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乃至生命健康，受到医

患双方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哪个科室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高发科

室？医方首要败诉原因是什么？日前，2023 年全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大数据报告 ( 以下简称“报告”) 出炉。

报告中，医法汇通过 Alpha 案例库的高级检索，对全国法院系统 2023

年审理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做了整体的数据收集，对其中的案件数量、

法院层级、审判程序、审理期限、文书类型、诉讼标的额以及地域分布等

数据进行统计、梳理，并筛选出 364 份二审法院判决书，从医疗机构类型、

上诉情况、判决情况、败诉原因、病历问题对医方责任认定的影响以及法

院对鉴定意见的处理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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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2023 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总计

2219 件（含执行案件 1 件、其他案件 13

件），比 2022 年案件数量减少了 2855 件。

值得关注的是案件数量自 2021 年以来，

已连续三年出现断崖式下降。2017 年案件

数量12734件，2018年案件数量12249件，

2019 年案件数量 18112 件，2020 年案件

数量18670件，2021年案件数量10746件，

2022 年案件数量 5074 件。

笔者认为，案件大幅度下降的原因主

要有两方面：一是受案件调解率上升的影

响。据最高人民法院 2024 年 1 月 14 日

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公布数据显

示，2023 年，全国法院诉前调解成功案件

1204 万件，占诉至法院民事行政案件总

量的 40.3%，近半数的矛盾纠纷在诉讼之

前就已经得到解决。

二是受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的影响。

2023 年 8 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

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的通知》开始案例库

建设工作。11 月底，又印发《关于加快

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的通知》，进一步完

善案例库建设的有关工作机制和要求。自

8 月份之后，各地法院上传“中国裁判文

书网”的案件数据大幅减少，据本次检索

的 2219 份文书的裁判日期分析，裁判日

期在 1 月 ~7 月的数量占比 92.02%，8 月

~12 月的数量占比仅为 7.98%。

2023 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排

在前五位的分别是辽宁省、北京市、上海

市、山东省、陕西省，辽宁省排在第一位。

上海市、陕西省首次进入前五位。

回顾此前，2017 年与 2018 年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最高的省份为河南

省，2019 年、2020 年与 2022 年医疗损害

责任纠纷案件数量最高的省份为山东省，

2021 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最高的

省份为辽宁省。

2023 年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的案件数

量均为“0”。2021 年贵州省案件数量为

343 件，2022 年为 44 件；2021 年西藏自

治区为 2 件，2022 年为 5 件。

结合医法汇近五年大数据报告分析，

综合医院一直占据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发生地的首位。在 364 份判决书中共包含

374 个医疗机构，其中综合医院 294 件，

占比 78.61%（含中医医院 22 件，妇幼保

健院 8 件，其他综合医院 264 件），较

2022 年的 81.62%，减少 3.01%。专科医院

44件，占比11.76%，较2022年增长3.26%，

位居第二。中医医院 22 件，占比 5.88%，

较 2022 年增长 0.74%，位居第三。需要说

明的是，鉴于中医院和中医医院难以准确

区分，本次统计均纳入中医医院项下。

中医药是我国重要的卫生、经济、科

技、文化和生态资源，传承创新发展中医

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

内容，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事。2023 年我

国中医药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预计全年

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达 12.8 亿

人次。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已将 14 个中

医医院纳入国家医学中心创建单位，布局

建设 27 个中医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持

续推进 62 个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和

138 个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优质高效

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2023 年诊所和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

二审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共 15 件，占

比 4.01%，较 2022 年下降 2.12%。反映出

我国基层医疗机构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

力有所提高。

具体到科室，2023 年骨科案件数量

跃居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高发科室的

第一位，数量为 58 件，占案件总数的

15.93%，与 2022 年相比增长了 5.54%。

妇产科案件数量为 46 件，占案件总数的

12.64%，较 2022 年的 12.99%，略有降低。

急（门）诊和普外科案件数量均为 39 件，

分别占比 10.71%，并列第三位。神经科

24 件、肿瘤科 23 件，位列第四和第五。

骨科案件数量增加与本次统计将急

（门）诊交通事故、工伤事故以及其他人

身损害案件纳入产生纠纷的具体诊疗科室

进行分析有一定关系。

本次统计的 364 份二审判决中，

医 方 败 诉 279 件， 占 比 76.65%， 较

2022 年减少了 2.46%。其中，医方因

未尽注意义务而败诉的案件 134 件，

占比 32.13%，位居第一位；较 2022

年减少 1.03%。其次是未尽告知义务

75 件，占比 17.99%，较 2022 年增长

4.16%。医方违反诊疗规范 67 件，占

比 16.07%，位居第三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

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

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此处的“尽到与当时的医疗

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体现了侵权法

上的重要概念，即注意义务。依照上

述规定，注意义务就是应当尽到与当

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而尽

到注意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

范的有关要求。

病历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

最重要的证据，也是医患双方在诉讼

中争议的焦点之一。常见的争议点集

中在医疗机构是否存在隐匿、篡改、

伪造病历的行为，其病历问题是否会

影响医疗损害责任比例。

2023 年法院对医方隐匿、篡改、

伪造病历材料的认定率为 35.48%，

较 2022 年增长了 3.22%。病历书写

不规范致使医方责任比例受影响的案

件占比为 41.94%，较 2022 年增长了

4.31%。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对医方

存在问题病历的审查更为严格。与之

相对应，法院认定为病历书写存在瑕

疵，但不影响医疗机构责任认定的比

例为 16.13%，较 2022 年减少 6.45%。

医方作出合理解释的占比为 6.45%，较

2022 年 7.53%，减少 1.08%。可见法院

对病历审查更为严格。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连续三年断崖式下降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连续三年断崖式下降

辽宁省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最高辽宁省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最高

综合医院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高发地  骨科为高发科室  综合医院是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高发地  骨科为高发科室  

遵守法律法规  尽到注意义务遵守法律法规  尽到注意义务

法院对病历的审查更为严格法院对病历的审查更为严格

专栏编委会专栏编委会

未尽注意义务占医方败诉原因首位
2023 年全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出炉

▲ 医法汇 张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