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O 5221 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基督教 
Protestantism in Reform China 

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 神學學部 2022 – 2023 下學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師：邢福增教授（yingft@cuhk.edu.hk） 
辦公室：THE G07  電話：3943-6747 

上課時間：星期二 1900-2130 
上課地點： HYS G04 

上課日期：10-01-23 ~ 18-04-23 【3 月 28 不用上課，補課另行安排】 
 

課程簡介 
 
本課程旨在探討改革開放時期基督新教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發展，特別著重從政治、社

會、文化變遷的角度，來評估其對基督新教的影響。內容將針對一九七八年迄今的政教

關係、三自愛國運動、宗派體制及神學思想發展等課題，作深入的剖析。 

 

課程成果 
 

1. 認識改革開放以來基督新教在中國的發展 
a. 認知整體情況 
b. 掌握關於中國基督教的基本史料  

2. 從處境脈絡探討及了解中國基督教現況 
a. 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變遷及其對基督教發展的影響 
b. 掌握近三十年來基督新教發展的不同課題 

 

課程大綱  
 

一 

 

改革開放與中國基督教：變與常 

二 獨立自主：中國基督教與普世教會的聯繫 

三 三自與後三自：「愛國」教會的改革與困境 

四 家庭教會的「合法化」問題 

五 「宗派後」的宗派及教制問題 

六 城與鄉：基督教與中國社會 

七 中國基督教與公民社會 

八 接班人：中國神學教育的重建 

九 「相適應」到「中國化」：社會主義處境下的中國神學 

十 

十一 

 

「新時代」下的中國基督教 

關懷中國教會：香港教會的中國情結與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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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參考書* 
 

1. 高師寧編：《田野萬象：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報告》（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

究社，2018）。 
2. Chan, Kim-kwong. Understanding World Christianity: China.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9. 
3. 梁家麟：《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教會》（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4. 邢福增：《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5. 邢福增：《新時代中國宗教秩序與基督教》（香港：德慧文化，2019）。 

 

課程要求 
 

i 電影、記

錄片報

告 

35% 1. 在「舉自塵土」、「在期待之中」（甘小二）、「麥地沖的

歌聲」（胡杰）中選一作報告，字數在 3000 字內； 
2. 要求：(a) 影片、記錄片內容[8%]；(b) 其中呈現的問

題、課題[10%]；(c)評論[12%] ;(d) 格式[5%] 
3. 若參考其他研究著作，必須以註腳說明及附參考書目。 

 
 

死線

2023
年 

03 月

21 日 
 

Assessment Rubric for the Film Report 
 Excellent  

100%-90% 
Good 
89%-75% 

Fair 
74%-50% 

Poor 
49%-0% 

Summary (8%) The author 
provides a detailed 
summary that 
shares the main 
idea of the film. 
The summary is 
informative. 

The author 
provides a 
summary that 
shares the main 
idea of the film. 
The summary is 
informative. 

The author 
provides a 
partial summary 
that shares some 
of the main 
ideas of the 
film. The 
summary is 
limited. 

The author provides 
no clear summary of 
the film. The 
summary is 
incomplete or 
missing.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10%) 

Insightfu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film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church. 

Well-considered 
an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film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church. 

Som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film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church. 

Limited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film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church. 

Opinion/Critique  
 (12%) 

The author shares 
his/her personal 
opinion of the 
film, commenting 
on the film’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e 
author provides 
many specific 
examples from the 
film to support 
his/her opinion. 

The author shares 
his/her personal 
opinion of the 
film, commenting 
on the film’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e 
author provides 
examples from 
the film to 
support his/her 
opinion. 

The author 
briefly shares 
his/her personal 
opinion of the 
film. The author 
provides limited 
examples from 
the film to 
support his/her 
opinion. 

The author does not 
share his/her 
personal opinion of 
the film. The author 
does not include 
examples from the 
film to support 
his/her opinion. 

Format of 
citations and 
reference (5%) 

High accurate Accurate Not quite 
accurate, with 
some omissions 

Inaccurate, with 
substantial 
o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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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史料

報告 
65% 同學在以下三個範圍中自選其一，字數在 6000 千字

內，以嚴謹學術論文方式撰寫，並附參考書目： 

（一） 
1.      對〈中國基督教入戶問卷調查報告〉作分析及解

讀；  

2.      有關報告的數據，展現了關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

督教發展怎樣的面貌？同學可就其內容作綜合的分

析，並選擇重點作探討  

（二） 
1. 以 1980 年復刊迄今的《天風》為文本，就自選「主

題」作分析：例如義工培訓、青少年牧養、神學教育、

宗教政策落實、自養……等等。可先跟老師商討及確

定有關題目。 
2. 通過《天風》的文章，整理及分析有關主題 

（三） 
1. 自選題目，但必須以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基督教為範

圍 
2. 務必先跟老師商討有關題目 

 
評分：（1）題旨：對問題的界定及掌握、研究進路[15%]；

（2）全文結構及思路[15%]；（3）立論與分析[20%]；
（4）資料及學術著作[8%]；（5）註釋及參考書目規

範[7%] 

 
 

死線

2023
年 

5月9
日 

 
 
Assessment Rubric for Historical Documents Report 
 Excellent  

100%-90% 
Good 
89%-75% 

Fair 
74%-50% 

Poor 
49%-0% 

Thesis statement 
(15%) 

Thesis is clear 
and well 
developed. The 
thesis dentifies 
the question and 
evaluates the 
relevance of the 
issue addressed 
in the report 
prompt. 
 

Thesis is 
partially 
developed, but 
only 
superficially 
addr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ssue in the 
report prompt. 

Thesis is 
underdeveloped 
and does not 
directly address 
the significance or 
relevance of the 
report prompt. 
 

Thesis merely 
paraphrases the 
report prompt or 
report has no 
thesis. 

Organization (15%) The author has 
organized the 
review into 
detailed 
paragraphs. It is 
easy to follow 
the author’s 
ideas because 
they flow nicely 
together.  
 

The author has 
organized the 
review into 
paragraphs. It is 
easy to follow 
the author’s 
ideas. 

The author has 
attempted to 
organize the 
review into 
paragraphs. It is 
somewhat 
difficult to follow 
the author’s ideas. 
 
 

The author did not 
organize the 
review into 
paragraphs. It is 
difficult to follow 
the author’s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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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Critique  
 (20%)  

Demonstrates a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and careful,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opic and thesis 
(argument).  
 

Demonstrates an 
understanding 
and some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opic and thesis 
(argument).  
 

Demonstrates 
general 
understanding 
with limite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opic 
and thesis 
(argument).  

Demonstrate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inadequat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opic and 
thesis. Analysis is 
superficial based 
on opinions and 
preferences rather 
than critical 
analysis. 

Bibliography (8%) All relevant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is 
included. 

Bibliography 
contains most 
relevant 
information. 

Bibliography 
contains some 
relevant 
information. 

Bibliography 
contains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Format of citations 
and reference (7%) 

High accurate Accurate Not quite 
accurate, with 
some omissions 

Inaccurate, with 
substantial 
omissions 

 
其他注意事宜 
 

1.  同學必須在 Blackboard 呈交功課。檔案名稱格式如下：THEO 5221_YOUR 
NAME_Report 1 or Report 2 

2.  同 學 須 同 時 將 功 課 上 載 至 VeriGuide
【https://academic.veriguide.org/academic/login_CUHK.jspx】，下載誠實聲明

【 https://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Eng_htm_files_(2013-14)/p
10.htm】，附於功課末頁一併呈交。 

3.  報告必須以嚴謹學術論文格式撰寫，以註腳註明參考出處，並附參考書目。 
4.  同學務必登入 http://www.cuhk.edu.hk/policy/academichonesty/了解抄襲/剽竊

（plagiarism）的定義，並避免觸犯有關規定。 
5.  同學可在 Blackboard 下載本科資料及參閱通告。同學亦可透過 Blackboard獲
悉老師對功課的評語。 
 

Grade Descriptor: 
 
A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n all learning outcomes. 
A- Generally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n all (or almost all) learning outcomes. 
B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on all learning outcomes, OR high performance on some learning 

outcomes which compensates for less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others, resulting in 
overall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C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the majority of learning outcomes, possibly with a few 
weaknesses. 

D Barely 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a number of learning outcomes 
F Un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on a number of learning outcomes, OR failure to meet specified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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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Reserved Books)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 
 
丁學良：《共產主義後與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于建嶸：《危機與對策：中國社會衝突觀察》（香港：天地圖書，2010）。 
王邦佐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王耀宗編：《神州五十年：香港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2000）。 
北京社會主義學院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社會主義時期）》（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 
朱嘉明：《中國改革的歧路》（台北：聯經，2013）。 
江平主編：《當代中國的統一戰線》上下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余凱思（Klaus Mühlhahn）著，黃中慧譯：《從清帝國到習近平：中國現代化四百年》（臺

北：春山出版，2022）。 
李英明主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變遷––––來自大陸民間社會的報告》（台北：時報，1995）。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候英豪譯：《中國的未來》（新北：好優文化，2018）。 
康曉光：《權力的轉移：轉型時期中國權力格局的變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1998初版；2001年修訂版），上下冊。 
陳健民、鐘華編：《艱難的轉型：現代化與中國社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麥克法夸爾（R. MacFarquhar）﹑費正清（J.K. Fairbank ）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
命內部的革命(1965－198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斯坦．林根（Stein Ringen）著，薛青詩譯：《完美獨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新北：左岸文化，
2017）。 

鄒讜（Tang Tsou ）著：《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
學出版社，1994）。 

鄒讜（Tang Tsou ）著：《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劉楚創、楊慶堃：《中國社會：從不變到巨變》（香港：中文大學，2001）。 
劉慧編：《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北京：社科文獻，2014）。 
滕彪、王天成編：《回到革命：中國大轉型前夜的激辯》（香港：溯源，2015）。 
錢理群：《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上下冊（台北：聯經、2012）。 
羅金義、鄭宇碩編：《中國改革開放30年：變與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09）。 
Groot, Gerry. Managing Transi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ited Front Work, Corporatism 

and Hegemony. London: Routledge. 2003. 
Madsen, Richard. “Religion Under Communism.”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ed. by Stephen A.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Meisne, Mauric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NY : 

Free Press, 1999. [中譯本--莫理斯．邁斯納著 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

國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Perry, Elizabeth J. & Selden, Mark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0. 
Slyke, Lyman p. Van.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1967. 
 

二、宗教理論與宗教政策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理論學習中心組編：《畫出最大的同心圓：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

上重要講話精神》（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5）。 
中央黨校課題組編：《現階段我國民族宗教問題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北

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編：《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教育教材》（北京：宗

教文化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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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編：《查禁取締邪教組織法律法規》（北京：群眾出版社，1999）。 
王作安：《中國的宗教問題與宗教政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王作安編：《面向新世紀的中國宗教和宗教工作》（北京：學習出版社，2000）。 
朱維群：《民族宗教工作的堅持與探索》）（成都：四川人民，2016）。 
江平：《民族宗教問題論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 
李平曄：《信仰與現實之間》（北京：華文出版社，2004）。 
肖勇朋編：《化對抗為對話──葉小文與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代表團會談實錄》（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赤耐主編：《當代中國的宗教工作》，上下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邢福增：〈政教關係〉，羅金義、鄭宇碩主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變與常》（香港：城市大學

出版社，2009），頁313至328。 
邢福增編。 《當代中國社會政治處境下的宗教研究》（香港：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2014）。 
邢福增：《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 
周加才：《宗教工作探索》（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金澤、邱永輝編：《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金澤、邱永輝編：《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0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金澤、邱永輝編：《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金澤、邱永輝編：《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金澤、邱永輝編：《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金澤、邱永輝編：《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金澤、邱永輝編：《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金澤、邱永輝編：《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金澤、邱永輝編：《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金澤、邱永輝編：《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17-1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帥峰、李建主編：《宗教事務條例釋義》（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段德智：《新中國宗教工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段德智：《境外宗教滲透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6）。 
段德智編：《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徐以驊：《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16）。 
高師寧、袁浩主編：「發展中的當代中國基督教和政教關係」，《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期 44
（2016年春）。 

國家宗教局政策法規司編：《中國宗教法規政策讀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宗教事務條例〉相關的法律法規及政策手冊》（北京：宗教文化

出版社，2005）。 
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全國宗教行政法規規章匯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宗教法規規章制度匯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宗教政策法規文件選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全
文下載：http://sara.gov.cn/ztzz/zjzcfgxxy2012/xxsmxxy2012/index.htm。〕 

國家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宗教政策法規讀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全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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