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同管理對教會增長之影響-以華人地區基督教會為例

葉輔焌、蔡佳靜

E-mail: 9511101@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就「教會增長」而言，認同管理模式理論(陳 川正，2000)之「互動式認同管理」與「教導式認同管理」

影響效 果何者較高，並加入「組織變革態度」此一干擾變項來共同探討其 影響效果。 本研究樣本為23間教會的華人基督

徒 (包含加拿大、印尼等 國家)，經實證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就教會增長而言，互動式認同 管理影響效果高於教導式認同管

理，又發現組織變革態度和認同管 理的交互項對教會增長有顯著影響，組織變革態度會干擾認同管理 與教會增長的關係

，亦即隨著組織變革抗拒態度增高，認同管理對 教會增長的影響力遞減。 經由本研究的發現，使得教會等非營利組織之

管理者，可拓展 過去對認同管理、教會增長、組織變革態度的視野，更清楚地知道 不同的認同管理模式，所產生認同層

次也不同，互動式認同管理可 有效地透過小團體互動，增進信徒彼此感情，產生對團體的認同， 進而對教會產生組織的

認同，而教導式認同管理可有效地透過大團 體教導，增進信徒對組織教義(價值觀)認同，但對團體認同的影 響程度不大，

此時信徒的委身(組織承諾)較無法提升，雖仍堅持 信仰，但對教會質的增長就會減低;因此，若要改變認同管理模式 時，就

需要評估分析組織變革時機及注意信徒面對組織變革的態 度，多與信徒有效的溝通減少衝突，可避免產生抗拒態度，進而

配 合各項事工(計畫)，減少出走率，也就能達成預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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