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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社会规范，具有国家意志性。制定或认可是国家创制法的两种形
式。前者是指具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以条文形式创制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后者是
指国家通过一定的方式承认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宗教、风俗、习惯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活动。但无
论哪一种形式，都体现了国家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具有国家意志性和权威性。 3.法是由国家强制力
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具有国家强制性。社会规范一般都具有某种强制性，都有保证其实施的社会力
量。而法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它具有特殊的强制性，即国家强制性。所谓国家强制性，就是指法依
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强迫人们遵守的性质。也就是说，无论人们的主观意志如何，人们都必须遵
守法律，否则将招致国家强制力的干涉，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因此，国家强制力是法的实施的最后
保障手段。 4.法在国家权力管辖范围内普遍有效，因而具有普遍性。任何社会规范都是有约束力的，
法的约束力具有自己的特点即具有普遍适用性，也就是指法作为一般的行为规范在国家权力管辖范围
内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和特点。其内容包括法的效力对象的广泛性和法的效力的重复性两方面。前者
是指法对效力对象均广泛地、无一例外地适用；后者是指法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反复适用的效力。 5.法
还具有严格程序规定的行为规范，具有程序性。从形式化的意义上看，法与其他社会规范的重要区别
就在于法是强调程序、规定程序和实行程序的规范。因此，程序性也是法的重要特征。 依据马克思主
义的法学理论，法就是由统治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经国家制定或认可并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国家强制性、普遍性和程序
性等特征。 二、医学与法的关系 医学和法的区别：医学作为科学知识体系，其本身并不具有阶级性
，而法作为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医学和法之间是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的。 （一）医学发展对法的影响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促使了许多法律法规的产生。
医学法律法规的大量涌现，使医学法逐步形成自己的结构和体系，并从原有的法律体系中脱颖而出，
构成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即学法，医学法学也就在此基础上，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学科。医疗卫生知识及
其研究成果被运用到立法过程中，使医学法的内容科学化。现代医学的发展对一些传统的法律部门提
出了新的问题，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器官移植等，使婚姻家庭、继承等方面的法律关系受到新的
挑战，并由此使立法受到影响和启迪。 （二）法对医疗卫生发展的影响 法通过决定医疗卫生发展的
方向，保证国家医疗卫生战略的实施和调整医疗卫生活动领域中的社会关系，并不断探索现代医学发
展引起的立法问题等方式，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通过规定医疗卫生机构的设
置、组织原则、权限、职能和活动方式等，保证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的有效管理，形成有利于医
疗卫生发展的运行机制；法通过控制现代医学无序、失控和异化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可以抑制现代医
学发展中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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