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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与胎儿法律保护

主持人 刘映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未成年人是弱势群体，需要国家、
社会的特殊保护，但是对婴幼儿以及延伸到胎儿阶段保护方面的立法，还有待于发展完善。我

国《民法总则》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但

是作为婴幼儿的监护人，面对疫苗的信任危机，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权益? 《民法总则》也

赋予了胎儿在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财产方面的权利。但是，胎儿除了财产权益以外，能否

具有独立的人格权? 如何限制胎儿母亲的权利? 在民法典的《人格权编( 草案) 》的编撰过程

中，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本栏目的两篇论文集中讨论了胎儿和婴幼儿的问题。《论胎

儿独立法律人格的构建》主要从法理上进行阐述，对国内外理论、规范和司法实践等方面进行

梳理的同时，对胎儿法律主体地位和其人格权界定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应当赋予胎儿独立的

法律人格，在胎儿发育的不同时段赋予相应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拒绝疫苗与重建疫苗信

任———基于发病率统计及疑似疫苗致死样本的分析》主要针对疫苗事故频繁发生，提出了为更

好地保护婴幼儿能否拒绝疫苗的问题。论文将疫苗风险产生的原因归纳成四类，针对不同的原

因分别作出了回答，其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婴幼儿的生命与健康权利。

论胎儿独立法律人格的构建

■ 朱程斌
(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国内外对胎儿的法律主体地位和人格权的界定存在诸多不统一之

处，由此导致立法层面规则混乱。我国关于胎儿规定的不统一集中表现在《民

法总则》及《民法典人格权编( 草案) 》上，也体现在地区间司法裁判的巨大差异

上。胎儿具有区别于自然人和法人的独立法律人格，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而无

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法定代理人和监护人是其母亲。胎儿获得法律人格

的价值基础在于人的尊严，规范基础在于人格作为抽象概念具有可分性。因

此，应考虑在胎儿发育不同时段赋予胎儿以相应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并以此时

段为标准附加享有权利的条件。未来我国《民法典》或司法解释应在考虑胎儿

法律人格和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立法或司法解释，以保护胎儿的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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