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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 -----从央视的一则案例说起 今年九月,中央电视台的《

今日说法》栏目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件:无锡一名怀孕六个月

的孕妇在楼下散步时,被一骑摩托车的男青年不慎撞到腹部,导

致孩子早产。孩子的父母因此多付出很多的精力与金钱,而这

是孩子如能正常出生所不必付出的．并且他们认为孩子的发

育水平低于其他孩子，也担心孩子的智力将来会存在问题。

而这一切，全源于那一撞。于是一家三口作为共同原告,将男

青年告上法庭。法庭经审理认为，孩子父亲的自身利益没有

受到损害，不具有原告资格，驳回诉讼请求。孩子受到伤害

时,尚未出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按照我国现行法

律规定,其利益也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最后，法院只支持了

母亲的损害赔偿请求。很显然，本案中的孩子，仅是个胎儿

，尚未出生时便受到了伤害,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不能提出

损害赔偿,这的确不公平。而按照我国民法通则，法院的判决

也无懈可击。因为我国的民法通则第9条明确规定,公民的民

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而关于出生我国法律规定以

胎儿脱离母体并独立呼吸为准,未规定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也就没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我国对胎儿利益是否一概没

有提及呢？为了照顾胎儿出生后的利益,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

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体现出一点保护胎

儿的意思。但我国的立法对胎儿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那么,

当今世界各国对未出生胎儿的法律地位是如何确认的呢?综观



各国的立法,可分为三种立法主义:一为总括保护主义,二为个

别保护主义,三为绝对主义,即我国的胎儿绝对不具有民事权利

能力的原则。这一原则所存在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主

要谈一下前两种原则。总括保护主义，又称概括保护主义，

是由罗马法所确立的一项原则。它指的是只要出生时还生存

，胎儿就和已出生的婴儿一样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瑞士民法

典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即采取这一原则。如台湾民法第7条

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

既已出生。”意思是胎儿于出生前，即取得权利能力,倘将来

死产时,则溯及的丧失其权利能力。胎儿能取得的权利，并无

限制,包括损害赔偿请求权、继承权、非婚生胎儿对其“生父

”的认领请求权等。所以，根据台湾民法的规定，胎儿未出

生前，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既已取得权利能力,成为法律

上的“人”,就其身体健康所受之侵害，可以向加害人请求损

害赔偿。个别保护主义是指胎儿原则上无民事权利能力,但在

若干例外情形下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法国、德国、日本

等国民法采此主义。如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胎儿，就损

害赔偿权,视为既已出生。”该法典还在第886条与965条承认

了胎儿的继承权和受遗赠权。可见，按照这一原则，胎儿也

有对不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

看出，我国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是极其不充分的。或许法学家

们与立法者已意识到这一不足。新近编写的《中国民法典:总

则编条文建议稿》中,第14条为 “胎儿利益保护---- 涉及胎儿

利益保护的，视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涉及胎儿利益保护

的事项，准用本法有关监护的规定。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

其民事权利能力视为自始不存在。”从条文来看我国此次编



写的民法典,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上，采用了总括保护主义,立法

极为完备。甚至是台湾民法中存在的问题，即由何人行使胎

儿的权利，也做了详尽的规定,即第2款:“ 涉及胎儿利益保护

的事项，准用本法有关监护的规定。”也就是说胎儿的法定

监护人代为行使其权利主张。理论尚在探索，实践中已有判

例。据《解放日报》报道,上海某医院在对一产妇实行剖腹手

术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疏忽大意，误将婴儿左脸中间割开

一道伤口，后经整容治疗仍有明显疤痕。婴儿的父母认为，

该伤口是由于医务人员助产时违反接生原则和操作规则造成

的，并导致原告容貌终身受损，对其今后的生活造成极大影

响，也给原告的父母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为此，婴儿的

父母向法院起诉，要求该医院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8万元。

被告对原告表示歉意，但认为原告的诉称与事实有出入。后

经上海金山区法院的调解, 由医院一次性赔偿婴儿1万元。从

这一案件可以看出，尽管在实施手术时,婴儿尚未脱离母体并

独立呼吸，不属于我国民法所保护的真正意义上的“人”,但

法院将其作为了原告,并支持了其诉讼请求。这是对胎儿利益

保护的开始。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也包括我们的立法

与司法实践。在这样一个日益尊重人权的社会，在民法中加

上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是适时与必要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