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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总秘书处 

 

新闻稿，2023年 12月 12日 

 

如何成为传教性的共议性的教会？ 

新闻主旨：准备 2024年大会的〈工作指南〉 

 

2023 年 12 月 5 日，在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常务理事会的会议结束时，理事会

的成员通过了一份文件，该文件阐明教会在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代表常务会议

大会第二会期（2024年 10月）之前将要进行的工作。 

 

这些〈工作指南〉提供一具体的路线图──始于在第十六届主教议会第一会

期结束时通过的《综合报告》──旨在邀请每一个地方教会团体，深化共议

性的角度并扩大共议性的经验，藉此去思考代表作为地方教会基石的内容。

正如教宗方济各在批核这些工作时所回顾的所说那样：「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是同道偕行，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主题……。重要的是如何进行反思，即以

共议性的方式进行。」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秘书长格雷奇（Mario Grech）枢机表示：「根据[去年]10

月大会的经验，特别是根据大会成员批准的《综合报告》，常务理事会规划

了一条统一但有差异化的途径，而这途径是视乎地方教会的现实情况和能力

来决定的。」格雷奇枢机补充说：「这已经是教会的一种共议性的工作方

式，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使命为全体的利益而合作。」 

 

事实上，各教区被要求同时考虑两个主要主题或指南： 

1. 就「深化」而言：促进一种反思，聚焦于所有天主子民在传教使命中差

异化的共同责任（ differentiated co-responsibility）（参阅《综合报

告》，第 8~12、16、18 章）。这要求地方教会作进一步的咨询，让在天

主子民──表达各种经验、技能、神恩、职务以及个人和团体观点的本

堂神父、参与群体、共议性的团队等──参与其中。在「如何」成为一
个共议性的教会这方面，他们的观点特别有帮助。由此可见，该领域的

专家和学术机构的参与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神学和教会法专家以

及相关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贡献才能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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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扩大」共议性的经验而言：继续或促进新的倡议，以成为一个传教

使命的共议性的教会，透过培训和倾听的经验，让那些迄今为止尚未接

触过该进程的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和社会边缘的群体，以及不同宗派

的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的人也参与其中，且收集并分享见证和传递最佳实

践模式，并将之透过各主教团或东方教会组织发送给世界主教议会总秘

书处。 

 

为在工作上方便各地方的教会团体，总秘书处准备了一份工作项目表供参

考，好使各地方教会团收到[去年]10 月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成果，并使各地

教会团体继续共议性的转变旅程。这份工作表可在 www.synod.va上取得。 

 

恳请各主教团和东方天主教教会指定有关深入研究的方式和时间，以辅助地

方教会的工作；同时也促进他们反思在传教使命中「差异化的共同责任」，

特别是在教会团体（地区、全国、国际）层面，以及不同教会与罗马主教之

间的关系；并综合地方教会收到和／或在全国性的一些具有洞见的建议，于

5月 15日之前，将报告连同地方教会收集的最佳实践模式，一同发送给世界

主教代表会议总秘书处。 

 

与此同时，世界主教代表议会总秘书处将推动和促进《综合报告》中一些

「重大」问题的反思，这些问题必须在整个教会层面处理并与罗马教廷各部

会合作。一份提议清单，将以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适当方式呈交给教宗。来

自各大洲的专家小组，以共议性的方式被召集后，在罗马教廷相关部会的参

与下，就教宗方济各所指定的提议开展工作。这项工作的进度报告将在 

2024 年 10 月的第二会期提交。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教宗任命的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常务理事会的成

员和所有与会者，将肩负重要任务是，成为他们走过的途径的大使，并受召

成为所属教会的现实的真正参考点。 

 

 

 

（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处 译）  

https://www.synod.va/e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