员，包括与未
成年人具有共同生活关系且事实上负有
照顾、保护等职责的人员。

“对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
员，利用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
的境地，迫使被害人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以法定刑较重的强奸罪定罪处罚，以依
法、准确、有力惩处犯罪。”何莉介绍。

司法解释用两个条款，分别规定了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情节恶劣”的
认定标准，和特殊职责人员构成强奸罪
的条件，旨在明确特殊情形下如何认定
违背被害人意志，更准确地区分此罪与
彼罪。

侦查取证“不漏一案、不漏一
罪、不漏一人”

侦查取证工作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重要环节。

“公安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工作，始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坚持

‘零容忍’‘零懈怠’。”公安部刑侦局副局
长、一级巡视员陈士渠表示。

在侦查取证环节，司法意见要求全
面查清犯罪事实，规定办案机关发现被
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中提到其他犯罪线
索的，均应调查核实。对于具有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便利条件的人员涉嫌性侵害
犯罪的，要摸排犯罪嫌疑人可能接触到
的其他未成年人。对于发生在犯罪嫌疑
人住所周边或者相同、类似场所且犯罪
手法雷同的性侵害案件，应当及时并案
侦查。

“下一步，公安部将组织全国公安机
关以贯彻意见为契机，持续高压严打，加
强打击合力，推动综合治理。持续开展

‘护校安园’等活动，从源头减少性侵未
成年人犯罪的发生。”陈士渠说。

强化法律援助保障诉讼权利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一级巡
视员孙春英介绍，据统计，2020年至
2022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9.8万件，受援
人达42.5万人，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
询38.2万人次。

法律援助是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益
的重要措施，特别是在性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办理中，法律援助律师在维护其民
事赔偿权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此，意见强化诉讼权利保障，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
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熟悉未成年人身
心特点的专门人员，负责办理性侵害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系女性
的，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

同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落实
特殊、优先保护原则，意见指出“法律援
助机构应当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
的律师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

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落细

“各级妇联抓事先预防，开展防性
侵宣传。畅通信访窗口和12338妇女
维权公益服务热线。在走访时发现可
能存在的性侵线索或隐患，主动向公安
机关向检察机关报告、反映线索。”全
国妇联权益部副部长李岳阳介绍。未
成年人性侵害犯罪具有隐蔽性，更需要
社会各界共同筑牢保护未成年人的“防
火墙”。

除了摸排风险，事先预防，2020年建
立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对于及时发现犯罪、制止犯罪、预防犯罪
发挥了重要作用。“性侵害案件始终是强
制报告案件的主要类型，但总体来说，强
制报告制度落实仍不充分。尤其是在宾
馆酒店发案的案件，仍有大量应报未
报。”那艳芳说。

对此，意见对相关部门能动开展犯
罪预防工作提出要求。对强制报告、入
职查询法律制度落实和相关工作机制建
设进一步明确。对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
严重后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据新华社

当前，全国每年平均办理结（离）和补
领婚姻登记证约1800万对。然而，随着
人户分离现象愈加普遍，婚姻登记必须在
一方户籍地办理的规定，多年来让不少外
出工作、生活、学习的人深感不便。

根据国务院授权，北京、天津等21个
省（区、市）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
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试点实施后，
可以去哪里领证，领证前应该做哪些准
备？民政部5月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回
应热点问题。

热点一
试点地区婚姻登记机关

何时受理“跨省通办”事项？

记者了解到，2021年6月1日起，民
政部在辽宁、山东、广东、重庆、四川5省
（市）部署开展了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
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在江苏、河南，
湖北武汉、陕西西安2省2市开展了内地
居民结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截至2023年5月24日，试点地区累
计“跨省”办理婚姻登记125247对，“跨
省通办”既节省了当事人的经济开支，又
省去了舟车劳顿，试点地区群众不再“为
爱奔波”。

在前期试点基础上，按照国务院授
权，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
川、陕西、宁夏21个省（区、市），实施内地
居民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通办”试
点。试点地区婚姻登记机关统一自2023

年6月1日起受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事
项。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在发
布会上介绍，扩大试点后的21个省份将
覆盖我国总人口的78.5%，能够基本满足
群众异地办理婚姻登记的需求。

何时能实现全国范围内“跨省通
办”？民政部社会事务司二级巡视员杨
宗涛表示，要实现全国范围内通办，必须
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婚姻登记条
例》相关条款要进行修订，二是要有婚姻
登记数据、工作制度和流程、人员力量配
置等基础支撑。现在这两个条件尚未完
全成熟。“婚姻登记实现全国范围通办是
我们的工作目标，待条件成熟后，我部将
及时推动此项工作。”杨宗涛说。

热点二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

为何限定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

杨宗涛在发布会上介绍，根据目前
《婚姻登记条例》规定，内地居民结婚或
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
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
办理婚姻登记。在婚姻登记“跨省通办”
试点地区，相关规定调整为内地居民结
婚或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
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或者经常居
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

例如，男方的户籍在甘肃、女方的户
籍在湖南，他们中的一方或双方长期在
北京工作生活。按照现行《婚姻登记条
例》的规定，他们只能回甘肃或湖南进行

婚姻登记。但按照试点要求，这次北京
市是试点省份之一，因此，他们既可以选
择回到甘肃或湖南进行婚姻登记，也可
以选择在北京市进行婚姻登记。

为什么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限定
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

王金华表示，开展婚姻登记服务是一
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也是一项高频政务
事项，既要解决长期在外工作、学习、生活
的群众回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不便以及
增加支出费用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各地
婚姻登记资源配置和承载能力，确保各地
婚姻登记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热点三
选择一方经常居住地办理婚姻登记
应出具什么证件，提前做哪些准备？

王金华介绍，在试点地区，当事人选
择在一方经常居住地申请办理婚姻登记
的，不但要出具双方当事人户口簿和身
份证，还应当出具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
地的有效居住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试点地区允许
一方或双方户籍是本省（区、市）的，可以
在本省（区、市）任意一个婚姻登记机关
办理婚姻登记，无需提供居住证。

如男女任意一方具有上海市静安区
户籍，双方当事人既可以选择在上海市
静安区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也可以选
择在上海市内任意一个婚姻登记机关办
理婚姻登记。

“为提高‘跨省通办’的效率，避免人
员聚集，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建议当事

人按照试点地区的要求提前在网上预
约；办理婚姻登记时，如实填写本人身份
信息和婚姻状况，以免因信息不实无法
办理。”杨宗涛说。

热点四
如何在婚姻登记“跨省通办”中

避免重婚、骗婚现象？

近年来，重婚、骗婚等现象仍有发
生，引发社会关注。如何让“婚姻骗局”
无处遁形？

“重婚、骗婚等行为既涉及个人诚信
缺失，也涉嫌违法犯罪，不但损害了婚姻
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诚信价
值，也干扰了政府正常的管理秩序。”王
金华在发布会上表示，民政部门将积极
采取一系列措施，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

王金华表示，民政部门将提升婚姻
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全国联网的稳定性和
信息的完备性，强化婚姻登记全国联网
审查功能，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
共享，及时对当事人身份信息和婚姻状
况信息进行联网核验。此外，民政部要
求各级婚姻登记机关配置智能化个人信
息比对设备，提高婚姻当事人个人信息
比对的准确性；加强婚姻登记机关管理
和工作人员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政策
水平和甄别能力；对涉嫌违法犯罪的，民
政部门将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民政部门还将探索建立婚姻领域
个人信用制度，婚姻当事人签署个人婚
姻状况承诺书，承诺不实将纳入个人信
用惩戒范围。”王金华说。 据新华社

扯证不回户籍地，可以去哪里办？应提前做什么准备？
——聚焦我国扩大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工作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