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线媛媛
美编：张雨萌
电话：010-58302828-6853
E-mail:xian_yuanyuan@126.com

11医事法律
MEDICAL LAW

2016年6月2日

北京市华卫
律师事务所

协 

办

                         

主       编：邓利强

副 主 编：刘    凯

本期轮值主编：郑雪倩

编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柏燕军 陈   伟    陈志华

樊    荣 何颂跃   侯小兵

胡晓翔 江   涛   李惠娟

刘    鑫  刘   宇   聂    学

仇永贵 宋晓佩   施祖东

童云洪 唐泽光  王爱民

王良钢 魏亮瑜   王    岳

徐立伟   许学敏  徐智慧 

余怀生 杨学友  周德海 

郑雪倩  张    铮

专栏编委会

近日，第一届中欧卫生法国际研讨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此次会议是中欧卫生法学界的第一次高层对话。

欧盟驻华代表、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以及来自法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卫生法研究者与中国卫

生法学者，共同就“患者的权利与基本医疗卫生法的起草”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报特别邀请了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胡晓翔、华卫律师事务所郑雪倩分享他们在此次会议上的演讲内容。

医患尊严的卫生母法呼唤
▲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  胡晓翔

英法患者权利义务单行法的启示
 患者权利与义务法律体系的构建建议
 ▲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郑雪倩

我国法制建设逐步

完善，患者维护自身权

益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

法 律 界 普 遍 认 为，

医患之间是医疗服务合

同关系。契约作为合同

的渊源，其核心精神即

为契约双方权利义务，

因此确有必要对医疗服

务合同中的医患双方权

利义务进行深入研究。

我国法律法规将医

师权利义务规定于《执

业医师法》中，第 21 条

规定了 7 项权利，第 22

条规定了 5 项义务。

美 国、 英 国 等 国 家

都专门制定了患者权利

义务的单行法。但我国

缺乏对患者权利义务的

明确法律规定。

患者权利义务四大
问题亟待解决

★患者权利义务分

布在不同法律法规中，不

具有系统性，难以查找； 

★相关法律法规中

没有独立成章，而是采

用约束医师的行为来反

推患者的权利，使得患

者权利义务具有附属化

倾向，容易让人忽略，

难以体现其重要地位；

★患者权利规定不

明确，实践中容易产生

歧义； 

★患者义务规定不

明确，医师权利无患者

义务对应，实现缺乏保

障，如医嘱要求出院，

患者坚决不出院等。 

为了推进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构建和谐医

患关系，确有必要构建

患者权利义务体系，在

基本医疗卫生法中对患

者权利、义务进行概括

性规定；将来制定医疗

法中，应对患者权利、

义务进行详细规定。

患者应享有的七大
权利

★生命健康权  在医

疗行为中，患者的生命

健康权应当区别于日常

生活中的生命健康权，

此处的权利应指在治疗

疾病过程中，医师不得

因过错的诊疗行为伤害

患者。

★就医权  公民可享

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

服务；其次，公民有维

护自身健康的责任，例

如购买私人保险，享受

超出基本医疗范围的服

务；公民还可以享受社

会举办的医疗机构提供

的医疗服务。

★知情同意权  法律

规定医师应当在诊疗中

向患者充分说明，患者

在了解信息的情况下，

选择治疗方案。 

★身体处置权  患者

享有对自己身体的处置

权，能够决定在其去世

后是否捐献器官和遗体，

救治其他患者。

★隐私权  患者隐私

多于一般公民的隐私，需

要医师在诊疗过程中对

患者的就诊治疗、病情、

病历等信息进行保密。

★请求纠纷解决的

权 利  患 者 享 有 通 过 调

解、仲裁、诉讼等方式

依法解决纠纷的权利。

★请求承担责任的

权利  《侵权责任法》规

定患者享有获得赔偿的

权利，患者还应享有获

得赔礼道歉的权利，但

医师道歉不能作为证明

医师有过错的法庭证据。

患者应履行的五大
义务

★配合医师治疗的

义 务  患 者 如 实 陈 述 病

情，积极配合医师治疗，

才能有利于疾病的治疗

和康复。    

★遵守医师医嘱的

义务  医嘱作为医师诊疗

权实现的保障，患者应

当据此按时服药、缴费、

出院，保证医师诊疗权

实现的同时，维护其他

患者的合法权益。

★支付医疗费用的

义务  患者只有在主动缴

纳医疗费用后，方可进

行医保报销。因此，患

者应当及时缴纳医疗费

用，保障医院的正常运

营，保护其他患者的合

法就诊权利。

★特定传染病患者

配合相关部门的义务  传

染病患者的个人自由应

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持协

调。涉及公共利益时，

患者个人权利应当让渡。

★遵守医疗秩序的

义务  《刑法修正案九》

第 290 条以及五部委《关

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

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

意见》都明确提出要严

厉处置医闹行为。患者

应当依法维护医疗秩序，

保障医师及其他患者的

生命健康权。

明确医患双方权利

义务，有利于医患双方在

法律的规范下开展医疗

活动，逐步实现医师依法

执业，患者依法就诊的和

谐局面。我们共同期望法

律法规能够尽快制定，促

进医患和谐，社会稳定！

姓名权、肖像权被侵犯

据《民法通则》规定，

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

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

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

假冒。同时，公民还享有肖

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

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其肖像。

广州曙光医学美容医院

盗用李利等教授的姓名，且未

经其本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

使用其肖像，已经侵犯了李利

等教授的姓名权和肖像权。

维权途径

被侵权的医师可以姓名

权、肖像权被侵犯为由，向

发布其照片和出诊信息的美

容、整形医院发函，要求其

停止侵权行为；

以该医疗机构违反《医

疗广告管理办法》的禁止性

规定为由，向当地卫生行政

部门进行举报；

依据《民法通则》规定，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

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有

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

要求赔偿损失，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

诉讼证据收集

被侵权医师若进行民事

诉讼，要做好如下取证工作：

到公证处将发布其照片

及出诊信息的网页、广告彩

页等宣传资料进行公证。

将与该美容、整形医院

的咨询记录，沟通过程进行

录音、录像并予以保存。

尽可能更多的获悉广告

制作商、广告发布者 , 产品

经销商等信息 , 以作为该侵

权案件的适格被告。

如被侵权的医师认为该

违法广告已对其名誉造成损

害，也可收集侵权网页、图

片被点击转发的数据；造成

自己社会评价降低的证人证

言；以及因发布医师照片和

出诊信息获得利益的相关机

构材料，一并交由法院。

（上接第 1 版）

健康权保障
缺乏规制性母法

谈到卫生保障法律

体系，我们印象深刻的

是《 侵 权 责 任 法》， 还

有《献血法》等多部“卫

生”法律。

公民的社会权利以

及国家的责任，除已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

《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外，只在

《 宪 法 》 里 比 较 简 洁

的表述。在司法化的层

面，民生保障领域具化

立 法 不 足， 尤 其 是 健

康 权 保 障 方 面， 迄 今

并无一部规制性母法用

于明确各级政府、各个

部门和公民的义务与权

利和用于司法救济。而

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

公民的义务与权利的不

明确，使得新的《行政

诉 讼 法 》 第 12 条 确 立

的行政给付诉讼制度是

无源之水，无法实质启

动。因此，我国亟待出

台规制各级政府、各个

部门和公民的健康义务

与权利，和用于健康权

司法救济的基本医疗卫

生母法。

  

“医患关系的法律

属性”问题是国家基本

医疗卫生保障法立法的

最基础课题。迄今学界

共识为“医患关系就是

且 只 能 是 民 事 法 律 关

系 ”！ 笔 者 于 20 世 纪

90 年代初期提出“国家

主体医疗卫生事业中法

定业务领域的医患关系

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

是行政法律关系”的观

点。孙淑云在《中国基

本医疗保险立法研究》

专著，刘鑫、连宪杰在

《论基本医疗卫生法的

立法定位及其主要内容》

一文里也都注意到这个

问题，并有与笔者类似

的表述。

笔 者 建 议，《 基 本

医疗卫生法》宜明确：“政

府举办的以提供基本保

障性医疗卫生服务为主

要职能的各级各类非营

利性医疗卫生机构，其

法定业务领域形成的医

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

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

其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国

家赔偿法律。”

民事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 √

医患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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