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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會福利制度簡介

+ 戰前歲月

+ 戰後難民潮

+ 香港教會在社關上的取向

+ 社會福利制度化後教會的角色

+ 反思與前瞻



+ 非福利社會 (welfare state)、低稅率

+ 補救性(residualism) ，預防性(preventive)較
弱

+ 主要依靠稅收支付福利開支

+ 服務大多由非政府機構提供



+ 香港主要為英國作為商貿軍事作用的殖民地

+ 政府幾乎沒有福利政策，只在大型事故中撥款
救災、提供有限度基礎教育和醫療服務

+ 社福主要由志願團體擔當:
– 教會，主要是聖公會、倫敦會、天主教，建立了學
校、醫院、孤兒院、護老院、墳場
英華書院、女性就學

– 華人團體: 東華三院 -「華人政府」、保良局、樂
善堂
宗族主義、血緣主義

一次性救濟



+ 全力支持國民革命

+ 禁煙

+ 反蓄婢 (妹仔)

+ 反童工

+ 新興服務機構
– 廣蔭護老院

– 基督教青年會 (1901)

– 保護兒童會 (1930)

– 緊急賬濟聯合組成社 (1938) (後來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53Q18Qmbg

– 救世軍、兒童遊樂場協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53Q18Qmbg








+ 1949年大陸政權變更，大量難民逃港

+ 他們當中雖然不少是企業家和知識分子，
但大多都是貧苦無依的百姓

+ 本港人口由1945年的60萬激增至50年代初
的200多萬

+ 物質短缺、難民流離失所，醫療教育系統
不堪負荷

+ 1953年石硤尾聖誕大火、左右派衝突



+ 1947年政府成立社會局，1958年改組為社
會福利署
– 主要負責資助和聯絡志願團體的工作

– 角色仍然有限

+ 政府在石硤尾大火後開始興建公共房屋

+ 擴充教育、建屋

+ 國際紅十字會、英聯邦、聯合國的扶貧工
作

**本地教會及到港的宣教士和差會



+ 在戰後，大批貧苦難民從中國內地湧來香港，流
離失所，飢貧交迫，教會和宣教士們在接濟、醫
療、教育和安慰等事工上發揮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 職業訓練、建房、復康等增權工作

+ 後期更參與政策倡議工作

+ 教會團體在提供服務時，亦多與傳福音連在一起，
很多人也受到信仰的薰陶，特別在教會學校就讀
的學生，日後有較高比例成為信徒，間接地把教
會團體的福利觀念傳遞出去



+ 教會和基督徒雖佔少數，但對社會服務的
發展卻有極大的影響力。而部分更參與社
會政策的制定，多少表達了教會的信念和
信仰元素

+ 建基於耶穌宣揚的「愛人如己」理念，表
達的愛心是沒有區分種族文化性別老幼的

+ 「吃救濟品的年代」、「同牧師神父攞牛
奶餅乾」、「牧師睇病同教英文」



+ 歷史上，教會在香港四大社服支柱均有參
與：

– 教育

– 福利

– 醫療

– 房屋！！



+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大火，
焚毀六條村，共五千多間房屋，令六萬人受災

+ 循道及衞理兩公會乃攜手合作，並結合世界各地
循道衞理宗教會之協助，建立平房新村以助解決
當時貧民的居住問題，十多年間先後建立有數個
新村，以非常廉價的租金租予貧苦居民
– 衞斯理村

– 亞斯理村

– 愛華村

– 愛德村



+ 1955年：香港有188所堂會、信徒5.3萬

+ 1958年：294所堂會、信徒7.4萬

+ 1962年：344所堂會、信徒10萬

– 信徒比1955年增加111.7%、平均每年增長率為
15.9%

+ 到70年代末，就讀於教會學校的香港學生
佔整體42%



+ 靈實醫院

+ 基督教勵行會

+ 聖雅各福群會

+ 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香港家庭福利會

+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我在獅子山腳下的竹園村長大，五十年代美國西差會
差派宣教士到這個貧民窟展開扶貧和傳福音工作，每星期
在救濟站（即教會）派發牛奶、衣服和日用品，又興建了
大量石屋平房。當時爸媽住在木屋區，經常發生火災，他
們聞說上教會信耶穌可以容易分配得到石屋，因此媽媽就
在這樣的情況下信耶穌，我們一家可以在獅子山下安居。

記得當年就讀的小學在黃大仙，每天要背著書包上落幾百
級階級上學放學，直到七十年代才開通了車路。而我最開
心就是可以上教會，有許多街坊朋友一起玩耍，我們最喜
歡星期天聚會完畢，一起攀爬獅子山，但走到山腰便停下
來摺紙飛機飛來飛去，或者玩捉迷藏，這是我寶貴的童年
回憶呢！…」

http://www.familyfoundationhk.com/index.php/article117

http://www.familyfoundationhk.com/index.php/article117


+ 政府分別在1965年、1973年、1979年和1991年發表
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逐漸增強自己的角色

+ 訂立官方社福框架，專業化和常規化

+ 志願團體由政府的夥伴變為服務代理人

+ 教會在社福的角色從此因為要配合政府政策和訂定
的服務框架而有所減弱，尤其在傳福音和引入信仰
元素方面受到限制

+ 但今天本港仍有很多擁有教會背景的社福機構。在
現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444個會員機構中，超過120
個為教會創立和營運的（包括更正教及羅馬天主教）



+ 洛桑會議（1982）
– 社會關懷是傳福音帶來的一種後果

– 社會關懷是引導傳福音的橋樑

– 社會關懷是配合傳福音的夥伴

+ 香港教會面對的分歧（盧龍光，1984）：
– 只傳福音，不作社會服務

– 社會服務是傳福音的手段

– 社會服務於傳福音是各有價值互不相干

– 社會服務是傳福音的夥伴



+ 第一類:激烈社會行動 (如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勞資關係協進會、社協、職工青年中心等)

+ 第二類:與港英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佔多
數

+ 第三類:公開與當局唱對台戲 -提出方案，化
作議會抗爭，如世界信義宗



+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事工由組織工
友，調解勞資糾紛，推動勞工教育，
聯絡工會，協助工業傷亡家屬，發
起社區/勞工教會，發展到為工友
基層爭取權益

+ 工業委員會遂採取了進入所服事群
眾的模式，這種將福音、好消息突
破教會的四幅牆

+ 教會對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出位行
動有懷疑及不滿，恐怕破壞教會的
形象、影響教會的聲譽

+ 劉千石



+ 擴張聖公會社會服務、推動成立房協及多個社福機構

+ 與政府關係密切，為政府在社會服務上所倚重

+ 建立深入基層社區的教會

+ 經他參與創辦、運作、倡導的社福機構有14家（1933-
1960）

+ 在港期間規劃及落成的屋邨有15個





+ 1952年在港開展服務
– 「(目標是)以基督的愛心和憐憫去滿足世人的需要」

(世界信義宗憲章)

+ 服務範圍廣範
+ 批評時弊 -施同福牧師 (Rev. Karl Ludwig Stumpf)
時與政府周旋:高舉社會公義的概念和預防社
會問題、「現實人道主義」:人性尊嚴
– 關注難民－成立香港基督教難民服務處（基督教
勵行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主張增強政府角色滿足社會需要
+ 影響不少基督徒社工



「三十多年前的一個晚上，我權充翻譯，跟着當年我們的總幹事施同福牧師到愛民邨警署
開會，會議從傍晚一直開到午夜。事緣當年我們計畫在愛民邨開辦一所戒毒康復者的中途
宿舍，但遭遇到居民強烈的反對，當晚我就是跟着施同福牧師單身匹馬出席居民大會。

會議一開始，施同福牧師就解釋中途宿舍和融入社區對戒毒康復者的重要，更重要的是向
在座的人講述他遠道來香港為有需要的人服務的心志，聽者卻都受到感染，跟着他問：
「為甚麼你們香港人反而不關心有需要的香港人？」

居民接着提出一個典型的講法，就是「我們並不反對成立中途宿舍，但愛民邨是個很好的
屋邨（在當時更是如此），不要在這裡設立。」施牧師問：「你們知道我住那裡嗎？」居
民當然不知道，他說：「我住在又一村，隔一條街就有男童院，整體社區要一齊分擔和面
對社會上的問題。」

居民有很多關心，例如宿舍的管理、如何防止毒品流入等，施牧師不等居民詳細講述，就
主動提出組織一個管理委員會，邀請每個互助委員會派代表參加，一齊訂宿舍規則，一齊
參與管理。

會議在雙贏的情況下結束，而「同福宿舍」亦開辦了，一直到結束不但從未發生過任何居
民所擔心的事，反而成為社區的一份子，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和事務。

從「同福」到「正生」走了三十多年，似乎我們沒有走多遠，當日「同福」的結果今日還
會重現嗎？」

（http://www.hkcs.org/archives/networds/cewords00.php?wordsID=52）

http://www.hkcs.org/archives/networds/cewords00.php?wordsID=52






+ 在廿一世紀這個瞬息萬變、複雜歪曲的年代，真的很需要
教會和基督徒們有負擔地肩負扶貧的工作

+ 在服務專業化和常規化之下，也能做到「行公義，好憐
憫」，活出基督的樣式，作鹽作光基督徒背負最大的誡命
是愛主愛人 -「愛人如己」(太22:34-40、可12:28-34、路
10:25-28)

+ 我們在世都是客旅，基督是我們的主



+ 周永新:「教會參與社會服務的目的是服事有需要的市民，
藉此表提上帝的愛;因此，無論營辦服務的資金來自捐獻或
公帑，只要惠及有需要的市民，且盡心盡力的辦好服務，
絕對不可滿足一己之私利，更不應讓上帝的名蒙羞」

– 讓大眾更能感受上帝的愛及關懷，令我們所處紛亂的社會，看到
一點上帝的公平和公義

+ 我們應效法先哲前賢，使更多人，特別是貧窮人和弱勢社
群，因著天父的愛和我們的付出，得到祝福和救恩
– 先賢們在當時的香港所做的在當時被視為非常創新

– 香港教會今天能否再創新，作主見證？
 社創？社企？良心消費？環保？公平貿易？





謝謝，

願主賜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