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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2_80_9C_

E9_9D_9E_E5_85_B8_E2_c122_483790.htm “非典”是一种流

行疫病，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公民权

利保护诸方面。处理这一问题，在政策选择上，是按照法律

行事，还是单纯依靠行政意志处理，是一个问题。外交部发

言人经常说：“我国是个法治国家。”这个论断虽然在法律

人眼中常觉突兀，递生梦幻感觉，但按照法治国家的方式，

处理社会公共问题，并无不妥：人治社会如果能最大化地仿

制法治，也算是最好的人治，因此必须鼓励转型政体仿制法

治。 流行疫病的出现，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事前可完全

防范的，它给社会或许带来一定的恐慌反应，以及对恐慌反

应的恐慌反应。但是，如果不仿行法治，这种恐慌情绪，或

许会随着人治措施的某一失当行为出现，呈现出秩序的混乱

化。法治的方式，是处理这类问题的较好方式，这是因为，

法治是均衡和持续调节社会秩序的方式，是社会有效的控制

方式，是社会成员可以建立行为预期判断的方式，它比较于

人们在人治状态下，处于猜测、怀疑、信息闭塞情形下产生

的反应， 增加了理性的成分。 “依法处理‘非典’”，可以

发挥出法律制度的行为调节作用，树立仿行法治的政府形象

，提升公民生活的安全感。这是指，在“非典”案中，须明

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公共卫生法律、法规

的作用，按照法律的规定，督促政府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保

障公民健康权利和履行相关义务。“我国是法治国家”，需

要依法处理“非典”。依法处理“非典”，就是要督促公权



力部门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任何不按照法律行事或拖延行事

的方式，既是社会影响不佳的行为，也是疏于法治的表现。

我们研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公共卫生法律

、法规，本国并不是缺乏传染病防治的法律制度，而是在传

染病爆发后，执行这样的制度，存在问题，亟需改进。比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国务院可以根据

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

病病种，并予公布。”“非典”病出现至今，是否纳入了“

公布”的程序？从法律规定看，公布的主体是很明确的。该

法还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

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

他人隐瞒、谎报疫情。”“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

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是否严格

履行了法定义务？上级人民政府是否需要对疫情报告行为，

依法施行监督？如果依法应当公布的公布了，依法应当报告

的报告了，它标明“我国象个法治国家”。 依法配合处理“

非典”，公民也有法律义务。法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

疫机构有关传染病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以及预防、控制

措施。依法进行查询、检验、调查取证以及预防、控制措施

，包括配合作为控制措施的隔离措施，是公民的法定义务，

而不是人治者随意性的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国家还可以依法

封锁疫区。这都不是无法理喻的“非常措施”，它是法律早

已规定的合法疫病防治措施。 从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看，制

度设计是较为完善的，因此并不需要用人治的泛政治化手法



去随意处理“非典”案，仅仅需要“照章行事”，打击不“

照章行事”的违法行为。但是，公共卫生法规的执行，它完

全可以在“非典”案中，被边缘化处理。这是为什么？这是

因为法律的执行情况，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作为地方政府

，从发展经济和社会秩序维护的角度出发，是希望没有“非

典”疫情的，极个别的病案，往往也会造成某地一时无法消

除的影响。从地方政府的利益角度，“如实”执行疫情上报

和进一步防治措施，是缺乏内动力的。有谁可以监督政府传

染病防治的执法行为？新闻媒体基于意识形态管控需要，并

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公民因为缺乏必要的调查权利，也无法

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可以

履行执法监督的职能。但是，人大可以为某某姆的国家打仗

发表声明，就是不见为本国公民的健康，去履行执法监督的

职责。这种可悲状况，使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是否能发挥

作用，打上了巨大的问号。 “我国是个法治国家”，需要改

变这样的局面，落实法律制度的规定，拟制出“法律监督的

必要机制”，从而打击违法行政行为和违法社会行为，保障

法律制度确立的行为代价体系。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的法律

规定，可以使管理者从人们随意评价人治措施妥善性的境况

中，解放出来，使社会公众去关注法律制度的作用和运行效

果。当行政者认识和积极履行法定的传染病防治职责的时候

，一定会从看到别人戴口罩和服食预防药物便生恐慌的非理

性反应中走出来。因为，他们终于经过黑暗中的摸索，找到

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文章出处：北大法律信息网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