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权指导（十四）

关键词：女职工权益保护 就业性别歧视

怀孕后走不走

选择权在女员工

为了得到工作，女员工承诺“5年内不生育”，结果入职第二
年就怀孕了，公司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女员工把公司告到法
庭，主动维护自己的权益。



案例：

硕士毕业后，吴秋萍四处投简历，参加各种笔试、面试。两个月后，她
接到了一家通讯公司的面试通知。面试后，通讯公司对吴秋萍的表现很满意，
但也有些犹豫。吴秋萍已经25岁了，公司担心她入职后就要结婚生子。可考
虑到吴秋萍是个难得的专业人才，公司最终还是决定录用她，同时也提出了
一个苛刻的要求：“工作5年内不许生育。”

对公司的这个特殊要求，吴秋萍很不满，但考虑到就业形势不景气，就
无奈地答应了。同年7月，通讯公司和吴秋萍签订了劳动合同，除了工资待遇、
劳动纪律等条款外，合同里还特别加了一条：“吴秋萍工作5年内不许生育，
否则劳动合同自行解除，且公司不支付任何形式的赔偿金、补偿金”。



吴秋萍入职后，工作很努力，公司上下对她的评价也很不错。工作稳定
后，她就结婚了。不久，吴秋萍发现自己怀孕了。虽然结婚生子是正常的事
情，可她处于入职第二年，一想到单位的要求，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和丈夫
反复商量后，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当吴秋萍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公司后，公司给了她两种选择，“要么把孩
子做掉，要么辞职走人”。吴秋萍没想到公司会这么无情，她明确地告知公
司，自己肯定不会做掉孩子。一次她请假去做产检，从医院回到家，就接到
公司派人送来的包裹。她打开一看，竟是自己放在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和一
封解除合同通知书。



公司的做法惹怒了吴秋萍，她觉得单位以这种形式将她赶走太不人道了。
于是，她将公司告到法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回公司上班。面对吴秋萍
的要求，公司拿出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指出吴秋萍入职时承诺5年内不生
育，公司根据这条约定与她解除劳动合同并没有什么不妥。

尽管公司用劳动合同作为依据，但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认为，
公司与吴秋萍签订的“不许生育”内容，违反了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公司不
能以此来解除劳动合同。法院支持了吴秋萍的请求，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
法院判决后，公司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不久，吴秋萍的孩子降生。当了妈妈的她心情豁达了很多，先前那种
“誓与公司斗争到底”的想法也逐渐改变。她想，和公司闹到这种地步，即
使自己最终赢了官司，回到公司上班，也很难像以前一样。

于是，她决定不再坚持要求回单位上班，并同意与单位调解。在法院的
主持下，吴秋萍和公司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公司一次性支付吴秋萍2.5
万元赔偿金。



说法：录用女员工，不能限制生育

不管吴秋萍想继续上班还是拿补偿离开，法院都会支持她的。因为根据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任何单位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为由，
辞退女职工或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2019年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司法部、全国妇联等九部门
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明确提出不
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也早就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
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女职工在
孕期不能适应原工作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工作
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工作；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
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并应当在工作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
孕女职工在工作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吴秋萍所在的公司和她签订的“不许生育”条款显然是违法的。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她要求回单位上班，单位就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她不愿再
回单位，单位应当按工作每满一年支付两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她支付赔偿金。
也就是说，怀孕后是否继续工作的选择权在吴秋萍手中，不管是想上班还是
想要赔偿，法院都会支持她，并保障她应当享有的权益。（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