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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医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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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行为的概念

•          狭义的医疗行为即诊疗护理行为：指通过各种
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
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
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

       

•          广义的医疗行为：指在疾病的预防、诊断、治
疗、护理以及对身体的矫治过程中，医务人员以其专业
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对人体产生有益影响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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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的医疗行为包括以下医疗行为：广义的医疗行为包括以下医疗行为：

•   （（11）诊疗目的性医疗行为、临床性医疗行为。）诊疗目的性医疗行为、临床性医疗行为。
即上述狭义的医疗行为。即上述狭义的医疗行为。

•   （（22）非诊疗性行为。仅以美容为目的的整形手）非诊疗性行为。仅以美容为目的的整形手
术、变性手术、非治疗性堕胎手术、人工辅助生术、变性手术、非治疗性堕胎手术、人工辅助生
育、安乐死以及育、安乐死以及实验性医疗行为实验性医疗行为。（使用危险与。（使用危险与
疗效均属未知的新药物或新技术，其目的主要是疗效均属未知的新药物或新技术，其目的主要是
为了医学进步，而诊疗的目的居于次要地位）为了医学进步，而诊疗的目的居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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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行为与医疗行为

         美容行为包括两类——生活美容与医疗美容。医疗
美容行为属于医疗行为。

• 生活美容：包括美容知识咨询与指导、皮肤护理、化妆修
饰、形象设计和美体等服务项目。由内贸行政主管部门按
开业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规范》进行监督管理；

• 医疗美容：是指使用药物以及手术、物理和其他损伤性或
者侵入性手段进行的美容。包括重睑形成术、假体植入术
、药物及手术减肥术等医疗项目。医疗美容服务必须遵循
《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行《医疗美容管
理办法》，在经过卫生行政部门执业登记、领取《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营业，并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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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行为的特征

• （一）医疗行为具有潜在危险性
         英国民事责任和人身赔偿皇家委员会认为：在医生
与其病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几乎是独特的关系，在医疗
方面作出的决定包含有某些风险，有时是灾难的，甚至是
致命性的风险。

    1、医疗器械和设备能力有限造成的潜在风险；

    2、对疾病发生、发展认识局限性造成的风险；

    3、对就医者临床症状表现与疾病本质认识局限性造成的
风险；

   4、医师的认识水平局限性造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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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医疗行为具有试验性
         接诊→推断可能所患疾病→鉴别诊断→初步诊断

→拟订治疗方案→调整治疗方案

         医生往往要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患者病情的发
展采取一般认为是最佳的措施随机应变地处理。

•  （三）医疗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

       论断医疗行为的责任时，不能舍弃医学技术的要求
，而仅就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来判断。 

医疗行为与医患法律关系



• （四）医疗行为具有一定的人身侵害性
•          医疗过程从开始就同时存在着“获益”和“致
害”的双向可能性，作为医者，无论具有多么高超的医术
，都无法绝对保证他所实施的医疗行为只会向“获益”的
方向发展。因此，法律允许这种具有侵袭特征的医疗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法性（可允许危险）。

•         可允许危险判断的标准：

            1、主观上，实施侵袭性医疗行为的主体有无
履行注意义务，即以足够的谨慎和勤勉来保护患者生命健
康；有无确定患者的疾病与健康状况属于这种侵袭性医疗
行为的适应症；有无给予患者充分的说明及采用相应的预
防危险结果发生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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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客观上，实施侵袭性医疗的主体实施前有无认真全面
地检查患者身体，确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防范风险结果出
现的措施；验证实施仪器、设备与药物的性状；实施时是
否严格按照医学规章制度和诊疗操作常规进行，实施过程
中发现与实施前诊断不相符合的医学问题时，在无生命危
险的情况有无及时与患者及家属沟通、说明，获得患者和
或家属许可实施新的变更的医学行为。

• 3、医学上实施侵袭性医疗行为的方法和手段是否成熟、
稳定，得到医学界的认可。对于实验性、研究性的医疗行
为，医学上是严格控制的，必须在经过完整的动物试验研
究基础上，获得专门机构部门的认可，才能实施临床行为
，在试验前，必须向就医者以书面形式忠实、全面地告知
与说明，并获得就医者的理解，签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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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医疗行为具有“公共性”

•       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推行的具有一定福利性的社会
公益事业，医疗机构的宗旨是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
民的健康服务。医疗服务与能源、交通、教育一样，属于
“准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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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医患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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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患法律关系的概念

•        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在调整人们行为过程中
形成的以具体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        医患法律关系，是医方受患者的委托或其他原因
，对患者实施诊断、治疗、护理等医疗行为所形成的权利
义务关系。医患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医疗机构和患者；内容
是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客体是医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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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患法律关系的类型

ü   医疗合同关系

ü   无因管理关系

ü   强制诊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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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合同关系

•          医疗合同关系基于医患双方缔结的合同而产生
。医疗合同是医疗技术服务合同，医方为患者提供医疗服
务，患者为此支付医疗费。医疗合同关系是最基本的医疗
法律关系。

•         医疗合同的成立也经过要约和承诺。医方开业并
标明挂号费以及服务项目的行为应视为要约，而患方挂号
的行为是承诺。

•       医疗合同不同于一般服务合同。第一，医方在特殊
情况下具有强制缔约义务。第二，医方的义务是手段义务
非结果义务。第三，医疗合同的具体内容并非完全建立在
双方意思表示的基础上，而是还要受到医学技术和规范的
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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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合同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 1.一般医疗合同：患者委托医师治疗疾病或伤害而成立的
合同。

• 2.健康检查合同：指以疾病的发现而非诊治为目的而成立
的合同。常见的健康检查包括考试、入学、工作、参加保
险、结婚、观察胎儿发育等进行的检查。

• 3.特殊医疗服务合同：指身体并无疾病或创伤，而因特别
原因与医师成立的合同。如：无痛分娩、美容整形、人工
受精、变性手术、器官移植、妊娠诊断等。

• 4.强制医疗合同：强制医疗具有患者与国家之间的行政法
律关系属性，也具有医患双方之间的医疗合同关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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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因管理关系

•         无因管理：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
人利益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
。

•        构成要件:    1.为他人管理事务；  2.为他人谋
利益的意思； 3.没有法定的约定义务

•       管理人义务： 1.适当管理； 2.通知；3.报告、计
算

•       管理人权利： 1.请求本人支付必要费用及其利息
； 2.请求本人清偿管理人因此负担的必要债务； 3.请求
本人负责补偿偿因管理事务而遭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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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无因管理关系，一般是在患者处于昏迷，难
以行使同意权的情况下成立。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种情形
：

•  ①医务人员在医院外，发现患者加以治疗；

•  ②对自杀未遂而不愿就医者，予以救治；

•  ③无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医院针对无行为能力的“
非急危”患者进行的诊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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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制诊疗关系

•          国家基于医疗的特殊性和对国民生命和身体健
康的维护，在法律上赋予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以强制诊疗
和患者的强制受诊义务。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
施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了强制医
疗的法定情形。

•          强制诊疗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卫生行政法律关系
，它往往表现为非契约性，治疗行为的实施不需要患者的
同意或委托，指定医院收治病人和管理病人的权力在于医
疗卫生和其他相关行政部门，医务人员仅为国家使用人。
医疗机构不能向患者收取费用，因强制治疗所支出的费用
由国家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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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缔约义务

•         强制缔约义务：指法律对于某些特殊的行业，强
制其在相对人为利用其行业服务而发生要约时，有作出承
诺而缔结合同的义务。

•        医疗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患者就诊。拒绝理
由：

• 1、无住院设施或病床床位已满可以拒绝要求住院的患者。

• 2、因门诊患者已超过所能接受的能力可以拒绝新的患者。                                                                

• 3、因为无相应的医疗设施可以拒绝要求提供特定医疗服务
项目的患者。

• 注意：举证、证明告之、转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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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患法律关系的性质

• （一）几种主要观点：
• 公益与行政法律关系说
• 消费法律关系说
• 民事法律关系说
• 独立于民法和行政法的医事法律关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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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X1与夫X2因生育障碍到Y医院就医,2002年9月9日,两X

与Y医院签订了“试管婴儿辅助生育治疗协议和须知”。人工辅
助生育存在多种治疗技术,IVF(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和
ICSI(单精子卵腔内注射技术)都是人工辅助生育的技术手段,“
协议和须知”中没有明确约定Y医院将采取哪一种技术为两X进
行治疗。不过虽然双方没有书面约定采取何种技术进行治疗,但
是综合分析相关证据可以推定,原、被告之间已经就采取ICSI技
术达成合意。9月25日,X1向人民医院交纳了检查费,同日Y医院
对X1进行了采卵手术并采集了X2的精子。医务人员在观察了X2

的精子后,认为适宜按照IVF技术进行治疗,遂按照IVF技术操作,

但是最终治疗未获成功。另查明,两原告向Y医院支付检查费、
医药费等共计人民币6072元,为促进排卵,两原告在院外购买药
品支出人民币5362.05元,两项合计11434.05元。原告请求按照
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民法通则的规定,判令Y医院双倍
赔偿医药费2.5万元、误工费1392 元、精神抚慰金1万元,并公
开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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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 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
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49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          原告主张本案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侧重于通过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保护消费
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应享有的权益。该法中
所指的服务,是经营者为获取经济利益而提供的商业性服
务。Y医院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不属于经营者,Y医院
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而不是商业服务,

故本案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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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财政部、国
家计委《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的界定,非
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按机构整体划分。划分的主要依据是
医疗机构的经营目的、服务任务,以及所执行的财政、税收、
价格政策和财务会计制度的不同。

•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指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和
运营的医疗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入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
本,实际运营中的收支结余只能用于自身的发展,如改善医疗条
件、引进技术、开展新的医疗服务项目等。营利性医疗机构是
指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的医疗机构。政府
不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享受同
级政府给予的财政补助,其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享受政府财
政补助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执行政府规定的医疗服务指导价
格,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
放开,                 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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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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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方的义务与权利

二、患方的权利与义务

三、患方的知情同意权与医方的告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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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方的权利义务体系

• （一）医方的权利
• 1、诊疗权。包括疾病调查权、自主诊断权、医学处方权
。诊疗权还包括一种特殊形态——强制诊疗权。

• 2、医疗费用支付请求权

• 3、对患方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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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医方的义务
         医方的义务是正确地诊断患者的疾病，并对其实
行尽可能妥当的医疗救治行为。医方的合同义务体系包括
三类：

• 1、主给付义务。指合同关系固有的、必备的，并用以决
定合同类型的义务。表现为医师的治疗护理义务。包括诊
断、治疗、麻醉、手术、输血等具体治疗过程。

• 2、从给付义务。为确保债权人利益最大程度的实现，辅
助实现主给付义务功能的义务。一般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产
生。包括转诊义务、制作并保存病历的义务。

• 3、附随义务。合同履行过程中，依据合同性质、目的和
交易习惯而应当履行的给付义务以外通知、协助、保密义
务。包括：告知义务、保密义务、安全保护义务、疗养指
导义务、协助义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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