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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在医疗卫生工作实践中就要依法治医、依法行医，确
保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编写本教材就是要为护理、助产专业学生未来依法执业、减少医患纠纷、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权益
提供法律指导。
本教材是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供中专护理、助产及其他相关医学专业学生使用。
卫生法律法规有很多，但不能面面俱到。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征求了护理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优化和精选内容，把在护理和助产工作实
践中运用较多的法律法规精选出来，突出专业特点，坚持实用为本，必需、够用为度。
本书既包括卫生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又有对最新法律法规的阐释，充分体现教材的实用性、
先进性和前瞻性。
在编写体例上，每章均有学习要点和重点提示，给学生以更好的学习指导。
本课程规定为36学时，各章参考学时如下。
第1章：2学时；第2章：2学时；第3章：4学时；第4章：3学时；第5章：4学时；第6章：4学时；第7章
：3学时；第8章：3学时；第9章：2学时；第10章：3学时；第11章：2学时；第12章：4学时。
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吸取了一些相关书籍和文献资料的优秀成果，得到了人民军医出版社和编者学
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若有不当之处和需要加以完善的地方，恳请各位同行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意
见，我们将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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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在医疗卫生工作实践中就要依法治医、依法行医
，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编写本教材就是要为护理、助产专业学生未来依法执业、减少医患纠纷、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权益
提供法律指导。
本教材是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供中专护理、助产及其他相关医学专业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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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主体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卫生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卫生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并承担义
务的当事人。
享有权利的一方称为权利主体，承担义务的一方称为义务主体。
依据我国的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
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国家机关  一是各级卫生行政机关依法与其管辖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
民等形成卫生行政法律关系；二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因需要医药卫生预防保健服务，同提供医药卫生
保健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形成卫生服务法律关系；三是各级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之间、各级卫生行政管理
机关与法律授权承担公共卫生事务管理的事业单位之间、各类卫生监督管理机关与其卫生监督执法人
员之间，分别以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身份结成的内部卫生管理关系。
2.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主要指与医疗卫生工作有关的食品、药品、化妆品生产经营单位，公共场所
及工矿企业和学校等。
它们既可以作为行政相对人成为纵向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可以与接受它们产品或服务的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自然人等结成横向卫生法律关系，从而成为横向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
3.自然人  自然人作为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有特定主体和一般主体之分。
特定主体，是指以特殊身份参加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如在医疗卫生机构中服务的卫生技术人员。
一般主体，即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如医疗服务关系中的病人。
此外，居住和停留在我国领域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也可以成为我国卫生法律关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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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生法律法规》：全国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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