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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钟紫薇

  公司高管外派到供应商工作期间，对女员

工伸出“咸猪手”；工厂老板趁与女员工单独加

夜班时，实施猥亵；上司带女下属出差应酬，趁

其醉酒与其发生性关系……

  职场是劳动者安身立命的场所，但不少

女性却在职场中遭到性骚扰，甚至性侵害。近

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

进行调研分析，发现利用职权实施性侵的情

况比较突出，且近半数被害人第一时间选择

隐忍。

  该院呼吁：打击性骚扰不仅需要女性勇敢

地站出来控诉，更需要形成社会合力，特别是用

人单位应“先行”，积极作为防治职场性骚扰，以

加强对女性的保护和尊重，营造平等、文明、安

全的职场环境。

利用权力落差实施性骚扰

  近年来，“职场性骚扰”一词频繁出现在公

众视野中。不少受害女性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

理压力和精神痛苦，更有甚者遭到性侵，被所产

生的身心创伤笼罩一生。据统计，2019年至2021

年，东莞第三法院受理的涉职场性侵案件就有

30起。

  冯某是国际某知名品牌公司高管。2020年5

月，他被派驻到供应商东莞市某公司工作期间，

与该公司一女员工在会议室内交谈工作时，多

次触摸对方背部、腰部和大腿等部位。事后，该

女员工报警。

  任职的公司得知情况后，以冯某行为违背

公序良俗、构成侮辱和骚扰、对公司声誉造成损

害为由，将其解雇。冯某遂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

诉讼。

  此案经东莞第三法院、东莞市中级人民法

院两审审理后，法院认为，涉事女员工对冯某的

触摸行为有明显推挡动作，虽未当场激烈抗拒，

但从其事后报警及与公司人员聊天录音可知，

她对冯某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冯某的行为已

超出正常的工作内容和社交行为规范，侵害了

他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职业道德、劳动纪律及

公司规章制度，特别是发生在供应商处，严重损

害了用人单位的声誉，用人单位以此解除劳动

合同关系合法，无需支付赔偿金，最终判决驳回

了冯某的诉求。

  东莞第三法院在审理中发现，不少被告人

利用权力落差或从属关系实施性骚扰。在该院

过去3年审理的此类案件中，有6起案件发生在

雇主对员工、上级对下级之间，被害人因处于弱

势地位，虽对越界的行为感到害怕和厌恶，却不

敢反抗。

  同时，由于被害人被侵害时往往处在孤立

无援的环境，骚扰者通常选择在隐秘的空间或

与受害人独处时伺机作案，抑或趁受害人醉酒

失去判断力等情况下实施性侵，该类案件通常

缺乏目击证人、现场证据等，因此普遍存在取证

难的问题。

近半数被害人未马上报警

  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一些雇主、上司利

用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工作之名对女下属“图

谋不轨”的事件时有发生，此类案件女性遭到的

侵害往往也更为严重。

  东莞某电子厂女员工小君（化名）一天凌晨

加夜班时，老板黄某趁四周无人，在车间内对其

先是搭肩、搂腰，之后更实施摸胸等猥亵行为。

小君报警后，黄某因涉嫌犯强制猥亵罪被提起

公诉。黄某虽事后向小君道歉、赔偿，对自己的

行为表示悔恨，但还是难逃刑罚。

  东莞第三法院分析指出，在现实中，像小君

这样断然报警维护自身权益的并不多，许多被

害人第一时间选择隐忍。因对骚扰者职权的畏

惧、担心丢掉工作、影响职业发展，或因内心的

羞耻感、不想让家人及同事知晓的大事化小心

理等，近半数被害人在案发后没有马上报警，而

是犹豫再三，经亲友劝说或向用人单位举报后

才报案。

  小江（化名）在佛山某技工学校担任董事

长助理，因工作需要，她不时要和领导一起出

差、应酬。2021年3月30日，小江和校董周某到

东莞办事，当晚应酬时喝了大量洋酒。在小江

醉酒后，周某将其带至酒店开房休息，与其发

生了性关系。小江半夜醒来后，意识到自己遭

性侵，犹豫了一天后选择报警，周某被刑拘后

辩解称，事发前他想把小江发展为情人，两人

本就关系暧昧，当晚他并没有侵犯小江，双方

是自愿发生性关系的。

  东莞第三法院审理此案后，根据监控录像、

证人证言等证据，认定周某在和小江并非亲密

关系的情况下，趁小江酒醉与其发生性关系，构

成强奸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该院同时注意到，涉职场性侵案件，不少被

害人容易反被说成自愿或主动发生性关系。因

强制猥亵罪、强奸罪主观上要看是否具备违背

妇女意志强行与之性交的故意和目的，被告人

往往会以受害人没有明确拒绝或激烈反抗，系

自愿与之发生性关系为由，或是用道德品行去

污名化对方来为自己辩解，以图开脱罪名。

承担防治性骚扰法定义务

  女性在职场中应如何保护自己？遭遇职场

性骚扰，可以从哪些方面寻求法律救济？应如何

打击、防治职场性骚扰行为，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

  结合案件审理实际，东莞第三法院提出相

应对策建议。

  首先，受害人应拒绝沉默，坚定说“不”。职

场女性要增强敏感度和识别力，对他人含有性

意味的话语、摸敏感部位等动作保持警惕，加强

防范。对性骚扰行为“零容忍”，一旦发生，应及

时向用人单位、工会、妇联等投诉，寻求支持和

帮助。如果受到严重的性骚扰，可向公安机关

报案。

  民法典明确，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

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应

承担民事责任。故受害人还可向法院起诉，对性

骚扰行为进行民事追责。同时，受害人要有证据

意识，注意保留相关手机短信、聊天记录等作为

有效证据，并通过调取监控录像、证人证言等进

行举证。

  其次，用人单位应承担起防治性骚扰的法

定义务。民法典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

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

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

扰。用人单位应积极主动作为，建立健全内控机

制，对相关投诉坚决处置，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及

时报警处理，改变对性骚扰漠然置之的职场生

态，形成性别友好的企业文化和制度。

  “相关配套立法和执行机制需进一步完

善。”东莞第三法院相关负责人指出，现行法律

并没有对什么是职场性骚扰作明确界定，对于

用人单位应该承担的责任，目前的法律条文也

只是原则性、倡导性的，缺乏实操性，需进一步

完善实施细则，明确不履行法定义务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增强威慑力，并完善社会监督、救助

机制，通过用人单位积极作为、劳动关系保障、

公权力介入等多种手段防治职场性骚扰。

  该负责人表示，全社会应共同倡导男女平

等、尊重女性的文明风尚。社会大众在“围观”此

类案事件时，应停止对受害人的偏见和污名化，

避免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自觉摒弃酒桌文

化、段子文化等社交陋习，抵制把女员工陪侍作

为“生产力”的低俗职场文化，警惕打着此类幌

子对女性实施性骚扰、性侵害的行为。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在外卖平台上看到一家售卖麻辣小龙虾

的餐厅，距离自己工作的地方不足一公里。下

班正好顺路的天津蓟州居民吴女士兴冲冲地

赶过去，可到达平台上标注的地址后，却怎么

也找不到这家餐厅。

  吴女士打电话过去咨询，对方称：“没有

堂食，只能点外卖。”吴女士说自己上门买，对

方却直接挂断了电话。后来听同事说，她遇到

了“影子店铺”——— 商家为了便于接单甚至跨

城接单，在外卖平台上展示虚假的地址，接单

后再转单给收货地址附近的商户，从中赚取

差价。也就是说，“影子店铺”是一个不存在的

店铺。

  不少人和吴女士一样有过类似的经历。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目前外卖平

台上存在一批“影子店铺”，有的商家对店铺

地址和经营资质造假误导消费者下单，有的

商家则以“分店”为借口打消消费者的疑虑，

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店铺地址弄虚作假

线下关停线上派送

  和吴女士一样，山西太原居民张女士近

日在外卖平台上也遇到了“影子店铺”。她下

单一份外卖食品，结果收到的食物却散发着

一股异味。张女士拨通店家在平台上预留的

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于是便按照店铺地址去

寻人，可找了一圈、周边打听了半天也没有找

到这家餐馆。

  张女士坚持不懈地打店家电话，对方终

于接了，可一听到来由，便称“我早就不干了，

不怕投诉”。

  “既然早就不干了，我收到的餐食又是从

哪里做出来的呢？”张女士准备反问时，对方

已经挂了电话。

  后来附近一位外卖员向张女士道出了事

情原委：该店铺的名字和地址都是虚假的，消

费者点的外卖实际上是另一家小作坊生产

的，质量和卫生条件都令人担忧。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福建厦门一家名为

“熊猫不走”的蛋糕店，该店凭借特别的送货

环节在外卖平台上很火爆。然而，执法人员对

“熊猫不走”厦门店进行检查时发现，该门店

玻璃上贴满了招租广告，室内布满灰尘，人去

楼空，是一家实际经营状态与外卖平台公示

信息不符的“影子店铺”。

  该门店负责人解释称，该店铺是仓库，并不进行配送，客户下单由总

仓统一配送。当得知执法人员已经在其店铺门口后，负责人又改口说，店

铺员工正在休假，暂停营业。

  “入网餐饮者不得委托其他人生产加工食品，既然线下门店关停，线

上外卖平台中的营业状态也需同步更改，不得网店接单。”执法人员说。

化身分店欺骗买家

实际经营依靠转单

  除了线下门店关停、线上继续接单等情况外，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些

商家以“分店”为由，接单后转单赚取差价。

  记者在某知名外卖平台以“蛋糕”“生日蛋糕”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定

位为江苏苏州，周围的蛋糕店很快出现在搜索结果中，但一家名为

“××园蛋糕”的网店十分扎眼，这家店竟然位于200多公里外的浙江宁波。

  记者拨通商家电话咨询，对方解释称，××园蛋糕是全国连锁，记者

搜索出来的是总店位置，下单后，总店会转单给位于苏州的分店，由分店

制作蛋糕再进行派送。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位于宁波余姚市的蛋糕店号称××园总店，其营

业执照中却写着“余姚陈林波蛋糕店”，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中也标注该

店为“小餐饮店（普通餐饮）”。

  随后，记者联系了商家所说的分店，但对方称“不知道还有‘总店’”。

  辽宁锦州居民王女士遇到的“影子店铺”更夸张。为了给自己庆生，王

女士通过外卖平台挑选了一家离家近的“颇为高档”的蛋糕店，下单了一

款生日蛋糕。结果，派送单上显示这家蛋糕店距离收货地址2000多公里。

  王女士致电商家询问情况，对方解释称，2000多公里外的店铺是总店

地址，蛋糕实际是从她家附近的分店进行派送。看到商家信息界面上写着

“欢迎光临总店”等字样，王女士打消了疑虑。可她最后收到的却是离她家

不远的一家蛋糕店制作的廉价蛋糕，这家店并不“高档”，而且原来订的

“动物奶油”也被替换成了“植物奶油”。

  随后，王女士查看平台上店家预留的地址信息发现，那实际上是一家

床上用品店的地址。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类店铺主要是通过转单赚取差价。

  记者在某贴吧中看到，有人发帖称可以做蛋糕店、鲜花店的转单服

务。记者拨通对方电话后，被告知“货源稳定，全国可转”。

  “没有线下店铺是否可以转单？”记者询问。对方称，只需要提供一个

地址和营业执照即可，是不是蛋糕店的执照都没关系，而且不需要加盟。

  当问及如何转单时，对方回复：“这些操作是公司内部程序，不能透

露。你只要做好你的‘影子店铺’就可以了，至于名头和货源都不用操心，

全国都有稳定货源，你接到单后，按照客户需求，把做好的蛋糕送去就行，

外卖平台上显示的是你门店的蛋糕。”

资质审核存在漏洞

应当加大监管力度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指出，我国多部法

律法规明确了餐饮服务提供者需要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虚拟店铺不具

备实体门店、未使用有效证件或未公示证件、盗用证件，涉嫌违法。

  “目前外卖平台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仍存在一些漏洞，导致一些不

法商家利用漏洞违规开设‘影子店铺’。”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

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分析，若平台未尽到审查义务，导致出现

“影子店铺”，应承担连带责任，涉事商家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当下“影子店铺”活跃，如何加强监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多位受访

专家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大监管力度，对违法行为严厉惩处。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由于现行法律法规

缺少对“影子店铺”的强制性规定，导致法律在落实中困难重重，建议建立

骑手举报的奖励机制，鼓励骑手揭发“影子店铺”。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朱巍建议，消费者在外卖平台下单时一定要仔

细辨别商家位置信息，对商家位置存疑时一定要查证，只有正规合法的实

体店才能确保食品安全。

  “消费者如果遇到‘影子店铺’，维权时联系不到食品经营主体，可向

网络食品生产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要求赔偿，或者拨打12315、

12331投诉。”郑宁提醒道。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一个身材弱小的学生被众人按倒在地，被

打骂、嘲笑……近日，一则关于“反校园欺凌”的

视频走红网络，整个视频没有一句台词，但学生

们的动作和眼神触动了观看者的心。

  这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师生自

编自导自演的反校园暴力题材视频，时长1分24

秒。很多网友们评价说，这是一种开展预防校园

欺凌的创新方式，有利于形成共同抵制校园欺

凌的共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干警

周鹏是这所学校的法治副校长，他认为：“这段

视频走红，折射出社会各界打造平安校园的期

待。这也让我们深层次思索如何立足检察职能，

在辖区内扎实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推动在

校学生进一步养成遵守法律的自觉意识和良好

行为习惯，增强自我保护、防范不法侵害的能

力，预防校园欺凌案件发生，保障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

校园欺凌离学生很近

  “校园欺凌其实离学生很近。学生一旦受到

欺凌，对其产生的心理创伤很深，甚至会影响其

一生。”负责编排这则视频的金沙小学体育老师

马超群说，他希望通过拍摄这个视频，引起大家

重视，提醒学生远离校园暴力。

  “清明假期，我看到网上一些关于校园暴力

的新闻后深受触动。作为一名教师，除了教给学

生文化知识外，还需要引导学生向校园暴力说

‘不’。怎么有效引导？与其说教，倒不如让学生

‘身临其境’。”马超群说，通过和法治副校长周

鹏沟通，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中的案

例后，一个拍摄短视频的想法出现在脑海中。这

一想法也得到了校领导的大力支持。

  说干就干！马超群开始写文案、编舞蹈。动

作练习了两天，第三天就进入了拍摄环节，孩子

们的劲头也很足。之后经过剪辑、配乐，视频在

网上发布，很快被大量转发，网友们纷纷点赞。

  “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们都很开心。

希望视频能够给人们带来预防校园欺凌的一些

思考，认识到校园暴力的危害，共同保护好我们

的孩子。”马超群说。

  “我演的是被欺凌者，刚开始，我很不想演，

但马老师告诉我们，拍这个视频可以传播正能

量。拍摄过程中，我和同学们深切体会了受欺负

学生的感受，以后会与同学们更好地相处，做一

个善良、有正义感的学生。”马一冉同学说。

  黄少涵同学深有感触道：“视频中，我被老

大当成了替罪羊，在警灯下，吓得手一直在抖。欺

凌可能会毁了孩子的一生，我们要拒绝校园欺凌。

如果遇到这种事，一定要如实和老师、家长说。”

  “我们学校会继续从传播正能量的角度，拍

摄一些短视频、微电影，让更多人关注到平安校

园建设，关注到学生的心理健康，共同保护好我

们的孩子，让他们远离校园欺凌。”金沙小学校

长刘均雅说。

开启校园安全新模式

  “大雄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没钱上网的

胖虎、阿福，他们一边比画一边威胁说，‘把身上

值钱的东西给我拿出来，以后我们没钱了，你都

得给，要是不听话，就让你尝尝拳头的厉害’。同

学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

  “我们首先要尽可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如果对方人数只有一两人，可以伺机逃跑，并大

声呼救；如果对方人多，就把身上的钱给他们，

等自己安全了，告诉老师和家长。”

  这是周鹏带着《大雄成长逆袭记》给同学们

上法治课的一幕。

  金水区检察院结合所办理的校园犯罪案件

类型和特点，走访收集社会及学校关注的校园

犯罪问题，围绕常见的校园欺凌现象创作了校

园法治宣讲课件《大雄成长逆袭记》，深受广大

师生欢迎。

  近年来，郑州全市两级检察机关与教育等

部门联合会签向中小学选派法治副校长活动实

施方案、校园法治宣传教育实施细则、法治副校

长职责等文件，细化与规范校园法治宣传工作，

并组建高素质宣讲团，定期开展法治宣讲。

  “郑州检察机关的校园普法课很受师生欢

迎，枯燥的法律条文经过检察官们的精心设计

一下子就生动起来，法治副校长的课堂热热闹

闹。”郑州市教育局安保处副处长徐荣新说。

  “开展‘法治进校园’专项活动，有效预防校

园欺凌现象。郑州市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在全

市学校全覆盖，开启了校园安全新模式，为孩子

们撑起了一片‘法治蓝天’。”全国人大代表、郑

州市上街区实验小学校长沙宝琴说。

共发力预防校园欺凌

  预防永远比事后惩治更重要。河南省人民

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朱艳菊说，检察机关

探索的“六大保护”需要综合运用，共同发力，才

能有效预防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

  在家庭保护上，家长要为孩子的成长创造

良好的家庭环境，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和心理

健康，如果发现孩子身体有伤痛，衣服有破损、

不愿上学等情况，要及时与老师沟通，尽早发现

并正确处理校园欺凌事件，避免孩子受到更大

伤害。

  在学校保护上，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

作制度，加强对宿舍、厕所、校园周边等易发生

欺凌事件场所的安全巡查，发现学生欺凌行为

应当立即制止，正确教育、引导，对严重的欺凌

行为要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及时向公安机关、教

育行政部门报告。

  在网络保护上，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

严格审核和规范管理，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含

有暴力等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

网安等部门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网络

欺凌行为，防止信息扩散。

  在社会保护上，全社会应当树立关心、爱护

未成年人的良好风尚，禁止含有暴力等危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图书、报刊、电影、广播

电视节目、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影视作品。

  在司法保护上，司法机关要对严重的校园

欺凌行为予以严惩，同时开展法律援助、心理干

预、教育矫治和法治教育，预防校园欺凌的

发生。

  在政府保护上，各级政府设立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开通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如果

发现校园欺凌行为，可以及时拨打热线进行

反映。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帮

助青少年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赖于各个

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目前，河南全

省检察机关包括各级检察长在内的1778名检察

干警受聘担任法治副校长，认真开展法治宣讲

活动，引导青少年增强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带动社会各界用心用情用行动呵

护孩子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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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职场性骚扰近半数选择隐忍

这则“反校园欺凌”视频何以走红
郑州检察守护未成年人有力度有温度

食药安全•法治守护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对相关案件调研分析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