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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策會董事長序

醫療行為是為了精準診斷病情，並以符合時代的治療來

矯正或預防人體因為疾病而產生的傷害與殘缺，然而，醫療

卻仍有其限制、風險、不確定性及複雜度，難免會發生不符

預期的結果，甚至產生醫療爭議或訴訟。

為維護病人安全及預防醫事糾紛，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

醫療品質策進會（簡稱醫策會）歷年來積極推動病人安全、

醫病共享決策、醫事糾紛預防處理等相關工作，並曾出版

《醫療紛爭資源處理手冊》，希望促進醫病溝通及共識、避

免病人受到醫療異常事件傷害。萬一遇到醫療爭議時，醫病

雙方亦可透過醫療機構內、衛生局或司法機關相關機制，降

低醫療爭議進入訴訟的機率。

近年醫事糾紛案件雖已逐年降低，惟仍難以完全杜絕，

期望本書能協助司法機關瞭解如何提供鑑定所需資料及相關

注意事項，以優化補件往返程序，減輕訴訟雙方當事人等待

審理期間之身心煎熬及經濟負擔。

醫策會董事長

林啟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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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校閱序

民國80年代初始，即奉法務部指派與衛生福利部（前身

為行政院衛生署）共同規劃辦理婦女性侵害採證、蒐證系列

課程及宣導，為司法人員開啟醫療之窗，自此與醫界及醫療

法結下不解之緣分。陸續擔任醫策會監察人及台灣婦產科醫

學會、台灣老人急重症醫學會、台灣長照醫學會、中華民國

美容醫學醫學會之顧問職務，亦多次參與醫療法之修法，迄

今已30年有餘。深知醫事人員一輩子都在助人，面對醫療

訴訟時卻無人可資信賴，這種無助又無奈的心情，引發我亟

欲突破困境的決心。

醫療具有專業性、不確定性及急迫性，遇醫事糾紛往往

纏訟數年，醫事人員於期間寢食難安、精神壓力之大，令人

難以承受；院檢主要職責為摘奸發伏、處理犯罪案件，若無

醫療專業背景，僅能依靠醫審會之鑑定報告據以論斷，而難

以消化的醫事糾紛案件亦造成院檢之困擾；如遇不理性之病

人或家屬，利用黑白兩道、民代、媒體介入之事時有所聞，

造成醫、病、法惡性循環的窘境，但最終經刑事定罪之案件

卻寥寥無幾。國家耗費巨大醫療、司法資源，卻換得無實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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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頗值吾人省思。

為了走出困境，須由疏減訟源、縮短訴訟著手，我曾協

助衛福部推動生育事故補償計畫試行及制定生產事故救濟條

例，該條例施行後，大幅減少懷孕生產相關訴訟案件；其後

擴大範圍至手術及麻醉事故補償試辦計畫，作為醫療事故補

償制度之先驅計畫，使醫病關係趨於和諧。另一方面，醫策

會積極推動「加速醫事鑑定時程」，讓醫事鑑定平均日數從

80天降至50天，亦頗有成效，惟仍有精進之處。此次為強

化醫事鑑定，加強司法精準蒐證的能力，使司法人員蒐證更

形完整，避免延宕鑑定時間或作出未盡正確之結果，期能建

立優良的醫事鑑定制度。

為使醫事人員瞭解實際遭遇醫事糾紛時如何尋求協助，

醫策會於108年出版《醫療紛爭處理資源手冊》，廣受醫界

好評；故今再接再厲，針對醫事人員、司法人員處理醫事鑑

定所遇問題，提出精要分析及建議。特別感謝醫策會林啓禎

董事長及王拔群執行長的推動，許惠淑副執行長、李素華主

任、吳碧娟專案管理師從旁協助，法學泰斗甘添貴教授奉獻

寶貴的知識及經驗，臺灣高等法院廖建瑜法官、長庚紀念醫

院林萍章教授、花蓮慈濟醫院陳星助主任秘書、臺灣高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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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署林秀敏檢察官、三軍總醫院王志嘉醫師、衛生福利部呂

念慈簡任技正、臺大醫院陳怡安醫師、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黃彥琿主任檢察官無私分享其專業及經驗，終能集眾人之

力，共同完成本手冊。螢火之光，照亮前路，盼就維護病人

自主權利、提高醫療專業與尊嚴、降低醫事糾紛、使醫事鑑

定快速正確提供重要解方，是本手冊之宗旨。

臺灣高等檢察署主任

朱兆民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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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歷經數十年的爭論，在

衛生福利部與醫、病、法三方共同努力奔走之下，立法院終

於在111年5月三讀通過，總統府於同年6月令公布。此法主

要是以「說明、溝通及關懷」、「醫療爭議調解」與「醫療

事故預防」之方向進行，通過後預期是醫、病、法三方邁向

嶄新合作模式的重要里程碑。

在過去醫事糾紛鑑定，司法機關針對醫療專業部分會委

託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醫審會）或其他醫療機構協

助鑑定，惟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時，常因案件爭議點不明確或事

證不足，往返補正相關資料而影響案件處理時程或再次鑑定。

因此，醫策會邀請醫療、司法及病歷等領域之專家共同

撰寫本書，以期協助醫、法雙方均能瞭解彼此進行醫事鑑定

作業的程序及資料的準備，避免雙方因作業程序、資料準備或

爭議點詢問方向錯誤，以致增加補正卷證及公文往返時程。

期待藉由醫、法雙方不斷的合作，持續提升醫事鑑定作

業之品質及縮短作業時程，協助醫、病雙方儘速釐清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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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處理醫事糾紛鑑定案件，以解決目前醫療糾紛耗時曠日

之現況。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執行長

王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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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策會董事長序／林啓禎

總校閱序／朱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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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言
朱兆民／臺灣高等檢察署主任

醫療是「健康所繫，性命相託」的神聖使命，臺灣在醫

事人員長期的無私犧牲奉獻下，創造了全球矚目的醫療環境

及品質。惟近年來醫事糾紛頻傳，「醫師在法院上班，律師

到醫院上班」，成為殘酷的笑話；德諺稱：「醫師開刀時，

一隻腳踩在手術房中，另一隻腳則踏在監牢中」，更是令人

聞之色變。

歷年來，衛生福利部（以下稱衛福部）及財團法人醫院

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下稱醫策會）均將降低醫事糾

紛、簡化醫事糾紛程序列為重大之施政目標之一，但醫師往

往未具備法律專業，執法者又無醫療背景，皆需仰賴醫審會

作出醫事鑑定，此鑑定成為院檢論斷責任歸屬的重要依據。

然醫、病、法三方未能實際瞭解鑑定的程序及內涵，導致醫

事鑑定之公正性、客觀性及時效性受到質疑。

醫事鑑定單依衛福部、醫策會力量有限，本次結合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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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事鑑定實務參考手冊

界、法律界、學術界及實務界資源，出版正確、完整並貼近

實務的《醫事鑑定實務參考手冊》，使原告方病人、被告方

醫事人員、醫療機構、執法者法官、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均有

所遵循，對於釐清醫事鑑定程序及內涵，實具有重要之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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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糾紛的現況
甘添貴／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名譽教授

壹、醫事糾紛頻生，倍增司法負擔

一、醫法兩界對醫事糾紛均高度重視

因醫事糾紛頻生，醫療環境日趨惡化，醫事人員每受醫

療訴訟的困擾，不僅導致容易遭受醫療訴訟糾纏的內科、外

科、婦產科、兒科及急診科等科醫師短缺，且防衛性醫療的

概念興起，恐會逐漸造成醫病雙輸的局面。此種情勢險峻的

困境，已引起醫法兩界的高度重視。

近數年來，有關醫事糾紛的議題，不但醫學界與法學界

日益關注，紛紛發表論文探討醫事糾紛的起因、防制對策以

及醫療行為與法律責任之間的關係；各大醫院、醫學會、法

學會或民間團體亦陸續舉辦有關醫事糾紛議題的學術研討

會。醫事糾紛的議題，隨著論文數量日漸增多以及學術研討

會的陸續舉辦，醫法兩界在觀念的溝通與交流上，已日漸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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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事鑑定實務參考手冊

致可觀的成果。

其實，司法人員對醫事人員向極尊重，且深切瞭解醫療

行為具有高風險性及不確定性，人體的構造與功能極其複

雜，病人的體質與病況亦往往因人而異，有不少病人病情的

發展，遠非醫事人員所能預料及掌控；一旦涉訟，勢將造成

司法的沉重負擔。

二、醫事糾紛衍生原因

因時代與環境的改變，國民的自我決定權日見提升，且

醫療行為所涉及者均為醫學上的專業知識，非一般人所能輕

易理解。病人或其家屬或從網路媒體錯誤解讀訊息，或對於

其病情的複雜性及嚴重性嚴重理解不足，如治療結果及預後

與其主觀期望出現落差或發生醫療事故時，通常均認定為醫

事人員的醫療行為有疏失，因而衍生醫事糾紛。

三、國人偏好刑事官司

依衛生福利部統計，自民國100-109年間受理委託醫事

鑑定成案件數，平均約為450件；其中，刑事案件平均約為

320件，民事案件平均約為110件。以109年度鑑定結果為

例，有187件尚未完成鑑定，已完成鑑定者，有疏失案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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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事糾紛的現況　5

均約為17件，無疏失案件平均約為360件，可能有疏失案件

平均約為11件，無法認定有否疏失案件平均約為26件，非

醫事糾紛案件平均約為9件。

自上述統計資料可以得知，受理委託醫事鑑定成案件

數，仍以刑事案件占多數，與美、德、日等國對醫事糾紛案

件大都以民事案件處理的情形，大相逕庭。我國醫事紛爭的

解決型態，病人或其家屬偏好「刑附民」的訴訟方式，即在

刑事訴訟中附帶請求民事賠償，企圖「以刑逼民」，利用絕

大多數潔身自好的醫事人員恐懼刑罰附身的心理，同時欲藉

檢察官的介入，減輕蒐集證據及繳交裁判費的負擔。惟依上

述鑑定結果的統計，自民國100-109年間醫事人員有疏失的

案件平均僅為17件，無疏失的案件平均則為360件，病人或

其家屬並未因訴訟而獲益。因此，國人偏好提起刑事訴訟的

觀念，實有改弦更張的必要。

貳、目前醫事糾紛解決的機制

一、醫審會及專業法庭的設置

因醫學專業知識，艱奧高深，並非司法人員所能輕易瞭

解，對醫事糾紛案件，為釐清事實，僅能求助於專家證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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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醫事鑑定實務參考手冊

委託鑑定。目前國內有關醫事糾紛的鑑定，司法或檢察機關

大多委託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簡稱醫審會）為之，

亦有部分委託一般教學醫院或各醫師公會（學會）為之。

法院為辦理日漸增多的醫事糾紛訴訟案件，已在多處地

方法院設置醫事專業法庭，由具有醫事相關專業知識或審判

經驗的法官專責辦理醫事糾紛涉訟案件。

二、生產事故救濟制度的建立

政府為承擔女性的生產風險，確保產婦、胎兒及新生兒

於生產過程中發生事故時能獲得及時救濟，期能減少醫事糾

紛，因而制定《生產事故救濟條例》。自該條例施行以來，

因生產事故而獲得救濟的案例，每年平均約300餘件，深具

效益，已大幅減低因生產事故而發生的醫事糾紛。

三、調解及諮詢制度的試辦

衛福部近年來致力推動訴訟外之醫事糾紛處理機制，強

化醫療機構建立關懷機制及強化地方主管機關醫事爭議調處

機制，已見成效。同時，法務部為快速處理醫事糾紛案件，

自102年起，亦於臺中、臺南、彰化及高雄等地院，結合當

地醫師公會試辦醫療調解及諮詢制度，頗具成效，均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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