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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30歲的伊藤詩織前年公開揭露，
曾在2015年遭山口強姦，並提出民

事訴訟，在性侵受害者極少出面的日本引
發舉國關注。
伊藤詩織指控，山口在2015年4月時以討
論工作機會為由，邀請當時在路透社實習的
伊藤共晉晚餐，二人其間喝了很多酒，伊藤
不久後便醉倒。伊藤清醒後，發現自己在酒
店床上全身赤裸，山口則壓在她身上，相信
是趁女方失去意識後藉機與她性交。伊藤清
醒後以上洗手間為由掙脫，但其後再遭山口
按在床上，男方並提出購買事後避孕丸，伊
藤拒絕後逃離酒店。

日「#MeToo」運動代表人物
伊藤事後報警，但檢方最終未有提出刑

事起訴，伊藤因此轉循民事訴訟控告山
口，索償1,100萬日圓(約78萬港元)，並要
求當局解釋為何未有拘捕或起訴山口。山
口則否認曾性侵伊藤，稱伊藤事發時清
醒，沒有抗拒性交，更反過來控告伊藤誹
謗，索償1.3億日圓(約925萬港元)。
山口曾為首相安倍晉三撰寫傳記，一度

被視為安倍「御用記者」，加上伊藤前年
自揭經歷後出書講述事件，使案件備受日
本社會關注，伊藤亦逐漸成為反性侵運動
「#MeToo」在日本的代表人物，英國廣
播公司(BBC)更為事件製作紀錄片《日本之
恥》。

法官斥男方證供不可信
東京地方法院昨日宣佈，山口需為伊藤的

生理及心理傷害賠償330萬日圓，山口的誹
謗指控則不成立。法官鈴木昭洋指出，儘管
伊藤對性交過程沒有記憶，但她事後第一天
隨即求醫，並向朋友傾訴和報警，均顯示她
沒作虛假陳述，相反山口的說法卻有多處矛
盾，在重點部分更有不合理改動。

鈴木又稱，伊藤嘗試了解當局處理案件
的手法，以及喚起社會對性侵的關注，其
用意是為大眾利益服務，故沒對山口構成
誹謗，其精神狀態至今亦仍受事件影響，
因此裁定伊藤勝訴。

自嘆仍活在性侵陰影
伊藤昨日進入法院時，透露接到來自世

界各地的支持訊息，她聞判後在法院外舉
起寫上「勝訴」的標語，接受支持者鼓掌
祝賀，並表示「我們贏了」。伊藤對勝訴
表示高興，稱判辭肯定她為公眾利益提控
的行為，但坦言自己仍活在性侵陰影，形
容事件尚未完結。
伊藤直言不明白為何當局未有刑事控告

山口，形容昨日的判決是一小步，希望改
善法制，減低受性侵者的負擔，社會各界
亦不能再當旁觀者，而是要鼓勵性暴力受
害人。她又寄語性侵受害者不要輕生，任
何時候均能採取行動，「但生存是最重
要。」
上智大學法學系教授三浦麻里(譯音)估

計，伊藤勝訴將對女性起充權作用，鼓勵
更多性侵受害者發聲。山口則表明會上
訴，強調沒有做出違法行為，批評法院未
有客觀審視雙方證供。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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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地方法院昨日裁定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勝訴，對

其實施性侵的TBS電視台記者山口敬之需向她賠償330

萬日圓(約23萬港元)，伊藤聞判後喜極而泣，促請改革

現行法律，讓更多性侵受害人能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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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
在2015年事發後隨即報
警，警方其後調查涉嫌
強姦的山口敬之，更一
度準備在成田機場拘捕
他，時任警視廳刑事部
長中村格卻在最後關頭
叫停行動。由於山口和
中村格均與首相安倍晉

三關係密切，令外界質疑安倍或暗中施壓
包庇山口，更有不願透露姓名的執政自民
黨成員坦言相信此說法。

伊藤透露她報警初時，警員已以「你沒
哭」為由懷疑其指控，又勸她不要報警，
以免影響事業，後來更有人向她說，由於
山口的地位，她很難打贏這場官司。

參與行動警員致電伊藤：對不起
伊藤未有放棄，並要求警方翻查事發

酒店閉路電視片段，發現山口扶着伊藤
進入酒店時，伊藤看來已沒意識，警方
其後找到當晚接載兩人的的士司機，證
實伊藤在車上時已昏倒。這時警員向伊
藤表示會拘捕山口。

警員其後取得山口的拘捕令，計劃
2015年6月8日於成田機場，拘捕當日飛
回東京的山口，事前更要求伊藤回到日
本協助調查。不過警方最終未有行動，
一名參與行動的警員更致電伊藤，稱自
己已在機場，但上級下令不要逮捕，
「他(山口)從我們身邊走過。我不能做任
何事情。對不起。」伊藤當時問警員這
件事怎麼可能發生，但警員未能回答。
中村格後來承認，他是基於案情而自

行下令叫停拘捕行動，強調安倍政府與
此無關。 ■綜合報道

警方高層叫停拘捕行動 安倍疑包庇

日本法例對強姦定義長
期落後，持續有涉嫌輪姦、
亂倫的疑犯獲輕判甚至脫罪，
引起婦女團體不滿，多次上街抗
議要求修例，擴闊強姦定義並加
重刑罰。
日本涉及強姦的法例在1907年訂

立，直至2017年才首次修改，強姦罪
最低刑期由3年提高至5年，但未有修
改強姦定義，控方必須證明受害者事發
時處於「無法抵抗」狀態，例如遭受暴
力或恐嚇，疑犯才會被判罪成。
這導致警方調查強姦指控時，大多集中

於性交過程中有否強制暴力行為，以及受
害人其間有否反抗，假如疑犯或受害人其

中一方曾喝酒，便往往不提起訴，即使強姦疑犯
罪名成立，約10%被告亦獲判緩刑。

僅2.8%受害女性報警
今年4月名古屋地方法院審理一宗強姦案，指

一名女子在她13至19歲期間，多次遭父親強姦，
被告亦承認性交時曾使用暴力，但法官以受害人
在19歲時「並非完全無法抵抗」為由，判處父親
無罪，引起極大爭議。
日本政府前年調查顯示，只有2.8%被強姦的女

性曾報警，比例遠低於美國的約1/3，可見日本
女性對警方調查缺乏信心。早稻日大學法律系講
師田川知惠批評，日本社會對女性的偏見嚴重，
人們根本不把性犯罪當作一回事。

■綜合報道

日本男女不平等情況嚴重，傳媒
更是其中一個重災區，不少女記者
向男政客或官員「索料」時，即使
受到性騷擾或更進一步侵犯，她們
為免失去消息來源，仍會選擇啞
忍。有見及此，86名女記者去年成
立組織，期望遏止行內性侵歪風。
日本去年一項調查顯示，女記者
遭性侵的案件中，約1/3犯案者為
警員、官員或政客。有女記者透
露，倘若她們投訴遭性侵，便會觸
怒消息人士，官員更可能利用職
權，禁止女方出席記者會，使她們
只能選擇息事寧人或辭職。

業界視為「工作一部分」
女記者為換取資訊而被迫接受性

騷擾甚至侵犯的現象，在日本傳媒
業界卻被視為工作一部分，當地女
記者在應徵面試時，會被問及能否

應付性侵，部分男記者在言談間，
亦會稱女記者可透過出賣身體而套
料，在業內享有更大優勢。這股歪
風導致日本女記者比例持續偏低，
截至去年只有約兩成記者是女性，
報業主管級女性比例更僅得5.6%。
日本財務省前事務次官福田淳一

去年被揭發，多次性騷擾朝日電視
台一名女記者，並聲稱想摸女方的
胸部，財相麻生太郎不但沒有為受
害人發聲，更為下屬護航，形容福
田中了「美人計」，引發極大爭
議，福田最終辭職，麻生亦要收回
言論。
在該次風波後，前《朝日新聞》

女記者林美子去年5月宣佈組成
「女性傳媒工作者網絡」，為業內
性侵受害人發聲，有受害人表示自
己任職記者20年，屢次遭到性騷
擾，從未向人訴苦。 ■綜合報道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13年
提出「女性經濟學」，矢言要
讓更多女性投身勞動市場，但
當地婦女至今在職場仍屢受歧
視，政策成效備受質疑。有輿
論更認為，安倍並非是真心消
除職場性別歧視文化，只是希
望透過鼓勵女性就業，從而增
加勞動力和刺激經濟。
日本去年職場女性數目較

2012年增加200萬，女性就業
率甚至可與很多歐洲國家看
齊，但大部分增幅只是兼職或
合約工。日本女性佔企業董事
的比例只有3.7%，安倍政府曾
揚言要讓企業的女性管理層比
例大增至30%，但現已放棄這
個目標。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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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落後「無法抵抗」方算強姦

傳媒業性侵歪風

女記者為套料啞忍

■■山口曾為安倍撰寫傳記山口曾為安倍撰寫傳記。。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伊藤向記者講述伊藤向記者講述
案情時情緒激動案情時情緒激動。。

法新社法新社

■■有伊藤的支持者在法院外聲援有伊藤的支持者在法院外聲援。。

■■日本女性近年響應號召參與日本女性近年響應號召參與
「「#MeToo#MeToo」」運動運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山口表明會上訴山口表明會上訴。。法新社法新社

■■伊藤在法院伊藤在法院
外舉起寫上外舉起寫上
「「勝訴勝訴」」的標的標
語語。。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