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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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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移送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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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移送前被卫生行政

处罚
!

次#

'

件被卫生行政处罚
%

次#共计
('

次$仅
%

次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其余
)#

次处罚均依据%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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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移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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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构成比

移送前是否予以行政处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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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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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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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前行政处罚适用法律

第
'

次处罚 执业医师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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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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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次处罚 执业医师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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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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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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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处罚 执业医师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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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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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鉴定
!

因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

般功能障碍或死亡的
)

件移送案件中#仅
!

例进行了鉴定#鉴

定的委托方均为公安机关$

!$!$$

!

公安立案
!

"'

件案件中#公安立案
%'

件#占
(&$)'*

$

"'

件案件均未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未立案原因中自行消亡

!行政处罚
!

次后自行停止诊疗活动"居第
'

位#共计
)

件(无

死因鉴定结论共计
%

件(欠缺第三方证据'其他证据不足'违法

情节未达犯罪标准各
'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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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
!

%'

件公安立案的案件中#

!(

件进行了刑事

审判#占
#($'+*

#其中#判处拘役
(

件#刑期
!

个月至
)

个月(

判处管制
'

件#刑期
"

个月(判处有期徒刑
',

件#主要为缓刑#

刑期从半年至两年半不等(判处罚金
!(

件#金额为
%+++

!

!++++

元$未审判的
"

件案件中#尚在侦查
'

件#其他原因
%

件!犯罪轻微
!

件#证据不足
'

件"$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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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医涉嫌犯罪刑事移送案件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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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原因以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

医为主
!

#&$%(*

的案件移送原因是)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

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说明最高人民法院
!++#

年
&

月颁布

的%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中)!四"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

非法行医的*在实际执法工作中的可操作性最强#已成为我市

惩治无证行医行为#追究无证行医者刑事责任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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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

公安衔接配合作用大
!

"'

件移送案件公安立案

%'

件#占
(&$)'*

#说明卫生'公安建立良好的衔接机制$未立

案的
'+

件案件中
)

件为自行消亡#在行政处罚
!

次后自行终

止无证行医活动#说明行医人员对非法行医涉嫌犯罪较为

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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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证行医致人伤害或死亡认定难
!

一是未进行损伤鉴

定或死因鉴定$调查结果显示#

)

例就诊人死亡的移送案件中

%

例因无死因鉴定结论公安机关未立案$由于鉴定费用较高#

行政部门无专项资金#当事双方也不愿垫付等原因#在无证行

医点诊治过程中出现损伤或死亡后#本人或其家属往往未进行

司法鉴定$二是非法行医与致死致残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确$

由于医疗行为的风险性与特殊性#某些疾病自然发展并造成的

伤残或死亡与非法行医诊治不当造成的)就诊人轻度残疾'器

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很难区分#导致鉴定结论不明

确#致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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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处罚力度稍显不足
!

目前非法行医人员受到的刑

事处罚并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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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判例中#

',

件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期均

不超过
!$&

年(

(

件被判处拘役(

'

件被判处管制(

'#

件缓期执

行$大部分人在缓刑期内可以自由活动#导致个别行医人员为

了追逐高额利润#公然与法律对抗$我市有
'

例非法行医人员

在缓刑期间继续非法行医被公安机关发现#转为执行限制自由

的案例#另
'

例在缓刑期满后仍然从事口腔诊疗活动被卫生行

政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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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医涉嫌犯罪刑事移送案件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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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无证行医人员信息库
!

)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

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已成为目前追究行医者责任的首要移

送方式#但非法行医者的流动性大#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逃逸或

择地行医来应对执法机构的条款与强制执行的处罚#这增加了

追究无证行医人刑事责任的难度$因此#利用卫生监督中心建

立的国家卫生监督信息报告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证行医

人员信息库#非法行医违法行为人即使择地行医#在非法行医

行为发生地的卫生执法机构也可以根据非法行医行政处罚公

示信息继续依法对其实施有效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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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卫生
-

公安衔接
!

一是要加强卫生和公安在工作

中的相互配合#发挥公安部门的优势对非法行医者进行监控#

一旦发现其再次非法行医立即采取行动(二是要进一步规范移

送程序和资料$规范移送程序和资料有利于移送工作的顺利

进行和为法院定罪量刑提供更完善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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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定罪量刑证据标准
!

应组织对打击非法行医进行

立法调研#就非法行医因果关系鉴定的申请主体'鉴定机构'鉴

定程序进行明确#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

的衔接配合#明确非法行医致人伤残'死亡的定罪量刑的证据

标准#解决鉴定报告中无因果关系结论而制约刑事审判这一

症结+

&

,

$

"$!$#

!

加大刑事处罚力度
!

卫生行政部门要主动加强与检察

院'法院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增加各部门对非法行医危害性的

认识#争取其对打击非法行医工作的支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增加其违法成本#对无证行医者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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