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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浩礼等编著的《改革开放的医学社会学研究》记录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医学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轨迹
和历史，也是编著者们30年来孜孜不倦研究医学社会学的心血与结晶。社会改革与变迁是社会学发展
的良机，医疗、卫生改革与发展更为医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机遇。在改革开放中，医学
领域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深切关注，也使他们产生了进行探索和研究的极大兴趣。本
书内容包括知识分子社会属性及地位变迁，医学社会学概述，医护角色社会化与医学教育改革，医院
、医师与病人角色，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人口老龄化与卫生改革，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改
革开放与卫生事业的发展，性社会学，医学进展与社会文化互动，健康及健康社会学研究。书中有些
是编著者们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有些则是编著者们研究医学社会学的新作。
    《改革开放的医学社会学研究》对于医学社会学、医学伦理学等医学人文学科的爱好者、学习者、
教学者、研究者和实践者，既有理论上的参考价值，也有资料上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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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知识分子社会属性及地位变迁
关于脑力劳动创造价值的几个问题——兼论医务劳动的性质与特点
论知识价值与知识分子的作用——兼论医药高科技的特点
关于建国以来我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历史回顾与认识
二、医学社会学概述
医学与社会——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医学社会学的概念及学科的独立和发展
医学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价值
论人文社会医学调查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
论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姻
也谈医学与人文学
医学目的研究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重新审定医学目的的思想原则
三、医护角色社会化与医学教育改革
试论医护角色社会化的特征
面向21世纪加强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建设
21世纪医学发展趋势
加强医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势在必行
四、医院、医师与病人角色
一切为了病人的利益——20世纪60年代协和、同济医院开展“两减一保”活动忆略
关于医院以病人为中心的几个认识问题——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与医学伦理观
医师与病人关系的社会文化观——对影响医患关系的社会文化的经济层面之分析
卫生改革中的医院、医师与病人
实施“以病人为中心，优质服务”的几点思考
五、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
试论马克思的社会保障学说
论健康保险
健康保险比较研究
21世纪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几种趋势
国外医疗保障制度中多极化健康责任的启示
六、人口老龄化与卫生改革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享”原则的文化分析
“空巢综合征”的社会治疗
老年空巢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及保健对策
七、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
影响老年人健康的若干社会因素
重视老年人的亚健康状态
压力与老年人健康
八、改革开放与卫生事业的发展
论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论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唯科学主义思潮与医学模式转变
论卫生保健的公平与效率
浅论卫生信息资源管理问题
九、性社会学
马王堆房中书的性养生理论及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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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性观念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对性本质的认识及其现代影响
乳房的文化象征意义
论性修养
家庭形式、两性关系的历史演变——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家庭及两性关系史的科
学研究
十、医学进展与社会文化互动
社会活动家的精神状态对社会的影响
精神病的社会问题
活体非亲属器官移植与移植系统的构建
生殖医学技术进展的文化遐想
医学新进展的社会文化透视
安乐死的多维视角及其争议
十一、健康及健康社会学研究
医学社会学的演变与健康社会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健康社会学的主要理论范式与方法研究
健康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健康目标与健康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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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医学社会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医学社会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与
社会医学、行为科学和医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为了进一步确定医学社会学的研究范
围及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就需要弄清医学社会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1．医学社会学与社会
医学　　医学社会学与社会医学是关系最为密切的姐妹学科，以致在部分课题内容上常常难分彼此。
例如，由社会学家们首先揭示的疾病与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类研究，美国学者一直将其看做医学社会学
的一部分最主要的内容，称之为“医学中的社会学”。医学社会学与社会医学是互相区别又相互联系
的两门学科。它们之间的明显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概念产生的背景不同。医学
社会学这一学科的概念是1894年美国医学家查尔斯，麦克英泰尔首先使用的，它是在19世纪末许多从
事保健事业的人注意到健康状况的社会影响，从而要求改良社会环境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医学的概
念是法国医生儒勒·盖林1848年第一次提出来的，它是在法国医学界为了把分散的和不协调的医学监
督、公共卫生、法医学等学科构成一个称之为“社会医学”的整体，以便实现其共同目标这一背景下
提出来的。　　（2）研究对象不同。社会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社会环境中影响健康的各种社会因
素，这与医学社会学以医学领域的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社会问题及健康与疾病的社会特征为研究对
象是有明显区别的。　　（3）研究内容和范围不同。社会医学主要研究影响人群健康的各种社会因
素，导致人群发生疾病和死亡的各种危险因素，社会因素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作用过程及机理，人们
的健康状况，卫生服务状况及社会卫生措施。而医学社会学则主要是研究医疗领域中的社会角色、社
会关系、社会行为及社会过程。二者的区别十分明显。这些区别决定了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医学是两门
不同性质的学科。前者是一门交叉学科或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后者是医学的一个分支。　　医学社会
学与社会医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表现在：①二者都是以社会群体作为观察对象。②都要运用社会学的有
关理论和方法，并且也都不同程度地与统计分析方法、心理学研究方法、经济分析方法等相关。③在
研究课题上互相交叉。二者都要研究卫生保健问题，只是侧重点不同。④在实际目的和现实意义上也
有一致性。例如，它们都为改进社会卫生服务提供理论依据，它们提供人群疾病的防治措施或协调医
疗社会化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其目的也都是为了完善卫生政策，改善卫生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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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浩礼等编著的《改革开放的医学社会学研究》是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医学社会学研究
的各个主要方面，体现了医学社会学的学科体系，遂成为一本医学社会学专著。本书首章，探讨知识
分子的社会属性及地位变迁，这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本书还包括医学社会学概述
，医护角色社会化与医学教育改革，医院、医师与病人角色，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人口老龄化与卫
生改革，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与卫生事业的发展，性社会学，医学进展与社会文化
互动，健康及健康社会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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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是烂得惊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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