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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后代公益 保护环境和资源，提倡可持续发展，不仅对当代人的健康负责，而且为
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和生活环境。 3.群体公益 医疗卫生服务的效果好坏、大小，是通过医疗服务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体现出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公益论强调在医疗服务
中，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 （三）公正论的主要内容 1.坚持按照道义
论的基本精神 公正论从最高意义上肯定人人享有健康的基本权利，主张人人平等。这样可以避免造成
政策上对人群中某些个体的歧视，把握具体分配的合理性。 2.在具体分配（资源和利益的分配）的原
则 公正论要求按照需要来处理分配，相同需要相同处理和对待，不同需要不同处理，即坚持合理差等
享权的原则。“人人平等”不等于“人人平均”。合理的差等分配是按照需要来进行的，可以有效地
防止浪费，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这才是真正的相对公正。 3.福利性商品性相结合的原则 公正分配资
源不等于无偿分配资源。我国还处于小康前阶段，除国家财政支持卫生事业外，还要求医业谋求自身
发展。国家财力重点保障国民基本医疗，公民从经济角度上也应当为医疗发展承担一定义务。这并不
与公正论相矛盾，而是相容的。 （四）对公益、公正论的评析 最近20多年来，公益、公正论的主要代
表是罗尔斯（RaMs）。他指出，效用最大化所产生的社会分配，可造成对应该得到保证的基本个人自
由和权利的破坏，只关心社会总体效用的功利论不关心效用在个人之间的分布。这种不关心导致对一
些人权和自由的侵犯，基于此，罗尔斯提出了若干非功利论的公正原则。他基于康德的平等概念提出
一个假设性的社会契约程序。他假设，我们都平等地在任何社会之外的“原初地位”自由地、不偏不
倚地考虑社会境遇。接下来的这个“原初地位”，每一个都暂时不知道他的所有的特殊特征，包括性
别、种族、智商、家庭背景、特殊才能或残疾等，被他称之为“无知之幕”，可避免他促使公正原则
偏向他的才能和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同意两个基本的公正原则：其一，要求允许每个人享有
与其他人一样的最大量的平等自由；其二，一旦这种平等自由得到了保证，社会基本利益（例如收入
、权利和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就应当仅当这种不平等有利于所有人以及仅当这种不平等符合这两
个原则时才被允许。但罗尔斯反对极端平均主义，他指出，不平等分配不是唯一的道德原则。如果不
平等使每一个人比原来的平等更好，这种不平等就是好的，只要他们与平等自由和公平机会一致。具
体地说，如果这些不平等，会增强社会中大多数弱势人群的地位，禁止这些不平等将不利于他们。为
了他的第二条公正原则，罗尔斯反对极端平均主义。他称第二条原则为“差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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