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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澎湃

目前，最高检、山东省公安厅
等司法部门，已经宣布将全面调
查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

个案的问题要解决，曲突徙
薪一样重要，正当防卫的适用标
准制定，应进入国家的法治议程。

其实，关于正当防卫在个案
中的适用，近年来屡屡引发争
议。其间，并非只是“法与情”的
冲突，而是法律学术界、司法机
关、律师界等广义的法律共同体，
对正当防卫的适用，有着很大的
分歧。

什么样的防卫才是“没超过
必要限度”？什么样的情况符合

“紧迫性”？各方争论不休，莫衷
一是，缺乏系统的、可操作执行标
准，不少地方“土政策”横行，法学
界和司法界之间又互不认可，如
此种种难免影响司法裁决的公信
力。甚至，因为“正当防卫”极少
被判决所适用，有学者将称之为

“沉睡条款”。
法治就是要消灭“任性”，既

包括公民个人的任性，也包括“权
力的任性”。

在经历了这么多次的“个案
争议”之后，正当防卫的标准化应
进入国家议程。建议由最高法、
最高检，乃至国家立法机关，联合
公安机关、律师界、学术界以及社
会相关方面，全面调查、梳理目前

中国的正当防卫案件和判决结
果，加以条分缕析，通过公布系列
的典型案例，构建令人信服的正
当防卫标准，以释明法律本意，避
免无休止的争议。

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
而现在的问题是，正当防卫的“边
界”比较模糊。这使问题被“悬
置”于空中，一有风吹草动，就会
造成溢出法律渠道的争议。

法治是具体的，希望国家司
法、立法部门能早日推出正当防
卫的系统化适用标准，从根本上
解决争议，让公民在面对危急情
况时知道该怎么办，以强化法治
的可执行性。我们在期待一锤定
音的“国标”。

正当防卫：期待“国标”一锤定音

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是
民企。只有民企重新恢复投资意
愿，经济才能够实现健康发展。从
这个角度说，怎么去唤醒民资的投

资意愿，是相关部门应该着重考虑
的，切不能因为短时间内基础设施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沾沾自
喜。

上海中介小伙小王四次和客户
结婚的新闻，估计很多人只能目瞪
口呆地感慨：服！

这放《笑林广记》里，简直能秒
杀所有离谱桥段。

有人说，这小伙用亲身经历，给
后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创造了新的跨学科课题：买房伦理
学。

但伦理在这小伙面前或许只是
空气阻力，他玩的是“经济学”，算的
是“理性经济人”的账：你有需求，我
能满足，咱们“假结婚”——不对，法
律意义上没有“假结婚”一说——假
结合，你买了房，我拿“分手费”。一
结一离，小王能得到6万到8万元不
等的报酬，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在这里，“结婚”也是他的杠杆，
他不断结婚，就相当于为了资产增

值而频繁“加杠杆”。
凭着结婚大赚，无疑是对江湖

上“卖艺不卖身”的“活用”，也是另
类致富经。

当然，坏处就是今后相亲被问
到婚史时，他估计不太好启齿，没准
一说出次数，准丈母娘就皱起了眉
头。

有赢家就总会有输家，这中介
小伙赢了，社会是不是输了，不好
说。但他演绎的“满纸荒唐事”，激
起很多人的“一把辛酸泪”，也是真
的。毕竟，钻空子是给善钻空子者
预留的选项，不可能成为守规则者
普遍化的目的达成路径。

中介小哥和客户结 4 次婚，包
括 70 岁老太……如果说这徒增笑
柄，那毫无疑问，这笑中必然带泪。

（新京）

▶点评：

论一个房产中介的“敬业素养”

为了业绩蛮拼的

@新安校尉：只卖艺不卖身，没
毛病。

@蔷薇29074：一结一离至少
赚6万元，有几个能抵挡这诱惑？

@真是个钮钴禄：为了业绩，为
了生活，何况是在大上海。

@祺财：没毛病，解决客户的问
题，自己得了报酬，双赢。

荒唐但不犯法

@SAMGAO-：有需求，就有买
卖。

@我就是胖晴哈：荒唐但不犯
法。

@新川宇：这都是被逼的，只要
不违反法律有何不可？

@鲜血公子：我驴民还真有对
策。

时势造奇葩

@道穷妙觉：这年头，笑贫不笑
娼啊。

@易安Ian：时势造奇葩。
@龙从海：这就是户口稀缺性

带来的经济实惠，也是对现实的讽
刺。

@-跳跳绳：难怪有些人总是
在意别人是哪里人，某些地方的户
口就是钱啊！

限购伦理学

@赚了就跑大师：这么荒唐要

载入史册的。
@是我呀啊呜：100 年后我们

会不会被当成笑话看。
@主观孙震宇：这定然会成为

摆在后面时代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面前的一个跨学科课题：
限购伦理学。

某些政策应反思

@徐小泡Ho_i_st：这种现象的
存在，正说明了现在某些机制的不
合理。靠一些政策来维护一些不合
理的规则，总能有与之相匹配的手
段。

@lawyer1986：为了买房，伦
理道德都被破坏，难道不该反思限
购限贷政策吗？

@股民朱古力：变态的政策导
致变态的行为。

要严治这种行为

@以马内利40719：把结婚不
当一回事，把结婚当成谋利的手
段。这个男的，姑娘千万不能嫁给
他，免得后悔。

@赤脚大姐5555：有女人愿意
嫁给这样的男人吗？随时有职业需
要，老婆咋办？

@run9632：人性的堕落。
@你旁边的旁边的胖丁：都想

着钻空子，这样下去的话大家就会
把法律漏洞变成挣钱的工具。我觉
得还是要严治这种行为，以儆效尤。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上海中介小伙为卖房和客户结四次婚

人们为什么要找政策的漏洞？

近年来，云南旅游市场整治甚
繁而收效不彰，一个重要原因是没
有彻底剪断业内官商勾结的利益链

条。一些地方旅游主管部门的少数
人员与旅游企业存在特殊利益关
系、利用职权设租寻租谋取私利。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于欢见母亲遭受令人难以容
忍的凌辱，奋起反抗，造成严重后
果，这在刑法理论上不予承认“正
当防卫”。但法官扪心自问：刑法
究竟是在鼓励人们依法抗暴，还
是逼着人们忍受凌辱，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被辱也不反抗？刑法
理论应更加关注社会需要和经验
常识。

周光权（清华大学法学院教
授）：多个黑社会组织成员长时间
非法拘禁和暴力威胁被害人，足
以认定为“行凶”。其中的强制猥
亵手段与强奸类似，完全可以按
照《刑法》第 20 条第 3 款的规定，
行使无限防卫权。本案将成为司

法机关认定正当防卫的风向标。
吴学斌（深圳大学法学院教

授）：于欢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正当
防卫，不是防卫过当。如果不法
侵害人偷走一瓶矿泉水，你朝别
人捅一刀，那叫防卫过当。本案
中，于欢面对的是11个涉黑恶人
员的暴力、恐吓、侮辱，母亲和自
己的人身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
在身心极度疲倦、恐惧与愤怒的
情形下，在获救希望破灭、继续遭
受暴力的情形下，他顺手拿起办
公室的一把水果刀捅死、捅伤不
法侵害人，属于正当防卫。不能
因为造成死亡、重伤就认定为防
卫过当。在正当防卫中，死人、伤
人的结果是法律所允许的。

陈永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后、法学院副教授）：本案完全符
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具备紧急
性。法院认为没有紧急性是错误
的。索债者构成非法拘禁罪及强
制猥亵、侮辱罪。且警察只说了句

“讨债可以，打人不行”就准备离
开，可以预见，在警察离开后，讨债
者必然继续实施侮辱、猥亵行为。
根据《刑法》法理，在不法侵害即将
发生，等到正式实施时无法进行防
卫的情况下，防卫的时间可以适当
提前，于欢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
时间条件。在警察离开时，于欢也
试图冲出房子逃脱控制，但被讨债
者卡住脖子，摁在沙发上殴打，于
欢当然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刺死辱母者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院长）：于欢和母亲受到三种侵
害：非法拘禁、侮辱及警察离开房
间时对方不让于欢和他母亲走，
还殴打他。但于欢的防卫行为导
致了对方死亡一人、重伤两人、轻
伤一人的严重后果，因而应当定
性为防卫过当。

阮齐林（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索债者
有扣押人质，非法拘禁、殴打侮辱
情节，应从重处罚。辱人者暴力
讨债而导致于欢反抗，应当承担
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责任。

邱兴隆（湖南大学法学院教
授）：于欢是在具有一般防卫的前
提条件下采取了只有在特殊防卫

的情况下才可阻却刑事责任的防
卫行为，因此，其防卫过当的行为
成立。一审否认了于欢的行为属
于正当防卫，但没有将其是否构成
防卫过当纳入考量范围是一种疏
忽。一审判刑过重，二审应减轻处
罚。考虑到于欢的自首、坦白及被
害人明显过错，二审应改判于欢3
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缓刑。

◆观点PK

▶正当防卫

▶防卫过当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案件
被告提出正当防卫的话，得到法
院承认的情况相当少见。这一现
象的直接原因，是中国法院认定
正当防卫的门槛过高。

中国对正当防卫的种种限
定，在各国法律中并非孤例。不

过，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
诉讼制度较为完善，判决结果不
会全面违背公众的道德常识。正
当防卫在这类国家，更多被视作
一项法定的违法阻却性事由。立
法者和司法人员主要注重的是维
护法律秩序的统一，防止嫌疑人

钻法律空子脱罪。
不过，大陆法系的这种观念

虽有道理，却或许忽略了事实的
另一面：与机械狭隘的法条认知
不同，正当防卫是在法制历史演
变中形成的共识。它可以被视作
一项自然权利。 （新评）

正当防卫可以被视作一项自然权利
◆观点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1-2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1.5%，增速比去年12月份加快29.2个百
分点。但是，1-2月份的工业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与原材料密切相关的工业
企业，而且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国有工业企业，而非民企。新京报发表评
论：中国经济真正企稳，还要看民间投资。

——云南省3月27日出台22条“史上最严禁令”，整顿旅游市场。新
华社刊发评论：旅游禁令既要“最严”更要长远。

据央视财经报道，上海某地产
中介小王，户口在上海本市。由于
上海楼市政策，他为了帮客户买房，
已经结了四次婚，在民政局和房地

产交易中心混成了熟脸，其中客户
岁数最大的70多岁。买到房后，小
王净身出户。这一结一离，小王能
得到6万元到8万元不等的报酬。

@微言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