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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城镇居民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及意愿状况，探讨分析影响因素，根据

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建议。方法：选取四川省隆昌市为调查地点，按照随机抽样的方法对240名城镇居

民进行现场匿名问卷调查。结果：隆昌市城镇居民对于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整体不高但捐献意愿较强烈；

传统观念、宗教信仰、经济补偿、法律法规、自身条件及家属态度等因素对被调查者器官捐献意愿情况

均有影响。结论：在我国西南地区，部分城镇居民尚未对器官捐献得到广泛的认知和接受。应继续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宣传工作的力度、深度和宽度，宣扬积极的生死观，营造良好的捐献氛围，结合我

国特殊的国情打造器官捐献事业的“中国模式”，有效改变我国器官捐献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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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cognition and willingness of organ donation among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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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ut forward pertinent 
suggestions. Methods: An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240 urban res-
idents by random sampling in Long Cha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Results: The level of cognition 
about organ donation was low, but the willingness of organ donation was strong. Traditional con-
cept, religious belief, economic compens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self-condition and attitude of 
family all have influence on the willingness of organ donation. Conclusion: In the southwest of our 
country, organ donation has not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some urban residents. 
We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rease the strength, depth 
and width of the publicity work, publicize the positiv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and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of donation. Combining the “Chinese model” of organizing organs donation business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status quo of organ donation in China 
is effectively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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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器官移植是目前临床治疗器官功能衰竭的可靠乃至唯一有效方法，可用于拯救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

中国自 2015 年 1 月起，全面停止死囚器官使用，活体器官捐献及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

供体的唯一来源[1] [2]，供需失衡也进一步加剧。截止至 2022 年 7 月 23 日，全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

达到 4,873,527 人，而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 30 万人，但器官供需比却仅 1:30 [3]，供需关系严重失

衡。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我国每百万人口(per million population, PMP)器官捐

献率从 2015 年的 2.01 升至 2020 年的 3.70，但早在 2015 年西班牙器官捐献 PMP 已达到 39.7，与器官捐

献大国西班牙相比，我国器官捐献的巨大需求量未能被满足。因此，如何有效地增加我国公民器官捐献

率，并填补器官移植供体缺口，推动中国器官捐献事业高速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研究目的 

了解中国西南地区(隆昌市地区)城镇居民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及意愿状况，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分析，并根据影响因素给出提高群众捐献意愿的对策，以期为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率的提高做出贡献，通

过西南地区的实例为中国推进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2.2. 研究对象 

本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 240 名城镇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进行线下街头随机

问卷调查。所选对象为调查过程中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能按照自己的思想作出相应判断、能够正常交流

沟通且积极配合调查的人群。共计发放问卷 240 份，收回问卷 229 份，剔除问卷填写项目缺失、前后矛

盾等的作废问卷，收回有效问卷共 22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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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基于查询及参照以往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所需调查情况，自行设计调查问卷。本问卷主要研究

内容为四个方面：1) 调查受访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区及受教育程度等；2) 器
官捐献基础知识认知情况；3) 器官捐献态度及捐献意愿，包括是否愿意捐献自己或亲人的器官，是否愿

意支持亲人捐献以及捐献的理想受捐方等；4) 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自身条件、家属态度、传

统观念、宗教信仰、法律法规及经济补偿等； 
本研究通过现场匿名问卷调查的方法，经由统一培训过的调查队员到现场随机发放问卷，填写完后

立刻收回，调查内容均由调查对象独立完成。 

2.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4.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初步的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法应用于调查对象

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分析，认知和意愿采用构成比描述，计数资料的统计描述采用相对数(%)表示，采

用了卡方检验进行相关性检验，多因素分析影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P < 0.05 为组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3. 结果 

3.1. 一般人口学资料 

被调查的 221 名隆昌市城镇居民中，男性 89 人(40.3%)，女性 132 人(59.7%)；城区 172 人(77.8%)，
乡镇 49 人(22.2%)；年龄总体为 14~78 岁，15 岁以下 26 人(11.8%)，15~30 岁 107 人(48.4%)，30~45 岁

47 人(21.3%)，45 岁以上 41 人(18.6%)；小学及以下 13 人(5.9%)，初中 51 人(23.1%)，高中 72 人(32.6%)，
大专 29 人(13.1%)，本科及以上 56 人(25.3%)。 

3.2. 对器官捐献基本知识的认知状况 

受访者对器官捐献的整体认知水平较低，受访者中对器官捐献概念了解的共 96 人(43.4%)，其中有

很深了解的仅 6 人(2.7%)，具有一定了解的 90 人(40.7%)，其余为仅听说过 102 人(46.2%)，完全不了解

23 人(10.4%)。23.5%的受访者对器官捐献途径及相关程序有一定认知，49.3%的受访者知道国内器官稀

缺的现状，仅 8.1%的受访者身边有过器官捐献的实例。由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西南地区可能存在

器官捐献的普及程度不高的情况，造成群众基础薄弱，同时，可能存在群众自身了解意识淡薄等情况。

(见表 1)。 
 
Table 1. The cognition of organ donation in different demographic groups (N = 221)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情况(N = 221) 

基本信息 
完全不了解 仅听说过 有一定了解 有很深了解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8 9.0% 35 34.3% 44 49.4% 2 2.2% 

女 15 11.4% 67 65.7% 46 34.8% 4 3.0% 

居住地区         

城区 15 8.7% 83 48.3% 69 40.1% 5 2.9% 

乡镇 8 16.3% 19 38.8% 21 42.9%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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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年龄         

15 岁以下 3 11.5% 15 57.7% 8 30.8% 0 0.0% 

15~30 岁 5 4.7% 51 47.7% 49 45.8% 2 1.9% 

30~45 岁 5 10.6% 24 51.1% 17 36.2% 1 2.1% 

45 岁以上 10 24.4% 12 29.3% 16 39.0% 3 7.3% 

学历         

小学及以下 6 46.2% 5 38.5% 1 7.7% 1 7.7% 

初中 4 7.8% 30 58.8% 17 33.3% 0 0.0% 

高中 11 15.3% 35 48.6% 26 36.1% 0 0.0% 

大专 1 3.4% 15 51.7% 11 37.9% 2 6.9% 

本科及以上 1 1.8% 17 30.4% 35 62.5% 3 5.4% 

3.3. 获取器官捐献相关信息的途径 

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器官捐献受访者的了解途径多来源于电视(60.6%)和网络媒体(67.0%)其次为报纸

杂志(29.9%)和科普讲座(23.5%)等。这可能是在当今社会中，4G、5G 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之一，大部分人群使用新媒体接收信息频率更高，而在偏远乡镇 4G、5G 网络未普及的地区，则更多地

通过报纸杂志获得。科普讲座率的低下，正提示政府、学校及社区需要加强器官捐献的关注度与普及度。 

3.4. 器官捐献意愿情况 

本次调查研究中，有 38.9%的受访者愿意死后捐献自己和去世亲人的器官或遗体，38.0%的受访者仅

接受自己捐赠，2.7%的受访者不接受自己捐赠，20.4%的受访者自己和亲人均不接受。 
其中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对能否接受自己或家人器官捐献的意愿状况上存在差异，城区居民的捐献意愿

总体高于农村居民，捐献意愿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受教育程度对捐献意愿亦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见表 2)。 
当受访对象为自愿捐赠或假使自愿捐赠时，53.8%的受访者倾向于将器官捐献捐给急需移植的陌生人，

24.0%的受访者倾向于将器官捐献给亲人或好友，18.6%的受访者倾向于捐献给医院，仅 8 人(3.6%)倾向

于捐献给研究机构。 
 
Table 2. The willingness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groups to accept organ donation from themselves or their family members 
(N = 221) 
表 2. 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对是否能接受自己或家人器官捐献的意愿情况(N = 221) 

基本信息 
都接受 仅接受自己 仅接受亲人 都不接受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36 40.4% 33 37.1% 4 4.5% 16 18.0% 

女 50 37.9% 51 38.6% 2 1.5% 29 22.0% 

居住地区         

城区 70 40.7% 66 38.4% 4 2.3% 32 18.6% 

乡镇 16 32.7% 18 36.7% 2 4.1% 13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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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年龄         

15 岁以下 14 53.8% 6 23.1% 1 3.8% 5 19.2% 

15~30 岁 44 41.1% 44 41.1% 2 1.9% 17 15.9% 

30~45 岁 13 27.7% 20 42.6% 0 0.0% 14 29.8% 

45 岁以上 15 36.6% 14 34.1% 3 7.3% 9 22.0% 

学历         

小学及以下 8 61.5% 2 15.4% 2 15.4% 1 7.7% 

初中 19 37.3% 18 35.3% 0 0.0% 14 27.5% 

高中 26 36.1% 24 33.3% 4 5.6% 18 25.0% 

大专 14 48.3% 12 41.4% 0 0.0% 3 10.3% 

本科及以上 19 33.9% 28 50.0% 0 0.0% 9 16.1% 

3.5. 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 

询问受访者认为是哪些因素造成部分群众不愿意捐献器官，“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担心所捐器

官被用于非法谋非法牟利”(56.1%)排首位，“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51.1%)排次位，“不了解器官捐

献的有关知识、途径及程序”(46.2%)排第三位。具体影响因素占比位为：宗教信仰(25.8%)、传统观念

(51.6%)、自身条件(40.3%)、家属态度(45.2%)、法律法规(56.1%)、经济补偿(15.8%)、认知程度(46.2%)。 

4. 研究结果讨论 

1) 隆昌市城镇居民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水平不高，器官捐献的意愿有待提升。 
由上诉比例可知，隆昌市城镇居民器官捐献参与率偏低，且数据显示公众的器官捐献的态度与学历

呈总体正相关。同时，绝大部分受访者对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方式、器官捐献的具体流程及途径、器

官捐献负责机构等问题不够了解。目前国内宣传器官捐献得方式多以报道器官捐献事迹及公益广告宣传

为主[4]，其效果并不显著，仍存在许多不足：宣传力度较弱；宣传形式单一，内容陈旧；宣传手段落后；

宣传队伍匮乏；社会组织尚未建立；志愿者招募困难。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缺乏对器官捐献行之有效的

宣传教育措施。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器官捐献的宣传影响力，使广大人民群众知晓器官捐献这一重要

资讯。 
2) 隆昌市城镇居民认为阻碍器官捐献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以及我国传统文

化价值观的影响。 
例如我国现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还存在许多局限性，该条例并没有具体的上位法律作为制定

依据。因此，我国遗体(角膜)、器官捐献工作仍然缺乏全面的法律保护，不能使捐献者、医生、接受者、

医疗机构等各方权利主体享有明确、清晰且必要的权利与责任。传统道德观念是影响公众器官捐献意愿

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传统的生死观、身体观、家庭伦理、生命观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民器官捐献

的行为选择[5]。积极乐观的死亡态度，帮助他人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观以及生命延续的赋予意义等因素

会促进个体捐献意愿表达；而消极回避的死亡态度，身体完整性丧失的困扰以及顾虑重要亲人的感受可

能会阻碍个体捐献意愿的表达[5]。 

5. 提升中国器官捐献率的建议及对策 

当下，我国器官捐献数量严重不足，如何提高中国公民器官捐献率成为目前面临的重大难题，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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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状，本组课题人员拟通过此次调查问卷走访调查西南地区城镇居民关于器官捐献的相关情况，针

对问卷结果做出科学分析，总结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对策，期望能给中国器官捐献事业带来绵薄之力。 

5.1. 加快修订完善器官捐献法律法规 

我国目前最高效力的器官移植法律——《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虽已覆盖 8 条器官捐

献法条，但无具体犯罪法。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了人体器官罪：组织出卖

人体器官罪。由于其处罚力度不够，在立法上对该罪名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加上管理部门可能

存在执法不力的情况，致使有些公民和组织未经国家批准擅自进行器官捐献活动。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同时影响社会稳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不利于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发展[6]。亟待完善，势在必行，以法

律为武器为器官捐献事业保驾护航。 

5.2. 设立人民群众监督管理组及器官捐献系统提供双向保密信息 

为使国家有关监督管理政策、法规得到较好的落实，应除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全国人体器官移

植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人体器官移植的监督管理工作

以外，当地政府可设立监察组并邀请自愿参加监督管理器官捐献的群众为监察组成员。对违反规定的行

为依法进行查处，并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作出处罚决定，规范器官移植医疗行为，加强对器官捐献协调员

的监管。通过建立完善政府主导的社会监督体系；健全行政执法与司法协作配合制度；提高公民法制意

识及自我保护能力；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器官移植水

平，确保公众健康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为器官捐献提供有力的保护。 
与此同时，器官捐献系统可在征得器官捐献者与受捐方的同意的情况下，提供关于所赠器官的去向

以及获得器官的来源的资料。这可消除公民认为缺乏公平、公开、公正的器官捐献、获取与分配系统是

影响器官捐献意愿的重要因素[7]。 

5.3. 加大器官捐献宣传力度，增强公众知晓率 

通过官方微信、腾讯视频、喜马拉雅电台、微博、抖音等一类新媒体账号进行传播，形成系统化和

模式化的图文短视频，加强媒体引导。如：在公交或地铁站台上开展器官捐献宣传活动：“红十字会—

—医院献血站——大学生志愿者”模式。同时，建立专业的协调员队伍，由地方政府牵头组织成立普及

志愿小队，加大对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者的资助；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扩大队伍规模，

增加志愿者数量，提升影响力，增加推广效果，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器官移植工作的良好环境。 
面对新形势，积极推进人体器官捐献向纵深发展，转变对器官捐献认识上的传统思想，增强全社会

的捐献意识，宣传用爱心传递和奉献大爱，续写别人生命的崇高思想，形成拯救生命和捐献光荣，促进

器官捐献事业蓬勃发展的舆论氛围。 

5.4. 建立器官捐献奖励机制 

在建立奖励机制方面，可以借鉴在该领域做得好的美国、西班牙、英国、新加坡等国的做法，建立

多元化的奖励机制[8]。具体建议如下：1) 若有器官移植需求，则可向供体及其家属提供器官移植的优先

权。2) 可以向捐赠机构或家庭成员发放荣誉锦旗、荣誉家庭称号、纪念品等人道服务。3) 对捐献的机构

进行必要的医疗、护理和康复；在工作和居住等方面，可以享受医疗保险、降低病人在医院的医疗、护

理、子女的教育等。4) 也有可能促使器官供体参加器官移植，这样不但能为供体提供工作，也能增加国

家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投入。 
综上所诉，本次调查表明，当前我国西南地区城镇居民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程度较低，器官捐献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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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有待提升。根据研究发现，现行相关法律和制度的不健全，加之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制约器官捐赠

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为此，应从国家立法、宣传教育和社会舆论引导等多个层面上进行全面的变革和

创新，从而促进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当前，完善我国的器官移植法律、开展器官捐赠的普及工作已成

为当务之急。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增强全民捐献的自觉性，营造一种拯救生命、捐献光荣的舆论环

境，推动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的蓬勃发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受疫情影响，调查开展地区较为受限，同时样本含量较少，样本变

量多样性较小，横纵对比欠缺等情况；期望未来可在多区域进行大样本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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