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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广州市白云区一
名有间歇性精神病史的年轻妈妈
章某突然精神失控，把2岁女儿拉
到厕所乱刀砍死；当月，自称与单
位打了多年官司被莫名送进精神
病院收治4年多的武汉职工徐武
终于出院。

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各类精神
障碍患者人数已达1亿，其中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超过1600万人。财
政投入不足使我国目前仍有70%
左右的精神障碍患者没能得到有
效治疗，这意味着未经收治的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极有可能出现危害
公共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

另一方面，因种种原因导致正
常人被送入精神病医院的事件屡
见报端。

如何平衡社会公共权益和个
人权利，做到“有病当治”、“无病不
乱治”，是精神卫生法要解决的问
题。

对于这一难题，26日通过的
精神卫生法给出了解决方案——

法律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
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自愿住院
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
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

法律同时规定，诊断结论、病
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并且有“已经发生危害他人
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
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
疗。此种情况下，监护人阻碍实施
住院治疗或者患者擅自脱离住院治
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
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专家认为，“自愿原则”和“强
制送医”并不冲突。精神障碍患者
住院治疗可以本着自愿原则，只要
他具备完全行为能力，能够辨别自
己的行为。但是，对于不具备完全
行为能力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
关部门有权力也有义务强制送治，
以保障社会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酝酿20余年，精神卫生法终获通过

要做到“有病当治”、“无病不乱治”
□新华社记者 胡浩 吕诺

自1985年开始起草，酝酿20余年的精神卫生法终于在2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
会表决通过，将于201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如何平衡社会公共权益和个人权益？从防范“被精神病”到发展精神卫生事
业、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从精神障碍的预防和患者康复到社会公共安
全和强制治疗问题，这部承载着关注和期待的法律，力图破解多项难题。

□据 新华社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
26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
幕。会议经表决，分别通过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监狱法的
决定、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关
于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决定、
关于修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
决定、关于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决定、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
决定、关于修改人民警察法的决
定、关于修改邮政法的决定。国
家主席胡锦涛签署63号、64号、65

号、66号、67号、68号、69号、70号
主席令，分别予以公布。

例如，我国现行监狱法规定：
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
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
为执行。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
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
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
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全
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监狱法的相
关条款修改为“罪犯在被交付执行
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
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这些决定均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
45岁的珠宝商人陈某于2011年2
月被送往精神病院。住院的56天
时间内，他的珠宝店被关，价值
400多万元的珠宝不知所终，股票
账户上的80万元全部被套现。

精神障碍患者是否仍享有财
产权、人身权、隐私权等权益？谁
来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26日通过的精神卫生法明确
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
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精神
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
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
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
神卫生中心副主任谢斌认为，精神
卫生法必须平衡三种不同权益：患
者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权益，公众不

受患者危害的权益以及患者对自
身健康需要的权益。保护患者权
益，应当在立法宗旨中得到体现。

保护患者权益，必须发展精
神卫生事业。法律规定，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
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综合性医疗
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的规定开设精神科门诊或者心
理治疗门诊，提高精神障碍预防、
诊断、治疗的能力。法律还提出，
应按照规定给予精神卫生工作人
员适当津贴。

“该法律经过几次修改，把宪法
保障人权的理念贯彻到精神卫生法
中来，特别是强调了保障患者的权
益，比如说自主决定权、医疗权以及
财产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说。

无论是为了防止健康人被
“错定”为精神障碍患者，或是不
法分子借口精神障碍逃避法律责
任，还是使真正的精神障碍患者
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有没有
病”的判断至关重要。

谁来认定、如何认定精神障
碍？

在2011年 10月第一次提交
审议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对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规定了诊断和复诊
程序，并规定了患者或者其监护人
对需要住院治疗的复诊结论有异

议的，可以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
鉴定和重新鉴定。

这一规定固然能体现对精神
障碍认定的审慎，但在实际执行
中，却可能遭遇困难。有常委会组
成人员提出，两次鉴定一般需要60
天，时间长、成本高。此外，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缺乏自知力，多次复诊、
鉴定的程序，既不利于患者本人的
诊治，又不利于社会公共安全。

针对这些意见，精神卫生法修
改删去了有关在监护人同意住院治
疗的情况下患者可以要求复诊、鉴

定的规定和有关重新鉴定的规定。
与此同时，为防止“错判”、“误判”，法
律增加了法律救济渠道，规定精神
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
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
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
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对于鉴定的性质，法律也将一
审稿中的司法鉴定改为医学鉴定，
确定了临床诊断中医学的鉴定地
位。中国医院协会维权部副主任
郑雪倩认为，这一调整更能确保鉴
定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谁来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患者住院，强制还是自愿？

有没有病，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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