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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1月,知名演员郑某代孕弃养的新闻引起了全社会的热议,而事件背后隐藏的灰色空间—

—跨国代孕产业,早已席卷全球并悄悄渗透境内。这一打着“双赢”“互惠”“爱心”旗号的巨额利润体

系,在满足少部分人诉求的情形背后,更多人为此承担着高昂的代价,其背后的一系列隐患更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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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anuary 2021, the news that a famous actress Surnamed Zheng abandoned her baby after surrogacy 

caused a hot discussion in the whole society, while the grey space behind the incident -- the transnational 

surrogacy industry has already swept the world and quietly penetrated China. This huge profit system, under the 

banner of "win-win", "reciprocity" and "love", meets the demands of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while more 

people bear a high price, and a series of hidden dangers behind it can not b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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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性解放思潮席

卷西方国家,性自由的观念大行其道,大

洋彼岸的东方也在此后半个世纪内陆续

实现了性观念的更迭；青年一代不再受到

传统拘束,加之受教育程度提高、追求事

业、经济压力等原因,人均婚龄不断提高,

青年男女的交往从自由恋爱跨越到“婚前

试爱”,已是稀松平常,相应地,作为性解

放大背景下的产物,不孕不育人群逐年递

增,且增速迅猛。据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每

7对夫妇中约有1对夫妇存在生殖障碍。我

国近期相关调查显示,国内不孕症者占已

婚夫妇人数的10%,比1984年调查的4.8%

增加一倍多,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与此同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也在

迅速发展。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路依

丝·布朗在英国诞生,体外受精胚胎移

植常规技术成功开展；1990年,首例植入

前遗传学诊断(PGD)试管婴儿的出生开

启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产前诊断新纪

元；1992年,首例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婴

儿诞生,辅助生殖迎来发展高峰期。自路

依丝·布朗出生以来,约有650名试管婴

儿降生,早在2008年,我国就已成功出生

3万多名试管婴儿。为了维护法律与伦理,

我国严格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

办法》,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

胚胎,试管婴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

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我国明令

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

及胚胎,且只有合法夫妻方可进行试管

婴儿培育。在现有制度下,一些具有生育

诉求的单身人士和晚年失子夫妇并不具

备相应的生理条件或法律资格。 

1 商业代孕跨国产业链背后的

人伦思考 

面对庞大的生育需求市场,在我国和

一些国家法律不容的“灰色空间”－－代

孕(含有偿捐卵)市场,滋生出一个巨大的

产业链。目前商业代孕的产业链条波及全

球,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环环

相扣,诸多上层人士和底层人士身居两

端。在海外,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

等国家和美国的11个州允许合法代孕,而

截止到2018年3月,其他诸如泰国、柬埔

寨、印度,格鲁吉亚、希腊、南非等,已陆

续禁止向外国人提供商业代孕,然而无论

是合法还是非法,大批跨国代孕机构仍在

运作,并把目标对准了大量中国客户。 

中国客户在这条产业链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其中社会地位较高的权贵人士,拥有

丰厚的资产,主要是夫妻共同配制胚胎后

物色代母代孕或单身者买卵子/精子代孕。

其中单身代孕者以男性居多,往往不愿被

婚姻束缚而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家庭的施压

和家族财产继承的思虑；在夫妻共同代孕

的家庭里,往往女方已过适合生育的年纪,

或女方从事演艺工作需要保持身体形象,

其中演艺行业选择隐婚的群体和海外代孕

群体有一定重合。这些群体主要倾向选择

欧美白人代母,曾经在相关的产业链操作

下,许多代孕孩子出生即可拥有当地发达



国际教育论坛 
第 3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国家的国籍。美国和加拿大至今按照出生

即落户的法律,允许在当地出生的儿童不

论其父母的国籍均可落户美(加)籍。 

性少数群体是海外代孕的另一主要

客户群体。性少数群体也叫彩虹族群

(LGBT),是所有非规范性的性取向、性别

认同和性别表达者的总称。在我国现有的

法律制度下,拥有固定伴侣的部分性少数

群体无法取得法律承认的婚姻,但他们也

有生育诉求,许多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性

少数群体选择赴美、泰、俄、乌等国借精

(卵)或代孕获得自己与伴侣的血脉。 

此外,经济条件良好的部分大龄单身

人士也跳过婚姻选择代孕或借精的方式

拥有子女。其中一位叶姓单亲妈妈在网络

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1988

年出生的叶女士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

在29岁赴美借精产下了混血女儿,开启

了“无偶式”育儿生涯并在网络上分享

自己的日常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叶女士的相关媒

体大多不持有自己的态度,少部分媒体在

标题上用评价“独立”“活出精彩”评价

叶女士的行为,读者的评论却呈现明显的

两极化。部分读者对此持批判态度,认为

富足的物质生活不能弥补父亲在孩子成

长中的缺位。而许多年轻女性却对叶女士

单亲生子的行为表示赞赏钦佩,愿意效仿

之声不绝于耳,这不禁引人深思。 

近年国内关于“代孕合法化”的呼声

越来越高,这与社会发展下的女性角色困

境不无关系。新时期的女性,在高速发展

的社会中成长、生活,所经历的一切较之

父辈有了很大变革。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

评价体系尚未彻底变革,对生长在新时

代、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一代女性沿用固有

的评价标准,强调女性的生育价值、家庭

付出,而国家和社会的相关保障不到位,

使许多女性难以平衡事业和家庭,从而不

得不牺牲事业兼顾家庭或为了学业事业

选择晚婚晚育。东方社会对女性外貌的相

对单一的审美标准、现代社会节节攀升的

离婚率、婆媳矛盾等固有难题令许多女性

进一步恐婚恐育。与此同时,以前文叶女

士为代表的一些独立女性以洒脱的单亲

母亲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她们展示给大

众的生活,令不少女性向往,更有甚者,认

为代孕合法化,是“女性的解放”“女权的

进步”,事实却远非如此。 

于代孕诉求者而言,跨国商业代孕处

于缺乏监管的法律盲区,诉求者并不能保

障自己的权益。一次顺利进行的代孕前后

需历时13-15个月,花费至少50万人民币。

在商业代孕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禁止的情

况下,许多非法代孕机构利用诉求者对医

学知识的外行层层加价,巧立各种名目骗

取客户的资金,许多代母资质存疑,产下

有健康问题的婴儿,为数不少的诉求者前

后花费近百万却落得一场空。而随着监管

的进一步严格,许多跨国代孕出生的孩子

已经无法在国内落户。商业代孕对于代孕

母亲更是赤裸裸的剥削。调查统计,全球

代孕行业总产值在2012年就已达到60亿

美元,而其中80%的代母来自欧亚地区的

经济弱势国家,在乌克兰和泰国,商业代

孕和性产业成为两大经济支柱,那些出身

贫寒的代母却并未真正从中获利。每一次

怀孕,对代母而言都意味着不同程度的健

康损害和一定概率的生命危险,而一次代

孕通常价值5-10万美元,代母只能得到其

中的5千-2万美元,这些收入通常用于偿

还经济债务或改善家人生活,很少用在代

母自己身上,随着当地代孕产业的发展,

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动或被迫进入其

中,长期以往,当地女性的总体地位、受教

育权和话语权将一再降低、消亡。代孕机

构为了牟利,往往漠视生命。为了满足客

户的“多胞胎”“龙凤胎”“生男孩”需求,

代孕机构会逼迫部分代母服用促排卵药

物,或是在孕中期将不符合性别要求的胎

儿强制处理,代母们只能得到少许的补偿,

却要付出极大的健康代价甚至生命代价。

在2014年,澳大利亚的一对夫妇赴泰代孕,

却在一双子女出生后只带走了健康的女

婴遗弃了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婴,男婴最

后被泰国代母收养。此事引起了泰国社会

的轩然大波,泰国政府2015年起禁止外国

人商业代孕。联合国于2018年发声,将商

业代孕视同儿童买卖行为。 

站在法律与家庭的角度,生育行为本

身具有社会性,而代孕完全打破了传统集

妊娠、分娩与血缘为一体的母亲的形象。

代孕行为本身会造成国家法律关系的混

乱,也使得代孕母亲、委托方、孩子三方

的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站在女性的角度,

怀孕从来都是一件幸福与风险并存的事

情。我们要做的,应是肯定母性的伟大,尊

重产妇对身体的自主权,帮忙女性做好孕

产前心理建设的同时给予孕产妇更多的

理解关怀,而不是通过金钱将风险转嫁她

人。站在国家的角度,目前拐卖犯罪活动仍

然猖獗,一旦代孕合法化,巨大的利益必将

滋生更大的犯罪,届时更多女性和儿童的

人身安全和生命安全将受到更大的威胁。 

科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人们

的生活更有尊严。我们应树立新时代的

女性观,提倡女性美的多元化,减轻女性

的外貌焦虑,同时不再将婚育价值与女

性牢牢绑定,更不再把生育价值作为衡

量女性价值的首要标准;引导生育观念

上的变革,在开放三胎、鼓励生育的同时,

尊重多元化的婚育观,不再将独身主义、

丁克主义等视作异类;重塑新时代的婚

姻观和家庭观,肯定女性的事业价值,肯

定女性在家庭方面的付出,鼓励男性更

大程度地参与家务和育儿；最后,还需落

实生育弱势群体的保障,从多方面着手,

进一步完善居民养老金政策,完善社区

老年人服务管理,促进养老院收费合理

化,给予无子女老人(特别是失独家庭)

更高层面的精神关怀,让生育弱势群体

切实实现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老有所依。 

2 结语 

自诩文明的现代社会,决不能容忍

将生命标价出售的残忍行径。只有坚定

明确的态度,才能有效阻止富者对贫者

的剥削,才能有效切断强者对弱者的摆

布,让关乎幸福与未来的新生命,不再沦

为利益下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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