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事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医事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1196113

10位ISBN编号：7301196113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古津贤，强美强　主编

页数：41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事法学>>

内容概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的生命健康权益的提升，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已经建立，医学科学
技术不只仅从生物学角度认识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且从心理、社会的更高层次尊重人的身心健康
，注重人的生存和发展。
这是医学科学技术进步的反映，更是医学道德文明进步的标志。
然而，医学模式的转变并未使“视病如亲”的医患关系更为和谐、融洽，反而日趋淡薄和紧张，究其
原因：一方面是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惯性仍然强有力地影响着医疗服务观点，现代医学模式中所包含
的心理、社会、法律等人文因素并未真正融人到医疗实践中；另一方面是随着人权运动的发展和法律
的不断健全，患者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不仅注重医疗服务质量，更追求自我权利的尊重和实现。
因而，现实的状态是医患关系未能同步和谐发展，以至于医疗纠纷频频发生，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更应借助于法律规范的完善，因此，人
们越来越关注医学和法学这两个不同专业领域的交叉和融合，希望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平衡点。
为此，国内很多高等医学院校相继设立了法学(医事法律)专业，从事医事法律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并
专门开设了《医事法学》课程，医事法学便应运而生了。

作为较早成立法学(医事法律)专业的高等医学院校，我们一直注重这一新兴学科的专业建设，不断探
索和完善该专业的课程体系。
经过反复酝酿和精心准备，我们率先开设了医事法学课程，作为医事法律专业的特色课程。
《医事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医学、法学、伦理学等多学科领域，以保护人体健康和
生存发展的医事法律规范及相关法律问题为其研究对象。
通过近十年教学实践的积累，特别是《侵权责任法》出台以后，我们在不断探索和改进医事法学课程
的结构体系的基础上，积极关注相关学科领域理论和实践的新问题和新发展，及时充实和调整医事法
学的课程内容。
如今，医事法学就像一位蹒跚学步的幼儿已渐渐成长为生机勃勃的少年，其课程结构体系更加科学合
理，课程内容更加丰富扎实，成为一门较为成熟并深受学生喜爱的特色课程。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以体现医事法学本身医法结合的学科特色为宗旨，在结构体系上，围绕医事法调
整对象即医事法律关系这条主线，梳理和讨论医事法律关系主体、医疗行为、医疗合同、医疗侵权、
医疗责任、医疗纠纷解决、医疗文书法律问题等内容，并注重医事法理论与医疗法律实践的融合，力
求从理论上构建较为完整的医事法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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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6）终止治疗权。
《执业医师法》第21条并未明确提出终止治疗权这一概念，但该条第1项明确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享有“
医学处置⋯，选择合理的医疗⋯”权利，严格地说，终止治疗权仍属于医师治疗权的范畴。
但既然医师享有治疗权，治疗显然包括选择治疗时机、选择治疗方案、终止治疗等一系列连贯的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从医师治疗权这一法定权利，完全可以合法、合理地推出医师享有终止治疗权这一
权利。
法定权利不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也包括根据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依照法律的精神
和逻辑推定出来的权利，即“推定权利”，因为任何权利立法都不可能像流水账那样把人们应当享有
的权利一一列举出来，那些没有“入账”的权利要靠推定和发现来确认。
另外，将终止治疗权这一权利单列，在今天中国的医疗实践中具有很重要的社会意义。
如在医院经常出现因交通事故、打架斗殴、保险赔付、医疗事故等长期住院不走的病人，有的是经治
医师为了一己之私利与病人串通一起，病人明明可以出院，但医师却借口尚需治疗；更多的是受伤害
住院一方因与对方未达成某种协议而坚称自己疾病还需治疗而长期住院或进行并无实际意义的所谓治
疗，以此来要挟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时，医师和病人到底谁拥有终止治疗权，便成了一个难解之题。
世界上通行的做法是将终止治疗的权利赋予医师的，如芬兰《病人权利条例》第3条和第7条就规定医
师享有“决定病人入院治疗或终止治疗的权利”。
因此明确执业医师的终止治疗权对于尽快化解矛盾纠纷、避免有限医疗资源的浪费、纯洁与规范医疗
行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终止治疗权的行使应该坚持两个原则：自由行使原则；正当行使原则，因为这一权利的行使将涉及病
人、第三人、甚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行使权利时要遵循诚实信用、不违背公序良俗、禁止权利滥
用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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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事法学》是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特色课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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