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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是香港基督教发展一个重要特色, 对香港教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有重要

影响。香港教会在社会福利事业的地位和影响是历史形成的, 既有深厚的神学背景, 又有迫切的现实需要。

香港教会社会福利事业的模式和经验值得人们借鉴, 其面对的挑战亦应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 基督教; 香港; 社会福利事业

中图分类号: C9131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285 ( 2008) 06- 0124- 08

 收稿日期: 2008- 08- 06

 作者简介: 朱峰 ( 1974)  ) , 男, 福建福州人,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¹ 2006年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 370个基本会员中有 91个机构可确知其基督教背景。

º如香港社会工作专家周永新教授指出, / 回顾过去百多年社会服务的发展, 教会团体应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0。参见周永新:

5社会福利的观念与制度6 , 香港: 中华书局, 1990年, 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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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 1841年开始传入香港。香港现有基

督教徒30多万, 约占全港总人口的 516%。在中
国基督教史上, 香港教会的历史是独特而丰富

的。它在殖民统治下成长起来, 又在 /一国两

制0 新实践中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其中, 教会
在社会福利事业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是其重要特

色。它是香港最大的社会福利兴办主体¹ , 长期

影响着香港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º
。目前, 学界

对香港基督教社会福利事业完整客观的研究相对

较少; 香港本地学者的研究多从基督教会的角度

出发, 讨论社会福利工作与基督教教义的关

系
»
。鉴此,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香

港基督教会参与社会福利服务事业的历史发展、

服务模式、主要特点以及发展前景作一述评, 希

望能抛砖引玉, 促进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历史与现状

基督教会参与香港社会福利事业的过程, 是

香港基督教发展变化的缩影, 是香港社会沧桑巨

变的见证, 也是香港政府与基督教会之间关系持

续调整的结果。大体上, 它可分为三个历史时

期:

(一) 1841- 1960年代末是香港基督教会参

与社会福利的奠基时期, 慈善救济是香港基督教

社会福利的主要工作。这时期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香港基督教社会福利的资金主要来自欧美差

会, 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一系列教会政策掌握在

传教士手中; 二是社会福利事业比较零散, 未形

成系统化、专门化的组织体系, 主要停留在以慈

善救济为主的社会救济层次。

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841年到 1941年。该阶段有两个主要特点: 首

先, 殖民政府没有承担任何社会福利责任, 教会

团体和华人民间信仰团体成为香港社会福利的主

要拓荒者, 自发地开展社会慈善救济服务。基督

教会和其它民间志愿团体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福

利事业。据不完全统计, 这时期教会成立的社会

福利单位在 20 所以上, 有的单位甚至延续到现

在。如 1849年郭士立设立的育婴院, 全盛期共

收女婴 130名。而 1897年建立的心光盲人学校,

1918年教会兴办的观塘广荫老人院, 至今仍是

全香港著名的社会福利机构。其次, 由于西方差

会视香港为向中国内地传教的中转站和补给站,

对本地教会的发展并不重视, 1941 年, 日军侵

占香港时, 基督教徒不足万人, 只占人口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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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第二阶段是从 1950 年到 1960 年代末。

这一时期也有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大规模的难民

救济活动加速教会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爆发后, 难民不断涌入香港, 亟需

社会救助。面对社会的急迫需要, 教会开始设立

各类专门性的社会福利机构, 如 1937 年成立

/基督教社会服务总社0, 从事救济各方逃来香港
的难民, 介绍工作, 协助返乡等, 仅 1941年就

救助万余人。二是西方教会大规模参与香港教会

社会福利事业。1950 年代后从中国内地撤出的

外国差会把原来的人力、财力转移到了香港, 参

与并主导了香港社会福利。他们拥有充足的海外

捐款和庞大的国际网络, 可以试验各种性质的社

会福利。 /募捐来港的物资非常庞大, 数量远远
超过政府本身的救济服务。就是到了 50 年代末

期, 这些机构所派发的食物仍然十分惊人, 每年

差不多有二万吨之多。0 [ 1] 17这一时期, 香港最大
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世界信义宗服务处。教会社会

福利以社会救济、难民服务、房屋安置为主, 但

随着香港社会的逐步稳定, 不同类型的现代社会

福利项目如职业训练、寄养服务、特殊学校、幼

儿中心、青少年小组工作、社区组织等亦开始经

由教会服务机构从西方引入香港。

(二) 1971- 1996年是香港基督教会福利事

业的本土化时期。主要特点有两个: 一是西方教

会势力的淡出, 政府与香港本地教会之间初步建

立以伙伴关系为基本特征的合作机制; 二是香港

教会的社会福利层次从简单的社会救助向促进社

会平等以及为所有人实现潜能发展等较高层次的

福利目标转化。

首先, 香港教会本土化工作的基本完成, 为

基督教社会福利事业的本土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由于香港逐渐富裕, 欧美差会将资源投入较贫穷

的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穷国。随着主流欧美差

会的撤离, 香港教会本土化在加速进行。1964

年, 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开始订立 10 年的自

养计划, 1966年, 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共有

30位外国传教士, 区会大部分的经常费也是由

差会资助。到 1976 年, 外国传教士全部离开区

会, 区会财政完全独立。1975 年, 香港循道公

会和卫理公会合并, 完全摆脱英国循道公会和美

国卫理公会, 华人牧师黄作被选为首任会长。

1981年, 圣公会选立邝广杰牧师为港澳教省首

位华人主教。1976年, 世界信义宗联盟把所有

在港庞大的工作和资产移交给香港基督教服务

处。与此同时, 香港本地华人教徒精英逐渐出

现, 并从西教士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领导和决策

工作。

其次, 香港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转变对基督

教社会福利事业的本土化提供物质保障。政府对

教会在内的民间社会福利机构作用的认识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1965 年, 香港政府发表的 5香港

社会福利政策评析6 态度仍然比较保守的, 没有

清楚厘清政府与民间社会福利机构的关系, 视其

/政府手中的工具, 其价值在于减少政府的责任,

并为政府谋取额外的资源和捐款。0 [ 1] 501966~

1967年间香港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 殖民政府

开始意识到社会福利在稳定社会管理方面的重要

性。1973年, 香港政府第二份白皮书 5香港福

利未来发展计划6 中在政策上肯定了民间社会福

利机构的工作和贡献, 提出政府与民间社会福利

机构的分工问题, 明确规定了民间社会福利机构

的四大功能: 一是可与政府所提供的进行比较,

发挥激励作用; 二是有较多自由试行新的福利服

务; 三是能够招募大量义工; 四是符合小政府、

大社会的施政理念。如果某种服务可以间接方式

提供, 就不宜直接向社会提供。1980 年代, 香

港政府又逐步解决了大部分从事社会福利服务的

民间机构基本上解决了经费问题。1980年 6月,

香港政府提交的一份社会福利白皮书, 建议将社

会福利服务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必须的 ( essen-

t ial) , 如公共援助和感化等; 二类是需要的

( necessary) , 如有助消除社会问题的服务, 有助

维持生命和健康的服务等; 三类是理想的 ( de-

sirable) , 如提供文娱康乐和社交活动的服务。

香港教会大部分服务机构从事第二类服务, 而报

告书建议政府对第二类服务机构在职员薪金和行

政费用上提供全面资助。1981 年, 香港政府对

认可的民间社会福利机构提供全面资助。政府社

会福利政策的改变明确了政府与服务机构之间的

具体分工和角色。福利服务基本摆脱了应付最迫

切生活需要的阶段, 开始转向关注社会变迁带来

的社会问题, 服务对象和内容日趋多样化。社会

福利的范围不再以救济为主, 或者是局限于照顾

社会里的不幸人士, 而是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和

广泛的范围。社会福利服务开始成为人们的权利

和政府的责任, 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基督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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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服务被纳入政府建制框架之内。1983

年, 社会福利署所资助的 60%社会福利是由香

港教会或教会机构提供。

(三) 1997年以来, 香港基督教社会福利事

业进入深化调整期。主要特点有两个: 一是随着

香港回到祖国怀抱, 特区政府与基督教会社会福

利团体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和调整; 二是随着

香港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香港基督教社会福利

事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

势。

回归以来, /一国两制0 从科学的理论变成

了成功的实践, 为香港基督教会继续从事社会福

利服务奠定了制度性保障。服务社会和造福人群

的社会使命仍然是教会头等重要的优先领域和参

与社会生活的基本途径。但是, 随着 20世纪 90

年代末世界社会福利制度出现 /市场化0 的明显
趋势, 影响到香港社会福利的发展理念。更重要

的是, 由于港英统治末期社会福利开支长期以

/两位数字增长0, 对公共财政所造成严重负担,

政府开始酝酿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回归后, 面对

金融风暴对政府财政能力和民生的影响, 特区政

府落实了各项改革措施, 主要是改变对专业服务

机构的拨款资助制度。2000 年开始咨询实施新

的 /整笔拨款0 制度, 强化对服务团体工作的质

量评估和社会监督。这项改革措施得到了多数基

督教服务团体的支持。参见表 1。

表 1  1999 至 2004 年间基督教参与社会事业的变化

项目 1999 年 2004 年

设在学校的教堂数 179 231

基督教会兴办学校数 521 514

设在社会福利场所的教堂 158 116

基督教团体开设的社会福利单位 624 618

        资料来源: 吕庆棠 5社会关怀 ) 教会参与社会服务与关怀6 , 见香港教会更新运动 5香港教会研究 ) 转变中的成

     长6 , 2006年, 第 112- 123页。

  据统计, 2003年, 基督教有社区中心、家

庭服务中心、青年中心等共 227所, 日间护理中

心 74所, 儿童中心 17所, 安老院 35 所, 老人

中心 106所, 失聪人士学校 2所, 失明人士学校

1所, 弱智和残疾人士训练学校 47 所, 以及营

地 15个, 涵盖了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规定的家

庭与儿童福利、社会保障、安老保障、康复与医

务社会服务、违法者服务、社区发展、青少年服

务等多项内容。根据兴办主体的不同, 香港教会

社会服务机构可分为四类:

1、教堂办理的社会福利服务。据估算, 香

港约三分之一的教堂与学校为邻。据 2004年的

调查, 香港共有 1181间华语教堂, 5613%教堂
的聚会点有提供社会福利, 较 1999年的 4115%
增长了 15个百分点。参与社会关怀活动的堂会

达到 7517% , 内容包括探访社区人士, 援助有
需要人士等。堂会办理社会福利机构的范围包括

学前教育/幼儿服务 ( 1818% )、老人服务, 阅览
室/自修室 ( 1218% ) , 中学 ( 1017%) 及小学
( 1011%) 等。其中, 社区中心、家庭服务、新
来港人士服务及阅览室等主要来自堂会自身收

入。中学、小学及老人服务则主要依靠政府支

助
[ 2] 37
。

2、宗派承办的社会福利服务。如, 圣公会

教区福利协会、中国基督教播道会社会服务协调

办事处、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服务协调

处、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社会服务部、浸会爱群社

会服务处、救世军、香港路德会等。其中, 救世

军是最侧重社会福利的宗派之一。救世军于

1865年在英国创立, 最初称为基督徒会, 推动

所谓 /汤、肥皂、救恩0 的全人关怀, 向劳工阶
层和露宿者提供实质帮助。1878 年, 改名 /救

世军0。1916年, 该会传入中国北京。1930年开

始在香港从事慈善工作。经过努力, 现已是香港

社会福利界一间最大的社会福利机构之一, 服务

多元化, 分别有驻校辅导服务、综合家居照顾服

务等社会福利问题单位 62间; 中小学、幼儿园

等教育单位 33 间; 社区发展项目、儿童助学发

展计划、健康护理服务等内地发展项目 22 个。

2004年度, 救世军财政收入达到 5 亿 8 千 7百

万多元。其中政府公共财政占总收入的 6518%,
其它收入来源分别是服务收费 ( 1011%)、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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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捐款 ( 217% ) 等。支出方面, 主要
以社会福利 ( 5819% )、教育服务 ( 2718%) 为
主, 另外, 中国 (内地) 发展工作占总支出的

113% [ 3] 56。

3、超宗派合作的教会服务机构。如, 香港

华人基督教联会的老人院、香港基督徒服务处,

这些机构与教会有正式关系, 隶属教会机构。以

香港基督徒服务处为例, 1952 年, 总部设于美

国纽约的基督教世界服务委员会, 及总部设于欧

洲日内瓦的世界信义宗社会服务处, 同时在香港

展开工作, 并分别成立香港基督教世界服务委员

会和世界信义宗香港社会服务处。同年, 香港基

督教福利及救济协会成立。1967 年, 香港基督

教世界服务委员会及香港基督教福利及救济协会

合并成为香港基督教服务委员会, 成为香港基督

教协进会的附属机构。1976 年, 世界信义宗香

港社会服务处与香港基督教服务委员会合并成为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服务社会的机构 ) ) ) 香港基督

教服务处。1986 年成为一间独立的有限公司。

2005- 2006 年度的全年收入为港币 3 亿多元,

其中, 5817%的经费来自政府, 2916%的经费来
自服务收费, 只有 017%的经费来自本地捐款。
该服务处拥有 1053名全职工作人员, 全年服务

人次高达 949 770人。服务内容包括长者及健

康、家庭及小区、成长及社会复康、教育及训

练、员工培训、内地社会福利、义工发展等多项

社会服务工作, 其中教育及训练核心业务占总支

出2817% , 家庭及社区核心业务占 2116%, 成
长及社会复康核心业务占 20, 5%, 长者及健康

核心业务占 1817% [ 4] 82- 83。

4、独立的服务机构。虽然由基督教人士发

起, 理念受基督教义的影响, 亦参加基督教协进

会等教内合作性组织, 但在财政、组织、服务各

方面与基督教会没有任何实质关系。例如工业福

音团契、互爱团契、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突

破机构、青年会、女青年会。基督教励行会

( Christ ian Action) 于 1950年初创办, 1985 年改

称基督教难民服务处, 是为越南难民服务的注册

慈善机构。越南难民问题解决之后, 又从事其它

的社会福利事业, 1994年易名为基督教励行会。

该会的宗旨是 /透过教育、职业培训、文娱康乐

及社会服务等项目, 为有需要的人士谋求福利,

不论其种族、性别、信仰及国籍0, 共设有 10所

设在香港的服务中心, 1所设在青海西宁的儿童

福利中心, 另有 2 所为外籍佣工提供的暂居中

心。服务内容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培训服务, 主

要是协助香港困难人士提升工作技能; 二是社会

服务, 主要是帮助新来港家庭、居港少数族裔人

士及综援受助者; 三是人道支援服务, 主要是外

籍劳工、难民和寻求庇护人士以及中国青海的儿

童福利项目。2005年, 该会的总收入达 6350万

港币, 其中政府资助占总收入的 75%。

二、主要特点

基督教会社会福利团体和其它志愿机构在动

员社会力量和推动义务工作, 以及填补服务空白

和创办特色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 与政府的 /合作伙伴0 关系

长期以来, 香港以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

为根本出发点, 以不妨碍自由竞争, 促进经济发

展为前提, /小政府, 大社会0 是历届香港政府

严格遵守的执政理念, 社会保障政策是保守而谨

慎的, 坚持少干预多服务的原则, 在政策制度上

不采取主动和超前的策略。这一政策需要在社会

福利制度中纳入教会等非政府组织, 依靠非政府

组织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产品, 由这些组织促进社

会福利的社会化, 从而为香港教会充分发挥积极

性提供了巨大空间。政府负责服务资金的筹集和

授权, 以教会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负责服务的直

接配送。双方互补与合作的关系明显, 政府方面

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 节省政府成本, 教会

社会福利机构则获得足够的资源开展福利事业。

1973年香港社会福利白皮书正面肯定了以教会

为代表的服务机构的角色和价值, 明确提出了

/合作伙伴0 的概念。1981年, 政府明确规定,

教会可向政府申请土地兴建教堂而免补地价, 只

要它同时为该区居民提供起码一项社会福利署认

可的服务; 同时, 在不妨碍学校和社区中心的正

常运作, 教会可使用学校和社区中心推广教会活

动
[ 5] 33
。

基督教会与政府合作开展社会福利事业既是

西方社会传统, 也是香港教会的现实需要。在近

代, 基督新教的宗教伦理一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的

发展与扩散; 同时也间接促成近代西方社会福利

服务的蓬勃发展。1601 年的英国 5济贫法6 明

确规定, 以基督教教区为单位进行资源筹集、管

理和使用, 满足教区内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需

求, 并用基督教信仰抚慰人们的情绪。在香港,

教会在对传福音与社会福利关系的探讨时, 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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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四种分歧的看法: 1、只传福音, 不作社会福

利; 2、社会福利是传福音的手段; 3、社会福利

与传福音是各有价值互不相干; 4、社会福利是

传福音的伙伴。除了第 1类看法外, 香港主流教

会都充分肯定了社会福利的价值。事实上, 通过

社会福利, 教会既获得一个教会与布道对象的接

触点, 又能够以少数信徒人口比例, 取得远超自

身实力的社会影响力, 因此, 教会愿意接受政府

所提供的资助, 在社会福利上成为政府的伙伴。

(二) 信仰与专业的有机结合

在香港, 基督宗教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与社

会工作专业服务之间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

首先是价值理念相契合。香港教会人士认

为, 教会积极以实践行动服务社会, 最重要的基

础在于其信仰本身的需要。在 5圣经6 中, 创造

与救赎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基督教对社会上有

需要的人有一套关怀的信念, 有一系列清楚的圣

经教义和神学思想为基础。他们相信所有人都是

神按照其形象而被造, 有着神形象的尊贵身份,

所以对所有有需要和有缺欠的人, 都应该关顾。

1974年瑞士洛桑举行的世界基督教会议上指出,

/传福音的结果, 包括顺从基督, 加入教会和服

务世人。0 香港教会社会工作者相信, /我们要求

服务质素和优质服务不是为了应付监管和建立品

牌, 而是因为我们所服侍的每一个人都是尊贵

的, 值得受到最佳的对待。我们讲求成本效益、

效率不是因为交代的问题, 而是因为作为教会的

社福机构, 我们是受托去服务的仆人, 我们必须

要作一个忠心的管家。0 ¹ 基督教的宗教伦理道

德为香港教会社会福利和利他助人的专业行为提

供了价值基础。

其次是与实践工作相融合。 /社区工作0 与
/小组工作0、 /个案工作0 一起被视为社会工作

的三大项目。不少以社区为本的教堂, 其由传

教、讲道、组织教友等项工作, 都与社区工作的

原则和手法有相同的地方。正如香港大学社会工

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主任梁祖彬指出, /所有教会

工作都可说是一种社区工作, 而神职人员亦是社

区工作者。0[ 6]而在教会中的团契、主日学各种
培养方式, 与小组工作的方法有类似之处。有的

基督徒社会工作者甚至认为, / 社会工作是借用

了教会的方法0 º。1977年, 政府为加强社会控

制, 缓和社区冲突, 在香港相对贫乏的社区推出

所谓 53个 /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0, 标志着香
港社区工作进入标准化阶段。其中, 由教会属下

或有关机构负责的有 41个, 占总数的 80%, 包

括天主教明爱 ( 10 个 )、基督教女青年会 ( 7

个)、基督教服务处 ( 6个)、信义宗教会主办机

构 ( 5个)、救世军 ( 4个)、荃湾社会服务处 ( 4

个)、圣公会主办的机构 ( 3个)、基督教家庭服

务中心 ( 2个) ; 在负责其余 12 个服务计划的机

构中, 邻舍辅导会 ( 9个) 及社区组织协会 ( 1

个) 皆由教会人士所创立。另外由志愿、非政府

社会福利服务机构负责的 13 个社区中心, 有 10

个是由基督教会及相关机构负责。

(三) 组织与服务模式的创新

首先, 教会及其附属机构是提供社会福利重

要组织媒介, 构成社会中非政府组织的重要部

分, 为香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组织

和人员基础。1936年开办的教会社会服务中心,

到1947年发展成为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后者是

香港政府承认的唯一负责联系全港非政府社会福

利服务团体的机构, 代表上述服务团体与政府商

讨香港的社会福利政策。公益金的设立与基督教

教会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

期到 70年代, 香港政府未决定资助志愿机构的

经费, 志愿机构于是各自开展筹款活动。由于各

自为阵, 筹募效果很差。1968 年, 香港社会服

务联会与香港基督教世界服务委员会组成联合工

作委员会, 筹组 /公益金0 及宪章撰写工作, 香

港基督教世界服务委员会的总会, 美国基督教协

进会为公益金提供部分前期工作经费, 设立补助

基金。

其次, 教会作为非政府机构, 有较多的自由

试行各种新的福利服务, 直接促进了香港现代社

会福利制度的形成和专业化社会工作发展。许多

重要社会福利项目都是基督教社会福利机构发起

创办的, 如基督教社会服务处在 60 年代试办

/老人宿舍0, 70 年代试办 / 学校社工计划0、

/寄养服务0, 80 年代创办 /家长及婴儿训练计
划0、 /药物滥用者中心0 以及 90年代的 /雇员

发展服务0 等。这些创新性社会福利计划不仅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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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政府的认可和资助, 并得到其它社会福利机构

的广泛效仿。

三、发展前景

基督教是香港社会一支长期、重要的社会福

利供给主体。这一地位是历史形成的。而 5基本

法6 第 141条明确规定: 1997年后, /宗教组织

可按原有办法继续兴办宗教院校、其他学校、医

院和福利机构以及提供其他社会服务0, 确保了

香港教会社会福利机构的正常运作。在发展的道

路上, 机会与挑战并存。在可预见的将来, 基督

教社会福利事业会在以下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一) 进一步促进香港教会的自身发展。参

与社会福利对教会崇拜人数的增长有正面影响。

早在 19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之前, 许多难民和

贫穷市民由于接受教会的救济或援助而对教会产

生好感, 加入教会, 被称为米饭教徒 ( Rice

Christ ian)。另据统计, 1999至 2004年间参与服

务的教堂崇拜人数, 包括设在学校的教堂、设在

社会福利场所的教堂、附设社会福利机构的教

堂, 分别增长了 613%、511%及 815%。而未以
任何形式参与社会福利的教堂崇拜人数只有

114%的增长[ 7] 112- 123。

(二) 不断扩大香港教会的社会影响力。社

会福利事业具有软性的社会控制力和影响力。在

境外华人社会, 行善还具有界定社会地位的功

能。福利事业为香港教会提供一个去展示道德权

威和发挥组织能力的社会平台, 亦藉此来获取政

府认同和更高的社会声望。透过社会福利服务,

香港教会培养和传播了关心社会、服务人群、无

私奉献、博爱宽容和全人发展等价值观念和精神

理念, 从而在社会上弘扬了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和

伦理规范,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扩大了香港教会

的社会影响。

(三) 继续促进香港社会的和谐稳定。基督

教会为有需要的人士及社群提供及时、有效的服

务, 促进香港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流动和融

合, 成为香港社会稳定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它们与缘自中国传统

宗教文化的华人慈善组织一起, 共同使香港社会

发展成为一个东西文化交汇、传统与现代结合的

多元化社会。

但是, 香港基督教社会福利事业也面对着三

项重大的挑战:

(一) /社会行动0 对香港基督教社会福利工

作的影响

长期以来, 香港的教会社会福利事业受政治

发展影响, 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博弈品, 一些教

会社会工作者倾向于用政制变革、社会运动的角

度阐述社会福利政策。1970年代, 由于普世教

会协会推动地方教会关怀社会事务, 并给予经济

资助, 部分的教会服务机构开始尝试以 /社会行

动0 参与社区工作, 为社区居民争取权益, 甚至
改变政府的社会政策。1968年, 圣公会成立邻

舍辅导会, 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成立, 循道卫

理会的社会福利机构更设立社区组织, 1971至

1972年间发动了几场社会请愿事件, 如罢工、

反逼迁、反污染等。1972 年, 教会人士又推动

成立 /荃湾合一服务中心0。这些组织强调组织

社区居民, 训练民众领袖, 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

务和争取权益。1980 年代, 所谓 /基督教社会

关怀团体0 兴起, 积极从事社会政策评论和社会

运动, 并有演变成为社会压力团体的趋向。教会

社会关怀运动的动向引起了政府的警惕。1985

年, 政府社会福利署解散其社区工作部, 5跨越

90年代社会福利白皮书6 剔除了社区发展一项。

回归之后, 基督教的社区服务工作面临着更为复

杂的形势。由于政治环境改变, 社区组织变为政

治化, 政团力量开始介入居民组织工作。而少数

教会社会福利机构为了让政府加大对社会福利的

投入, 积极参与所谓 /民主化运动0, 将社会福
利与 /民主发展0 联系起来, 勉强从 5圣经6 中

找 /社会公平0、/民主人权0 等观念的支持。实

际上, 所谓 /推动民主和人权的人士, 只对基督

教团体的群众基础有兴趣, 对于他们提出的观点

却不屑一顾0 ¹。长远而言, 这对香港教会社会

福利事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 政府、专业与信仰理念之间的角色冲

突

从香港基督教的发展而言, 教会事业发展与

社会福利、政府合作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教会

事业的发展有赖于社会服务, 有必要与政府加强

合作; 与此同时, 教会又不愿意在社会服务专业

要求与政府合作之中失去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追

求。随着社会福利专业化程度的加深, 后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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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一是教会在社会福利的经

费方面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大, 香港基督教徒只

占香港人口的 8% , 承担了 60%以上的社会福利

服务, 远超过教会本身的财力。二是参加服务的

人员中, 专业社工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非专业信

徒的参与越来越少。三是教会的社会福利观是建

立在公义、怜悯、和平等宗教信念基础上的, 含

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但是, 由于政府将社会福利

和医疗、教育一起视为政府对市民的责任, 社会

控制的重要手段, 依赖政府资助的教会福利服务

也逐渐失去怜悯和牺牲的观念, 从而危及教会服

务机构的 / 自愿0 精神。鉴此, 有教会人士认

为, 教会本身不是社会福利机构, 不一定要办理

专业性社会福利机构, 也不需要受专业和政府所

定的框架限制, 要在政府和专业之外, 寻找新的

非建制性服务社会的途径。如何在社会总体发

展、服务专业要求与教会理想信念三者之间取得

合理的平衡, 是教会社会福利专业面临的重大挑

战。

(三) 如何规范与内地的社会福利交流

随着香港与内地 /更紧密经贸关系0 交流的
不断深入, 面对中国内地 /庞大的社会需求0,

近年许多基督教社会福利团体北上介绍社会福利

服务的概念和模式, 有的甚至直接办理社会福利

事务。但如何确定自己恰当的身份和位置, 仍是

亟待探讨的问题。根据 5基本法6 第一百四十八

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教育、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体育、专业、医疗卫生、劳工、社

会福利、社会工作等方面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

同内地相应团体和组织的关系, 应以互不隶属、

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为基础。0 但正如研

究者指出的,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一是许多机构

开办社会福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 至于其服

务能否切实回应当地居民的需要是一个疑问。因

为 /长远而言, 上述工作模式只会损害基督教团

体在中国大陆社会服务领域的公信力。0 ¹ 二是

香港基督教机构在中国内地开办社会福利, 其角

色应该是支配者还是支援者? 许多人士指出, 基

督教机构不应如跨国企业在中国内地成立子公

司, 而应支援培训当地人才, 然后交由后者推动

发展切合中国内地实际需要的社会福利机构。

四、综论

不论在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 宗教和社会福

利服务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世界各大宗教不

仅鼓励信徒追求个人的解脱, 亦讲求对社会大众

的同情和救济。佛教义理的六波罗密和四无量

心, 道教中有关 /积功累德, 布善行仁0 的思

想, 都是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核心内容, 而基督

教更是西方社会早期社会福利事业的主导力量。

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团体大规模兴办现代

社会福利事业, 不仅是 /一国两制0 下香港社会

的重要特色, 也是当今中国宗教事业发展的独特

部分, 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利用宗教团体资源兴办

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规律和模式, 以及宗教道德

价值弘扬与社会服务事业和谐发展的可能性。当

前, 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发挥宗教

在建设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的积极影响, 已成

为内地宗教界的首要课题; 而如何借鉴西方经

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发展

模式, 亦成为内地社会工作者的重要命题。香港

基督教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案例, 相信对内地社

会工作和宗教团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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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 Charity Service in Hong Kong, the

main contents of Christ ian charity service and the characters, and points out that modernHong Kong Chris-

t ian charity service is an outcome of special history in Hong Kong , has special important meaning for the

prosperity of local society, and its fulfillment has close relat ion with Christ ian theology and social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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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usan Sontagps Camp as its core, this paper t ries to explore further her claim on

erotic art and her crushing on fascist aesthetic . It would reveal the dynamic of her sexual fantasies and the

format ion of her unique art ist ic thought. The main point of the paper is that Sontag advocates a

hermaphrodite ideal in art ist ic pract ice by creating a / t rio0 to show the anxiety and tensions of human sexu-

al delusions, which exemplifies that her writ ing is truly a work of art with political implica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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