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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勞美蘭事件 

•器官捐贈需求 

•人口老化問題 

•成功捐贈器官的難度 

•政府將進行相關研究 



研究範疇及方法 

•現行制度的成效及挑戰（桌面研究、深入訪談） 

•外國的相關經驗及策略（桌面研究） 

•市民對器官捐贈的態度（問卷調查） 

•適用於香港的政策建議 



主要研究結果 



現行制度及成效 

•器官移植供求失衡 

• 逾2,400人正等候器官移植，
每年僅得約50宗捐贈成功
個案 

• 由遺體捐出的腎臟、肝臟、
心臟數目近年持續下跌 

 

人體器官
／組織 

成功捐贈宗數 等候人數（截
至2015年6月） 

  
2012 2013 2014 2015（截

至6月） 
  

腎臟 
1894 遺體捐贈 84 70 63 39 

活體捐贈 15 12 16 6 
肝臟 

94 遺體捐贈 45 38 36 19 
活體捐贈 33 34 27 10 
心臟 17 11 9 9 29 
肺部 

12 雙肺 3 2 4 8 
單肺 0 2 0 0 
眼角膜
（片數） 

259 248 337 122 374 

皮膚 6 4 9 2 不穩定 
長骨 3 3 1 3 不穩定 



現行制度及成效 

•遺體捐贈比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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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制度及成效 

•登記人數不多，增長緩慢 

•登記系統不便，設計落後 

 

 

年份 新增人數 
2008至2009 45,150 
2010 23,896 
2011 22,610 
2012 27,518 
2013 24,036 
2014 19,868 
2015  
（截至11月底） 

~24,000 

累積人數 約183,000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新增人數 



現行制度及成效 

•每年約有80至120名病人腦幹死亡，適合捐出器官，但當
中四至五成家屬拒絕 

•全港有七名器官移植聯絡主任（OTC），全部由護士擔
任，明年將增加至九名，但未有任何人專職管理及統一評
核 

•深切治療部的床位有限，捐贈器官的病人大多來自普通病
房，臨終前未必受到相關照顧，以致流失部分有用的器官 



選擇加入(Opt-in) vs 選擇退出(Opt-out) 

•「選擇退出制」普遍可提
升器官捐贈率，但需要其
他機制及社會條件配合： 

 

• 有效的器官捐贈流程 

• 充足的醫護人員及醫療設施 

• 成熟的器官捐贈文化 

採用「選擇加入制」 
(Opt-in) 

採用「選擇退出制」 
(Opt-out) 

美國 27 西班牙 36 

英國 20.4 克羅地亞 35 

澳洲 16.1 葡萄牙 27.7 

加拿大 15.7 比利時 26.8 

巴西 14.2 法國 25.5 (2013年) 

德國 10.7 奧地利 25.5 

韓國 9 意大利 23.1 

香港 5.4 芬蘭 22.1 

台灣 5.8 (2011年) 瑞典 17.1 

日本 0.7 (2013年) 新加坡* 5.1(2010年) 

#數字為每百萬名市民死後成功捐贈器官人數（Donors 
per million population, pmp） 
資料來源：國際器官捐贈與移植登記組織（IRODaT） 



外國器官捐贈成功的關鍵 

•第一：設立專責的器官捐贈機構（OPO），統籌及協調相關
事宜，訂下長遠目標、計劃及策略 

•第二：投放資源培訓醫護人員，掌握器官捐贈的專業知識，
盡早發掘潛在捐贈者 

•第三：引入質量保證計，檢討醫院在判定腦幹死亡、通報相
關人員的過程中，會否遺漏了可用的器官 



外國器官捐贈成功的關鍵 

•第四：向醫院提供財政資助，應付因
器官捐贈及移植而涉及的額外開支，
增加所需醫療設備及人手 

•第五：加強生命教育，讓市民清楚了
解器官捐贈的意義、機制及過程，並
在生前與家人交代捐贈的決定 
 



問卷調查 

•日期：2015年10月 

•對象：1,500名15歲及以上的香港市民 

•抽樣方式：隨機電話訪問 



器官捐贈的資訊 

年齡組別 
N=1500 

有 沒有 

15 – 19 73.7% 26.3% 
20 – 29 85.9% 14.1% 
30 – 39 97.5% 2.5% 
40 – 49 97.5% 2.5% 
50 – 59 96.6% 3.4% 

60 + 90.3% 9.7% 
合計 91.1% 8.9% 

• 超過九成認識「遺體器
官捐贈」 

• 30-59歲的群體認知度最
高 

• 15至19歲的年青人的認
知度最低 

你有否聽過遺體器官捐贈？ 



器官捐贈的資訊 

•主要透過電視（81%）、報章（38%）及政府宣傳活動
（29%）得知遺體器官捐贈的訊息 

•在15-19歲及20-29歲的年輕受訪者中，均有超過三成半從網
絡得悉此概念 

•對15-19歲的群體來說，學校（31%）也是重要的資訊來源 



捐贈制度的資訊 

• 約有一半受訪者認為有
關宣傳及資訊不足，覺
得足夠的僅得一成 

• 60歲以上的長者覺得宣
傳及資訊不足的比例最
高 

你認為目前政府有關遺體器官捐贈的宣傳足夠嗎？ 

年齡組別 
N=1440 

足夠／ 
非常足夠 

一般 
不足夠／ 
非常不足夠 

15 – 19 6.0% 59.0% 34.9% 

20 – 29 6.6% 39.6% 53.8% 

30 – 39 19.2% 38.0% 42.7% 

40 – 49 16.0% 35.9% 48.0% 

50 – 59 8.9% 38.9% 52.1% 

60 + 5.5% 31.7% 62.8% 
合計 10.7% 39.7% 49.7% 



捐贈器官的意義 

• 逾八成認為此舉有意義 

• 82%受訪的60歲以上長
者認同捐贈器官有意義 

• 最年輕的群體（15-19
歲）認為有意義的比例
較低 

你認為遺體器官捐贈有意義嗎？ 

年齡組別 
N=1465 

有意義／ 
極有意義 

一般 
沒意義／ 
完全沒意義 

15 – 19 55.4% 39.3% 5.4% 

20 – 29 77.8% 21.2% 1.0% 

30 – 39 88.2% 10.5% 1.3% 

40 – 49 91.5% 7.7% 0.7% 

50 – 59 90.8% 8.0% 1.1% 

60 + 82.1% 15.1% 2.8% 
合計 82.5% 15.7% 1.8% 



捐贈器官的意願 

• 約43%受訪者表示願意
參加捐贈計劃，18%表
示不願意 

• 「未決定」的受訪者高
達近四成 

• 年青人傾向「未決
定」，長者較多「不願
意」 

你是否願意參加捐贈計劃？ 

年齡組別 
N=1481 

願意 不願意 未決定 

15 – 19 24.9% 10.7% 64.5% 

20 – 29 44.0% 10.3% 45.7% 

30 – 39 53.6% 9.4% 37.4% 

40 – 49 44.1% 13.6% 42.3% 

50 – 59 59.2% 14.5% 26.3% 

60 + 27.0% 53.2% 19.7% 

合計 43.3% 18.3% 38.4% 



不願捐贈的原因 

• 主要因為「覺得死後要保
留全屍」（32%）、「害
怕／有恐懼感」（30%） 

• 另外亦擔心「自己年紀
大，沒有合適器官可以捐
贈」（25%）、「覺得自
己身體差，沒有合適器官
可以捐贈」（23%） 

原因 % 
覺得死後要保留全屍 32.2% 

害怕／有恐懼感 29.6% 
自己年紀大，沒有合適器官可以
捐贈 

24.7% 

覺得自己身體差，沒有合適器官
可以捐贈 

22.5% 

不吉利 15.4% 

怕家人反對／不開心 11.6% 
怕自己病危時，醫護人員不會盡
力搶救 

7.5% 

認為要得到家人同意，但很難與
他們討論此議題 

6.7% 

其他 9.7% 

N 267 



捐贈器官的行動 

• 只有162名已登記成為器
官捐贈者，佔總受訪人數
11% 

• 表示願意捐贈的受訪者
中，74%未有登記參與計
劃 

• 「價值」與「意願」、
「意願」與「行動」之間
存在落差 

 

你有否簽署器官捐贈證／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 

年齡組別 
N=629 

有 沒有 

15 – 19 9.8% 90.2% 
20 – 29 15.3% 84.7% 
30 – 39 39.5% 60.5% 
40 – 49 37.1% 62.9% 
50 – 59 23.2% 76.8% 

60 + 16.1% 83.9% 
合計 25.8% 74.2% 



從認知、認同到行動 

認識遺體器官捐贈 
 

    1,365 (91.1%) 

認為捐贈有意義 
 

    1,209 (80.6%) 

願意參與捐贈計劃 
 

642 (43%) 

已登記參與計劃 
 

162 (10.8%) 

＃括號內數字為佔總受訪人數(1,500名)的比例 

   總受訪人數 
1,500 (100%) 



登記制度的認知 

• 在尚未登記的受訪者中，
接近八成人不知道可在哪
裡進行登記 

• 15-19歲及60歲以上的長
者，分別有92%及90%表
示不清楚 

• 目前登記制度的認知性不
足，必須加改善 

你是否知道在哪裡登記遺體器官捐贈？ 

年齡組別 
N=1318 

知道 不知道 

15 – 19 8.0% 92.0% 
20 – 29 25.4% 74.6% 
30 – 39 32.1% 67.9% 
40 – 49 25.0% 75.0% 
50 – 59 24.2% 75.8% 

60 + 10.4% 89.6% 
合計 21.4% 78.6% 



對家人捐贈器官的態度 

•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贊成，不贊成的只有13% 

•覺得「沒所謂」和「不肯定／不知道」的分別佔24%及22% 

• 30至59歲的群組對家人捐出器官的支持度較高，平均有五
成 



反對家人捐贈的原因 

 
原因 % 

覺得死後要保留全屍 46.6% 

不吉利 33.9% 

害怕／有恐懼感 18.0% 

怕家人病危時，醫護人員不會盡力
搶救 

15.3% 

覺得家人身體現況不適合捐贈器官 14.3% 

家人年紀大，沒有合適器官可以捐
贈 

10.6% 

擔心家人認知不足，一時衝動才登
記器官捐贈 

9.0% 

認為要得到其他家人同意，一齊決
定 

8.5% 

其他 9% 

N 189 

• 跟個人反對原因相似，
47%「覺得死後要保留全
屍」 

• 其次為「不吉利」
（34%）和「害怕／有恐
懼感」（18%）」 

• 仍有人對捐贈條件、流程
及標準存有誤解，當局須
解釋清楚 



家人的捐贈意願 

• 近兩成人不知道家人有否
登記成為捐贈者 

• 年紀較大群組表示「不知
道」的比例較高 

• 香港人覺得討論身後事
「不吉利」，未必會跟至
親商討死後捐贈問題 

你有沒有家人已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 

年齡組別 
N=1500 

有 沒有 不知道 

15 – 19 5.8% 84.8% 9.4% 

20 – 29 6.9% 81.3% 11.8% 

30 – 39 16.4% 67.6% 16.0% 

40 – 49 9.5% 62.8% 27.7% 

50 – 59 15.2% 68.6% 16.3% 

60 + 4.6% 68.8% 26.6% 

合計 9.9% 71.8% 18.3% 



直系親屬決定權 

• 目前直系親屬（即父母、
配偶、子女）有權反對死
者生前的捐贈決定 

• 38%受訪者贊成保留家屬
的最終決定權，36%不贊
成 

• 年紀較輕的受訪者傾向
「沒所謂」 

你贊成有權反對直系親屬的器官捐贈決定嗎？ 

年齡組別 
N=1393 

贊成 沒所謂 不贊成 

15 – 19 19.0% 54.6% 26.4% 

20 – 29 32.5% 33.9% 33.6% 

30 – 39 42.9% 24.3% 32.7% 

40 – 49 43.6% 21.2% 35.1% 

50 – 59 39.2% 17.5% 43.3% 

60 + 45.9% 11.7% 42.3% 

合計 38.0% 26.1% 36.0% 



對「選擇退出制」的意見 

• 43%受訪者贊成「選擇退
出制」，不贊成的為34% 

• 在15-19歲的受訪者當中，
沒意見的約佔一半 

• 60歲以上的受訪者傾向反
對，不贊成的比率達55% 

你是否贊成改行「選擇退出制」？ 

年齡組別 
N=1471 

贊成／非常贊
成 

一般 
不贊成／ 
非常不贊成 

15 – 19 26.9% 48.8% 24.4% 

20 – 29 34.8% 28.3% 36.9% 

30 – 39 54.9% 17.9% 27.2% 

40 – 49 45.1% 23.4% 31.5% 

50 – 59 55.6% 18.0% 26.4% 

60 + 35.0% 10.3% 54.7% 

合計 42.8% 23.6% 33.6% 



支持／反對「選擇退出制」的理由 

 支持理由 % 

可以有效增加捐贈人數 54.6% 

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人 39.5% 

有權改變決定就沒有問題 19.7% 

方便本想捐贈器官，但又怕手
續麻煩的人 

16.3% 

令問題簡單化 13.3% 

可以實踐公民責任 10.6% 

能認真想清楚是否捐贈器官 9.9% 

其他 0.2% 

N 595 

 
反對理由 % 

不應該假設市民願意捐贈器官 45.9% 

感覺上是「強制捐贈」 35.8% 

對不理解制度的人不公平 18.5% 

未必懂得處理退出手續 12.4% 

原有的「選擇參加」制度更好 8.4% 

怕一時忘記申請退出 7.4% 

要更改決定很麻煩 6.2% 

其他 3.9% 

N 467 



有獨立能力決定捐贈自己器官的年齡 

• 最多受訪者(31%)表示18
歲有此獨立能力 

• 在15-19歲的受訪群體中，
有45%回答18歲 

• 其次是21歲及30歲 

你認為一個人多少歲時，有獨立能力決定死後應否捐出
自己的器官？ 

年齡組別
N=1487 

18歲 21歲 25歲 30歲 其他 

15 – 19 45.3% 17.1% 2.4% 4.7% 30.6% 

20 – 29 35.8% 24.5% 6.3% 10.3% 23.2% 

30 – 39 34.3% 16.1% 5.1% 14.0% 30.5% 

40 – 49 35.2% 31.7% 6.7% 11.3% 15.1% 

50 – 59 24.0% 40.7% 5.3% 8.7% 21.3% 

60 + 10.8% 30.2% 7.8% 29.3% 22.0% 

合計 30.5% 27.4% 5.8% 13.1% 23.1% 



研究建議 



建議一：增加參與計劃有效渠道 

• 在市民18歲領取成人身分證、申請永久性居民身分證時，提供器官捐贈
的資訊及表格 

• 表格提供「參加」、「不參加」及「未決定」三個自由選項，必須遞交 

 

 

 

 

 

• 「選擇加入制之加強版」 

估算政策可吸納的新增登記人數 

2015年中全港18歲香港居民數目 = 78,800 

假設當中25%選擇參與捐贈計劃 = 19,700 名新增捐贈者  

2014年簽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目數 ＝376,228 

假設當中5%選擇參與捐贈計劃 ＝18,811名新增捐贈者  

每年合共新增捐贈者數目 = 約30,000至40,000名 



建議一(續)：增加參與計劃有效渠道 

• 增加派發宣傳單地點，擴展至全港41
家公立醫院、所有私家醫院，甚至私人
執業的醫務所 

• 在登記捐血、申請／換領駕駛執照、護
照等證件申請表上，加上一項自願登記
為器官捐贈者的選項 

 



建議二：改善現有登記系統 

• 若衛生署職員多次未能接觸申請人確認資料，可發送電郵或電
話短訊加以提醒，以免錯失願意捐贈的市民 

• 更新登記名冊的電腦系統，容許已登記的市民隨時登入個人戶
口，修改內容（如捐出哪些器官／組織） 

• 戶口應與個人的醫療病歷系統互通，確保當事人病危或遇上意
外入院時，醫護人員能即時得悉其捐贈意願 

 



建議三：鼓勵盡早向親友表明意願 

• 仿效澳洲 “Donate Life” 活動，呼籲市民與家人討論捐贈器官的
願望，教導他們利用適當機會和溝通策略 

• 中央器官登記名冊系統可即時向登記者發出感謝信，並提供
「與其他人分享」的選項，方便捐贈者向親友傳達捐贈決定 

• 向登記的市民寄上設計精美之器官捐贈卡，方便在合適場合向
親友展示，以收間接推廣之效 



建議四：提升捐贈計劃形象 

 • 為計劃取一個合適的新名
稱，例如「超級醫生」
（Super Doctor）、「生命使
者」 

• 令市民對器官捐贈留下陽
光、正面的印象，同時表達
對捐贈者的敬意 



建議四(續)：提升捐贈計劃形象 

 • 在「生命‧愛」花園豎立紀
念牌匾或石碑，刻上器官捐
贈者的名字 

• 政府牽頭訂立「器官捐贈
日」，每年在紀念花園舉行
大型推廣活動 

• 在附近的衛生教育展覽及資
料中心加入更多器官捐贈的
資訊 



建議五：加強對捐贈者家屬支援 

• 商討設立「超級醫生撒灰
區」，親屬可將捐贈者的骨灰
撒放於區內，並在此憑弔 

• 政府亦可與民間機構合作，陪
同有需要的家屬進行撒灰儀
式，以示尊重及關懷 



建議五(續)：加強對捐贈者家屬支援 

 • 加強對香港移植學會、香港移
植運動協會等機構的支援 

• 與捐贈者家屬保持聯繫，提供所需
的情緒輔導 

• 安排捐贈者家屬親身宣揚器官
捐贈，透過真實故事感染其他
人 



建議六：凝聚不同界別支持 

 • 在學校、醫院及長者服務機構如社福團體、護老院、長者中心
及寧善服務組織舉辦巡迴講座 

• 由醫護人員等專業人士負責主持，解答公眾疑難，消除誤解 

• 對象不只是學生、病人和長者，還包括老師、社工及醫護人員等 

 

• 建立以機構為本的網絡，邀請更多公共機構、非政府機構、私人公
司一同推廣器官捐贈 

• 合作對象包括慈善團體、鐵路公司、保險公司、私家醫院等 

 



建議七：推動生命及死亡教育 

 • 衛生署及醫管局可與學校合作，設計針對器官捐贈的教材及課
程，並派醫護人員到各中學舉行「互動劇場」 

• 與中學通識科的個人成長、現代中國及公共衛生三個單元連
繫，讓學生思考器官捐贈的議題 

• 加強利用受年輕人歡迎的社交媒體網絡進行宣傳，發放與器官
捐贈相關的短片、微電影或其他新媒體資料 



建議八：成立器官捐贈專責部門 

 • 在醫管局豁下成立專責部門，統一處理器
官捐贈各階段的工作 

• 如分配人手及資源，管理所有器官移植聯絡主
任，協調不同部門 

• 進一步增聘器官移植聯絡主任，紓緩人手
短缺問題 

• 提供充足的醫療配套，提升器官移植團隊
的服務能力 



建議九：為醫護人員提供相關培訓 

 • 參考西班牙的做法，為救護員、前線醫生及護士、深切治療
部及相關醫護人員提供培訓 

• 協助他們發掘、確認和評估潛在器官捐贈者，及時作出通
報，在病人被判定腦幹死亡前給予適當照顧 

• 由醫管局高層代表簽發感謝信，致送予所有曾參與捐贈及移
植工作的醫護人員，以提升員工士氣 
  

 



建議十：為臨終病人提供適切照顧 

 • 在所有公立醫院設置外展隊伍，
讓醫護人員到普通病房照顧瀕臨
腦幹死亡病人 

• 有需要時把病人帶到深切治療部進
行腦幹死亡測試 
 

• 在深切治療部設置專門為器官捐
贈者服務的病床，讓他們在臨終
前得到妥善照顧 



其他建議 

 
•建議十一：定期發布數據，讓公眾了解捐贈及輪候情況 

 

•建議十二：訂立長遠目標及計劃，整合及協調各界資源 
 

•建議十三：長遠檢討政策成效，必要時考慮其他方案 



結語 

步驟 影響因素 所需條件 

第一步 概念認知 認識遺體器官捐贈的概念 

第二步 價值判斷 覺得遺體器官捐贈有意義 

第三步 個人意願 個人願意在死後捐出器官 

第四步 實際行動 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 

第五步 身體狀況 臨終前身體狀況適合捐出器官 

第六步 家屬意願 直系親屬願意捐出死者的器官 

第七步 適切照顧 捐贈者腦幹死亡後，器官能妥善保存，不致敗壞 

成功捐贈器官流程 



結語 

• 香港面對嚴重的人口
老化，很多有意捐贈
者或「有心無力」 

• 未有探討活體捐贈、
跨境器官捐贈，以及
最新移植技術 

 



討論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