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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国以来，特别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众多的卫生法律法
规相继实施，卫生监督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卫生监督学是医学与法学、行政学的交叉学科，是适应法制建设和卫生执法工作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一
门新兴边缘性学科。
　　本书从卫生监督的理论和实践出发，结合我国当前卫生改革与发展的趋势，从卫生监督的基础理
论（卫生监督概述、卫生监督的历史和发展、卫生监督法律关系、卫生监督依据、卫生监督手段、卫
生行政违法等）和卫生监督实践（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健康相关产品监督管理、公共卫生
监督管理等）两个方面阐述了卫生监督的内容。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最新、实用”，以国家“新医改”政策为背景，以我国最新颁布（或修
订）的法律法规为基础，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主线贯穿全书，编写内容紧密联系卫生政策、医
政管理、公共卫生监督、科教研等卫生工作实践，满足各类卫生工作者的需求。
本书既可作为医学院校各专业、各阶层学生的教学用书，又可作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人员的培训
手册。
　　卫生监督学在我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由于编写时间和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一些
失误甚至错误之处，在此诚恳地希望读者，特别是内行专家予以批评和指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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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生监督学》从卫生监督的理论和实践出发，结合我国当前卫生改革与发展的趋势，从卫生监
督的基础理论（卫生监督概述、卫生监督的历史和发展、卫生监督法律关系、卫生监督依据、卫生监
督手段、卫生行政违法和法律救济等）和卫生监督实践（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健康相关产
品监督管理、公共卫生监督管理等）两个方面阐述了卫生监督的内容。
《卫生监督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最新、实用”，以国家“新医改”政策为背景，以我国最新颁布
（或修订）的法律法规为基础，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主线贯穿全书，编写内容紧密联系卫生政
策、医政管理、公共卫生监督、科教研等卫生工作实践，满足各类卫生工作者的需求。
《卫生监督学》既可作为医学院校各专业、各阶层学生的教学用书，又可作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管理
人员的培训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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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第五节 职业病危害事故第六节 职业病防治的监督和法律责任第十五章 食品卫生法律制度与监督第
一节 概述第二节 食品生产及经营的法律规定第三节 食品卫生监督第四节 法律责任第十六章 母婴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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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第三节 学校卫生工作管理第四节 学校卫生工作监督与法律责任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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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证据能够充分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　　证据是随着案件事实的发生、发展而形成的。
任何卫生违法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下进行的，这些违法行为所形成的客观事实是不以
人们的主观意志或愿望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
所以，卫生监督机关所采取的证据应能充分反映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
任何主观臆想、推测、假设、想象等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作为证据来定案。
　　（二）证据与案件事实存在着联系　　伴随卫生违法案件的发生而产生的证据是多方面的、是杂
乱无章的。
卫生监督办案人员收集、运用证据，其目的就在于反映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尽可能通过收集到的证
据来再现案件的整个过程。
首先，要把案件规定的每个要素都要证实清楚。
其次，还要抓住每一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
按一定的证明序列，构成证据链，以整个证据链的证明力去证实案情。
常见有联系的证据包括用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感官证据；反映客观事实发生的原因、条件、结果及
周围环境状况等的证据。
例如，某一个体饭店出售受致病菌污染的食品，而造成一定范围内同时就餐人食物中毒时，食品卫生
监督人员应注意收集与案件有联系的相关证据：食物中毒发生的地点、情节；从食物中毒病人身上分
离出来的致病菌；受致病菌污染的食品；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以及食物中毒病人的临床诊断书等。
形成该案的证据链条及其构成的各个证据序列的各种证据材料，就是其证明的同一对象：食物中毒案
件的时间、地点、情节、手段、原因、目的、故意或过失等，分别互相对照、比较和印证。
看他们彼此间有无矛盾。
如无矛盾，再将各个证据序列的证据材料互相印证，如仍无矛盾，还得将所有证据序列的证据材料同
整个案件事实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看能否得出一致的结论和形成一个证据链，若诸证吻合，各个证据
序列的方向一致，结论一致，则必然形成牢固的证据链，从而支持和导致对该食物中毒案的定性处理
。
　　（三）证据应确实充分　　可定案的证据除必须反映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与客观的事实有联系之
外，还应做到确实充分。
怎样才算证据的确实充分呢？
证据确实系指卫生监督人员所收集的证据，不仅能真实反映客观事实的存在，而且必须经过审查判断
，确属对于案件真实情况有证明力的客观事实，而不是虚假的或片面的。
证据的确实不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以其能否证明案件事实来衡量的。
这种衡量不能估计或假设，必须是基于正确的、科学基础之上的事实，包括取证、鉴定结论及有关程
序等是符合规定的，在具体数量上也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以偏概全，扩大事实，违反取证程序。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这类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例如，发现冰箱里有异味，就推测为冰箱里的食品已经全部变质；由灶间污物很多，就推测为整个饭
店卫生情况不好；随意抽检个别化妆品的卫生指标不符合卫生标准，就推测整批化妆品不符合卫生标
准等。
这些做法都是与确实原则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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