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一零年二月八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器官捐贈運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推廣器官捐贈運動的進展。  

器官捐贈現況  

2 .  本港許多患慢性病的病人，在病情嚴重時，常會出現末期

器官衰竭的情況。對這些病人來 說，除接受若干維持生命的治療外，

進行器官移植往往是延續生命的唯一治療方法。供移植的器官主要來

源是身故者的器官，個別情況亦會由近親提供器官進行活體移植。  

3 .  在二零 零九年，死後捐贈器官以供移植的個案數字明顯增

加，死後捐出腎臟和肝臟的數字由二零 零八年的 91 宗，增加至二零

零九年的 130 宗，增幅超過四成，情況令人鼓舞。醫管局轄下醫院的

器官／組織捐贈數字及輪候器官移植的病人的數字載於附件。  

4 .  但與此同時，根據醫管局的資 料，醫管局器官捐贈聯絡員

在二零 零九年所接觸的死者家屬當中，仍有約五成拒絶捐贈死者的器

官，當中約三分之一個案的拒絶原因是家屬未能確定死者的意願，包

括未能尋獲死者在生前已簽妥的器官捐贈證。  

5 .  從整體策 略上考慮，要提升器官捐贈的數字，救助 更多需

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令 更多市民願意死後捐贈器

官及接受捐贈逝世家屬的器官。因此當局在器官捐贈方面的策略，主

要仍是推廣器官捐贈的信息和風氣， 令 更多市民願意及接受捐贈器

官。關鍵除了繼續希望令 更多市民支持器官捐贈外，亦鼓勵有意捐贈

器官的人士將他們的意願登記到中央名冊上，同時讓家屬知悉他們的

意願。  

中央器官捐贈名冊  

6 .  中央器官捐贈名冊 (中央名冊 )在二零 零八年十一月二十四日

開始啟用，為市民提供多重途徑 (包括互聯網、郵遞或傳真方式 )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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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地登記自己一旦身故後器官捐贈的意願，亦可令器官捐贈聯絡員在

關鍵時刻可以知悉有意捐贈者的意願，以儘快與家屬聯絡 及 取 得 同

意，進行有關檢查及手術，救治有急切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央名

冊自啟用開始至今年一月八日，已經有約四萬個新登記人士。此外，

香港醫學會亦協助向其器官捐贈名冊內的登記者徵求同意，把他們的

資料轉移到中央名冊。截至二零一零年一月八日，約五千名登記者的

資料已由香港醫學會的名冊轉移到中央名冊，令現時中央名冊內的登

記人數共約四萬五千個。衞生署和醫管局會聯同有關醫護專業團體和

志願機構，繼續鼓勵市民在中央名冊登記，而其中一個重要信息是要

讓家人知悉自己的意願。除在中央器官捐贈名冊登記外，市民亦可以

繼續以簽署並攜帶器官捐贈證的方式表明捐贈器官的意願。  

推廣器官捐贈運動進展  

7 .  去年登記中央名冊的人數踴躍，表示市民對器官捐贈的接

受程度日益增強。衞生署和醫管局聯同有關醫護專業團體和志願機構

及透過十八區區議會和健康城市的平台繼續推廣器捐贈，以期進一步

提升市民對器官捐贈的認識，鼓勵他們通過中央名冊表達死後捐贈器

官的意願，並提醒他們讓家屬知悉及瞭解其意願。我們的短期目標，

是減少個人及家屬不願捐贈或猶疑不決的情況，最終希望在社會建立

一股風氣，把自願捐贈器官視為值得表揚的善行，並且是一種普遍而

非特別的行為。  

8 .  為此，衞生署聯同醫管局和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已經在社區

層面推行一連 串的推廣器官捐贈活動。推廣運動的主要策略是邀請社

區領袖和社會各界參與和爭取他們的支持，並經由他們接觸社會各階

層，鼓勵市民以行動支持器官捐贈。這些活動包括─  

( a )  邀請社會領袖 (包括政府官員、行政會議成員、立法會和區

議會議員 )在中央名冊登記（行政長官、三位司長以及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已公開表示已經簽署器官捐贈證。他們亦已

在中央名冊登記）；  

( b )  鼓勵公務員在中央名冊登記；  

( c )  呼籲私人公司向員工及其客户推廣器官捐贈；  

( d )  聯絡不同的社區團體，包括各宗教、醫護及褔利機構，向

他們的信眾、員工及服務對象推廣器官捐贈；  

( e )  與學校及教育機構合辦展覽及講座，以學生為對象，進一
步爭取市民對器官捐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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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展開傳媒宣傳活動，在電視及其他傳播媒體向市民推廣器
官捐贈；  

( g )  在電視台及電台播放新的宣傳短片／聲帶，宣傳中央名冊
的啟用及器官捐贈的信息；  

( h )  安排在商場及其他公眾場地張貼海報及舉辦巡迴展覽，推
廣器官捐贈並為市民進行中央名冊登記；  

( i )   透過十八區區議會和健康城市的平台向區議員和地區領袖

介 紹 和 推 廣 器 官 捐 贈 的 信 息 ， 並 協 辦 相 關 的 社 區 宣 傳 活

動；  

( j )  透過公用設施單據向用戶傳達器官捐贈的信息；以及  

( k )   透過互聯網作出宣傳。   

9 .  截至二零 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 179 間機構，包括
政府部門、私人公司及社區團體，表示支持器官捐贈，當中 86 間已
把其網站與衞生署的器官捐贈網站建立超連結，以發揮最大的網上宣

傳效果。另外，我們透過與不同團體 (包括大專院校和政治團體 )合辦
推廣活動，已經向市民派發近八十萬張附有中央名冊登記表格及器官

捐贈證的宣傳單張。  

10 .  同時，我們亦把握每個表揚器官捐贈者的機會去宣傳器官

捐贈。衞生署、醫管局、香港醫學會及香港移植學會在二零 零九年十

二月十二日攜手舉行「『心連心慶新生』溫情相聚－一百顆愛心獻再

生紀念活動」，以慶祝本港心臟移植手術突破一百宗大關，並衷心表

達對捐贈者家屬的謝意，藉此提高巿民對器官捐贈的認識及支持，並

在中央名冊登記意願。  

展望未來  

11 .  推廣器官捐贈是一項持續的工作。我們將繼續推行上文第 8
至 10 段提及的宣傳工作，並加大力度，以期把器官捐贈的信息，包

括簽署器官捐贈證及在中央名冊上登記，向社會各階層廣為傳達。同

時，我們正計劃有系統地向中學生灌輸器官捐贈的信息，並透過十八

區區議會和健康城市的平台加强宣傳活動，讓這正面訊息能在校內、

家庭及社區層面進一步推廣。此外，我們會繼續使用流行的電子媒介

發放有關器官捐贈信息，務求更廣泛和全面地推廣器官捐贈。  



 

   

4

12 .  我們希望透過以上工作，令 更多人表明死後捐出器官的意

願。更重要的是，透過各項推廣運動，令社會普遍接納器官捐贈，以

減少出現死者家屬不願捐出死者器官的情況，從而增加成功捐贈器官

的機會，讓更多輪候器官移植的病人受惠。我們亦會不斷發掘和整合

社會資源，加強器官捐贈推廣的效果。  

徵詢意見  

13 .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衞生署  
醫院管理局  
二零一零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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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公立醫院內人體器官／組織捐贈數字 (二零零四至二零零九年 )  

年份  

 

器官／組織  

二零零四 二零零五  二零零六 二零零七 二零零八

 

二零零九年  
 
 

輪候人數  
(截至二零 零九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 )  

腎臟  

遺體  

活體  

 

44 

6 

 

50 

8 

 

53 

13 

 

58 

8 

 

65 

12 

 

87 

7 

1602 

肝臟         

遺體  

活體  

 

20 

56 

 

24 

38 

 

23 

48 

 

26 

41 

 

26 

42 

 

43 

41 

 

100 

心臟  7 8 7 5 6 10 10 

肺  0 2 1 1 1 2 8 

眼角膜 (片數 ) 230 214 244 198 211 203 500 

皮膚  30 13 8 13 19 17 

骨骼  4 3 3 1 1 0 

如有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