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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国内*部全面研究代孕法律问题的专著。

中国的代孕活动已然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灰色产业链。对我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
伦理和法律规制形成了严峻挑战。本书通过对国内外古今代孕相关法律法规的分析，给
中国的代孕法律规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本书不仅弥补了国内法学界在代孕规制研究方面的不足，有助于为我国代孕规制的立法
应对及司法调整提供有针对性的、有价值的参考建议，且对我国代孕规制的伦理学、社
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与推进意义 

内容简介

伴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进步，代孕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灰色产业，给我国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本著作在分析代孕给当代社会伦理与法律带来
挑战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代孕规制引发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系统
梳理和探讨。作为国内全面研究代孕规制的首部专著，本书不仅弥补了国内法学界在代
孕规制研究方面的不足，有助于为我国代孕规制的立法应对及司法调整提供有针对性的
、有价值的参考建议，且对我国代孕规制的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
发与推进意义。 ?文等各类文章310余篇（其中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的有60余篇，并有30
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检察日报》等转摘），出版有独撰、
主编或参编著作近30部，计达400多万字；承担国家社科重点项目、青年项目、中国法学
会部级项目等各类项目20余项，并先后获得“第二届上海市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
十一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以及“中国首届（1984—2014）刑法学优
秀著作二等奖”“中国科技法学会优秀人才奖”等各类奖励20余项；接受海内外媒体访
谈50余次。

作者简介

刘长秋，男，法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研究所生命研究
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首批创新工程特色人才。2015年被评为第六届上海市优秀中
青年法学家，2016年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宣传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兼任国
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国行为法学会软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
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山东省高校证据鉴识



重点实验室兼职教授、上海东方医院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等。迄今已在国内外各类
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等各类文章310余篇（其中在各类核心期刊发表的有60余篇，并有30
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检察日报》等转摘），出版有独撰、
主编或参编著作近30部，计达400多万字；承担国家社科重点项目、青年项目、中国法学
会部级项目等各类项目20余项，并先后获得“第二届上海市法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
十一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以及“中国首届（1984—2014）刑法学优
秀著作二等奖”“中国科技法学会优秀人才奖”等各类奖励20余项；接受海内外媒体访
谈5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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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法制文库”丛书
总序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持编撰的旨在呈现中外法治研究精品力作、繁荣法学研
究的“法治文库”丛书，经过一年多的策划与论证终于问世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成立于１９５９年，迄今已走过五十六个年头。
五十多年筚路蓝缕的创建与发展，汇聚了一大批闻名海内外的法学家。潘念之、徐盼秋
、卢峻、丘日庆、齐乃宽、黄道、徐开墅、周子亚、浦增元、顾肖荣、沈国明等法学前
辈，秉持“明德崇法，资政兴所”的理念，励精图治、艰苦创业，教学相长、薪火相传
，为我国的法治事业培养了一支中外并蓄、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法学研究团队。今天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新一轮创新工程建设中，法学研究所坚持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双轮
驱动的发展战略，全力打造刑事法创新学科团队和法治智库创新发展团队，努力建设社
会主义高端法治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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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持编撰的旨在呈现中外法治研究精品力作、繁荣法学研
究的“法治文库”丛书，经过一年多的策划与论证终于问世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成立于１９５９年，迄今已走过五十六个年头。

 

这套“法治文库”由三个子系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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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作为专门针对代孕规制法律问题研究的一项成果，本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一项
深化研究，吸收了前人研究的经验，并避免了已有研究的一些不足，其主要创新之处如
下。

（一）是目前国内在代孕规制方面最为系统的一项研究
如前所述，代孕是一个关涉医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医学
技术问题，而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也涉及医学、伦理、社会及法学等多个学科领
域。但就目前来看，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专门针对代孕形成一部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甚
至连有关代孕的专门论文集也未曾出现。本研究立足于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在
介绍了涉及代孕之相关医学知识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代孕的基础理论、代孕规制在学
术界的各种学说及各国规制代孕的法律实践，分析了中国现行代孕规制模式的缺陷，并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针对代孕进行系统、专门
研究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在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以及针对性等方面都有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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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本研究尽管是对代孕规制法律问题的专门研究，但其研究方法却涵盖了医学、伦理学与
法学等多个学科，是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产物。在具体研究结论上，本研究更关注从其他
学科视角考察相关结论的准确性。时，本研究还特别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摆脱对二手资
料依赖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外文第一手资料，对国外代孕规制的法律实践进行了比较
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不仅如此，本研究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理论对于实践的
指导以及实践对于理论的检验。为了使研究成果更经得起推敲，本研究成果的作者利用
到国家卫计委参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及《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修改座谈
会的机会，认真听取了来自一线实务部门（包括医院和一些地方卫计委、民政部门与司
法部门甚至是军队等）的意见与建议，研究的结论在有理论支撑的同时，更具有现实针
对性与可操作性。

（三）坚持研究的系统性，不单纯就事论事

作为专门针对代孕规制法律问题研究的一项成果，本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一项
深化研究，吸收了前人研究的经验，并避免了已有研究的一些不足，其主要创新之处如
下。

（一）是目前国内在代孕规制方面最为系统的一项研究

 

本研究尽管是对代孕规制法律问题的专门研究，但其研究方法却涵盖了医学、伦理学与
法学等多个学科，是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产物。在具体研究结论上，本研究更关注从其他
学科视角考察相关结论的准确性。时，本研究还特别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摆脱对二手资
料依赖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外文第一手资料，对国外代孕规制的法律实践进行了比较
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不仅如此，本研究尤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理论对于实践的
指导以及实践对于理论的检验。为了使研究成果更经得起推敲，本研究成果的作者利用
到国家卫计委参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及《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修改座谈
会的机会，认真听取了来自一线实务部门（包括医院和一些地方卫计委、民政部门与司
法部门甚至是军队等）的意见与建议，研究的结论在有理论支撑的同时，更具有现实针
对性与可操作性。

（三）坚持研究的系统性，不单纯就事论事

 

与目前中国学术界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比较依赖比较法学的研究，对国外代孕规制的经验
更为看重的研究方法不同，本研究尽管也对国外代孕立法规制的经验进行了比较细致的
考察，但出发点是为了让人们更全面、系统地把握各国代孕立法规制的特点，而非对这
些经验简单加以借鉴或移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主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与文化对代孕规



制策略进行探讨，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立法规制的介绍更强调对其制度成因的分析，从而
为中国立法规制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本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唯物辩证法，注意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

（一）理论意义

近２０年来，经济社会的急速发展催生了很多法学新学科，方兴未艾的生命法学就是其
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依照笔者关于生命法学学科体系建构的论证，生命法学由生育法
学、健康法学（亦即卫生法学）、死亡法学以及人与其他生物关系法学四个分支学科构
成。①就目前来看，国内学术界在冠以医事法学或卫生法学之名的健康法学研究方面开
展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的教材和专著，健康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建构起来并越发
成熟，但在生育法学、死亡法学以及人与其他生物关系法学方面则尚未形成共识，更毋
庸说构建起完善的学科体系。而实际上，伴随着“强制堕胎事件”、“八胞胎事件”、
“无锡冷冻胚胎案”以及“错误生命诉讼”等众多涉及生育之法律问题的不断涌现，生
育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并发展的必要性已经充分显现。在此背景下，亟须相关理论研
究的跟进。代孕尽管是生命法学中的一个小问题，但却是生育法学中的一个非常棘手的
大问题，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和深刻地理解生育法律问题的复杂与深邃，
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生育法学学科理论的认识，有利于生育法学学科在中国的构建与发
展。

２．推进中国生命法学学科的发展

 

代孕规制涉及医学、伦理、社会与法律，其法律关系辐射民法、行政法与刑法等多个部
门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站在一个宏观立场上，采用包括
医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乃至人类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研究方法，需要具有宽广的理
论视野。就目前来看，国内法学界已经对很多较为前沿的生命法律问题展开了细致研究
，但由于受视野及研究方法的限制，其研究的结论难以为其他学科认同，这实际上已经
成为当代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不足。在此意义上，本书有助于拓展中国法学研究者的视
野，完善中国法学研究尤其是部门法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有利于中国相关法学理论研
究在法理学、法伦理学、法社会学以及各个部门法学领域的深入和细化，使相关研究成
果更具有学术穿透力，更为务实。

４．为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１．有利于中国人类辅助生殖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人类辅助生殖是一种直接关涉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的医学活动，而代孕对人类社会
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当前，伴随着中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不断发展及其在医学临床上的
日益广泛应用，代孕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灰色地下产业，其复杂的伦理与法律问题成为
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一个隐形炸弹，其危害不容忽视。然而，由于法学理论研究方
面的不足，中国现有的人类辅助生殖监管与规制体系还未完善，难以发挥对于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活动的有效监管与规制，这成为代孕在中国地下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这一
现状不仅直接挑战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与司法实务部门的权威，更造成了中国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服务活动的混乱与无序。在此意义上，本研究成果的形成及其应用无疑可以为
中国人类辅助生殖活动的监管与规制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有利于加强中国对人类辅助
生殖活动的监管与规制。

３．有利于保障中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发展

 

妇女权益保护的问题始终是中国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而作为妇女权益保护之重要组成
部分的女性生殖健康保护显然也在其中。当前，非法代孕中介在招募代母（代孕母亲）
时都刻意隐瞒代孕风险及其对母体的影响与危害，使得很多妇女尚未充分了解代孕的风
险与危害即仓促选择了为他人代孕，出现生殖健康受损的情况，如部分代母因为提供代
孕服务而永久失去了怀孕生子的机会，却又投诉无门。代孕已经成为中国妇女生殖健康
保障工作必须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本研究对于代孕规制法律问题的探讨有利于防范代
孕的泛滥，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保障中国妇女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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