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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对新的生命负责——设立出生登记和身份确认制度的意义  

最后更新：2007-9-18  

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的首要责任在父母，其次在于国家和社会，这是当代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的

理念。这也是一个生命降临到人世后，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双重保障。但这两重保障落实的前提条件是

在一个人出生后必须进行出生登记和身份确认，一方面明确谁是承担父母责任的人，另一方面落实相关

政府部门为这个生命提供各项保障和福利措施。 

但是，当前我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少女妈妈、非婚同居、婚外恋等社会现象产生的非婚

生子女问题，究竟谁是孩子的父亲引发了无数的争端，父亲可以规避法律责任，不尽抚养义务，非婚生

子女不仅仅在生活的物质条件上少了来自另一方的保障，在精神上也遭受到社会的歧视；另外，体外受

精、借腹生子等辅助生育的现代技术的出现也引发了从未有过的谁是亲生父母的争论。一个生命降生之

后谁该对其承担父母责任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再一个现象是人口管理造成的黑户孩子问题，尽管其父母可能会尽到抚养义务，但是父母之外政府

的计划免疫、儿童医疗和教育等保障和福利措施却难以获得，孩子的保障缺失了一层。当前我国的儿童

福利制度并不完善，待遇也并不丰厚，所以，能否获得政府保障的差异性还不明显，但是随着我国政府

加强公共服务，儿童作为弱势人群得到政府保障的力度必然加强，家庭之外的政府保障将越来越具有实

质性内容之后，其差异性将日益显现。 

怎么解决目前出现的这些问题？怎样确保每个孩子出生后顺利获得来自父母和政府的双重保护？一

个关键的举措在于设立严格的出生登记和身份确认制度。 

国外就此有相应的立法可以借鉴，如挪威的《儿童法》，又称《父母子女关系法》，澳大利亚的

《子女身份法》等等。详细规定当一个孩子出生时，医生、助产士、母亲等有向国家人口登记部门汇报

的义务；政府部门确认孩子的父母身份的义务；依据婚姻关系、同居关系、出生登记、法院判决、签署

确认书、亲子鉴定等方式确定父母身份的方式；对各种人工受孕方法确认父母身份的原则；另外，都无

一例外地规定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的平等原则，禁止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差别对待。 

我们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即一个孩子出生后，便为政府所知，登记在册后，提供公共保障和

福利，与此同时，如果这个孩子的双亲不完整，政府有责任查清原因，确认其父母身份；不论这个孩子

出生时其父母的婚姻状况如何，不论其出生的方式如何，不论其出生是否符合政策，作为生命是无差别

的，都应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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