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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医学法学》　

　　医学法学是研究医学法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法律科学，是
由医学、卫生学和法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法律科学，
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产物。它既是法
学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分支，又是现代医学发展中的一项重
要成果。医学法学的任务是将医学与法学的基本理论结合起
来运用于医学实践，用法律手段保护公民的健康和生命，改进
防治疾病的措施，促进医学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的不断加强与完善，众多医学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实施，医
学法学已成为医学院校的重要课程之一。

本书以高等医学专科学校学生的医学法律素质提高为视
角，以指导其临床医学实践为目标，以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为己
任，并力求突出实用性和新颖性。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医学法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医学法学与
相关学科的关系、医学法学体系、学习医学法学的意义和方法
等。二是总论部分，主要阐述医学法的基本理论，包括医学法
的调整对象、渊源、医学法的产生和发展、医学法的地位和作
用、医学法的基本原则、卫生法律关系、医学法的制定和实施及
医疗卫生诉讼等。三是分论部分，主要阐述我国现行的医疗卫
生法律制度，包括公共卫生监督法律制度、医疗机构管理法律
制度、卫生技术人员管理法律制度、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法律
制度等。在这一部分，还对卫生改革与医学发展中产生的有关
法律问题，如重组ＤＮＡ、安乐死等进行探讨。

本书是高等教育医学专科系列规范化教材，也可供广大医
学工作者阅读。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宋文质、孙东东主
编的《卫生法学》，姚武主编的《卫生法学》，赵同刚主编的《卫生
法》，陈晓阳、沈秀芹、曹勇福主编的《医学法学》等有关书籍和
文献资料，在此向有关的编者、作者、出版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各位
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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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绪　论

本章要点：主要介绍医学法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医学”和“法”的
关系、医学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医学法学的体系和学习医学法学的
意义、方法。

一、医学法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一）医学法学的概念
医学法学是指研究医学法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法律科学，是法学

的分支学科。医学法学是生物学、医学、卫生学、药物学等自然科学和
法学相互结合，并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医学法律
规范不断涌现而诞生的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交叉渗透的特点。医学法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要研究医学法
学，首先应当了解“医学”和“法”的含义，然后进一步了解两者之间是如
何相互交叉和渗透的。

１．医学　在古代，医学主要是指“护卫生命”和“养生”。到了近代，

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逐步从被动适应自然发展到主动适应和改造自
然。而对于疾病的防治，也从被动适应开始向主动预防和战胜疾病转
化。为增进健康，防治疾病，人类逐步采取了各种个人和社会措施。在
此背景下，人们也开始了对医学问题的探索，并认为医学的主要含义是
指为增进健康、防治疾病所采取的个人和社会措施。而且，这一观点一
直延续至今。《辞海》对医学的解释是：以增进和保护人类健康，预防和
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所谓个人措施，主要是指个人所具有的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行为。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指出的，健康的生
活方式比任何复杂的医疗技术都重要。而所谓社会措施，则是指国家
采取的有利人体健康、防治疾病、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的社会行为。需要
指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措施，都不能仅从合乎生理的要求考虑，还



必须考虑到心理和社会因素对健康的重要影响。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已不再仅仅
是指身体没有疾病，同时还包括拥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

在现代社会，医学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一方面，社
会离不开医学。因为医学通过各种途径、手段维护和增进人体健康，保护社会生产力，从
而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人们的健康素质和医学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
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医学也离不开社会。因为医学受到社会经济、政
治、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约。医学不仅是医疗卫生部门的事，更应是全社会的事，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所以，国家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医疗卫生事业经费
的投入，同时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已发展成为具有科学内涵的知识体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医
疗卫生作为一种行为措施不应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医疗卫生知识体
系不仅包括硬科学学科和知识，也包括软科学学科和知识。这一学科群和知识体系的出
现和不断完善，使医疗卫生教育得到发展，医学知识得到普及，医疗卫生决策更加科学化。

综上所述，所谓医学就是指为维护和保障人体健康而进行的一切个人和社会活动的
总和。它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人体在出生前便有一个比较强健的体质（优生
优育）；二是促使人体在生活和劳动过程中增强体质，能够避免和抵御外部环境对人体的
不良影响，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防疫、保健）；三是对业已患病的人体
进行治疗，使之恢复健康（医疗、康复）。

２．法　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以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产生了私有制，社会结构也由于社会大分工而开始分裂成
不同的阶级，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的需
要，便产生了国家和法。法具有以下特点：

（１）法是调整人们行为或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法规定了人们的一般行
为模式，以明白肯定的方式告诉人们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
么，从而调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系，体现了法的规范性。法以规定人们在一定社
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国家通过立法，既规定人们的法定权利以及侵犯这
些权利应受到的法律制裁；也规定人们的法定义务以及不履行这些义务应受到的法律制
裁。法正是通过确定权利和义务这一方式来实现对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调整。

（２）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社会规范，具有国家意志性。制定或认可是国家创制法
的两种形式。前者是指具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以条文形式创制规范
性文件的活动；后者是指国家通过一定的方式承认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宗教、风俗、习
惯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活动。但无论哪一种形式，都体现了国家对人们行为的评价，而具有
国家意志性和权威性。

（３）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具有国家强制性。社会规范一般都具有
某种强制性，都有保证其实施的社会力量。而法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它具有特殊的强制
性，即国家强制性。所谓国家强制性，就是指法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强迫人们遵守
的性质。也就是说，无论人们的主观意志如何，人们都必须遵守法，否则将招致国家强制
力的干涉，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因此，国家强制力是法的实施的最后保障手段。

（４）法在国家权力管辖范围内普遍有效，因而具有普遍性。任何社会规范都是有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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