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領一．新倍加」年度宣教會議 

2016 年 9 月 5 日中會／族群區會討論報告（Ⅰ） 
 

 

討論議題：1.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2.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東部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強化宣教夥伴關係與建立宣教教性的教育與培訓。 

2. 舉行宣教研討會並擬出計畫與策略及執行方法與目標。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強化中會間之夥伴關係。 

2. 提供中會間之宣教策略與配搭及宣教訊息之傳遞 

 

 

七星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星中已有中會內部肢體夥伴教會連結，進一步加強與落實之建議 

1. 過去星中青年部福音隊協助偏鄉或小型教會，若要成功，則不是二三年的協 

助而已，而是要長期之宣教夥伴關係。 

3. 資源----- 

人力資源：國外台灣人教會信徒牧長返國或退休人士回國/退休牧者可協助半

年或一年，即所謂的福音移民。 

 

具體建議：中會對夥伴教會人力資源之連結與分享 

說明：星中橫跨北北基宜蘭，都市鄉鎮區域情況不同，最好之作法是經過中會體

制分派或資源整合。中會則建置相關辦法或制度，統整宣教資源與人力分

配等。避免使資源集中單一教會而能夠分配分享給中會內有需要的教會。 

1. 北北基宜蘭各區設資源整合或分配中心 

2. 建制人力資源庫，中會成為資源整合與平台，進一步思考在中會體制內，相

關部會的事工連結或體制內的配搭。 

3. 建立中會人力與資源中心。 

4. 星中 87 間教會(可望達到 90 間)鼓勵教會間建立夥伴關係，有資源的教會與



小型教會之間的夥伴關係。 

5. 以專案事工做法、例如：某一間教會為某一間小型教會的事工定額奉獻 2 千

元、3 千元…..亦可。 

6. 中會協助與鼓勵夥伴宣教連結和奉獻，星中舉辦中會內一領一宣教研討會議，

邀請中會內小型教會分享事工需要和發展，中會內所屬教會提供宣教事工經

驗。可參照總會一領一宣教研討會之教會情況做設計。 

7. 協助教會做教會情況診斷，中會組成顧問或諮詢團隊，關懷小型教會或遇到

宣教瓶頸的教會，檢視、診斷教會情況。 

8. 社會福利、社服事工要變成福音。 

9. 面對少子化教會信徒世代斷層之策略，即使學童人數少，仍要舉行主日學(目

前多數教會的主日學遭遇有學生無老師的問題)，以目前台灣實況，教會不是

少子化而是要開拓市場，可從暑期活動夏季學校開始。 

10. 會友應多鼓勵自己的子弟參與青少年團契。 

 

※國內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星中與韓國、馬來西亞教會簽屬夥伴宣教協約，預定明年與馬來西亞、由

星中職場宣教部、校園事工部進行交流和宣教互動。 

2.   聚焦於星中已簽屬宣教夥伴關係之韓國、馬來西亞之宣教合作之深化。 

3. 星中職場事工部已有分配媒合教會福音隊前往偏鄉原住民教會。 

4. PCT 建立夥伴教會留意經費資源之差異和平衡。 

5. 跨文化、跨族群宣教要留意主體性和文化差異，以免造成負面真效應，要用

更多的時間了解當地族群傳統文化、生活習慣，認識和了解正可投入或從事

的事工。 

6. 馬來西亞的夥伴教會較希望星中或 PCT 派宣教師進入，但有國家法令限制。 

7. 從中會角度以中會對中會做跨文化跨族群宣教。 

8. 韓國教會則希望來台宣教。 

9. 避免以自己的眼光去看其他族群和文化，不是以強勢文化凌駕，應以雙方共

同討論、共同分享達成宣教事工的共識，共同參與。 

 

 

台北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中會內分區為夥伴教會，由傳道部、總幹事統籌。 

2. 在區域內資源分享、事工合作。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中會間平台的建立、資源的互通使資源分配能平衡。 



2. 與連結的教會設定宣教主日以利事工推廣。 

3. 國外----馬來西亞北區、區會、沙勞越、緬甸……。 

 

 

新竹中會 

 

※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畫分四區：北一、北二、中區、南區。 

2. 強化區會宣教功能 

(1) 開拓新教會：設立宣教基金會。 

(2) 認養小型教會含跨區。 

(3) 牧者的凝聚：讀書會、禱告會……。 

(4) 聯合性禮拜：復活節、受難節……。 

(5) 聯合性活動：平安七月節音樂會、佈道會、聯合夏令營……。 

(6) 事工人力配搭。 

3. 透過中會各部連結與整合各區宣教事工，如松年、婦女、青年、大專……。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國內----跨中會合作 

(1)  同質性部會合作：教育訓練、青年、主日學…….。 

(2)  開拓教會的合作配搭。 

(3)  短宣、福音隊支援。 

2. 國外---- 

(1) 培育宣教人才：派員參與國外短期宣教與 PCT 姊妹教會。  

(2) 開放青年交流。 

 

 

台中中會 

 

1. 利用活動宣教，但是中會辦與區會辦不一樣，希望能跨區合作。 

2. 與政府合作舉辦活動，如聖誕夜；邀請所有教會，與眾教會牧師報佳音。 

3. 已總會有提案，如柬埔寨，開發企劃區，積土設施、衛生、醫療、教育。 

十一月份到當地了解，再決議派甚麼類型團隊幫忙。  

 

 

彰化中會 

1. 有四間原住民教會，有兩間稍微弱，希望能幫助強大。 

2.  另外有福音拓荒會，關於開拓教會的團隊，有編列預算，有負擔金，但金額



有限，支會多。 中區會是否幫忙推動 希望從各區有聯合聚會  

3.  另外，希望也能與彰基合作宣教 

4.  與 YMCA 一起辦活動，樂活夏令營，希望有更多教會參與。 

5.  希望與 YMCA 與醫院合作服務社區老人，推動愛心。 

6.  聖誕節可辦大型活動，讓當地住民知道，不只有媽祖繞境，也能知道有教會

信仰。 

7.  國內外整合與韓國跟美國有合作，但因資金有限，互動比較少。 

8.  與姊妹教會能有多一點的宣教活動。 

9.  有政府補助與彰基支援，推動日托老人等。 

10. 與韓國教會多一點學習，如禱告會等。 

 

 

嘉義中會 

 

1.  每一間開拓或需支援的教會，由大教會支援。 

2.  教會再發展：聚會人數二十人以下教會，希望其他中會教會多支援。 

3.  教會體系互相幫忙，最需要作，但資源分配難。  

4.  跨中會分享學習，也與族群區會合作。 

5.  教會與教會之中間有分享、合作，像農產品銷售，急難救助等。 

 

 

台南中會 

1.  關心中小型教會。 

2. 與他教派聯結、學習開拓，但牽涉到體制問題。 

3. 總會教派意識強，受限制，反而南中比較不會。 

4. 連結短宣路線，如 YMCA，到海外作志工。例如：找一個點，將南中青年集

中，投入事工資源。又如，南中曾帶青年到舊金山教會交流，互動，牧者青

年情感融洽。 

5. 例如南中之超教派影響力，會比長老會還大，超教派值得學習。 

6. 中會之普世事工要動起來，找出整合平台。 

7. 小區推動青年事工關心小型教會，對於傳道師的服事需作果效的實際關懷。 

8. 中會幹部，中委對於中會的未來性，需付諸關心、提出異象。 

9. 規劃土城、南保、山上、大內等教會，以分區方式結合，像教會資源發展宣

教事工。對於國外宣教事工，提出短、中長期計劃，以中會為平台。 

10. 尋找宣教區域及資源。 

 

 

 



高雄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大手牽小手」的推廣 

例如：大教會協助小教會舉辦營會，如夏令營、品格營、兒童營。 

2.  資源共享：小型教會共同聘請講師培訓，包括：青少年、松年、婦女。 

3.  附近教會聯合舉辦社區佈道會。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寒暑假短宣，例如：韓國三一教會來台短宣。 

2.  舉辦海外牧會觀摩。 

3.  國內外姐妹中會交流，青少年傳福技巧培訓。 

   

 

壽山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20 週年（1980~2000 年）開拓教會運動（2070 宣教運動）。 

30 週年（2000 年）評估－教會數達成，但， 

（1） 緊張性 

（2） 成長遲緩 

30 週年後的新策略 

（1） 暫停開拓 

（2） 建立夥伴關係，扶持小型教會 

（3） 400 萬以上，聚會 200 人以上支援。 

100 萬以下，50 人以下的教會 

① 總費支援 

② 人力技援 

成功案例：中崙（八德、桂林、鳳山厝、仁雄、中泰…） 

40 轉化 50 突破（2012 年推出） 

配合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詳情請看手冊 p77。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新移民關懷－印尼語福音站。 

2.  三國聯誼－新興、日本品川、韓仁川菜。 

3.  手語－手語雙福關懷協會（香港、中國、新加坡）。 

4.  鄒族 88 水災永久屋－關懷、支援、聯誼。 

5.  青年短宣交流－韓國三一教會。 

6.  教會聯禱會－北高雄。 



 

 

屏東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看見繁華教會新埤、潮南、萬丹的「以利戈」的青年連結，是中會內目前教

會正在連結的。 

2.  同區堿、同屬性的教會，以策略聯盟方式進行裝備、交誼、培靈、宣教，例

如：竹仔腳、崁新園，新崁竹策略聯盟。客家（屏中第三區）。 

3.  中會內大型教會支援較小型的教會。例如：繁華由迦南、民和、麟洛支援， 

崙上由塩州、彌迦支援，車城（楓港福音事工）由傳道部、麟洛及跨中會的

台北東門支援。 

4.  策劃屏南楓港地區和屏北冬山河社區的教會開拓。 

5.  人+錢+地點+策略 

人：服事者+其他人 

錢：100 萬元/間/年 

地：楓港、屏東山河社區 

楓港已有會友在聚會與事工的進行 

冬山河：社區 

策略連合區城的教會，由中委和總幹事策劃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需有人牽線，例如：外配回國宣教師、台商，已和總會簽約的國外單位。 

2.  以交流形式來開始，例如：①日本（A 青年 B 成年人）、東南亞。 

3.  漸漸進入，信仰內容的分享。 

4.  信仰課程與門徒訓練（培育）。 

5.  其他特別需求，如水電、木土…，互相支援。 

 

 

客家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宣教策略，聚焦在直接開拓教會，因為我們的處境是宣教時間較晚，所以我

們需要這樣去做。 

2. 找出中會內人力財力較完善教會就近去協助需要幫忙教會 使他們可以自立 

3. 尋求中會間合作的可能性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利用總會客宣委員會已經有的資源來聯繫始中會有機會與國外客家族群就聯結 



 

太魯閣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中會內教會不分區域 5 間教會，組成夥伴宣教事工之推動。 

2. 都宣以家庭式推動，待成熟後再命名。 

3. 幫助都市傳道人謝禮，由請總會協助，被派之傳道人要有委身心志。 

4. 國外宣教夥伴：韓國慶南中會的議題。 

5. 對國內中區會宣教諦結夥伴，正在計畫中。 

6. 推動關懷弱小教會傳道人謝禮。 

7. 牧者自我的要求、提昇神學/學識，多連結當代思想潮流並作因應。 

   如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 對原住民的影響，國內外教會分享、

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阿美中會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與韓國全北東中會的宣教合作 

2. 中會牧者前往韓國全北東教會觀摩交流，兩年互動一次。 

主要交流事項：研習。 

 

※阿美中會宜蘭宣教禾場之開拓與策略 

1. 由傳道部組成管理與合作小組(七人小組)  

(1) 傳道部長(召)、各區長七人、總幹事 

(2) 本年度即可開始交涉逐步進階工作，於明年即可委派有經驗的傳道，同工

執行與推動。 (計劃派遣新畢業之傳道師)。 

2. 協同單位 :  

   (1) 協同宜蘭縣政府協助辦理嘉年華會並收集有設藉宜蘭之阿美族人名單。 

   (2) 透過活動模式正式接觸開始宣教工作。 

   (3) 湯孫玉惠議員湯孫玉惠議員協力開通和宜蘭縣政府可順利聯結政府 

   (4) 伙伴宣教:南方澳教會、羅東教會、 

   (5) 中會屬下各教會提供名單 

3. 三年設立教會,五年即獨立運作 

4. 資源整合 :  

   (1) 由阿美中會宣教金每年支應總費用 3/1 約 15 萬元。 

   (2) 另設「宣教之友會」方式募得宣教基金。 

   (3) 中會屬下各教會成立「開拓教會宣教基金」。 



   (4) 中會設置本事工奉獻主日一年一次，每月 100 元*12 個*1000 人=120 萬 

      元 (教會屬下會友負擔與認捐方式募得本基金) 。 

   (5) 另總會之都傳陪伴計劃項下結合其每月 15000 元一年計 18 萬元之支援 

       共同完成本宜蘭福音宣教禾場之開拓。 

6. 派遺人力之費用明細 

  謝禮: 25000*16 個月= 40 萬 

  勞健保 5000*12 個月= 6 萬 

  房舍租屋 15000*12 個月= 18 萬 

  合計每年支出:64 萬 

 

 

東美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大型教會應培訓長老，協助牧者的小型教會之事工。 

2. 調查有需要協助主日講道之小教會，由總幹事巡迴講道。 

3. 以小會議長制度，協助小型教會。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成立普世事工小組：隸屬中委會。 

2. 與有志的地方教會社青合作，推動兒少普世學習事工。 

 

 

西美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落實推動一領一宣教奉獻。 

2. 利用歷年舉辦之青年、兒童營會活動成果，作成光碟，用一年時間至各教會

傳遞宣教異象，舉辦傳福音訓練，鼓勵各教會落實一領一宣教。 

3. 鼓勵有能力的教會與小型教會簽訂夥伴關係（教會與教會連結）、（家庭與家

庭連結）。 

4.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國外： 

(1) 傳遞異象：由中會舉辦「海外宣教經驗分享會」，並邀請現任宣教師分享，

如林海峰牧師及曾任宣教師的陳榮福牧師。 

(2) 推動「海外宣教事工」，並排定中會既定推動事工。於中會議會中鼓勵屬

下各教會合力支持。凡有呼召之教會、牧者，每年固定安排 3-5 位牧者、

同工前往選定之海外宣教據點，作教育訓練、培靈會、分享會。每次宣教



活動內容與成效要作成「成果報告光碟」，並於中會議會中報告，作成之

光碟亦可發送給屬下各教會，作為明年海外宣教事工推動之鼓勵與呼召。 

(3) 關於經費部份，前往海外宣教之牧者同工自行預備 1/3、該教會負擔 1/3、

中會負擔 1/3。 

國內： 

(1) 阿美三中會彼此連結，成立流動信徒資訊平台，將部落到都市，都市回

鄉的信徒不外流。 

(2) 每年各中會差派短宣隊至阿美其他中會舉辦暑期兒童營隊。 

 

綜合討論： 

馬撒歐牧師： 

1. 如何關心到從鄉村到都市工作的年輕族人？都市年輕族人觀念是教會只在原

鄉。 

2. 三中聯會中討論，希望明年度畢業生可以到都市宣教。 

3. 希望台南中會協助提供都市原住民的聚會場所，如禮拜天下午沒聚會的時間，

提供給阿美族聚會。平地教會與阿美中會教會建立夥伴關係。 

周信典牧師： 

1. 台南中會開拓教會時會找 5~6 間教會合力開拓，eg.湖美教會的開拓，先籌資

500 萬，每月 5000-10000 元做為湖美教會的經常費。 

2. 請三中聯會提供初步的資料，找阿美族人多的地方，周牧師再轉達給中委會

來協調。 

劉阿春牧師：台南中會的教會是否有閒置的空間來提供給西美中會來開拓教會。 

周信典牧師：台南新興教會的閒置舊堂賣給魯凱中會。不一定要馬上到位，可以

先成立夥伴教會，在哪個區域內先做整合。 

林金源牧師：豐年祭、清明、過年回鄉時，請原鄉牧者來瞭解原鄉族人在都市哪

裡？期望原鄉與都市牧者能互相聯繫，彼此訊息流通。一起尋找迷失的羊。 

周信典牧師總結：應秉持上帝國的國度觀，牧會時常只有顧及自己的教會，但應

該要心胸打開，彼此分享溝通，在中會裡也有各自為政的情形。要擴展上帝

的國度，讓從原鄉來到都市的族人也不會迷失。 

 

排灣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一、前期：財務制度不健全，建立夥伴教會制度。中會問題在中會財務制度不健

全，除了財務沒有專業的管理與分配之外，2006 年以建立夥伴教會來解決

問題。 

1.  期待夥伴教會關係能量能擴大，不僅在財務，夥伴教會要強化擴及人事、事



工的連結、支持與陪伴，期待以大型教會的負擔金支付小型教會的謝禮，直

至成為堂會。 

2.  在目前中會既有的夥伴的實務上，甚需擴及在勞健保、傳福會及福利制度的

分擔分享。 

3.  建立中會與各部會、各項事工整合，用中委會一年一次召集各部長、討論整

合，推動大面向的宣教事工。2016 年成立都宣事工部。 

4.  建議中會要有實際的量化分析。 

二、近期：檢視經過夥伴關係後，小型教會為何不能升格堂會 

1.  因夥伴關係的執行進度與追蹤辦法未確實執行。 

2.  解決策略： 

(1) 強化夥伴陪伴成長計劃。  

(2) 每年辦理夥伴宣教座談會，建立夥伴與被夥伴教會有溝通、互動的平台，

以便夥伴關係更緊密連結。 

(3) 落實追蹤、評鑑、執行進度的制度，建立賞罰制度。 

(4) 傳道師的差派建議用抽籤方式產生，制定傳道師聘派辦法。 

(5) 研議鼓勵夥伴堂會聘牧，派駐在小型教會。 

 

 

泰雅爾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夥伴教會－大手牽小手，由中會統籌與監督，區會發動基金，推動此事工，

按教會能力奉獻，去幫助小型之教會。特別是未來面對畢業生多而無法分派時，

可由這區會協助，以及幫助小型教會及中會內宣教事工。由各區之教會每年編

預算。 

2. 各區建立聯合詩班，強化肢體內之連結，彼此分享與交誼，在談話中建立溝

通。 

3. 傳道人建立溝通平台，除教會內事工外，強化對中會宣教的向心力與認同。 

4. 強化長執與各部會之連結。 

5. 每年舉辦宣教夥伴座談會，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夥伴。 

6. 鄰近無牧小型教會聯誼會聯合聘牧。 

7. 成立小型教會聯誼會（30 萬元），彼此分享宣教事工，並多元的可能性發展。 

8. 婦工部設立開拓基金。 

9. 早期傳統宣教模式，中會內各教會之詩歌見證、觀摩、參訪。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與平地教會諦結夥伴教會，由中會內先調查教會之意願，是否與平地教會建

立夥伴關係，再提供給鄰近之平地教會建立姊妹教會之可能性。 



2. 與馬來西亞南馬大會建立宣教夥伴中會，配合總會事工之程序，派退休牧者，

及傳道人協助牧養教會，短期、中期、長期之協助，特別是在原住民之部落。 

3. 已與阿拉斯加育空中會締結姊妹（宣教夥伴）中會及事工交流。 

4. 與國內之各中會，締結中會夥伴關係之可能性。 

5. 設立國內外宣教基金。 

 

 

布農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大手牽小手： 

(1)宣教區域聯合生命分享、培靈、聖誕、安慰禮拜、樂團教學。 

(2)針對教會事工奉獻 

(3)青年團契連結(區域性連結)。 

(4)協助小型教會昇格堂會(會員籍轉出含人力、財力、物力)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國內： 

(1)區域內跨中會宣教合作(花宣、東盟、策略，各部會事工合作，建立夥伴教

會)。 

(2)開拓都市教會合作事工(新香農教會 VS 新竹教會)。 

(3)布農三中會三通(牧傳、青年、傳道、大專、中委)。 

2. 國外： 

(1) 仁川中會(韓國)；：青年交流、社工員交流 

(2) 滑鐵盧中會(加拿大)：三年一次協議會 

(3) 企業募款 

(4) 普宣部長一任三年 

(5) 建立短宣隊(尼泊爾) 

 

 

中布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大手牽小手的目標：  

(1)認養教會、首先中會整合。 

(2)宣教基金來源：教會結存百分之幾成為宣教用、中會經常費的百分比、教

會自願、事工部費用精算。 

(3)誰是小手？教會服事的同工，也就是指牧者本身。 

2. 連結禱告事工 

  教會對中會宣教事工認同，宣傳中會實際宣教工作。 



 

※國外推行事工 

各事工部推動宣教奉獻運動： 

有 2 位中會推派的宣教師在日本、砂勞越，中會如何與他們當地有文化交流。 

各教會宣教事工狀況： 

武界→楓農 

豐丘→馬來西亞宣教中心 

卡度→鄒族區會尼亞烏滋那教會、梅山(正進行) 

望鄉→水農 

東埔→麥寮、客宣 

久美→金門(交流) 

羅娜→活水 

青雲→新原、梅山(結束) 

信義→泰國阿卡 

 

 

南布中會 

※如何強化區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區域內的夥伴教會聯結：(連合禮拜、活動事工) 

桃源區：(1)梅山、拉芙蘭、復興 

 (2)勤和、桃源 

 (3)建山、高中、草水 

 (4)二集團、六農 

那瑪夏區：(1)大光、民生、青山 

(2)民權、民族 

都宣區：愛農、高鳳、歸農、原山 

2. 大手牽小手(大教會與小教會的聯絡) 

*以各教會在年度經常費收入達 120 萬以上 

大手---大光、民權、拉芙蘭、勤和、桃源、高中、建山、六農、愛農、

歸農 

小手---青山、民族、梅山、復興、草水、高鳳、原山 

 

*「事工的聯絡」 

例如：高中教會常態的事工：寒、暑假(青少年、主日學)的活動，可邀請

小手(小教會)一起參與，在經費上，除了報名費以外，其它支出均

由高中(大手--大教會)負責 

3. 宣教基金之成立 

(1)會員：不一定是中委會會員，也不只任期一年 



(2)在規劃、計劃先擬定好，並向中會報告 

(3)事工可做： 

a.族語加強班(對話，非一般的族語考試) 

b.培育青年(其在專業的部份) 

c.福音與文化 

d.各教會在事工經費上的不足，例如補助牧者的收入不足、勞健保不足 

e.依中會各教會之需要而進行事工的分配 

(4)經費來源 

a.每人 100 元，依每月、每季 

b.各教會在年度的結餘做為奉獻 

c.個人自由奉獻 

二、各事工部推動宣教奉獻運動 

1. 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差會之事(魯傌夫牧師) 

(1)短宣 

(2)中會前往學習，見證、分享神的愛 

2. 前往美國教會學習：與沈德萊牧師聯繫 

3. 韓國教會：泫牧師 

(1)在禱告的熱忱 

4. 泰國---柯明德長老 

(1)兒童事工：育幼院之關心。牧育、專業的培育 

5. 南布中會有與醫學院連結。 

例：大光教會與(1)高雄醫學院(2)旗山署立醫院(3)義大醫院連結 

 

 

東排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中會屬下各教會締結為「姐妹教會」。 

2. 以「區」為單位認養跨區之弱小教會(小型教會)。 

3. 中會屬下：教會對教會、區對區。 

   資源共享與人力整合訓練—軟體與硬體。 

4. 牧傳服事永續性-退休牧師。 

   智庫、經濟、人脈、實務指導(建言) 

 

*各部會事工範疇之重新定義與界定 

Ex：兒童部之設立、松年部與婦女部份分野、少子化趨勢。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成立「普宣部」(範圍：國內外)。 



2. 參訪與交流-以總會為窗口/平台。 

3. 建立宣教夥伴關係：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吉里巴斯。 

 

國內 

1. 與平地中會建立夥伴關係。 

2. 原住民中/族群區會建立夥伴關係。 

3. 社區宣教的觀摩學習，Ex：竹塘、司馬庫斯、達蘭埠。 

*宣教基金的成立 

 

 

魯凱中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中會的負擔金，年度的 40%做為小型教會牧者謝禮的補助。 

2. 母會帶分會，例如霧台教會設南凱教會，期待佳暮教會在岡山的分會能成立

教會。 

3. 原鄉的母會支援都會區教會：夥伴教會 

例如：好茶教會支援善美教會、活源教會 

      美園教會支援日新教會 

      青葉教會支援恩濃教會 

4. 2017 年舉辦宣教研討會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早期 1960~ 1980，夥伴排灣中會的牧者前往牧養魯凱的教會。 

   例如：好茶教會、美園、谷川、青葉、多納、萬山、茂林、活水。 

2. 本中會曾借調牧者至東排中會的比利良教會。 

3. 跨族群、跨文化宣教事工。近三年的情況： 

   (1)南凱與新興(南中)：都傳夥伴 

   (2)屏南與麟洛教會(屏中)：都傳夥伴 

4. 魯凱基督宗教聯盟跨教派的分享合作宣教夥伴，其中也有產發工作：天主教、

安息日會、循理會、長老教會。 

5. 建立區域性的中會宣教平台(排灣中會、魯凱中會、屏東中會) 

6. 跨中會宣教夥伴(魯凱中會與東美中會)，傳道師、牧師分享交流事工。 

 

 

鄒族族群區會 

※如何強化區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藉禮拜強化肢體連結 

(1)區會性的聯合禮拜 



a.復活節 

b.聖誕節 

(2)區域性的聯合禮拜 

a.北：特富野、達邦、樂野、尼亞烏滋那、來吉 

b.南：山美、新美、茶山 

c.平地：嘉山、逐鹿 

2. 藉詩歌觀摩及鄒語聖經朗讀，強化肢體連結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加強現有的夥伴教會關係： 

(1)嘉義中會 

(2)中布中會 

(3)恢復與日本基督教團的日本教會的連接： 

田瀨---尼亞吾茲那教會 

都城城南---樂野教會 

日本基督教會愛真高等學校 

 

 

Pinuyamayan 族群區會 

一、 今日主題很難具體討論，提醒需總體檢： 

1. 區會已做？未做？ 

2. 何者需深化？強化？ 

六間教會如何整合、連結運作。 

二、 就目前區會如何定義此連結 

區會的功能在幫補各教會不足及欠缺 

1. 區會聯合禮拜為基本的肢體連結。 

2. 區會中聯合性性質的聚會、活動、事工、整合支援人員。 

3. 人才培訓（各階層服事）。 

4. 繪本列車，事工的執行。 

 

賽德克族群區會 

※如何強化中會內肢體連結的夥伴宣教 

1. 強化區域性分：北.中.南區的宣教事工 

(1)舉辦區會區域內之夥伴宣教關係(研討會)—對象：長執、牧者 

(2)舉辦分區培育與訓練 

(3)舉辦主日學教育、青少年、婦女、松年及長執互訪事工。 

(4)邀請已締結夥伴關係之教會作分享與說明(宣教策略) 

2.落實堂會與小型教會建立夥伴關係 



(1)在教會的事工上連結如兒童事工、青少年、婦女、松年及長執聨誼 

(2)教會事工及經費的支援 

3.研擬區會內夥伴教會之實施辦法 

(1)實施辦法 

(2)兩年促成一間夥伴關係(評估)—堂會協助小型教會成立堂會 

 

※國內外教會分享、學習、合作的可能性 

1. 謀合區會內, 尚未建立夥伴教會之教會，藉此協助教會宣教事工，如：人力資

源……。 

2. 區會辦理國內外中區會參訪觀摩(牧長)。 

3. 連結總會資源邀請國外中會作事工交流。 

4. 配合總會之青少年海外交流、推派區會青年參加、訓練。 

5. 透過產業的連結國內外作交流。 

6. 設立國內外宣教交流基金。 

7. 積極與平地中會合作，並設立(建立)都原教會之夥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