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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9月1日国务院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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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同时废止，后者的出台虽晚于《民法通则》，但其许多规定却
凌驾于《民法通则》之上，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完善，该办法遭到立法界、司法界和社会各界的强烈
抨击，人们在企盼中拿到了《条例》。
《条例》是在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出台的，也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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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和法规的出台可以与《条例》媲美，即关注时间之长，论文和专著之多。
200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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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果关系和不存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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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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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部分高
级人民法院也相继出台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若干意见。
有关赔偿原则和标准与《条例》存在冲突，医疗纠纷技术鉴定制度不统一，医疗纠纷司法诉讼面临新
的挑战。
通过近5年的实施，在实践操作中，《条例》弊端凸显：医疗纠纷诉讼途径“人满为患”，其他解决
机制严重冷落；医生从业自感“如履薄冰”，积极而又有创造性的治疗“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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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5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在翔实数据的基
础上客观展示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进步意义和明显局限性；深入探讨了医疗纠纷司法处理二元
化的根本原因；对目前争议颇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进行了分析，提出对其程序和鉴定理论的改进意
见；此外，还结合案例和调查结果，对医疗纠纷诉讼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述了各种代
替性非诉讼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且对与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密切相关的医疗责任保险状况和发展
走向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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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只要患者提出侵权事实和理由，医疗机构就必须负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的医疗行
为没有过错，否则就要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这种归责原则大大降低了患者进行侵权诉讼的举证难度，受到了患者一方的好评。
严格责任原则，是指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都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
即当事人违约后只要没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就要负损害赔偿责任，主观上无过错不能成为其抗辩事由。
该责任原则又称无过错责任原则和绝对责任原则，《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
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严格责任原则主要在合同诉讼中使用，关于合同之诉中是否完全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不同法系国家有
不同的见解，在我国学术界已有激烈的争论。
对于医疗服务合同诉讼，更是有学者反对应用这一原则，认为：首先，无过错归责原则是一种严格责
任原则，不少国家规定只有在产品侵权时以及其他较少的情况下才适用这一原则。
医疗行为侵权发生在医疗机构对患者提供诊疗护理服务的过程中，如果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适必挫
伤医务人员诊疗的积极性，不合理地加重了医疗机构的负担，从根本上阻碍或遏制了医疗事业的发展
，最终侵害的必然是广大患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医疗行为本身具有特殊性，如医疗行为本身具有探索性和风险性，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和探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之患者病情各异和体质特殊，在医疗活动中很可能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
能防范的不良后果，这些后果如果全部让医疗机构承担极不公平的，更何况现有的医疗体制下，医疗
行为还具有救助性和公益性，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医疗机构来说，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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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条例》施行已5年多，这5年也是我国医疗纠纷飞速增长的5年，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中国的医患关系
的发展历程既有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相似之处，又存在与自身文化和时代特色相符合的鲜明特点。
《条例》出台的进步性不容否认，同样，它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但无论如何，《条例》仍是目前处理
医疗纠纷事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规范。
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理论研究的进展，我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改变，学者们发展了诸多理论，法官们也
制定了种种意见，他们当然不是以修正《条例》为使命，而是为了达到法律公平、公正的最终效果。
出于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有效缓解医患矛盾的目的，我国各界人士吸收了很多国外的先进经验，也自
创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目前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已初步形成，并在各自
领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当然，很多领域还有待实践和理论探索，如医疗仲裁现在几乎就是处女地，而医疗责任保险正面临着
多种机会和挑战。
这都有待我们去尝试、去探索。
经过全体调研课题组的辛勤努力，历时约一年的调查、整理和撰写，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大
力支持下，本报告得以顺利出版。
本调研可能无法触及医疗纠纷处理的每一个环节，但力争反映出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全面、宏观的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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