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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是旨在保护和加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其本质是一种社
会活动，它与法律必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这种关系集中地表现为：医学的存在与发展是某些法律立法的前提和基础，而法律则为医学的存在与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医学的发展为某些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首先，表现为医学的进展为某些立法实践提供了可能。
在人们没有明了消化道传染疾病的传染途径和控制机理的时候，不可能会有《食品卫生法》这样的法
律出现；缺少遗传学的成果，《婚姻法》中也不会有诸如“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这样的条文出现。
其次，医学的发展促进了司法手段的改进。
医学的许多成果被用来为司法工作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以DNA鉴定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亲缘关系
，医学检验结果丰富了侦察手段，同时也被当做直接的证据来使用。
再次，医学的发展也影响了立法与司法的具体方式，医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具有的专业特性，使得法
律制定和执行中需要相关领域专家的协助，法律变得更加贴近实际，司法也变得更富有人情味。
　　法律也为医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保证。
国家以法律来调整医学科学领域内的社会关系，以求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促进医学科学的进步。
国家可以通过法律协调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打击胁迫医务人员的犯罪行为，并最终维护病人的合
法权益，以及协调、引导医学科技活动与行为，为医学科学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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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的主要不同点是：①处罚由执法机关决定，处分由从属机关决定；②处罚针
对相对人，处分针对机关工作人员；③处罚针对相对人违反行政法的行为；处分针对违法失职的行为
；④采取的形式不同。
　　（二）医事民事责任　　1.医事民事责任的概念及特点　　医学法中的民事责任，主要是指行为
人由于违反医学法律规定，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应对受害人承担的损害赔偿的
责任。
民事责任的特点主要有：　　（1）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
即民事责任是以经济赔偿为主要形式的责任。
当然民事责任也包括某些非财产责任，如医务人员未能遵守保密制度，泄露病人隐私，使病人名誉受
到侵害，应承担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非财产责任。
　　（2）民事责任主要是对受害人承担的弥补受害人损失的一种责任。
这种赔偿责任在平等主体中也要贯彻等价原则，赔偿主要以实际损失得到补偿即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弥
补为目的，因此赔偿具有补偿性质。
它不同于行政责任是违法行为人对他的领导机关或管理机关承担的一种责任，也不同于刑事责任是国
家对犯罪分子追究的责任，这两种责任主要不是财产责任，即使有财产责任也主要不是补偿而是惩罚
性质的（如罚款、罚金、没收财产等）。
　　（3）民事责任可以由当事人协商解决。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主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协商解决承担民事责任问题，
这是民事责任区别于其他两种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特征。
　　2.医事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　　医事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有：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尤以赔偿损失为最。
　　（三）医事刑事责任　　1.医事刑事责任的概念及其特点　　医学法中的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
实施了刑法在医药卫生方面所禁止的行为，构成了犯罪，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
其特点在于：　　（1）刑事责任的依据是犯罪行为。
　　（2）刑事责任具有不可转移性。
即刑事责任只能由犯罪行为人承担，不得株连其他人。
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可以转移、发生变化的。
　　（3）医事刑事责任是最为严厉的一种医事法律责任，其原因在于犯罪行为是社会危害性最大的
一种违法行为。
　　（4）刑事责任只能由国家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予以追究，除此以外
，任何其他国家机关、党团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都无权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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