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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月，我和「亞太國際合作-台灣宣教計
劃」(Taiwan Initiatives) 的其他成員探訪了台灣
幾個地區的教會。我們與當地領袖交通，並請
教以下問題，答案令人感慨良多：

問題一： 台灣現在需要外國宣教士嗎？
答案： 需要。一些外國差會擔心政局不  
 穩，從台灣撤退，以致在台灣的外  
 國宣教士比以前減少了。

問題二： 台灣真正相信耶穌的人有多少？
答案： 大約�%。台灣的教會並不是在復興 
 的狀態中，青年人的流失尤其嚴  
 重。

問題三： 在台灣建立雙語教會（英語和國  
 語）是傳福音的好策略嗎？

答案： 是。台灣政府已經宣佈將會把台灣  
 轉變為一個雙語（英語和國語）社  
 會。越來越多台灣人希望接觸英  
 語，特別是「海歸」與專業人士。

亞太幾個地區的播道會組成了「亞太國際合作-
台灣宣教」組織 (Taiwan Initiatives)。我們期望
與台灣的眾教會合作，建立雙語教會及培訓門
徒。我鼓勵你為這事工禱告，思考如何按神的
心意參與這重要的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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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錫堅

（續上期內容）播道宗派差傳問卷調查

為了解播道宗派堂會的差傳事工狀況，拓展宣
教小組進行了一次播道宗派差傳問卷調查，在
����年��月至����年�月期間，共收回了��份
問卷，並於����年�月�日舉行了問卷調查發佈
會，公佈調查結果與分析，及與出席之堂會代
表交流堂會推動差傳之經驗及面對的挑戰。在
上期雙月刊中，刊出了部份調查結果，今次會
闡述對相關數據的進一步分析：

（下列圖表中的百分比，均為教會數目之百份
比）

�. 教會人數 vs 宣教參與

人數最多（超過����人）的教會，全部都有參
與本地及海外宣教，這或許是因為有更多資源
參與宣教；然而，人數介乎���-���人的教會，
參與本地及海外宣教的比例，卻比人數介乎

���-����人的教會為多；即使是規模較小、人
數介乎��-���人的教會，亦有超過一半有參與
本地或海外宣教。由此可見，教會人數與是否
參與差傳，並不一定成正比；即使是人數較少
的教會，仍然可以有宣教服事。

�. 差傳部門 vs 宣教參與

設有差傳部門的教會，明顯有較多的宣教參
與。這或許反映了設立差傳部門，能有助提升
宣教意識，使教會能更好地實踐宣教使命；然
而，亦有部份教會雖然設有差傳部門，卻未有
參與本地或海外宣教，這或許是因為近年疫情
的緣故，使宣教工作暫停，同時亦反映了更新
宣教模式的需要。

�. 差傳教育 vs. 宣教參與

差傳教育包括：差傳月／年會、差傳祈禱會、
差傳主日學中任何一項

有差傳教育的教會，不論是本地或海外宣教的
參與度都明顯較高；然而有少數教會沒有差傳
教育，仍有宣教服事。教會是否有差傳教育，

或許是反映對宣教事工的重視程度，亦與人手
是否充足有關。

�. 差傳預算 vs 宣教參與

有��%以上差傳預算的教會，對宣教的參與度
不一定比�-��%預算的教會為高；而在只有
�-��%差傳預算的教會中，有些甚至對本地宣
教有更多參與；甚至有教會即使無正式差傳預
算，仍可以參與本地及海外宣教。差傳預算或
許反映了教會的經濟狀況，但是即使經費不
多，教會亦可以有不同方式參與宣教。

�. 本地跨文化服事 vs 海外跨文化服事

有參與本地宣教的教會，全部同時有參與海外
宣教；然而有某些教會只參與海外宣教，卻沒
有本地宣教。這反映了本地宣教的需要，較容
易被忽略；或許是因為過去的差傳教育，是聚
焦於海外宣教。其實現時香港本地有許多不同
族群，教會身處的社區亦能接觸到來自世界各
地的人，教會實在需要更多了解並尋求本地宣
教的機遇。

總結

在完成問卷的播道堂會中，大部份都有參與不
同的宣教服事；而堂會未能參與更多宣教服事
的的原因，多為人手及資源不足，這幾年的疫
情亦有一定影響。在未來，拓展宣教小組盼能
凝聚各個堂會，加強協作、交流，以助推動宗
派的差傳事工。 

介紹差會新同工

行政助理 
黎敏萍姊妹

黎姊妹為宣道會宣基堂會友，曾於建道神學院灣仔市區校園及母會宣
基堂全職事奉。

黎姊妹熱心於差傳服侍，亦曾多次參與短宣，包括緬甸及澳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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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宣教小組與播道宗派差傳
問卷調査結果 張淑嫻、江惠明

（續上期內容）播道宗派差傳問卷調查

為了解播道宗派堂會的差傳事工狀況，拓展宣
教小組進行了一次播道宗派差傳問卷調查，在
����年��月至����年�月期間，共收回了��份
問卷，並於����年�月�日舉行了問卷調查發佈
會，公佈調查結果與分析，及與出席之堂會代
表交流堂會推動差傳之經驗及面對的挑戰。在
上期雙月刊中，刊出了部份調查結果，今次會
闡述對相關數據的進一步分析：

（下列圖表中的百分比，均為教會數目之百份
比）

�. 教會人數 vs 宣教參與

人數最多（超過����人）的教會，全部都有參
與本地及海外宣教，這或許是因為有更多資源
參與宣教；然而，人數介乎���-���人的教會，
參與本地及海外宣教的比例，卻比人數介乎

���-����人的教會為多；即使是規模較小、人
數介乎��-���人的教會，亦有超過一半有參與
本地或海外宣教。由此可見，教會人數與是否
參與差傳，並不一定成正比；即使是人數較少
的教會，仍然可以有宣教服事。

�. 差傳部門 vs 宣教參與

設有差傳部門的教會，明顯有較多的宣教參
與。這或許反映了設立差傳部門，能有助提升
宣教意識，使教會能更好地實踐宣教使命；然
而，亦有部份教會雖然設有差傳部門，卻未有
參與本地或海外宣教，這或許是因為近年疫情
的緣故，使宣教工作暫停，同時亦反映了更新
宣教模式的需要。

�. 差傳教育 vs. 宣教參與

差傳教育包括：差傳月／年會、差傳祈禱會、
差傳主日學中任何一項

有差傳教育的教會，不論是本地或海外宣教的
參與度都明顯較高；然而有少數教會沒有差傳
教育，仍有宣教服事。教會是否有差傳教育，

或許是反映對宣教事工的重視程度，亦與人手
是否充足有關。

�. 差傳預算 vs 宣教參與

有��%以上差傳預算的教會，對宣教的參與度
不一定比�-��%預算的教會為高；而在只有
�-��%差傳預算的教會中，有些甚至對本地宣
教有更多參與；甚至有教會即使無正式差傳預
算，仍可以參與本地及海外宣教。差傳預算或
許反映了教會的經濟狀況，但是即使經費不
多，教會亦可以有不同方式參與宣教。

�. 本地跨文化服事 vs 海外跨文化服事

差傳部門 本地 海外 無

有 (��間) ��% ��% ��%

無 (�間) ��.�% ��.�% ��.�%

有參與本地宣教的教會，全部同時有參與海外
宣教；然而有某些教會只參與海外宣教，卻沒
有本地宣教。這反映了本地宣教的需要，較容
易被忽略；或許是因為過去的差傳教育，是聚
焦於海外宣教。其實現時香港本地有許多不同
族群，教會身處的社區亦能接觸到來自世界各
地的人，教會實在需要更多了解並尋求本地宣
教的機遇。

教會人數 本地 海外

>���� (�間) ���% ���%

���-���� (�間) ��% ��%

���-��� (�間) ��% ���%

��-��� (��間) ��% ��%

<�� (�間) �% ��%

無

�%

��%

�%

��%

��%
差傳教育 本地 海外 無

有 (��間) ��% ��% ��%

差傳預算 本地 海外

>��% (�間) ��.�% ��%

�-��% (��間) ��% ��%

�-�% (�間) ��.�% ��.�%

無 (�間) ��% ��%

無

��%

��%

��.�%

��%

有海外＋本地跨文化服事 ��間

只有海外跨文化服事 �間

只有本地跨文化服事 �間

兩者皆無 ��間

總結

在完成問卷的播道堂會中，大部份都有參與不
同的宣教服事；而堂會未能參與更多宣教服事
的的原因，多為人手及資源不足，這幾年的疫
情亦有一定影響。在未來，拓展宣教小組盼能
凝聚各個堂會，加強協作、交流，以助推動宗
派的差傳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