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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疗事故罪具有复杂性、后果严重化特征。医疗事故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

型，具有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严重危害行为。然

而，对于这类案件的刑事责任认定、司法实践，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争议。作为

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法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重点剖析医疗事故

罪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认定,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给出预防

和救济措施，寻求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案，确保资源最优配置，尽可能以最低的

成本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为完善我国医疗事故罪相关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提

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促进医疗事故罪案件的公正审判和有效预防，保障医疗安

全和患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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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通过进行高级检索，

输入全文医疗事故罪、案件类型刑事案件、审判程序一审、文书类型判决书，

进行检索共计 67 篇文书，平均每年为 5.15 件。其中 2015 年最多，共 8 件，

2012 年与 2021 年只有 1 件。根据谈在祥统计的数据，1997—2013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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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结的医疗事故罪案件共计 40 件，平均每年约 2.5 件，不难看出，近年医疗事

故罪的发案率较先前略有升高。［1］刑事案件以外的医疗事故更是数不胜数，

因此，对医疗事故罪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从法经济学视

角对医疗事故罪进行分析，旨在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加强医护人员职业道德

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1  提出问题：医疗事故罪频繁发生，原因及其紧
迫性

通过 2012—2021 年 48 例判决书为样本，可以发现，涉案的医院主要分布

在村卫生所、其中个体诊所 34 例，占到了整个案件的 70.8%、乡镇医院占了其

中的 4.3%，拥有 2 例、县级医院拥有 7 例，占了 14.5%、省市级的医院共有 5 例，

占了其中的 10.4%。［2］

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医疗事故主要高发地在基层医疗机构，主要原

因可能是我们国家医疗发展的区域协调性比较差以及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局

面还未彻底改善。乡村医生大多数文化程度比较低，很少接受比较正规的医学

理论和操作知识的学习。同时在乡村卫生所或者是卫生室缺乏有效的管理，人

情世故比较浓厚，缺乏依法执业的意识，民营医院和诊所，他更多看重的是经

济利益，对于诊疗的制度和风险比较淡化。这些都是医疗事故多频发的原因。

医疗事故罪是指医护人员在医疗过程中，由于疏忽、失误等原因，致使患

者发生意外并造成伤害或死亡的行为。医疗事故罪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对

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医疗行业的信誉造成巨大影响，同时也给患者及其家属

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和精神压力。因此，对医疗事故罪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医疗事故罪有助于加强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通过对医疗

事故罪的研究，可以深入剖析医护人员在医疗过程中所面临的职业道德困境，

加强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医护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

其次，研究医疗事故罪有助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医疗事故罪既是一种刑事犯罪，

也涉及医疗纠纷的民事责任。通过对医疗事故罪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医疗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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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的各种情形和处理方法，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最后，

研究医疗事故罪有助于优化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医疗事故罪的发生往往与

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不高有关。

医疗事故罪研究的意义在于为完善我国医疗事故罪相关法律制度和司法实

践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促进医疗事故罪案件的公正审判和有效预防，保障医

疗安全和患者权益。同时，本文也为法经济学在刑事法律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一

个典型案例，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2  法学分析：医疗事故罪的概念、构成要件与刑
事责任

当前，随着中国医疗事业的迅速发展，医疗事故相关案件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医疗事故罪，接下来将会分析医疗事故的概念、构成要件和

刑事责任。

2.1  医疗事故罪的概念

医疗事故罪是医疗行为的法律底线之一，是指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

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它不仅危害广大人民群

众的身心健康，而且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极大伤害和谐的医患关系，与医疗

活动的宗旨相背离。［3］从法律渊源来看，医疗事故罪可追溯至 1987 年最高人

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的若干处理意见（试行）》

中的相关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由于极端不负责任，致使病

员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情节恶劣的”构成玩忽职守罪。在 1997 年修订刑法时

将此行为独立成罪，罪状内容调整为“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

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4］在我看来，医疗事故罪是指医疗人

员在医疗工作中因过失、疏忽或不当行为，导致病人死亡或者重伤，构成刑事

责任的行为。医疗事故罪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过失致人

重伤罪。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两个方面，即行为方面和结果方面。行为

方面是指医疗人员在医疗工作中所采取的过失、疏忽或不当行为，主要包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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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诊断、治疗、护理等方面的错误操作；结果方面是指因医疗人员的行为导致

病人死亡或者重伤的后果［5］。

2.2  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

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是指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医护人员由于过失或者过

错，导致患者死亡或者重伤，触犯了刑法规定，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各项要素

的集合。具体而言，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主

体要件，主体应是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且

实施了违法医疗行为的医护人员。第二是主观要件，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还必须

考虑到医护人员行为的主观因素，即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的主观故意。如果

医护人员的行为是出于无心的疏忽或者过失，那么就应当被认定为过失犯罪；

如果医护人员的行为是出于明知或者应知的故意，那么就应当被认定为故意犯

罪。第三是客体要件，笔者认为医疗事故罪的客体是国家正常的医疗政策秩序

和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利。人作为社会中的成员在社会中生存享有的最基本的权

利是生命健康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是其他权利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

基础。对于医疗事故罪，在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五条是这样定义的，“医

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我们根据刑法对医疗事故罪的规定可以看出来，

首先是要对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这是医疗事故罪的首要条件。

因此如果没有首要条件，即使危害了国家的正常医疗秩序也不构成医疗事故罪。

立法的前提以人为本，因此医疗事故罪的主要客体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国家

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则为次要客体。第四是客观要件，医疗事故罪的构成必须

伴随着严重后果的发生，即患者死亡或者重伤。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医疗事故

罪的严重后果不是指任何后果，而是指死亡或者重伤这种严重后果。

综上所述，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必须包括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

客观要件。只有这些要素都满足了，才能被认定为医疗事故罪的构成。



·249·
法经济学视角下医疗事故罪的探究2024 年 4 月

第 6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https://doi.org/10.35534/pss.0602020

2.3  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

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因过失或疏忽造成患者死亡、重伤

或其他严重后果，侵犯了患者的人身权益，构成了一种犯罪行为。在我国刑法中，

医疗事故罪是一种新型罪名，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过失犯罪。

医疗事故罪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为过失，包括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

中未能按照规范操作、未能妥善处理医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二是造成后果，

包括患者死亡、重伤或其他严重后果。只有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才能构

成医疗事故罪。此外，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过错行为，但未造

成严重后果，则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包括主观方面和客

观方面。主观方面是指医务人员必须具有过失故意或过失犯罪的主观故意，即

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应当知道自己的操作有可能造成后果，但仍然轻视患者

的人身权益，犯下了过错行为，构成了过失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医务人员的行

为必须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即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必须出现行为过失

并造成严重后果。

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形式包括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医务人员犯

罪后，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和犯罪后果严重程度，进行相应的刑事惩罚。同时，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医务人员犯罪后，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总之，医疗事故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过失犯罪，其构成要件包括行为过失和

造成后果，医务人员犯罪后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对于这种罪

行的严惩不仅是患者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3  医疗事故罪争议点简析

医疗事故罪自从确定纳入刑法以来，在维护国家正常医疗工作秩序和保障

病人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理论运用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

的问题，接下来将对争议点进行分析［6］。

3.1  医疗事故罪是否应该设置

对于医疗事故罪是否应该纳入刑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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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为两类。一部分学者认为医疗行为具有未知性和高风险的特点。医护人员

往往要经过长久的学习，而且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要比其他行业的从业者高很

多，如果将医疗事故罪纳入刑法体系并且制定严格的刑罚标准，这必定会带来

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因考虑到刑罚而产生害怕心理，畏手畏脚。更严重的是

会让医护人员为了规避自己被纳入医疗事故罪而采用更为保守的治疗办法，让

病人得不到更为有效的救治，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这不仅对于病人的病情不利

而且不利于医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对于漠视生命把患

者生命当儿戏的医护人员就应该受到刑法的制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此

将医疗事故罪纳入刑罚体系，并且规定严格的刑罚是合理和必要的，符合我国

法治建设的方向。而且目前医疗事故罪的最高法定刑为 3 年相对于其他责任事

故罪是较轻的。

3.2  定性标准的认定较为困难

医疗事故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其定罪标准相对较高。在司法实践中，医

疗事故罪的定罪起诉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医疗事故罪的定性问题。医疗事故

的性质十分复杂，其定性难度较大。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医疗事故罪的定性问题，

存在很多争议。例如，有些案件中，因医疗机构落实管理不力而导致的医疗事故，

是否应该被认定为犯罪行为，还是应该归纳为管理责任？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

中需要得到更加明确的界定。其次，医疗事故罪的证明问题。医疗事故罪的定

罪，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但是，在医疗事故的证明过程中，由于医疗事故

的特殊性，证据的搜集和保全存在很大的难度。例如，因为患者已经死亡，导

致医疗事故的真相无法得到证实，这就给医疗事故罪的定罪带来了困难。再次，

医疗事故罪的定罪标准问题。医疗事故罪的定罪标准比较高，需要证明医生的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但是，在实际的审判中，由于医疗事故罪的定罪标准较高，

有些明显的医疗事故罪案件被判定为其他罪名，这就导致了医疗事故罪的容易

被漏判。最后，医疗事故罪的量刑问题。医疗事故罪的量刑问题也是一个比较

复杂的问题。医疗事故罪的定罪标准高，但是在量刑时不应该只看罪行的严重性，

还需要考虑到医生的社会价值和医生的人身安全等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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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罪的量刑问题，需要更加重视医生的职业特殊性，注重量刑的适度性

和公正性。

综上所述，医疗事故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

的法律法规，同时注重医疗事故罪的证明和量刑问题，保障医生的职业权益，

确保司法实践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4  法经济学分析之汉德公式的引入

在法经济学视角下，犯罪行为被视为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是一种社会成

本。因此，犯罪行为需要通过法律制裁来强制遵守规则，减少社会成本。因此

接下来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医疗事故罪进行分析，并深入探讨其相关性

质和特点［7］。

首先，法经济学强调效率原则。通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Principle）是指第三者的总成本不超过交易的总收益，或者说从结果中获得的收

益完全可以对所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这种非自愿的财富转移的具体结果就是

卡尔多—希克斯效率［8］。

在医疗事故罪的案例中，效率原则意味着要求各方在医疗过程中遵守规则、

尽可能地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9］。在医疗事故发生后，也需要通过适当的制裁

措施来强制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遵守规则，以减少医疗事故对整个社会的不利

影响。其次，法经济学强调补偿原则。在医疗事故罪的案例中，补偿原则意味

着要求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对患者的损失进行适当的赔偿，以弥补患者因医疗

事故而遭受的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此外，对于医护人员的责任，也需要进行

适当的追责和制裁，以保证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责任和权利得到平衡。最后，

法经济学还强调效用原则。在医疗事故罪的案例中，效用原则意味着要求法律

制裁的效果必须平衡犯罪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医疗事故罪的制裁应该既要减少

医疗事故的发生，又要尽可能地保护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权利和利益。医疗

事故罪的出台不仅对医护人员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让他们在医疗活动过程

中更加谨慎，而且有利于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汉德公式是源于美国联邦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汉德在“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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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一案中所作的判决 a。汉德法官在本案中提出了著名

的汉德公式 B<PL。在以上的三个变量过程中，P：就是事故发生的概率；L：事

故发生后造成的损失；B：采取预防措施所花费的成本。当施害人的边际预防成

本低于相应的边际收益时，他负有过错责任。若侵权人能够采取较小的预防成

本措施去避免较高的侵权损害的发生。而其既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那么主观上

就是有过失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医疗事故的发生是较多的，因此发

生的概率 P 是一定的。在医疗事故罪中的 L 是指造成的严重损害后果或者付出

生命，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因此医护人员与患者是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患者

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因此在医疗事故罪中医护人员的预防成本 B1 是低于患者的

预防成本 B2。因此只要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到应有

的医疗义务，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诊疗操作，这样就可以尽可能降低严重事故

的发生，即 B1<PL。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医疗事故罪的设置是有必要的，可以平衡医护

人员与患者的关系，减少信息不对称，促进社会收益最大化。

5  医疗事故罪的防范与惩治

法经济学视角认为，防范与惩治是有效防范医疗事故罪的重要手段。防范

与惩治的目的是通过激励和威慑机制，让医疗工作者与医疗机构更加尽职尽责，

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水平。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防范与惩治。

（1）制定更加严格的医疗标准和规范

医疗标准和规范是医疗行业的基本准则，对于防范医疗事故罪具有重要作

用。在法经济学视角下，制定更加严格的医疗标准和规范可以有效地降低医疗

a　 United States v.Carroll Towing Co. See United State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Second Circuit，1947，

159 F.2d169.该案案情为：某一驳船队满载货物停靠在纽约港，船主租用卡罗尔公司的一艘拖船，让其

将一艘驳船拖去港口。拖船开来后，发现驳船上无人（船长离船），船工便动手调整缆绳。因调整不当

（有过错），其中一艘驳船猛冲向另一艘油船，被油船的推进器凿穿而沉没。驳船船主遂起诉，要求卡罗

尔公司赔赔偿损失。卡罗尔公司申辩，驳船上没有人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因此不同意负赔偿责任。所

以，本案的争议在于原告驳船船长在离船情况下，被告卡罗尔公司承担的赔偿额是否要相应减少。有证据

表明，如果当时驳船船长在船上发出警示，其船的吸水管可以一起发动使撞向油轮的驳船不至于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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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的概率，从源头上遏制医疗事故罪的发生。此外，对于违反医疗标准

和规范的医疗工作者和医疗机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

（2）建立医疗事故责任追究机制

在医疗事故发生后，应当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对涉嫌医疗事故罪的

医疗工作者和医疗机构进行调查和惩治。在法经济学视角下，建立医疗事故责

任追究机制可以形成威慑机制，让医疗工作者和医疗机构更加谨慎和尽职尽责，

从而减少医疗事故罪的发生。

（3）加强医疗事故信息公开

医疗事故信息公开是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的重要手段。在法经济学视角下，

加强医疗事故信息公开可以让医疗工作者和医疗机构更加透明和规范，提高医

疗质量和安全水平。同时，对于涉嫌医疗事故罪的医疗工作者和医疗机构，公

开其信息可以形成舆论压力和社会惩罚，从而进一步加强防范和惩治的效果。

（4）加强医疗事故调解和纠纷解决

医疗事故调解和纠纷解决是防范和惩治医疗事故罪的重要环节。在法经济

学视角下，加强医疗事故调解和纠纷解决可以有效地化解医疗纠纷，维护医疗

秩序和安全，从而减少医疗事故罪的发生。

（5）加强对医疗工作者和医疗机构的监管

监管是防范和惩治医疗事故罪的重要手段。在法经济学视角下，加强对医

疗工作者和医疗机构的监管可以让其更加规范和尽职尽责，提高医疗质量和安

全水平。同时，对于违反相关规定和制度的医疗工作者和医疗机构，应当依法

追究责任。

综上所述，从法经济学视角分析医疗事故罪的防范与惩治，需要制定严格

的医疗标准和规范、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医疗事故信息公开、加强

医疗事故调解和纠纷解决，以及加强对医疗工作者和医疗机构的监管。这些措

施可以有效地降低医疗事故罪的发生概率，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水平。

6  总结

医疗事故罪在保障患者权益 ,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以及维护社会和谐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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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准确认定医疗事故罪，对医疗事故罪进行预防

与惩治，对医疗事故罪进行准确的定性，对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比

较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医疗事故罪的合理性，从而使其医

疗事故罪达到原本设立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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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Crim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

Liu Yuche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 crim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ity and serious consequences. As a special type of crime, the crim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has the serious harmful behavior of causing death or 

serious damage to the health of pati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disput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 such cases. As a cross-discipline of law and economics, law and 

economic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cusing on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and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of the crim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the crim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crim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and the prevention and 

relief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economics. seek the most 

efficient solution, ensur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medical accidents at the lowest cost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crime, 

promote the fair trial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medical malpractice cases, and 

protect medical safety and patients’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 Law and economics; Crim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Hand form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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