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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有二十一章，主要内容有卫生法基本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和初级
卫生保健制度、血液与血液制品法律制度、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制度、医疗机构与医疗服务人员法律
制度、医疗事故法律制度、医学展望等。
该书适用于医学高等院校的大中专和本科学生，也适用于致力于在卫生法制建设方面有所造诣的自学
者，更适用于从事该领域研究工作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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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目标的组成部分。
它关系到保护农村生产力、振兴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对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
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加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较大
改善，农民健康水平和平均期望寿命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仍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①农民受重大传染病、地方病
危害严重，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距拉大；②农村卫生资源严重短缺；③农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突出；④农村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卫生服务水平低下。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资金投入不足，政府用于农村卫生的投资和事业费比例偏低；二是体
制改革滞后、运行机制不活；三是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
因此，实施初级卫生保健的关键在农村，农村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为了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完善服务功能，实行多种形式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基本医疗
和预防保健问题，努力控制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地方病，使广大农村居民享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
应的基本卫生保健服务，不断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开创新世纪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新局
面，2001年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体改办、卫生部等部委《关于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
指导意见》；2002年4月29日，国家发布了《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2001～2010年）》。
2002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坚持以农村
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深化农村卫生体制改革，加大农村卫生投入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宏观调控，优化卫生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卫生差距。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全面落实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满足农民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从
整体上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2007年11月，在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卫生部代表中国政府发出《北京倡议》。
主要内容是：1.明确初级卫生保健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应将初级卫生保健纳入工作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健康政策，并建立多
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机制。
2.重视发展农村及偏远地区卫生事业。
政府应统筹城乡，推进以公平为导向的卫生政策，建立向农村和偏远地区倾斜的卫生筹资机制，保证
初级卫生保健的可持续发展。
3.构筑健全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网络。
建立健全适合本国国情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卫生服务网络，为居民提供安全、有效、便捷的医疗卫生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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