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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十年来，医疗纠纷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医疗纠纷导致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如何
从立法和处理机制层面解决医疗纠纷是国家立法机关、实务界工作者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医疗纠纷立法与处理专题整理》收集了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以后公开发表的有关
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的期刊文章，以及博士、硕士生论文。
作者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筛选，以类似综述的形式对医疗纠纷立法和处理中涉及的概念、法律关系、
处理机制及立法建议等进行了论述。
通过医疗纠纷立法和处理专题的整理，意在对医疗纠纷相关部门立法和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也
为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研究提供基础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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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爱民，男，汉族，1966年10月出生，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证据
科学研究院证据法博士生。
专业研究方向：诉讼法学、证据法学、民商法学。
在《比较法研究》等杂志发表法学论文40余篇，独立或者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

　　
　　郭兆明，男，32岁，讲师。
2002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2002-2006年，工作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室（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2006年至
今，工作于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主要从事法医临床教学、鉴
定和研究，以及司法鉴定机构质量管理研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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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医疗纠纷专题研究文献综述
第一章 医疗纠纷概述
一、医疗纠纷的概念
二、医疗纠纷的特征
三、医疗纠纷的种类
四、医疗纠纷的成因与防范
第二章 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医患关系的基本定性
二、医疗机构和医师的职责
三、医疗机构和医师的权利
四、患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医疗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一、医疗损害责任定性
二、医疗行为
三、医疗过错
四、医疗损害归责原则
五、医疗损害中的因果关系
第四章 医疗纠纷的鉴定
一、医疗纠纷的鉴定体制
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三、医疗纠纷司法鉴定
第五章 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
一、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概述
二、医疗纠纷的调解
三、医疗纠纷的和解
四、医疗纠纷的仲裁
第六章 医疗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
一、司法介入医疗纠纷的评价
二、医疗纠纷的起诉和抗辩
三、医疗纠纷的证据和证明
四、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
五、专家辅助人制度
⋯⋯
下篇 医疗纠纷关联法律文献要目整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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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医疗纠纷的特征 有人指出，医疗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但是与其他民事纠纷相
比，有其特殊性，主要特点是： 第一，医疗纠纷是由患者提起的纠纷。
产生医患纠纷的责任可以在医疗机构身上，也可以在患者身上。
责任在医疗机构的，患者希望解决；责任在患者的，医疗机构希望解决。
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启动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既可以是患者，也可以是医疗机构。
但是，医疗纠纷则不同，医疗纠纷所争议的内容是患者的权益，患者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医
疗机构的尊重，甚至其人身健康受到医疗机构损害，所以向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提出“告诉”，向
医疗机构讨要说法。
 第二，医疗纠纷的核心是权利、义务问题。
虽然医患双方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说，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但事实上患者与医疗机构相比，无论是在
购买、使用或是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还是在医疗纠纷的处理过程中，都不可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
位。
患者在购买、使用或者是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由于不具有专门的医学知识，“病急乱投医”，对
医疗活动不熟悉、不了解，所以，往往比较被动。
另外，在医疗纠纷的处理过程中，患者也没有医疗机构那样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
这也是我国在卫生法律、行政法规中对患者合法权益给予特殊保护的原因。
《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卫生法律、行政法规赋予了患者一系列权利，同时也赋予
了医疗机构一系列义务。
医疗机构的义务，对应的往往是患者的权利，所以，医疗纠纷虽然千差万别，但争议的焦点在患者的
权利和医疗机构的义务上。
 第三，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多样化。
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医患协商、第三方调解、行政处理和诉讼裁决等。
相对于患者而言，医疗机构比较愿意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其与患者的医疗纠纷，认为这种方式省时、省
力，一劳永逸。
但是，患者偏爱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医疗纠纷。
究其原因，一是患者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心里没底，不愿意贸然打官司；二是财产损失
或者人身健康损害比较小，担心通过诉讼得到的赔偿与打官司所付出的费用相比不合算；三是留条后
路，因为一旦败诉，整个案子就没有了再议的机会；四是“死缠硬磨”医疗机构或者卫生行政部门，
最后多少都有一些“实惠”等。
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但对医疗机构来说，最需要做
的就是要坚决摒弃“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处理纠纷的方法。
 第四，医疗纠纷赔偿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在我国，医疗纠纷的赔偿费用主要是由医疗机构承担的，而医疗机构赔偿费用的来源基本上是诊疗收
入。
虽然，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已达到总人口的80％左
右，但是就其保障程度来说还比较低，换句话说，看病个人自费部分还比较高，也就是医疗机构的主
要收入还是直接来自于患者的“口袋”。
过高的医疗纠纷赔偿，虽然能较好地满足一部分受到人身损害的患者的利益，但同时也意味着其他大
部分患者将为此付出更多的费用。
所以，对政府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来说，除了必须加强医疗活动监管，保护好患者的利益外，也必须
妥善处理好医疗纠纷赔偿多与少的关系，尤其是患者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鱼”与“水”的
关系。
 还有人认为，医疗纠纷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纠纷而言，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在医疗纠纷中，医
患双方地位不平等，患者处于明显的弱者地位。
与消费者纠纷相似，医疗纠纷中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法律地位不平等，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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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方和患者在医疗纠纷领域所拥有的知识与认识能力的差别带来的当事人之间交易地位的明显差异。
这种差异，还决定了纠纷的产生容易与双方的信任关系及提供诊疗方在工作中的职业道德相关联。
在医患关系中，患者处于明显的弱者地位：一方面，患者与掌握专门医学知识的医疗人员相比，缺乏
对治疗相关情况的了解，这就使得患者在纠纷解决中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患者人身利益密切关联，患者往往是在自己的生命、身
体健康等基本生存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形下提出赔偿请求的，并且赔偿请求是由作为普通个体的患
者向拥有专业知识的医方提起的。
 第二，医疗纠纷往往涉及专业性问题，纠纷的解决有赖于专家的鉴定。
众所周知，医疗属于高度专业的技术领域，如果不具备专业知识，普通人很难对医疗纠纷的性质、事
实的因果关系作出判断，这在解决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而且，医学至今仍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对疾病病理的认识也不总是正确的，加之医疗过程中常出现的
患者特异体质等问题，这些因素都给医疗纠纷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第三，医疗纠纷具有日常化的特点。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消协）发布的信息表明，近年来，医疗方面的投诉已成为社会热点问
题。
1998年，中消协受理的医疗投诉月平均数为3.64件；1999年为13.17件；2000年为16.75件；2001年上升
到29.25件，四年间增长近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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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疗纠纷立法与处理专题整理》文献资料选取时段，除极个别情况外，上溯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之颁布，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之通过。
选择范围包括期刊杂志论文、研究生学位论文和重要图书，还有现行有效之法律、法规与一些典型案
例。
文献选取首先剔除重复、抄袭之作；其次择优采用可读性、代表性、规范性较佳者。
凡综述介绍加以引用，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有出处之注明，亦供阅读者进一步查核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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