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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道自建靈修 Apps》用者普查 

拓展部 量性研究組 

序言 

建道神學院拓展部為要了解《爾道自建靈修 Apps》用者是什麼群組，以致在各師長撰寫靈修參

考材料時能更貼近用者的需要，拓展部特地進行了上述用者普查。 

資料蒐集方法 

 拓展部的「量性研究組」設計了一份簡單的自填問卷，由同工安排以 Apps 的電腦程式，於 3 月

9 至 31 日期間，在用者每逢開啟手機使用該 Apps 時，便自動彈出問卷請用者填寫。若用者不欲填寫，

可按鍵跳過，但下次開啟時，問卷仍會出現，直至五次開機時皆被拒不答方才停止。用者只需在十一

條題目中，以手點觸每題所選的答案便可。每題答案均甚淺易，用者應毫無困難決定正確答案。 

最終資料夾 

 由於這自動蒐集資料的手機程序事先已由拓展部及「量性研究組」合作假設各種情況詳細測試，

故其回傳至最終資料夾的準確性無庸置疑。用者輸入的資料，機內程序會自動按量性研究組所提供的

編碼指示編碼，而回傳至一個 EXCEL 格式的資料夾。故拓展部一經收到該資料夾，在稍加覆核和清

理後，即可編製統計表而毋須輸入資料。 

回應率 

收回填妥的有效問卷共 9,347 份，與同期每日平均用者總數估計約 36,727 人相較，回卷率約為

25.7%。 

編製統計表 

編製統計表的計劃早經量性研究組事先釐訂。因此，在業經整理的 EXCEL 資料夾就緒後，27

個統計表，包括 11 個各題分類簡單分佈的統計表，和 16 個交义分析統計表，很快便編製完成。 

 

普查結果 

(甲) 單項分析 

在所有 9,347 位答卷者中，九成認為靈修材料的深淺程度合適，認為淺易的稍逾半成，而認為艱

深者不足半成（圖 1）。 

在答卷者中，每週平均靈修七次的近四分一，五次的亦逾兩成，而每週僅靈修一、兩次的各不

足一成（圖 2）。有使用聲音檔案的近五成半，沒使用的稍逾四成半（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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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卷者中，曾推介此 Apps 給別人使用的近八成，沒推介的僅佔兩成（圖 4）。曾嘗試將靈修材

料在其他社交平台（如 Facebook/Twitter/Whatsapp/微博/WeChat 等）分享的約有三成，沒分享的卻多

達七成（圖 5)。 

     

在答卷者中，近五成半年齡在 40-59 歲，另三成半在 20-39 歲。年齡在 20 歲以下及在 60 歲或以

上的，合計僅佔約一成（圖 6）。 

     

在答卷者中，女性約佔六成半，而男性約三成半（圖 7）。換言之，女性較男性多很多。另方面，

大專程度的佔五成半，中學程度的近三成，研究院程度的近一成半，而小學程度的則不足半成（圖 8）。 

近八成半的答卷者已信主五年以上，而信主一至五年者另佔一成三。信主一年以下或未信的用

者合計僅約佔 2%（圖 9）。 

    

按答卷者所屬教會的地區劃分，香港島、九龍、及新界最多用者的區議會分區分別為東區、深

水埗、及沙田，分別各佔全部用者的約 8%；但須留意：所有用者的 22%是在香港以外（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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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卷者中，所屬教會的宗派最多的依次為宣道會、香港浸信會聯會和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所

佔用者的百分比分別為 27%、14%及 10%。換言之，這三個宗派的用者合計已逾總數的一半（圖 11）。 

 

(乙) 交义分析 

與單項分析不同，交义分析可以更深入瞭解所同時分析的項目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例如按年

齡組別、性別及材料深淺的資料來交义分析，可理解不同年齡、性別組別的用者，對靈修材料認為艱

深、淺易或合適是否有不同看法。 

年齡組別、性別及材料深淺 

雖然總體來說，九成用者皆認為靈修材料的深淺程度合適，但在認為淺易者當中，男性的百分

比一般較同齡的女性為高。但應注意：在認為材料艱深者中，20 歲以下的用者，無論男女，其百分

比均較其他年齡、性別組別為高（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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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教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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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信主年日及材料深淺 

認為靈修材料深淺或合適，與用者的教育程度和信主年日大有關係。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越高，

信主年日越久，認為艱深者的比率越低（圖 13）。 

 

有趣的是：無論任何教育程度組別，認為艱深者的比率，都以未信者顯著地為最高，且該比率

都隨信主年日越久而下降。這間接證明聖經所說：「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不能領會。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約十六 12-13）；以及「凡只能喫奶的，都不

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惟獨長大成人的，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分

辨好歹了」（來五 13-14）。 

曾否推介、曾否分享及材料深淺 

在用者中，認為材料合適、且曾推介給別人使用的逾七成。在曾推介的用者中，逾三成半亦曾

在其他社交平台（如 Facebook/Twitter/Whatsapp/微博/WeChat 等）分享（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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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次數及材料深淺 

從這分析的統計數字可計算出，用者的平均每週靈修次數是 4.6 次。每週靈修五次或以上的用者

逾五成半；他們當中認為材料合適的百分比，亦較其他靈修次數的用者為高。反之，靈修次數越多，

則認為材料艱深的用者的百分比越小；但這結果不能確定在兩者中，哪項是因，而哪項是果（圖 15）。 

年齡組別，性別及每週靈修次數 

在同一年齡組別中，平均每週靈修次數在男女之間的分別不大。反之，年齡越高，其平均每週

靈修次數越高，由 39 歲或以下的 4.3 次，上升至 60 歲或以上的 5.1 次。所有用者的平均每週靈修次

數是 4.6 次（圖 16）。 

 

教育程度、信主年日及每週靈修次數 

在各教育程度組別中，除大專程度的用者其平均每週靈修次數是 4.5 之外，其他教育程度組別的

平均每週靈修次數皆為 4.7。但由於大專程度的用者佔所有用者的五成四，故所有用者的平均每週靈

修次數是 4.6（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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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次數、曾否推介及曾否分享 

曾否將靈修材料在其他社交平台（如 Facebook/Twitter/Whatsapp/微博/WeChat 等）分享，或曾否

推介，均似乎與靈修次數有頗大關係。曾推介亦曾分享的用者，其平均每週靈修次數為 5.0，較所有

用者的總平均 4.6 高出甚多。反之，既不曾推介亦不曾分享的用者，其平均每週靈修次數只為 4.0，

較所有用者的總平均 4.6 低出甚多（圖 18）。 

 

曾否推介及教會地區 

整體而言，曾推介率近八成。不過，在香港島的中西區、灣仔、和東區；九龍的九龍城區；以

及新界的葵青和沙田區，其推介率均在八成以上（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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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否推介及所屬宗派 

以用者的教會所屬宗派而言，最高的百分比依次是宣道會（27.3%）、香港浸信會聯會（14.0%）、

及中國基督教播道會（9.7%）、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3.4%）及平安福音堂（3.0%）（圖 20）。 

 

不過，以曾推介的百分比而言，則用者所屬教會的宗派最高的依次是港澳信義會（84.6%）、中

華傳道會（84.1%）、基督教協基會（82.9%）、基督教香港信義會（82.4%）及基督教香港崇真會（82.1%）。 

曾否推介、曾否分享及聲音檔案 

曾使用附設的聲音檔案的用者的百分比，整體來說是五成三。不過，在曾推介及曾在社交平台

分享此靈修 Apps 的用者中，此比率高達六成三；反之，在不曾推介及不曾在社交平台分享此靈修 Apps

的用者中，此比率低至四成（圖 21）。 

 

年齡組別、性別、教育程度及信主年日 

在用者中，一般以比例而言，多數是大專程度、信主五年以上、及女性（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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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組別，性別及教會地區 

以教會地區（按區議會分區）及用者年齡組別、性別三者共同劃分下，用者人數逾 200 人的組

合主要依次為東區、深水埗、沙田、九龍城、及油尖旺這五區當中 40-59 歲的女性。這五個組合的合

計人數，已接近所有回卷用者的一成半（圖 23）。 

 

教會地區及教育程度 

按教會地區及教育程度兩者的組合而言，以香港以外、東區、深水埗、沙田區的大專程度用者

為最多，他們的合計人數已接近所有用者的一成四。不過，以大專程度用者在各區中的比率而言，則

以灣仔、香港以外、油尖旺、及沙田區為最高，尤其灣仔及香港以外的大專程度用者，更分別達各該

區的六成二及接近六成，遠高於整體用者合計的五成四（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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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地區及信主年日 

按教會地區及信主年日兩者同時劃分的組合而言，以香港以外、東區、深水埗、沙田區信主五

年以上的用者為最多，他們合計的人數已近所有用者的三分一。不過，以信主五年以上的用者在各區

中的比率而言，則以香港以外、灣仔、九龍城及沙田區為最高，俱高於各該區用者的八成六（圖 25）。 

 

年齡組別、性別及曾否分享 

以整體用者而言，約三成曾在社交平台分享《爾道自建》靈修 Apps，但不同年齡性別的人士其

分享率並不一樣。當中 40-59 歲的女士其分享率近三分一，遠高於其他組別；但 20 歲以下的用者，

則無論男女，其分享率僅約兩成（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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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教會地區及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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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教會地區及信主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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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宗派及教會地區 

在所屬宗派及教會地區兩者同時劃分的組合中，顯著較多的用者是來自深水埗區的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東區、屯門、大埔、元朗、西貢和荃灣甚至香港以外的宣道會；及九龍城和沙田區的香港浸

信會聯會。這些組合的用者合計，已逾整體用者的四分一（圖 27）。 

 

(丙) 統計誤差及代表性 

 由於是次統計是要求所有《爾道自建靈修 Apps》的用者皆回答，而完全沒涉及抽樣，故本普查

的結果，完全沒有「抽樣誤差」。 

 至於「非抽樣誤差」，由於問卷只有 11 題十分簡單而答案分類也十分顯淺的題目，故可能出現答

卷者誤差的機會極微。另方面，資料夾的預備（包括編碼）完全不經人手，只由預先測試妥當的手機

程序自動回傳，故不可能有編碼及資料輸入的誤差。 

回卷率雖只得 25.7%，但以一個僅放在 Apps 上讓用者自願回答，而即使不回答仍可繼續使用靈

修 Apps 的普查來說，有逾四分一的用者肯回答，已屬難能可貴。這亦可能是由於問題及回答方式都

十分簡單，而整個答卷過程估計不逾一分鐘的助力。 

故總的來說，從本普查所得的結果，應已可良好反映經常性的《爾道自建靈修 Apps》用者的大

致情況。 

由於上述各圖的比例不大，或未能完全清楚顯示釋義文字所描述的要點，故有關本普查以統計

表展示的詳細結果，請參閱如下網頁：www.ab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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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所屬宗派及教會地區  香港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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