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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疗纠纷非诉讼处理机制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必要性、可行性研
究；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比较法研究；人民调解制度研究；医事仲裁制度研究；医疗纠纷非诉
讼处理机制的构建研究；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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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现的思考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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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学界对我国医疗仲裁制度构建有三种看法：（1）建立强制性医疗仲裁制度，即将
仲裁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我国的劳动争议即属此种类；（2）建立强制性与自治性相结合的复合性
医事仲裁机制。
实现效率和公正二者均衡的最有效机制就是实现医事仲裁既不单纯地强制也不纯粹地“自治”。
具体来说就是立法规定医事仲裁为处理医疗纠纷的必需的前置程序，但充分尊重当事人自治。
包括对仲裁员选择、裁决效力的约定，以及应允许当事人提出二次仲裁或上诉，同时赋予当事人自由
缔结仲裁协议的权利；（3）构建临时医事仲裁机制。
主要由当事人自己依协议组建仲裁庭，或者借用仲裁机构的人员，当事人依协议约定临时程序或参考
某一特定仲裁规则或授权仲裁庭自选程序。
为探求一种更完善、更有效、更快捷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医事临时仲裁庭人员组成问题也显得尤为
重要。
可聘公道正派的、具有实践经验和专业水平的医疗专家、法医、法律工作者（特别是医事法律工作者
）、医学伦理学专家、公证人员等作为兼职仲裁员。
 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仲裁已经成为与诉讼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纠纷解决机制。
例如1975年加利福尼亚《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法》承认仲裁在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中的效力。
仲裁委员会由退休的法官和律师组成，这些法官和律师都有丰富的处理医疗过失损害赔偿案件经验。
1997年，美国仲裁协会、美国律师协会以及美国医学会联合成立了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
我国台湾地区将调解、仲裁作为医疗纠纷处理的重要机制，台湾地区还成立了专门的医事仲裁委员会
。
对于我国建立医疗仲裁机构，目前学界提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内部设立仲裁机构
作为处理医疗纠纷的办事机构，负责办理日常事务；第二种是独立设立一个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仲裁
机构，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存在，我国许多学者持有此种观点；第三种则是在已经依我国仲裁法建立
起来的各市仲裁委员会的基础上，在其内部建立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部门和组建专门的专家团队。
笔者认为第三种更务实，能够借用现有仲裁组织的平台，分设内部专门的医疗仲裁委员会，可以在有
效利用现有资源的同时，兼顾对医疗纠纷处理的技术鉴定、程序监督等专业性需求。
 （二）保险机构 中国目前并没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综合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究其原因，在一项卫
生部委托政策研究课题中，有学者分析原因主要有：保险公司的逐利性与医疗的公益性和福利性之间
存在矛盾；保险险种和条款设计不合理；政府对医疗责任保险的引导和监管不力；全社会的保险意识
不强；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医疗赔偿规定不统一。
实践中，我国部分地区已开始尝试着医疗责任保险，我国出现了云南、上海、深圳、北京四种医疗责
任保险模式，主要是通过由四地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内的法规、规章的手段，推行医疗责任保
险，但经过几年实践下来，卫生部委托课题调研结果认为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情况不容乐观。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疗纠纷非诉讼处理机制研究>>

编辑推荐

《医疗纠纷非诉讼处理机制研究》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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