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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斷腦死

器官捐贈，是指將腦死病人功能健全的器官或組織，經由無
償捐贈的方式，透過醫學技術，移植給比對適合的病人，達
到治療疾病、挽救生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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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觀點：
在急需器官移植患者逐年增加的情況下，
器官何來卻是一個難解的習題，許多民眾
面對死刑犯捐贈器官議題時，常會不假思
索的主張：死刑犯罪大惡極，對社會造成
巨大危害。

病人及其家屬觀點：
隨著飲食習慣變化，越來越多疾病正在年
輕化，也使得器官需求人數有增無減，但
器官捐贈者人數卻沒增加， 對於急需器
官捐贈的病人，死刑犯無疑是最穩定的捐
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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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角度：
台灣移植醫學相當進步，但沒有器官可
用，也是枉然。而死刑犯身強力壯，是優
質的器官儲存庫，所以早於1990年間，移
植醫學會的醫師們就積極向法務部爭取，
法務部順應他們的呼聲，同意讓醫界利用
死刑犯的器官，但目前已經禁止死刑犯捐
增。

死刑犯觀點：
許多死刑犯希望在生前能做一些彌補社會
的行為，讓自己及其家人可以洗刷名譽並
造福社會，但在過往常常因為受贈者的道
德觀而無法捐贈。



2018/6/21

9

社會觀點：
一般人都是在生前，透過器官捐贈卡之類文件，
表達捐贈意願，那時都不知道何時會躺進棺材
裡，對於捐贈器官的恐懼較少，然而判決確定死
刑犯情況大不相同，他們隨時都會擔心執行槍
決，要他們簽下捐贈器官同意書，那等於馬上就
會被大解八塊，取走體內心臟、肝臟等臟器，而
且是朝頭部開槍，轟下去後，爆腦之餘，常常也
會面目不可辨，這種同意要遭受多大的心理壓力
啊！

病人及其家屬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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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角度：
法定的腦死判定程序嚴謹，醫院進行第一
次腦死判定之前得先觀察12小時、且兩次
腦死
判定之間必須間隔四個小時，因此經過完
整的判定通常常需要將近一整天的時間。

死刑犯觀點：
器官捐贈制度的前提是承認人對自己身體有自主決定權，因而可以決定要否
捐贈身體一部分的器官。死刑犯遭囚禁於監獄牢房內，除了是在重刑犯房
外，常常也多了一付腳鐐，基本行動自由已喪失，不管吃、喝、拉、撒、
睡、洗澡、脫衣檢身，任何個人隱私全暴露在監所管理員的嚴密監控下，連
閱覽書報種類、內容，與他受刑人的對話，或與親友的會面、通信，均在管
控之中。

換言之，監所對死刑犯，不單單是外在身體的戒護，亦包含內在心靈的禁
錮。由此可見，死刑犯的理性抉擇受到嚴格限制，不能自由自在決定一切作
為，對他而言，在監所的環境內，全然是他律，無自律原則的適用，死刑犯
不再是一個完整的道德主體。在此種狀況下，不能說他可以充分決定捐贈器
官與否，無自主決定可言，也無捐贈自由可言。



2018/6/21

11

器官捐贈本是一項造福他人的善舉，但如何能
讓死刑犯的捐贈者能再有尊嚴及符合人權下達
到幫助社會的美意，不管在醫學技術上及法律
規範上都應有更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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