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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对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分析 

 

杨  颖1，2，3，黄  海2，邱鸿钟1 (1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省广州市  510000；2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510010；        
3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广东省广州市  510507) 

 

文章亮点： 

课题组选取北京、上海、重庆和广州四座城市为调查地点，按照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四座城市内不

同人群，于 2013年 3至 9月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系统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和观

念(如身体观，死亡观等)对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并从社会认知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力求寻

找提高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意愿的方法与对策，解决器官供体相对不足的问题，缓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移植

技术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是影响民众进行

器官捐献的主要因素，大部分民众认为以心肺死亡的标准来判断人死亡为最佳方法，认为捐献器官的主要目

的是想帮助别人，捐献的器官应首先应用于器官移植，以便挽救更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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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中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还以每年超过 10%的增量扩大，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中国较世

界其他国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供体短缺问题。导致目前中国器官供体短缺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中国公民究竟

如何看待遗体器官捐献，他们对遗体器官捐献的态度如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公民遗体器官捐献行为的

实施？  

目的：了解中国传统观念对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程度。 

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 900 名接受问卷调查者为研究对象，应用自制的公众

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与结论：①有 55.16%的民众认为进行器官捐献的主要目的是想帮助他人，有 24.22%的民众认为进行器

官捐献的主要目的是一种社会公德的体现，11.94%的民众认为进行器官捐献其实是自己生命的延续。②有

70.00%的民众认为捐献的器官应该用于器官移植事业，以便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其平均得分为 2.53 分；

而建议将捐献器官应用于医学教学用和病理解剖用的比较接近，平均得分依次为 1.72 和 1.75。③有 65.01%

的民众支持采取心肺死亡的标准来判断人死亡，24.33%的民众支持采取脑死亡的标准判断人死亡，还有

10.66%的民众认为不清楚采取什么方式。④有 50.52%的民众认为影响器官捐献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观念的影响，其次是捐献程序和家属感情。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是影响民众进行器官捐献

的主要因素，大部分民众认为以心肺死亡的标准来判断人死亡为最佳方法，认为捐献器官的主要目的是想帮

助别人，捐献的器官应首先应用于器官移植，以便挽救更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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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deas on organ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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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00,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2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itary Regio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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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need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China i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10% per year. Due to the lack of voluntary donations, China is facing a more severe donor shortage than other 

countries. What are the specific reasons for the shortage of donor organs in China? What is the attitude toward 

organ donation in Chinese citizens? What factors are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organ donation in Chinese 

citizen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on the willing of Chinese citizens toward 

organ donation after death.  

METHODS: By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900 persons selected from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s research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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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questionnaire survey. Self-made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cogni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the public in face 

of organ dona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55.16% of persons thought that the main purpose of organ donation was to help 

others, 24.22% thought that the main purpose of organ donation was a manifestation of social morality, 11.94% thought 

that organ donation w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ir lives. (2) There were 70.00% who said donations should be used for the 

cause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order to save more lives, and the average score was 2.53 points; while the number of 

persons who proposed donor organs would be applied in medical teaching was similar to that in pathological anatomy, 

and the average score was 1.72 and 1.75, respectively. (3) 65.01% of the public supported cardiopulmonary death 

standard to judge death, 24.33% supported brain death standard to judge death, and moreover, 10.66% of people did 

not know what to take. (4) 50.52% of people thought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organ donation wa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deas, followed by the donation program and family feelings. The study foun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deas are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organ donation in the public, most people think that 

cardiopulmonary death standard is better to judge death and that the main purpose of organ donation is to help others 

that organ donation should be applied firstly to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order to save more lives. 

 

Subject headings: organ transplantation; kidney transplantation; liver transplantation; lung transplantation; heart-lung 

transplantation; ethics 

Fund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of Guangdong Province, No. 2012A0304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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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器官移植技术日益成熟，

但器官供体短缺成为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是全世

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3]
。器官移植有赖于器官捐献，当前，

中国在肝移植、肺移植方面都已经跨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

行列
[4]
，器官移植总量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器官移

植大国，器官移植事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同时，中国

也是器官移植供体最为短缺的国家之一，并还存在着器官

来源伦理、器官买卖、器官移植旅游等涉及一系列社会、

伦理、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中国器官移植存在着严重问题

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根据中国国情和国际公认的伦理学原则，建设一个完

善的国家器官捐献移植体系，推行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捐

献器官
[5]
。 

为了规范器官移植，国家于2010年3月进行了器官捐

献工作试点，推行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捐献器官。而器官

获取组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
[6]
，并且在数量上、

规模上都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器官捐献与获取领域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器官获取组

织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捐献率

较低。 

社会文化心理学认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下，人

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和结局
[7]
。有研究发

现，社会文化和观念与心理行为不是简单的你因我果的因

果关系，而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相互建构关系
[8]
。心理学家

认为社会文化和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导向和控制社会群

体中个体行为的作用
[9]
，它不仅为社会中的个体提供思想

方式，以及社会活动的行为规范，而且还指导和控制社会

人群的心理和情绪，从而引导社会群体中的个体按照所处

的文化体系的主流去生活和行动。当前，中国人体器官供

体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快速发展的

主要因素
[10]
。 

文章通过大量的问卷调查，系统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和

观念(如身体观，死亡观等)对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并从

社会认知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力求寻找

提高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意愿的方法与对策，解决器官供体

相对不足的问题，缓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移植技术之间

的矛盾，从而促进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设计：调查分析。 

  时间及地点：于2013年3至9月在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

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完成。 

对象：选取北京、上海、重庆和广州四座城市为调查

地点，按照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四座城市内不同

人群，于2013年3至9月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共发放

问卷900份，回收问卷876份，问卷回收率为97.33%，去

除填写项目缺失20%视为无效问卷外，其中有效问卷863

份，回收问卷的有效率为98.52%。 

纳入标准：年满18周岁、中国籍公民、精神正常、在

调查过程中有独立思维能力并能按自己想法做出相应判

断，能积极配合调查的人群。 

排除标准：未满18周岁、非中国籍人群、有精神障碍、

在调查过程中精神恍惚不能做出准确判断者(如醉酒者)、

拒绝调查或不配合调查者。 

调查工具： 

自制一般情况登记表：包括年龄、性别、出生地、受

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月收入、政治面貌、宗教信

仰及健康状况等。 

公众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调查表：该

表主要包括认知、态度和行为3个维度，由40个条目组成，

其中39个为封闭式条目，1个为开放式条目，该问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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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咨询法，以及进行预调查，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实施方法：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集中作答，统

一回收的形式进行。在进行调查前，调查员先请示被调查

单位领导，经同意后，调查员给调查对象作详细的填表说

明。同时，为了提高问卷应答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在问卷

填写过程中，调查员在现场巡视，以便随时解答官调查对

象在答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Excel进行数据录入，在

数据录入完成后，对其进行细致的抽查和纠错，并由另外

一名调查员进行复核，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2  结果  Results  

2.1  捐献器官对捐献者的意义分析  在863份有效问卷

中，有476份问卷选择捐献器官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是想帮

助他人，占总有效问卷的55.16%，而有209份问卷选择捐

献器官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到进行器官捐献是受国内社会公

德的影响，进行器官捐献可以积公德。选择捐献器官是自

己生命延续和想救助自己的家人的比例分别为11.94%和

8.69%(图1)。 

 

 

 

 

 

 

 

 

 

 

 

 

2.2  民众对捐献器官3种用途的比较分析  在对民众对捐

献器官3种用途的问卷设计时，为了使调查结果更加准确可

靠，课题组将该问题的答案进行了的量化，按照重要性的

重要程度由重到轻的顺序，将民众认为捐献器官用途最重

要的项目为第一位，该项目得分为3分，次之项目得分为2 

分，选择最后的项目得分为1分。结果发现，有70.00%的

民众认为捐献的器官应该用于器官移植事业，以便挽救更

多患者的生命，其平均得分为2.53分；而建议将捐献器官

应用于医学教学用和病理解剖用的比较比较接近，平均得

分依次为 1.72 和 1.75，从分值总体平均分来说，3个项

目都接近次重要(分值为2)，具体结果见表1。 

2.3  民众对判断人死亡的方法支持情况  在对民众对判

断人死亡的方法支持情况的条目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有

65.01%的民众支持采取心肺死亡的标准来判断人死亡，

24.33%的民众支持采取脑死亡的标准判断人死亡，还有

10.66%的民众认为不清楚采取什么方式来判断人死亡更

合理，具体选择不同方式的人数及所占的比例见图2。 

 

 

 

 

 

 

 

 

 

 

 

 

 

 

 

 

 

 

 

 

 

2.4  民众认为影响器官捐献的主要因素分析  在所列的7

项影响民众进行器官的因素中，其中选择频率最高的项目

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有436名被调查者认为影响器官

捐献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影响，占总被调

查者的50.52%；其次是捐献程序条目，有163名影响器官

捐献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对器官捐献程序不了解，占总被调

查者的18.89%；接着就是家属感情和宗教信仰等多种因

素。具体结果见图3。 

 

 

 

 

 

 

 

 

 

 

 

 

 

 

3  讨论  Discussion 

目前中国有关器官捐献知识和态度的研究多为理论探

讨，近几年才偶见一些实证类文章
[5，11-12]

，大多采用开放式

问卷，了解公众对器官移植及捐献的了解程度、态度及其影

500

400

300

200

100

0
想救助自己的家人帮助他人 社会公德 

图 1  捐献器官对捐献者的意义分析 

Figure 1  Significance of organ donation for donors 

自己生命的延续

表 1  民众对捐献器官 3种用途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ree application patterns of donate 

organs   

用途   项目 

医学教学用 病理解剖用 器官移植用 

平均值 1.72 1.75 2.53 

认为最重要的频数及百分比 104 11.95% 184 21.35% 604 70.00%

认为次重要的频数及百分比 414 48.02% 321 37.21% 152 17.62%

认为最不重要的频数及百分比 345 40.03% 358 41.44% 107 12.38%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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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脑死亡 心脑死亡

图 2  民众对判断人死亡的方法支持情况 

Figure 2  Public-supported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death 

不清楚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1       2       3      4       5       6       7 

图 3  民众认为影响器官捐献的主要因素 

Figure 3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organ donation 

1：家属感情；2：法制现状；3：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4：损献程序；5：

社会舆论;6：宗教信仰；7：其他 



 

杨颖，等. 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对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分析 

P.O. Box 10002, Shenyang   110180   www.CRTER.org 806 

www.CRTER.org 

响因素。但在方法学上，问卷设计缺乏前期严格论证，题目

雷同，随意性较大；在研究对象上，多局限于高校学生、医

务工作者、以及局部城市的市民，尚不能反映中国更多地区，

更多人群的现状；在研究结果上，目前实证调查结果均显示，

通过对中国公民器官捐献的态度和愿望调查可以认为器官

捐献可能性是比较乐观的
[13]
。但这与中国现有的器官捐献登

记例数相差悬殊，与实际完成捐献的案例更是大相径庭，但

尚未有文章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在此可以理解为

样本量不够，尚不能反映中国公民的真实状况，也可以质疑

是否在意愿与行为及结果上还存在着尚未涉足的中介因素。 

国内自20世纪70年代起始有关于器官移植的介绍和

临床医疗探索。近十年来，除对器官移植的纯医学研究外，

有关器官移植、捐献的相关理论研究也逐渐增多，但多限

于法学和伦理学视角
[14-17]
，即对脑死亡立法的争论、器官

捐献程序中的法律问题以及移植与捐献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的探讨，鲜有其他学科介入和参与。 

研究者普遍认为，影响中国公众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

涉及很多方面
[18-21]
，包括对器官移植和器官捐献相关知识

及社会意义的认知和了解程度；人们的固有传统观念、宗

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社会主流价值观及支持力度；器官移

植和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脑死亡标准未建立，

公众对脑死亡理解很困难
[22]
；家庭或亲属的支持或反对意

见；对器官捐献经济价值的认可度；捐献器官是否被合理

地利用或妥善地管理；捐献程序是否繁琐；伦理学原则； 

 

 

 

 

 

 

 

 

 

 

 

 

 

 

 

 

 

 

 

 

 

 

 

 

 

 

 

 

 

 

 

 

 

 

 

2012至2013年关于器官移植、捐献相关伦理学内容的报道(CNKI)
[10-23]

： 

文献来源 文题 作者 机构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3 多维视角看中国器官捐献的价值导向 李恩昌，吉鹏程，韩淑琴，等.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中国医学伦理

学》杂志编辑部 

教育与职业，2013 生物医学高新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促进医学 

伦理教育的思考 

李义军 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求索，2013 论人体器官移植中器官短缺问题的国家 

义务模式 

龚波 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西南大学，2013 应用伦理学视阈的身体伦理探究 谢忱，邹顺康 西南大学 

河南大学，2013 人体器官移植犯罪问题研究 张悦，刘霜，侯慧玲 河南大学 

苏州大学，2013 论人体器官移植的刑法规制 王君，李洪欣 苏州大学 

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 关于异体器官移植中供体的伦理思考 武贝博，吴涛 辽宁医学院研究生学院思政部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3 医护员工对器官移植伦理与募捐态度的 

实证研究 

王进，张宗明 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 

生命科学，2012 我国器官移植中的伦理困境及解决思路 樊民胜，李久辉 上海中医药大学社科部 

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 论我国心死亡遗体器官捐献的伦理原则 姚瑶，古津贤 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 关于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获取的伦理思

考 

余燕华，黄海，王蜀燕 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 

理论与现代化，2012 人体器官移植中的法律困惑与思考 丛梅，仇嘉禾 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科学与社会，2012 器官移植来源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思考 缪佳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2 器官移植的伦理切入点:生命价值 钟会亮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器官移植，2012 亲属活体肾移植的伦理学审查:单中心经验总结 赵磊，马潞林，侯小飞，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 

医学与社会，2012 关于规范器官获取组织流程的思考 谢春燕，黄海 南方医科大学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2012 法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及规范 王海燕，Béatrice SENEMAUD，

陈忠华 

法国生物医学研究所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2 关于活体器官供者的伦理思考 钟会亮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商业文化(上半月) ， 2011 浅析我国死刑犯的器官移植问题-从法律和伦理

的角度 

王元 兰州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我国器官捐献的伦理困境及对策探析 许翠芳，韩跃红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 ，2011 我国心死亡器官捐献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杨顺良，高霞，吴卫真，等.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泌尿外科全军器

官移植中心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 ，2011 我国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的建设与规范化运行

思考 

杨顺良，吴志贤，高霞，等.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泌尿外科全军器

官移植中心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11 异种器官移植及其伦理问题 方毅，任守双，尹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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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道德情操；心理因素等
[23]
。很多文章展示了这些观点。 

社会心理学认为，价值观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不仅具

有导向作用，同时，它还与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有着紧密

的关系
[24-26]
。人们的各种态度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态度体

系，越是接近价值系统中心的核心价值，就越接近态度体

系中心的核心态度，对行为的影响作用也就越大
[27-28]
。人们

通常会认为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经济变革与社会重构之后，人

们的价值观会向功利方向倾斜
[29]
。但是，金盛华等

[30]
课题组

对“当代中国民众价值取向与精神研究”，结果表明：当前

在中国，在民众的价值观结构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传统儒家

文化思想的“品格自律”，“家庭本位”以及所谓的“人伦

情感”等中国传统观念
[31]
。儒、佛、道三家作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主流，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理，人格和价值观，

但三家分别有不同的身体观和生死观
[32]
。 

关于生死观，古代中国的先辈们根据不同的信仰，也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尽管上述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

的生死问题，但在中国历代以来，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甚至于时至今日，中国人仍在骨子里接受着这些观念
[33]
。

瑞士卢加诺(Lugano)大学一项研究显示
[34]
，如果针对不同

语区居民的文化差异而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和相关政策，

那么瑞士同意捐献逝世后器官的居民数量将会更多，要想

提高器官捐献率，必须考虑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35-38]
。国内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导致公民不愿捐出自己或

亲人的器官
[39-41]
，中国传统观念是否导致公民不愿捐献身

后器官，当前还没有相关的系统报道。 

课题组研究发现，目前，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民众认

为进行器官捐献的主要目的是想帮助他人，同时还有1/4的

民众认为进行器官捐献的主要目的是一种社会公德的体

现，他们认为进行器官捐献可以积累公德，这也体现出了

中国儒家思想的道德观，即以“德”修身，倡导“大我”，

“大爱”的思想基础。在对捐献器官的使用方法，在部分

的民众认为捐献的器官应该用于器官移植事业，以便挽救

更多患者的生命，也是器官捐献生命延续的一种体现，也

表明了国内民众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即人的生与死不过是

气的聚与散的形式转化而已，生死之间只不过是从无生之

形到有生之形的一个生命的有序过程，而死亡则是这种转

化的回归
[42-45]
。在研究中还发现，有65.01%的民众支持采

取心肺死亡的标准来判断人死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句

“气聚而生，气散而死”的说法，表明在中国当一位患者

还有呼吸的情况下，即使已经被诊断为脑死亡，但中国民

众认为此时还认为该患者不应该诊断为死亡。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是影响民众进行器官捐献的

主要因素，大部分民众认为以心肺死亡的标准来判断人死

亡为最佳方法，认为捐献器官的主要目的是想帮助别人，

捐献的器官应首先应用于器官移植，以便挽救更多的生命。

要想提高中国民众的器官捐献率，必须加大对器官捐献的

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倡导器官捐献是“立德”，

“大我”，“大爱”等中国传统美德的体现，进行器官捐献

是自己生命延续的一种表达形式，只有民众对器官捐献的

传统观念发生了变化，才能大幅度的提高中国民众的器官

捐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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