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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剛李志剛李志剛李志剛 

 

(香港 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 主席) 

 

 

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香港的教會不斷地配合社會的發展而改變，教會是

社會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組織、也是社會的器官。教會的信徒在很多層面參與

了社會的發展工作，不管是專業人士（例如：律師、工程師、教師）還是藍領工

人，他們都在不同的行業中，為了建設一個美好、完美的社會做出貢獻。教會的

信徒來自不同的階層，他們有公開聚會的地方，沒有限制。在教會的組織當中，

每個信徒都有自由和權力去選擇參與或是不參與，但是絕大部分的信徒或是朋友

們，都希望在教會中得到具體的、心靈方面的幫助。簡單的說這就是愛，愛的含

量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愛，更是上帝對每個人的關愛。這包括了一個很重要的

部分，就是一個成長的教會應該是健康的、健全的、充滿了愛，並可以幫助我們

跟上帝的愛與日俱增，進一步瞭解人與人之間的關愛。 

    在過去一段比較長的時間裏，香港有些教會信徒人數的增加不是太明顯，反

而教會的增加數目就比較大，這表示著很多教會都在兩極分化的發展，有一些規

模小的教會越來越小，另外一些規模大的教會就越來越大，這就變成了信徒的數

目不一定增加很多，但是教會的數目就增加很多了。 

    香港從回歸到今天的十二年當中，整個香港的經濟與社會的轉型有了很大的

變化，因為在過去的時間裏，香港從一個完全是企業家精神很濃的社會，發展轉

型到一個偏重於由政府主導管制的狀態。儘管經濟還是持續發展，但是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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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慢慢地形成了一個偏向性地等待發展的狀態。隨著中國的發展，把本來我們

擁有的很多競爭優勢慢慢也因為臨近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而顯得香港的發

展好像變得有點兒緩慢，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如果在這個發展的當中，我們作為普

通的信徒，可以有什麼辦法來爭取在教會裏面更好地配合這個轉型。香港的轉型

不單是政府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參與和應該付出他們的責任。 

    我們看到社會上大部分的信徒都是有工作的，除了學生以外，他們對社會、

對家庭都付出了他們的責任。大部分的信徒也在教會中實行奉獻的精神。但是問

題就在於信徒可以在他自己的崗位當中為教會和社會作出什麼呢？我看這是一

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很多教會都希望信徒儘量花多一點的時間，為教會做服侍和幫助的事情，往

往人才會留在教會裏面工作、貢獻，反而推動他們回到社會、回歸社會的能力是

比較弱的。我們發現尤其是過去年的十年、二十年當中，我們常講到一個特別名

詞，就是「人生下半場」；除了 Mr. Bob Buford 出的那本書《人生下半場》對很

多信徒產生不同的衝擊。我們最近發展社會企業，其實社會企業也是回應到一些

人，我發現在職場工作的信徒，他們有三種狀態，我們統稱為 Business 1.0、

Business 2.0、Business 3.0。 

Business 1.0：我們工作是為了生活，這一點是很正常的，每一個人都需要有工

作的能力、賺錢的能力，賺到的錢可以用在家庭、用在教會或者是

用在社會當中，滿足必要的生活需要。所以很多人每天都在忙忙碌

碌的工作。 

Business 2.0：他們做的工作或是做生意已經略有成功，所賺到的相對比他支出

的要多，他們已經可以選擇了在成功之後，希望尋找一些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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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還有捐贈；所以，往往除了教會以外，也捐贈到其他的地方，

或者是參與其他社會的工作。但是這個基礎還是他們的工作比較穩

定和成功才可以，但是他的工作跟他所有服務的東西，有可能是沒

有直接的關係。 

Business 3.0：我已經看到有一些 Business3.0 的人出現了，3.0 的人是什麼呢？他

不但是為了自己做好生意，捐出去，或者是參與志願者工作，他們

甚至願意把自己的生意，或者是自己的專業，作為一個平台來實踐

他們的使命，通過他具體的工作或者說是這個平台，得到一定的社

會認可和效益。有些人用自己的專業作出一些不平凡的事情，有些

人是成立好像社會企業的功能性的商業平台來幫助貧窮人士、弱勢

群體來幫助社會，使社會有更穩定、更和諧商業平台。 

 

    彼得‧德魯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Peter Ferdinand DruckerPeter Ferdinand DruckerPeter Ferdinand Drucker）講過一段話，他曾經和很多 45 歲左

右的人聊天，他發現 45 歲左右的人，他們在事業和工作方面已經非常成功，也

得到他的社會既定的發展和成就，但是最後他總有三個結果出現。 

    結果一：有一批人他們選擇提早退休，但是彼得‧德魯克說，這批人大概都

是命不久已。 

    結果二：這批人選擇繼續他們本來的工作，但是他們慢慢地發現，本來很有

熱情的工作，慢慢失去興趣和動力了，他們好像各方面的生產力以

及他們的使命感都慢慢減少了。 

    結果三：這批人會選擇還是使用他的能力以及專長，但是也尋找一些不同的

角色和意義來進行工作，尋找一個新的意義的出發點做類似的工

作，他們已經厭倦純粹的捐贈，反而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具體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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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實踐他們的理想，這批人將會有一個豐盛的人生下半場，這也是

剛才講的豐盛的 Business3.0 的人。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神學家彼得偉拿(Peter Wagner)，他講到如果要推動一個社

會改革的話，教會應該大力地推動職場事工，還需要很多在職場的信徒來努力，

通過自己的工作來幫助轉化社會的財富觀和財富使用的力量，來創造一個社會的

改革，讓社會朝著一個更美好、更善良的方向發展。 

    還有另外一個管理學大師米高波達(Michael Porter)也講到，過去十年我們常

講的企業社會責任，很多公司現在已經不但是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甚至他把公司

的使命以及戰略都跟整個社會的功能以及社會的好處來整合。所以很多公司已經

把企業社會責任這個範疇來灌輸進去，把使命以及戰略放進來。它有一個新的概

念冒出來，就是“企業社會整合”，等於就是企業可以通過跟社會的需求一致的責

任感，來共同融合變成整個公司的一個使命以及長期的戰略。 

    其實如果你可以看見，不管有多少的信徒參與在教會的工作中，絕大部分的

信徒也在職場方面來貢獻社會的，所以信徒們可以用通過職場事工來帶動更大型

的社會改革，讓整個社會變的更好。在香港社會與經濟的轉型中，我們每個教會

裏面的牧者怎麼可以幫助、釋放、支持這一批職場事工的信徒，來作出這一系列

的改變，我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職場事工裏面的信徒有幾個特點： 

    特點一：他們需要的是有認同感，因為一般來講在職場上絕大部分的人都不

是信徒，所以儘管他們把持一個價值觀，但面對的衝擊是很大的。

他們需要有人認同，才可以知道他們每天所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

還要有長期的努力，是牧養的最首要的條件，也需要牧者們認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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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所做的事情。 

    特點二：牧者們需要不但從聖經牧養的角度，也需要密切地留意社會的發

展，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基本的瞭解，牧者們跟信徒的溝通就非常的

表面化，所以我看牧者們也需要跟著社會的發展，來保持和信徒的

溝通。 

    特點三：如果可能的話從教會的層面，應該怎麼推動一些我們每個教會當中

獨有的一些項目，讓我們的信徒可以通過教會的組織，來實施一些

社會公益或者社會功能，為社會做貢獻。我看這個事兒也可以是一

個最急切，最有效的辦法。但是最後我們千萬不要把功利的方面放

到基督教的愛當中，因為我們做的事工中千萬不要把教會變成一個

商業組織，或者是一個政治組織來參與，我們保持社會的正面的和

參與社會發展的同時，保持我們教會所宣揚的愛。 

    所以牧者們要將最好的道理告訴信徒；不是賦予能量給信徒們面對挑戰，而

是怎樣幫助我們每一個信徒釋放他們的能量，釋放上帝給他們的側重點或者對社

會的義務，來提升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和貢獻。我希望在未來不斷轉型和轉變的

香港社會中，教會連同信徒都可以對香港社會產生更積極、更有效的影響，讓我

們不是一個被邊緣化的群體，反而成為幫助社會發展的美好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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