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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
意见

为进一步做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依法保护家庭

成员特别是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

定，现就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在家庭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最大限度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二、坚持依法、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原则。各部门在

临时庇护、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方面要持续加大对家庭暴

力受害人的帮扶力度，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式的救助

体系。要深刻认识家庭暴力的私密性、突发性特点，提高家

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意识，指导其依法及时保存、提交证据。

三、坚持尊重受害人真实意愿原则。各部门在接受涉家



庭暴力投诉、反映、求助以及受理案件、转介处置等工作中，

应当就采取何种安全保护措施、是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对加害人的处理方式等方面听取受害人意见，加大对受害人

的心理疏导。

四、坚持保护当事人隐私原则。各部门在受理案件、协

助执行、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等工作中应当注重保护当事人尤

其是未成年人的隐私。受害人已搬离与加害人共同住所的，

不得将受害人的行踪或者联系方式告知加害人，不得在相关

文书、回执中列明受害人的现住所。人身安全保护令原则上

不得公开。

五、推动建立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工作机制。积极推动

将家庭暴力防控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发挥平安建设

考评机制作用。完善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司法

行政部门、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和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共同参

与的反家暴工作体系。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成果，加强各部

门间数据的协同共享。探索通过专案专档、分级预警等方式

精准跟踪、实时监督。

六、公安机关应当强化依法干预家庭暴力的观念和意识，

加大家庭暴力警情处置力度，强化对加害人的告诫，依法依

规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注重搜集、固定证据，积极配合人

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提供出警记录、告诫书、询（讯）

问笔录等。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与人民法院、民政部门、妇女

联合会等建立家暴警情联动机制和告诫通报机制。

七、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等的培训和指导。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

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贯彻落实《关于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庇

护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强临时庇护场所建设和人员、

资金配备，为家庭暴力受害人及时提供转介安置、法律援助、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等救助服务。

八、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大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法律援

助力度，畅通法律援助申请渠道，健全服务网络。各地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依托当地妇女联合会等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或者联络点，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就近寻求法律援助。加强

对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优势作

用，扎实做好婚姻家庭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预防家庭暴力发

生。

九、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发现可能遭受家庭暴力的

伤者，要详细做好伤者的信息登记和诊疗记录，将伤者的主

诉、伤情和治疗过程，准确、客观、全面地记录于病历资料。

建立医警联动机制，在诊疗过程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医疗诊治资

料收集工作。

十、学校、幼儿园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注重

家校、家园协同。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

力的，应当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及时向公安、

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注重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加强

心理疏导、干预力度。

十一、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受理“绿

色通道”，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依法及时作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应当在立案大

厅或者诉讼服务中心为当事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提供导

诉服务。

十二、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各部门就家庭暴力

事实听取未成年人意见或制作询问笔录时，应当充分考虑未

成年人身心特点，提供适宜的场所环境，采取未成年人能够

理解的问询方式，保护其隐私和安全。必要时，可安排心理

咨询师或社会工作者协助开展工作。未成年人作为受害人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

其提供法律援助。未成年子女作为证人提供证言的，可不出

庭作证。

十三、各部门在接受涉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求助或者

处理婚姻家庭纠纷过程中，发现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

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应当主动告知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十四、人民法院在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在 24

小时内向当事人送达，同时送达当地公安派出所、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也可以视情况送达当地妇女联合会、学校、

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

等。

十五、人民法院在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应当注重释

明和说服教育，督促被申请人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告知其

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后果。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

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

五日以下拘留。

十六、人民法院在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可以向当地

公安派出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学校

等一并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中应当明确载

明协助事项。相关单位应当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内容予以

协助。

十七、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内，公安机关协助执行的

内容可以包括：协助督促被申请人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在

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内，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公安机关接警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违法行为；接到报警后

救助、保护受害人，并搜集、固定证据；发现被申请人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将情况通报人民法院等。

十八、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妇女联合会、学校等协助执行的内容可以包括：在人

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内进行定期回访、跟踪记录等，填写回



访单或记录单，期满由当事人签字后向人民法院反馈；发现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应当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填写情况反馈表，帮助受害人及时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联

系；对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必要时对加害人、受害人进行

心理辅导等。

十九、各部门在接受涉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求助或者

处理婚姻家庭纠纷过程中，可以探索引入社会工作和心理疏

导机制，缓解受害人以及未成年子女的心理创伤，矫治施暴

者认识行为偏差，避免暴力升级，从根本上减少恶性事件发

生。

二十、各部门应当充分认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重要

意义，加大学习培训力度，熟悉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主体、

作出程序以及协助执行的具体内容等，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

制度普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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