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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違 反 醫 師 法 案 件 ，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中 華 民 國 10  07

        7 年 4 月 12日 第 二 審 判 決 （ 106 年 度 醫 上 訴 字 第 5 號 ， 起 訴 案 號  08

        ：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102 年 度 醫 偵 字 第 3 號 ， 102 年 度 偵 字 第  09

        21532 號 、 103 年 度 偵 字 第 7167、 13668 號 ） ， 提 起 上 訴 ， 本 院  10

        判 決 如 下 ：  11

            主   文  12

        原 判 決 撤 銷 ，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  13

            理   由  14

        本 件 原 判 決 認 定 上 訴 人 林 玉 清 、 池 岳 龍 有 其 事 實 欄 所 載 之 違 反 醫  15

        師 法 並 業 務 過 失 致 人 於 死 犯 行 ， 因 而 維 持 第 一 審 依 刑 法 上 想 像 競  16

        合 規 定 從 一 重 論 其 等 共 同 犯 醫 師 法 第 28條 前 段 之 非 法 執 行 醫 療 業  17

        務 罪 ， 其 中 林 玉 清 處 有 期 徒 刑 2 年 、 池 岳 龍 處 有 期 徒 刑 2 年 2 月  18

        之 判 決 ， 駁 回 其 等 及 檢 察 官 在 第 二 審 之 上 訴 。 固 非 無 見 。  19

        惟 查 ： � 、 醫 療 行 為 旨 在 救 治 人 類 疾 病 ， 維 護 人 民 健 康 ， 隨 著 時  20

        代 進 步 、 科 技 發 達 、 生 技 發 明 、 醫 術 改 良 及 創 新 ， 醫 療 水 準 不 斷  21

        提 升 ， 且 其 行 為 本 質 上 具 有 專 業 性 、 風 險 性 、 不 可 預 測 性 及 有 限  22

        性 的 特 色 ， 醫 護 人 員 於 實 施 醫 療 行 為 時 若 有 過 失 致 人 死 傷 ， 不 免  23

        須 擔 負 刑 事 責 任 。 鑑 於 醫 療 爭 議 事 件 動 輒 以 刑 事 方 式 提 起 爭 訟 ，  24

        醫 病 關 係 逐 漸 惡 化 ， 如 果 在 法 律 上 對 醫 師 過 度 苛 責 與 檢 驗 ， 不 僅  25

        無 助 於 民 眾 釐 清 真 相 獲 得 損 害 填 補 ， 反 而 導 致 醫 師 採 取 防 禦 性 醫  26

        療 措 施 ， 阻 礙 醫 學 技 術 進 步 及 原 本 治 療 目 的 。 為 確 保 醫 師 執 行 業  27

        務 順 遂 ， 導 正 緊 繃 的 醫 病 關 係 ， 民 國 107 年 1 月 24日 公 布 施 行 之  28

        醫 療 法 第 82條 新 增 第 3 、 4 項 ， 分 別 規 定 ： 「 醫 事 人 員 執 行 醫 療  29

        業 務 因 過 失 致 病 人 死 傷 ， 以 違 反 醫 療 上 必 要 之 注 意 義 務 且 逾 越 合  30

        理 臨 床 專 業 裁 量 所 致 者 為 限 ， 負 刑 事 責 任 。 」 、 「 前 2 項 注 意 義  31

        務 之 違 反 及 臨 床 專 業 裁 量 之 範 圍 ， 應 以 該 醫 療 領 域 當 時 當 地 之 醫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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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 常 規 、 醫 療 水 準 、 醫 療 設 施 、 工 作 條 件 及 緊 急 迫 切 等 客 觀 情 況  01

        為 斷 。 」 其 目 的 在 於 限 縮 醫 師 過 失 責 任 範 圍 ， 減 少 其 因 執 行 業 務  02

        而 受 刑 事 訴 追 風 險 ， 並 朝 向 醫 師 過 失 責 任 判 斷 要 件 的 精 緻 與 明 確  03

        化 。 所 謂 「 違 反 醫 療 上 必 要 之 注 意 義 務 」 係 以 醫 療 行 為 是 否 符 合  04

        「 醫 療 常 規 」 為 判 斷 ， 是 一 種 平 均 醫 師 的 注 意 義 務 程 度 。 即 凡 任  05

        何 一 個 具 有 良 知 與 理 智 而 小 心 謹 慎 的 醫 師 ， 在 相 同 條 件 下 ， 均 會  06

        採 取 與 保 持 之 注 意 程 度 ， 其 他 醫 師 立 於 相 同 情 況 ， 皆 會 為 同 樣 判  07

        斷 與 處 置 。 具 體 而 言 ， 所 謂 「 醫 療 常 規 」 係 臨 床 醫 療 上 由 醫 療 習  08

        慣 、 條 理 或 經 驗 等 形 成 的 常 規 ， 是 作 為 正 當 業 務 行 為 之 治 療 適 法  09

        性 要 件 。 通 常 違 反 醫 療 常 規 ， 雖 可 初 步 判 斷 醫 療 行 為 具 有 疏 失 ，  10

        惟 尚 須 進 一 步 確 認 此 疏 失 是 否 為 病 人 非 預 期 死 傷 的 關 鍵 因 素 。 換  11

        言 之 ， 醫 療 行 為 縱 使 違 反 醫 療 常 規 ， 惟 此 疏 失 行 為 與 結 果 間 仍 須  12

        具 有 相 當 的 因 果 關 係 （ 詳 如 下 � 述 ） ， 始 能 認 定 為 醫 療 過 失 行 為  13

        。 至 所 稱 「 合 理 臨 床 專 業 裁 量 」 即 允 許 醫 師 對 於 臨 床 醫 療 行 為 ，  14

        保 有 一 定 的 「 治 療 自 由 」 、 「 臨 床 的 專 業 裁 量 權 限 」 ， 以 決 定 治  15

        療 方 針 。 尤 其 對 於 罕 見 疾 病 、 遇 首 例 或 對 於 末 期 病 人 充 滿 不 確 定  16

        性 的 治 療 ， 在 無 具 體 常 規 可 遵 循 時 ， 即 須 仰 賴 醫 師 合 理 的 臨 床 裁  17

        量 。 其 裁 量 判 斷 ， 除 前 述 「 醫 療 常 規 」 外 ， 另 須 考 量 醫 療 法 第 82  18

        條 第 4 項 所 列 之 「 醫 療 水 準 」 、 「 醫 療 設 施 」 、 「 工 作 條 件 」 及  19

        「 緊 急 迫 切 」 等 合 理 臨 床 的 重 要 基 準 。 因 人 、 事 、 時 、 地 、 物 之  20

        不 同 ， 醫 療 水 準 、 設 施 及 工 作 條 件 並 非 一 成 不 變 。 在 醫 學 中 心 、  21

        區 域 醫 院 、 地 區 醫 院 或 一 般 診 所 ， 因 醫 療 設 備 、 醫 護 人 員 等 差 異  22

        乃 具 浮 動 性 ， 且 寬 、 嚴 亦 有 別 。 從 而 ， 對 於 不 同 等 級 的 醫 療 機 構  23

        ， 所 要 求 於 醫 護 人 員 的 注 意 義 務 或 裁 量 標 準 ， 應 有 所 差 別 ， 對 次  24

        級 的 醫 療 院 所 ， 自 不 能 同 以 高 級 醫 療 院 所 的 醫 療 水 準 、 設 備 或 工  25

        作 條 件 ， 作 為 判 斷 依 據 。 又 因 醫 療 具 有 不 確 定 性 ， 病 徵 顯 示 亦 相  26

        當 多 元 ， 處 置 上 也 有 輕 重 緩 急 ， 尤 其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 更 難 期 醫 師  27

        運 用 常 規 處 理 問 題 ， 是 關 於 「 緊 急 迫 切 」 基 準 ， 務 須 立 於 醫 師 立  28

        場 加 以 判 斷 ， 若 確 實 情 況 緊 急 ， 縱 醫 師 處 置 不 符 醫 療 常 規 ， 於 合  29

        理 「 臨 床 的 專 業 裁 量 權 限 」 上 ， 應 朝 是 否 並 無 疏 失 方 向 予 以 斟 酌  30

        。 是 修 正 後 醫 療 法 第 82條 第 3 項 對 於 過 失 責 任 的 認 定 標 準 既 界 定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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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 違 反 醫 療 上 必 要 之 注 意 義 務 且 逾 越 合 理 臨 床 專 業 裁 量 」 ， 並  01

        於 同 條 第 4 項 揭 櫫 多 元 判 斷 標 準 ， 顯 係 為 降 低 醫 師 過 失 責 任 ， 有  02

        利 於 醫 療 行 為 人 ， 爾 後 無 論 修 法 前 後 關 於 醫 療 刑 事 過 失 責 任 的 認  03

        定 ， 自 應 以 此 作 為 判 斷 準 據 。 本 件 池 岳 龍 雖 不 具 任 何 醫 事 人 員 資  04

        格 ， 惟 與 其 共 同 執 行 本 件 手 術 之 林 玉 清 、 鄭 惠 升 及 周 建 國 3 人 （  05

        後 2 人 未 據 起 訴 ） 均 具 有 醫 師 資 格 ； 又 雖 其 等 所 為 抽 脂 、 豐 胸 手  06

        術 屬 美 容 醫 學 範 疇 ， 非 屬 傳 統 以 治 療 傷 害 、 疾 病 ， 恢 復 病 人 健 康  07

        為 目 的 之 醫 療 行 為 ， 惟 其 等 對 病 人 即 被 害 人 陸 平 所 為 之 手 術 前 的  08

        麻 醉 、 抽 脂 或 爾 後 的 急 救 行 為 ， 仍 屬 醫 療 法 所 稱 醫 療 行 為 ， 應 認  09

        有 本 法 第 82條 第 3 、 4 項 規 定 的 適 用 ， 合 先 敘 明 。 依 原 判 決 事 實  10

        認 定 ， 上 訴 人 等 須 負 醫 療 過 失 責 任 ， 無 非 係 認 其 等 明 知 林 玉 清 設  11

        立 「 微 笑 國 際 診 所 」 （ 後 更 名 為 「 琦 美 診 所 」 ， 下 稱 「 微 笑 診 所  12

        」 ） ， 除 麻 醉 設 備 、 手 術 檯 、 器 械 檯 、 無 影 燈 及 補 助 燈 、 手 術 包  13

        、 污 物 處 理 設 備 、 刷 手 檯 外 ， 更 應 具 備 進 行 大 範 圍 麻 醉 、 手 術 時  14

        所 必 須 具 備 之 生 命 徵 象 （ 例 如 血 壓 、 心 跳 、 呼 吸 、 血 氧 等 ） 監 測  15

        儀 器 （ 下 稱 生 命 徵 象 監 測 儀 器 ） 、 與 處 理 麻 醉 或 手 術 時 所 可 能 產  16

        生 危 及 生 命 緊 急 狀 況 之 急 救 設 備 （ 例 如 甦 醒 球 、 喉 頭 鏡 、 氣 管 內  17

        管 、 急 救 藥 物 、 電 擊 器 等 ， 下 稱 急 救 設 備 ） 。 竟 於 前 述 生 命 徵 象  18

        監 測 儀 器 、 急 救 設 備 均 不 齊 全 情 況 下 ， 貿 然 在 「 微 笑 診 所 」 內 聯  19

        手 為 被 害 人 進 行 在 大 腿 內 側 、 臀 部 、 大 腿 外 側 、 腰 部 、 腹 部 、 手  20

        臂 、 背 部 等 身 體 部 位 的 大 範 圍 麻 醉 抽 脂 ， 並 以 自 體 脂 肪 豐 胸 手 術  21

        ， 嗣 被 害 人 於 手 術 期 間 突 然 發 生 眨 眼 、 抽 筋 、 全 身 躁 動 、 吼 叫 、  22

        抽 搐 並 起 身 等 症 狀 ， 客 觀 上 已 危 及 生 命 狀 況 ， 惟 因 「 微 笑 診 所 」  23

        無 充 足 急 救 設 備 ， 無 法 對 被 害 人 進 行 有 效 急 救 措 施 ， 其 等 未 立 即  24

        將 被 害 人 轉 送 有 能 力 處 理 此 狀 況 的 醫 療 院 所 或 立 刻 通 知 臺 北 市 政  25

        府 消 防 局 派 員 前 來 護 送 ， 僅 由 池 岳 龍 按 摩 被 害 人 腳 部 不 明 穴 道 ，  26

        林 玉 清 則 給 予 氧 氣 、 糖 水 、 輸 液 等 實 際 上 無 助 於 解 除 被 害 人 危 急  27

        症 狀 措 施 ， 遲 誤 送 醫 時 間 ， 最 終 導 致 被 害 人 因 缺 氧 性 腦 症 併 發 肺  28

        炎 致 神 經 敗 血 性 休 克 死 亡 等 語 。 然 對 於 上 訴 人 等 對 於 被 害 人 於 手  29

        術 期 間 究 因 何 項 醫 療 步 驟 （ 如 麻 醉 、 抽 脂 或 其 他 手 術 、 急 救 措 施  30

        ） 認 有 違 反 「 醫 療 常 規 」 或 逾 越 「 合 理 臨 床 專 業 裁 量 」 等 疏 失 ，  31

３



        均 未 予 說 明 ， 只 以 「 因 故 」 一 語 帶 過 （ 見 原 判 決 第 2 頁 倒 數 第  3  01

        行 ） ， 能 否 僅 因 「 微 笑 診 所 」 設 備 不 足 即 推 論 其 等 有 醫 療 過 失 ，  02

        自 非 無 疑 （ 如 同 不 能 僅 因 駕 駛 者 係 無 駕 駛 執 照 ， 即 認 其 對 於 駕 駛  03

        時 所 造 成 的 死 傷 ， 應 負 過 失 責 任 ， 而 不 論 其 究 有 何 違 反 駕 駛 時 應  04

        注 意 的 義 務 ） 。 又 原 判 決 所 稱 的 該 診 所 欠 缺 上 述 生 命 徵 象 監 測 儀  05

        器 或 急 救 設 備 ， 是 否 為 當 時 當 地 之 同 級 醫 療 機 構 必 備 之 醫 療 設 施  06

        （ 按 依 「 微 笑 診 所 」 申 請 設 置 時 之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 醫 療 機 構  07

        設 施 資 料 審 查 表 」 所 載 ， 其 基 本 設 施 係 合 格 ， 見 相 驗 卷 第 86頁 ）  08

        ？ 又 以 「 微 笑 診 所 」 現 有 的 醫 療 設 施 及 條 件 是 否 均 不 能 進 行 任 何  09

        手 術 ？ 原 審 均 未 釐 清 及 說 明 ， 遽 認 上 訴 人 等 應 成 立 業 務 過 失 致 死  10

        罪 ， 難 謂 無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誤 。 � 、 我 國 刑 法 對 於 過 失 之 認 定  11

        ， 向 採 過 失 行 為 與 結 果 間 須 在 客 觀 上 具 有 「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 始 得  12

        成 立 。 即 指 依 經 驗 法 則 ， 綜 合 行 為 當 時 所 存 在 之 一 切 事 實 ， 為 客  13

        觀 之 事 後 審 查 ， 認 為 在 一 般 情 形 下 ， 有 此 環 境 、 有 此 行 為 之 同 一  14

        條 件 ， 均 可 發 生 同 一 之 結 果 者 ， 則 該 條 件 即 為 發 生 結 果 之 相 當 條  15

        件 ， 行 為 與 結 果 即 有 相 當 之 因 果 關 係 。 反 之 ， 若 在 一 般 情 形 下 ，  16

        有 此 同 一 條 件 存 在 ， 而 依 客 觀 之 審 查 ， 認 為 不 必 皆 發 生 此 結 果 者  17

        ， 則 該 條 件 與 結 果 不 相 當 ， 不 過 為 偶 然 之 事 實 而 已 ， 其 行 為 與 結  18

        果 間 即 無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 是 關 於 「 相 當 性 」 的 判 斷 ， 雖 不 要 求 行  19

        為 之 於 結 果 的 發 生 必 達 「 必 然 如 此 」 或 「 毫 無 例 外 」 的 程 度 ， 惟  20

        至 少 具 備 「 通 常 皆 如 此 」 或 「 高 度 可 能 」 的 或 然 率 。 尤 其 關 於 醫  21

        療 紛 爭 事 件 ， 由 於 醫 療 行 為 介 入 前 病 人 已 罹 患 疾 病 ， 疾 病 的 自 然  22

        因 果 歷 程 已 進 行 中 ， 病 人 在 既 有 疾 病 影 響 下 ， 原 本 就 有 相 當 機 率  23

        造 成 死 傷 ， 對 於 最 後 死 傷 結 果 是 否 可 歸 責 之 後 介 入 的 醫 療 行 為 ，  24

        在 於 如 何 判 斷 最 後 死 傷 結 果 與 後 行 的 醫 療 行 為 具 有 主 要 並 相 當 關  25

        連 ， 而 非 病 人 先 前 的 疾 病 原 因 所 致 。 此 又 可 分 為 二 個 層 次 判 斷 ，  26

        首 先 為 醫 療 行 為 介 入 時 ， 病 人 已 存 在 疾 病 種 類 與 該 疾 病 發 展 狀 況  27

        ， 及 使 病 人 演 變 成 死 傷 結 果 的 可 能 性 程 度 如 何 ； 其 次 則 為 正 確 醫  28

        療 行 為 介 入 時 間 點 對 疾 病 的 影 響 如 何 ， 亦 即 改 變 疾 病 發 展 以 及 阻  29

        止 疾 病 而 導 致 病 人 演 變 成 傷 亡 的 可 能 性 有 多 少 。 換 言 之 ， 要 以 醫  30

        學 實 證 上 經 驗 累 積 所 形 成 的 「 醫 療 常 規 」 為 依 據 ， 在 考 量 疾 病 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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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 亡 的 危 險 增 加 比 例 以 及 正 確 醫 療 行 為 對 傷 亡 的 危 險 減 少 比 例 之  01

        相 互 作 用 下 ， 倘 醫 療 行 為 可 以 將 該 疾 病 的 死 傷 危 險 機 率 降 低 至 具  02

        有 顯 著 性 的 效 果 ， 則 未 採 取 正 確 醫 療 行 為 可 認 定 與 病 人 的 傷 亡 間  03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存 在 。 反 之 ， 既 使 進 行 正 確 的 醫 療 行 為 ， 病 人 發  04

        生 死 傷 的 機 率 仍 然 過 高 ， 即 表 示 不 論 有 無 醫 療 行 為 介 入 ， 均 不 致  05

        使 醫 療 行 為 成 為 病 人 死 傷 與 否 的 主 要 因 素 ， 則 病 人 死 傷 與 否 其 實  06

        係 其 原 本 疾 病 所 主 導 ， 此 時 醫 療 行 為 與 病 人 的 傷 亡 間 即 無 相 當 因  07

        果 關 係 存 在 。 再 因 醫 療 行 為 介 入 病 人 病 程 的 時 期 （ 潛 伏 期 、 疾 病  08

        初 期 、 高 峰 期 、 最 後 則 為 「 痊 癒 或 不 可 逆 」 期 ） 不 同 ， 可 以 治 療  09

        或 攔 截 的 效 果 亦 有 差 異 ， 故 尚 須 考 慮 疾 病 的 進 程 是 否 已 進 入 不 可  10

        逆 期 ， 或 雖 然 處 於 可 逆 期 ， 但 是 否 可 以 有 效 攔 截 結 果 發 生 ， 及 治  11

        療 與 否 或 不 同 時 期 的 治 療 對 於 疾 病 傷 亡 機 率 降 低 是 否 沒 有 顯 著 差  12

        異 等 因 素 ， 如 上 述 因 素 皆 屬 肯 定 ， 則 可 認 沒 有 相 當 的 因 果 關 係 。  13

        誠 如 前 述 ， 原 判 決 係 認 上 訴 人 等 在 欠 缺 足 夠 的 生 命 徵 象 監 測 儀 器  14

        及 急 救 設 備 下 ， 貿 然 為 被 害 人 進 行 麻 醉 、 抽 脂 及 豐 胸 （ 未 及 施 作  15

        ） 手 術 ， 被 害 人 於 手 術 期 間 「 因 故 」 突 然 發 生 眨 眼 、 抽 筋 、 全 身  16

        躁 動 、 吼 叫 、 抽 搐 並 起 身 等 症 狀 ， 上 訴 人 等 又 對 被 害 人 進 行 無 效  17

        急 救 措 施 ， 遲 誤 送 醫 時 間 ， 最 終 導 致 被 害 人 因 缺 氧 性 腦 症 併 發 肺  18

        炎 致 神 經 敗 血 性 休 克 死 亡 等 情 。 而 於 理 由 內 則 引 用 衛 生 福 利 部 醫  19

        事 審 議 委 員 會 鑑 定 報 告 （ 下 稱 醫 審 會 鑑 定 報 告 ） 所 述 ： 「 標 準 手  20

        術 室 應 有 監 測 設 備 （ 包 括 血 氧 濃 度 機 ） 嚴 密 監 控 病 人 術 中 生 命 徵  21

        象 變 化 ， 且 須 有 急 救 設 備 （ 包 括 人 工 甦 醒 球 及 氣 管 內 管 等 ） ， 以  22

        因 應 緊 急 狀 況 發 生 。 如 缺 乏 上 述 設 備 ， 若 病 人 於 術 中 發 生 危 急 時  23

        ， 可 能 因 影 響 急 救 時 機 ， 而 提 高 死 亡 風 險 。 」 、 「 手 術 期 間 宜 使  24

        用 心 電 圖 、 血 壓 計 及 血 氧 濃 度 機 等 監 測 器 ， 密 切 監 測 病 人 各 項 生  25

        理 指 標 ， 以 利 醫 師 及 時 發 現 異 常 ， 並 進 行 緊 急 處 置 。 手 術 期 間 若  26

        未 使 用 相 關 監 測 設 備 ， 可 能 延 遲 發 現 病 人 之 突 發 異 常 狀 況 或 對 於  27

        麻 醉 藥 物 過 量 之 不 良 反 應 ， 並 會 因 延 誤 救 治 ， 而 提 升 其 死 亡 風 險  28

        ， … … ， 本 案 是 否 因 手 術 室 缺 乏 監 測 器 及 急 救 設 備 ， 而 延 誤 發 現  29

        異 常 及 急 救 時 機 ， 導 致 陸 平 抽 搐 後 發 生 缺 氧 性 腦 病 變 ， 經 治 療 後  30

        併 發 肺 炎 ， 最 後 因 休 克 死 亡 ， 就 醫 理 而 言 ， 恐 難 完 全 排 除 該 可 能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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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 」 等 語 （ 見 原 判 決 第 20頁 第 18至 31行 ） 。 倘 若 無 訛 ， 原 判 決  01

        似 僅 說 明 在 無 齊 備 的 生 命 徵 象 監 測 儀 器 及 急 救 設 備 下 ， 提 高 死 亡  02

        風 險 ， 且 本 案 恐 難 完 全 排 除 因 手 術 室 缺 乏 上 開 儀 器 及 設 備 ， 而 延  03

        誤 發 現 異 常 及 急 救 時 機 ， 導 致 被 害 人 最 後 因 休 克 死 亡 之 可 能 性 。  04

        非 但 對 於 何 以 一 般 病 人 在 同 一 醫 療 設 施 條 件 下 ， 均 會 因 欠 缺 上 開  05

        儀 器 及 設 備 ， 進 而 延 誤 發 現 異 常 及 急 救 時 機 ， 導 致 休 克 死 亡 ， 且  06

        此 結 果 的 發 生 已 具 備 「 通 常 皆 如 此 」 或 「 高 度 可 能 」 的 或 然 率 等  07

        情 ， 並 未 剖 析 明 白 。 且 採 取 向 為 我 實 務 不 採 的 「 風 險 升 高 理 論 」  08

        （ 即 只 要 違 反 注 意 義 務 之 行 為 升 高 了 法 益 侵 害 的 風 險 ， 則 此 違 反  09

        注 意 義 務 行 為 即 應 對 結 果 負 責 ） ， 除 違 反 罪 疑 惟 輕 原 則 ， 並 有 將  10

        危 險 犯 視 為 實 害 犯 處 罰 ， 有 不 當 擴 大 過 失 犯 成 罪 之 虞 ， 亦 與 修 正  11

        後 醫 療 法 第 82條 目 的 係 為 限 縮 醫 師 過 失 責 任 範 圍 立 法 意 旨 有 違 。  12

        再 參 酌 上 開 醫 審 會 鑑 定 報 告 十 （ 鑑 定 意 見 ） � 亦 提 及 ： 「 依 卷 附  13

        案 發 處 照 片 影 像 ， 現 場 僅 有 手 術 檯 、 器 械 檯 、 抽 脂 機 及 氧 氣 筒 ，  14

        與 手 術 室 設 置 標 準 不 符 ， … … ， 此 雖 可 能 提 升 手 術 風 險 及 死 亡 率  15

        ， 惟 與 本 案 病 人 於 術 中 發 生 抽 搐 難 謂 有 因 果 關 係 」 等 語 （ 見  102  16

        年 度 醫 偵 字 第 3 號 卷 3-3 第 131 頁 ） ； 另 法 務 部 法 醫 研 究 所 鑑 定  17

        報 告 書 七 （ 死 亡 經 過 研 判 ） 之 說 明 ， 亦 記 載 ： 「 （ 前 略 ） 至 於 缺  18

        氧 性 腦 症 肇 始 原 因 ， 由 於 在 事 件 發 生 的 32天 才 往 生 ， 解 剖 所 看 到  19

        的 是 結 果 ， 但 由 病 歷 記 載 應 考 慮 手 術 過 程 中 發 生 麻 醉 或 脂 肪 栓 塞  20

        的 問 題 … … ， 死 亡 方 式 應 屬 意 外 ， … … ， 重 點 在 缺 氧 的 起 因 ， 此  21

        宜 請 教 臨 床 專 家 做 專 業 評 估 。 」 等 語 （ 見 相 驗 卷 第 491 至 492 頁  22

        ） ， 似 均 未 認 被 害 人 的 死 亡 與 欠 缺 上 開 儀 器 或 設 備 有 主 要 關 連 。  23

        原 判 決 遽 認 上 訴 人 等 過 失 行 為 與 被 害 人 死 亡 間 具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24

        ， 亦 嫌 速 斷 。 � 、 依 醫 療 法 第 2 及 12條 規 定 ， 凡 供 醫 師 執 行 醫 療  25

        業 務 之 機 構 即 稱 為 醫 療 機 構 ， 包 含 醫 院 、 診 所 與 其 他 醫 療 機 構 。  26

        再 依 同 法 第 60條 第 1 項 規 定 ， 醫 院 、 診 所 遇 有 危 急 病 人 ， 應 先 予  27

        「 適 當 」 之 急 救 ， 並 即 依 其 人 員 及 設 備 能 力 予 以 救 治 或 採 取 必 要  28

        措 施 ， 不 得 無 故 拖 延 。 違 反 者 ， 依 同 法 第 102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規  29

        定 尚 可 處 新 臺 幣 （ 下 同 ） 1 萬 元 以 上 5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令 限 期  30

        改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者 ，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可 見 醫 療 機 構 被 賦 與 法 定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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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 救 的 義 務 。 至 何 謂 「 適 當 」 ， 仍 應 依 醫 學 中 心 、 區 域 醫 院 、 地  01

        區 醫 院 或 一 般 診 所 的 設 備 、 人 員 與 能 力 之 差 異 性 ， 依 據 個 案 加 以  02

        判 斷 ， 若 醫 療 機 構 的 救 治 、 照 護 已 使 病 人 不 至 發 生 立 即 危 險 ， 即  03

        可 謂 已 盡 適 當 急 救 義 務 。 惟 依 原 判 決 上 述 記 載 ， 被 害 人 在 手 術 期  04

        間 突 然 發 生 前 開 危 急 狀 況 ， 上 訴 人 等 無 論 係 依 刑 法 第 15條 第 2 項  05

        基 於 先 行 的 醫 療 行 為 致 發 生 危 險 之 保 證 人 地 位 或 依 醫 療 法 第 60條  06

        第 1 項 規 定 ， 均 應 對 被 害 人 負 急 救 義 務 （ 按 池 岳 龍 雖 不 具 任 何 醫  07

        事 人 員 資 格 ， 惟 依 醫 師 法 第 28條 第 4 款 規 定 ， 仍 得 施 以 臨 時 急 救  08

        ） ， 則 既 屬 依 法 令 之 行 為 ， 能 否 因 上 訴 人 等 所 施 行 的 急 救 行 為 事  09

        後 被 認 定 無 效 ， 即 謂 其 等 應 負 過 失 責 任 ？ 則 若 無 施 以 急 救 行 為 ，  10

        被 害 人 是 否 即 不 會 發 生 缺 氧 性 腦 症 併 發 肺 炎 致 神 經 敗 血 性 休 克 死  11

        亡 結 果 ？ 上 訴 人 等 所 實 施 的 急 救 行 為 有 無 增 加 被 害 人 死 亡 結 果 之  12

        機 率 ？ 另 被 害 人 於 案 發 當 日 下 午 9 時 55分 時 始 突 然 起 身 ， 無 法 配  13

        合 而 暫 停 手 術 ， 經 上 訴 人 等 急 救 ， 至 同 日 下 午 10時 8 分 通 報  119  14

        專 線 請 求 救 護 （ 見 原 判 決 第 2 頁 倒 數 第 2 行 、 第 3 頁 第 7 行 ； 相  15

        驗 卷 第 77頁 之 護 理 紀 錄 ） ， 換 算 急 救 時 間 僅 13分 鐘 ， 能 否 認 為 有  16

        遲 誤 送 醫 等 情 ？ 亦 未 見 原 審 詳 予 解 析 並 敘 明 ， 難 認 無 調 查 未 盡 及  17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 以 上 或 為 上 訴 意 旨 所 指 摘 ， 或 為 本 院 得 依  18

        職 權 調 查 之 事 項 ， 原 判 決 上 述 之 違 背 法 令 ， 影 響 於 事 實 之 確 定 ，  19

        本 院 無 可 據 以 為 裁 判 ， 應 認 原 判 決 有 撤 銷 發 回 之 原 因 。  20

        據 上 論 結 ，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7 條 、 第 401 條 ， 判 決 如 主 文 。  21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4     月     2     日  22

                              最 高 法 院 刑 事 第 三 庭  23

                                  審 判 長 法 官   王   居   財  24

                                        法 官   蘇   振   堂  25

                                        法 官   鄭   水   銓  26

                                        法 官   楊   真   明  27

                                        法 官   謝   靜   恒  28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29

                                              書   記   官  30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4     月     8     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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