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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香港每百萬人中僅有 5.8 人死後捐出器官，屬世界上
最 低 的 器 官 捐 贈 比 率 之 一 。 社 會 就 此 熱 烈 討 論 應 否 把 香 港 的
器 官 捐 贈 機 制 ， 由 現 時 的 "自 願 捐 贈 "(opt- in)改 為 "預 設 默 許 "  
(opt-out)，藉以增加適合捐贈器官人士的數目。目前，香港採用
"自願捐贈 "機制，市民自願捐出器官作移植之用，但死後捐贈
器官的決定仍須徵求家屬同意。  
 
"預設默許 "機制未必有助提升器官捐贈率，特別是幾乎所有實施
該機制並取得較高器官捐贈率的國家，均以彈性方式推行 "預設
默許 "機制，容許家屬有權決定是否執行死者捐贈器官的意願。
 
儘管如此，仍可從西班牙和澳洲的經驗當中，發掘出其他成功
因素。西班牙和澳洲分別在 1989 年及 2009 年推行改革，及後
兩地的器官捐贈率均見顯著上升。有關的改革措施包括：(a)成立
專責機構，負責統籌器官捐贈及移植的各項事宜； (b)撥款資助
進 行 器 官 捐 贈 和 移 植 手 術 的 醫 院 ； 及 (c)設 立 駐 院 的 特 定 醫 療
隊伍，專責及早識別合適的器官捐贈病人。此外，澳洲亦推行
以年青人為主要對象的宣傳活動，推廣器官捐贈，並同時鼓勵
家 庭 成 員 互 相 討 論 捐 贈 器 官 的 意 願 ， 以 確 保 有 意 捐 贈 器 官 的
親人的決定得到尊重。  
 
器官捐贈的相關課題屬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政策範疇。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 

 
 
 
 
 
 
 
 
 
 
 
 
 
 
 
 
 
 
 
 
 
1. 背景  
 
 
1.1 香港一如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少患有器官衰竭的病人亟需接受

器官移植。用作移植的器官來源有二，一是活體捐贈，二是遺體捐贈。

儘管部分器官衰竭的病患者可接受活體捐贈，但作移植用途的器官主要

由遺體捐出。  
 
1.2 捐贈的器官是否適合作移植用途，須取決於嚴格的醫學準則，

因此即使當事人願意成為捐贈者，其器官也未必適用。就遺體捐贈

而言，最常見是來自腦死亡病人的捐贈 (圖  1)。1 腦死亡病人可同時捐出

器官及組織，原因是他們的腦幹雖已經死亡，但心臟仍可跳動一段

時間，足夠維持各器官功能作移植用途。在 2015 年，證實腦死亡的個案

約有 80 宗至 120 宗，佔總死亡個案的 0.2%-0.3%。此外，遺體捐贈亦可

經由因心臟停止跳動而死亡的病人捐贈，但由於死者的血液循環已經

停止，他們大多數只能捐出眼角膜和皮膚等組織。  
  

                                                       
1 根據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腦死亡指大腦及腦幹功能喪失以致無法恢復的狀態，

並經對病人反應作出臨床評估後，斷定出現下述特定的身體狀況：腦部並無腦電波活動、

血液沒有流向腦部及腦部功能喪失。雖然腦死亡病人的心肺功能可藉人工方式維持一段

時間，但當事人本身已等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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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病人死亡

(81%) 

圖 1 ⎯⎯  2015 年香港的腦死亡人士數目  
 

 

 

 

 

 

 

 

 

 

 

 

 
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及 Hospital Authority。  

 

 

2. 香港的器官捐贈情況 

 
 
2.1 器官移植的成效備受肯定，不僅能改善末期器官衰竭病患者的

身體狀況，甚至令他們重獲新生，延續生命。香港的器官移植成功率

甚高，據瑪麗醫院公布的數字，截至 2015 年底曾進行多達 1 207 宗肝臟

移植手術，病人手術後 1 年、3 年及 5 年的存活率分別達 93.0%、88.1%
及 85.7%。 2 
 
2.2 儘管香港的醫療技術不斷進步，但進行器官移植的最大困難

之處，仍在於可作移植的器官供應不足，這可從以每百萬人中器官

捐 贈 者 所 佔 的 人 數 可 見 一 斑 。 根 據 國 際 器 官 捐 贈 與 移 植 登 記 組 織

(International Registry i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香港在 2015 年

每百萬人中僅有 5.8 人捐出器官，屬世界上最低的比率之一，亦僅及

西班牙及克羅地亞的七分之一。兩地皆為高器官捐贈率的國家，前者

每百萬人中有 39.7 名器官捐贈者，而後者則每百萬人中有 39.0 名器官

捐贈者 (圖  2)。  
  

                                                       
2 請參閱 Liver Transplant Centre (2015)。  

 

 死亡個案總數  住院病人死亡個案 證實腦死亡的個案

 46 757 38 100 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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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015 年選定地方的器官捐贈率  
 
 
 
 
 
 
 
 
 
 
 
 
 
 
 
 
 
 
數據來源： International Registry i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2.3 香港的器官捐贈率偏低，加上末期器官衰竭的病患者人數有增

無減，導致等候器官移植的人數不斷上升。在 2015 年，腎臟是移植需求量

最大的器官，等候人數高達 1 941 人 (圖  3)，遠超於腎臟捐贈宗數，兩者

的比例為 24 比 1，病人輪候換腎的平均等候時間長達 51 個月 (圖  4)。 3 

但上述兩項數字均未能反映病人對腎臟移植的實際需求，因一些病人的情

況未惡化至末期腎衰竭前可能已接受活腎移植，故此不會出現在輪候

名單上；另有病人雖可受惠於腎臟移植，但他們因不符合資格而被拒諸

門外。事實上，香港現時有超過 7 000 名末期腎衰竭患者 4，而當中只有

約 2 000 人獲列入腎臟移植的輪候名單。  
  

                                                       
3 根據 Hong Kong Ideas Centre (2015)，最長的輪候時間可達 32 年。  
4 請參閱 Smart Patien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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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0 

30 

20 

10

39.7 39.0 

5.8



4 

腎臟24 :  1 51 個月

肝臟1.5 :  1 43 個月

心臟2.6 :  1 16 個月

肺1.2 :  1 15 個月

等候器官移植人數相對器官捐贈宗數的比率 平均等候時間  

15-18 個月

4-5 個月

3 個月

5-6 個月

香港  
西班牙
(以作比較 )  

圖 3 ⎯⎯  2015 年器官移植輪候名單上的人數  
 
 
 
 
 
 
 
 
 
 
 
 
 
數據來源： Hospital Authority。  

 
 
圖 4 ⎯⎯  2015 年等候器官移植人數相對器官捐贈宗數的比率和輪候

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候時間  
 
 
 
 
 
 
 
 
 
 
 
 
數據來源： Hospital Authority。  

 
 
2.4 由於遺體器官捐贈數目不足以應付需求，不少器官衰竭病患者

病情嚴重，難以維持正常的生活，更有心、肺或肝衰竭病人在等候器官

移植期間病逝。 (圖  5)。   

肺： 

16 名病人  

心臟： 

36 名病人  

肝臟： 

89 名病人  

腎臟： 

1 941 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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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2011 至 2015 年間在等候器官移植期間病逝的人數  
 
 
 
 
 
 
 
 
 
 
 
 
數據來源： Hospital Authority。  

 
 
2.5 由於可供移植的器官短缺，近年社會就此熱烈討論可以提升

器 官 捐 贈 率 的 方 法 。 有 建 議 指 香 港 應 改 為 實 施 "預 設 默 許 "(opt-out)
機制，藉以增加可能適合捐贈器官者的數目。在該機制下，政府假設所有

市民均同意死後捐出器官，不同意者須在生前提出反對。目前，香港採用

"自願捐贈 "(opt-in)機制，市民須簽署及攜帶器官捐贈證或在網上向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以明確表達選擇捐贈器官的意願。

但死後會否捐出器官，最終仍由家屬決定，家屬有權提出反對而中止

器官捐贈。  
 
 
3. "預設默許 "的器官捐贈機制  
 
 
3.1 歐洲一般採用 "預設默許 "的器官捐贈機制，尤以歐洲聯盟國家

更 為 普 遍 。 在 亞 洲 ， 新 加 坡 早 於 1987 年 通 過 人 體 器 官 移 植 法 令

(Human Organ Transplant Act)，率先引入 "預設默許 "機制。目前，所有 21 歲

或以上、心智健全的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均會自動納入 "預設默許 "
機制。  
 
3.2 就 "預設默許 "機制而言，各國的實際做法不盡相同。西班牙及

克羅地亞等地以彈性的方式推行該機制，即使死者生前沒有提出反對

捐出器官，器官移植都必先要徵得其家屬的同意後才會進行。相反，

奧地利及新加坡等地則硬性實施 "預設默許 "機制，即任何人若在生前

沒有提出反對，死後將自動捐出器官，政府無須徵詢其家屬的意見。儘管

如此，現時硬性實施 "預設默許 "機制的國家甚少，而幾乎所有實施 "預設

默許 "機制並取得較高器官捐贈率的國家，均讓家屬就過世親人器官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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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願作出最終的決定。鑒於大多數採用 "預設默許 "機制的國家以彈性

的方式推行該機制，容許家屬有權決定是否執行死者的捐贈意願，因此

把 "自願捐贈 "機制改為 "預設默許 "機制的做法，未必有助提升器官

捐贈率。  
 
3.3 除了在徵求家屬同意的做法不同外，採用 "預設默許 "機制的國家

的器官捐贈率亦各異。一如圖  6 所示，採用 "預設默許 "機制的歐洲國家

所錄得的器官捐贈率，差距甚大，可由西班牙每百萬人中高達 39.7 名

捐贈者，低至希臘每百萬人中僅有 5.6 名捐贈者。在亞洲，新加坡的器官

捐贈率則維持在每百萬人中僅有 6.5 名捐贈者的低比率。  
 
 
圖 6 ⎯⎯  2015 年採用 "預設默許 "機制的歐洲國家的器官捐贈率  
 
 
 
 
 
 
 
 
 
 
 
 
 
 
 
 
 
 
數據來源： International Registry in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3.4 根據上述觀察所得，並無明確數據顯示採用 "預設默許 "機制能夠

提升器官捐贈率。事實上，就採用 "預設默許 "機制而錄得高器官捐贈率

的國家而言，曾參與推動器官捐贈工作的專家認為，當地在推動器官

捐贈方面表現出色，並非與制度有關，而是其他的因素所致。 5  雖然

"預設默許 "機制未必是提升器官捐贈率的關鍵因素，但仍可借鏡高器官
                                                       
5 西班牙於 1979 年制定《器官移植法》 (Transplantation Law)，藉立法引入 "預設默許 "機制。據

國家器官移植中心 (National Transplant Organization)主管 Matesanz 博士所述，制定《器官移植法》

後 10 年間，"預設默許 "機制並未能令該國的器官捐贈率上升。其後，西班牙於 1989 年成立

國家器官移植中心，作為全國性統籌機關，負責優化識別可能適合捐贈器官者的機制，由此

帶動西班牙的器官捐贈率按年攀升。請參閱 Scottish Parliament (2015)。  

斯洛文尼亞 :  26.7 

西班牙 : 39.7 

克羅地亞 : 39.0

比利時 : 32.4

葡萄牙 : 30.9 

法國 :  25.5 

奧地利 :  24.2

芬蘭 :  23.5 

意大利 :  23.1 

捷克共和國 :  20.6 

波蘭 :  18.4 

匈牙利 :  18.0 
斯洛伐克 :  17.3 

瑞典 :  16.9

拉脫維亞 :  15.3 
愛沙尼亞 :  15.2 

盧森堡 :  7 .3

保加利亞 :  6 .3  

希臘 :  5 .6  

每百萬人中器官 

捐贈者所佔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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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率的國家的經驗，從中發掘出其他的成功因素，包括：成立專責機關

統籌器官捐贈及移植的各項事宜；撥款資助進行器官捐贈和移植手術的

醫院；委任駐院的器官移植統籌員；以及以主題形式推廣器官捐贈的

風氣。下文各段集中研究西班牙和澳洲的情況，兩地在實施上述一項或

多項的政策措施後，器官捐贈率均見顯著上升。 6 
 
 
4. 處理器官捐贈及移植的專責機關  
 
 
4.1 一些錄得高器官捐贈率的國家均設立專責機關，統籌器官捐贈

及移植事宜，並為此制訂相關策略和分撥資源。 7 雖然這些專責機關的

職權範圍和架構各異，但皆肩負起提升器官捐贈率的任務。  
 
4.2 西 班 牙 在 1989 年 設 立 國 家 器 官 移 植 中 心 (National Transplant 
Organization)，以統籌當地有關器官捐贈及移植事宜，當中包括管理全國

器官捐贈系統，以及為醫護人員提供培訓課程，讓他們熟習器官捐贈

過程的各個環節。國家器官移植中心是衞生、社會服務及平等部 (Ministry 
of Health, Social Services and Equality) 轄下的國家機關，負責推廣 "利他捐贈 " 
(altruistic donation)，即將器官捐贈給非親屬關係的陌生人，旨在令每個有

需要器官移植的西班牙人都能獲取機會接受器官移植。8 自國家器官移植

中心成立 26 年以來，西班牙的器官捐贈率大幅攀升，每百萬人中捐贈者

所佔的人數由 1989 年的 14.0 名增加至 2015 年的 39.7 名。  
 
4.3 此外，澳洲在 2009 年設立器官和組織管理局 (Organ and Tissue 
Authority)，負責推行適用於全國有關器官捐贈及移植的措施。器官和組織

管理局屬獨立的法定機構，致力提升澳洲社會各階層人士樂意成為器官

捐贈者的人數，為此全國設立 "捐贈一生 "(DonateLife)網絡，由 "捐贈一生 "
機構 (DonateLife Agencies)及駐院的器官移植醫生和護士組成 9，在全國

78 間醫院專責器官及組織捐贈的工作。澳洲的器官捐贈率在 2008 年至

2015 年期間增加 51%，每百萬人中捐贈者人數由 12.1 名增加至 18.3 名，

反映器官和組織管理局近年的工作成果。  
 
4.4 有別於澳洲和西班牙兩地的做法，香港並沒有設立獨立法定

機構或在政策局下開設專責部門，統籌器官捐贈及移植事宜。目前，人體

器官捐贈及移植屬於食物及衞生局轄下的政策範疇之一，該局亦同時

負責為其他衛生事務制訂相關政策和分撥資源。   

                                                       
6 西 班 牙 的 器 官 捐 贈 策 略 極 其 成 功 ， 而 被 譽 為 "西 班 牙 模 式 "。 歐 洲 和 南 美 洲 多 國 均 引 進

"西班牙模式 "，就當地情況稍作改良後加以採用。  
7 請參閱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2014)。  
8 請參閱 Global Observatory on Donation & Transplantation (2016)。  
9 在澳洲，各州及領地均設立 "捐贈一生 "機構，統籌器官捐贈事宜和為器官捐贈者家屬提供

支援，以及為醫護人員提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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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進行器官捐贈和移植的醫院提供財政資助  
 
 
5.1 不少錄得高器官捐贈率的國家均為進行器官捐贈和移植手術的

醫院提供撥款，以應付新增的額外開支，包括涉及添置配套設施 (例如

深切治療部病床和手術室 )及增聘額外人手的支出。  
 
5.2 在西班牙，器官捐贈和移植被視作一般的醫療服務，進行相關

手術的醫院均獲撥款，以應付在人手及物資方面的額外開支。 10 撥款

來自醫院所屬的地區衞生當局的特定預算，旨在為醫院提供足夠的

資源，有效地推展有關器官捐贈和移植的醫療服務。至於澳洲則由器官

和組織管理局撥款，為 "捐贈一生 "網絡下各州及領地內的 "捐贈一生 "
機構及駐院專責器官移植醫生和護士提供資助。 11 
 
5.3 有別於西班牙和澳洲，香港並沒有制定特定預算，預留專項撥款

資助涉及器官捐贈和移植的服務，有關的支出只歸入衞生署及醫院管理局

的整體開支帳目。  
 
 
6. 駐院的器官移植統籌員  
 
 
6.1 病人在腦死亡後，需要儀器維持各器官功能以作移植用途，

醫護人員若能及早發現瀕臨腦死亡的病人，則有助識別可能適合捐贈

器官的病人 12 及有效地保存其器官。由於醫院的工作量繁重，醫護人員

未必能一一識別瀕臨腦死亡的病人。  
 
6.2 基於上述的情況，西班牙特別着重及早識別可能適合捐贈器官

的病人。在深切治療部及急症室的醫護人員，從開始臨床工作起，便需

接受由國家器官移植中心安排的持續培訓，熟習整個器官捐贈的流程，

其中特別包括及早識別和適時轉介可能適合捐贈器官的病人。此外，

國家器官移植中心亦鼓勵醫院把器官捐贈納入為深切治療部及急症室

的慣常工作。  
  

                                                       
10 請參閱 Jox et al (2016)。  
11 在 2015-2016 年度，器官和組織管理局獲得的政府撥款總額達 5,280 萬澳元 (3 億 1,000 萬港元 )。 
12 適合捐贈器官的病人是指腦部嚴重受損，並在短時間內出現腦死亡的病人。請參閱 National 

Transplant Organizatio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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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更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國家器官移植中心大幅增加器官移植

統籌員的數目，以確保每所醫院均設有駐院的統籌員。在西班牙，器官

移植統籌員一職多由深切治療科醫生出任，由護士從旁協助。器官移植

統籌員視乎醫院的規模和可能適合捐贈器官的病人多寡，  將日常工作

時間的 10% 至 50% 用作處理器官捐贈事宜，包括每天巡視急症室及

深切治療部，檢查病人的狀況及識別他們當中是否有可能適合捐贈

器官。器官移植統籌員亦聯絡適合捐贈器官的死者家屬，以徵求他們

同意捐出離世親人的器官。 13 
 
6.4 在澳洲， "捐贈一生 "網絡的駐院器官捐贈醫生／護士專責為其

所屬的醫院服務，處理有關器官捐贈的事宜。器官捐贈專責醫生一職

多由深切治療科醫生兼任，負責確保器官捐贈的流程在醫院內順利

執行，包括識別和轉介適合捐贈器官的病人。除器官捐贈專責醫生外，

器 官 捐 贈 專 責 護 士 亦 肩 負 起 在 醫 院 內 識 別 適 合 捐 贈 器 官 的 病 人 的

職責。醫院亦設有器官捐贈專責統籌員，他們在諮詢器官捐贈專責

醫生／護士的意見後，會與適合捐贈器官的死者家屬進行商討，及／或

徵求他們答允捐出離世親人的器官。  
 
6.5 香港並沒有在醫院內特別設有特定醫療隊伍，專責及早識別可能

適合捐贈器官的病人，該工作現時由深切治療部或普通科病房的醫護

人員負責。在普通科病房，如病人符合若干條件，醫生／護士會透過

啟動臨床轉介機制 14 (clinical referral trigger)，及早識別和轉介適合捐贈器官

的病人作進一步評估，以決定其是否適合進行腦死亡測試。  
 
6.6 當病人出現腦死亡時，器官捐贈聯絡主任會接觸其家屬，並向

他們解釋器官捐贈的詳情，希望取得他們同意捐出死者的器官。香港的

器官捐贈聯絡主任均由護士擔任，現時有 9 名聯絡主任為 7 個醫院聯網

共 41 間公立醫院提供服務。該 9 名器官捐贈聯絡主任的繁重工作量，

以及他們的工作欠缺正式的統籌，均引起社會關注。 15 
  

                                                       
13 請參閱 Fabre (2010) 及 Lai (2013)。  
14 臨 床 轉 介 機 制 是 用 作 及 早 識 別 在 急 症 室 、 深 切 治 療 部 及 普 通 科 病 房 適 合 捐 贈 器 官 的 病 人 和 作 出

轉介。有關機制會在病人符合若干條件時啟動，例如格拉斯哥昏迷指數達到 3 及已插喉管。  
15 請參閱 Lee (2015) 及 Hong Kong Ideas Centr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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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推廣器官捐贈  
 
 
7.1 遺體器官捐贈率取決於個人是否願意在死後捐出器官，以及

家人能否接納他們捐贈的意願，為此宣傳推廣工作必不可少，以力求

加強公眾對器官捐贈的了解和認識、鼓勵更多市民登記成為器官捐贈

者，和教育市民與家人、朋友討論捐贈器官的意願。  
 
7.2 自 2009 年起，澳洲的器官和組織管理局推行一項全國性宣傳

活動，名為 "認識器官捐贈及教育計劃 "( DonateLife Community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Program)，以 "認識、決定和討論 "為主題 16，鼓勵國民認識 器官

捐贈及其意義、決定 加入成為器官捐贈者，以及與家人和朋友討論
捐出器官的決定。政府設有 "社會認知撥款計劃 "(Community Awareness 
Grants Program)17，資助相關團體進行有助推動 "認識器官捐贈及教育計劃 "
的項目或活動。  
 
7.3 在澳洲，年青人多認為器官捐贈一事與自己無關，器官和組織

管理局因此以他們為主要對象，集中宣傳認識器官捐贈及其意義，並

製作適合他們學習的教育資源，內容涵蓋多個不同範疇，包括器官捐贈

的基本知識，以至何謂腦死亡和捐贈器官所遇到的困難。器官和組織

管理局鼓勵學校的老師利用這些資源，向學生介紹器官捐贈。  
 
7.4 澳洲採用 "自願捐贈 "的制度，故此器官和組織管理局亦着眼於

鼓勵家庭成員互相討論捐贈的意願，以確保有意捐贈器官的親人的決定

得到尊重。在澳洲，普遍的情況是家庭成員若知悉彼此的意願，他們

多樂意接受親人死後捐贈器官的決定。因此，在 2010-2012 年期間，

器官和組織管理局在全國推出一個分兩階段進行的宣傳活動，鼓勵市民

與家人討論捐贈的意願。 18 
  

                                                       
16 與澳洲不同，西班牙沒有投放大量資源宣傳器官捐贈。事實上，國家器官移植中心用作

宣傳、公關或推廣活動的撥款不多，而極其依賴行之有效的醫療制度來提高器官捐贈率。

請參閱 Eurotransplant (2010) 及 The Conversation (2015)。  
17 "社會認知撥款計劃 "於 2009 年推出，根據第 8 輪的撥款計劃，在 2014 年共有 22 間機構

獲得澳洲政府撥款，總金額達 462,000 澳元 (270 萬港元 )。  
18 第一階段題為 "DonateLife. Discuss it today"，鼓勵市民與家人討論其捐贈器官的意願。第二階段

題為 "DonateLife. Know their wishes, OK?"，提醒市民須了解家人的捐贈意願。此外，器官和組織管理局

更製作 "家庭討論工具箱 "(Family Discussion Kit)，教導如何在日常生活尋找合適時機跟家人

打開話匣子，討論器官捐贈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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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在香港，衞生署與醫院管理局及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合作，推行

多項器官捐贈的推廣活動，包括 (a)透過展覽、講座及研討會進行公眾

教育； (b)利用不同的媒體渠道開展宣傳活動；及 (c)建立以機構為本的

網絡，邀請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和私人公司攜手合作，推廣器官捐贈。

最近，政府在 2016 年 4 月成立器官捐贈推廣委員會，以進一步推廣

器官捐贈。  
 
7.6 政府多年來將推廣工作集中於提高公眾對器官捐贈的認識和了解，

以及鼓勵市民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此外，提供的教材僅供普羅大眾

之用，並無特別針對不同年齡羣組就器官捐贈的需要。  
 
7.7 雖然政府曾多次提出與家人討論捐贈器官意願的重要性，但卻

未見推出具體的措施加以配合。在香港，要增加遺體器官捐贈的數目供

移植用途，最大的障礙是取得死者家人的同意。據衞生署在 2015 年 4 月

進行的焦點小組研究發現，如家人在生前曾表達死後希望捐贈器官的

意願，大部分受訪者均會在家人離世後依從其意願。至於那些自己本身不

願意捐贈器官的受訪者，他們亦多會依從離世的家人捐贈器官的意願。

不過，如果離世的家人從沒有清楚表明捐贈器官的意願，受訪者則傾向

根據自己的取向為他們作出決定。  
 
 
8. 觀察所得  
 
 
8.1 根據上文分析所得的觀察臚列如下：  
 

(a) 香港器官移植最困難之處在於 可作移植用途的器官供應

不足，在 2015 年，本港每百萬人中僅有 5.8 人捐出器官，

屬世界上最低的比率之一，僅及高捐贈率的國家如西班牙及

克羅地亞的七分之一，前者每百萬人中有 39.7 名器官捐贈

者，後者每百萬人中有 39.0 名器官捐贈者；  
 
(b) 由於器官捐贈率偏低，有建議指香港應改為實施 "預設默許 "

機制。在該機制下，政府假設 所有市民均同意死後捐出

器官，不同意者須在生前提出反對。目前，香港採用 "自願

捐贈 "機制，市民須明確表達選擇捐贈器官的意願，但死後

會否捐贈器官，最終仍由家屬決定，家屬有權提出反對而

中止器官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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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沒有明確數據證明採用 "預設默許 "機制能夠提升器官捐贈

率，尤其是幾乎所有實施該機制並取得較高捐贈率的國家，

均會先徵得死者家人同意才進行器官移植；  
 
(d) 雖然 "預設默許 "機制未必是提升器官捐贈率的關鍵因素，但

仍可借鏡西班牙及澳洲的經驗 ，從中發掘出其他的成功

因素。西班牙和澳洲在實施以下一項或多項的政策措施後，

器官捐贈率均見顯著上升： (i)成立專責機關，統籌器官捐贈

及移植事宜； (ii)撥款資助進行器官捐贈及移植手術的醫院；

(i i i)駐院的器官移植統籌員一職，多由接受過相關培訓的深切

治療科醫生出任，負責識別可能適合捐贈器官的病人，和

聯絡死者家屬以取得他們同意 捐贈離世親人的器官；及

(iv)以主題形式推廣器官捐贈的風氣；  
 
(e) 有別於西班牙和澳洲的做法，香港並沒有設立專責機關統籌

器官捐贈及移植事宜，也沒有制定特定預算，以資助相關的

醫療服務。此外，醫院內也沒有設立特定醫療隊伍，專責及

早識別可能適合捐贈器官的病人。至於聯絡死者家屬以取得

他們同意捐贈離世親人的器官的工作，現時由 9 名器官捐贈

聯絡主任負責，他們為 7 個醫院聯網共 41 間公立醫院提供

服務；及  
 
(f ) 遺體器官捐贈率取決於個人是否願意在死後捐出器官，以及

家人能否接納他們捐贈的意願。為此，澳洲的推廣教育以

年青人為主要對象，並着眼於鼓勵家庭成員互相討論捐贈的

意願，以確保有意捐贈器官的親人的決定得到尊重。香港的

推廣教育則集中於提高公眾對器官捐贈的認識，以及鼓勵

市民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雖然政府曾多次提出與家人討論

捐贈器官意願的重要性，但卻未見其推出具體的措施加以

配合。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2016 年 7 月 14 日  
電話： 2871 2110 
 
------------------------------------------------------------------------------------------------------------------------------------------------------------------------------ 
研究簡報是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該等
研究簡報作為上述意見。研究簡報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所擁有。
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研究簡報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
負 面 影 響 ， 並 須 註 明 出 處 為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資 料 研 究 組 ， 而 且 須 將 一 份 複 製 文 本 送 交 立 法 會 圖 書 館
備存。本期研究簡報的文件編號為 RB05/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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