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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说法
男子带着代孕婴儿争夺亡妻遗产

八旬阿婆怒诉：怎么证明孩子的母亲是我已故养女？

产教融合同频共振

开启行业智能化转型新征程

随着新基建的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广
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层出
不穷，数字文化装备行业正以飞快的步伐迈向
新兴市场，迫切需要一批既具创新能力又具实
战经验的人才。为适应这一需求，该共同体应
运而生，旨在通过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推动
数字文化装备产业的创新与人才培养，实现教
育与产业的共同发展。

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

数字文化装备行业人才培养迎来新机遇

共同体目标通过高效的校企合作，整合教
育资源和产业需求，推动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
的双向流动，将搭建好人才供需对接平台，为
产业提供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并以行业发展

需求为导向，推动学校教育内容的更新与调
整。同时，借助校企合作，实施多层次的培训
计划和岗位技能提升，确保学员不仅具备扎
实的理论知识，还能够迅速适应行业的发展
变化。此外，产学研各方将围绕行业关键技术
开展联合攻关，推动行业产品的智能化与数
字化升级。

展望未来

推动数字文化装备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未来，数字文化装备行业将向谱系化、
智能化发展，在出版及印刷智能化设备、数
字媒体设备、演艺文娱设施、游乐游艺数字
产品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共同体的成立标
志着产业、教育、科技三方深度融合的时代
到来，这将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技术创
新，以期培养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
人才！

（广告）

产教融合新篇章

数字文化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

11月 18 日，由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数字文化装备行业产教
融合共同体，正式宣告成立。 100 余家行业协会、行业院校以及产
业上下游企业负责人参与成立大会。 仪式上，向理事会代表授牌，
并与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女儿去世后代孕的孩子出生了

邱阿婆和丈夫一生未能拥有自己的子
嗣。多年前，她和丈夫收养了女儿邱佳。对于
这个唯一的女儿，邱阿婆视如己出。她和丈夫
一起将邱佳抚养成人，又同其他父母一般，为
女儿操心人生大事，出资购买婚房。
不幸的是，邱佳结婚多年，始终未能拥有

自己的孩子。年纪轻轻，却患上了结缔组织病
和癌症，于 2021 年不幸离世。
好在，邱佳相当优秀。工作多年的她，和

丈夫林生（化名）一起购入了两套房产，攒下
了存款若干。女儿留下的数百万遗产，足以支
撑邱阿婆安度晚年。
理论上，作为父母、配偶，邱阿婆和林生，

都是邱佳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他们拥有平等

的继承权。然而，林生却拒绝和邱阿婆平分邱
佳留下的遗产。他的理由是，邱佳生前还以代
孕的方式，留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应继
承部分邱佳的遗产。
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孩子，邱阿婆完

全无法接受。在她看来，这个孩子身上充满了
疑点。
毕竟，邱阿婆和邱佳也只是养母养女关

系。邱佳在这个世上并无血缘亲人。没有人能
证明，这个出生在邱佳去世一年后的孩子，和
邱佳有血缘关系。
邱阿婆说，自己的女儿生前患有多种疾

病，需长期服药，她并不具备取卵条件。自己
也从未在女儿家中看到过任何为取卵做出的
准备。林生所提供的相关证明，只能证明孩子
和林生之间具有血缘关系，不能证明孩子是
邱佳的。

| 法院：代孕带来诸多伦理困境

为了证明邱佳和婴儿之间的亲子关系，
林生出具了许多文件材料。其中包括《辅助生
育服务协议书》、聊天记录等。这些证据证明，
邱佳确实曾有过委托代孕意向，但无法证明，
这个婴儿就是邱佳的孩子。
上海法院指出，我国明文禁止代孕行为，

代孕行为涉及婚姻家庭关系、女性基本尊严、
伦理道德等诸多人类社会基本问题。但是，在
本案中，代孕而生的孩子并不会因为制裁而消
失，代孕子女仍然应当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因此，亲子关系的确定，是确认代孕子女

法律地位的首要问题。这直接关系到代孕子
女的身份认同，以及其他诸多权利，会影响到
特定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和今后正常生活。在

认定亲子关系时，应当采用较“高度盖然性”
更严格的证明标准。
很遗憾的是，这个婴儿和邱佳之家的血

缘关系，并不能得到认定。诸多证据证明，林
生关于孩子身份的叙述中，存在多处前后矛
盾之处。
例如，林生表示，邱佳曾在 2016 年到泰

国取卵，但邱佳的出入境记录显示，邱佳从
2016年开始，从未有过出境到泰国的记录。
林生又曾表示，邱佳实际上是在国内完

成的取卵，他之所以说谎，是为了保护国内的
代孕机构，但林生又始终不愿意提供国内代
孕机构、地址的线索，或孩子出生记录上生母
（非邱佳）的相关线索或说明。

林生曾向法院提供两张载明孕妇姓名为
邱佳的超声检查报告单，检查的打印时间分
别为 2021 年 11 月某日、12月某日，彼时，邱
佳已经去世了。
林生所提供的邱佳与代孕公司的聊天记

录始于 2019年，并非林生所述的 2013年。
鉴于林生提供的材料多处前后矛盾，法

院最终认定，邱佳和涉案婴儿并不存在亲子
关系。这个孩子不能作为邱佳的继承人之一，
分割她的遗产。但这个孩子和林生之间确实
存在亲子关系，对此，法院予以认定，以便林
生尽快帮孩子落实户籍，保护好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
在法院的判决下，林生和邱阿婆对邱佳

留下的遗产，进行了合理分割。

晨报记者 张益维

日前，年过古稀的王阿婆，将儿媳罗女
士诉至静安法院。王阿婆中年丧夫，老年丧
子，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子因为种种原因，
由儿媳居住。如今，老人想回到自己的房子
安度晚年。近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起排除妨害纠纷案，王阿婆要求儿媳
罗女士搬出自己的住房。

| 老人想回市区居住

王阿婆与亡夫育有两个儿子，2009 年，
家中宅基地动迁，王阿婆与两个儿子共分得
4套动迁安置房，当时均未建成。2013 年，
罗女士与王阿婆的大儿子结婚，王阿婆便将
登记于自己名下的一处房屋交给了儿子儿
媳婚后居住，自己搬到了郊区。
后来，王阿婆与大儿子、罗女士协商一

致，由大儿子一家分得位于普陀区的动迁安
置房，后因大儿子生病，过户手续迟迟未能
办理，现该套动迁安置房屋尚在开发商名
下。
王阿婆认为，儿子生病期间，罗女士未

能尽心尽力照顾，反而急着将两人婚后购买
的另一套房屋卖出变现。儿子去世后，儿媳
与自己就遗产分割问题未能协商一致，从此
心生间隙，不再联络。现王阿婆认为自己年
事已高，疾病缠身，想住回自己在市区的房
子，方便生活和就医。

| 儿媳、孙女无房另居

面对婆婆的控诉，坐在法庭被告席的罗
女士也是一肚子委屈。
罗女士与王阿婆的大儿子婚后育有一

女小李，目前正在系争房屋对口的学校读小
学。丈夫生病期间，罗女士陪伴左右，悉心照
料，当初卖房也是为了筹款治疗，如今丈夫

去世，她独自抚养幼女，生活艰辛，在本市也
无他处住房，如果王阿婆坚持收回系争房
屋，自己和女儿将居无定所，孩子的生活和
学习将受到极大影响。
罗女士说：“我希望能跟婆婆协商居住

问题和丈夫遗产继承问题，但是一直找不到
机会。”

| 法院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

承办法官审理后认为，王阿婆作为房屋
产权人，对系争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
益和处分的权利。罗女士因与王阿婆的儿子
结婚入住房屋，居住在房屋内已经过王阿婆
的同意。王阿婆的儿子去世后，罗女士无其
他住房，若仅依据保护所有权的法律规定，
要求罗女士与小李搬出系争房屋，无法根本
解决双方的居住问题，反而易激化家庭矛
盾。
承办法官多次与王阿婆沟通，解开王阿

婆的心结。最终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
解协议，王阿婆同意将安置房过户至罗女士
名下，配合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罗女士也
同意待一年后小李升入初中，将系争房屋返
还王阿婆。
民法典规定，房屋产权人，对自己名下

的房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
权利。本案面临着所有权与居住问题之间的
冲突，同时涉及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权益保
护，事关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风尚。家庭是
社会的细胞，家庭纠纷关乎着社会的稳定。
本案的调解，不仅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权
利，解决了被告及未成年人的居住问题，更
缓和了家庭矛盾，同时修复了双方的关系，
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关怀与温暖。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赵锦钰

古稀阿婆起诉儿媳
想要回自己房产

谁能证明孩子的母亲是谁？ 这句看似有些
不着边际的疑问，却是因代孕而生的现实困境。

2021年，邱佳（化名）患癌去世。 留下了价值
数百万的遗产、年近八旬的养母、丈夫以及一个
尚未出生的代孕孩子。

孩子出生后， 丈夫主张这个代孕而来的孩
子，也应作为邱佳的继承人之一，分割邱佳的遗
产。对此，养母邱阿婆完全不能接受。在她看来，
这个在女儿去世一年后出生的婴儿， 绝不可能
是邱佳的孩子。 因为代孕导致的伦理困境，在这
个孩子身上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