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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卫生法律法规共十六章，由卫生法律法规基础理论和卫生法律法规现行制度两部分组成。
基础理论部分主要介绍卫生法律法规的概念、特征、渊源、作用、创制和运行等；现行制度主要包括
医疗机构管理、医师管理、护士管理、药师管理、医疗事故处理、药品管理、公共卫生管理、传染病
防治、职业病防治、母婴保健、血液管理、中医药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卫生法律法规采用公共模块与专业模块相结合的结构，可根据专业选择讲授内容；各章附有学习目标
、案例导读、知识链接、本章小结、考点提示、目标检测，并提供PPT课件；突出了职业岗位、执业
考试、教学的需要。

卫生法律法规可供高职高专护理、助产、临床医学、药学、中药、卫生保健等专业学生，参加执业医
师、执业护士、执业药师等资格考试的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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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3节 卫生法律法规的作用 卫生法律法规的作用，是指卫生法律法规对个人以及社会生活
发生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调整社会关系并使其处于满足人类需要的状态。
卫生法律法规的作用分为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
规范作用是手段，社会作用是目的。
 一、卫生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 卫生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主要是指卫生法律法规对调整人们的行为所
起的作用，体现为指引作用、评价作用、预测作用、教育作用、强制作用。
 （一）指引作用 指引作用是指卫生法律法规通过规定权利义务以及违法责任来指引人们行为。
它包括确定性指引和选择性指引：确定性指引是指通过规定义务而产生的指引，即规定人们必须这样
做和不能这样做；选择性指引是指通过规定权利而产生的指引，即规定人们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
样做。
通过卫生法律法规的指引作用，把社会主体的活动纳入到法律范围内，指引人们自觉守法。
 （二）评价作用 评价作用是指把卫生法律法规作为行为标准和尺度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判断和衡量。
它分为专门评价和一般评价：专门评价是经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组织及其成员对人们的行为所作的
评价，具有国家强制力，能产生法律的拘束力。
一般评价是普通主体以舆论的形式对人们的行为所作的评价，不产生法律拘束力，但可影响人们的价
值观念和是非标准。
 （三）预测作用 预测作用是指人们根据卫生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事先估计到当事人行为的性质以及
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实施合理的行为。
预测作用可以减少行动的偶然性和盲目性，提高行动的实际效果。
例如，由于《合同法》的存在，经济活动的主体可以遇见到什么样的合同是有效的或无效的，违反合
同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四）教育作用 教育作用是指通过卫生法律法规的实施对人们今后的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卫生法律法规的教育作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①反面教育。
即通过对违法行为实施制裁，对包括违法者在内的人们起到警示作用。
②正面教育。
即通过对合法行为加以保护、赞许或奖励，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示范作用。
 （五）强制作用 强制作用是指卫生法律法规运用国家强制力制裁、惩罚违法行为。
卫生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是法律的本性，如果没有强制作用，其指引作用就会降低，评价作用就会失
去意义，预测作用就会产生疑问，教育作用就会受到影响。
卫生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不仅在于制裁违法行为，而且还在于预防违法行为、增强社会成员的安全感
。
 二、卫生法律法规的社会作用 卫生法律法规的社会作用是指卫生法律法规为实现维护人体生命健康
权利等社会目的而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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