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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生法学是研究卫生法律规范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律科学，是医学和法学相互渗透交融而形成的一门新
兴的交叉学科。
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医疗卫生法制建设的保驾护航和规范制约。
随着医药卫生的深化改革和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卫生法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卫生法这一法律部
门也在飞速发展。
我国已经制订了一系列规范性卫生法律文件，初步形成了以卫生法律为核心、以卫生行政法规和卫生
部门规章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大量地方卫生法规、规章在内的卫生法律体系。
    在我国医学教育课程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欠缺的弊端日趋明显，已不能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
。
为适应我国卫生法制建设的需要，推动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改革，增强医学生的卫生法律素
养，我们组织多位从事卫生法学教学与研究并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等编写了《卫生法学》一书。
    本书从大卫生角度出发，以法学基本理论和最新立法成果为基础，既介绍相关卫生法律制度，又注
重探讨热点难点理论问题，力求实现理论性和知识性、科学性和新颖性、医学性和人文性、普遍性和
特殊性的有机结合。
本教材可供医学院校各专业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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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卫生法律关系是一种纵横交叉的法律关系。
所谓纵向卫生法律关系，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卫生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权利
义务关系。
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属于隶属关系。
所谓横向卫生法律关系，是指医药卫生单位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在医药
卫生服务过程中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每一方当事人既享有一定的权利，又承担一定的义
务，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对等的。
　　二、卫生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卫生法律关系由主体、内容和客体三个要素构成。
在每一个具体的卫生法律关系中，不管缺少了其中哪一个要素，卫生法律关系都无法产生和继续存在
。
　　（一）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　　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卫生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亦即在卫生法
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当事人。
主体是卫生法律关系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客体的占有者、使用者和行为的实践者，没有主体和主体的
活动，也就不能产生卫生法律关系。
在我国，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卫生行政机关、医疗卫生单位、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
。
　　国家卫生行政机关.国家卫生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行使领导、管理、组织卫生工作等职权，通过
制定颁布各种卫生政策、法规，采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管理卫生工作。
其在国家卫生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们同其他主体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卫生行政管
理关系。
　　医疗卫生单位。
是指从国家财政拨款取得经费的医疗卫生组织，包括医院、医学院校、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药检所
、妇幼保健院（所）等机构。
　　企事业单位。
主要是指与卫生工作有关的食品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医药研究单位等。
　　社会团体。
指由会员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可分为卫生社会团体和一般社会团体。
卫生社会团体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等，它们在卫生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卫生事业
单位，为社会提供卫生咨询和卫生医疗服务工作。
　　公民。
其作为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特殊身份成为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如医疗机构中
的医务人员；另一种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卫生法律关系成为主体，如医疗服务关系中的病人。
　　居住在我国的外国人和无国籍的人，也可以成为我国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如在国境卫生检疫法
律关系中接受我国卫生检疫机关检疫查验中的外国入境人员。
他们能够参与哪些具体的卫生法律关系以及权利能力的范围，由我国有关卫生法律及我国同各国签订
的卫生国际条约或国际法公认的准则加以规定。
　　（二）卫生法律关系的內容　　卫生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法所享有的权利
和承担的义务。
卫生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是卫生法律对主体能够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
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卫生法律关系主体的义务是卫生法律规定的主体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
不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
　　在不同的具体卫生法律关系中，卫生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也不尽相同。
如在卫生行政法律关系中，卫生行政机关作为主体的权利是有权对作为另一主体的医疗卫生机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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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实行行政领导、业务指导、卫生监督以及对违反卫生法规定的行为依法作
出处理，其义务是有责任依法行使上述职权，为公民提供咨询服务和接受另一方主体监督其执法的义
务等；而作为卫生行政法律关系的另一方主体的权利表现为有权对卫生行政机关的执法情况及工作进
行监督，对卫生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处理决定，有权提出申诉或起诉，并有获得赔偿和补偿的权利，
其义务是应接受主管机关领导、指导和监督，对自己的卫生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
　　（三）卫生法律关系的客体　　卫生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标
的）。
它主要包括：　　1. 行为。
这是指主体为达到一定目的所进行的活动。
行为有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前者是指以积极的身体活动所实施的行为，后者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
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
　　2. 物。
主要包括进行各种医疗和卫生管理工作过程中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医药卫
生保健的需要，如药品、医疗器具等。
　　3. 精神产品。
这是主体从事智力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如医药卫生科学发明、学术论文、医学著作等。
　　三、卫生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卫生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均以相应的卫生
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提，以一定的法律事实的产生为直接原因。
卫生法律关系主体取得了某些权利或承担了某些义务，或者取得了某些权利同时又承担了某些义务，
就意味着卫生法律关系的产生或确立。
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三者中的任何一项或几项要素发生变化即为卫生法律关系的变更。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卫生法律关系归于消灭：义务全部履行完毕；权利主体放弃全部该权利；权利
或义务主体消灭且无该权利或义务的承受者；权利主体丧失主张该权利的时效。
　　能够促使卫生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事实，包括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
　　法律事件是指导致一定法律后果而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特定社会现象，如人的出生、死亡、
洪水、地震、传染病流行等。
　　法律行为是指基于人们的意思表示并可以发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这是
卫生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最普遍的法律事实。
合法行为是指卫生法律关系主体实施符合卫生法律规范、能够产生行为人预期后果的行为，合法行为
为我国法律所确认和保护。
违法行为是指卫生法律关系主体实施卫生法律规范所禁止的、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如制售假药
、用甲醇兑制白酒等；违法行为不能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后果，是无效行为并为法律所禁止，同时
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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