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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健康问题是人的完好状态和人的尊严的核心，也是人权的核心。
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人权规范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是，作为人权的两种基本分类，公民和政治权利是
一方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另一方面，二者是普世的，不可分割、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
作为社会权利，健康权被视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利的基础，是行使其他人权不可或缺的一
项基本人权。
每个人都有权享有能够达到的、有益于体面生活的最高标准的健康。
进入21世纪，健康维权愈来愈受到各国的重视。
但是，由于我国对健康权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限于私法领域，人们对健康权的认识还很模糊，也
存在诸多争议与困惑，对健康权的系统研究还是空白。
我国公民健康权的尊重、保护和实现存在诸多问题。
新一轮医疗改革正在热议，加强健康权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书首次从人权、宪法权利和民事权利相结合的角度，从界定健康、健康权的法律概念开始，综合运
用类型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紧紧围绕健康权作为人权、宪法权利和民事权利统一体这
一主线，就健康权的本质、构成及其保障与救济为展开，对健康权进行法律阐释和制度构建。
    除导言外，全书共五章。
    第一章源流论旨在通过对健康和健康权概念的界定以及健康权的历史源流考察，探寻健康权的历史
演进脉络，为科学把握健康权本质及由此展开对健康权构成及其保障和救济的研究形成可供贯穿其中
的主线。
本章第一节评析了学者对健康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看法，梳理考察了医学健康观的历史流变，以当代
三维的医学健康观，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认识论基础，评析了把健康定义为生理、心
理和社会健康等三种观点及其适用背景，提出了作为法律概念的健康仅包括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的观
点，为科学地界定和剖析健康权奠定基础。
第二节从分析国际或区域性条约文本、国内法律规范有关健康权的用语规范，评析健康权在条约规范
性文本和学术观点上的八种不同概念界定，以人权及民事权利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健康权法律概念是
“人人享有可能达到最高标准的，维持身体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以及心理良好状态的权利”的新观点
，在延续第一节健康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凸显了健康权的人权特征。
第三节以健康权性质的进化为主线，探寻健康权从古代习惯保护到私法保护，再到正式确立为人格权
以及人权之社会权类型的历史流变。
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健康权及其主体、客体、内容和性质的扩张或演化，指出当代健康权作为宪法
权利和国际人权之确立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权理论、古典自然法学和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以作为主体的公民之间及公民与国家（政府）之间健康权法律关系的演变为线索，提出了公民与政府
间的健康权法律关系经历了政府无责任到政府承担道义责任，再到政府承担法律责任的“三阶段论”
。
指出健康权的历史演变沿循着从非独立的私法权利到成为独立的私法人格权类型、再到人权之社会权
及宪法权利的流变进路，提出是17世纪人权概念的勃兴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
级革命的推动下，健康权从自然的不可转让的权利上升为人权来捍卫；是20世纪初大萧条及对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大屠杀的反思推动了健康权作为宪法权利得到重视。
本节首次从年代学的角度梳理、探讨和厘清了健康权性质的发展史，形成了贯穿以及由此展开本书其
他问题研究的主线索。
    第二章性质论旨在揭示健康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权利，是承上启下的一章。
本章评议了关于健康权性质的四种学说争议，以伦理、法理与实证法三个方面的依据证成健康权是人
权，指出作为宪法权利的健康权与作为民事权利的健康权是健康人权的实证法化，提出了健康权是兼
具公、私法权利双重属性的“混合权利说”与健康权作为公、私法权利的’“分工协同说”，指出宪
法上的健康权具有防御权功能、受益权功能和客观规范功能，作为宪法权利的健康权是作为民事权利
的健康权的地位提升与功能进化，作为民事权利的健康权必须做符合作为宪法权利的健康权的规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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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二者的分工协同构成了保护作为人权的健康权的法律安全网。
在学者中首次综合运用私法、宪法和人权法的基础理论，全面分析和论述了健康权的性质。
本章第一节论述了关于健康权性质的“否定说”、“商品说”、“道德权利说”和“法律权利说”的
学术争议。
分析了四种学说的主要观点和法理根据。
第二节论证了健康权是人权的观点，并阐述了作为人权的健康权的重要意义，批判了“否定说”、“
商品说”的理论错误。
第三节论证了健康权是宪法权利，并阐述了作为宪法权利的健康权的重要意义。
第四节通过对学界有关健康权是否民事权利争议的剖析，证成健康权是私法上的人格权并明确其在民
事权利体系中的归属。
第五节分析健康权三种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指出作为人权的健康权是原权，健康权是公、私法混合
权利，二者分工协同。
     第三章健康权构成论。
本章指出：随着健康权性质的转变，健康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都发生了蜕变。
当代健康权的权利主体除了强调抽象的个人和集体等一般主体外，更多地关注差别化的特殊主体，如
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妇女、非法居住的移民、在押人员和土著人或少数民族等。
健康权的义务主体也不仅仅限于国家，还包括相关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及国内法规定的法人、其他
组织和其他社会成员。
作为人权及公、私法混合权利，健康权客体也从片面的身体健康转向身体和心理健康的统一体。
本书首次运用心理健康研究的最新医学成果，结合对一些国家司法判例的分析，提出了表征为恐惧感
、悲痛和精神打击、焦虑与忧郁、耻辱的情绪类型以及个性改变是对心理健康权的侵害的观点。
健康权的本质决定了当代健康权内容的丰富与扩张，除了传统的消极权利内容外，健康权的积极权利
内容包括了医疗权、基本药物获得权、环境健康权、职业健康权、生殖健康权、性健康权、公共健康
权、获得医疗救助权、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权等。
其中本章第一节论述健康权主体；第二节论述健康权客体；第三节论述健康权内容。
     第四章是保障和救济论。
旨在通过分析不同的健康权保障和救济的理论与制度模式，为健康权的保障与救济提供可行的制度性
经验借鉴与理论依据。
本章指出：健康权的保障是在其未受到侵害前的保障。
其最主要者有法律保障和社会经济保障。
基于对健康权本质的不同认识，健康权的法律保障在各国宪法、民法和卫生法三个层面得到不同类型
的体现，外国法上健康权的社会经济保障模式也有多种形态。
总体趋势是：法律保障方面，宪法趋向设定权利型、民法趋向权利化立法、卫生立法趋向健康权基准
法制定，以体现当代健康权的本质；社会经济保障方面，以保障健康权作为权利的实现为指导思想，
兼顾国情及社会公平成为当前许多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前进方向。
健康权的救济是健康权受到侵害后的补救措施。
司法救济是最有效、最常用的救济途径。
健康权的司法救济充满了争议，作为人权法和实证法上的权利，认为健康权不具有可诉性的观点是错
误的，健康权有充分的可诉性理由和判例支持。
本章第一节论述健康权法律保障的制度立法类型与经验；第二节论述国外法上健康权社会经济保障的
四种主要医疗保障制度模式及我国的实践，分析其发展趋势；第三节探讨学界关于健康权可诉性的争
议，系统地论述了健康权可诉性的理由及其意义，通过对国际准司法实践和各国国内司法判例的考察
，证明了健康权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诉性。
     第五章是我国健康权保障的挑战与展望。
本章是对健康权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分析健康权在我国实践中所面临的健康权观念缺失、法律
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经济保障存在制度性缺陷、健康权司法救济制度缺失等一系列挑战，从而对我
国该如何履行对健康权的尊重、保护和实现义务提出制度构建和实践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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