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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改選及中梵關係觀
察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張家麟主稿 

 

 第十屆中共「一會一團」改選趨向年輕化，增加監察會組織，象徵中共天

主教自治模式異於全球天主教組織，符合習宗教自治政策，並對中共黨國

體制效忠，朝天主教中國化方向邁進。 

 「一會一團」形式將教宗尊為宗教領袖，實質接受中共管理。梵諦岡為續

簽「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及梵中關係正常化，持續對中共迫害宗教人

權事件視而不見，犧牲地下教會的利益。 

 

今年（2022）8 月 18 至 20 日，中國大陸天主教界於湖北武漢召開中國天

主教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開幕式由主管官署統戰部副部長兼國家宗教事務

局局長崔茂虎講話，之後進行改選新一代的「一會一團」天主教界領袖。會

後，23 日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接見並發表政策性的談話。本文以此為基礎，將

分析「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改選現象」、「改選之後透露的意涵」及

「估計未來梵中的關係走向」等三個面向等相關問題。 

 

（二）改選概況 

1. 換屆情形 

中國大陸天主教界於 1958年在共產黨的卵翼下，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

國會」，於 1962 年更名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作為中國大陸境內天主

教最高的行政組織，之後每隔 5-6年時間進行改選換屆 。1980年再成立「中

國天主教主教團」及「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1992 年將教務委員會併入

主教團的下層組織。「愛國會」與「主教團」形成中國大陸境內天主教的

「一會一團」併行最高組織。 

第十屆改選出愛國會主席李山主教，副主席：沈斌主教（海門教區）、黃

炳章主教（汕頭教區）、岳福生主教（黑龍江教區）、孟青錄主教（呼和浩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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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吳琳修女（漢口教區）、施雪琴教友、周小雄教友、劉新紅主教（安徽教

區）、高伏友神父、孟寧友主教（太原教區），秘書長譚立鑄教友。 

另外再選出沈斌主教為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李山、郭金才、裴軍民、

楊曉亭、何澤清、楊永強、李穌光、王仁雷、羅雪剛、崔慶琪為中國天主教

主教團副主席，楊宇神父為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秘書長。 

2. 新增監事會 

與過去「一會一團」組織最大的差異是本屆多了「監事會」，這樣的改

變符合習近平對宗教自治、自我監督要求的政策。從本屆開始，選出監事長

詹思祿主教，方建平主教、劉元龍教友當選副監事長，雷世銀主教、舒南武

教友當選監事。由於只知此組織變革的方向為監督「一會一團」的運作，未

來成效如何，尚有待觀察。 

與過去雷同，是將資深的前屆「一會一團」主席房興耀、馬英林主教，

分別推舉為本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名譽主席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名譽主席。

他們擁有形式上的榮譽職頭銜，頂多可以提出建議，而無實質上的職權。 

3. 成員年輕化 

換屆之後，天主教愛國會、天主教主教團的成員，平均年齡層降低，由

「中壯年」取代「中老年」世代。其中，愛國會主席李山（57 歲），副主席

沈斌（52 歲）、黃炳章（55 歲）、嶽福生（58 歲）、孟青祿（60 歲）、吳琳（56

歲）、劉新紅（58歲）；皆在 60歲以下，平均年齡 56歲。 

主教團主席沈斌（52 歲）主教，副主席李山（57 歲）、郭金才（54 歲）、

裴軍民（52歲）、楊曉亭（58歲）、何澤清（54歲）、王仁雷（52歲）、羅雪剛

（58 歲）、崔慶琪（58 歲）；皆在 52-58 歲間，平均年齡 55 歲。至於，監事

會的年齡層稍高，如詹思祿（61 歲）、方建平（60 歲）、劉元龍（68 歲），雷

世銀（59歲）、舒南武（67歲），平均 61歲，屬於中老年世代。。 

4. 支持擁護中共領導 

天主教「一會一團」與基督教愛國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佛教協

會、中國道教協會雷同，皆歸中國共產黨統戰部、國家宗教事務局管理。後

者給予前者合法的特殊寡占宗教利益地位，前者也相對的支持、擁護共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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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形成上下隸屬的「恩庇主義」（patron- clientelism）關係。中共保護五大宗

教組織在境內的合法權利，形同給予恩惠，而五大宗教組織及其成員，回報

此恩惠，接受其領導，並對黨國體制效忠。 

在這次改選會後，於 8月 23日下午立即於北京召開聯席會議，由沈斌主

持。楊永強主教、潭立鑄教友、楊宇神父帶領學習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精神；

郭金才主教組織學習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崔茂虎在中國

天主教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沈斌主教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會見「一會一團」第十屆領導班子時的講話精神。

「一會一團」領導幹部彼此分工，集體學習中共統戰部、國家宗教局長及全

國政協主席的講話內容要旨，向中央表態效忠，展現對黨的宗教政策認同。 

 

（三）相關意涵 

1. 維護國家主權 

中共一向標舉國家主權至上原則，境內宗教事務外國不能干涉。就天主

教來看，中國大陸模式為全球天主教組織的例外。當全球各地的天主教組織，

皆按梵蒂岡的標準選出教區的神父、主教或樞機主教。然而在中國大陸境內，

在中共建政後，就高舉「天主教愛國會」的標誌，拒絕梵諦岡的干預。 

因此，2022 年中國大陸天主教的「一會一團」的改選、換屆，選出新的

教會領導組織，只是延續過去在中共一黨獨大，建構出「自治、自傳、自養」

三自愛國教會的傳統。意味著中國大陸各地天主教區內的信徒、神父、修女、

主教，可以憑其自由意志及傳統，選拔出各省區的愛國會或主教團的代表，

再改選、組成中國境內最高階層的天主教「一會一團」自治組織。此舉象徵

中共主權至上，無須外人干預情況下，「合法」產生第十屆天主教「一會一

團」，來領導中國大陸境內各省區的天主教徒。 

2. 學習習近平宗教政策論述，推動宗教中國化 

第九屆天主教「一會一團」於 2016 年選舉產生。習近平主政下，2015

年就在全國宗教事務會議上，提出「宗教中國化」的芻議。最近幾年此概念

不斷賦予新意涵，成為中國境內各宗教都要朝「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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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中華文化」的方向前進，並被官僚體系擴張解釋，成為熱愛「習近平」的

宗教主張及作為1。 

在此次開幕式中，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兼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崔茂虎就呼

應習近平的主張，要求天主教界除了應該維護傳統獨立自主辦教的原則外，

尚要認真學習總書記習近平對宗教工作的重要論述與中央政策，以及推動

「天主教中國化」，團結天主教界人士，迎接「二十大」的召開。 

8 月 23 日汪洋接見「一會一團」幹部時說得更細膩與透徹。在傳統立場

部分，要求天主教領袖維持自主辦教，自覺抵禦境外勢力滲透，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與發展；在對習近平的宗教中國化的論述，他要求天主教界應該引

用「中國文化、語言、表達方式」來闡釋與研究教意及經典，深入推動中國

天主教中國化。 

3. 培養愛黨愛國之宗教人才 

中共始終將黨置於國之上，國家機器中的宗教管理組織，再置於各宗教

組織之上。形成以黨領導國，以國管理宗教的「黨國二元」宗教管理體制。

天主教「一會一團」即是在此體制下，接受黨及國的指揮。 

汪洋重申過去黨國領導宗教的論述，他也認為天主教界要注重組織及人

才的培育，唯有培養在政治上愛黨愛國，宗教神學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教

眾之天主教神職人員，才能建構堅強的帶領群眾認同黨國組織。形同黨控制

「一會一團」，「一會一團」控制了全中國大陸境內優秀的愛黨愛國神職人

員，進而控制了天主教界的會眾。。 

4. 在黨領導前提下維持天主教自主性 

「一會一團」的成員包含曾被梵蒂岡「絕罰」2的主教及梵蒂岡接受的主

教兩類人員。 

                                                           
1 在「宗教中國化」被基層官員擴張解釋下，習近平的肖像常取代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家裡的十

字架或耶穌肖像；也會取代藏傳佛教的活佛肖像。 
2 絕罰（拉丁語：Excommunicatio，字面上的意思是斷絕來往），又譯破門律，分為天主教教宗、

主教絕罰兩類。是指開除其教籍、驅逐出教、逐出教會等，為宗教內的懲罰行為，被絕罰之人

將與教會隔離，沒有教會所予之救贖；而新任教宗或主教可以對前任之絕罰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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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濟各教宗上任前，梵諦岡歷任教宗曾經分別對馬英林、劉新紅、郭

金才、黃炳章、雷世銀、岳福生、詹思祿等主教，施予「絕罰」處分。到

2018 年中梵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時，方濟各赦免這些主教。在本屆仍

然可看到這七位主教擔任要職，黃炳章、岳福生、劉新紅擔任「一會」副主

席，郭金才擔任主教團副主席，馬英林擔任主教團名譽主席，詹思祿、雷世

銀擔任監事會監事長及監事。代表中共高層同意倚重曾被絕罰的主教，在黨

領導下，維持天主教界自行選舉的自主性。 

 

（四）研析意見 

今年「一會一團」換屆改選，與未來中梵兩國之關係並無直接關聯，但

是我們依舊可以從中觀察梵蒂岡對改選後中國天主教界的回應，以及方濟各

教宗對中共管理宗教的各項作為幾乎「噤聲」，而作為未來中梵兩國關係

「正常化」的算計。 

1. 「一會一團」，「捨梵諦岡、就中共利益」 

梵諦岡教宗方濟各為中國天主教界形式上的宗教領袖，而天主教「一會

一團」則屬中共政權下的愛國教會組織。「一會一團」寧可接受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而非聽命於梵諦岡的指揮。頂多奉教宗為形式上的宗教領袖，實質

上接受中共的管理。「一會一團」由中國大陸教徒自行選拔修女、神父、主

教，分別擔任其主席、副主席，監事會監事長與副監事長等職。當梵諦岡與

中共利益衝突時，合理估計「一會一團」將捨梵諦岡而就中共的利益。 

2. 梵諦岡為續簽〈中梵主教任命臨時協議〉作準備 

到目前為止，梵諦岡從未對中國改選「一會一團」有任何異議，形同

「默認」改選的結果。報載李山主教擔任愛國會主席，沈斌主教為主教團主

席兩人皆曾被梵諦岡晉封為主教，似乎象徵中共對梵諦岡表達善意。但是，

綜觀選出的人選，依舊有 7 名主教曾被絕罰。現任教宗雖赦免其「絕罰」；

形同檯面上的「一會一團」成員皆為梵諦岡同意的人選。只不過，這些人選

是由中國大陸境內自行產生，而非由梵諦岡系統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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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梵諦岡尊重中共國家主權的前提下，接納中國天主教區自行

產生「一會一團」的最高組織模式；進而接受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改選

結果。這項默契，鋪成中梵兩國的友好氣氛，也為今年 10 月續簽「中梵主

教任命臨時協議」作準備。 

3. 梵諦岡對中共積累善意 

2018 年首度簽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2020 年續簽此協議。如果今年第

二次續簽，教宗方濟各還是可以擔任中國教區的天主教領袖。教宗為了完成

其歷史定位，除了對中共不斷遞出橄欖枝，多次表達祝福中國大陸人民及中

共最高領導政權，也渴望有機會拜訪中國大陸或在其他地區與習近平見面。

這些政治動作，無非表達梵諦岡對中共的善意。 

除了累積這些善意外，梵諦岡對中國大陸境內受宗教人權迫害者幾乎完

全噤聲。例如：教宗從未批評中共在新疆對伊斯蘭教徒送入在教育營的不當

作為，也未關注藏傳佛教徒受到壓制的現象。連基督教、天主教地下教會受

衝擊，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因違反「國安法」被拘捕，他都未表達關切。教

宗這些作為，就是希望有機會訪問中國大陸，或是常態性的巡視中國大陸教

區，最後兩國得以建交，梵中關係進一步發展。 

4. 要求地下教會加入愛國會 

「一會一團」改選之後，它們成為中國大陸境內天主教實質最高領袖及

組織。在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簽定的框架下，教宗曾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

書寫「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形同放棄地下教會的

信徒、神父、主教及樞機主教。希望他們加入愛國教會，接受「一會一團」

及中國共產政權的領導。方濟各這項主張，完全違背歷任教宗的作為，也捨

棄原本效忠梵諦岡 1,000 萬子民3。他不只要求部分教區的主教讓出位置給愛

國教會主教4；連在境內地下教會主教、神父拒絕加入愛國教會而被逮捕，教

                                                           
3 教宗方濟各要求地下教會信徒、神父、主教加入愛國教會，在宗教研究者看來，形同「教難」

（孔令信，2022.8.27）。 
4 2017 年 10 月、12 月，在教宗方濟各主導下，中國大陸汕頭教區（廣東省）主教莊建堅和閩東

教區主教郭希錦辭職，分別讓位給中共自選的官派主教（也稱非法主教）黃炳章和詹思祿，他

們只能擔任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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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被強制拆除，也從未表態關心。估計在未來，這種事件依舊重演，教宗為

了追求他在中國大陸的宗教與政治利益，將持續放棄其子民。 

 

（五）結語 

第十屆天主教「一會一團」的改選多了監察組織，成員年輕化，也與歷

屆天主教「一會一團」同樣表態支持中國共產黨及國家部門的領導。這項改

選透露出中國天主教在國家主權至上的原則下，建構自選「一會一團」的愛

國教會最高組織。中共掌控此組織，這些教屆組織成員也願意表態學習習近

平的宗教論述及國家宗教政策，朝天主教中國化邁進。中共也透過「一會一

團」，希望他們能夠為黨國培養優秀天主教界人才，進而攏絡天主教徒接受

黨國領導。 

至於中梵關係，可以估計梵諦岡尊重中共「一會一團」的特殊模式，未

來「一會一團」只會尊梵諦岡教宗為形式上的宗教領袖，實質上以中共馬首

是瞻。在「一會一團」人選中，依舊可以看出中共強烈的自主性，梵諦岡也

全盤接受未表達異議，無發在未 10 月續簽梵中主教臨時協議累積善意。當

然梵諦岡的目的在於梵中建交，因此它對中共在境內的宗教人權迫害事件，

幾乎視而不見，也未置喙一語。而且方濟各為了進入中國大陸廣大禾場，在

可預見的未來，恐會持續犧牲天主教地下教會信徒、神父、修女、主教的利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