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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被出诊” 
触犯了哪些权利？
▲本报记者  张雨  宋攀  杨萍

医患关系，一般而

言是患者与医疗机构（包

括个体诊所）之间的服

务合同关系。任何合同

的履行都需要双方当事

人的相互合作，尤其诊

疗护理行为是以患者的

身体为对象进行的，必

须经过患方的同意，这

就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而且，为了开展适

当的诊疗护理，还需患

方的配合，如要求患方

在医生问诊时作出详实

的回答，患方要遵从医

嘱等。然而，医疗机构

对于除少数法定疾病（如

非典）可强制患者接受

治疗外，并无权要求患

方配合诊疗与护理。即

患方不配合医护人员治

疗疾病，没有法律上的

责任，但其要自行承担

身体健康上不利的后果。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规定，因患方原因延误

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

不属于医疗事故。《侵

权责任法》也规定：患

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

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

规范的诊疗，医疗机构

不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患方不配合诊

疗，是否医方一定不承

担责任？答案是否定的。

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

“受害人对于损害后果

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

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

任。”这就是民法上的“过

失相抵”，即受害人对

损害后果民事责任的承

担，要根据各方的过错

程度来定。如果存在患

方不配合诊疗的情况，

要看医疗机构是否存在

医疗过失及该过失与患

者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

因果关系。如果确定属

实，那么患方对诊疗的

不配合只能减轻医疗机

构的民事责任，而不能

改变承担责任的事实。

例如一起医疗纠纷

中，患儿首诊时哭闹明

显，且粪便中带有血丝，

首诊医师应该考虑患儿

肠套叠，而不能仅凭 X

光报告而轻易否定患儿

肠套叠的诊断，造成误

诊。事实为医师虽在首

诊时对肠套叠存在误诊，

但患儿出院时嘱咐家属

“有情况及时随诊”，

患儿父母在随后两天内

却未及时就诊，客观上

也耽误了患儿的诊治。

经鉴定，认定患儿的损

害后果是医院医疗过失

与患方自身过失共同造

成，过失相抵，且患方

过失程度相对较重，故

本案最终认定为医疗事

故，但医院只需承担次

要责任。

此案例就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在诊疗过程

中，医患双方应密切配

合，避免不愉快的事情

发生，最终才能达到预

期的诊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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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方不配合  医院真能免责吗？
▲江西青源律师事务所  李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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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被出诊”时，

其头衔多为“某某医院某

专家”，因此，受到损害

的不仅是医生本人，还包

括其所在医院；此外，这

种现象还可能让患者对

医生产生“瞎忙，不务正

业”的误解。若患者为了

这位名医，专门去就诊，

一旦发现要找的医生并

不在，就会让患者认为此

医生不守信用，自己受了

欺骗。此时，当事医生的

名誉受到了损害，医院的

品牌也会受到损害。

当出现医生“被出

诊”，相关利益受到损

害时，被侵权人可通过

以下四种途径维护权益：

首先，向社会发出公告，

告知患者就诊的当事医

生并没有在当地出诊，

揭露当地医院欺诈的面

目；其次，致函该医院，

要求其停止“被出诊”

行为，且必须通过媒体

向公众和当事医生及其

原本所在的医院道歉；

再次，聘请专业律师，

通过诉讼渠道维护合法

权益；最后，投诉给卫

生行政部门等监督管理

机构，让这些机构制裁

该医院。

任何一家医院未经

当事医生许可，便使用

其姓名或者照片作为医

院宣传的手段，都是侵

犯医生姓名权和肖像权

的行为。当事医生可寻

求律师的帮助，向侵权医

院发律师函，要求侵权

医院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这主要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 120 条规定：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

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

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

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

赔偿损失。在我国的司

法实践中，是否构成侵

权一般以其是否以营利

为目的作为界定标准。

同 时， 根 据《 中 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47 条规定，广告主、广

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违反本法规定，广告中

未经同意使用他人名义、

形象的，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第 37 条规定，利

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

作虚假宣传的，由广告

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广告

主停止发布、并以等额

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

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

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对负有

责任的广告经营者、广

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

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依法停止其广

告业务。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

此可见，广告监督管理

机关有权要求侵权医院

依法接受处罚。

所谓第三人过错，

是指除行为人及受害人

之外的第三人对受害人

受到的损害具有过错，

包括第三人的故意和过

失，第三人过错可以作

为行为人减轻或免除民

事责任的抗辩事由。《侵

权责任法》第 28 条规定：

“损害是因为第三人造

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在医疗实践中，与

第三人有关的医疗损害

案件主要涉及患者在就

医期间因第三人原因致

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

情形，包括患者受到他

人的人身伤害、婴儿被

盗、财物被盗等。                           

（《医疗损害责任

深度解释与实务指南》）

第三人过错

随着多元化办医和医生多点执业的深入开展，民

营医院数量与日俱增，医生在其他医院执业的情况也

日趋普遍。但很多医生发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

己的名字、照片、简历及学术成果莫名其妙地被挂在

非本院的网站及橱窗上。这就是典型的“名医被出诊”

现象。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表示，名医被出诊

有三种情况：

近日，钟南山、凌锋、尹佳、廖新波和庄一强

以个人名义，发起“曝光名医被出诊”微签名活动，

引发网友热捧。那么，这些医院触犯了“被出诊医生”

的哪些权利？医生又该如何合理维护自己的权利？

讨论嘉宾：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          庄一强

                  北京医院医患办主任             魏亮瑜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  郑雪倩

通常会结合当地报纸、电视台、网站来做

推广，有时以义诊的形式出现。

名医的照片及个人信息被永久性挂在某医

疗机构 / 承包科室的网站上，通过百度竞价排

名将虚假信息传播出去。

某人参加全国会议，借机与知名医学专

家合影。回去后将照片挂在本院门诊大厅和网

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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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被出诊”是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以说很多知名专家都

曾或正在深受其害。从

整个医疗行业的发展而

言，“名医被出诊”现

象的泛滥将影响医改提

出的“鼓励社会办医”

目的的实现。因为“名

医被出诊”现象大多出

现在民营医疗机构，负

面的舆论将严重影响民

营医院的口碑，加之本

身就少有民营医院能和

公立医院抗衡，故老百

姓更会对民营医院误解

重重。

在一定程度上，“名

医被出诊”也会影响“多

点执业政策”的开展。

支持多点执业的，很大

部分是公立医院专家到

民营医院执业。“名医

被出诊”现象的出现，

使人分不清真假多点执

业。好政策的落实需要

好的环境予以支撑，否

则会阻碍多点执业政策

的进一步发展。

解决“名医被出诊”，

最应该做的就是加强监

管。对此，相关部门应

加强人力投入，监管人

员切实下到基层，了解

医院是否存在类似现象；

而且还应加大惩罚力度，

让涉事医院付出的代价

比其获得的好处更多，

否则无法起到惩处的作

用。在监管方面，有一

个省时省力的方法，那

便是卫生行政部门可采

取有奖举报的形式开展

监督工作，如将罚款的

30% 奖励给首个实名举

报的人员，激发群众积

极性。

由于多数“被出诊”

医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

维权，故可采取集体诉

讼的方法，多人诉求由

一名律师负责代理。此

外，还可借助全社会的

力量，如近日发起的“名

医被出诊”微签名活动，

倡议公众主动揭发“名

医被出诊”现象，营造

大众舆论。

庄一强：“被出诊”混淆真假多点执业

魏亮瑜：“被出诊”维权有四法

郑雪倩：广告监督机关可进行监管

《侵权责任法》规定：患者或者其

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

范的诊疗，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