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人體器官移植(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就法案委員會於2018年5月25日會議席上 

所提出的關注事項的跟進工作 

 

政府就法案委員會提出的關注事項的回應載於下列各段。 

 

 

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批准/不獲批准的個案 

 

2. 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委員會”）根據《人體器官移植條

例》（“《條例》”）（第 465 章）第 3 條成立，負責按照《條例》

所載條文批核受規限器官切除或受規限器官移植，並執行《條例》規

定的其他職能。具體而言，倘器官捐贈人與受贈人之間並無血親關係

及不是婚姻關係已持續多於三年的配偶，必須先取得委員會的書面批

准，才可進行受規限器官切除及／或移植（通常稱為“在生無關係人

士間的器官移植”)。 

 

3. 委員會在過去五年批准及不獲批准的申請個案的數字載於以

下列表。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申請個案 16 19 21 25 20 

批准 16 19 21 25 20 

不獲批准 0 0 0 0 0 

 

 

於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及私家醫院進行的活體器官移植 

 

4. 現時，活體器官捐贈只限於腎臟及肝臟移植。過去五年在醫

管局進行的活體器官移植的數字載於以下列表。 

 

器官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腎臟 12 16 15 18 17 

肝臟 34 27 23 36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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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過去五年在私家醫院進行的活體器官移植的數字載於以下列

表。 

 

器官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腎臟 - 1 - - - 

肝臟 - - - 1 1 

 

 

醫管局器官移植的人手 

 

6. 近年來，醫管局委託海外及本地的專家 /學術團體為其急症醫

院的內科、神經外科及深切治療部的醫護人員舉辦培訓課程，以促進

器官及組織移植的服務質素及效能，及加強對可能腦死亡的病人及其

家屬的照顧。每年約有 100 名參加者參與這類培訓課程。 

 

7. 就外科醫生專科培訓而言，受訓醫生在完成初級外科培訓

後，可申請在香港外科醫學院的六個外科專科之一接受高級外科專科

培訓，包括普通外科、泌尿科、神經外科、小兒外科、心胸外科及整

形外科。醫管局一直支持香港外科醫學院每年舉辦兩次的「高級外科

專科受訓醫生聯合遴選」，旨在為具備合適潛質和能力的初級外科受

訓醫生配對外科專科以繼續高級培訓。有志於器官移植服務的初級外

科受訓醫生可以表明意願，申請於相關外科專科的培訓中心進行高級

專科訓練。另外，為符合培訓要求，高級外科專科受訓醫生會被調派

到不同醫院，以加強他們對各種服務的臨床經驗，包括指定中心的器

官移植服務。 

 

8. 醫管局的器官移植服務以團隊方式提供，當中包括器官捐贈

聯絡主任以及來自內科、深切治療部、麻醉科、外科和化驗室等部門

跨職系的專業團隊。相關服務涵蓋對器官受贈者的護理，器官捐贈者

的識別，腦死亡病人的維生管理，對捐贈者家庭的輔導支援，以及器

官移植手術和術後護理。器官移植手術會於指定的移植中心由相關的

外科專科負責，因此醫管局沒有備存專門負責器官移植手術的人手資

料。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有關“預設默許”機制的結果 

 

9. 在“預設默許”機制下，如死者生前並無表明不願意死後捐

贈器官，則假定死者同意捐贈器官(“假定同意”)。 

 

10. 在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間，政府統計處進行了一項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搜集香港居民對器官捐贈的意見以及其他相關

課題的資料。該項統計調查成功訪問了約 10 100 個住戶，整體回應率

為 76%。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結果顯示，在有就器官捐贈提供意見的

18 至 64 歲人士中，約三分之一(33.8%)支持“預設默許”機制於香港

推行，35.9%不支持，而其餘的 30.3%則對推行“預設默許”機制表

示中立或沒有意見。按年齡分析，25-34 歲人士支持“預設默許”機

制的比率（ 35.0% ）較高，而反對推行的比率在 55-64 歲人士

（37.8%）中較高。男性(34.2%)和女性(33.5%)的支持度大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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