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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类规划教材：医药伦理学（第3版）》是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类规划
教材之一，已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类规划教材：医药伦理学（第3版）》是为了实现培养医药院校大学生具有
优良的职业道德素质，培养和提高他们鉴别善恶的理论思维能力，成为祖国医药建设事业所需的合格
人才的目标而编写的。
本书在博采国内外众多医药职业道德教育教材及研究论文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教师教学实践经验成果
，针对当前医药学实践领域中出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较有新意。
本书可作为药学及其相关专业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教材，还可作为医药企业对职工进行职业道
德教育的优选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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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诚实守信原则 诚的本义是“诚意”，诚心实意，诚实不欺。
信的本义主要指恪守信用。
《论语》认为信是任人、交友与做事的基本原则。
诚信作为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规范，不仅对君王、臣子、文人，而且对商人也产生影响，成为商人处
世接物的基本原则。
 所谓诚实守信，对个体而言，就是履行承诺而获得他人的信任，对社会群体而言，就是彼此履行承诺
而获得的普遍信任。
所谓普遍信任，是指社会成员之间，通过共同的文化、宗教信仰和伦理的方式，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实
践中，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相互信赖、相互合作的价值期待和道义承诺。
 诚实守信实际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些错误观点认为，道德高尚者需要诚实守信，其余的人可以降低道德要求。
其实不然。
诚实守信即“不要骗人”，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最底线的伦理道德。
它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做到。
为什么人们要遵守这一道德原则？
在市场经营中，每个经营者都需要追逐最大的利益，但人的行为是有社会性的，言下之意，即经济社
会又不允许每个社会成员我行我素、为所欲为。
其所作所为必须考虑以下因素：我想这样做，别人同样也想这样做，我的不诚实行为会损害别人，别
人不顾一切行为的后果同样也会损害我。
这样经营者就会考量约束自己的行为，对利益追求采取一种适度、合理的态度。
如果大家都遵循了这样的理性原则，相互信任、相互信赖、相互合作，那么就能降低市场经济中额外
的交易成本，增强社会效益，最终使经营者共同获利。
相反如果缺乏诚信，经营者均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将会导致社会灾难，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经营者
的根本利益。
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看，经营者最终均会选择与社会合作的态度。
当一部分经营者不合作时，就会遭受社会舆论和同行的谴责，最终还会受到法律制裁。
 诚信对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尤为重要，诚信成为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规则和伦理规则。
在现代社会，诚信的主体不仅指个人，公司、集团亦成为新的道德主体，政府诚信也得到社会的关注
。
强取豪夺的假冒伪劣商品，骗人上钩的虚假广告和承诺，包装过度的公司形象，贪污腐败，权钱交易
都是诚信缺失的表现。
 二、药品经营领域的特殊道德内容 （一）药品是特殊商品 药品除赋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外，它还是一
种特殊商品。
 药品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点。
①专属性药品不像一般商品相互之间可以替代，买不到可暂时不用。
药品则不然，需对症下药，处方药必须凭医生处方购买，专病用专药，缺货时，需由开方医生重新修
改签字，药师才可配制。
②二重性 药品均有一定的毒性、不良反应或副作用，有些中药材或中药饮片，本身就是毒性物质。
这一特性是大多数商品所不具备的。
③时效性 药品贮存保管均有效期，过期失效，不得再用。
失效药品不仅表示其有效成分低于90％，还表示分解后的成分可能是毒性物质。
时效性还体现在抢救病人急需用药时，如在抗蛇毒、农药中毒抢救时，用药时间就意味着病人的生命
。
④消费者被动性 消费者在购买一般商品时均有主动权，可以自己选择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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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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