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未來的十年

耶穌會姜有國神父

助理副校長

教學與學術研發中心

教育與哲學教授

波士頓學院

梵蒂岡《公教文明》雜誌專欄作家



• 歷史回顧

• 目前現狀

• 未來十年的挑戰

• 希望與未來



歷史回顧

• 耶穌：你們往普天下，因父及子及聖神之
名付洗

• 初期教會的發展

• 保祿宗徒走向外邦人



•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頒布米蘭詔書：（）
（Edict of Milan），基督宗教合法化成為國教。

• 蠻族入侵
• 476 年西羅馬滅亡
• 進入中古世紀
• 教父聖奧斯定（懺悔錄和天主之城）
• 天主之城：只有「天主之城」是永存的。提醒
天主的國度是屬靈及永垂不朽的，而並非是這
世界任一國家能取代的。在羅馬城淪陷時，幫
助信徒了解天主的國度與聖城。



• 教宗的權力在八世紀開始產生影響力：義
大利皇帝裴平授予教皇國。之後的皇帝必
須經過教皇加冕。神職人員逐漸成為權力
和特權的象徵。

• 十字軍東征：1095-1270



• 1054年，天主教與東正教（希臘正教）分
開（權力和地位的爭議）

• 聖方濟亞西西和聖道明

• 宗教改革（基督教的分裂，馬丁路德，
1517）

• 英國的亨利八世（1531）



• 耶穌會的創立（1540年）：應對宗教改革

• 文藝復興／啟蒙時代

• 現代社會和科技對教會的影響



目前現狀

• 教會的第一個千年：歐洲

• 第二個千年：美洲和非洲

• 第三個千年：亞洲（？）



• 1962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分辨時代徵
兆）

• 科技的發展，使教會的牧民工作受到極大的挑
戰

• 全球化、國際化、科學化、數字化、世俗化

•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歐洲聖召減少，教友進堂
人數減少，教堂成了博物館

• 美洲（南美）：保持繼續增長

• 亞洲：菲律賓、越南、南韓保持良好的發展



• 北美（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保持持
續增長

• 非洲：持續增長

• 70年代：受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影響，
神職人員聖召下降，神職人員離開（自由
主義影響）

• 教友人數；保持穩定發展



• 2010-2018：教友人數增加—從十一億九千
萬增加到十三億一千三百萬

• 非洲和亞洲：教友人數增長，歐洲失去中
心地位（除了波蘭以外）

• 牧民人員方面

：主教、終生執事和平信徒牧靈人員在各大
洲持續增長。教區神職基本相同，但是修會
會士減少



• 亞洲／非洲牧靈人員人數活躍，歐洲男女
會士和教區神職明顯下降

• 美洲的男女會士也開始下降，但是主教、
教區神職和平信徒牧靈人員有所上升

• 在全球層面

：終身執事、平信徒傳教人員和要理講解人
員增加



• 全球司鐸候選人

：大修生的人員減少3.1%

亞洲天主教受洗人數：

2010-2018 受洗人數增長比例為12.2%，2017-
2018 為1.5%

亞洲人口占全球59.8%，但是天主教人口只有全
球天主教人數的11.1%，占亞洲總人口的3.3%



• 2010-2018: 男女會士在全球範圍減少了5.5%，
但在亞洲增長了16.4%。2017年，亞洲男女
會士人數為17萬三千人。

• 2018年，全球天主教人數：十三億一千三
百萬：美洲 48.5%，歐洲 21.8%，非洲
17.8%，亞洲 11.1%，大洋洲0.8%

• 非洲增長2.5%，亞洲增長1.5%，美洲0.96%，
歐洲0.1%



• 2018年，投入使徒工作人數增加了0.5%，
共有466萬6073人；神職人員減少：從2016
年41萬4969人減少到2017年的41萬45823人

• 司鐸候選者人數減少：從2017年11萬6060
人減少到2018年11萬5328人，減少0.7%

• 大中華區：同樣挑戰



未來十年的挑戰

• 世俗化／自由化
• 教會的領導力
• 服務的傳承與精神
• 平信徒的培育
• 教會學校的神職減少，小型修會的使命終結
• 中梵關係的發展：更大的視野
• 科技的影響，與時俱進
• 聖召推廣
• 性醜聞



希望與未來

• 挑戰會依然存在

• 新的信仰文藝復興

• 天主的教會：聖神的帶領

• 與社會各界人士分享我們的信仰價值觀

• 人們對生命意義的重新思考和界定

• 財富、名譽、地位、學位、金錢和成功不
能真正解決人心和社會的複雜問題，而信
仰是幫助我們解決的最好辦法之一



• 改變我們牧靈的方法，與社會對話與交流

• 培養／鼓勵平信徒參與教會使命，合作共
事

• 培養教會青年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