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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法学》

内容概要

《医事法学》讲述了：法学从来都是一门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学科，法律规则从来都是建立在具体的社
会实践基础之上的。脱离实际、脱离实践研究法学，只会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而正在大学殿堂学
习的法律、医学专业学生，对医疗实践中产生的法律制度、法律纠纷缺乏基本的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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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法学》

作者简介

刘鑫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卫生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法医师。现任《证据科学》(原《
法律与医学杂志》)编辑部主任，《中国病案》编委，《中国现代药物应用杂志》编委，中国卫生法学
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维权部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法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专家。主要从事卫生法学研究，侧重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纠纷防范理论与实务研究。著
有《病历规范化书写与举证》、《医疗告知与维权指南》、《医疗纠纷处理法律事务文书写作》、《
医疗侵权案件认定与处理实务》、《护理执业风险防范指南》等书。
    王岳  北京大学医学部副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法学博士在读。曾
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昭和大学和德国科隆大学进修。曾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卫生法
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教研室副主任。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法律事务小组负责人
，《中国卫生法制》杂志编辑部主任，北京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中国医
疗保险研究会专家顾问，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先后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
论文三十余篇，并编著有《卫生法学》、《卫生法学学习指导》、《医疗纠纷法律问题新解》、《药
品集中招标采购指南》、《医疗纠纷案件索赔指南》、《国家赔偿案件索赔指南》等教材、专著。
    李大平  广东医学院副教授，民商法学硕士，律师。主要从事卫生法学方面研究。主持完成省部级课
题3项，公开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著有《医事法学》一书；发表的论文有：《认定医疗过失行为的几
个法则》、《医师的注意能力》、《医师注意义务的履行》、《医师注意义务产生的渊源》、《医师
注意义务的概念及其与医疗过失行为的关系》、《让患者知情同意的义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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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法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医事法律  第二节  医事法学第二章  患者的权利  第一节  患者权利概述  第二节  患
者的人格权第三章  医疗执业资格  第一节  医疗执业资格概述  第二节  医疗机构  第三节  执业医师  第四
节  护士  第五节  执业药师第四章  医师执业义务  第一节  医师注意义务的概念  第二节  医师注意义务产
生的渊源  第三节  医师的结果预见义务  第四节  医师危害结果避免的义务  第五节  医师履行执业注意
义务的能力第五章  医疗执业规则(上)  第一节  医疗执业规则概述  第二节  诊断和治疗规则第六章  医疗
执业规则(下)  第一节  告知与说明概述  第二节  国外医疗告知制度简介  第三节  告知与说明的要求  第
四节  知情同意书的法律意义  第五节  知情同意权的法律性质分析  第六节  侵犯知情同意权法律责任的
构成及承担第七章  医疗文书的法律问题  第一节  医疗文书概述  第二节  病历的所有权  第三节  医疗文
书属于诉讼中的书证  第四节  医疗文书的证据价值  第五节  病历证据真实性的认定  第六节  病历的保
全第八章  医疗技术临床准入  第一节  医疗技术与管理  第二节  医疗技术准入制度  第三节  国外医疗技
术准入制度  第四节  我国的医疗技术准入法律制度第九章  医疗新技术面临的法律挑战  第一节  与医学
研究中临床试验相关的法律问题  第二节  人工生殖技术临床应用相关的法律问题  第三节  基因技术临
床应用相关的法律问题  第四节  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相关的法律问题  第五节  脑死亡相关的法律问
题  第六节  安乐死的相关法律问题第十章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第一节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概述  第二节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组织  第三节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  第四节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原则  第五节  医疗
事故鉴定与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第十一章  医疗服务合同及纠纷解决  第一节  医疗服务合同概述  第二节  
医疗服务合同的相关事项  第三节  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的处理第十二章  医疗侵权纠纷及解决  第一节  概
述  第二节  医疗事故侵权纠纷的归责原则与举证  第三节  医疗事故侵权赔偿项目及计算第十三章  药品
和医疗器械纠纷及解决  第一节  中国药品管理法律制度  第二节  中国医疗器械管理法律制度  第三节  
药物临床试验的相关法律问题  第四节  药品不良反应相关法律问题  第五节  药品未注册信息相关法律
问题  第六节  植入类医疗器械相关的法律问题第十四章  医疗执业行政法律责任  第一节  医疗执业行政
法律责任概述  第二节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行政法律责任  第三节  与医疗服务相关的行政法律责任  第四
节  与健康产品相关的行政法律责任  第五节  与医疗保障相关的行政法律责任第十五章  医事刑事法律
责任  第一节  医事刑事法律责任概述  第二节  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刑事法律责任  第三节  与医疗服务相
关的刑事法律责任  第四节  与健康产品相关的刑事法律责任  第五节  与医疗保障相关的刑事法律责任

Page 4



《医事法学》

章节摘录

（二）医事法律是技术性法律医事法律是法学与医学、卫生学、药物学等自然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其
许多具体内容是依据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药物学、生物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成果而制定
的。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技术成果是医事法律的立法依据，也是医事法律的实施手段和依据。随着
医学的发展与进步，不断需要更多的立法，如关于器官移植、脑死亡、基因诊断与治疗、生殖技术等
。同时，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原有的医事法律也需要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医学科学在探索人类健康
和生命的过程中，充满着难以预料的风险，需要一定的社会保证条件，其中包括法律对其的保护和导
向作用。医疗工作是一项科学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当前科技的发展更使医学诊断和治疗过程日益复杂
，这就要求将直接关系到公民健康的医疗方法、程序、操作规范、卫生标准等大最的技术规范法制化
，把遵守技术法规确定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法定义务，以确保公民健康权的实现。因此，在众
多医事法律文件中，都包含着大量的操作规程、技术常规和卫生标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第32条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这里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即属于技术
规范，决定着药品的名称、成分、制作工艺等。这种技术性规范和卫生标准的规定与要求几乎在各种
医事法律、法规中都有体现。这些广泛用于医疗卫生工作中的规定，既具有科技性，又具有法律性，
构成了医事法律的重要内容，这在绝大多数非医事法律规范性文件中是没有的。医事法律与医学等自
然科学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互为依存的关系是其他众多法律所难以比拟的，因而成为医事法律的基
本特征之一。（三）医事法律是具有一定国际性的国内法医事法律的根本任务是预防和消灭疾病，改
善人们劳动和生活环境的卫生条件，保护人体健康。这是全人类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所在。虽然医事
法律在本质上属于国内法，但疾病的流行并不受地域、国界和人群的限制，疾病防治的措施、方法和
手段也不会因国家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不能互相借鉴。在全球积极探索人人享有健康保障的今天，各国
政府都重视医疗事务的立法工作，把一些具有共同性的医疗原则、诊疗标准、卫生要求等载入本国法
律，并注意借鉴和吸收各国通行的医疗规则，使医事法律具有明显的国际性。

Page 5



《医事法学》

编辑推荐

《医事法学》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教材是一套基础性的以培养法
学应用型人才为目的的法学本科教材，适用于广大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学生，亦可适用于有志于从
事法律职业的自修者。该套教材有以下特色：基础性。立足中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实需求，在内容编
写上，注重阐释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制度、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实用性。活
生生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侧重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现实法律问题
的能力。创新性。内容和体例开拓创新，文内设计了形式新颖的各种栏目，拓展学生学习视野，引导
学生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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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法学》

精彩短评

1、书的内容很好。但是书存在印刷质量问题：从第325-340页的书页纸张之间连在一起未裁开，且纸
张明显大于前面的300多页纸。
2、书拿到了，还不错，应该是正品
3、仅教学用书 木有评论
4、买的是教材，品质有保障，价格合理，发货速度较快。
5、给老婆买的，她想写这方面的文章
6、一本卫生法学方面的教科书，没有太大的创新，但作为学生学习用的话，还不错。
7、对医事法学的知识介绍得较为全面，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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