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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同语的“同看两会”系列将从多元性别视⻆出发，
带⼤家⼀起看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的、与我们权益息息相

关的提议。本系列接下来的两篇推⽂将⽤多元性别的视⻆

带⼤家⼀起探讨，如何看待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的、与我

们权益息息相关的提议。

本篇推⽂将先为⼤家梳理平等就业与⽣育⽅⾯与多元性别

群体相关的提议，在此基础上简述社群与此该议题相关的

部分事件，最后提出畅想与呼吁。

▼

I
“就业是最⼤的⺠⽣”

——消除就业限制，完善保障政策

01 两会建议：代表、委员这样说

全国⼈⼤代表邱⽴成：建⽴健全反就业歧视法律体系

全国⼈⼤代表邱⽴成认为，我国⽬前仍没有⼀部专⻔

的反就业歧视法来调整就业歧视问题。因此，建议积

极借鉴国外在就业平等⽅⾯的⼀些经验，制定权利义

务明晰、操作性强的专⻔法律，构建健全的反就业歧

视法律法规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陈中红：建议以相关⽣育政策作为加强

就业领域男⼥平等的⼿段

全国政协委员陈中红认为，要坚持男⼥平等基本国

策，强化两性在家庭抚育⽅⾯的平等责任，增强产假

灵活性，创造家庭共同承担养育责任的良好氛围。⼀

⽅⾯向社会传递⽗亲应该同样履⾏育⼉责任的正⾯信

息，增加⽗亲承担照顾责任的⽐例，降低企业雇⽤⼥

⼤学⽣、育龄妇⼥的成本，有助于促进男⼥就业的机

会平等；另⼀⽅⾯也减轻⼥性育⼉负担，有助于保护

⼥性就业权利和促进职业发展。

⺠主党派⺠进中央：尽快出台反歧视就业专⻔法

⺠主党派⺠进中央建议，以专⻔法的⾼度对学历、性

别、年龄、地域等就业歧视问题做出⽴法规定，推动

修改和完善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对各类

就业歧视⾏为实施严格问责，严禁招聘单位发布含有

限定⾼校类型和学历歧视的信息，维护⾼校毕业⽣和

其他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02 平等就业：近年进展回顾

平等就业始终是多元性别⼈群所⾯临的⼀⼤“挑战”。但伴

随2015年新修《就业促进法》中对反就业歧视的明确强

调，以及2018年末最⾼⼈⺠法院对“平等就业权”案由的增
加，我国的反就业歧视法律政策体系也在⽇益完善。同

时，深圳还建⽴了地⽅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作

为政府内部机制共同推进性别平等评估机制有效运⾏。这

些进展势必惠及多元性别群体。

将视线聚焦于多元性别群体，这些年来也不断有基于性倾

向、跨性别⾝份歧视的司法案例出现。它们增加了多元性

别群体的可⻅度，更在司法实践中反映出我国反就业歧视

法律制度的进步空间。如2015年的中国⾸例性倾向就业歧

视案⼩红帽案，法院认为⽆法证明被解雇是基于性倾向的

歧视⽽败诉；2018年⻘岛的同性恋教师案；跨性别者就业

性别歧视第⼀案C先⽣案，尝试同时提起“劳动争议纠纷”和

“⼀般⼈格权纠纷”两种案由来维权并历经近3年时间；⼩⻢

诉次元公司案为跨性别平等就业权纠纷第⼀案，遭遇重重

障碍败诉，折射出⽴法的缺失与司法理念的滞后；当当⽹

劳动争议案的判决理由则体现了对跨性别者的尊重，在⼆

审判决书中确⽴了新的规则：“法律条⽂虽然并未明确规定

劳动者不因变性⽽受歧视，但劳动者因为进⾏性别置换⼿

术⽽转变性别并获公安机关认可后，其享有平等就业不受

歧视的权利，应系其中之义。”体现出司法的进步。

图⽚：⼩⻢诉次元公司案

（从左⾄右依次为：⻢云律师、当事⼈⼩⻢、专家证⼈刘⼩楠、王

永梅律师、同语的徐玢）

当当⽹劳动争议案⼆审⺠事判决书节选

03 平等就业：展望与呼吁

正如本次两会中的建议，我国尚⽆独⽴的反歧视法，⽴法

上尚⽆对就业歧视的界定，司法上也尚⽆统⼀的歧视案件

司法裁量基准。虽然“平等就业权纠纷”已成为独⽴诉讼案

由，但司法实践尚有限，法院也常受制于原有的审查基准

（劳动纠纷、侵权纠纷等），使得就业性倾向和性别认同

歧视很难被认定。希望如代表所⾔，我国能尽快制定权利

义务明晰、操作性强的专⻔法律，构建健全的反就业歧视

法律法规体系，以促进并实现对多元性别群体平等就业权

的保障。

关于我国的反歧视⽴法，已有多名专家学者提出了“《反就
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蔡定剑教授、刘⼩楠教授等
组成的起草⼩组在2008年即作出了该建议稿的初稿，并分

别于2009—2017年间作了六次修改；周洪宇教授也曾于

2006年提出过“建议稿”的设计。除此之外，也有多名学者

就中国的反就业歧视法律构建或专⻔问题作了研究。在该

领域我国已具备了⼀定规模的智囊团。

另⼀⽅⾯，正如《妇⼥权益保障法（草案）》中增加了关

于促进就业平等的条款，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业已在我国

现有的法律体系下不断建⽴、完善。就业是⺠⽣之本，⽽

就业中的平等更是⺠⼼所向。期待在劳动法等部⻔法未来

的修法中，出现更多反歧视条款。

II
⽣育政策

——三胎号⻆已吹响，

⾮婚⼥性⽣育权同样引起重视

01 代表们这样说

全国⼈⼤代表华树成：

赋予适龄单⾝⼥性⽣育权利

全国⼈⼤代表⻩细花：保障单⾝⼥性的⽣育权，及⾮

婚⽣⼦⼥的平等权利

全国⼈⼤代表⻩细花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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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应出台政策允许单⾝⼥

性享有与已婚⼥性⼀样的⽣育权利和福利。

⺠主党派⺠进中央：完善托育服务体系顶层设计与地

⽅制度

⺠主党派⺠进中央认为，需要完善托育服务体系顶层

设计，并督促各地⽅制定解决⽅案，才能将“每千⼈

⼝拥有4.5个婴幼⼉托位数”的指标逐年分解到位。还

需引导⿎励⽤⼈单位参与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缓解⽣

育⼥性职业发展⽭盾。 

全国⼈⼤代表卢馨：完善男性育⼉假制度 

全国⼈⼤代表卢馨认为，应适当延⻓男性育⼉假并

建⽴灵活的休假制度，男性陪产育⼉假可以不⼀次

性休完，⽽是建⽴假期分割、共享的灵活休假制

度。

02 多元性别群体⽣育权

⾮婚⼥性的⽣育权利是⼀个包含了多种权利在内的集合。

在近年，主要有争取冻卵权利与争取⽣育保险的权利在实

践中出现并引发⼈们关注，其实现也直接关乎到⽣育意愿

的⼥性性少数群体的权利。

⼀则是徐枣枣冻卵案，起因是医院仅以其⾮婚⼥性⾝份为

由⽽拒绝提供冻卵服务。我国现有法律与规定确未明确⾮

婚⼥性的冻卵权利，但正如⼈⼤代表⻩细花所⾔，我国已

不乏有能⼒和意愿独⽴抚养孩⼦的未婚⼥性；另⼀⽅⾯，

对暂时没有⽣育打算的⾮婚⼥性⽽⾔，冻卵更是⽣育⼒保

存的必要⼿段。那么，就本次两会中多名代表提出的⾮婚

⼥性⽣育权，其中包括⾮婚⼥性冻卵权似乎是题中应有之

义。

图为徐枣枣

⼆则是单⾝⺟亲领取⽣育保险的权利。张萌在2017年因其

⽆婚姻证明，⽽未能在上海领取⽣育保险，为实现该权

利，其也通过⾏政与诉讼⼿段争取了三年，最终领取到⽣

育保险⾦，上海也成为继⼴东后第⼆个⾮婚⽣育可以成功

申领⽣育保险的地区。⽣育保险⽆疑是对实现⾮婚⼥性⽣

育权重要的物质保障，事关社会保障的保险不是“福利”⽽

应是“权利”，其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张萌

其次是⼈⼯辅助⽣殖技术规范，对多元性别群体⽽⾔，该

技术在实践与权利层⾯都⾄关重要，直接关乎其⽣育权能

否实现、有⽆机会实现。但⽬前在我国⼈类辅助⽣殖技术

不对包括同性恋者在内的未婚⼈⼠开放。⼈类辅助⽣殖技

术只适⽤于符合法定⽣育条件、患有特定不孕（育）症的

异性恋夫妻。2003年的《⼈类辅助⽣殖技术规范》规定，

禁⽌给不符合国家⼈⼝和计划⽣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

和⾮婚妇⼥实施⼈类辅助⽣殖技术。

03 多元性别⽣育权：展望与呼吁

随着三胎政策的出台，为了积极⿎励⽣育，国家有望通过

相关法律政策，将⾮婚⼥性⽣育权及相关制度权利纳⼊保

障范围。如实践中的⾮婚⼥性冻卵权、单⾝⺟亲领取⽣育

保险的权利、本次两会中代表提出的⾮婚⽣⼦⼥平等保障

权利等。从⽴法现状来看，各省从2016年起也陆续推出关

于⼈类辅助⽣殖技术管理相关的条例，这也体现出该现实

问题愈加引起政府层⾯的重视。遗憾的是，现有法律政策

在⼈⼯辅助⽣殖上仍均未突破异性恋夫妻的范畴。

但从本次两会代表关于⽣育的提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些⻛险。⽐如三胎政策、男性⽣育假等是否会反向造成⽆

法进⼊婚姻的多元性别群体的平等权利缺失？这些问题还

需要继续观察。

▲

以上是对两会中平等就业与⽣育权利提案的梳理~

在下期的推⽂中，

我们将带⼤家⼀起来关注两会提案中

校园未成年⼈性教育与⼼理健康、

以及弱势群体公益诉讼议题与LGBT群体相关的解读〜
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