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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几个问题的回复 

李 青 

 

一、 中国教会对未来政教关系几种走向或模式的应对 

    1，未来中国政教关系走向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只要本届中共领导在任，中国
仍将是“国家控制宗教”型政教关系模式；除非新的领导上台，否则，政教关系只
会更坏、不会更好。 

原因：老大的路线是对内坚持独裁集权、反对民主宪政、禁止市民社会、扶植国
企、打压民企、坚持以高压暴力手段强硬处理西藏、新疆、宗教问题、高调宣传马
克思主义、纵容鼓励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对外挑战美国霸权，试图通过一带一路
战略突破现有世界格局、自立山头、推行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挑战普世价值。因
此，改善政教关系只能被视为向宗教投降，不符合老大在其他各领域的总政策。 
    2，教会应坚持“接受政府领导、要求民政登记”的原则。 

“接受政府领导”，是指可以不考虑政府级别，愿意接受任何一级政府（哪怕
最基层的街道、社区）的领导； 

“要求民政登记”是指要求通过民政登记，取得社团法人资质、得到《社会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 

这两条不可分割，不能只提“接受政府领导”，不提“要求民政登记”。对这两
条的其他任何解释都是不能接受的。 

教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教会要的是“民政登记”。“民政登记”的标志是教会
能否得到《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如果不能得到《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一
切其他形式的“登记”、“备案”在法律上都是没有意义的。 

教会“接受政府领导”的意思是：不管哪一级政府、哪一个政府部门出面管理
教会，教会都愿意像其他社团组织一样，履行“民政登记”手续，取得国家与全社
会都认可的“社团法人资格”，按照国家对社团组织的管理办法，依法活动，同时依
法行使自己的权利。 

教会“接受政府领导”的意思不是到宗教局或公安局备案，不是要得到宗教局
批准的“临时活动点”身份，不需要政府任何官员的承诺、也不是要得到宗教局、
统战部、公安局国保大队的默许。 

教会如果放弃了这个原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底线，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利，
结果只能是任人宰割——等着自己的教会被改造、被收拾。这样的例子在五十年代
数不胜数，教训太深刻了。 

3，政府如不答应教会的上述原则，意味着过去教会过去采用的“教堂聚会、
公开活动”形式已告结束，“新时代”到来了。在“新时代”，教会可参照初期教会
的生存模式与中国基督徒在文革高压下坚持信仰的模式，因地制宜，保持信仰。 

“新时代”教会生存和发展的“四不原则”：“信仰不变、组织不散；人不流失、
活动不停”。 
    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政府如果愿意承认家庭教会，教会一定要坚持上述原则
（接受政府领导、要求民政登记）。千万要警惕政府把不起作用的“三自教会”抛在
一边，将家庭教会招安收编，组成“新三自教会”，作为政府的工具，为执政党的政
治路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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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教会面临最大挑战及应对（如何帮助中国教会更加健康更好发展）？ 

   1. 中国教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否正确认识客观形势与自身问题，其中对自身
问题的承认尤为重要。中国教会如果不能以谦卑的心看待自身的问题，就不可能正
确理解教会今天的处境，更不可能对今日中国教会的处境做出正确应对之策。 

2. 每一个教会领袖与牧者都应思考下列问题： 
   （1）牧者创办教会、带领教会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2）如何看待中国教会中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唯我独尊、宁当鸡头不当龙
尾现象？中国教会牧者的最大错误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家庭教会不能走向合一？ 

（3）“教会”是什么？基督教靠什么传承？基督教最伟大、最有力、最不可战胜
之处是什么？ 

3. 从本质上说，中国教会合法化、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许可证在教会自己手里。
政府对教会的态度永远是变化的、是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的。政府对教会认可与不
认可从来不是教会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但任何世俗政权都不会、也不需要与一个
自身不健康、内部四分五裂、毫无道德感召力与自我牺牲精神的教会平等相处。在
某种程度上，世俗政权对待教会的态度是教会本身状况的外在反映。 

 中国教会如果不能认识自身的问题，是不可能战胜挑战的。一切对付外人的策
略，必须要在首先战胜自己之后才能有效。 

 
三， 如何促进中国教会合一？是否建立家庭教会联合会？如何进行？ 

1. 中国教会的合一是中国教会成熟的表现，是中国教会的成人礼。改革开放的
四十年，也是教会恢复活动、大规模发展的四十年，但教会的合一始终没有达成。
因此，今天讨论教会合一的问题，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中国教会什么时候能够作
为一个整体发声，什么时候才能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才能被外界（世俗政权、民
众、社会）视为是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有全局观念的（国家的、民族的、世界
的）、值得认真对待的积极力量。 

2. 事实上，面对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并声称垄断了真理的世俗政权，中国基督教
即使全部联合起来，力量仍然非常有限；如果不能合一，任何一个单个的教会系统
或团队，无论多么庞大，在武装到牙齿的世俗政权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根本不
具备与之对话的资质。 

3. 建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只是时间与方式问题，不是对错问题。 
4. 建立“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的步骤可以先易后难，先将已经存在的各地“联

祷会”联合起来，组成各县（区、市）、地（市）、省“联祷会”，在此基础上，组建
全国“联祷会”（全国联合会）。每一城市的基层联祷会推选参加上一级联祷会的人
选。 

5. 各大宗派、各大团队、独立派系，无论规模大小，均按地区加入当地“联祷
会”（例如，某大团队在河南某县的基层教会应加入当地县级联祷会，再由县联祷会
选举地区（市）一级联祷会，直至省级联祷会、全国联祷会）。按照此模式，各大团
队、宗派、山头内部的组织体系不变，但对外统一由各地各级联祷会出面代表家庭
教会与相应的某级政府对话（城市联祷会 VS 当地政府、省联祷会 VS 省政府、全国
联祷会 VS 中央政府），各宗派、团队、体系不作为与某级政府对话的实体。这是避
免官方对家庭教会分化瓦解、威胁利诱、制造分裂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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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应对“中国化”、“五进”、“承诺书”、“党员”、“公职”、“登记”、“取缔”

等问题？ 

   1. 关于“中国化”问题，请见“中国政教关系未来发展的趋势”一文。 
2. 关于“五进”问题，主要是政府对官办宗教场所（例如“三自教会”、佛道教

寺庙、清真寺）的要求。家庭教会不被承认，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政府官员对家庭教会提出“五进”要求，可向政府官员说明：（1）“五进”

作为政府要求，进入教会场所没有问题，例如教会院子、牧师办公室、教徒休息室、
阅览室、饭厅、走廊等，但不包括礼拜堂；（2）礼拜堂是基督徒敬拜上帝的地方，
是宗教意义上的神圣之地；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礼仪与传统，礼拜堂内不得放置任
何与敬拜上帝无关的物品，这是每个基督徒必须遵守的教规，不能例外。基督徒愿
意做爱国守法的模范公民，但不能违背教义教规，做任何亵渎上帝的事情，这一点
与其他宗教是一样的。希望政府官员尊重基督徒的宗教信仰与宗教禁忌。 

3. 关于“承诺书”、“党员”、“公职”的问题，主要是在体制内工作的基督徒个
人如何应对单位领导的要求。这取决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要由个人向上帝祷告后
决定。每个人的信仰在心里。如果一定要公开自己的信仰，要考虑具体的生活问题
如何解决（工作、收入、子女上学、医保、等等）。一般情况下，不建议用形式主义
反对形式主义。 
   4. 关于“登记”、“取缔”问题： 

请见本文一、2. 的内容，同时参见“中国政教关系未来发展的趋势”一文。 
如果政府要求教会必须“备案”而不同意在民政登记、不同意颁发《社会团体

法人证书》，可采取下列措施： 
（1）教会同意到政府指定的部门或机构“备案”； 
（2）政府同意教会“备案”后，不介入、不干涉教会内部所有涉及人事、财务、教
务的事务。 
（3）教会应将上述两条内容写入与政府官员的《谈话纪要》，由政府官员在《谈话
纪要》上签字、盖章（该官员所在的政府机关）。一式两份，教会与政府各执一份。 
（4）政府官员如果只要求教会备案而不同意在《谈话纪要》上签字，说明该官员及
其所属的政府部门不愿为其所说的话负责（本质是不承认教会自主权），该官员的承
诺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也就没有必要“备案”。相反，教会这时应做的是
积极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打压。 
（5）如果政府不与教会商谈，突然宣布“取缔”某教会，则上述各条均无意义，只
能转入地下，按照“四不原则”，以全新的方式牧养和带领教会。 
 
五，建立中国教会思想库、定期研讨重大问题；建立海外网站，提供咨询、数据信

息及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回应。 

    1. 这是教会的基础建设之一，非常重要、非常必要。 
    2. 必须整合资源、集中力量，从财务上、人力资源上进行战略规划、战略布局、
战略投资。没有战略上的长期性、全局性的连续投入与建设，不可能做好此项基础
建设工作。在进行基础建设时应避免随机性、临时性、一次性的功利主义行为。 
 
六，是否定期会面（牧者、学者、法界人士） 

1. 很有必要，至少每半年一次。 
2. 地点应变换，人员应筛选，议题应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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