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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实务》由刘鑫、孙东东、陈特主编，全书立足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的理论与实务，结合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与侵权责任法有关的司法解释及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制
定的与医疗损害责任有关的司法指导文件，对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处理中涉及的责任认定、证据、
损害鉴定、赔偿标准等重大疑难问题进行分析阐释，以期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处理提供参考。

   第一，以案说法。
本书共收录典型案例32件，针对每一案件进行评析，探寻审判对策。

   第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每一章节下，既有“原理阐释”，又有“实务问题及难点”，并附有“法条链接”，辅以“案例评
析”，使得本书从理论到实践，内容充实，实务性强。

   第三，分析透彻。
本书从八个方面对医疗损害诉讼中涉及的重点问题、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对于探寻解决
对策提供指导和帮助。

   第四，收录文件全面。
本书对现有的地方法院司法文件进行汇编和整理，对于指导基层法院审判实践有帮助作用。

 
《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实务》适合从事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务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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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当然，医疗活动是极其复杂而多样化的，因此，对于医疗水平的把握，应当根据医疗技术
来区别对待。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规定了具体要求的诊疗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都应当遵守
，不应当因地区、资质的不同而有差别。
除此之外，有的诊疗行为属于基本性操作，也不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
反之，对于有的诊疗行为，在有的情况下，“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也可以理解为包括地
区、资质等因素。
不过这种理解仍然存在实践中难以把握的问题。
对医师注意义务的判断要综合以上因素，结合具体情况将医疗技术或者医疗行为进行分类或者分级予
以分析。
刘宇建议将医疗水平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最低水平标准，是法律规范中存在的非技术性要求；第二类
是基本医疗水平标准，是以一种清晰的书面方式进行表达，大家都可以清晰地进行认定的定型化的诊
疗规范；第三类是通常医疗水平标准，是不能用清晰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非定型化的诊疗规范；第四类
标准为信赖医疗水平标准，是基于一种信赖关系存在的高于正常的医疗水平。
第一类和第二类标准可以直接由规范进行评价。
其中第一类标准可以由法官直接判断，第二类标准需要由医学专业人士以鉴定的形式做出，第三类通
常医疗水平标准只能由同行进行评价，而第四类信赖医疗标准则需要考虑一些特殊的因素。
在第一类和第二类标准中，只有时间因素可以考虑，原则上讲是不能考虑地域和资质的。
但是在第三类通常医疗水平标准中，应当全面考虑时间、地域、资质的因素。
而信赖医疗水平标准就不应当考虑地域和资质，但是应当考虑产生信赖关系的因素。
这种分类方法太细，实践中难以区分和具体操作。
我们建议将医疗技术分为两大类：基本医疗技术和非基本医疗技术。
基本医疗技术是指开办医疗机构及取得医务人员资格必须要掌握的技术，即入门级的医务人员应知应
会的医疗技术。
对于基本医疗技术的医疗水平的判断，就应当以时间和紧急情况作为考察的基本因素。
而非基本的医疗技术主要是指疑难复杂、技术难度大、医疗风险高、设备要求复杂甚至是多人合作才
能完成的医疗技术。
在判断非基本的医疗技术的医疗水平时，需要考虑包括时间、地区、医师资质、医疗机构资质、紧急
情况等多重因素，以实现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客观公平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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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实务》由刘鑫、孙东东、陈特主编，适合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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