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关乎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和生命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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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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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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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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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

进行了详尽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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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2024 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总计

3934 件（ 含 其 他 案 件 2 件）， 较 2023

年案件数量增加了 1715 件，涨幅高达

77.29%，案件数量自 2021 年起连续 3 年

断崖式下降以来，首次出现大幅增长趋势。

笔者认为，案件数量增长主要有三方

面的原因：

首先，是受 2023 年度最高人民法院

案例库建设工作的影响，导致各地法院上

传到“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案件数量大幅

减少，统计案件数量与实际案件数量存在

较大出入。

其次，是由于法院审判工作效率的提

升。譬如，2025 年 1 月 16 日，在北京市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24 年

全市法院新受理案件达 971,593 件，与上

一年度相比增长了 10.6%；同时，审结案

件数量达到 1,010,919 件，增长 12.4%，

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均呈现出稳步提升

的良好趋势。

最后，是医疗资源挤兑“后遗症”，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诉讼程序受阻或患者

优先关注健康不愿去法院，致使纠纷未能

及时进入司法程序。随着疫情结束，纠纷

案件在 2024 年集中暴发。

2024 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数量排

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河南省、陕西省、山东

省、北京市、湖北省。河南省排在第一位。

湖北省首次进入前 5。

回 顾 过 去 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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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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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

案件数量最高的省份为辽宁省。

相比之下，2024 年西藏自治区的案件

数量为“0”。

结合近五年大数据报告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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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份判决书中共包含

715 个医疗机构，其中综合医院 601 件，

占比 84.06%，较 2023 年的 78.61%，增长

5.45%。专科医院 45 件，占比 6.29%，较

2023 年的 11.76%，减少 5.47%，位居第二。

中医医院 28 件，占比 3.92%，较 2023 年

的 5.88%，减少 1.96%，位居第三。

2024 年骨科案件数量仍然占据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高发科室的第一位，

数量为 131 件，占案件总数的 18.63%，

与 2023 年相比增长了 2.70%。妇产科案件

数量为 98 件，占案件总数的 13.94%，较

2023 年的 12.64%，略有增长。急（门）

诊案件数量为 89 件，占比 12.66%，位列

第三位。神经科 46 件、普外科 39 件，位

列第四和第五。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

案件 618 件，驳回率为 88.29%，与 2023

年的 83.52% 相比增长了 4.77%。由此可见，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在二审程序中改判

更加困难。

本次统计的 700 份二审判决中，医方

败诉 575 件，占比 82.14%，与 2023 年的

76.65%相比，增长了5.49%。结合近5年“医

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数据显

示，医方近 5 年的败诉率平均为 79.38%。

2024 年医方因未尽注意义务而败诉

的案件 223 件，位居第一位；未尽告知义

务 151 件，位居第二；医方违反诊疗规范

135 件，位居第三位。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第

一千二百二十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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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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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法院对医方隐匿、篡改、

伪造病历材料的认定率为 34.92%，较

2023 年的 35.48%，下降了 0.56%。结

合近 5 年“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大

数据报告”数据显示，近 5 年的认定

率平均为 30.30%。隐匿、篡改、伪造

病历，需要注意的是，病历问题适用“过

错推定责任”原则，发生举证责任倒置，

医疗机构需要提出反证证明己方没有

过错，否则，即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病历书写不规范致使医方责任比

例受影响的案件占比为 41.27%，较

2023 年下降了 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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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较 2023

年增长了 2.92%。医方作出合理解释的

占比为 4.76%，较 2023 年减少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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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法汇 张 勇

在所有法院判决赔偿的金额中

（包含多家医院的均多次统计），赔

偿金额 10 万元以下的案件 148 件，

占比 24.75%；赔偿金额 10 万元至 30

万元的案件 218 件，占比 36.45%；赔

偿金额 31 万元至 50 万元的案件 108

件，占比 18.06%。

在上述涉案标的额中，金额在

50 万元以下的比例是 81.38%，法院

判决赔偿金额在 50 万元以下的比例

是 79.26%。由此可见，涉案标的额和

法院判决赔偿的金额在比例上差距不

大，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案件在诉前调

解阶段进行了医疗损害鉴定，患方一

般会在转入诉讼程序时，根据鉴定意

见的原因力（参与度）变更诉讼请求，

避免了盲目索赔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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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方败诉原因

未尽告知义务（151 件）

未尽注意义务（223 件）

违反诊疗规范（13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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