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堂區的李志源神父二月十六日對
本報說，教友人數攀升未必能代表堂區教
友數目實質增長，堂區當加強培育以減少
流失率。

對於教徒人口逐年攀升，司鐸人數卻未
有增加，牧養比例是一名神父照顧一千三百
多位教徒，李神父指若堂區流失教徒，數據
便未能反映出牧養實況。

他引述教理中心二○一四年的調查說，
「只有四成新教友每主日參與彌撒」，此現
象提醒堂區須加強培育。這位沙田聖本篤堂
主任司鐸說，他要求慕道者參與主日彌撒
後，新教友參與彌撒情況隨之而改善。

雖然司鐸人數保持平穩，但李神父指他
們平均年齡趨年長，近年回歸天鄉的甚至較
晉鐸的多，令人關注到聖召情況。

教務統計資料顯示，去年共一千一百對新人在聖堂舉行
婚禮，當中約八成婚姻為混合婚姻（只有一方為教徒），有從
事婚姻與家庭培育的信徒指出，面對現今混合婚姻情況普遍，
婚後持續培育更形需要，以讓夫婦在婚姻與家庭路上可以深化
並活出信仰。

公教婚姻輔導會婚姻及家庭培育中心的家庭生活教育社
工梁芷凌建議，最理想是把婚後培育推展至堂區，透過消閒輕
鬆的活動，吸引混合婚姻的夫婦參與。

她二月十六日對本報說，公婚會近年提供消閒的夫婦活
動，從中帶出教會價值和訓導元素，例如當分享夫婦溝通技巧
時可加入天主慈悲與寬恕的內容；談論夫婦親密感時則帶出身
體神學理論等，這皆有助提醒信徒一方持守公教婚姻價值，亦
能向非信徒灌輸教會教導。

每年教區六千多名新領洗者中，成
人約佔一半。教友總會多年來為新領洗
者提供持續培育課程，教總執行秘書區
冰心二月十六日向本報指出，新教友人
數逐年穩定上升，惟主日參與感恩祭人
數卻未見顯著增長；她認為要讓新教友
投入堂區，除了推動個人培育外，慕道
期間導師可多鼓勵慕道者加入信仰小
團體。

區冰心得悉有堂區每月為新教友舉
辦聚會，並邀請其非信徒親友參與，藉
此加深新教友與堂區關係，她期望教會
團體持續「向新教友帶出自我培育及建
設教會的重要」。她指出，好些參與培
育的新教友也會熱心服務堂區，或自組
信仰團體持續信仰生活。

教區聖召委員會執行秘書陳美容修女二月十六日對本
報說，修道人的角色對教會不可或缺，平信徒只能分擔他
們使徒工作中的一些實務；她鼓勵信徒一同負起推動「聖
召文化」的責任。

「目前教區有二十四位修生、男女初學生二十八位，
即平均每個修會不足一位。」陳修女表示「陶成神父修女
需要很長時間」，數字或反映將來會青黃不接；她又關注
到部份規模較小的修會正面對成員老化及缺乏聖召等困難
處境。

陳修女指教會期望透過建立聖召文化，讓每位教徒參
與去推動聖召，其中聖召祈禱運動參加者已增至二千人；
而於本年五月慶祝聖召月期間，聖召彌撒將融入堂區主日
的恆常彌撒，讓廣大信徒都能加深認識聖召。（高╱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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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談教友人數：
加強培育減少流失 八成屬混合婚姻

	 論者籲加強婚後培育
聖召委員會執行秘書		

鼓勵信徒推動聖召文化

新領洗者每年逾六千		
持續信仰培育需求增

年份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2016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神父總數 2 

357
338
341
340
345
326
307
290
305
288

306
309
305
306
301
298
291
288

修士 4 

125
83
79
79
79
73
60
72
65
58

60

54

65

75

69

64

68

58

修會神父 

227
274
270
267
269
255
239
224
236
220

236

240

236

237

233

231

223

220

教區神父 

130
64
71
73
76
71
68
66
69
68

70

69

69

69

68

67

68

68

修女 5 

804
770
778
745
667
559
525
508
491
469

496

489

491

481

491

481

474

469

執事 3 

-
-
-
-
-
2
5

10
17
29

15

19

17

20

27

23

26

29

1971-2016（每隔5年）

2009-2016（每隔1年）

教友人數 6

252,803
250,197
263,405
267,321
250,605
242,491
224,156
246,877
363,000
389,000

353,000
357,000
363,000
368,000
374,000
379,000
384,000
389,000

領洗人數 7

6,304
5,733
4,874
4,611
4,079
4,425
3,903
4,288
6,249
6,633

5,346
5,573
6,249
6,736
6,808
6,814
6,971
6,633

堅振人數 8

-
-
-

3,833
2,877
2,866
2,878
3,520
4,046
4,099

4,079
3,872
4,046
4,075
3,906
4,040
3,975
4,099

結婚對數 9

-
-
-

1,731
945

1,346
950

1,041
1,332
1,100

1,254
1,251
1,332
1,464
1,346
1,261
1,213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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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每一位神父對教友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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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牧職人員總數（神父＋執事＋修士＋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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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牧職人員總數（神父＋執事＋修士＋修女）

新出版的《2017年香港天主教手冊》刊載了最新的教務統計數字 1（至2016年8月31日），當中羅列總教友人
數、年內領洗人數、神父和修女等人數。本專頁整理最新一年的數字，以及過去四十多年的相關資料。

統計數字雖有其局限，但亦能讓教友對教會現況有一初步和概括的了解。數字背後，實質是教會生活與牧民
挑戰，邀請教友在各自崗位中更好活出福音精神。—— 編者

香港教務統計數字
凸顯培育 家庭牧民 聖召的挑戰

註釋：

1.	 香港教區教務統計資料取自	
•教區檔案處：	
	 http://archives.catholic.org.hk/Statistic/ST-Index.htm	
•及教區網站：	
	 http://www.catholic.org.hk/v2/b5/cdhk/a08statistics.html	
•資料數據以上述兩者為準；

2.	 「神父總數」包括教區及修會、擔任牧職或已退休的不同國籍
神父；

3.	 教區於一九九七年祝聖首批終身執事，此後的「執事」數據包
括「過渡性」及「終身」；一九九四年以前則未有相關數據；

4.	 不包括初學生，修生或先修生；

5.	 不包括初學生，修生或先修生；

6.	 教區於二○○九年重新整理教務統計數據，並根據當時新推出
的「教友戶籍登記系統」錄得該年「教友人數」為三十五萬
三千人，故此○九年前後的教友總數互有差距。	
此數據只包括香港居民（未計算在港工作的外籍教友）；以
2016年計算，除389000屬香港永久居民的教友外，在港工作
的菲籍教友和其他國籍教友另有202000人；

7.	 「領洗人數」包括成人及孩童；

8.	 「堅振人數」於一九八一年前未有相關數據；

9.	 「結婚對數」於一九八一年前未有相關數據；

10.	 表一「每一位神父對教友人數比例」把同年的香港教友人數，
除以同年的神父總數；

11.	 表二「牧職人員總數」是同年神父、執事、修士和修女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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