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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疗损害责任研究》，是卫生部招标科研课题“医疗侵权责任问题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
完成这一科研课题并形成目前的这个研究成果，是我在研究侵权责任法中对医疗损害责任研究的一个
具有总结性的研究成果。
　　我研究医疗损害责任开始于1990年。
那时候，我刚刚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工作，接触了大量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印象特别深
刻。
就此深入下去，已经研究了十几年。
应当说，在以前的研究中，尽管在总的方面是有成果的，基本方向也是正确的，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
，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够正确。
　　促使我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领域的问题，改变很多基本看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客观的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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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应当是一部具有人民性和科学性的法律。
我们要实现这一立法目标，就必须制定出既能够保护好民事权利主体，又能够促进社会不断进步，且
具有严密的逻辑、完善的内容、科学的结构和能够平衡各方利益关系的制度体系。
医疗损害责任是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内容之一，更能够体现人民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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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疗损害责任改革的背景和基本方向　　第一节　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基本状
况　　一、我国30年来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发展过程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医疗损害赔
偿制度在医疗服务福利化的基础上，并没有特别突出地显露出其重要性，相关的纠纷案件不多。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进展，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开始逐渐增多，相应的法律规范
逐渐发展。
　　30年来，我国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限制患者赔偿权利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规制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和法规。
随着这类纠纷的不断增加，为了规范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确定医疗损害责任，国务院于1986年6月29
日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1987年1月1日生效实施。
这个行政法规出台的背景，是实行公费医疗的福利化政策，医疗机构医疗行为的性质是社会福利保障
。
因此，对于医疗机构在医疗活动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采取严格限制政策。
这种限制赔偿政策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限制医疗事故责任构成，明确规定只有构成医疗责
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受害患者一方才可以请求赔偿，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即使存在医疗差错也不承
担赔偿责任，因而受害患者的很多损害无法得到应当得到的救济。
第二，限制赔偿数额，《办法》第18条明确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
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据此，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分别制定了本地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自己的
一次性补偿标准。
例如，《天津市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第19条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由医疗单位、个体
开业医生、乡村医生给予病员或家属一次性经济补偿。
其标准为：一级医疗事故：补偿3000元至4000元。
未满三周岁的婴幼儿为1000元；新生儿为700元。
二级医疗事故：补偿3000元至5000元。
三级医疗事故：补偿2000元至3000元。
未满三周岁的婴幼儿为700元；新生儿为500元。
”尽管那时实行低工资制度，全社会的消费水平普遍较低，但对于造成患者严重损害的，这样低标准
的最高赔偿数额，显然也不能补偿受害患者的实际损害，受到损害的权利无法得到全面救济。
可见，《办法》过于考虑我国医疗服务的福利性质，偏重于对医疗机构的保护，严重限制了受害患者
一方的民事权利，因而受到各界普遍反对，法院的判决不断突破《办法》规定的限制受害患者赔偿权
利的政策底线，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有松动。
但这些做法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限制赔偿这种不利于保护受害患者合法权益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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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疗侵权责任问题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我国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经历了案件案由、法律适用和责
任鉴定三个双轨制的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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