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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防治的道德原则 

肖  巍 

尽管目前学术界难以见到确切的流行病定义，但是显然现代流行病的概念已经更为

宽泛。以往人们所讲的流行病主要指在人群中流行的传染病，而现代流行病概念不仅指

流行的传染病，也包括分布在人群中的，非流行状态的疾病，包括传染病、寄生虫病、

地方病、非传染病、意外、残疾、智力缺陷、身心损害、机体各种生理生化功能状态、

疾病前状态和长寿等。对此，如何建立起相互尊重，相互关怀的人伦关系？全社会如何

精诚团结，共同对付疾病和维护健康？从道德视角如何看待流行病的成因？基于对流行

病成因的道德分析，在流行病防治过程中，我们应当奉行什么样的道德原则？  

从道德视角看流行病的成因  

流行病学领域主要有两种有代表性的疾病成因理论：关于疾病的生活方式成因说和

关于疾病的社会成因说。前者认为疾病来源于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理论强调，人口疾病

的决定因素在于一些人具有同样的行为方式和文化。这一观点强调个人选择的决定意

义，认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会对性病，甚至HIV（艾滋病毒）/AIDS（艾滋病）的传播

有直接影响。而后者相信，由于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疾病分布的决定性

因素，因为这些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群体会因为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而在健康方面受益或

受损，这就要求我们把社会和生物因素联系起来考虑人口的疾病和健康问题，综合生物

医学、生活方式、文化、行为和社会因素分析流行病的成因。  

从道德角度看待流行病的成因，我们也可以作出以下三方面的分析。首先，社会对

流行病的产生和分布负有道德责任。为什么一些人容易患某种疾病？无疑地，正如关于

疾病的社会成因理论所强调那样，人们的健康依赖各种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食物、

住所、水和卫生设施、清洁的环境，可预防和治疗的医学干预等，而这些又取决于人们

在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机会，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以及更具有根本性

质的社会制度，例如妇女的贫困可能导致她们出卖身体，从而增大了感染HIV（艾滋病

毒）/AIDS（艾滋病）可能性。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费用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医疗卫生

保健制度和预防体系非常薄弱，农民的健康难以得到保障，一旦爆发SARS一类的疫情

后果便很难设想。因此，我们应当从社会公正角度思考流行病问题，这实际上不仅是一

个伦理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此外，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是否有防治流行病的道德

责任意识与行为也是流行病是否能够蔓延，以及是否能够及时控制的关键。流行病的防

治是一个需要长期保持警惕的过程，不仅应当有一个能够及时动员全社会力量的指挥核

心，也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疾病预警信息系统和监测系统，并能保证这一系统中的人们能

够诚实、准确地提供各种信息，恪守职业道德。  

其次，人们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一种道德选择。身体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自我存

在，而是一种在宇宙的生物舞蹈中，在各个层面上处于与其他人、与环境能动关系中的

存在。疾病和健康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也使人们之间的伦理

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当一种看起来属于私人性的生活方式选择影响到公共安全，危及他

人健康时，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就具有了道德意义。事实上，许多流行病的出现与人

们在选择生活方式上缺乏道德思考相关，例如艾滋病的传播与不安全的性关系有关，因



此，一个社会也有权利从保护公众健康出发对于这样一些性行为进行约束，人类也完全

有能力通过道德思考，更审慎地选择和改变生活方式来明显地延缓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速

度。  

再次，环境对于疾病的产生也负有责任，而环境本身又作为一种媒介反映了人们在

与环境交涉时是否作出合乎伦理道德的选择。生态健康是人类健康的基本保证，生态环

境的破坏已经对于一些地区的人口健康构成致命的威胁，例如淮河流域一些地区的水污

染已经使当地癌症患者不断增多。因而，为了人类社会的公共健康，为了生态系统的平

衡，我们应当约束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一种平等和尊重

的态度对待自然和他人。  

公正与关怀：  

流行病防治的道德原则  

“流行病是发现人性潜能的一个机遇，如果我们能运用艾滋病的推动力普遍和仁慈

地扩展和应用知识，我们或许也可以学会控制军备竞赛的危险，世界性饥饿，以及环境

恶化的危险，因为艾滋病的想象是人类团结的想象，在相互依赖的生命网络中紧密地结

合起来。”基于对流行病成因的道德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两个最基本的流行病防治的道

德原则——公正与关怀。  

社会公正关系到社会利益和负担的分配。虽然一个社会健康保健资源的宏观分配是

由它的资源决定的，但这种分配是否具有伦理正当性的问题却并不取决于资源的多寡，

而取决于这些资源是否能够得到公正的分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和社会应当以

体制和政策为手段更为关注边缘人群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从宏观上控制疾病和环境

污染对于人口健康的影响，在卫生政策、规划与管理，卫生监督和法规等方面贯彻公正

原则，从社会结构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中最为边缘和脆弱的人口层面遏制流行病的产生

和蔓延。  

关怀原则强调以仁慈的态度尊重和关心流行病患，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并通

过对他人和社会关心的回报积极地参与到流行病防治中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怀是防

治流行病的更为基本的原则。  

显而易见，流行病已经在当今社会中导致了尖锐的道德冲突，例如在预防艾滋病问

题上，一方面，我们应当尊重患者的权利，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护公众的健康，这

就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许多伦理困境，例如是否应对所有HIV（艾滋病毒）感染者及艾滋

病人进行隔离检疫？是否应对高危人群（吸毒者、卖淫者等）进行强制性血抗体检查？

为这些人群提供基本的防治艾滋病和性病的知识和手段是否在鼓励他们的行为，这样做

是否合乎道德？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国的相应政策既应当考虑公共健康的要求，也要考

虑个人的权利，用最人道和最有效的方法来控制类似于艾滋病一类的流行病的传播，这

实际上也在强调医疗卫生政策要奠定在关怀原则基础上。  

在社会上，人们总可以看到对于传染性流行病患者的显性和隐性的道德歧视，如对

HIV（艾滋病毒）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和患者的歧视等，更有甚者，甚至对于一些并不具

有身体上相互传染的疾病，如癌症患者等，人们有时也潜在地抱有一种歧视态度，因为

它是一种难以治愈和神秘莫测的，在医学上缺乏了解，而本身又具有威胁人类生命的恐

怖性疾病。这种歧视态度不仅不利于流行病的防治，也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危害。所以，

我们应当进行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仅要提高人们的科学和预防知识，而且要通过相

应的道德教育提高公民整体的道德素质，积极地以关怀之心投入到流行病的防治中来，

2004年“艾滋病日”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口号：“宣传教育是最好的预防。”

这的确从道德角度抓住了预防流行病的关键环节。  

事实上，维护公共健康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根本地说来，未来与人类争夺

地球者主要的还不是病毒，也就是说我们健康的主要杀手还不是病毒，而是我们自己，

这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公共健康的道德意识，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是否经过审慎的道

德思考，取决于我们社会的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是否体现了公正和关怀的道德原则，取

决于每一个公民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 

文章来源：http://www.studytimes.com.cn/chinese/zhuanti/xxsb/8116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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