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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充分保障有生育意愿女性的生育权

冷冻胚胎带来的法律问题仍无定论

2022年7月13日~19日

学者：

5月 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组织

的“单身女性生育权：争议与进

展”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生殖中心临床负责人、主

任医师田莉提出，在丈夫去世的

情形下，丧偶妇女寻求医学辅助

生殖技术应当经过一个冷静期。

“在丧偶初期和一段时间

后进行决策， 其所作的决定很

可能会有区别。 丧偶女性经过

冷静期的考虑， 通过和双方家

人沟通， 在对子女的抚养和教

育等问题上进行充分评估后再

作决定， 或许能够更好地体现

其自主决策意愿。 ”她说。

代理长沙市民邹某提起诉讼的

云南律师刘文华向媒体表示， 目前

卫生部原来的规定仍然奏效， 这意

味着对于绝大多数单身女性来说，

仍不能享受辅助生殖技术的服务。

而丧偶女性如果想获得法院支

持，也只限定在“完成亡夫遗愿”的情

况，在亡夫参与了辅助生育技术的部

分前期步骤之后，移植由其精子合成

的胚胎，属于“遗腹子”。“如果一名妇

女丧偶了，想要享受辅助生殖技术生

育，但胚胎与前夫没有任何关系，既

没有前夫的参与和血缘，也没有前夫

的同意，那么从邹某的判决中，是无

法引申出支持的。 ”他说。

近十年来，中国借助辅助生殖

技术出生的人口占比增加了 4

倍———从 2009 年的 0.46%增加到

2018 年的 2.37%， 辅助生殖技术

对于生育的重要性， 正日益凸显。

胚胎移植技术越来越多地被采用，

冷冻胚胎带来的法律问题也开始

呈现出来。

其中最为有代表意义的，便是

2014 年中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权

纠纷案———进行辅助生殖的夫妻

在一起事故中双双离世，双方父母

渴望血脉延续， 将彼此告上法庭，

希望争取子女冷冻胚胎的所有权。

但医院表示， 冷冻胚胎不是财产，

“胚胎的作用为生育， 现这对夫妻

已去世，在原被告双方都不具备处

置和监管胚胎条件的情况下，胚胎

被取出后，唯一能使其存活的方式

就是代孕，但该行为是违法的。 ”

最终，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冷冻胚胎由身故夫妻双方的父

母，也就是 4 位老人共同监管和处

置。 判决中提到，不孕夫妻死亡后，

其继承人是世界上唯一关心冷冻

胚胎命运、对冷冻胚胎享有人格利

益的人。 其遗留的冷冻胚胎凝聚了

双方老人失去唯一孩子的哀思以

及对今后血脉延续的期盼等人格

利益。

彼时就有专家认为，法院在严

格依法办案的同时兼顾情理，能够

考虑到双方当事人作为失独老人

的特殊心情， 但同时也体现出，由

于立法的空白给司法审判工作带

来的难度。

而在此前的 2012 年的一起判

决中， 原本进行辅助生育的夫妻因

感情不和离婚。 女方想要继续进行

胚胎移植，但主审法官认为，生育权

只有夫妻双方协商一致， 共同行使

才能实现， 由于起诉离婚的男方不

同意签字继续植入胚胎， 最终女方

移植冷冻胚胎的想法未能实现。

冷冻胚胎的所有权归谁， 对它

行使权利的主体和规则如何， 谁能

决定它到底能不能用、怎么用，仍旧

没有清晰的法律定义。 而现有的关

于冷冻胚胎规定， 只限于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法律文件。

近几年，“单身女性”的生育诉

求引发关注。 2022 年全国两会期

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

宣传部部长黄细花表示，随着女性

教育和职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

城市里的大龄未婚女性也越来越

多，其中不乏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

抚养孩子的未婚女性。 为此，国家

卫健委、妇联应考虑允许单身女性

享有与已婚女性一样的生育权利

和福利。 她呼吁允许超过 30 岁的

健康女性不论婚否，均可自愿取卵

冻卵； 并允许年满 30 岁的未婚未

育女性，进行人工授精、试管婴儿

等助孕手术。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师范大学

副校长谢资清则建议， 应当增加并

保障单身女性（包括离婚未再婚及

未婚）的生育待遇，实现基本生育保

险全覆盖。“享受生育保险是每个已

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妇女职工应有的

权利，而不能仅凭一张结婚证，将受

保妇女拒之门外。 ”

有学者表示， 对辅助生殖技术

条例中关于辅助生殖医疗服务对象

不包括未婚妇女这一限制性规定，

要根据目前的社会情境（大龄未婚、

晚婚晚育、 生育率低） 进行适当调

整， 充分保障有生育意愿的各类女

性的生育权。 也有媒体呼吁，女性生

育不光关乎个人的婚姻、家庭、爱情

与生命延续， 也是关注社会稳定发

展的国家大事，需要更切实、更周密

的法律保障。

近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有关人

工辅助生育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丈夫去世，妻

子为完成辅助生育手术，遭到医院拒绝，双方对簿公

堂。 最终，法院判决医院继续为妻子进行胚胎移植，目

前判决已生效。 这起涉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案件，因事

关情理、伦理和法理，引发了网友广泛关注。

记者 郭爽 整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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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胚胎属于“遗腹子”？

丧偶女性再当妈妈“解冻”了

“单身”与“丧偶”仍有本质区别

三年来类似“胜诉”案例增多
法官：

2020 年， 长沙市民邹某因生育

障碍与丈夫陈某到一妇幼保健院实

施试管婴儿辅助生育手术。 11 月 24

日， 邹某夫妇与医院签订了冷冻胚

胎协议。 协议签订后，医院利用邹某

的卵子和其丈夫的精子制作了 4 个

胚胎并冷冻保存， 等候邹某孕育条

件成熟后进行移植。

不料，去年 5 月 29 日，陈某在工

作中不幸身故，邹某取得公婆的同意

和支持后，独自前往医院要求将胚胎

植入体内孕育，却被医院方以不能为

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术为由拒绝。

邹某一纸诉状将该医院诉至法院，请

求判决医院继续履行人工辅助生殖

技术医疗服务合同，为其实施胚胎移

植手术。

在审理过程中，案件争议焦点主

要围绕两点———一是医院为邹某继

续实施胚胎移植手术是否违反“禁止

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的规定；二是邹某要求医院继续履行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医疗服务合同，为

其实施胚胎移植手术是否符合公序

良俗。

“目前，丧偶单身妇女要求继续

移植与丈夫已受精完成的胚胎进行

生育并无法律禁止性规定， 而且已

实施完胚胎培育的丧偶妇女与一般

意义上的单身妇女有本质的区别。

该案中， 医院为邹某继续实施胚胎

移植手术并不违反关于‘禁止给单

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

规定。 就社会整体风俗习惯而言，原

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目的是能够

了却亡夫的遗愿、延续丈夫血脉、寄

托对丈夫的哀思， 这符合我国的人

之常情， 也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

知。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法官戴昱表示。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妇幼保健

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继续履行与原

告邹某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为邹某

实施胚胎移植手术。

法律人士认为，丧偶女性作为冷

冻胚胎的权利人，可以要求实施辅助

生殖技术， 不属于非法代孕的情形，

不违反社会公益原则，法院判决支持

也合乎社会大众的普遍期待。

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使用

生殖辅助技术必须向医院提供结婚

证以及准生证，也就是说，单身女性

是不能做试管婴儿的。 虽然这一规定

一直有争议，但也是为了避免伦理道

德纠纷，维护社会秩序。

自 2019 年以来， 在福建、陕

西、北京、贵州、江苏等地，陆陆续

续出现辅助生殖的夫妻，由于丈夫

去世，妻子要求继续完成胚胎移植

孕育双方的孩子的案例。 在裁判文

书公开的十余起类似案例里，原告

的丈夫都已确定去世。 其中有 1 起

原 告 因 被 法 院 认 定

“丧偶后即为单身妇

女” 身份被判败诉，3

起因与医疗机构签署

的合同问题而败诉。

另外 13 起的案情与

判决则同邹某案基本

类似，原告均获胜诉，

得以继续实施辅助生

殖技术。 其中一个案

例一度被选入最高人

民法院的公报案例。

此类判决书中都

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全

部是“成全”了妻子对

亡夫的爱，延续了亡夫

的血脉， 生育的孩子，

也被认为并非“单亲家

庭”成长。图/TP

图/TP

（综合自中国裁判文书网、

九派新闻、中国新闻周刊、人民

法院报、光明网、开福区人民法

院官网等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