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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劳动教养人员保外就医管理条例

（1993 年 5 月 29 日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3 年 7 月 23 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批准

1997 年 5 月 29 日辽宁省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改

1997 年 9 月 27 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批准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劳动教养人员保外就医的管理，保证教育

改造质量，维护社会治安，根据国务院《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有

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劳动教养人员（以下简称劳教人员）的保外就医，适

用本条例。

第三条 劳教人员中的严重病患者，符合保外就医疾病伤残

范围、劳动教养场所没有治疗条件的，可准予保外就医；但下列劳

教人员一般不准保外就医：

（一）为逃避劳动教养自伤自残的；

（二）患性病的；

（三）因吸毒尚未戒除毒瘾的。

第四条 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应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做好

对劳教人员保外就医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保外就医病残鉴定

第五条 市成立保外就医鉴定委员会（ 以下简称鉴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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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负责对劳教人员保外就医的病残鉴定。

第六条 鉴定委员会由有经验、有权威、廉洁公正的主治医

师、主管护师以上的医务人员组成；根据需要也可吸收法医参加。

鉴定委员会人选，由市卫生行政部门提名，报请市人民政府批

准鉴定委员会设若干专科鉴定组。

第七条 鉴定应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医学科学原理。鉴定所

需的病残检查应在市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院进行。

每例参加鉴定的鉴定委员会成员不得少于五人。鉴定结论由

鉴定委员会成员签字，并以书面形式作出。鉴定委员会成员意见

不一致时，以参加鉴定的半数以上鉴定委员会成员的一致意见为

准。

第八条 非鉴定委员会成员和未经鉴定委员会邀请的其他人

员，不得参加鉴定工作。鉴定委员会成员中与被鉴定人有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影

响、干扰鉴定委员会成员的正常工作。

第十条 申请保外就医的当事人应交付检查费、鉴定费。鉴

定费标准根据有关规定确定。

第三章 保外就医担保

第十一条 劳教人员保外就医应由担保人出具担保。担保人

可以是劳教人员的近亲属或原工作单位，也可以是其他单位或个

人。

担保人是个人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二）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担保能力；

（三）具有监控条件和帮教能力。

担保人资格由劳教机关负责审查。

第十二条 担保人应承担下列责任：

（一）保证被担保人在保外就医期间不逃跑，不违法犯罪；

（二）做好被担保人的监控和帮教工作，定期向被担保人居住

地公安派出所和所在劳教所汇报被担保人的表现情况；

（三）定期督促或带领被担保人复查和治疗疾病，并及时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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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治疗情况向劳教所报告。

第十三条 担保人应交付 3000 元保证金。担保期满，被担保

人没有发生逃跑或构成行政拘留以上处罚的违法行为的，保证金

如数返还担保人。

第四章 保外就医审批程序

第十四条 保外就医申请，由劳教人员或其近亲属、劳教所提

出。劳教人员在指定的医院进行病残检查。受指定的医院应认真

负责地出具病残诊断书、理化检查报告和医学影象摄片等有关病

历档案。

第十五条 鉴定委员会根据指定医院提供的病残资料、出具

的诊断结果等进行鉴定，必要时也可直接对被鉴定人进行病残检

查，综合认定，提出被鉴定人的病残程度是否符合保外就医疾病伤

残范围的意见。

第十六条 申请保外就医的劳教人员应由担保人出具担保

书，并经劳教人员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签署意见。

第十七条 劳教人员申请保外就医，由其所在劳教所填写

《劳教人员保外就医呈批表》，附鉴定委员会鉴定书、担保书等材

料，报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管理办公室审批。

第十八条 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管理办公室对被批准保外

就医的劳教人员下达《劳动教养保外就医通知书》，呈报单位接到

通知书后，应在十日内，将通知书送达申请保外就医的劳教人员

（或其近亲属）、担保人、劳教人员所在工作单位和其居住地公安

派出所，并到其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交接手续。

第十九条 劳教人员突发疾病需立即住院治疗的，可先按监

护治疗的措施送医院治疗。确需保外就医的，再履行保外就医手

续。

劳教人员确需保外就医，又无人出具担保的，经市劳动教养管

理委员会管理办公室批准。由劳教所交其近亲属和居住地公安派

出所监控治疗。

第二十条 批准保外就医的时间一次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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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外就医人员管理

第二十一条 每半个月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所在劳教所报

告病情和表现情况，如其不便可由近亲属或担保人代理。

第二十二条 保外就医劳教人员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做好帮

教和监控工作。劳教人员所在工作单位和居民委员会应做好协助

工作。

第二十三条 劳教所应与保外就医劳教人员的居住地公安派

出所、工作单位保持联系，掌握保外就医劳教人员的表现情况，并

应定期对其病情组织复查，记入监管档案。

第二十四条 劳教人员保外就医期间，经复查病情好转或基

本痊愈，不再具备保外就医条件的，劳教所应立即将其收回，执行

劳动教养。

保外就医期满前，劳教人员病情仍未好转，经鉴定委员会鉴

定确需继续保外就医治疗的，应办理保外就医延期手续，其延期

期限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二十五条 劳劳教人员在临时监护治疗期间和保外就医期

间的生活费和医疗费，除工伤外，由本人自理。

第二十六条 劳教人员保外就医的时间计入劳动教养期。劳

教人员在保外就医期间劳动教养期满、符合解除教养条件的，应

及时办理解除劳动教养手续。

第二十七条 劳教人员在保外就医期间有立功表现的，可按

规定给予表彰、减期或提前解除劳动教养。

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八条 劳教人员骗取保外就医的，对已保外的劳教人

员应立即予以收回劳教场所执行，其保外就医期间不得计入劳动

教养执行期，并应延长其劳动教养期限。

第二十九条 劳教人员保外就医期间不服从监管，逃跑或有

其他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应视情节延长其劳动

教养期限，必要时可重新劳动教养。

第三十条 劳教人员保外就医治疗期间，未经批准擅自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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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逃跑论处。

第三十一条 担保人不履行担保义务，被担保人在保外就医

期间发生逃跑或有构成行政拘留以上处罚的违法行为的，保证金

不予返还；担保人为被担保人骗取保外就医或有纵容、唆使被担保

人逃跑等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实施细则由市政府制定。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 1997 年 9 月 27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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