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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医疗制度的复杂化，发生错误的机会也在增加。
要解决的话，需要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购买人（保险人）、医疗消费者、法律家、决策者
等等的共同努力。
　　——摘自《人都会犯错》　　（To Error is Human Being）①　　“医疗纠纷是全世界的问题”②
。
医疗关乎民众的生命与健康，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解除痛苦、延长生命为追求目标；法律关注整
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秩序，以确立权利、保障自由、定分止争、维持秩序为主要目的。
医疗与法律，分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皆是具有高度专业性的领域。
如何使医疗和法律有机结合，将医疗更有效地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让法律更好地规范和促进医疗，
实乃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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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疗刑法的核心在于，就医疗过程中的行为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的介入和影响，进行刑法上的恰
当评价。
全书分为导论、本论和余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阐述了本书研究的实在基础，它以医疗行为的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和谦抑性为理论前提，
整理了关于医疗问题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状况。
第二部分本论剖析了本书研究的本体内容，它探讨了医疗犯罪的成立、医疗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医疗犯
罪的刑事责任分配与刑罚配置。
第三部分余论展望了医疗刑法这一研究课题的未来趋势，指出刑法应当积极介入尖端医疗的各个领域
，此乃医疗刑法发展的基本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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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医疗的界定　　我国的医疗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医疗”的概念。
医学上通常认为，医疗活动是旨在保护和加强人体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实践活动。
①这是一种传统的界定，它将医疗活动局限于以治疗为目的的范围。
有刑法学者在研究正当行为时，将医疗行为界定为：“医务工作者出于正当目的，经就诊人或其监护
人、亲属、关系人同意，对其进行身体健康检查、疾病治疗或进行计划生育手术的行为”②。
该定义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全面列举医疗行为的具体形式，未将卫生防疫、医学美容等医疗行
为包括在内。
还有学者认为，医疗行为是指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护理和对身体之矫正、助产、堕胎等以医
学知识和医学技术为行为的准则，直接作用于人体，导致人体的行为和／或功能发生一定变化或回复
的医学行为的总称。
③　　日本学者大谷实分别从医学和行政的角度，对医疗行为进行了分类。
医学上的“医疗行为”应当具备“医学的适应性”和“医疗技术的正当性”两个要素。
所谓“医学的适应性”，是指医疗技术具有被允许的性质，即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在专业上得到了承认
。
在此意义上，传统的医疗形态包括了治疗、减轻、预防疾病，矫正畸形，助产和医学上的堕胎，以诊
疗为目的的医学实验，以及以促进医疗技术进步为目的的医疗实验；所谓“医疗技术的正当性”，是
指医疗行为在医学上是正确的，按照获得承认的医疗技术的标准来实施。
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医疗行为时，需要考虑以上两个要素，对医疗行为的有效性和有害性进行利
益衡量，当有效性超过有害性、具有客观治愈效果时，医疗行为就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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