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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4月4日国务院令第351号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开始实施，在我国
调整医患关系长达十几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同时废止，后者出台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但许多规定却凌驾于民法之上。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该办法遭到立法界、司法界和广大患者的强烈质疑，人们在企盼中终
于等到了《条例》的实施。
《条例》是在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出台的，也许由于大家期望已久或期望值太高，对《条例》
的评论和研讨即刻如火如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很多失去理性的攻击性言论，可以说没有一
部法律和法规出台后引发的争议度可以与《条例》的出台相提并论，即关注时间之长，论文和专著之
多。
200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要求医院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
关系和非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又成为新的焦点问题。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部分高级人民
法院也相继出台了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若干意见。
其中，有关赔偿原则和标准与《条例》存在冲突，医疗纠纷技术鉴定体系不统一，医疗纠纷方面的司
法诉讼面临新的挑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疗侵权纠纷处理机制重建>>

内容概要

本书剖析了医疗事故概念的缺陷和现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替代医疗事故概念
的规范概念，对医疗侵权事件中技术鉴定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
在医疗侵权纠纷的民事处理、行政处理、刑事处理以及医疗侵权纠纷的证据学方面，也存在大量问题
，作者对此进行了详尽分析，并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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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利交给了法官，成为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内容。
新的“二元化”机制则不同，适用《条例》与《民法通则》需要根据当事人起诉的具体要求来确定，
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来确定具体案由，原告以“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
《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以“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起诉则适用《民法通
则》的规定。
然而，这里的所谓案由实际上并不规范，因为按照2000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
由规定（试行）》中，只有“134.服务合同纠纷：（1）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和“214.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6）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两项与医疗纠纷相关的案由规定，“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
”和“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如何对号入座呢？
第一种情形确定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恰当的，但是第二种情形确定为什么案由呢？
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
笔者曾经建议，可以增加一个案由，把“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确定为“非
医疗事故纠纷”，1不过“非医疗事故纠纷”并非逻辑学上的非概念，而是指在医疗领域中发生的与
医疗行为相关的不属于或者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中确定的“非机动车”2、
“非道路交通事故”3.的概念类似。
然而，仔细斟酌，在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没有作出这样的规定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这样的案由
又于法无据。
4.笔者认为，该种纠纷的情形实际上就《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确定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的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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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在写作结束即将交付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之际，适逢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侵权责任法》，该法对医疗损害责任设立专章予以规制，大有替代《医
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损害赔偿的规定之势。
同时，在举证责任倒置上也作出了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于规定》不同的规定。
可以预期，《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将会对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由于该法在最后审议阶段比较匆忙，很多内容规定仍存在问题，有的内容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
，有的内容体现了狭隘的部门利益。
因此，这部法律是否能够在构建全新、有效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尚不得而知。
本书从医疗过失处理机制的全方位视角对我国现行的医疗过失处理机制进行了剖析和研究，并提出了
建议。
我们不敢企望我们的工作能够深刻地影响我国医疗过失争议事件处理机制的构建，但是希望通过本书
中实证分析所揭示的问题，能够为构建我国新型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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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疗侵权纠纷处理机制重建:现行评述》是医疗纠纷立法与处理实务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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