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與生活

隨
著科技的進步，人工生殖

技術（包括人工授精、體

外受精、胚胎植入等）已經成

為許多不孕不育夫妻或個人實

現生育願望的重要手段。臺灣

的人工生殖法律體系始於1990

年代初期，當時主要關注的是

人工授精技術的合法性及相關

規範。然而，隨著技術的發展

及社會需求的改變，現行法規

面臨了許多挑戰與爭議。因此，對於修正草案的討論也日益增多。本文針對各國與臺灣現行的

人工生殖法規與修正草案中的主要規定及爭議進行比較，並提出粗淺之觀察。

各國人工生殖法規範及爭議簡要比較

國家 法規現況/主要爭議 修法方向

美國
各州法律不一，部分州支持代孕和卵子捐贈，缺乏統一的聯
邦法律。也因此代孕和卵子捐贈的合法性存在巨大差異，引
發了關於女性權益、家庭結構及商業化的廣泛討論。

有關代孕和捐贈的法律明
確化，尤其在保障捐贈者
和接受者權益方面。

英國
《人類受精與胚胎學法（HFEA）》嚴格監管人工生殖技術進
行，明確要求患者同意、捐贈者身份保護及對胚胎的處理規
範。而此類規範產生關於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的辯論。

持續強調患者權益保護及
對胚胎處理的倫理考量有
明確的限制。

德國
法律相對保守，禁止商業代孕，並強調胚胎權利的保護。引
發生育自由與倫理約束之間平衡的討論。

輔助生殖的討論集中在如
何平衡技術進步與倫理約
束。

日本
缺乏專門的法律框架，醫療機構依據指導方針運作，社會對
代孕及技術持保守態度、尚有分歧。

考慮建立更明確的法律規
範以適應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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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法規現況/主要爭議 修法方向

中國
已有相關規範，但執行上存在地區差異。代孕仍然禁止，但
與日益增長的需求間存在矛盾，相關法律的模糊引發對女性
權益和家庭結構的討論。

可能會加強對捐贈者身分
保護及胚胎合法性的規
範。

加拿大
《生殖技術法》禁止商業代孕，但允許非商業性代孕和捐
贈；但其法律不明確性，引發女性權益及家庭結構影響的討
論。

加強對捐贈者和接受者權
益的保護。

瑞典
人工生殖技術受高度監管，禁止商業代孕，要求所有程序獲
得患者同意。對於胚胎倫理考量及患者資訊透明度的要求，
引起了醫療倫理與患者自主權之間的討論。

強調對胚胎的倫理考量及
患者資訊透明度。

新加坡
政府支持輔助生殖技術，但對於代孕有嚴格限制。同樣與社
會代孕需求存在矛盾。

代孕技術進步與法律調
整，適應社會需求。

印度
缺乏法律框架，但市場上存在大量非監管的代孕服務。商業
代孕的合法性和女性權益問題引發激烈的社會辯論。

考慮制定法律規範代孕市
場並保障女性權益。

臺灣現行人工生殖法規

目前，臺灣的人工生殖法規主要由《人工生殖技術應用管理條例》與相關行政命令組成；

旨在保障人工生殖過程中的母嬰安全、維護家庭倫理，並確保人工生殖技術的合法與倫理使用。

1.適用範圍：適用於所有使用人工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及其相關技術的應用，涵蓋了人工授

精、體外受精、胚胎植入等技術。

2.施行單位：所有執行人工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必須經過衛生福利部的審查與認證，並必

須遵守相關倫理指導原則。

3.醫療條件與人員資格：執行者必須由具備專業資格的醫師來進行，並且設有相關的醫療設

施和條件保障。

4.合法婚姻與人工生殖的關聯：只有合法婚姻中的夫妻，方可合法使用人工生殖技術。限制

了單身者及未婚同居者的使用權。

5.胚胎使用與冷凍保存：對胚胎的使用、冷凍保存及處理也有明確的規範，所有胚胎的使用

必須有雙方同意，冷凍胚胎的存放必須遵循專業的醫療與倫理規範。

6.親子關係的確認：將使用人工生殖技術所生的子女視為合法親生子女，但其親子關係的確

認仍依賴基因檢測與父母的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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