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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区医生和乡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承担着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和疫情报告、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工作任务，在防病治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维护人民健康做
出了突出贡献。
随着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仍不能满
足我国广大群众对卫生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此，针对目前基层医生队伍现状，制定新时期教育规划，进一步提高基层医生学历层次和业务水平
，是适应新形势下卫生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是基层医生教育工作面临的紧迫任务。
2001-2010年全国乡村医生教育规划指出：到2010年底，在经济或教育发达地区，30％以上的乡村医生
接受专科以上的高等医学教育；在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1 5％以上的乡村医生接受专科以上的高等
医学教育；其余的乡村医生应具有中专学历。
90％以上的省、区、市建立、健全乡村医生在岗培训制度，90％以上的乡村医生接受定期的在岗培训
。
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10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和有条件的县级市
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具体目标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合理，服务功能健全，人员素质较高，运行机制科学，监督管理
规范，居民可以在社区享受到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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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满足国内基层医生的培训需要，我们经广泛调查研究，组织相关专家编写了本教材，以帮助医生
尽快达到助理执业医师的水平。
    本教材着眼于医学的社会化发展趋势，立足于新的健康观和大卫生观，依据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
式，从医学的双重性质、健康与社会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医学的道德与法律规范三个层面上，全面阐
述了医学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医学的社会性，以及医学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
剖析了自然环境、职业环境、生活方式、心理因素、卫生服务体制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介绍了生命质
量评价、健康危险因素评价，以及社区卫生服务、全球卫生战略等学科领域的新进展，强调了公共卫
生与预防、健康教育的重要意义，论述了医学伦理原则和法律规范在医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无
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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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学与社会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和人的健康，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医学本身具有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医学与社会之问具有密切关系。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人为对象决定了医学的社会性质和伦理性质。
2．社会因素对人的健康具有重要影响。
3．医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和社会实践活动，需要法律及伦理的调整和制约。
第一节基本概念一、医学医学是研究预防与治疗人的疾病，维护和促进人的健康，提高人的生命质量
的科学知识和实践活动的学科。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和人的健康，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因此，人的健康与生老病死既是一个生物学的自然过程，也是社会的产物，受到政治、经济、法律、
教育、生活方式、社会保障及环境保护等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19世纪杰出的病理学家维尔啸曾提出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的著名论断。
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也曾指出，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
对于医学的目的，他认为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个体康复，还要使人能调整以适应环境，作为一个
有用的社会成员回到社会中去。
他还指出，医学的每一个行动始终涉及医生与患者，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
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
这些论述指出了当时为数人所忽略的医学的社会科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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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基层医生培训系列教材·医学与社会》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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