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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2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
次全体会议。

疫苗管理法草案 23 日首次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草案就疫苗管理单独立法，
突出疫苗管理特点，强化疫苗的风

险管理、全程控制、严格监管和社会
共治，切实保证疫苗安全、有效和规
范接种。

国家药监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疫苗流通
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并于 2016年进
行了修订。此次提交审议的疫苗管理法

草案，对疫苗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
种、补偿、赔偿等以法律形式进行明确规
定，有利于建立系统的、全链条的疫苗管
理制度。

为体现最严格监管，草案提出，国家
对疫苗生产实行严于一般药品生产的准
入制度。要求疫苗一般不得委托生产，

要求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以及其他
关键岗位人员具有良好信用记录，有相
应的专业背景、从业经历。实行疫苗批
签发制度、疫苗责任强制保险。此外，还
规定疫苗的临床试验应当由三级医疗机
构或者省级以上疾控机构实施或者组织
实施。

疫苗不同于一般药品，直接关系公
共安全。疫苗管理法草案 23日首次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这是我国首次就疫苗管理立法。草
案坚持疫苗的战略性和公益性，突出体
现了对疫苗管理的特殊要求，呈现四大
亮点。
亮点一：突出疫苗战略性和公益性

草案在立法目的中明确维护公共安
全，在总则中提出国家坚持疫苗的战略

性和公益性。国家支持疫苗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将预防重大疾病疫苗的研制、
生产和储备纳入国家战略。

草案明确规定，国家对疫苗生产企
业实行严于一般药品生产企业的准入制
度。从事疫苗生产活动，除应当具备一
般药品生产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疫苗
产业发展规划、具备适度规模和足够的
产能储备、具有保证生物安全的制度和
设施，并符合国家疾病预防控制需要。

亮点二：体现对疫苗管理的特殊要求
严格疫苗生产、流通、接种安全管

理，严格控制生物安全风险，严格生产准
入，严格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严
格遵守疫苗储存、运输管理规范要求，对
违法行为从重处罚……草案提出，构建
覆盖疫苗全过程和全生命周期的最严格
监管制度。
亮点三：明晰主体责任

草案明确了药品监管部门和卫生行

政部门职责分工，要求药品监管部门和
卫生行政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行
疫苗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强化对监
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责任追究。
亮点四：兼顾安全、发展和创新

草案提出，国家制定疫苗行业发
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支持产业发展和
结构优化，鼓励疫苗生产规模化、集
约化，不断提升疫苗生产工艺和质量
水平。

新华社电 日前，中组部、人社部印发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对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奖励工作的基本原则、条件种
类、权限程序、实施要求等作出规定，为激
励广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担当作为、干事
创业，加强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队伍建
设提供了制度支撑。

《奖励规定》要求按照分级分类原则
组织实施奖励工作，将事业单位人事综

合管理部门和事业单位、主管机关（部
门）以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都列入奖励
实施责任主体范围，明确划分奖励权限、
规定奖励程序，注意落实和保障事业单
位的自主权。

根据行业特点和事业单位实际需要，
《奖励规定》从加强党建工作、执行重要任
务、推进改革发展、长期服务基层、发明创
造创新、维护安全稳定、对外交流合作等8

个方面，明确了奖励条件，并对嘉奖、记功、
记大功等奖励种类作了细化表述，增强了
奖励工作的针对性操作性。

《奖励规定》对定期奖励和及时奖励
分别作出规定。定期奖励一般以年度或
聘（任）期为周期进行，以年度考核、聘
（任）期考核结果为主要依据，奖励具体
时间由奖励决定单位根据行业实际、工
作特点等确定。定期奖励的比例（名

额），由奖励决定单位结合事业单位数
量、人员规模、职责任务、工作绩效等因
素统筹确定，给予工作人员嘉奖、记功，
一般分别不超过工作人员总数的 20％、
2％。定期奖励的比例（名额）应向基层
和艰苦边远地区事业单位倾斜，向一线
工作人员倾斜。《奖励规定》提出加大及
时奖励力度，及时奖励情况可以作为定
期奖励的重要参考。

我国对疫苗管理单独立法
构建覆盖疫苗全过程和全生命周期的最严格监管制度

体现疫苗管理特殊要求——解析疫苗管理法草案四大亮点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印发

明确了奖励条件，并对奖励种类作了细化

聚焦人大常委会

根据民法典编纂工作计划和安排，
23日开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
次会议继续审议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和侵
权责任编草案。

对各界高度关注的“霸座”“强抢方
向盘”作出规定，规定自然人保护自身权
益的“自助行为”制度，保护就医者隐私
和个人信息……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和侵
权责任编草案二审稿分别针对当下不少
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完善，引人关注。
规制“霸座”“强抢方向盘”等行为

火车上“霸座”“霸铺”，公交车上攻
击司机抢夺方向盘……类似事件近年来
时有发生甚至酿成惨剧，亟需法律规制。

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
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
和座位号乘运。承运人应当按照有效客
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条件运输旅客。

草案同时明确，承运人应当严格履行
安全运输义务，及时告知旅客安全运输应
当注意的事项。旅客对承运人为安全运
输所作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协助和配合。

“法律针对当下群众反映强烈的不
文明行为作出针对性规定，有助于约束
乘客行为，督促乘客依法依规乘坐交通
工具，维护广大旅客和司乘人员的人身
财产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孙宪忠说。

“对于‘霸座’等行为，目前可以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中国法学会
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熊文钊认为，通过
民法明确这类行为的违法性质后，就可
以更好通过法律手段来制裁这类违法行
为，从而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让旅客
“三思而后行”。

草案还规定，实名制客运合同的旅
客丢失客票的，可以要求承运人挂失补
办，承运人不得再次收取票款和其他不
合理费用。遇有不能正常运输的特殊情
形和重要事由，承运人应当及时告知旅
客并采取必要的安置措施。

“实名制客票丢失后的补票问题，社
会上早有反映。法律的规定有利于明确
承运人的责任，维护旅客合法权益。”孙
宪忠说。
对自愿参与危险性活动
确立“自甘风险”规则

参加学校组织的攀岩、武术等高风
险活动发生意外，学生很受伤，家长很生
气，学校很无奈。这种情况下由谁来承
担责任？目前法律规定并不明确，许多
纠纷由此而生。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认为，参加者自愿参与这些活动应当充
分认识到其危险性，由此产生的正常风
险原则上应当由参加者自己承担。

对此，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
稿规定，自愿参加具有危险性的活动受
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他人承担侵
权责任，但是他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就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侵权责任。

专家同时表示，确立“自甘风险”规
则，有利于明确学校等机构正常开展此
类活动的责任界线，让活动的开展更加
有章可循。
对受侵害情况紧迫
明确规定“自助行为”制度

车祸后发现肇事方想跑，先把钥匙
抢到手；有人坐车不买票，司机将其暂
扣……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行为，反
而可能被对方起诉侵权。

一些地方、部门、法学教学研究机构
和社会公众提出，自然人在自己的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来不及请求国家机关保
护的情况下，自己采取措施保护权益反
被他人起诉侵权的案例时有发生，建议
明确规定“自助行为”制度。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稿对此
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
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的，受害人可
以在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务
等合理措施。

草案同时规定，受害人实施前款行

为后，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
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关于劳务关系造成损害的责任认定
更突出公平原则

钟点工、保姆在工作中受伤，雇主是
否应该给予赔偿？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
案一审稿对这种情况的规定是：个人之
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
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
承担相应的责任。草案公布后，该规定
引发了不少讨论。

对此，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
稿将“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
责任”修改为“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
责任；提供劳务的一方有过错的，可以减
轻或者免除接受劳务一方的责任。”
更好保护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

孩子刚出生，“早教机构”纷纷发来
短信“贺喜”；手术刚做完，“康复中心”马
上来电“毛遂自荐”。这些令人无奈而愤
怒的情形，不少人都曾经历过。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一审稿规
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泄露患者隐
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
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修改，删
去了规定中的“造成患者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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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