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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法学是指研究医学法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法律科学，是法学的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交叉渗透的特点。
本教材共分为十六章，包括医学法概述、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疾病预防与控制的法律制度、医疗机
构管理法律制度、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制度、精神卫生法律制度等内容，适合各高等医学院校普通专
科教育、成人专科教育、职业教育等专科层面的教学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法学>>

书籍目录

绪论  一、医学法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二、医学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三、医学法学的体系  四、学
习医学法学的意义  五、学习医学法学的方法第一章 医学法概述  第一节 医学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和特
征    一、医学法的概念    二、医学法的调整对象    三、医学法的特征  第二节 医学法的基本原则    一、
医学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二、医学法的基本原则的内容  第三节 医学法的渊源和内容    一、医学法的渊
源    二、医学法的内容  第四节 医学法律关系    一、医学法律关系的概念    二、医学法律关系的构成要
素    三、医学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第五节 医学法的地位和作用    一、医学法的地位    二、医
学法的作用第二章 医学法的制定和实施  第一节 医学法的制定    一、医学法制定的概念    二、医学法
制定的依据    三、医学法制定的基本原则    四、医学法制定的程序  第二节 医学法的实施    一、医学法
实施的概念    二、医学法的适用    三、医学法的效力范围    四、医学法的遵守第三章 卫生行政执法  第
一节 概述    一、卫生行政执法的概念    二、卫生行政执法的特征    三、卫生行政执法主体    四、卫生
行政执法的有效条件  第二节 卫生行政执法行为    一、卫生行政执法行为的概念    二、卫生行政许可    
三、卫生行政处罚    四、卫生行政强制执行    五、卫生行政监督检查  第三节 卫生行政执法监督    一、
卫生行政执法监督的概念及意义    二、卫生行政执法监督的特征    三、卫生行政执法监督的内容    四
、卫生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第四章 法律责任和法律救济  第一节 卫生违法和法律责任    一、卫生违法    
二、卫生法律责任  第二节 卫生行政救济    一、卫生行政救济的概念及特征    二、卫生行政救济的途径
 第三节 卫生行政复议    一、卫生行政复议的概念及特征    二、卫生行政复议的原则    三、卫生行政复
议受案范围和管辖    四、卫生行政复议主体    五、卫生行政复议程序  第四节 卫生行政诉讼    一、卫生
行政诉讼的概念、特征    二、卫生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三、卫生行政诉讼的构成要件    四、卫生行
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五、卫生行政诉讼的管辖    六、卫生行政诉讼程序  第五节 卫生行政赔偿    一、卫
生行政赔偿的概念及特征    二、卫生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    三、卫生行政赔偿的范围    四、卫生行政
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五、卫生行政赔偿的程序    六、卫生行政赔偿的方式与标准第五章 疾病
预防与控制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国境卫生检疫法律制度    一、概述    二、出入境卫生检疫    三、卫生检
疫措施    四、传染病监测    五、国境卫生监督    六、法律责任  第二节 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    一、概述  
 二、传染病预防和疫情报告    三、传染病疫情控制和监督    四、艾滋病防治管理    五、非典型性肺炎
防治管理    六、传染病防治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 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    一、概述    二、职业病的防治    
三、职业病防治的监督检查    四、法律责任第六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制定目的    三、突发事件应急工作
的方针和原则    四、应急管理机构体系及职责  第二节 预防与应急准备    一、应急预案的制定    二、预
防控制体系  第三节 应急报告和信息发布    一、突发事件应急报告    二、突发事件举报制度    三、突发
事件的信息发布  第四节 应急处理    一、应急预案的启动    二、应急控制措施    三、应急处理  第五节 
法律责任    一、政府部门的法律责任    二、医疗卫生机构的法律责任    三、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
任第七章 健康相关产品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一、健康相关产品的含义及范围    二、健康相关产
品的法律制度  第二节 药品管理法律制度    一、概述    二、药品生产和经营的法律规定    三、医疗机构
制剂管理的法律规定    四、药品管理的法律规定    五、药品包装的法律规定    六、药品价格和广告管
理的法律规定    七、药品监督的法律规定    八、法律责任  第三节 医疗器械管理法律制度    一、概述    
二、医疗器械的分类    三、医疗器械的研制管理规定    四、医疗器械的注册管理规定    五、医疗器械
的生产管理规定    六、医疗器械的经营管理规定    七、医疗器械的监督管理规定    八、法律责任  第四
节 食品卫生管理法律制度    一、概述    二、食品卫生的法律规定    三、食品添加剂的卫生规定    四、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工具、设备的卫生规定    五、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    六、食品卫生管
理的法律规定    七、食品卫生监督的法律规定    八、法律责任第八章 中医药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一
、中医药法的概念及法制建设    二、中医药法的作用  第二节 中医管理法律规定    一、中医医院管理的
法律规定    二、中医专科管理的法律规定  第三节 中药管理法律规定    一、中药生产管理的法律规定    
二、中药经营管理的法律规定    三、中药品种保护的法律规定  第四节 中医药教育和科研的法律规定    
一、中医药教育的法律规定    二、医药科学研究的法律规定  第五节 民族医药的法律规定    一、民族医
药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医药的法律地位    三、继承和发扬民族医药学  第六节 违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法学>>

反中医药法规的法律责任    一、行政责任    二、刑事责任第九章 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一、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管理立法    二、医疗机构的规划布局与设置审批    三、医疗机构的登记和执
业    四、医疗机构监督管理    五、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法规的法律责任  第二节 医疗机构管理中几项重要
的法律制度    一、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二、医疗机构病例管理    三、医疗废物管理    四、医院感染管理
   五、医疗广告管理  第三节 医院管理的法律规定    一、医院的概念和任务    二、医院的组织结构和组
织编制    三、医院分级管理    四、医院工作制度  第四节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的法律规定    一
、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概念    二、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设置条件    三、中外合资、合作
医疗机构的审批与登记    四、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执业  第五节 其他医疗机构管理的法律规定    
一、个体医疗机构管理的法律规定    二、急救医疗机构管理的法律规定    三、康复医疗机构管理的法
律规定第十章 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管理法律规定  第一节 概述    一、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概念    二、医
疗卫生技术人员的分类  第二节 执业医师法律制度    一、概述    二、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与注册    三、医
师执业的规范    四、执业医师的考核和培训    五、乡村医生从业管理    六、法律责任  第三节 护士管理
法律制度    一、概述    二、护士执业考试    三、护士执业注册    四、护士执业  第四节 执业药师管理法
律制度    一、概述    二、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和注册    三、执业药师职责    四、法律责任  第五节 执业技
师管理的法律规定    一、概述    二、执业技师资格    三、技师执业规则    四、法律责任第十一章 献血
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一、献血法的概念    二、献血法制建设    三、无偿献血  第二节 采血与供血    
一、采供血机构    二、采血管理    三、供血管理  第三节 临床用血管理    一、临床用血的原则    二、临
床用血管理  第四节 血液制品管理    一、原料血浆的管理    二、血液制品生产经营管理  第五节 法律责
任    一、行政责任    二、民事责任    三、刑事责任第十二章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一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概念及适用范围    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建设    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意义   
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法律规定    一、生育调节    二、计划生育的奖励与
社会保障    三、法律责任  第三节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目的和对象    二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    三、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与生育证明    四、法律责任  第四节 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    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原则    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内容    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
构及人员    四、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监督管理    五、法律责任第十三章 母婴保健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一、母婴保健法与公民的母婴保健权    二、母婴保健法制建设    三、母婴保健法的调整对象    四
、母婴保健工作方针  第二节 婚前保健    一、婚前保健的主要内容    二、婚前医学检查机构的条件    三
、婚前医学检查范围和意见  第三节 孕产期保健    一、孕产期保健    二、孕产妇保健    三、住院分娩与
新生儿出生证明    四、婴幼儿的保健  第四节 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    一、医学技术鉴定组织    二、医
学技术鉴定程序  第五节 母婴保健的监督管理    一、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其职责    二、县级以上卫生
行政部门及其职责    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执业许可和职责  第六节 法律责任    一、行政责任    二、刑
事责任第十四章 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一、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制建设    二、医疗事
故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三、医疗事故的处理原则和等级    四、非医疗事故情形  第二节 医患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    一、患者的权利    二、患者的义务    三、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权利    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
员的义务  第三节 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    一、医疗事故的预防    二、医疗事故的处置  第四节 医疗事
故的技术鉴定    一、鉴定组织    二、医疗事故鉴定程序    三、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    四、医疗事故的鉴
定费用  第五节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    一、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    二、对医疗事故处理的监督  
第六节 医疗事故的解决及损害赔偿    一、解决医疗事故争议的途径    二、医疗事故的责任种类    三、
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  第七节 法律责任    一、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二、医疗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第十五章  精神卫生法律制度  第一节 概述    一、精神疾病概念及病因    二、精
神卫生法律制度概述  第二节 加强精神疾病预防的有关规定    一、加强各级政府对精神卫生工作的组
织领导    二、加强重点人群心理行为干预    三、加强精神卫生人力资源培养和开发  第三节 精神疾病诊
断、治疗与康复的有关规定    一、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    二、加强社区和农村精神卫生
工作    三、加强重点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工作  第四节 精神疾病患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一    一、受
监护权    二、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权    三、相关责任免责权    四、知情权和自主决定权    五、平等的学
习和劳动就业权    六、女精神病人的特殊保护权    七、救助权  第五节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    
一、司法鉴定机构    二、鉴定内容    三、鉴定人及其义务    四、鉴定书第十六章 医学科技与法律制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法学>>

第一节 生殖辅助技术和精子库与立法    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的概念    二、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的历史与立法    三、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法律问题    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与精子库管理    五、法律责任  第二节 基因工程与立法    一、概述    二、基因工程中的法律问题    三、
我国人类基因工程立法    四、人类遗传资源的管理  第三节 器官移植与立法    一、概述    二、器官移植
带来的法律问题    三、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    四、人体器官捐献的法律规定    五、人体器官移植的法
律规定    六、法律责任  第四节 脑死亡与立法    一、脑死亡概述    二、确立脑死亡的意义    三、脑死亡
立法的思考  第五节 安乐死与立法    一、概述    二、安乐死立法中的几个问题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法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学法概述　　本章要点：主要介绍医学法的概念、调整对象、特征和基本原则，医学
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及医学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医学法渊源和医学法的地位。
　　第一节　医学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和特征　　一、医学法的概念　　医学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旨在调整人们在医学发展和保护人体健康的实践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
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医学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通过对各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调整、确认、保
护和发展各种医学法律关系和医疗卫生秩序，旨在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是统治阶级进行卫生管理的重要工具。
　　医学法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
狭义的医学法，在我国仅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医学法律。
广义的医学法，不仅包括上述的各种医学法律，还包括被授权的其他国家机关所制定的从属于医学法
律的、在其所辖范围内普遍有效的医学法规和规章，如卫生部颁布的各项有关医药卫生的条例、规则
、决定、标准、章程和办法等，而且还包括宪法和其他部门法律中有关医药卫生的内容。
从广义上理解医学法有利于我们把握各种医学法律规范的相互关系和层次效力。
本书所称的医学法即属于广义的医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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