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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

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約壹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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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疫情過去，我們的生活就似重新起步，大家都在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工作模式更多
樣化，智能科技的應用更普及，人力資源的競爭更激烈。大家都說：「無得返轉頭！」來
形容現在的社會狀況。

施達的海外夥伴面對疫情後的狀況，未必像我們這樣有重新開始的機會。

他們除了繼續面對生活和經濟上的困境，還要承受外在全球氣候變化和來自國內外的戰
爭、種族衝突、宗教鬥爭等影響。不穩定的國際局勢、國際制裁等，讓扶貧發展和救災
工作變得更為複雜，難度更高。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不景氣，也讓歐美大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明顯減少和萎縮，這對
社區工作帶來很大挑戰。很多機構——包括施達——都面對社區項目需求增加，但籌募
資金卻愈來愈不足的考驗。

扶貧工作，一向面對重重困難，我們仍然迎難而上，不會因為這些問題而卻步。雖然面
對挑戰，卻讓我們檢視自己的方法和執行模式是否有效地傳遞信息，讓大眾了解我們的
工作。另一面，我們更積極與夥伴研究，如何提升項目持續性，並積極推動社區參與，
動員當地教會羣體，減少對外資源的依賴等。信仰上，我們提醒自己，要不斷尋求上主
旨意，肢體合一，同心服侍，信靠聖靈的帶領，面對和克服不同的挑戰。

本地事工方面，我們感恩這一兩年不斷聽到激勵的見證，很多香港的教會和信徒願意回
應周邊有需要的羣體和社區。他們從實質的物資，到靈性的關顧也有支援。施達有幸與
幾間教會同行，向他們學習，與他們有更多的連結。

我們也相信這同行不止於我們身邊的信徒羣體。我們與海外的基督徒有同樣的連結，為
主耶穌所愛、所拯救。願施達的支持者，能繼續與我們攜手同行，克服不同環境的限制
及挑戰，共同見證上主的使命。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箴三 27

總幹事
陳佩詩

董事會主席
陳念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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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

服侍範疇

我們深信

我們在世，乃要踐行上主的使命，見證天

國臨在的福音。我們以「藉教會．經教會．

扶貧濟困」為事工運作原則，在基督裏與

世界各地的教會及基督教機構攜手，共建

公義和仁愛的世界。在此異象之下，我們

的事工指向十個服侍範疇：

我們是一間建基香港、不分宗派的基督教

救援及發展機構。我們亦是全球基督徒的

夥伴，在貧窮、受氣候危機和族羣衝突影

響的地方，從事扶貧和發展的工作，履行

信徒羣體的整全使命。

對抗人口販賣

生計發展

關愛創造

醫療健康

和平與復和

城市及鄉村發展

教會及社區動員

倡議教育

關顧危難兒童

人道救援及
災害危機緩減

感恩有祢和你同行

我們於全球             個國家及地區，與世界各地             間基督教機構及教會夥伴攜手，推

行             個救援及發展項目，包括             個為新發展項目，逾                  萬人次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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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象 我們服侍的地區

0605

與神同行
共建公義仁愛世界

11 個發展項目
受惠人次 12,562

中國及香港

孟加拉．印度．緬甸．尼泊爾．
泰國．創啟地區

51 個救援及發展項目
受惠人次 81,114

亞洲

阿富汗．黎巴嫩．敘利亞

10 個救援及發展項目
受惠人次 1,045,385

中東

埃塞俄比亞．津巴布韋．盧旺達

11 個救援及發展項目
受惠人次 27,920

非洲

烏克蘭．波蘭．斯洛伐克

4 個救援項目
受惠人次 465,613

歐洲



趙嘉欣
推廣拓展部主管

對施達來說，到海外探訪夥伴，是同工的主要職責之一。事工進展、夥伴使用施達資助
的情況及受助者的生活，都是透過探訪可獲得的資訊。不過，我們探訪夥伴，除了確保
事工進度，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走進夥伴及受助者的社區，親身了解及體會他們身處的
地方：居住環境、生活指數、氣候變化、宗教文化等，並與他們禱告，為他們的情況感
恩及代求。我們帶着上主的關懷及祝福，藉以向夥伴表達主內一家、同為肢體的關係，
並以此為基礎與夥伴同心建立當地社羣，才是我們出差的本意。

焦點事工：疫情後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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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

2023年5月

緬甸

我們在疫情間得悉緬甸夥伴的社區中心被迫
遷，心中記掛，在通關後項目同工即時到社區
中心新址探望，當時受助於夥伴小額貸款項目
的居民，正向夥伴學習開展小生意的財務技
巧。

三位同工在疫情及緬甸政變後終可與共工多年
的緬甸夥伴到難民營探訪，當地氣溫高達 38 度，
同工體會到除戰事窒礙經濟發展外，酷熱天氣
對當地人也帶來不少日常生活的難題。 

2022年10月
黎巴嫩

荷蘭
2022年10月

津巴布韋
2022年10月

尼泊爾
2022年11月

中國
2023年2、3、6月

孟加拉
2023年2月

施達董事、顧問、總幹事及項目部主管探訪在
黎巴嫩倡議和平的夥伴。圖中左四為夥伴總幹
事，左三為參加夥伴黎巴嫩與敘利亞難民青年
跨宗教對話的本地生。

2023年3月

施達同工探訪獲資助培訓的受助農民，他（右）
向同工展示租用的土地，和採用可持續有機農
業技術種植的番茄。

埃塞俄比亞

新加入施達的項目同工首次出差，與項目部主
管一同前往創啟地區，探訪夥伴營運的兒童院
舍，與他們共賀聖誕。

2022年12月
創啟地區

進深閱讀 :
還達利特人一份尊嚴

進深閱讀 :
扶貧旅途上的悲與怒



「如果社會總是告訴我：我很窮，一無是處——我怎能相信自己有內在力量和資源可以
幫助別人？」

「如果社會結構總是對我不利，我怎能相信有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會重視我，讓我有歸屬
感？」

「如果政府曾說服我參加儲蓄小組，但我參加後卻拿不回錢——我怎能相信這個鼓勵我
參加另一個儲蓄小組的非政府組織？」

信任的重建絕不容易，但我在埃塞俄比亞遇到不少經歷失望、背叛後仍選擇勇敢相信的
人。

在Wolaita的村莊裏，我遇見了他們。Wolaita位於首都以南，居民以小規模、雨水灌溉
的農耕模式過活，但氣候變化和頻繁的旱災，令當地農作物經常歉收。極小的農地面積
和土壤流失，也令村民一年的收成僅能維持半年的生計。當我在三月造訪時，正是當地
人稱之為「饑餓季節」的開始。

埃塞俄比亞項目

在埃塞俄比亞建立社區制度和信任

有見及此，施達與當地夥伴Terepeza Development Association合作，在Wolaita建立
了多個互助小組，為村民提供保育農業和可持續有機農業的技術培訓，並引進適應力
強、能在氣候不穩地區生長的夏威夷果，以幫助農民應對氣候變化，擴闊收入來源。互
助小組作為一個小額儲蓄和小額貸款組織，也讓成員可以獲得資金，購買一些小型農
具，改善生計。

若沒有建立第一步的信任，這種經濟充權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要建立信任，我們夥
伴若沒有基督的愛，是不會有這種能耐，能日復日與村民溝通，盡力了解他們的需要。
唯有在愛的基礎上，村民開始慢慢信任我們，才會願意嘗試小額儲蓄和小額貸款，忘掉
政府不能兌現的儲蓄計劃所帶來的創傷回憶。

同樣，嘗試全新的農耕技術也涉及信任。保育農業與埃國傳統耕作方式截然不同。縱然
夥伴從鄰國學習並改良了有關技術，亦需要有農民願意作一年嘗試。我在Wolaita遇到這
些「先驅」，他們開玩笑地說別無選擇，否則會餓死。事實上，當鄰居看到他們願意相
信並嘗試，而農作物產量也因此增加，便願意仿效。互助小組因此形成了一個社區支援
網絡，既分享知識，也讓村民有歸屬感，提供了社交、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

雖然埃塞俄比亞被列為人道主義需求最有可能惡化的第二大國家（國際救援委員會，
2023），施達希望藉着建立互助小組和社區制度，讓人民為自己發聲，讓他人知道，窮
人並非一無是處，而是擁有幫助自己社區發展的內在力量和資源。

教會及社區動員
6,380人次

港幣$644,263

關顧危難兒童
120人次

港幣$206,815

受惠人次：6,500   撥款：港幣$851,078

馮韻兒
副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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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中）和項目同工Rebecca（左二）
探訪農民和夥伴。他們所在的田地採用了
可持續有機農業技術種植山藥。



你體驗過羣體的力量嗎？

上主重視與每一個人的關係，祂創造我們，並要我們由出生起，便與他人彼此連繫。嬰
兒時期，我們渴望於父母懷抱得着安慰，哭泣可隨着父母的擁抱而漸漸減退。孩童和青
少年時期，我們在遊樂場和學校的新天地裏冒險，在友誼中尋找快樂和歸屬感。步入現
實的成人世界後，家人和同事讓我們知道自己不是單打獨鬥，我們可在破碎的世界中感
受到美善。

2022年底，各國邊界終於重新開放，我終於有機會探訪孟加拉夥伴。孟加拉是一個佈滿
人力車和河流的國度，是人口稠密而急速城市化的國家，深受自然災害和社會不公影
響。我們與當地夥伴一起到訪了首都達卡的一個大型貧民窟。下車後，眼前是一片廣闊
的廢墟，到處都是破碎的磚塊和金屬片。我難以想象該處曾經有超過12,000人生活。就
在我們到訪的幾週前，政府突然宣佈要重建貧民窟，迫使貧民窟居民拆除自己建造並居
住多年的房屋。由於政府沒有任何安置計劃，這些人失去了家園，只能自生自滅。

然而，他們並未失去一切。面對這場危機，由夥伴培訓的社區領袖，在重新安置居民方
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為社區建立溝通及互助系統，與當地居民保持密切聯繫，以回
應他們搬遷到周邊地區後的迫切需要；他們又與政府官員保持聯絡，以避免不公問題進
一步惡化。儘管他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他們的社羣意識沒有改變。他們
雖然分散各地，但社區領袖鼓勵他們像往常一樣定期參與小組和論壇，並準備好隨時跟
進居民的需要。由於經濟壓力上升，輟學、童婚和性別暴力問題增加，於是社區領袖與
居民一起提高對性別權利和兒童保護的意識，並為女孩提供職業培訓，讓她們有能力獨
立自主。夥伴告訴我們，由於項目幫助社區人士提升意識及建立能力，因此社羣在關鍵
時刻能互相支持並採取建設性行動。

面對困難和逆境，我們可能會感到沮喪和無助。但是，當我們作為一個羣體，在基督的
愛中走在一起時，每個人微小的力量就會倍增。在羣體中，我們互相分擔重擔，擁抱彼
此悲傷；在羣體中，我們在分享軟弱中找到安慰，在支持他人中找到喜樂。在羣體中，
我們學會共同尋找解決方法，即使未能找到答案，仍學會信靠上主。我們不能控制所處
的環境，但當我們在基督的愛中彼此建立，我們承受和戰勝困難的韌力就會增強。這就
是在基督裏羣體的力量。

在基督裏，我們愛 —— 作為一個羣體 湛伊樂
項目幹事

孟加拉項目

教會及社區動員
8,501人次

港幣$470,720

關顧危難兒童
4,174人次

港幣$682,478

生計發展
2,870人次

港幣$359,533

人道救援及災害危機緩減
8,715人次

港幣$532,195

受惠人次：24,260   撥款：港幣$2,04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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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前排左一）與司法委員會中被稱「人民機構」的
社區領袖合照，這些領袖在幫助社區重新安置以及保護
性別和兒童權利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施達除了在世界各地推行救援及發展工作實踐整全使命，也很重視在本地與教會攜手，
藉不同課程及教育活動傳遞整全使命，一同在基督裏建立公義仁愛世界。

身為教會導師，  我深深體會到「生命影響生命」並不容易。感恩在加入施達的一年時間裏，
有機會與不同教會合作，藉活動分享見證肢體生命轉變，自己也深受激勵。

記得有次於一間教會帶領活動前跟該教會牧者閒聊。牧者本身很關心貧窮人，基督的愛
讓他看見貧窮人的需要。然而，他希望不單自己看到這一點，更希望整間教會了解邊緣
羣體的需要，合一地見證祂的愛。我好奇問他，為甚麼邀請施達，而不是自己向弟兄姊
妹分享呢？

牧者向我分享，由於不同限制，或忙於牧養，教會往往未必有空間或機會探討貧窮議題；
即使有機會，他們亦沒有太多扶貧故事可以分享，難以讓弟兄姊妹具體明白貧窮人處境。
因此他們希望跟施達合作，以體驗活動、故事分享、聖經查考等不同形式，擴闊弟兄姊
妹的視野，培養關愛貧窮人的心。

與教會攜手，見證弟兄姊妹生命轉變 黃浚傑
傳訊幹事

筆者到教會帶領桌遊《哀鴻騙野》

14

香港倡議、教育及籌款活動

教會、學校及機構

於 間123
倡議、教育及籌款活動

舉行 次120
信徒及學生

接觸 名13,383

香港項目

當日活動中，我們透過施達新製作的桌上遊戲《哀鴻騙野》讓參加者稍稍體驗人口販賣
的情況。弟兄姊妹投入扮演人口販子、特工或村民等角色，努力爭勝。在遊戲後的分享
環節中，有參加者表示實在感受到被販賣者的無助，以及體會打撃人口販賣工作者的難
處。

看到弟兄姊妹從對人口販賣一無所知，到建立起對被販賣者的同理心，我也深受鼓舞。
感恩，上主不單感動牧者回應祂的愛，亦讓施達可與教會攜手傳遞關愛貧窮人的信息。
能夠見證弟兄姊妹的生命轉變，實在是上主的恩典！

13

「施予達仁」靈修APP 邀請施達分享

受惠人次：10,690
撥款：港幣$638,575教會及社區動員

1,250人次
港幣$525,575

關愛創造
9,440人次

港幣$113,000



每月定額奉獻（以信用卡或自動轉帳方式）　港幣 $：
提升每月定額奉獻金額至港幣 $：
（如現有支持者以銀行戶口自動轉帳，須重新填妥「每月奉獻表格」，並將正本交回予本會）

單次奉獻　港幣 $：

� 支持事工
按施達的事工需要
按事工類別>
特定項目：
每月捐款計劃 > 「反販賣 · 得自由」 「童心童行」 「關愛氣候貧友」

「還他一份尊嚴」

� 奉獻者資料（請以正楷填寫，名字與報稅資料相符） 奉獻者編號（如適用）

姓名： （中文） （英文）

地址：
（本會寄發收據用）

電郵： 聯絡電話：

所屬教會：

� 奉獻方法
自動轉帳（請將「每月奉獻表格」正本交回本會〔於 link.cedarfund.org/rd-form下載或致電本會索取〕）

信用卡（VISA／ Mastercard／ 銀聯 ／ JCB）*

（*請刪去不適用者）

信用卡號碼 有效期至

持卡人姓名 

簽署

（月/年）/

（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符）
（有效期不少於三個月）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施達基金會」或「CEDAR Fund」） > 支票號碼：
直接存入戶口：匯豐 004-600-385678-001／ 東亞 015-185-68-00931-7 SSA

轉數快：快速支付系統識別碼：3354016

PayMe：掃瞄右方二維碼捐款

請將此表格連同支票、銀行存款單，或成功過數之頁面截圖交回本會： 
地址：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 號；電郵：sharing@cedarfund.org；
WhatsApp（只適用於捐款事宜）：���� ���� 

本人不欲收取任何施達基金
會的活動／訓練課程邀請／
資訊通知。  

簽署

� 奉獻意願

救援重建 扶貧發展及倡議

( 牧師 / 傳道 / 執事 / 先生 / 女士 )

如使用信用卡作每月定額奉獻，本會將按月從填寫之戶口收取捐款，直至奉獻者另行通知 。

奉獻港幣$100或以上可憑本會收據申請認可慈善捐款稅項扣減。定期以自動轉帳或以信用卡奉獻者的年度奉獻收據，將於每年四月寄奉。

要（電郵／郵遞）*  ＞
不要

每次奉獻收取收據 收取年度收據

� 奉獻收據

A
R

-202312

中銀 012-581-2-020114-7／  星展 016-478-001364162

「長期援助戰亂貧民」

你的個人資料將被本會用作處理相關項目事宜
（包括但不限於聯絡、處理活動報名、發行收
據、研究／分析／統計、籌款、收集意見、活
動／訓練課程邀請／資訊通知用途）

財務報告 由2022年7月1日
至2023年6月30日

收入項目 港幣＄ 港幣＄

奉獻收入
 
其他收入

香港政府「保就業」計劃

25,614,390

431,302

103,600

22,720,821

2,662,695

1,615,922

1,247,082

983,475

26,149,292

支出項目

發展及救援項目

行政事務

推廣

教育

年度折舊

29,229,995

(3,080,703)不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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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持續的支持
請繼續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我們的事工

奉獻收入 98%

香港政府
「保就業」
計劃  0.4%

其他收入
1.6%

收入

發展及救援項目 78%

教育 4%

年度折舊 3%

推廣 
6%

行政
事務
9%

支出



我們都是施達人

董事
陳念聰醫生（主席）

劉佩婷博士（副主席）

任國熙先生（名譽司庫）

孫靜敏牧師（名譽文書）

陳明泉牧師
李習庸牧師
葉漢浩博士
陳國芳先生
馮韻兒博士（至 2022 年 12 月）

黃國維博士（至 2022 年 12 月）

顧問
麥希捷先生
何屈志淑醫生
莫昭友醫生

總幹事
陳佩詩博士

副總幹事
馮韻兒博士

神學發展
植燦明先生

項目
鍾佩玲女士
黎嘉晉先生
李綺雯女士
湛伊樂女士
蔡逸帆先生

推廣拓展
趙嘉欣女士
陳文達先生
黃浚傑先生
馬迅榮先生（至 2023 年 4 月）

事工行政
關銘基先生
何綺嫺女士
黃敏芝女士
鄧振東先生
黃立仁先生
歐香玲女士

施達承諾以專業標準策劃及發展事工，並向上主和奉獻者負責，忠心運用資源。董事會
負責審理機構的行政管理、發展方向及財務策劃，下設三個專責委員會，分別為財務委
員會、項目委員會、推廣及拓展委員會，定期向董事會提供建議。所有董事以義務性質
參與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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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