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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世界上医疗界普遍承认“医疗损害无处不在”，医疗纠纷损害一旦发
生就会随同产生损害填补问题。
同时，医疗纠纷案件，往往游走于法律体制外，不断地以非理性、不合法的途径寻求获取赔偿之可能
空间，如此，凸显出现行民事赔偿体系处理此等问题的困境。
医疗纠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渐渐成为一个值得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医疗纠纷是指在一定的始发或诱发原因作用下，患方对医疗服务的全部或部分，或是对其服务结果持
有异议，而对医疗服务的提供方不满，提出各种权益要求，医患双方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形成的一种
暂时的、特殊的医患关系状态的过程。
如何厘清医疗纠纷损害赔偿的责任，分化医护人员在医疗纠纷中的风险，使患者能获得适当且快速的
赔偿，已成为法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解决医疗纠纷的关键是确定责任，以寻求达到分解风险、实现赔偿和化解矛盾的目的。
由于侵权责任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性，不能完全保障受害者获得实际赔偿，容易造成医疗纠纷。
无法妥善解决医疗意外事故或医疗伤害事件所产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不仅是医疗从业人员或医疗院所
经营者的困扰，更是遭受医疗损害者及其家属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而且无形中也造成社会资源的
损失及浪费。
因此，医疗界和法学研究者都希望通过风险转移制度达到填补损害和转移风险的双重目的。
实践证明，保险是最有效的风险转移制度，目前主要有以社会保险形式出现的以瑞典等北欧五国为代
表的“病人赔偿保险”，以及新西兰的“医疗意外补偿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建：立对资金的要求相
当苛刻，我国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保险形式的医疗损害填补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建起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医疗风险转移方面主要有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但是，因
为该保险制度其存在保费高、保障力低下的严重不足，一直没有受到医疗界的认可。
因此，如何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风险转移模式就显得更加复杂。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与日俱增，医患矛盾有激化的趋势；特别是随着立法的完善，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
中医疗损害赔偿范围与幅度呈现扩大的趋势，医疗机构承担着越来越重的法律责任。
因此，如何保证医疗事业健康发展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有鉴于此，一个医疗伤害或损害的发生，其问的医疗损害究竟应如何加以填补，并合理地分配于当事
人之间，或另外透过其他团体来分散，乃是本书写作关注的起点，换而言之，不论是受害病患及其家
属的损害如何填补，或者是赔偿义务人因赔偿责任所生之损失、不利益如何分散，前述两个议题涉及
的核心皆聚焦于医疗损害之填补与分散的问题上。
因此，本书的研究目的还在于寻求一个合理填补医疗损害的机制，以作为迅速解决医疗损害赔偿问题
、有效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的纷争处理途径。
    医疗纠纷的民事诉讼，由于其举证责任分配上的不公平，及双方在医学专业知识上的不平等，往往
造成受害病患败诉，或诉讼程序耗时费力，而被害人的损害无法获得完全填补的结果，因此传统民事
侵权行为责任对于解决医疗纠纷问题的无能为力，已多为人所诟病，或有论者从无过失责任原则，抑
或从无过失补偿制度出发，重新思索医疗纠纷困境的其他解决途径，以寻求更迅速、完全且适当地填
补被害人损害的纠纷解决模式。
根据我国的医疗体制及社会经济条件，本书在借鉴国外几种保险制度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医疗责任
保险的内在机理进行深人探讨，并借助实证研究剖析在医疗责任保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境，进而利
用民法、保险法的基本理论提出完善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以弥补受害者的损害和将医疗机构从
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为出发点，试图建立适合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医疗风险转移制度——医疗责任强
制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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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疗纠纷概念的厘清　　一、纠纷概念及其构成要素　　（一）什么是纠纷　　“由于
情感恩怨、利益归属及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存在，人类社会从其产生的那一天开始，便伴随着各种不同
的纠纷与冲突。
”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
秩序是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孜孜追求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纠纷与秩序的把握中，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将纠纷与秩序完全对立。
人们总是单纯强调纠纷对秩序破坏的一面，对纠纷持负面看法。
　　纠纷或者说争议，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指特定的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对抗行为。
纠纷的产生，意味着一定范围内利益平衡状态或秩序被打破。
纠纷不仅是个人间的行为，它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纠纷的产生和解决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
纠纷是对秩序的破坏。
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纠纷也有其积极意义。
纠纷代表了新的理念、行为方式及新的利益，它可能导致权利与法的发展契机，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变
革的先导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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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研究》共分16个章节，主要对医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作了研究和探讨，
具体内容包括医患关系之法律属性分析、医疗纠纷的侵权责任、医疗侵权责任的局限性、医疗责任保
险法律实务研究、医疗纠纷的ADR解决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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