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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如今的社会，各种矛盾很多，医患矛盾是其中之一，但矛盾不能成为暴力伤医的

理由。我们应当高举依法治国的旗帜，解决医患矛盾必须建立在法治的框架之内，让医

疗行业合法化运营。”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毕宏生表示。

“声音·责任”
2014“两会”医卫界代表委员座谈会

“声音·责任”

聚焦

医疗纠纷应依程序处理
▲ 本报记者   耿璐

重点      注关

热点      题话

“如今的社会，各种矛盾

很多，医患矛盾是其中之一，

但矛盾不能成为暴力伤医的理

由，我们应当高举依法治国的

旗帜，让医疗行业合法化运

营。”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

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

毕宏生表示，解决医患矛盾必

须建立在法治的框架之内，一

旦有人实施医闹并造成刑事伤

害，就必须受到法律制裁，不

能让其继续逍遥法外，让更多

的百姓受害。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

副校长熊思东对此表示认同并

指出，确定医疗行业的法律归

属已经成为保护医务人员安全

亟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当前许多医务工作

人员对目前执业环境不满的现

状，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市第

二医院副院长林绍彬建议，应

尽快出台针对医疗行业的《卫

生法》，从法律的角度对医务

人员的责任、权利做出具体规

定，如医院有义务为医务人员

购买保险、保障医生行医安全

等。“在出台《卫生法》的同

时，还应尽快出台新的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对医疗行业真正

重视起来。”全国人大代表、

哈尔滨市第四医院老年病科主

任高广生补充道。

关于《卫生法》的具体起

草方面，全国人大代表、山西

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主任

杨林花则表示，希望中国医师

协会尽快组织相关人士写出草

案，医卫届两会代表委员负责

把关并尽快提交。

近几年来，第三方调解机

制被广泛推广。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省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介

绍，目前全国已有 2000 多家

由政府主导的第三方医患纠纷

调解机构。“但其在实际运行

过程中，碰到了很多问题，大

多与国家层面缺少相关的法律

法规有关。比如一个地方的医

患协调办公室，或者是小组，

他的法律地位是什么？”

据了解，浙江省在第三方

调解机制方面已有自己相对成

熟的经验。2010 年，浙江省政

府就制定了《浙江省医疗纠纷

预防与处理办法》，随后，浙

江省高级法院便规定了处理医

疗纠纷诉讼方面的相关细节。

陈海啸建议，应将浙江省的经

验推广至全国，并建立一个有

法律法规认定的大调节机制。

“对与错，都应该由法院

判决决定。”高广生介绍，在

美国，医疗事故很多，外科手

术的事故率高达 50％以上，

然而却少有医闹，这是由于医

患双方会将纠纷带上医疗法庭

进行公平审理。高广生建议建

立中国自己的医疗法庭。

高广生认为，很多医患纠

纷都涉及到赔偿，医院的一味

忍让有时会让有理变无理，所

以在沟通具体赔偿数额时需要

法庭的依法判决，然而目前我

国的法院不诉不理，医疗纠纷

难以走“程序化”鉴定，因此

法院应设立专门的医疗法庭，

参加事故鉴定，仲裁医疗纠纷。

会场      絮花

在 2014“ 两 会”

医卫界代表委员座谈

会上，与会者认真聆

听代表、委员发言。   

 摄影 张雨

医务人员待遇似乎已经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

这恰恰证明了该问题还没有

得到根本解决。

全国政协委员温建民认

为，医务人员的待遇问题症

结在于人事制度。医生是一

个靠技术吃饭的职业，本不

应以行政级别的工资禁锢大

家的发展。

在全国政协委员熊思东

看来，对于当前的一些现状

和概念，全社会需要有清醒

的认识。“当前我们所呼吁

的并非提高医生的待遇，而

是要让医生得到其应有的待

遇，这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

不同。”

全国人大代表葛明华表

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

一句话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制定适合医生等特殊行业

的薪酬制度”。“制度落实

才能为医务人员带来益处，

因 此， 我 们 要 抓 住 这 个 机

会，督促这个事情的尽快落

实，以此助力医药行业加强

行业自律，至少在底气方面

可以增强一点。”葛明华说。

让医生得到应有待遇
▲ 本报记者  张雨

推进社会法治建设，就

必须对所有公民强化遵纪守

法的意识。只有公民具备了

较高的法律素质，才能理解

在医疗纠纷处理上严格执法

是为了保护更广大民众的合

法权益。公职人员则要强化

“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

平正义、服务大局”为基本

内容的法治理念，要求其时

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所有的医疗纠纷都应纳

入法院民事调解和诉讼的轨

道，这样不仅能使医院和医

生从直接面对维权患者和家

属的状况下解脱出来，也可

有效避免在裁决过程中上级

卫生行政部门袒护医院和医

生的行为。此外，还应设立

医疗赔偿基金，专项用于法

院处理医疗纠纷。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目

前中成药产品文号总共近 6

万个。随着现代中药技术质

量体系的提升，一些多年前

批准上市的中成药存在质量

不可控、疗效不稳定等特点。

为确保百姓用药安全，建议

启动中成药质量和临床再评

价，建立劣质产品淘汰机制。

对于没有临床安全性和

有效性数据的药品，应责令

限时完成临床评价，明确审

评原则，严格按照新药标准

进行审评。对一些质量标准

落后、风险等级高并且无法

通过再评价的落后品种坚决

实行淘汰机制。此外，还要

细化药品再注册准入标准。

对再注册药品，应按时

间段进行分类，特别是对早期

批准上市的中成药，将确保符

合质量工艺要求和临床评价

标准作为再注册的必须条件。

推进法治建设
构建正常医患关系
▲ 全国政协委员  徐勇

启动中成药质量

和临床再评价机制
▲ 全国人大代表  闫希军

葛明华 雷冬竹 李小鹰 高广生 束晓梅

葛明华

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

雷冬竹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郴州第一人民医

院副院长

李小鹰

全国人大代表  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

血管一科主任

高广生

全国人大代表  哈尔滨第四医院老年

病科主任

  

束晓梅

全国人大代表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附

属医院儿科主任

提议案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