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在校门口被抢走

今年 1 月的一天下午， 我接待了

一个多小时的咨询后拿出手机， 赫然

看到有十几个未接来电， 全都来自同

一个号码。

我回拨后， 电话里传来苏女士焦

急的声音： “潘律师！ 我儿子放学时

被他爸爸带人抢走了， 现在我该怎么

办？”

苏女士是一起离婚案件的当事

人， 她和丈夫从去年开始就在协商离

婚， 但是还没有达成协议， 主要就是

“卡” 在财产分割和儿子的抚养权问

题上。

苏女士和丈夫高先生结婚十几

年， 唯一的儿子今年十岁。 她和丈夫

白手起家开办公司， 最近几年生意日

益红火。 但手里有了钱之后， 丈夫结

交了一帮狐朋狗友， 心思越来越不在

生意上， 为此苏女士和他不知道吵了

多少次， 最终两人都觉得再无和好的

可能， 只是当初两人一起创立的公司

和辛苦挣来的资产， 要彻底分割也是

困难重重。

此外， 苏女士的公公婆婆仍有

“传宗接代” 的思想， 对于儿子媳妇

离婚他们并无意见， 但要求儿子必须

留下唯一的孙子， 绝不能交给苏女士

抚养。

因此， 他们的离婚协议迟迟未能

达成， 但高先生早就搬离了住处， 儿

子都是由苏女士和聘用的阿姨照顾。

当天是星期五， 阿姨和往常一样

去学校门口接孩子， 但是孩子刚出校

门， 高先生就带着另两个身强力壮的

男子出现了。

“他们一个人推开阿姨， 我丈夫

和另一个人把儿子往停在路边的一辆

商务车上带， 等阿姨回过神来， 车子

已经一溜烟开走了。 阿姨马上给我打

电话， 听完我立刻给我丈夫打电话，

但是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争抚养权不能靠抢夺洗脑

初步听完苏女士的讲述， 我先安

抚了她的情绪， 并且告诉她， 既然孩

子确定是被父亲带人抢走的， 那么人

身安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方无

非是希望造成既成事实， 在抚养权争

夺中抢占先机， 但他们可能打错了算

盘。

我让苏女士第一时间先报警求

助， 由警方调取事发地的监控、 询问

阿姨、 保安等目击者， 并让警方与孩

子的父亲取得联系， 确定孩子是被父

亲带人抢走这一事实。

基于这一事实和我之前了解的情

况， 我认为不但不会改变苏女士在抚

养权争夺中处于优势地位这一事实，

反而可以更加强化这一优势。

我向苏女士解释， 根据 《民法

典》 的规定： 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

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

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判决。 子女已满八周岁的， 应当尊重其

真实意愿。 “你们的孩子已经十岁， 法

院在判决确定抚养权时， 肯定会认真听

取孩子的意见……”

“所以他才要抢走孩子呀！ 他肯定

是要给孩子‘洗脑’， 让孩子答应跟他！

因为他知道之前他对孩子照顾很少， 如

果询问孩子的意见， 肯定会对他不利的

……” 苏女士急切地打断了我的解释。

我告诉苏女士， 法律表述得非常细

致， 是要尊重孩子的“真实” 意愿。 因

此，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尤其是听取孩

子意愿时， 会排除父母双方的干扰， 通

过私下沟通、 循循善诱的方式， 听到孩

子的心声。 必要时， 法官还会进行调查

走访， 或者让专业的青少年问题专家、

心理专家介入提供帮助。 因此， 通过抢

夺孩子并“洗脑” 的方式是行不通的。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进

一步明确， 如果一方有抢夺、 藏匿未成

年子女的情形， 法院将优先考虑由另一

方直接抚养。

我的一番解释和安抚让苏女士稍稍

安了心， 此后她报了警并取得了相关证

据， 并将我对法律规定的解读发给了丈

夫。 在多方压力之下， 两天后苏女士的

丈夫就将孩子送了回来……

孩子遭抢夺可依法维权

对于夫妻尚未离婚时， 未成年子女

被另一方抢夺或者藏匿， 可以采取以下

几种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

首先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

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以及部分地方

的反家庭暴力条例， 对于这种行为可以

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其次是申请人格权行为禁令。 该禁

令由法院作出， 属于一种临时性的保护

措施， 旨在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

为， 防止侵害人格权的损害后果发生或

扩大。

再次是提起婚内监护权之诉。 父母

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

任何一方不得侵害另一方的监护权。 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行使监护权时

如果侵害、 阻碍了另一方行使权利， 被

侵害方可以提起监护权纠纷诉讼。

当然， 无论采取何种途径维权， 都

需要先获取相关证据。 在未成年子女被

另一方抢夺或者藏匿的情况下， 当事人

可以采取报警、 与对方电话沟通并录

音、 与对方通过微信短信联系并保存相

关记录等方式， 固定相关证据。 必要时

可求助法律专业人士， 切勿采取非法、

过激的手段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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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离婚时， 如果对于

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无法达成

一致 ， 有时一方会采取抢

夺、 藏匿子女的方式， 希望

造成既成事实， 在抚养权争

夺中占得 “先机”。

随着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 （二）》 （以下简

称 “《解释 （二 ）》”） 的实

施 ， 这样做很可能适得其

反。

首先 ， 《解释 （二 ） 》

规定： 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

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

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申

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 人民

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在人身保护令的适用场

景中， 过去关注的主要是家

庭暴力行为。在抢夺、藏匿孩

子的情形中， 行为人主要是

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因此，

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

司法机关对于适用人身安全

保护令会极其慎重， 这种情

况随着《解释 （二）》 会有所

改变。

其次 ， 《解释 （二 ） 》

规定：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一方以另一方存在赌博、吸

毒、 家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

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主

张其抢夺、 藏匿行为有合理

事由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

其依法通过撤销监护人资

格、 中止探望或者变更抚养

关系等途径解决。 当事人对

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

且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相关

请求的， 人民法院依照前款

规定处理。

最后 ， 《解释 （二 ） 》

第十四条明确：抢夺、藏匿未

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本

条第一项 （实施家庭暴力或

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或者

第二项 （有赌博、 吸毒等恶

习） 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

合法权益情形的， 人民法院

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

女的原则， 优先考虑由另一

方直接抚养。

根据这条规定，抢夺、藏

匿未成年子女不但不能在抚

养权争夺中占得 “先机”，反

而可能事与愿违， 因此失去

抚养权。

争夺抚养权

不能“抢”与“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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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打算离婚， 却因为财产分割和儿子的抚养权问题迟

迟未能达成协议。 此时， 丈夫一方带人抢走了孩子， 试图抢

占先机。

其实， 这样做很可能适得其反……

夫妻闹离婚

儿子被抢走

告知严重后果

孩子失而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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