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30歲青年海外短宣意見調查（2021）報告

背景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很多差會減少或取消不少差派海外短宣。隨著疫苗的研發，本部（香港

學園傳道會差傳事工部）開始探索再次舉辦海外短宣的可能性。我們希望透過意見調查問卷

了解18-30歲青年對海外短宣的看法，從而更適切地籌辦短宣，並期待能重啟世界各地的海外
短宣。

「18-30歲青年海外短宣意見調查」於2021年4月26日至5月10日期間進行（為期15天），共收
集到217則回應。這次調查透過本會同工發放問卷至不同群體，以不記名方式收集意見，並邀
請受訪者繼續邀請合適的目標對象填寫該問卷。因此，受訪者不必然是本會的活動參與者。

A. 受訪者背景

我們共收回了217份問卷，受訪者年齡層分為18-24歲和25-30歲，分別有124位和93
位。

B. 受訪者是否期待參與短宣

159位受訪者(73.3%)對於參與海外短宣表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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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受訪者參與短宣次數

年齡 0次 1-2次 3-5次 6次或以上 總和

18-24歲 42 40 37 5 124

25-30歲 23 26 26 18 93

總和 65 66 63 23 217

觀察與分析

a. 65位受訪者(30%)沒有參與過海外短宣。
b. 18-24歲受訪者中，42位受訪者(33.9%)參與0次，40位受訪者(32.3%)參與1-2
次，37位受訪者(29.8%)參與3-5次，5位受訪者(4%)參與6次或以上海外短宣。
在25-30歲的受訪者中，參與海外短宣次數的分別是23位受訪者(24.7%)參與0
次、26位受訪者(28%)參與1-2次、26位受訪者(28%)參與3-5次、18位受訪者
(19.4%)參與6次或以上。

c. 18-24歲受訪者中有82位受訪者(66.1%)曾參與至少一次海外短宣。25-30歲受
訪者中，70位受訪者(75.3%)曾參與至少一次海外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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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訪者參與海外短宣的原因

觀察與分析

a. 受訪者選擇參與短宣的原因首五位按序為：「擴闊眼界」（180人次）、「體驗短
宣」（164人次）、「突破自己」（139人次）、「想人傳福音」（138人次）、「認識宣教」
（137人次）。

b. 較少受訪者選擇「假期空閒」（64人次）和「朋輩影響」（56人次）成為他們參與短
宣的原因。

c. 「發現自己宣教角色」這項選擇相對較少人選擇，僅有93人次。
■ 66位未曾參與短宣的受訪者中，僅有18位受訪者（27.3%）表示「發掘自
己宣教角色」是其中一個吸引參與的原因。然而，152位曾參與短宣的受
訪者中卻有75位受訪者（49.3%）被此吸引。由此發現「發現宣教角色」
的吸引力隨著參與次數的增加而提升。

■ 普遍而言，參與短宣是幫助參與者認識宣教和鼓勵尋求參與長宣。我們

值得思考在短宣過程中，如何幫助參與者「發現自己宣教角色」，以致祝

福長宣的工作。

d. 即便參與過3次或以上短宣的86位受訪者，67位受訪者（77.9%）覺得「體驗短
宣」仍然是一個吸引的原因。

■ 他們參與了數次短宣，仍然期待在海外短宣中能「體驗短宣」。基於不同

受訪者對於短宣的經驗有所不同，這可能導致受訪者對「體驗短宣」的

定義或許存在差異。故此，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對「體驗短宣」的真正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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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阻礙受訪者參與海外短宣的原因

觀察與分析

a. 阻礙受訪者參與短宣的原因首三位按序為：「沒有時間」（122人次）、「缺乏感動
和負擔」（79人次）和「社會環境因素」（70人次）。

b. 122位受訪者（56.2%）認為「沒有時間」是最阻礙他們參與短宣的原因，較第二
位的「缺乏感動和負擔」多43人次，兩者有接近20%的差距。

■ 根據 D.受訪者參與海外短宣的原因 ，「假期空閒（配合假期）」並非受訪
者參與海外短宣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不能假設假期與受訪者有沒有

時間有直接關係。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受訪者對「沒有時間」的定義。

c. 三成以上受訪者表示第二位「缺乏感動和負擔」（36.4%）和第三位「社會環境因
素」（32.3%）是阻礙他們參與短宣的原因。

■ 我們需要加緊探究什麼方法能以提升受訪者對宣教的感動和負擔，例

如舉辦異象分享會或禱告會等。

■ 「社會環境因素」是一個外在因素，非我們能控制。但也值得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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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受訪者想參與什麼類型短宣

觀察與分析

a. 「工場探訪」有許多不同形式，但我們無法了解受訪者過去參與的「工場探訪」是
哪一類。同時，有本會同工表示，部分參與「工場探訪」的短宣隊員曾表達有期

望落差，故此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對「工場探訪」的定義。

b. 受訪者想參與的短宣類型第二位為「社區服務」，有147人次，非常接近第一位
的「工場探訪」（148人次）。

c. 在疫情下，我們只能夠透過網絡才可以參與海外跨文化短宣，但是選擇參與
「電子/網絡媒體」短宣的受訪者人次是最少的，僅有53人次。

■ 我們需要了解受訪者做出這選擇的背後原因。差會亦可思考如何幫助

信徒認識網絡跨文化宣教。

G. 參與短宣的意義

觀察與分析

a. 這部分收集的資料與 D. 受訪者參與海外短宣的原因 相若，最頻繁出現的字眼
為「認識」和「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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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受訪者在疫情下對海外短宣的看法

觀察與分析

a. 普遍受訪者認為下半年有海外短宣是不可行的（1＝不可行，10＝可行）。

I. 受訪者對於疫情下參與海外短宣

a. 185位受訪者（85.3%）表示擔心於疫情下參與海外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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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受訪者會否參與下半年的海外短宣

觀察與分析

a. 只有32位受訪者（14.7%）回答「會」參與下半年的海外短宣，49位受訪者（
22.6%）回答「不會」參與下半年的海外短宣，最多受訪者表示「要再作考慮」，共
136位受訪者（62.7%）。

K. 受訪者對於接種疫苗的反應

觀察與分析

a. 138位受訪者（63.6%）（上圖藍色和綠色部分）表示接種疫苗與否並不會影響他
們是否參與短宣的決定。雖然有79位受訪者（36.4%）（上圖紅色和橙色部分）表
示會受到接種疫苗影響參與短宣的決定，但其中因接種疫苗而不去的有72位
受訪者（33.2%）。

■ 若接種疫苗為一個改變參與短宣的考慮因素，大部分受訪者是會由去

改為不去。

b. 根據 J. 受訪者會否參與下半年的海外短宣 的結果顯示，受訪者在有時間作考
慮的情況下，32位受訪者（14.7%）表示「會」參與下半年的短宣，49位受訪者（
22.6%）「不會」參與，136位受訪者（62.7%）表示「要再作考慮」。若受訪者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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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作考慮」的選項下，在本部分反映，參與的有64位受訪者（29.5%）（上圖藍
色和橙色部分），不參與的受訪者有153位受訪者（70.5%）（上圖紅色和綠色部
分）。

L. 受訪者參與海外短宣最大的考慮
a. 大部分受訪者表達主要考慮的都是疫情相關的因素，如感染風險、隔離、打疫
苗等。

M. 受訪者在沒有海外短宣的情況下的選擇

觀察與分析

a. 139位受訪者（64.1%）表示在沒有海外短宣的情況下，會參與「本地跨文化短
宣」。舉辦本地跨文化短宣能滿足到六成以上受訪者。

b. 只有35位受訪者（16.1%）表示在沒有海外短宣的情況下，「不會選擇其他短
宣」。

N. 總結
從問卷結果顯示：

a. 超過七成受訪者現時仍期待參與海外短宣。
b. 舉辦能擴闊眼界、短宣期較短或時間具彈性的社區服務和工場探訪短宣最為切
合受訪者的選擇。

c. 對受訪者決定是否參與海外短宣，現階段疫情是很大的決定性因素。
d. 在沒有海外短宣下，有超過六成受訪者選擇參與本地跨文化短宣。

建議：

a. 在疫情下，我們可以探索在本地舉辦跨文化社區服務的可能性，如探訪少數族
群，派發防疫物資等。

b. 工場探訪方面，我們可以透過網絡直接認識工場的文化。香港有著多元的文化
，我們會否可以嘗試在香港體驗在不同工場的生活，甚至服事模式，這是值得

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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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8-30歲青年海外短宣意見調查（2021）問卷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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