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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命伦理学在全世界已经被公认为最有意义的人类文化活动之一。
它已确立了医疗保健政策的性质，成为勘察人类研究和医疗实践的中枢。
现在，生命伦理学已是医院生活、医疗实践和医疗保健行为规范这个整体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生命伦理学已经成为对公共道德进行反思的一个主要依据，所有这一切的发生不过半个世纪。
生命伦理学显著、快速地成长和发展，既成为一个学术领域，也成为一种被证明了的、在满足全世界
的道德引导和咨询方面具有重要需求的临床实践活动。
这种情势显示了这本由孙慕义教授主编的教材的重要意义。
这本教材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将满足读者去批判地思考和评价生命伦理
学对于中国的影响。
　　孙慕义教授主编的这本关于生命伦理学的教材版本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一刻。
这个版本的即将出版正值中国开始恢复其科学影响力、科技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的时刻。
因而，中国的生命伦理学需要根据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所承担的角色和在市场领域中所承担的新的角色
（这个市场对中国的复兴具有贡献）重新思考它的使命和意义。
中国必将影响全球对道德和生命伦理学的反思，她在世界上的作用肯定不仅仅是经济的、科学的和技
术上的，更包括文化上的影响力。
中国在文化导向与道德引领方面具有重要的道德责任。
这本教材对迎接中国将要面临的文化挑战和履行这些责任是重要的。
　　我们设想，中国在生命伦理学方面坚持正义的道德任务，首先应该重新获得和吸收其自身的文化
资源，从而可以通过自己的文化语言重新预设生命伦理学弘扬的意义。
用汉语重新铸造的生命伦理学，无疑将会对一些当下起着主导作用的重要道德观念，即那些经常不加
批判的各种欧美的生命伦理学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这些曾经从西方输出、传入世界各地的生命伦理学需要重新评价，这种重新评价需要包括对所谓的生
命伦理学原则的重新审视，也包括对晚期欧洲文化革命中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俗世概念的重新审视。
鉴于此，这部教材就是朝着这个既定的目标前进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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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伦理学（第2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该教材由国内生命伦理学权威学者——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会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
哲学委员会副主任东南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孙慕义教授主编，并邀请国内具有代表性
的高等医学院校的一批长期从事医学伦理学教学、研究的著名专家教授参加编著。
本教材在第1版的基础上，听取了广大教师和医学生的意见，弥补了原有的缺憾和不足，增加了典型
案例，使逻辑结构更加严密与成熟，适用于多层次的教学与阅读。
本教材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思维上均有所创新，强化了高新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和医疗保健政策伦理的解
读，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成分。
《医学伦理学（第二版）》全面覆盖了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内容，同时汲取了国外原版教材的先进经验
，将最新生命伦理学研究成果和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内容相结合。
《医学伦理学（第2版）》分为理论医学伦理学（总论：元医学伦理学、文化医学伦理学）和应用医
学伦理学（各论：临床医学伦理学、生命技术与死亡伦理学、卫生经济与保健政策伦理学、环境与生
态伦理学）两大部分共计19章。
任课教师可根据实际需要分为精讲、略讲以及阅读三部分。
本教材除主要面向医学本科生外，对其他层次相关专业的学生和广大在职医务人员、生命科学工作者
也不失为一部饱含人文气质和当代精神的医学伦理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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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伦理学>>

　第二节 医院伦理委员会
　　一、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发展
　　二、建立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意义
　　三、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功能
　　四、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性质及组织形式
　第三节 法与医院管理伦理
　　一、医院法律的形式与主要内容
　　二、医院法律在医院道德化管理中的作用
第十七章 卫生经济伦理与医疗改革
　第一节 卫生政策与卫生发展战略
　　一、卫生政策与卫生发展战略的含义、类型
　　二、卫生政策制定的伦理学根据
　　三、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分析与评价
　第二节 卫生资源的分配
　　一、卫生资源的宏观与微观分配
　　二、中国卫生资源配置的现状及问题
　第三节 医疗改革的伦理问题
　　一、各国的医疗保障制度
　　二、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道德选择
　　三、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责任伦理
　第四节 卫生经济伦理学
　　一、卫生经济伦理学的学科概念、理论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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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关灾疫伦理的讨论
　第五节 当代社会中与医学有关的伦理问题
　　一、自杀
　　二、吸毒及药物滥用
　　三、医学广告
第十九章 环境与生态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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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医学伦理学最终表达人类的爱的意志与人道精神，由这种崇高
的精神生发出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尊重自主、切勿伤害、医疗行善、公平正义四原则正是这种意
志和精神的体现；医学伦理学吸纳和运用许多伦理学理论来推导和说明这些原则，传统的义务论、美
德论、人道主义和价值哲学、功利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宗教伦理思想中的许多主张，都是这些原则
的思想来源，从精神到思想，从思想到理论，由理论导出原则，由原则来制定规则或具体准则。
因此，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有着深厚的伦理文化或道德哲学支持，这些原则是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
论构架。
伦理学理论可以作为解决伦理问题的指南，同时为这一解决方法或判断提供辩护，此外可以求证伦理
原则的正确性。
　　原则、规则、准则和行为的规约是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其体现与表述的是医学生活或医患关
系中的权利意识与道德情感。
在西方，“自主、不伤害、行善与正义”一直被作为伦理决策的道德原则；并被美国、欧洲等许多医
学组织视为医生的执业行为依据。
虽然存在许多争议，但作为跨文化的医学伦理学评价方法，已经被国际医学伦理学界接受。
　　基本伦理学原则，是指一些一般性指导原则，这些原则被作为伦理学规定和评估人类行为的基本
理由；而由文化传统所普遍接受的原则中，国际公认“自主、不伤害、行善与正义”是最核心的，其
中，“尊重个人、行善与公平原则”的《贝尔蒙报告》（关于保护人体受试者伦理学原则及准则）三
原则更明确地规范了生命科学研究行为的道德操守，为医学伦理学制订基本原则和应用提供了重要参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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