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责任编辑：张任青子 组版编辑：余永春 校对：戴小玲

2018年8月1日 星期三 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

企业为女职工冻卵买单
是尊重女性还是延后生育?

专业人士认为，有需求的职工在选择冻卵前，要先把相关政策研究透彻

处于婚育阶段、被动失去晋升这一客观

因素，使得不少女性遭受职场区别对待或是

被迫离开。什么时候结婚、生育、生二孩，一

直是女性在面对职业选择时难以回避的问

题。

在某互联网公司任技术总监的王钰今年

32岁，眼瞅着身边好友步入婚姻生儿育女，自

己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伴侣。对婚姻不将就

的她清楚，随着年龄的增大，女性最佳生育期

渐行渐远。在她看来，冻卵是一剂延续良好

生育能力的“良药”，也给她的职业发展带来

更多空间。

而在某奢侈品公司担任销售主管的柳泽

看来，冻卵意味着推卸责任。“女性最佳生育

期转瞬即逝，自己不把握好，反而交给冷冰冰

的技术，实在不放心。”刚结婚的她，盼望尽快

孕育爱情的结晶，这被她视作“女性天生的职

责”。

近日，有职场社交平台发起关于“如何

评价企业为中高层女员工提供冻卵福利”

的讨论，约 58.5%的投票参与者持支持态

度，认为冻卵给现代女性提供了更多可能

性 ，让 女 员 工 在 职 业 和 家 庭 之 间 实 现 两

全。而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此举是在提

倡女员工在生育黄金期专注工作，给女性

传递了错误的信号——工作比家庭更重

要。

携程近日宣布，将在

公司内部拓宽生育基金的

内容与使用范围，为中高

级女性管理者提供 10万

元至 200 万元不等的费

用，及不超过7天的带薪休

假，使她们能享有冻卵等

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

这是继 Facebook 和

苹果之后，世界上第三家

提供这项辅助生育福利的

大型科技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冻卵

技术可将高质量的卵子冷

冻保存，以便日后决定生

育后代时取出使用，或者

说，可以理解为“一种采用

科技手段的生育保险”。

此前，Facebook和苹果公

司分别在2014年与2015

年开始为女员工提供这一

生育福利项目。

“公司提供辅助生育

福利是为了解决育龄女员

工的后顾之忧，帮助她们

在事业的黄金期能够充分

享受投入工作的过程，同

时，也不耽误她们对下一

代的培育。”对于上述政

策，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

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表

示。但这一政策，在网上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有人点赞冻卵切中女

性的特殊需求，是职场尊

重女性的体现；有人质疑：

“生育是人生大事，谁能保

证技术的可靠性？”还有人

认为此举背后另有深意，

“让员工在本该生育的年

龄冻卵去拼事业，说白了

就是要延后生育，为公司

不断创造利润。”

对于企业掷重金为女

员工冻卵买单的行为，有

专业人士认为，当企业福

利间接影响到职工生活，

很容易变味，有需求的职

工在作出选择之前，务必

先把政策研究透彻。

“当企业的福利超出正常范畴，间接影响

到职工生活，福利很容易变味。”北京市中友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夏孙明举例：

“公司规定18点下班，19点有公司班车，

没人逼着加班，但为了能坐车回家，大家愿意

主动加班 1 小时。而 19 点准备坐班车时，就

会想起20点时额外的工作餐：免费、味美、有

水果。想想回家还得做饭，就再主动加班1小

时；而20点吃完工作餐准备回家，又想起公司

22点以后打车能报销。一天干了十几个小时

了，哪还有力气挤公交？那就再加班两小

时。”

夏孙明说，企业福利五花八门，但要有法

律边界，保障职工的休息休假。同时福利不

得附加条件，不应该是引诱性的。如冻卵其

实是以放弃生育权为隐性成本，与其说是福

利，不如说是枷锁。而所谓班车、晚餐福利，

则要加班取得，这反而是在侵害职工权益，只

是方式更为隐蔽。他认为，好的福利应该为

员工出行、休息、健康等提供保障，增强员工

幸福感，进而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大价值。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瑞

雷则认为，冻卵确实能解决一些女职工面临

的现实问题，企业未强迫职工选择该福利，从

这个角度来说，冻卵作为企业福利在法律上

并无不妥之处。

但企业若无相关责任的明确规定，一旦

出现问题，职工便极易置身于风险中。他建

议，有需求的职工在选择冻卵前，要先把相关

的政策研究透彻。 （赵航）

讨论冻卵时，技术安全性是无法规避的

话题。

虽然携程表示，在法律许可情形下，使用

辅助生育医疗项目服务的员工，可自主选择

国内三甲医院或国外符合规定且有辅助医疗

服务资质的机构进行相关服务。但即便如

此，也无法保证冻卵的成功率。

公开资料显示，冻卵技术可将高质量的

卵子冷冻保存，以便日后决定生育后代时取

出使用，就像“一种采用科技手段的生育保

险”。但按照当前辅助生殖医学界的共识，女

性取卵的最佳年龄是19岁到26岁，当年龄超

过35岁，便需要经过多轮促卵取卵周期才能

获取足够数量的卵子，卵子的存活率和最终

成功怀孕的几率，也会显著下降。有报道称

冻卵是昂贵的后悔药。

同时，相关规定也给冻卵戴上了“紧箍

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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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换句话说，并非所有女职工都可以冻卵。

“企业在设计福利时，考虑对员工的正向

激励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福利体现了企

业效益和运营成本之间的博弈。”北京某互联

网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徐哲媛经手过公司多项

福利的制定，她认为冻卵极大地减轻了企业

承担女高管跳槽或因生育产生空窗期的成

本。“优秀的管理者往往能决定部门业绩甚至

企业发展走向，是企业的重要资源。如果报

销冻卵费用，能让女高管多留3年～5年来给

企业创造效益，再划算不过了。”

对于冻卵能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北京某

互联网公司人力资源副总裁孙隆其看得更全

面。“冻卵能在企业中形成一种文化。”他认

为，公司为员工晚育提供条件，看似将自主选

择权交给员工，其实更像是在员工中形成一

种默契。“假如同事做了冻卵，你置身其外，

是否暗示着打算近期怀孕？那么升迁时，你

认为哪种人更可能获得晋升？”

是良药还是冰冷的技术？

“冻卵能在企业中形成一种文化”

影响职工生活的福利容易变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