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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潔潔
夫夫
器官移植法治化勢在必行

黃潔夫指出，制約器官移植數量有三大因素：一是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一個肝移植手術費需要幾

十萬元（人民幣，下同），第一年的維持費需要五到
六萬，第二年後也要四到五萬，對一個貧窮的家庭來
說是天文數字。」同時由於中國醫保沒有覆蓋器官移
植，很多病人「根本進不了大醫院的門」。
二是國家提供移植醫療服務的能力。移植技術複
雜，加之缺乏完善的公民捐獻體系，導致中國能做
器官移植的醫院和醫生十分有限。目前內地只有
169家醫院具備一項或多項移植資質，能做器官移
植手術的醫生也只有幾百人。
三是器官供體相對緊缺。黃潔夫透露，從1月1

日宣佈停用死囚器官到3月3日，中國公民自願捐
獻器官381例，937個器官。以兩個月的數字為基
準，加上另外30%的活體器官移植，保守估計今年
可以達到1萬例。但他對未來表示樂觀，認為中國
正逐漸形成公民自願捐獻的大趨勢。

移植條例修訂迫在眉睫
要解決這些制約問題，黃潔夫表示關鍵在於法治
建設。「公開透明的體系深深扎住根，群眾的捐獻

率就會越來越高，社會的大氣候就隨之形成了。」
2007年國務院頒布《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標誌
着中國器官移植事業開始走向法制化的軌道。而在
黃潔夫看來，實施七年的條例已不適應當前的情
況，在中國器官移植事業已進入了由公民自願捐獻
為唯一來源的新階段，移植條例的修訂勢在必行。
在今年的兩會提案中，他提出，急需將2007年

《條例》，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的
器官買賣罪，2013年衛計委下發的《規定》等30多
個配套衛生政策及文件整合，打造成升級版的《人
體器官捐獻與移植條例》或《器官移植法》，明確
界定衛生行政部門、紅十字會及醫療機構等的權
責，為規範、調整器官移植領域各方法律關係提供
更權威、全面、充分的法律依據，使中國移植事業
健康快速發展。

器官移植應納入醫保
黃潔夫強調，最制約器官移植例數的不是供體的

短缺，而是經濟原因，很多窮人難以支付移植手術
費用。而在公民捐獻時代，器官捐獻和移植工作已
成為一個陽光的事業，今後就可以納入醫保中去，

國家負擔，「不存在偷偷摸摸的事」。
他表示，如今醫保大病救助涵蓋十多種病，其實

最應包括其中的是器官移植，「它是生和死之間的
選擇。」如果公民捐獻體系能很好地建立，就可以
把器官移植納入全民醫保中，貧困的人就可以在國
家資助下進行移植。另一方面，通過社會捐款建立
肝移植、腎移植等基金會，提供更多的經濟支持。

民族文化不影響捐獻
針對「中國傳統文化制約公民自願捐獻」的看

法，黃潔夫並不認同。他表示，雖然中華民族文化
中有一些保守的舊觀念，但更有慈悲、捨生取義、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樣善與美的一面，不
能把行政管理體制的落後怪到老百姓觀念上。
他說，去年《中國青年報》做了一個43,000多人
的隨機網上調查，調查對象覆蓋老中青不同年齡
段。結果顯示，45%的人願意死後捐獻器官，45%
選擇反對，而反對者中有64%表示，原因在於中國
不透明的捐獻體系。「我們相信在停用死囚器官
後，只要這64%當中有一部分相信我們這個體制，
捐獻的比例就會更高。」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曉
雪、聶晨靜兩會報道）兩會期間，全國政協
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見圖）接受
本報記者採訪時透露，今年民革中央提交提
案建議健全志願服務表彰激勵機制，將志願
服務進一步納入法治軌道。
何丕潔認為：「雖然社會主義提倡奉獻，

但如果付出者也能得到一些獎勵和幫助的
話，可使志願服務事業做得更好。」在談到
志願服務激勵機制時，何丕潔表示比較欣賞
國外的「時間銀行」。「我今天有能力，為
別人提供志願服務，存入我的工作小時。一
旦我需要的時候，再從裡面取。」
何丕潔認為，如何確認志願者提供的服

務，以及怎樣將之科學合理地記載下來，這
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和程序。隨着人們法治
意識和誠信修養的不斷提高，何丕潔表示對
建立這樣一個機制「很有信心」。
結合中國實情，民革中央的提案中具體建

議，將志願服務納入國家誠信體系和個人信
用評估體系建設，健全註冊登記和項目管理
網絡，完善服務時間記錄和證明制度，適當

參照國外有益經驗，讓中國志願者在升學、
就業、就醫、貸款、養老、晉升等方面享受
優惠或優待，形成回報志願者奉獻精神的社
會環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曉雪兩會報道）在近日
召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十二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
議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見圖）高度評價今年全國兩會的重
要意義。他指出，習近平總書記親切看望了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
民革、台盟、台聯組委員，聽取了委員發言，並發表了重要講
話。民革中央要結合2015年工作要點，進一步提高建言獻策的針
對性和有效性。
萬鄂湘指出，近期，中共中央正式頒發了《關於加強社會主義
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推進協商民主廣泛
多層制度化發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要深入學習領
會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思想，從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思路，從完
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廣闊視野，去認識和體悟
協商民主在中國的重要意義。
他表示，《意見》對民主黨派來說，既是重大發展機遇，也是
新的更高要求。參政黨要有擔當，主動擔負起在提高政黨協商水
平中的重要責任。要切實加強自身建設，真正做到「接地氣、道
實情、建諍言」，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時、議政議到點子上、監
督監在關鍵處」。
萬鄂湘還對做好民革重點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他強調，要深
入研究平潭綜合實驗區創新發展問題，為閩台合作和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注入新動力；要圍繞推進人民法院改革、推進人民檢察院

改革，農村土地確權的法律問題，依法護農、依法興農，兩岸婚
姻家庭權益維護等課題，深入開展專題調研，拿出有分量、可操
作的調研成果；要整合力量辦好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系列活動。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王頔、何凡兩會
報道）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中將互聯網作為一項戰略性新興產業，首次提出「制定
『互聯網＋』行動計劃」。「互聯網+」的概念一經提
出，立刻引起了委員們的廣泛熱議。全國政協委員、神
州數碼董事長郭為認為，「互聯網+」是萬物互聯的概
念，即在各個領域利用互聯網的技術發展。他提出，應
通過政府、社會、個人、企業的參與，形成共識、共
擔、共享、共治的社會體系，從而建立共享的中國。

抓住機遇 探路京津冀一體化
對於市場而言，京津冀一體化是一個大的機遇。郭為

表示，此前神州數碼與河北省政府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
議，共同打造「智慧河北」，與京津冀一體化有很大的
關係。
他認為，京津冀一體化，是交通的一體化，也是公共
服務的一體化，而網絡化是一體化實現的前提。「我們
希望通過智慧城市打造一些試點。比如說產業轉型的試
點，把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轉化成新的節能環
保、循環經濟的產業，這個要通過網絡化的環境。」郭
為希望在申辦冬奧中打造生態、旅遊、休閒等產業的試
點，結合首都城市群的建設，做京津冀一體化的探路
者。

認識不夠 制約智慧城市發展
談及目前中國建設智慧城市的難點，郭為向記者表

示，雖然社會對智慧城市的認識越來越統一，但仍然不
夠。究其原因，在於有的地方政府把它作為一個招商引
資的目標，有的當做GDP轉型升級的目標，還有的把它
當做一個惠民工程。在郭為看來，真正的智慧城市應該
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目標。
他認為，目前中國城市發展分為四類，分別是農村城

鎮化、中等城市轉型、超大城市解決城市病和城市群建
設。京津冀一體
化是城市群概
念，目的是要解
決資源分配不合
理，重新構建城
市機構，引導未
來城市發展方
向。智慧城市的
發展要圍繞這個
大的方向。
郭為表示，在
智慧城市的實現
方式上，同樣存

在着認識問題。「有人說我搞一個智能電網或智能交
通，算不算智慧城市。在我看來，一個城市，所謂智慧
化，它一定不是單一的方面。」他指出，真正的智能交
通要和其他的要素結合起來，包括城市多方面的佈局。
「比如很多工作是不是可以不上路，通過網絡和家庭的
環境來解決問題？還有比如哪些地方建電影院、影劇
院，哪些地方建學校，能夠形成一個道路的錯峰。甚至
在交通治理上，多遠的距離適合步行，多遠適合騎自行
車，多遠更適合坐公交或私人小轎車，這些要綜合考
慮，這才是智慧交通。」

公立醫院改革是內地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點之一，黃
潔夫向本報記者表示，香港的公立醫院體制值得學習。
「香港的公立醫院是政府全包的，像瑪麗醫院、威爾斯親王
醫院，98%的錢都是政府包了，是『真正的公立醫院』。」他
表示，院長和醫生不用考慮從病人身上掙錢，政府撥多少錢
給你，你所有收取的錢回到政府，這樣就會變成真正公益性
的醫院。

流動市場培養好醫生
黃潔夫說，按照市場規律，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一定是公立

醫院保證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同時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和高端
服務是不現實的。同時，流動的市場使得好醫生可以從公立醫
院流動到私立醫院，也更利於人才的培養。
在香港，公立醫院的醫生有了經驗和技術，取得一定的學術

地位後，就會紛紛選擇到私立醫院工作。而內地的情況是，公
立醫院名聲最好，錢最多，社會地位也最高，導致好醫生都集
聚在大的公立醫院。

學習香港發展全科醫生
他還表示，香港的全科醫生（GP，又稱家庭醫生）也做得很
好。「我是中山醫科大學畢業的，中山醫在香港、澳門做GP
的有500多人，他們都做得很開心。因為比公立醫院醫生賺的
錢多，很自由，也有自己的事業。」他說，在香港全科醫生是
專家，不是大家不願去看的「小醫生」，這一點也值得內地學
習。

郭為：發展智慧城市促京津冀一體化

■黃潔夫在全國兩會間隙接受媒體訪問。 記者王曉雪攝

香港公立醫院體制值得借鑒

何丕潔：「時間銀行」可激勵志願服務

今年1月1日，中國器官移植全面停用死

囚器官，標誌着陽光透明的器官捐獻體系開

始建立。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器官捐獻與移

植委員會主任委員、衛生部原副部長黃潔夫

在兩會間隙接受本刊訪問時表示，由於公民

自願捐獻的大氣候正在形成，死囚器官的停

用不會造成器官短缺，而未來器官移植的進

一步法治化是必然趨勢。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曉雪、馬玉潔兩會報道

萬鄂湘：參政黨要有擔當

■■內地醫院以公立內地醫院以公立為主為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全景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全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全國政協委員、神州數碼董事長郭為。 記者王頔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