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故不等於糾紛
第一，人們一聽到醫患糾紛就將其同

於醫療事故。實際上，醫療事故是指在
診療護理工作中，因醫務人員的診療護
理過失，直接造成病人死亡、殘疾、組
織器官損傷導致功能障礙。而醫患糾紛
通常是指醫患雙方對診療護理結果及其
原因的認定有分歧，當事人提出追究責
任或經濟賠償，必須經過行政或法律的
調解、裁決才可了結的事件。兩者有本
質的區別。

醫院非「保險箱」
第二，病人通常帶有一種「常識」

(Common Sense)，認為病人進醫院等於進
「保險箱」，醫生只許
改善病情，不希望也
不能看到任何病情的
惡化。但是，隨 新
技術、新設備和新療
法導致的醫療糾紛的
增加，人們在享受現
代文明的同時，也增
加受損害的風險。再
高明的醫生也不能包
治百病，因此病人進
醫院不等於進了「保
險箱」，也不應把責任
全 部 歸 咎 於 醫 務 人
員。

索償「獅子開大口」
第三，出現醫患糾紛後，部分當事人提

出不合常理的經濟賠償要求。可以看到，
隨 病人的自我保護和維權意識的增強，
當前一旦出現醫患糾紛，患者就要求巨額
賠償。當他們的索求得不到滿足時，他們
會選擇正規法律之外的途徑，如接受新聞
媒體採訪、去政府信訪、甚至對醫生和醫
院大吵大鬧(編按：意指「醫鬧」行為。本

欄在6月8日刊登的《求治生糾紛　內地

「醫鬧」成風》曾就此作出詳細解說。)要
求賠償。這種不合法律規定的要求非但沒
法得到滿足，而且惡化病人與醫院之間的
關係，給醫務人員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
不利一個完善醫療體系的發展。

近年，中國社會的醫患糾紛呈現出
新的特點，主要包括以下5點：

投訴按年遞升
首先，醫療投訴數量逐年增多，特別

是對醫療技術要求鑑定和傷殘鑑定個案
居多。這一點與大眾傳媒的監督密切相
關。

院方敗訴增多
第二，在眾多醫患糾紛案例中，凡採

取訴訟方法解決的，院方敗訴的個案增
多。同時新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所
採用的「舉證責任倒置」令醫院出現無
法舉證的情況。

賠償逐年加大
第三是醫患糾紛的賠償

數額逐年增大。由於醫患
糾紛的最終結果往往是病人向醫院提出
經濟賠償的要求，只要有對醫院不利的
情況，尤其是舉證不能時，病人和家屬
就大肆喧鬧，要求賠償，數額越多越
好。這個現象給醫務人員增加很大的心
理負擔和工作壓力，不利完善醫療制度
和改善醫院與病人之間的關係。

處理難度更高
第四，糾紛的處理困難增大，特別是

醫療事故的發生原因複雜，而內地的相

關法律法規尚不健全，加上社會各界一
般認為病人是弱勢群體，應當加以特殊
保護，因此處理起來非常困難。

社會影響擴大
最後一點是社會影響增大。當醫療事

故與醫療糾紛因病人要求高額賠償不能
滿足，而反覆向衛生行政部門、司法部
門及相關媒體投訴，加上媒體的報道甚
至有些超越事實的炒作，給醫院的聲譽
造成極大損害。

上期專欄介紹中國當前醫療制度和醫療體系的概況，

針對頻發的各類醫療事故和醫患糾紛；今期專欄將從糾紛

的成因、解決方式和對社會的影響等方面進行闡述，並對其存

在的問題和缺陷提出改善建議。

■胡潔人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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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治生糾紛 內地「醫鬧」成風》，《香港文匯報》，2012-06-08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06/08/ED1206080016.htm

2. 白劍峰：《中國式醫患關係》，紅旗出版社，2011年12月
3. 王才亮：《醫療事故與醫患糾紛處理實務》，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 根據上文，解釋中國醫患糾紛的定義和指出其分類。

2. 舉例分析中國醫患糾紛的特點。

3.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比較訴訟和民事調解的利弊。

4. 承上題，你認為哪個方法較有效解決醫患糾紛？解釋你的答案。

5. 在解決醫患糾紛方法上，內地有何地方值得香港借鑒？試舉2項並加以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醫患糾紛
定義

發生在具合法資

質的醫療機構中，

因一方當事人認為

另一方當事人在提

供醫療服務或履行

法定義務和約定義

務時存在過失，造

成損害後果，但雙

方對所爭議事實互

相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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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一個更完善的醫療制度，防範
糾紛的發生比處理和解決問題更重要，
而這涉及3大方面：醫院、病人及制度
環境。

獎罰分明 業界謹守法規
首先，醫院應加強醫生的醫德和真誠

為病人服務的醫風。糾紛矛盾是相互
的，良好關係也是相互的，若醫務人員
具有高尚為民服務的醫風，一切從病人
的角度出發，這是減少醫療糾紛至關重
要的一環。當然，除衛生部門外，政府
其他部門都需要設立獎懲分明的制度：
獎勵先進和典型模範，也要嚴厲查處違

紀行為，才能提高醫療品質、減少醫療
事故及糾紛發生。而醫務人員本身也要
謹守法律，自己學習如《民法》、《醫療
事故處理條例》和《執業醫師法》等相
關法律知識，增強對侵權損害賠償及自
我保護的意識，從而防止出現醫療失誤
和增加對醫療事故的警覺性和責任感。

合法維權 開天殺價不智
從病人的角度而言，發生醫療事故或

遭遇醫療失誤都是不希望發生的不幸事
件；不過，一旦發生醫療事故，病人應
從一個理性角度去看待它們，並通過合
法途徑尋求最好的解決辦法。因此，當

事人也需要增加自己的法律意識，用適
當的辦法來捍衛自己的權益。對於採取
漫天要價或無理取鬧的方法都是不明智
的行為，因為這樣除加深矛盾，也對解
決問題無濟於事。

完善司法 增政策透明度
另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環境，

這個還需要回到整體的醫療體系上面。
獨立的司法制度、完善的法制環境和透
明的政策運作機制是培育良好制度環境
的關鍵。隨 中國公民權利意識的逐步
增強和醫患糾紛數字的上升，如何快
速、公正、低成本地解決醫患糾紛，建
立和維持良好的醫患關係，不僅是醫方
和患方的共同願望，而且是社會需要關
注和研究的重要課題。

分類
醫療過失糾紛
•醫療事故
•醫療失誤

一般醫療失誤
嚴重醫療失誤

非醫療過失糾紛
•無醫療過失糾紛
•醫療以外原因引

起的糾紛

特點
•投訴按年遞升
•院方敗訴增多
•賠償逐年加大
•處理難度更高
•社會影響擴大

解決方法
•民事調解
•訴訟
•醫院謹守法規，

醫生培養醫德
•病人合法維權
•完善司法制度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作者簡介 胡潔人 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2009年

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糾紛解決研究中心成員，中

國奧斯特羅姆協會(Ostrom Society)會員。發表中英文論文數篇，同時也是香港

作家協會會員。

糾紛化
烏有

■醫療科技的日新月異難免會

令治療風險增加。 資料圖片

何謂醫患糾紛？
醫患糾紛(Medical Dispute)意指發生在醫療衛生、預防保健、醫學美

容等具合法資質的醫療企事業或機構中，因一方(或多方)當事人認為另一方
(或多方)當事人在提供醫療服務或履行法定義務和約定義務時存在過失，造成

實際損害後果，應當承擔違約責任或侵權責任。而當雙方(或多方)當事人對所爭
議事實及處理結果的認識不同、相互爭執、各執己見，就會導致醫患糾紛。
2002年4月14日，國務院頒布《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作為處理醫療事故的法律依

據，醫療糾紛通常可分為醫療過失糾紛和非醫療過失糾紛。

有輕重之分 勿一概而論
醫療過失糾紛包含醫療事故和醫療失誤兩個概念。其中醫療事故是指在醫療護

理過程中，因醫務人員的診療護理過失，直接造成病人死亡、殘廢、組織器官損
傷導致功能障礙。至於醫療失誤是指因醫療單位的過失而給病人造成一般損害後
果的醫療事件。醫療失誤又可根據其後果輕重分為一般醫療失誤和嚴重醫療失
誤。一般醫療失誤是指未給病人造成任何後果；嚴重醫療失誤是指醫護人員的過
失給病人造成不良後果。

非醫療過失糾紛可分為無醫療過失糾紛和醫療以外原因引起的糾紛。無醫療過
失糾紛最常見的是因病人缺乏基本的醫學知識，對正確的醫療處理、疾病的
自然發展和難以避免的併發症以及醫療中的意外事故不理解而引起的，
也可是由於病人的毫無道理的責難而引起的。所謂醫療以外原因引

起的糾紛，有的是由於醫務人員語言不當或病人誤解，有的
是由於病人對醫療結果的期望過高或醫生未向病人

說明嚴重後果，有的是病人不配合診療或不
遵守醫院有關規章制度而造成的。

針對新問題，政
府和法院都需要制
定更多元化的機制
來應對複雜的醫患
糾紛，因為糾紛能
否得到有效解決在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根據糾紛特點而選擇相應的解決方
式。就目前而言，訴訟已經或正在成為各國解決醫療糾紛
的最主要方式；但隨 內地糾紛種類的增加和情況複雜性
的提升，訴訟在醫患糾紛解決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不足也
越趨明顯：醫療糾紛的專門化和日常化的特點令法院實際
上無法承受為數眾多的醫療糾紛所帶來的壓力，由此不可

避免地造成訴訟的拖延和高成本；訴訟中角色不同所引發
的激烈對抗令醫患互不信任，雙方關係遭受嚴重破壞。

免費進行 民工叫好
因此，政府和社會都期待實行訴訟以外的糾紛解決方

式，民事調解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具體來說，內地
已有不少調解組織，如行政機關—衛生局等、民間組織、
或法院附設的訴訟前調解等來對醫患糾紛嘗試解決。前提
是在雙方都願意的情況下，由以上機關作為協力調解者進
行和解，且糾紛的各方在調解後需要簽訂具法律效力的調
解協議書。由於調解是免費進行，所以更受人們特別是外
來民工等弱勢群體的歡迎。

三大理解誤區
這裡要強調說明一下幾個對醫患糾紛的認識誤區：

完善現制 防患未然

訴訟漸失效　調解受歡迎

■民事調解近年

大受民工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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