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审

议。对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增加规定：夫妻

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

同意思表示的除外。（6月25日中国之声）

近些年来，随着诸多夫妻一方“被负债”

案例曝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的纠偏与补漏也

一直在进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最高法于

2018年发布的司法解释，其明确了夫妻共同

债务的认定标准，并提出了“共债共签”原

则。时至今日，民法典草案将吸收这一“司法

解释”，可谓顺理成章。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本身

也是立法“查漏补缺”的产物。2003年，针对

司法实践中存在夫妻双方恶意串通，通过离

婚将财产转移给另一方，借以逃避共同债务

的现象，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欠的债务，原则

上都视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一条款有力维

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却也因为技术上的失衡，

而诱导了一系列夫妻一方“被负债”等问题。

“夫妻共同债务”，涉及到了民法通则、合

同法等一揽子法律，单单调整婚姻法及其司

法解释，很多时候都显得力有不逮。在此背

景下，抓住民法典编纂阶段的时间窗口，将已

有立法经验系统集纳其中，就变得尤为重

要。法律位阶的升格，意味着夫妻债务“共债

共签”等条款，将获得更强的效力和稳定性。

夫妻债务“共债共签”拟入民法典，更意

味着对某些法律价值秩序的捍卫和重申。比

如说，夫妻双方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民事主体

地位优先于家事代理权，公民基本财产权利

人格权利优先于债权请求权……

如果说，“共债共签”是一种技术性的保

护，那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等所体现出

的人性关怀、人文精神和专业主义，则构成了

对公民民事权利的价值保障与终极救济。而

这，恰是最值得激赏的地方。

引发网民公愤的“女子半夜街头遭男子

殴打”事件有了最新进展。6 月 25 日下午 3

时，@大连公安 发布警情通报，被打女子吴

某当夜在回家途中被一男子殴打，吴某拨打

电话 110 报警。接警后，大连甘井子警方连

夜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经医院诊断，被

害人吴某脸部软组织挫伤，经治疗目前已经

出院。大连警方将对案件侦办情况及时向社

会予以公布。

用“接力追凶”来形容这一场关注潮并不

为过。这起事件一出，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

第一，并占据多条热搜。警方迅速反应，多地

区排查征集线索，各地热心网友纷纷转发，积

极提供线索。

简单梳理一下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6

月24日，这段视频开始在网络上流传，视频

监控显示，事发深夜，从0时44分7秒开始，

男子连续拳打女孩面部，脚踢头部，撕扯短

裙。该男子的暴力袭击令人发指。

视频中并未标注事发地，网友通过视频

中的口音及街景自发搜寻事发地。最先接力

的是四川绵阳公安。6月24日晚，四川省绵

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官方微博@绵

阳网警巡查执法 关注到此事，开始根据网友

提供的线索展开调查，并在微博写道：“今晚

不睡。若有线索，请发于此微博评论区。”6

月 25 日上午，@央视新闻 汇总最新相关线

索：视频出现于一个山东聊城酒吧聊天群，正

找源头；网友根据口音分析是在山西阳泉，也

有人认为在广东阳江阳西附近，但被警方一

一排除……最终，事发地点落在大连。

这场“接力追凶”中，网友汇集的天南海

北的信息大相径庭，但这种“接力”无疑是值

得肯定的。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动？

愤怒，无疑是行动的“动力”。视频中行

凶男子的残暴让人愤慨，被害女子的无助让

人同情。很多网友不忍观看视频画面，短短

不到一分钟的视频中，有人统计过，女子被男

子拳打19拳、脚踢10下，其中26次都正中头

部，昏过去后还被踹了6脚……深夜的街头，

这样的暴行怎么不让人愤怒？

恐惧，无疑也是促成“接力追凶”的诱

因。即便是在深夜，但毕竟是城市的街角，从

视频里看，街角路灯不算昏暗，这样的公共空

间里，男子的行为让人心生恐惧。今天被伤

害的是视频中的女子，明天被伤害的有可能

就是自己；今天发生的地点是大连的街头，明

天发生的地点是否就是自己生活的城市？很

大程度上说，这场“接力追凶”“全民搜索”，是

网友公共安全焦虑的映射。

“全民搜索”也好，“接力追凶”也罢，于

“半夜女子街头遭殴打”事件而言，这都是事

后的“补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人们有理

由相信“那个深夜殴打女孩的凶手，你是逃不

掉的”，但更应该让人们相信，这样的恶性事

件，压根儿不该出现。

2019年6月26日
本版编辑/范金刚 美术编辑/吕攀峰02 时评

“接力追凶”背后的焦虑：
每个人都怕被小概率事件击中

夫妻债务共债共签，技术保护体现价值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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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无疑也是促成“接力追凶”的诱因。很大程度上说，这场

“接力追凶”“全民搜索”，是网友公共安全焦虑的映射。

近日，有患者称自己在三甲医院就诊时

被确诊为恶性肿瘤，但同期在上海一家慈铭

体检机构检查时，这个恶性实体瘤却被忽

略。患者质疑实际检查者与体检报告上的署

名医生并非一人，因为体检中的实际操作者

水平不高导致“漏诊”。记者调查发现，体检

行业类似的负面事件已经发生过多次，有的

还进入法律途径。业内专家认为，体检负面

事件频出，与犯错成本过低等因素有关。（6

月25日《中国青年报》）

这两年，体检行业可谓问题不断——上

午在体检机构查出大问题，下午到医院复查

却属正常；身患重疾，却查不出问题。能力欠

缺还是小事，态度不端正则更让人担心。护

士假冒医生看超声、抽了血没做检查就扔掉、

直接出结果……内部人员自曝的家丑，更让

人看到了体检行业存在的种种乱象。

如何规范体检，是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

热点话题。体检是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这

个环节如果失守，等于失去了防控疾病的一

个重要关口。规范体检，让体检更有质量、更

加可信，是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结果。

体检机构过度商业化，把多赚钱放到了

首要位置，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规范体

检，首先应该从“票子”层面入手。一方面，要

出台体检清单，针对不同情况，约定具体的体

检项目清单，避免随意加项检查，甚至搞拉网

式检查，让体检机构适度盈利。其中最重要

的是，要提高体检的针对性与差异性，让一成

不变的“套餐”，成为个性化项目组合。另一

方面，要提高违规操作的成本，不能出了问题

不处罚，也不能让处罚金额低于违规操作所

得，导致体检机构认为违规操作也是一种获

利的手段。

但是，只从“票子”层面入手仍不能解决

问题，还要从“面子”层面入手。在某些商业

体检机构里，一些人并不为犯错感到羞耻，体

检医生出现误诊或漏诊，不仅不会被同行瞧

不起，反而可能被认为会赚钱、懂忽悠。

“面子”，涉及到价值观与荣辱观。但在

很多人看来，这些抽象的东西，似乎无法直接

提升体检的相关质量。其实不然，思想是行

为的指南，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采取什么样

的行动。

因此，治理体检行业乱象，除了要对具体

行动强化监管与约束，还需在系统内构建正

确的价值观与荣辱观。重中之重，就是要让

从业人员正确对待“票子”和“面子”，不仅不

过分追求利益，且对体检出现的任何差错都

会感到无地自容，有了这样的耻感，才会主动

寻找改进之策，形成“我要改变”的内生动力。

规范体检需从“票子”和“面子”入手

网友说
@很忙——别说女孩子为什么

不反抗，拳拳冲头打，人都懵了。女

孩子的任何穿着打扮都不能成为某

些人犯罪的借口。

@心灵飞舞——女性一定要锻

炼身体，也要学习格斗习武强身，不

仅仅是可以保护自己，习惯了肢体冲

突也会大大降低对暴力的恐惧，不至

于有点风吹草动就把自己吓得惶恐

不安。

@黄药师——希望警方尽快将

此人绳之以法。夜间出行，女性朋友

需注意安全。

@Y1Y1——希望这种暴力行为

得到应有的惩罚，所幸那个女孩没有

生命危险！

@浴火——看到视频，特别揪

心。希望能尽快抓到打人男子。

@RunKey——一定要把打人

者绳之以法，给受害者一个交代，给

社会一个交代。

@八风不动——太恶劣了，看着

视频都觉得“疼”，必须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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