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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與差傳 

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臺灣）— 夏忠堅牧師、梁佳宏弟兄 

 

簡介 

 近年來因經濟持續不景氣，臺灣中低及低收入戶與近貧家庭持續增加，根據英國（United 

Kingdom）慈善組織樂施會（Oxfam）最近指出，全球前六十二位億萬富翁的身家總和，相當於
全球總人口一半的財產。臺灣的現況也不遑多讓。1根據臺灣行政院主計處資料，二○一二年全
臺灣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前 20％的家庭，可支配所得的差距，高達 6.13 倍。如果以未得到社福
補助及課稅前的數字計算，則高達 7.7 倍，比起歐美的四至五倍高出許多。若以將綜合所得稅
納稅資料分為二十等份，觀察最高 5%家庭與最低 5%家庭比值的變化。則兩者差距高達 99.39

倍！因著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我們可預見經濟弱勢的家庭若沒有社會福利的溢注，所面對的問
題將更為嚴重，因此教會在這個世代所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 

 教會由神選召的子民所組成，為要擔負神的使命，特別是《路加福音》記載耶穌基督開始
宣講福音時，所宣告的使命：「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膏立我去向貧窮的人傳福音，他差派
我去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讓受欺壓的得自由，宣告主所悅納的禧年。」（路
四 18、19，〈中文標準譯本〉）因此神的子民，獲得新生命後，就是要活在其所置身的社會中
來見證神的拯救，教會若能以直接的社區服務方式與社區居民互動，居民自然會願意接近教會。 

 臺灣基督教救助協會（下簡稱救協）成立於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至二○○三年與臺灣眾
教會連結從事「9.21 震災重建服務」，並與參與教會聯盟，藉著救災與重建，成立七家分屬不
同教派之教會。目前，救協連結全臺灣一千一百家教會成立「1919 服務中心」，涵蓋全臺灣二
百七十八個鄉鎮，建構教會社區服務宣教網絡。共同從事之社區服務項目有：重大災難救助、
弱勢家庭兒童課後陪讀、急難家庭救助、食物銀行。 

 本模式研究，試圖呈現教會社區服務之策略聯盟網絡，以及因之帶來的宣教果效。 

 

                                                           

1 此數據為家庭收支調查，透過抽樣，由調查員進行訪問，再將調查取得的「家庭可支配所得」資料分為五等份，
最後計算出最富 20%以及最貧 20%家庭的所得比。以五等份位差距倍數：將所有家庭依每戶所得收入由小至大排
序後，按戶數分為五等份，最高 20%家庭的所得除以最低 20%家庭所得之後的倍數即為五等份位差距倍數，倍數
越大，表示所得分配越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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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也就是社會工作方法中的社區工作，透過社區服務讓慈惠的工作得以進入社區當
中。何謂社區？綜觀所有的社區工作理論，對於社區有各樣的解釋與認知，但不外乎基本的構
成要素：一群人在同一個區域、有共同的價值觀並產生生命的互動。回想初代教會，《聖經》
對當時教會生活的描述也是如此：門徒「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信
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徒二 42~45）
而這樣的生活與現今的社區不謀而合，因此教會承接從神而來的使命，就是在地上建立神國，
如今透過社區服務讓神國可以真正的落實在人間。 

 

教會在社區中的使命 

 從有形的地理位置來看教會，教會是社區裡的一份子，換句話說，社區「擁有」教會，因
此教會與社區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往往對社會大眾的認知，教會好像是一棟建築物。欲
達到社區「擁有」教會這樣的異象，我們必須回歸到《聖經》裡所談到的「好撒馬利亞人」： 

一．放下自己的本位主義 

 「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動了慈心。」（路十 33） 

二．看見社區的需求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
就丟下他走了。」（路十 30） 

三．竭盡所能的提供服務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裡去照應他。第
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路
十 34、35） 

四．你去照樣行吧！ 

 「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路十 37） 

 教會在這個過程中所擔負的角色與核心價值為何呢？簡單來說，教會是由神所選召的人所
組成的，為了是要成就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人可以得著永恆的生命，因此教會的本質在於實
踐神國度，如同主禱文裡面的教導：「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而教會要如何成就神國呢？透過服務與關懷社區，是教會對週遭社區所做的最佳見證，因
為教會不只是為了基督徒而存在，也不單單是一個宗教場所，而是為了這世代的需要而存在，
教會存在的目的不只是在宣講公義及為萬民的得救禱告，更是必須落實耶穌基督給我們的大誡
命，就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如同耶穌基督一生所實
踐的信仰，就是與稅吏、妓女、有需要的人在一起，因此教會必須在其信徒生活中扮演實踐的
場域，並尋求把耶穌基督所講的和平建立在社會中。當一個教會根本不曾嘗試要把他宣講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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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建造在社會及其生活中時，人為甚麼要相信他們所宣講的呢？教會不應只將「信仰告白」熟
讀，而應將信仰告白中的一切實踐出來。教會是宣講神話語的場所，宣教不是教會可有可無的
選擇，而是教會的本質，與教會不可分割。 

 

救協的社區服務 

 救協成立後與臺灣眾教會連結從事「9.21 震災重建服務」，透過設立十六家「家園再造工
作室」，並由眾教會各自認領此工作室的災後重建工作。結束三年半災後重建計劃後，並與參
與教會聯盟，成立七家分屬不同教派之教會，延續在當地的服務，並回歸到教會的牧養與宣教
事工。藉著重大災難的救助與重建成立新教會，是教會參與社會服務的重大突破。 

 更大的突破是救協透過「家園再造工作室」的服務模式，將經驗帶到全臺灣的各個鄉鎮，
藉由與當地教會合作成立「1919 服務中心」，來開展社區服務與宣教結合的事奉，將神的愛帶
進每一個社區。 

 截至二○一六年四月，救協連結全臺灣 1,120 家教會成立「1919 服務中心」，涵蓋全臺灣
281 個鄉鎮，建構教會社區服務宣教網絡。其中 799 家 1919 服務中心持續與救協保持合作關係，
238 家超過一年以上沒有聯繫（未有以電話聯絡，未有參與月會、急難救助金申請），另外 83

家結束合作關係。 

 救協透過 1919 服務平臺，集結社會大眾的愛心捐款，藉由各地區的 1919 服務中心，透過
社區服務工作策略，讓教會可以走入社區，提供愛與慈惠的服務，讓教會關心這地土與人的需
要，成為社區的光和鹽。 

 救協目前提供下列四個專案： 

一．重大災難救助 

 「重大災難」泛指同一時間發生、突然、不可抗力、造成受影響之居民大量傷亡、基本民
生需要無法於短期（一週至一個月）內回復之災難。 

（一）救助服務 

1. 救災的定義 

 採取必要的行動使災難停止、使災難造成之危險與傷害降到最低、使受災區在最短的時間
內得到初步性之復原。 

2. 救助的定義 

 採取必要的行動使救災人員得到需要的支援，並使災難造成之生活困難降到最低、使受災
地區居民恢復正常的身心靈生活。因此救助事工從事救災的支援工作與後續工作，此工作模式
也是救協所從事的重大災難救助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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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災模式 

（三）救災訓練 

1. 訓練目的 

 （1）了解救協災難應變處理模式。 

 （2）與當地政府救災、救助單位建立初步合作關係。 

 （3）情境演練，認知指揮機制的架構與流程，並經驗問題解決的相關思考。 

 （4）透過課程反思目前的困境，提出當地重災救助未來的問題解決與努力的方向。 

2. 訓練對象 

 地區牧長同工、1919 服務中心的志管人及救助志工（具特殊專長者）。 

3. 舉辦方式 

 配合該區聯合性教會組織經常性聚會的時間來辦理。 

（四）先遣志工訓練 

 二○一○年起連續四年辦理先遣志工訓練，每一梯次都包含基礎訓練共有三次，每次三天。
第一次的訓練重點放在建立團隊，因此會用平面活動的方式來帶領這群來自各地方的志工，培
養團隊溝通、合作、默契及建立情感。第二次及第三次的訓練則是將重點放在災難救助概念，
運用體驗式學習概念設計課程，最後則以模擬災難現場方式讓參與者需面臨災難現場及各項緊
急事件處理，並配合每年五月底救協辦理全機構的重災演練，並且邀請全臺灣先遣志工一同參
與。 

救協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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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下來總計培訓了 144 位先遣志工，除了基礎訓練和專業訓練兩部份的課程外，平時會
由救協六個區的區辦公室主任來負責這些受訓志工的後續跟進工作，不定期會舉辦座談分享會，
關心彼此、維繫關係，讓彼此關係也能夠從訓練的工作關係，延展成更深一層相互支持的伙伴
關係，同時養成志工與各區區辦間的信任關係，倘若遇到需要救助場合時，這群志工便能因各
區區辦的呼召而聚集，這就是團隊的展現。 

（五）防減災 

 救協希望透過防減災研習課程，讓各教會能夠在平日做演練並建立逃生避難圖防患未然，
當聚會時遇到大地震或意外事件時，教會能夠因應協助眾會友逃生避難，而讓災難減到最低。 

二．急難救助金 

（一）計劃簡介 

 落實基督愛鄰舍如同自己的精神，協助 1919 中心服務區域或社區遭遇重大天然災害、意外
事故或特殊急難，致人員、房舍、財產受損而生活造成困境的個人或家庭，能在最短時間內得
到救助。依災難發生的嚴重性與需求性不同，分為重大災難救助金及一般急難救助金。  

（二）服務對象 

 補助對象需為六個月內面對急難事件（有具體急難事件發生者），且同時具備以下其一狀
況，導致生活陷入困境的人。 

 1. 主要負擔家計者或家屬死亡無法辦理喪葬者。 

 2. 主要負擔家計者或家屬罹患重病無法負擔醫療費者。 

 3. 主要負擔家計者或家屬遭受嚴重傷害而失去工作能力者。 

 4. 遭受意外事故，生活失去憑藉急需救助者。 

 5. 因特殊事故造成生活困境者。 

（三）服務內容 

 透過全臺灣 1919 服務中心的千餘名關懷志工，關懷訪視 1919 服務中心所在之社區內，面
臨各項急難、家庭問題、身心障礙及心靈憂傷的個案，透過家庭訪視評估案家的實際情況後，
透過急難救助金系統線上申請，並且經由本會社工所組成的審核小組審核通過後，提供必要之
訪視與急難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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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流程 

（五）我們的服務 

 二○○三年十月救協開始投入急難救助金的服務，截至二○一六年四月全臺灣總計服務了
9,469 個急難家庭，發出的金額新臺幣 178,938,154 元。 

（六）宣教成效評估 

 執行「急難救助金計劃」，就教會內部目標設定，是要達成宣揚福音領人歸主。在接受服
務的個案中，粗估大約有 25%個案接受福音，進入教會。 

三．1919 弱勢家庭兒少陪讀方案 

 根據內政部兒童局調查，臺灣至少有多達三十多萬兒童生活經濟匱乏，屬中低收入戶。其
中又有超過十多萬名兒童過著高風險生活，他們的父母因沒有能力供他們參加校外課輔班、才
藝班，也沒有人在下課後好好陪伴教導，導致許多孩子放棄學習，在外遊蕩，流連不良場所，
造成社會隱憂。 

 為了讓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不要輸在起跑點上，救協自二○○四年起推出「弱勢家庭兒童
課後陪讀計劃」，提供「弱勢家庭兒童」（包括貧困、單親、外籍配偶家庭兒童）免費參加課
業輔導、品格教育、才藝課程與家庭關懷，讓弱勢家庭兒童的身心靈體得到足夠的餵養與關顧，
同時使經濟情況較差的家長無後顧之憂，得以安心工作，進而改善家庭經濟與生活品質。並且
為了不讓這愛的關係中斷，本會於二○○九年開始「國中課後陪讀方案」，提供國中陪讀服務。
期盼透過 1919 服務中心持續的陪讀服務，提供正向、支持的環境，讓升上國中的青少年不會流
失，幫助他們建立正向的自我概念、擁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得著正確的角色模範與同儕關係，
讓國中陪讀班成為他們愛與歸屬之地。 

（一）服務對象 

 1919 服務中心所在社區內經濟弱勢家庭的兒童與少年。 

（二）核心價值 

 1. 陪伴比陪讀來得重要。 

 2. 陪讀班不是補習班。 

1919服務中
心開案服務

急難救助金系統填寫申請
表，並上傳個資同意書以

及相關證明文件。

審案委員
複審

審核結果由急
難救助金系統

自動通知

救助協會依序撥
款至服務中心

1919服務中心兩週內訪視
個案及發放救助金，並將個
案簽收『領款收據』寄回救

助協會各地區辦事處

1919中心持續追蹤訪視，
並且依照核准金額與期數，

提供案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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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業進步不是唯一的目標。 

 4. 透過陪讀服務以生命影響生命。 

 5. 由兒少的服務延伸至家庭。 

（三）服務內容 

 1. 課業輔導。 

 2. 多元智能課程：語文、邏輯數學、視覺空間、音樂、肢體運作、人際、內省、自然觀察
者。 

 3. 品格及生命教育。 

 4. 家庭關懷。 

（四）服務策略 

 1. Home：像家一樣的歸屬感，因為愛與歸屬是孩子成長的關鍵因素。 

 2. Oasis：像沙漠中的綠洲，供給弱勢兒少的生活所需。 

 3. Preach：透過信仰的教導，讓他們可以走上神的道路上。 

 4. Education：正確的教育，讓孩子可以在小事上見證主的名並活出信仰。 

（五）成效評估：身心靈都得著健壯 

 「耶穌的智慧與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二 52） 

 

 至二○一五年五月，弱勢家庭課後陪讀班共有 215 班，服務 2,800 個兒童，本會有 71 家
1919 服務中心參與「弱勢家庭兒童課後陪讀多元課程」計劃。共進行九類才藝種類（樂器／樂
團、歌唱／合唱、美術／手工藝、戲劇、烹飪、體育、感覺統合、舞蹈、電腦），執行 1,760

次課程，服務 21,611 人次的學生，服務總時數達 3,207 小時。 

IQ

學業成績、功課完成度
多元才藝

EQ

自我察覺、自我管理
社交察覺、人際關係管理

靈命
禱告、參與聚會

慕道、受洗

身量
生活作息、固定運動
身高、體重（BMI）

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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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宣教成效評估 

 執行「弱勢家庭兒童課後陪讀計劃」，就教會內部目標設定，是要達成栽培門徒的目標。
在弱勢家庭兒童陪讀班接受服務的 2,800 個兒童中，大約有 80%以上，禮拜天會參加教會兒童
主日學或少年團契。 

四．食物銀行 

（一）計劃簡介 

 「1919 食物銀行」是透過各 1919 服務中心的志工，關懷訪視 1919 服務中心所在社區內，
面臨各項急難的家庭及處於經濟弱勢的個案，經評估其實際情況後，提供必要之心靈慰助與生
活必須物資，定期到各區集散點領取食物包，然後一一送到社區中需要支持的經濟弱勢家庭，
以減少其日常開支，進而將有限金錢，運用在孩子教育、醫療等方面，以提升家庭生活品質。 

（二）服務對象 

 1. 因天災、重大意外而陷入經濟困境的急難家庭。 

 2. 經濟弱勢的家庭（含單親、外籍配偶、隔代教養、身心障礙、獨居老人、中低收入等）。 

（三）服務方式 

 

（四）服務特色 

1. 量表審核、減少爭議 

 「1919 食物銀行」之物資均由社會大眾與企業捐贈（款）而來，基於責信，服務中心所提
出欲關懷的貧困家庭，需通過「1919 食物銀行評估標準」（FB 量表）核定，以優先關懷最有需
要的家庭。同時整合各界捐輸之物品，再視受助家庭需求發放。 

  

「1919 食物銀行」 

接受、募集或 

採購物資 

「1919 食物銀行」 

管理及配送物資 

至集散點 

「1919 社區食物

銀行」至集散點 

接收物資 

「1919 社區食物銀

行」發放食物包， 

填寫訪視記錄表 

「1919 社區食物銀

行」探訪關懷家庭，

並發送食物包 

「1919 食物銀行」 

審核、回覆核定 

通過之家庭名單 

「1919 社區食物 

銀行」提交欲關懷 

之弱勢家庭名單 

1919 服務中心 

經長執會同意， 

簽訂備忘錄，成為 

「1919 社區食物銀行」 



第 9 頁，共 10 頁 

2. 親送到府、全人關懷 

 一般國內、外絕大部份食物銀行的運作模式，都是由需要者到食物銀行領取物資。但此種
模式對於某些弱勢家庭，例如：獨居老人、行動不便者等，因其行動力受限，不一定可以親自
前往領取，可能因此成為弱勢中的弱勢。因此「1919 食物銀行」採取的模式，是由曾受訓的志
工到各地區的集散點領取「食物包」後，再親自將「食物包」送至受助家庭。同時視受助家庭
需要，提供必要之服務，例如：協助獨居老人居家清理、陪同看病、申請其他社福資源、傾聽、
陪伴等。 

3. 特殊需求、個別配給 

 「食物包」的內容設計，均以一般家庭日常基本必須品為主，但部份受助家庭可能會有某
些特殊物資之需求，例如：嬰幼兒奶粉、手術後營養品、嬰幼兒（成人）紙尿布等物品，並非
一般家庭所需用，無需統一配送；因此當社會大眾或廠商有此類特殊物資的捐贈時，「1919 食
物銀行」可從作業系統中，尋找需要此類特殊需求物資的家庭，配合到一般「食物包」的發送
內容中，增加此類特殊物資，來照顧其生活。 

4. 定期評估、避免浪費 

 「1919 食物銀行」志工定期關心經濟弱勢家庭，在每次發放後，均需填寫訪視記錄表，評
估受助家庭景況，以了解是否需要繼續提供食物包，使食物包發揮最大的效益。 

（五）食物包內容 

 主要內容為「民生必須品」，包含： 

 1. 主食類：米、麵條等。 

 2. 營養品：奶粉、麥片等。 

 3. 副食品：罐頭、沙拉油、醬油等。 

 4. 生活用品：牙刷、牙膏、毛巾、洗髮乳、沐浴乳等。 

 5. 其他物資：食品、日常用品（廠商捐贈）。 

（六）成效評估 

 目前有 418 家 1919 服務中心教會承辦食物銀行，以二○一五年統計來看，共服務 4,489

個個案，送出 24,602 份食物包。 

（七）宣教成效評估 

 執行「食物銀行計劃」，就教會內部目標設定，是要達成宣楊福音領人歸主。在接受服務
的個案中，粗估大約有 30%個案接受福音，進入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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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志工訓練 

 所有設置 1919 服務中心的教會，都需要動員信徒參與關懷志工訓練，估計歷年來接受志工
訓練的志工已超過一萬人。關懷志工訓練課程除了志工服務的精神、倫理、內涵、服務技巧及
表單等課程外，也訓練志工使用實際關懷訪視的話題材料：「福氣臨門」。 

 「福氣臨門」共有六個關懷話題單張，包含：新資源、新生機、新態度、新形象、新人際、
新心靈。新心靈就是「福音四步」個人佈道內容。 

 救協所採取的政策是，做社會服務提供資源時（給予急難救助金、發放食物包），關懷志
工不可以傳福音，因為資源是社會大眾或企業所提供，服務同時做傳福音工作，有違社會工作
誠信原則。但是結束社會服務工作，關係建立之後，以「新心靈」傳福音，卻是教會志工必須
做的福音使命。因此，在「急難救助金」、「食物銀行」的服務中，都有相當高比例的受助者
願意接受福音加入教會。 

六．模式轉移 

 救協推動教會藉著社會服務進行宣教，以 1919 服務網絡、重大災難救助、急難救助金、弱
勢家庭兒童課後陪讀、食物銀行等項目服務社區弱勢民眾的模式，已經成功地轉移給馬來西亞
（Malaysia）的「全人關壞」機構，以及協助蒙古教會成立「蒙古基督教救助協會」。救協提供
各項服務項目的服務宣教經驗、服務流程、服務表單、督導系統、服務管理、募款活動等工作
模式，都無私地轉移給馬來西亞「全人關壞」與「蒙古基督教救助協會」。這樣的模式轉移將
是另一種型態的差傳宣教。 

 

我們的呼籲 

 教會並非修道院，置身於荒郊野外，而是座落在社區當中，與社區有緊密的連結，但這僅
限於建築物而已，人與人的關係是否有真正的連結，關鍵在於教會是否願意踏出教會的圍牆，
進到社區當中。因為耶穌基督給我的大使命：「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十
六 15）面對這個黑暗的世代，充斥著各樣的不公不義的事，身為基督徒，你我該如何去面對與
關心這個世代，如同《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節耶穌所說的：「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
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已經過世的德雷莎修女（Mother 

Teresa）常說：「只要你願意打開眼睛去看，到處都有加爾各答（Calcutta）。」你是否願意尋
找教會所在社區中的「加爾各答」，讓神的國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