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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万友生：“我想知道我怎么
成了精神病？”

“我现在靠捡瓶子为生。”11 月 8
日，万友生接受记者采访时称，2008年
被送入精神病院之前，他在南昌市青山
湖区经营一家蛋糕店，“被精神病”后蛋
糕店无法经营，生活也被彻底改变。他
希望能找出这一事件的真相，并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

记者：你是怎么被送进医院的？
万友生：我还记得事发当晚 11 点

半左右，我在家附近被4个穿保安服的
人拦住，说我报警有事要解决，我说我
没有报过警，他们就把我带上车说要我
配合调查，结果车直接开到了精神病
院。

记者：为什么你儿子会去精神病
院，当时他大概几岁？

万友生：我被带上车时我儿子出来
了，于是我要求带我儿子一起去，当时
他还不到16岁。

记者：出院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
化？

万友生：出院后第二天我的蛋糕店
一上午都没人光顾，全天只卖了十几元
钱，而之前正常情况下，每天的营业额
都有1000多元钱。

记者：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
万友生：我已经离婚了，因为有精

神病院的病历，我的小孩都不能和我一
起生活，我现在就一个人。从精神病院
出来以后，蛋糕店持续了9个月就干不
下去了，我后来还当过保安，也因为这
个事做不下去了，现在靠捡瓶子为生。

记者：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万友生：我就是想知道，我怎么就

成了精神病？现在我在对做虚假诊断
病历的人进行刑事控告，目前警方还没
有给出答复。

■追访

律师：患者强制医疗应进
行司法认定

记者梳理此前报道发现，《刑事诉
讼法》修订前，在实践操作中，强制医疗
方式均不需要经过司法审查，大部分由
行政机关主导，导致司法实践中“被精
神病”现象不断发生，同时也使众多应
当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无法及时得到
治疗。

《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明确将强制
医疗决定权授权人民法院行使，强制医
疗制度正式由行政化走向了司法化，由
中立的第三方法院作出决定，保障了其
公正性和程序正当性。

北京市松涛律师事务所张楠律师
认为，避免没有精神病人的公民被精神
病，比较可行的方式就是司法认定当事
人是否具有精神病或者符合强制医疗
的条件，或者由专家以及医疗机构对一
个人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当事人本人
应该被赋予一次类似“上诉”的机会，以
便让法庭或者司法机关清晰判断当事
人的状态，以此避免某些没有患病的
人，因为某些行为言论，或者因为报复
陷害，而陷入“被精神病”的境地。

（王巍）

男子“被精神病”，诉讼10年终胜诉
至今不知谁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 法院认为医院有重大过错

在与江西省精神病院的诉讼持续10年后，江西男子万友生终于摘掉了“精神病人”的帽子。
2008年，万友生被收入江西省精神病院治疗，在住院17小时、未进行检查和治疗的情况下，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万友生后将精神病院诉至法

院，要求就纠正“精神分裂症”诊断道歉赔偿。
此案经历一审二审后，江西省高院于近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江西省精神病院诊断万友生患有精神分裂症，此诊断结论明显缺乏依据，存在重大

过错，给万友生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应该判决精神病院赔偿万友生精神损害抚慰金3.8万元。

今年 54岁的江西省南昌市
市民万友生称，2008 年 12 月 7
日晚间，江西省精神病院将他
收入该院治疗，并让其未成年
儿子在《住院知情同意书》上签
字。次日下午，在母亲、弟弟等
亲属的强烈要求下，他才离开
医院，在该精神病院共计待了
17 小时。其间，精神病院未检
查和治疗，就诊断出了“精神分
裂症”。

对于万友生入院过程，江西
省精神病院宣传科工作人员接受

记者采访时称，是万友生的儿女
将其送到精神病院，医院方面才
进行的接收。对此说法万友生否
认，称是被身着保安服的人强行
带到精神病院。

万友生起诉认为，医院在
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将自
己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给自己
的生活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影
响，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并
导致自己的店铺无法正常经
营，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来源，万
友生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赔偿

自己精神抚慰金 5 万元并且就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行为公开
赔礼道歉；同时要求法院责令
精神病院纠正错误诊断，并在
媒体上公开道歉。

2013年 5月，南昌市青山湖
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江西省精
神病院在明知万友生有其他成年
家属的情况下，未取得同意要求
其未成年人家属在住院知情同意
书上签字，并将万友生收治入院
治疗，程序上存在一定过错，给万
友生造成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损

害，判决江西省精神病院一次性
赔偿万友生2.2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提出上
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3年 10月作出二审判决，改判
精神病院支付万友生精神损害抚
慰金8000元。记者注意到，两审
判决均未认定精神病院在诊断结
论方面存在过错。

判决生效后，万友生向江西
省高院提起再审申请，江西省高
院于 2017年 12月裁定对该案再
审，由江西省高院审理。

未成年儿子签字同意住院

今年 6月，江西省高院再审
开庭。江西省精神病院答辩表
示，虽然万友生入院时，是其未成
年儿子在《住院知情同意书》上签
字，程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万友
生入院时，他的其他成年家属也
在场。江西省精神病院根据事实
按照规范书写病历，不存在隐瞒
和伪造的情况。

精神病院方面表示，在与万
友生的诉讼过程中，医院已经按
照此前法院判决承担了赔偿责任
并出具了道歉书，履行了判决的
相关义务。江西省精神病院作为

一个医疗机构，只是将病情告知
病人和其家属，并未向外公开，并
未给万友生的名誉造成侵害，法
院应对其起诉予以驳回。

江西省高院再审认为，江西
省精神病院作为专业的医疗机
构，应为病人提供严谨周密和规
范的诊疗服务。精神病院在收治
万友生住院时，未取得其同意，而
是要求其未成年家属在住院知情
同意书上签字，因此，医院在保障
万友生知情权、选择权方面存在
过错。

此外，万友生在江西省精神

病院住院17小时，而精神病院在
万友生的病历中载明住院5天，
且在未对万友生进行必要的检查
亦未进行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在

“出院小结”中诊断万友生患有精
神分裂症，此诊断结论明显缺乏
依据，不符合诊疗规范。因此，江
西省精神病院存在重大过错，给
万友生造成精神上的损害，应承
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江西省高院认为，此前南昌
中院二审判决只认定精神病院
在收治万友生住院过程中存在
的过错，没有认定该院作出诊断

结论存在的过错，应予纠正，赔
偿万友生的精神抚慰金酌情予
以提高。判决江西省精神病院
一次性赔偿万友生精神损害抚
慰金 3.8 万元，同时对万友生进
行书面赔礼道歉，内容须经高院
审核同意。

11 月 8 日下午，记者联系江
西省精神病院宣传科，其工作人
员表示，目前医院已经按照再审
判决履行完毕，精神抚慰金亲自
交给万友生本人，赔礼道歉的信
函已经递交给江西省高院进行审
核。

法院判决医院承担侵权责任

今年5月，江西省精神病院给万友生提供“仅供报销”的精神分裂疾病证明。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