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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视角证据规则下医院赔偿三要件
▲ 北京国振律师事务所  王冰

病历是医疗纠纷责任

判定的载体，其鉴定程序

受到医师们的广泛关注。    

瑕疵病历在一审中一般要

经过三个阶段。

首 先 是 证 据 质 证 阶

段，也称为前鉴定阶段。

这个阶段是立案后原告、

被告第一次碰面，原告对

被告病历“挑刺”，证明

被告所书写的病历存在缺

陷。即使被告承认缺陷病

历存在，但其是否具有证

据效力需要鉴定解决。即

便缺陷存在且可直接推定

为过错，但医疗行为与损

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仍然

需要鉴定。    

在质证阶段，法庭只

是进行相关记录，并不会

对病历的证据效力发表

看法。 

其 次 是 进 入 鉴 定 程

序。在此阶段，患方与医

方鉴定与反鉴定的战场就

转移到鉴定机构。结局往

往是多样化的，进入实质

鉴定程序、不予受理、中

止或者终止、退案等等。

鉴 定 结 果 也 是 多 样

的，有鉴定意见书且有明

确鉴定意见；有鉴定意见

书但无明确鉴定意见等。

再 次， 鉴 定 质 证 阶

段，也就是后鉴定阶段。

在这个阶段如果鉴定对

原告有利，原告也就不再

继续“挑刺”，如果对原

告不利，原告可能会继续

纠缠。笔者从收集的判决

书 来 看， 有 些 原 告 仍 会

抓住病历问题穷追猛打。

虽然大部分无效果，但也

非完全没有作用。某些时

候，法官会对鉴定意见予

以矫正，责任认定会出现

些许变化，对于没有明确

鉴定意见的，可能会以用

缺陷病历认定医疗机构

妨碍举证而判决赔偿。对

鉴定不能的，如果鉴定机

构认为病历缺陷影响鉴

定进行或者认定不具真

实性与完整性的，则一般

会判医疗机构承担责任；

如果鉴定机构认为是原

告不愿意鉴定或者不配

合鉴定，一般会判原告举

证不能而驳回诉讼请求。

如果原告以病历存在

缺陷而反对鉴定，但未能

如愿的话，反鉴定的“斗

争”自然就延伸到二审诉

讼程序。

您 好， 请 问

法律对从事与计

划生育有关的临床服务

人员有哪些要求？

按照我国《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

管理条例》规定，从事

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临床

服务人员，应当按照《执

业医师法》和国家有关规

定，分别取得执业医师、

执业助理医师、乡村医师

或者护士的资格，并在本

条例设立的机构中执业。

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

构执业的职业医师和执

业助理医师应当按照《执

业医师法》的规定向所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计生

部门）申请注册。

 本报编辑部

证 据 作 为 法 官

判决的依据，在案件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在医疗纠纷案件

日益高发的当下，作

为医生，不仅要学习

相应的证据规则，更

要学会如何做好维权

工作。

《民诉法证据规则》

第四条第 8 款规定：因医

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

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

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

关系及医疗过错承担举证

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

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

原告的主张成立。这就是

我们通常所说的“举证责

任倒置”。

所 谓“ 举 证 责 任 倒

置”是指，将通常情形下

本 应 由 提 出 主 张 的 当 事

人（ 一 般 是 原 告） 就 某

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

而由他方当事人（一般是

被 告） 就 某 种 事 实 存 在

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如 果 该 方 当 事 人 不 能 就

此 举 证 证 明， 则 推 定 原

告的主张成立。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

该 法 律 规 定 适 用 于 患 者

提 起 医 疗 事 故 诉 讼 的 法

律程序。实践中，患者与

医 院 发 生 纠 纷 既 可 以 以

医疗事故为由提起诉讼，

也 可 以 以 一 般 民 事 侵 权

为 由 提 起 诉 讼。 如 果 患

者 仅 以 医 疗 人 身 伤 害 为

由 提 起 诉 讼 的， 则 不 适

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而适用“谁主张谁举证”

的一般民诉规则。在这样

的诉讼中，医疗机构应当

分清诉讼请求，利用诉讼

规则，主张自己的权利，

积 极 要 求 对 方 承 担 举 证

责任。

如果三个构成要件

中，缺失任何一个环节，

都不构成民事赔偿责任的

法律要件，医院不需承担

赔偿责任。

首 先， 治 疗 过 程 中

不存在医疗过错，是指当

值医生诊断明确、处理

规范、手术操作符合正

规操作流程，不存在误

诊、误治等情形。如无

打错针、用错药、开错

刀、遗漏医疗器械等行

为。如患者在住院期间

擅自食用不卫生的食品，

引起腹泻等；又如患者

术后不遵医嘱，擅自下

床剧烈运动，造成身体

伤害，与医疗行为无关，

不存在医疗过错。

其 次， 因 果 关 系 是

指引起患者不良后果的

必然原因而非诱因。如

晚期癌症患者虽经过医

生精心治疗依然死亡，

该死亡结果是由于患者

自身癌细胞转移扩散、

器官功能衰竭的必然结

果，与医院的治疗行为

无关。如果在抢救过程

中由于行插管、穿刺等

治疗措施导致患者死亡

的，患者的死亡仍然是

自身疾病发展的必然结

果，医师的合理操作只

可以作为一个诱发因素，

操作行为本身并不必然

导致患者的死亡，因此

该种因果关系不是直接

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而

只可以作为患者死亡的

一个原因。

在 诉 讼 实 践 中， 我

们常常看到，院方为“息

诉宁人”主动做出让步，

但又害怕对方在调解后，

变本加厉，得寸进尺。

希望做出让步，又不敢

做出让步，左右为难，

不知所措。

《民诉法证据规则》

第 67 条规定：在诉讼中，

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

或者和解的目的做出妥

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

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

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

证据。

在 诉 讼 过 程 中， 院

方代理人为达成调解协

议或者和解的目的做出

让步，往往更有利于问

题的解决，在该调解过

程中代理人可以更为从

容、弹性的调整争议事

项，不必顾及做出让步

以后成为对方当事人不

合理要求的把柄。因为

根据规定，如果调解不

成，双方重新进入诉讼

程序，患方不可以主张

院方在调解阶段所做的

“承诺和承认”。

同时，要注意的是，

该证据规则适用于在诉

讼的程序中，医患双方

在庭外、私下达成的协

议，承认的事实，并不

是为调解、和解目的的，

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

常常看到一盘录音证据

改变一个案件判决结果

的情景，那么私下自己制

作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

效力呢？

《民诉法证据规则》

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

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

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该条法律是以非列

举式方法规定法律禁止

性的行为，其缺点是不

够具体化，并未明确列

举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的行为方式。

医方举证适用于医疗事故诉讼

承担赔偿需具备三点 调解承诺
不会成为患方把柄

秘密取证要小心谨慎

瑕疵病历三阶段
▲ 上海康正律师事务所    徐江  

恪守职业道德   维护医师权益

法律援助  热线问答 010-58302980

问

答

医院必须在诊断过程中存在医

疗过错

该医疗过错导致了患者的损害

后果

该损害后果与医院的医疗过错

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医院赔偿三要件

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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