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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实行了多年的强制婚检制度废除后 , 虽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 改变了过去公权对私

权的侵犯 , 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 应增强自我约束的行为能力 , 将婚检制度纳入政府公共卫生和计生

服务体系 , 实行 “依法婚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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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 , 婚检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 从南疆到北国 , 从沿海到内陆 , 几乎处处皆是婚

检之声 , 正反观点争锋不绝于耳。婚检 , 向左走 ?向右走 ?好像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

废除强制 , 是喜还是忧?

2003年月 10月 1日新的 《婚姻登记条例》 施行后 , 由于不再要求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时出示

婚前检查证明 , 我国实行了多年的强制婚检制度被废除了 。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 保护个人隐私 ,

婚姻登记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 体现了人性化 , 改变了过去公权对私权的侵犯 , 在中国这是一

大社会进步。同时 , 由于实行强制婚检 , 全国婚检率一直比较高 , 据统计 , 我国每年大约有

1000万对新人走进婚姻殿堂 , 婚检率多年维持在 70%左右 。例如:2002年北京市宣武区妇幼保

健院每年要给 8000多对新人提供婚检服务;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负责人说 , 2002年全省婚检率是

62.4%;黑龙江省婚检率达 75.79%;浙江省婚检率为95%;南京市婚检率高达 98%;郑州市年

婚检 5.5万多人 , 婚检率为 74.40%。可是 , 自废除强制婚检后 , 自愿婚检人数骤降 , 我国卫生

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 取消强制婚检后的 2004年全国婚检率不足 10%, 个别地区甚至低于

1%。北京宣武区妇幼保健院2004年全年仅接待702对婚检新人 , 即便是 5月和10月 , 也仅有20

多对 , 2004年北京市的婚检率仅为5.03%;广东全省婚检率降为 3%;上海市的婚检率降至10%

以下;南京市降到 l%, 狂降 97个百分点;浙江省也从 95%的婚检率跌到 1.57%;黑龙江省婚

检率仅有 0.43%;郑州市年检由 5.5人降到 793人 , 婚检率为 0.97%。据悉全国各地情况大致相

仿。新华社为此也专门发了消息说 , 实施自愿婚检制度婚检人数急剧下降 , 个别城市婚检率降至

零点 。去年婚检率仍令人担忧 。

畸形胎儿 , 是增还是减?

新婚畸形胎儿的增减是各界纷争的最大焦点 。据北京市卫生局发布的 “健康播报” 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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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北京市新生儿缺陷发生率达到了 14‰, 比 2003年上升了 4‰, 已经超过了正常允许值千

分之四;上海市卫生部门统计 , 1990 年至 2003 年 , 共有 2347505人接受婚前医学检查 , 查出患

病者 286776人 , 检出率为 12.2%;黑龙江省 2004年孕妇患性病的患病率是 2003年的 2倍 , 其中

梅毒的患病率占性病总数的 80%;湖南省每年有 60多万新生儿诞生 , 其出生缺陷率已从 2001年

的9‰上升到 2003年的 12.43‰, 2004年一年诞生近 8000名缺陷婴儿;浙江省 2003年婚检的疾

病检出率近 15%, 其中主要以生殖系统疾病和性病为主 , 而在 2004年这两项比率分别上升了 8

个百分点和 4个百分点 。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也从 11.5‰上升到 13.2‰, 意味着每新出生 l万名婴

儿中 , 存在出生缺陷的比 2002年多了 17个;河南省郑州市婚检的疾病检出率达 12.28%, 中原

区2004年出生缺陷率比 2002年上升 30‰;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由 2003年

的5‰上升到了 6.7‰, 同时 , 孕妇死亡率也从多年前的零上升到十万分之三十至十万分之七十 。

针对一时间媒体大量的宣传和各界争论不休的状况 , 由国务院法制办 、民政部牵头 , 卫生

部 、 人口计生委 、财政部联合组成的国务院联合调查组 , 就这一长久争论的话题给出了最新的答

复 , 认为婚检作用有限 , 目前新生儿缺陷数仍属正常波动范围 。该调查组分赴北京 、内蒙古 、上

海 、浙江 、 河南 、云南进行为期 16天的调查后做出了上述回应 。据卫生部统计 , 即使在实行强

制婚检的 1996年 ～ 2003年 , 人口出生缺陷也由 8‰上升到了 11‰, 婚检并不能阻断出生缺陷 。

去年 7月份 ,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部门公开表态 , 对于婚检的态度是中立;接着民政部则讲:取消

强制婚检至婴儿缺陷率升高是误解 。可是 , 2006年 3月全国两会期间 , 全国政协常委 、 国家人

口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做客新浪网时称 , “应该向黑龙江省学习 , 恢复强制婚检 , 避免遗传出现

的残疾儿童问题” 。这个讲话 , 就像油锅里撒把盐 , 把一度沉默的婚检话题再度推向舆论热点 。

目前这种公说公有理 , 婆说婆有理 , 怎么说都有理 , 畸形胎儿是增是减 , 无从定论 , 让人们一头

雾水 , 莫衷一是 。

检不检查 , 是对还是错?

随着由强制检查变为自愿检查 , 婚检正在成为一道虚拟防线 , 正是这道看似虚拟的防线 , 使

许许多多新婚青年把婚检不婚检当作无所谓 , 甚至出现了免费也不婚检的现象 。2005年 2月 4日

出版的 《中国改革报》 刊发了一篇题为 《浙江 “免费婚检” 少人 “喝彩”》 的文章。2004 年 5

月 , 浙江舟山的普陀区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免费婚检 , 推出 5个月 , 婚检率回升到 20%, 同年 11

月份 , 该区又派出年轻漂亮 、 善于交流又懂医学知识的已婚女子 , 进驻婚姻登记服务中心 , 专职

从事婚前体检的宣传动员 , 婚检率提升到50%, 是目前全国的最高水平 。据 《江南时报》 报道:

苏州吴江市在江苏省内率先实施免费婚检 , 相关费用全部由婚检实施单位承担 , 令人不解的是 ,

这项由政府买单关乎子孙后代大计的 “福利工程” 十天来问检率为零 , 而这个时段正处于 2004

年 “十一” 国庆结婚高峰期。据 《人民日报》 消息称 , 从 2005年 5月 1日起 , 河北省石家庄市

新华区 、 裕华区相继实行免费婚前医学检查 , 但政策实行一个多月来 , 结果并不理想 , 裕华区 1

个半月仅有32对新人做了婚前检查。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 , 导致自愿婚检人数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一是婚检的权威性在民众中

尚未树立起来 , 对婚检产生走过场的感觉;二是缺乏医学常识 , 对婚检重要性认识不足 , 存有侥

幸心理 , 或者自己认为身体没问题 , 没必要去检查;三是知道自己有问题 , 害怕配偶知道后影响

结婚;四是认为男女双方应该是相互信任 , 婚检好像对双方有互不信任的感觉 , 所以能免则免;

五是经济承受力也有考虑 , 尤其是农村和低收入人群。也许 2005年 12月 27 日 《江南时报》 记

者在江苏盐城市街头调查印证了上述现象:记者就婚检话题在盐城街头随机采访了 8个正准备走

入婚姻殿堂的年青人 , 其中有 6个人称 “不去婚检” ;1个人说 “看有没有时间” ;只有一个肯定

说 “会去” , 占被调查者 13%。有趣的是 2005年 8月 4日 《人民日报》 第 19版 , 以 《婚检 ,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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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还是自愿》 为题刊登 “自愿方” 、 “强制方” 、 “第三方” 争鸣的 16篇文章 。自愿方认为:婚姻

不等于生育 , 不必强制 , 强制婚检莫 “复辟” , 自愿更顺应民意 , 还是要激发主观能动性 。强制

方认为:强制+免费目前是首选 , 法律强制有必要 , 用好社会管理手段 , 也要对社会负责。第三

方则认为:抓好孕检更重要 , 划分检查类型 , 降低费用 , 要有专业文明的婚检队伍 , 关键是不要

走过场。对与错 , 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免费强制 , 是钱还不是钱

2005年 6月底 ,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对该省的 《母婴保护条例》 进行修改 , 成为 2003年施

行自愿婚检制度以来 , 全国唯一通过人大修改条例的方式重新实施强制婚检的省份。这一举措 ,

使社会舆论又炸了锅 。在黑龙江之前 , 已有北京 、上海 、 江苏 、天津 、山东 、 河北 、重庆 、 湖北

等省市局部地区采取诸如免费婚检等措施吸引人们接受婚前检查 , 然而效果并不明显。

清华大学教授李木盾说 , 如果社会公认整体的利益高于一切 , “生育不只是个人的私事 , 它关

系着整个民族的未来” , 那么强制婚检就是顺理成章的;如果认为人的基本权利是第一位的 , 法

律要区分出公 、 私领域 , 私领域中的事由个人自治 , 那么就不应该实施强制婚检。苏州市区每人

的婚检费用是 127元 , 每年大约有 4万对 , 政府为此每年要承担 1000万元左右。有人依此算过

一笔账 , 全国每年有 1000万对新人结婚 , 如果强制免费婚检的话 , 各级财政就要累计拨款 25个

亿左右买单 , 按理说 , 这笔钱也不会成为大问题 , 为什么实行了免费婚检的地区 , 还是很少有人

主动去婚检呢? 看来自愿和强制 , 恐怕就不是个钱字问题了。

据了解 , 我国以前婚检主要有四个过程:一 、持单位未婚证明 、身份证和民政部门介绍信去

医院婚检 。二 、 进行严格的医学程序检查。三 、 看一部有关结婚保健的录像片 。四 、如果一切正

常 , 就可以领取结婚证。看来这繁琐的过程也阻碍了部分新人的脚步。上海杨浦区准新娘林小姐

说:检查一次不过百十块钱 , 这点钱出得起 , 如果政府买单更好 , 但价格肯定不是影响他们去体

检的主要因素。她也对目前婚检医院在服务质量和保护体检者隐私方面表示疑虑。她说 , 自己陪

一位同事在某妇幼保健医院进行检查时 , 一个护士在走廊里对她嚷嚷:“ ××, 你的指标有问题 ,

进来一下。” 所有在场的人都将目光聚焦在她身上 , 当时同事羞得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下去 。有项

调查表明 , 8成不愿参加婚检的新人 , 对隐私保密性 、卫生状况 、医院地点偏远等因素都位列前

茅。现在婚前有过性行为的比例越来越高 , 为了保留隐私而不愿做婚检 , 这才是许多年青人逃避

婚检的主要动因 。

婚检人数急剧下降 , 已经引起人口专家和医学界人士 、基层卫生保健人员的深切担忧 , 也引

起了全国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们的强烈关注 。婚检关一旦失守 , 对人口 、 家庭 、社会乃至民族发

展 、 国家强盛都将埋下隐患。专家认为 , 不婚检至少有三个危害:一是遗传病的蔓延不能有效得

到遏制 。目前遗传病有 4000多种 , 没有根本治疗的办法 。现在婚检的项目发展到可查染色体等

方面很多隐性的遗传疾病都可在婚前得知。二是传染性疾病得不到有效预防。如肝炎 、 结核病以

及潜伏的梅毒 、 艾滋病 , 这些病除了威胁自己的身体健康外 , 还具有强烈的母体遗传性 , 遗传给

下一代。而事实上 , 很多传染性疾病是可以进行预防的。三是优生优育得不到有效指导 。除了单

一的体格检查 , 医生还会向准新人讲授婚前 、优生 、 避孕 、性等方面的知识 , 并帮助选择合适的

婚期制订生育计划 , 选择最佳受孕时机 , 避免计划外妊娠和不必要的人工流产 。

婚检自愿 , 婚姻自由 , 是个人的事 , 现在年青人都自觉坚持少生 , 谁不希望自己的宝宝健

康 、 活泼 、可爱 , 万一因疏忽婚检而带来不幸 , 对家庭那是 100%的痛苦或灾难 , 甚至影响几代

人 , 除了尊重自己和婚姻外 , 还有尊重他人 、尊重社会 。婚检在国外都是自愿并且成为自觉行

为 , 而我国却遭遇尴尬 , 这与人们整体素质不高 、生育保健知识缺乏和法律意识淡薄有关。这种

令人尴尬的局面 , 导致实行强制婚检呼声再起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政策反复 (下转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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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3)医学需要与非医学需要难界定 , 医

务人员因亲戚 、 朋友等关系要从技术处理上寻

找借口也并非不可能 。

2.行为责任划分难。比如 , 个体诊所有

合法与非法两类 , 如果在非法诊所实施性别鉴

定或终止妊娠 , 该追究哪个部门的责任 ?终止

妊娠类药物供应渠道多 , 药监部门也只有监管

权而无主管权 , 如果私营药店违规出售终止妊

娠类药物 , 又该追究哪个部门的责任?

3.没有明确执法主体。 “两非” 案件到底

归哪个部门来查 , 没有相关法律法规 , 临时成

立专案组并非长久之计 , 难以形成长效的整治

机制 。

4.打击查处缺乏法律依据。涉及 “两非”

案件查处的法律法规滞后 , 致使案件侦破后处

理时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 , 起不到应有的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

5.区域联动查案难。由于人员流动 , 行

政管辖分割 , 因而难以形成全国或全省 “一盘

棋” 的联动工作格局 , 给打击处理跨省 、跨市

的 “两非” 行为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 特提出如下几点

建议:

1.要牢固树立专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

的思想 , 充分认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危害

性 , 真正把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摆上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位置 , 实行人口与发展综

合决策 , 列入各级党政的重要工作内容 , 坚持

一把手亲自抓 、 负总责 , 并作为各级人大 、政

协的重要督导工作。

2.要出台相关技术性文件 , 对正常检查

与性别鉴定 、 医学需要与非医学需要进行界

定 , 对违规实施性别鉴定或人工 、药物终止妊

娠和出售终止妊娠类药物的行为责任进行

划分。

3.要明确执法主体 , 确定 “两非” 案件

的查处部门 , 或者按照涉案人员身份确定主要

查处部门 , 以形成整治的长效机制。

4.要尽快立法 。可先在正式法律出台前 ,

由省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厅和司

法厅等部门联合对 “两非” 问题的处理作出司

法解释 , 使基层在处理涉及 “两非” 行为的人

和事时 , 有法可依。

5.要实现全省或全国联动 , 加大查处打

击力度 , 把全省统一行动方案变为现实。鉴于

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正常已经成为全局性的问

题 , 建议建立区域协作机制 , 在专项治理出生

人口性别比过程中密切配合 、信息共享 、 统一

行动。省里要对设区市下达破案的任务 , 促使

深挖细找 , 有案必查。

6.要加大各级领导责任 , 建立党政领导

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考核制 , 把专项治理出生人

口性别比纳入各级党政领导任期内计生工作政

绩考核 , 作为 “一票否决” 指标 。

[责任编辑　崔凤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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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想到了当年各地轰轰烈烈推行的 “城市全面禁放烟花炮竹” 。从安全和环境的角度看 , “禁

放” 无疑效果显著 , 但民众对 “禁放” 后节日气氛淡化的质疑 , 也迫使一些城市陆续开禁。这提

醒我们 , 政府每出台一项关乎国民切身利益的政策 , 不能仅立足于就事论事 , 需要从多方面权衡

利弊 , 既要看到新政策出台后带来的益处 , 更要充分估测政策带来的其他反应 , 甚至负面影响 。

“一时疏忽” 带来的危害有时是无法弥补的 , “朝令夕改” 也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药方不对症 , 不但给财政平添一笔开销 , 而且还不能解决问题 。如今最重要的不是争论 , 恐

怕还是加强宣传 , 使人们更多认识到婚检的重要性 , 视之为一种责任 ,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 , 改

变广大国民因长期 “享受” 统一组织和强制性规定而形成的心理习惯 , 培养能与自由权利相匹配

的自觉 、 负责的人生观念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能力 , 并尽快把婚检制度纳入政府公共卫生和计生服

务体系 , 实行 “依法婚检” , 这比再搞 “强制” 好 。

拯救婚检 , 靠什么? 事实已经做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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