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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医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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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29日

《草案》第三十四条

第三款明确规定“专家库

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

府卫生和计划生育主管部

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共同设

立。专家库应当包含医学、

法学、法医学等领域的专

家。”

七大亮点解读 医疗纠纷与处理条例
▲  北京积水潭医院   陈伟  赵双

 解读：《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将“正确处理医疗

事故”作为本条例的立法精

神，但并没有考虑到有效的

风险预防处理医疗纠纷的重

要性，而在英国、德国等一

些发达国家，风险预防来应

对医疗风险方面做法比较成

熟。为此，本次改变了

立法观念，具有先见性、

预防性、可行性特点，

在规范医务人员行为的

同时，进一步维护了患

者的合法权益。为《草

案》制定具体制度奠定

了坚实基础。

解读：目前，医患关

系日趋紧张，构成医患矛

盾原因不只是医患两者之

间，因此《草案》从多方

面入手，规范各部门职责，

强调多部门共同协作，使

解决医疗纠纷更有序、公

平、高效。同时网络、自

媒体、电视电台等多媒体

传播兴起，出现了部分媒

体对公共舆论负面引导的

案例，严重干扰了医患关

系的和谐发展。因此，这

一规定规范了新闻媒体的

报道行为，尽量减少或避

免医患关系不实报道的出

现，正确引导医患关系朝

着阳光、和谐的方向发展。

 解读：这一条例修

改，对于病历复印，做出

了大胆的突破性规定。病

历记录了患者就诊全真实

过程，也可作为患者医保

报销、商业保险报销或者

解决其他问题的证据。患

者有权了解自己的病情。

尽管 2010 年《侵权责任

法》中对患者复印病历资

料的范围规定不限于《医

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条

规定内容，但是依然对主

观病历、客观病历进行了

区分。例如病程记录、会

诊意见等一些病历资料，

在死亡病历讨论、疑难病

例讨论等涉及到医生之间

对病情交流、讨论并发表

个人意见的资料。《草案》

修改，病历不再区分主客

观，充分体现了立法机关

对患者知情权的扩大，进

一步加强保护了患者合法

权益。在此之前不允许患

者复印或复制。

 解读：公安机关是

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重要

力量，在处置医疗纠纷

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由于社会对弱者的同

情以及信访机制的存在，

公安机关处置医疗纠纷

过程中处于两难境界，

很难为维护医患双方合

法权益发挥真正作用。

此《草案》修改，明确

了公安机关在医疗纠纷

中的角色定位，使其权

责分明，对配合医疗机

构化解医患矛盾提供了

坚强有力的支撑。

《草案》第二款与《侵

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相

衔接，说明了“因抢救生

命垂危患者等紧急情况，

不 能 取 得 患 者 或 者 其 近

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

负 责 人 或 者 授 权 的 负 责

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

应 的 医 疗 措 施 ”。 在 第

十二条第一款增加了“需

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

特 殊 治 疗 的， 医 务 人 员

应 当 及 时 向 患 者 说 明 医

疗 风 险、 替 代 治 疗 方 案

等 情 况， 并 取 得 其 书 面

同意”。

《草案》第三十一、

三十二条具体规定了医疗

纠纷人民调解的申请以及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的设立，告知申请方式、

医调委工作流程以及医调

委的设立区域、组成人员

资质等内容。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向北京市政府

办公厅发出了《医疗纠纷与处理条例

（草案）》（第二次书面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草案》）。《草案》不仅

修订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与《侵

权责任法》相冲突的部分，而且在立法

精神、医疗纠纷民事责任解决途径、客

观病历复印制度等多方面都进行了修

改和完善，本文将从多角度对《草案》

进行亮点解读。

               纠纷预防能力

明确政府领导与协调职责

             多部门履职

部门职责明确 宣传有了规范

                病历复印

从部分复印到全部复印

             公安职责

明确公安职责及时出手

                医调委作用

医调委独立处理每起纠纷

          五      知情同意范围

生命垂危 医方批准即可施救

              医疗损害鉴定

明确医疗及相应专业机构鉴定

《草案》第一条明确

提出“为了预防和处理医

疗纠纷，保护患者和医疗

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

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

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

学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草案》第五条规定政

府对于医疗纠纷预防的领导

和协调职责，并在第二

章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

员的医疗纠纷预防规范

上给予了具有的规定，

包括要求医务人员严格

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

法规、规章和诊疗护理

相关规范以及对其进行

此方面的培训教育等。

《草案》第六条明确

规定了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司法行政部门、公

安机关、财政、民政、保

险监督管理等部门和机构

在 医 疗 纠 纷 预 防 与 处 理

工作中的相关职责，卫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负 责

指导、监督；司法行政部

门指导司法调解的进行；

公 安 机 关 在 面 对 医 疗 纠

纷情况时做好维护治安、

惩 戒 侵 害 患 者 和 医 务 人

员 合 法 权 益 的 违 法 犯 罪

行为等等。

《草案》第八条对新

闻媒体的宣传报道进行了规

范，要求其加强医疗卫生法

律、法规和医疗卫生常识的

宣传，引导公众理性对待医

疗风险。报道医疗纠纷时，

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恪守职业道德，做到真

实、客观、公正。

《草案》第十五条

以列举的方式提出患者

可以复印或者复制全部

病历资料，更改了以往

只能复印、复制客观病

历的规定。

《草案》第六条明

确公安机关在医疗纠纷预

防与处理过程中的职责的

基础上，第二十九条具体

规定公安机关对扰乱医疗

机构正常秩序的行为，应

当及时采取的措施，包括

对过激行为的迅速制止、

开展教育疏导、及时依法

处置现场发生的违法犯罪

行为以及对不听劝阻的及

时采取强制措施等。

解读：面对医患关系持

续紧张，“伤医”事件偶

尔发生情况下，各地的医

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以下

称“医调委”）应运而生。

但对医调委工作缺乏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很难放

开手脚解决医疗纠纷。 《草

案》明确医调委在医疗纠

纷处理中的定位及职能，

并强调充分发挥其作为第

三方机构的调解作用。以北

京市医调委为例，2011 至

2015 年底，共受理医疗纠

纷 8115 件，调解结案 7543

件，调解成功率 90% 以上。

解读：医疗损害责任

鉴定是明确医疗行为是否

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大

小的关键程序，保证医疗纠

纷公开公正公平的解决。以

往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 法

医由于缺乏临床经验，判断

会有偏颇；患方则更强调司

法鉴定的公信力。

专家库的设立以及医

疗损害鉴定的规范，增加

鉴定结论的专业性和公正

性保障，更好的维护医患

双方合法权益。

当然，《草案》中尚

有一些存在争议的地方，

目前广泛征求意见的目的

是为更好地了解当前医疗

纠纷现状，根据医疗纠纷

的现实情况作出必要适应

性调整，进一步保障医患

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医患

关系和谐发展，提高医疗

卫生事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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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对知情同意制

度进行了细致的规定，扩

大了患者知情同意的范围，

使患者的知情权得到了保

障，当患者充分了解医疗

风险后，医疗纠纷的发生

会大大减少，有效预防了

医患矛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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