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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状况报告
——基于 调查数据

北京 大学 宗教文化研究院课题组 卢 云峰 执笔

内容提要 ： 本 报告 利 用
“

中 国 家 庭追踪 调 查
”

的 数 据对 我 国 当 代 宗 教 状 况 进行 了 描 述 。 调 查发

现 ， 我 国 只 有 的 人 自 认为 有 宗教 信仰 。 在这 些人 中
，

女性 、 中 老年 人 、 受教 育 水

平低 的被 访 者 比例 偏 高 ； 宗 教信仰 与 收入之 间 不 存在相关 ， 但 当 人们 的客 观收入 相 当

时 ， 有 宗教 信 仰 的人对 自 身 经济地位 和社会地位 的 主观评价 更高 ， 这 意 味着 宗教信仰

有 助 于 增 加 人们 对现状 的 满 足感 。 佛 教 仍 然是 我 国 最 有 影 响 力 的 宗 教 ， 的 被 访

者 自 认 为信 仰佛 教
，

几 乎是其他所 有宗 教 信徒 总 和 的 两倍 ； 另 外
， 相 较 于 基督徒 ， 佛

教 信 仰者 的 年轻人和 高 学历 者 比 例 更 高 ， 而 文 盲 和半文 盲 的 比 例 更 低 。 数 据 显 示
，

的人信 仰 基督 教 ， 据 此推 算 ， 我 国 大 概有 万左 右 的 基督徒 ， 从信 徒规 模来看 ， 基

督教 巳 成 为 汉人地 区 第 二 大 宗教 ； 在 局 部 地 区 基督徒 的 绝 对数 量 已 经超 过佛 教徒 ， 所

以 我 们 判 断 基督 教 在 我 国 已 形 成
“

全 国 存在 、 局 部 聚 居
”

的格局 。 另 外 ， 从 信徒 的 组

织 化程度 、 信徒参 与 宗教 活 动 的 频 率 以 及信徒 对 宗 教信 仰 重 要性 的 主观评 价这三 个指

标来看
，

基督教甚 至 已 经超 过佛 教 。

关 键 词 ： 中 国 家庭追踪 调查 当代 宗 教

引言

我 国当代宗教状况已 引 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 相对于宗教 的迅猛发展
，

学界对宗教人群 的定量研究

略显滞后 。 由 于种种原 因
，

全国范围涉及宗教信仰 的抽样调査比较少见 ， 学界能够公开利用的 有关宗

教的抽样调查数据更是缺乏 。 有感于此 ， 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
“

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
”

项 目 组在 年 的调查 中专门设计了 组有关宗教信仰 的模块
，

其中包含以下三个问题
：

一

、 请问您属于什么宗教 ？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 回教 ） 基督教 （ 新教 ） 天主教 无宗教 其他 【 请

注明 】

二
、 不管您是否参加宗教活动 事宜

， 宗教对您来说重要吗？

很重要 有点重要 不重要

三 、 您大概多常参加宗教活动 事宜？

从不 —年一次 —年几次 一月 一次 —月 两三次 —周一次 —周几次 其

他 【 请注明 】

“

中 国家庭追踪调査
”

自 年始至 年已经开展 了三期调查 。 调查对象为中国 个省 、 市 、

本报告是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科研项 目
“

中 国宗教跟踪调査
”

的成果 ， 执笔者卢云峰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 北

京大学 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 张志刚 、 任强和李丁对本文亦有贡献 ， 特此致谢 ！
本报告使用的数据来自 北京

大学
“ ”

项 目资助
、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 中国家庭追踪调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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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区 的家庭户 和样本家庭户 中的所有家庭成员 ， 不含香港 、 澳门 、 台 湾 、 新疆 、 西藏 、 青海 、 内 蒙

古 、 宁夏 、 海南。 由 于这 个省 、 市 、 自 治 区 的人 口 约 占 全国 总人 口
（ 不含港 、 澳 、 台 ） 的 ，

因 此
，
可 以将 的样本视为一个全国代表性样本 。 该调查的 目 标样本规模为 户 。 其 中 ，

有

户从上海 、 辽宁 、 河南 、 甘肃 、 广东五个独立子样本框 （ 称为
“

大省
”

） 过度抽样得到 ， 每个
“

大

省
”

户
；

另有 户 则从其他 个省份共同构成的一

个独立子样本框 （ 称为
“

小省
”

） 抽取 。

个
“

大省
”

的子样本具有地区 自 代表性
，

可以进行省级推断 以及地区间 比较 。 个
“

大省
”

样本框在二

次抽样后
， 与

“

小省
”

样本框共同构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总样本框 。

①

基于此次调査数据 ，
本报告试图对当代中 国 的信仰状况进行描述

， 包括宗教信徒 的 比例 、 宗教信

徒的人 口特征 （ 性别 ， 年龄 ， 社会阶层 ） 、 以及当前中 国信仰版图 中的一些突出 特点 。

一

、 当代中 国信仰状况概览

在这一

部分
， 我们将用调查数据呈现中 国信仰版 图

，
被访者参加宗教组织及宗教活动的情况

，

以

及被访者对信仰重要性的主观认定 。

当 代中 国信仰版图

目 前我国政府承认五大宗教 ： 佛教 、 道教 、 基督教 、 天 主教和伊斯兰教 。 年的 调查数

据显示 （ 见图
，

就全国 而言 ， 的 受访者认为 自 己 没有宗教信仰 ，
只有 的人宣称有宗教信

仰 。 其中 以佛教徒最多
，
大概有 的成年受访者认为 自 己 属于佛教

， 占所有宗教徒的 以上 。 其

次是基督新教 ， 比例达到受访者的 。 排其后的分别是道教 、 伊斯兰教和天主教
， 占受访者的 比例

都在 左右。 考虑到本次调查没有涉及新疆 、 西藏 、 青海 、 内蒙古 、 宁夏 、 海南 ，
而这几个省份的

是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聚集区域 ， 所以佛教和伊斯兰教的 比例或许有所低估 。

其他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新教

无宗教

图 全国成年人的宗教信仰情况

数据 来源 ： 。

的数据显示 ， 我国近 的人 自认为
“

无宗教信仰
”

， 只有略多于 的人 自认为有宗教信仰 ，

这与皮尤调查报告所称的
“

在世界范围 内 ，
超过 的人认同 自 身归属某

一

宗教群体
” ②

的判断形成鲜

明的对 比 。 事实上 ，
不只是 调查数据

， 中 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 （ 数据
③

也

① 有关 项 目 的抽样方法和调查过程 ， 感兴趣者可 以参考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网站相关档案 文件 （

② 见美国皮尤研究 中心 《 年世界主要宗教群体规模和分布报告 》 ， 谢荣谦 、 雷春芳编译 ， 《 世界宗教文化 》 ， 年第 期 ，

第 页 。

③ 有关这一调査的具体信息参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文件和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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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 中国的
“

无宗教信仰者
”

比例非常高 （ 见表 。

表 我国成年人的宗教信仰情况

宗教类型

佛教
‘ ‘

道教

—

民间信仰

“

回 伊

—

天主教
— —

基督教
一

一

“

无宗教信仰
一 “

其他

— —

合计
— —

样本数

数据来源 ： 、 、 、 、 年数据为 未加权结果 。

当然 ， 全国不同地区宗教情况存在差异。 数据五个具有独立代表性的省份的样本显示
， 辽宁

和广东宣称信仰宗教的较少
， 其他三个省份都相对较多 ， 且比例相差不大 。 上海受访者中信仰宗教的

大多数选择的是佛教 ， 其他省份佛教虽然也是选择最多的
， 但是其他宗教也占有一定比例

， 例如 ， 河

南信基督教的 比例达到 ， 接近佛教 ， 甘肃穆斯林的 比例达到 。

表 特定省份成年 人的宗教侑仰情况

宗教归属 上海 辽宁 河南 甘肃 东

一

伊斯兰教 （ 回 ）

基督新教

天 主教

无宗教

合计

样本数

“ —

数据来源 ： 。

需要注意的是 ， 在华人社会中 ，
很多 自 称无宗教信仰的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 。 张茂桂和

林本炫曾对无信仰者进行过细致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 他们对于那些 自 称无宗教信仰的被访者进行了多

次追问 。 首先是问被访者是否有宗教信仰 ， 很多人选择无信仰 。 然后对无信仰者进行第一次追问 ， 是

否
“

信神
”

？ 有六成无信仰者选择
“

信神
”

有四成人选择不信 。 接下来进行第二次追问
‘

对象是不信

神者 ， 问他们是否
“

拜神
”

， 发现在 自称无信仰也不信神的人中 ， 有七成是会拜神的 。 而所有这些人 ，

当被继续追 问时又会说 自 己所拜的神属于佛教 。 如此一

来 ， 真正无宗教信仰且不信神也不拜神的人
，

只 占被访总体的 。

①
上述研究表明 ， 很多人选择无宗教信仰只是因为他们对

“

宗教
”

的理解存

在偏差 ， 或者说我们 的测量工具仍有待改进。 单纯测量宗教归属而忽略宗教性的其他维度 （ 宗教实践 ，

宗教信念 ， 宗教体验等 ） 仍难以真实反映现实状况。 未来在测量人们的信仰状况和宗教活动时 ，
我们

需要有更合适的问题。 有鉴于此
， 年的调查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改进 ，

届时我们就能对 自认为

① 张茂桂 、 林本炫 ： 《 宗教的社会意像 ：

一

个知识社会学的课题 》 ，
（ 台湾 ） 《 中 央研究院 民族学研究 所集刊 》 第 期

，
第

页
，

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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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宗教信仰的被访者进行更为细致的探究 。

宗教组织以及宗教活动参与状况

调查表 明 ， 即使是那些 自 认为有宗教信仰 的人也很少参加宗教组织 。 全 国仅有约 的受访者加

入了 信仰或宗教团体 。 从分省的情况来看 ， 河南 、 甘肃 、 辽 宁等省加入宗教组织的受访者较多 ， 而广

东的 受访者中加入宗教组织 的非常少
， 上海受访者中虽有 宣称 自 己信佛

， 但加入宗教团体和组织

的受访者同样不到 见 图 。

“

■

卜
，

】

丨 ■ ■ ‘

全国 上海 辽宁 河南 甘肃 广东

不同地 区的受访者加人宗教团 体的比例

数据来 源
： 。

尽管受访者中参加宗教组织 的 比例不高 ， 但国人整体上而言参加社会组织的程度本身就不高 。 因

此 ， 相对而言 ， 宗教组织成为表中各类组织 中排在共产党 、 共青 团 、 工会组织之后第四大组织
， 也是

第一大社会组织
， 部分地区宗教组织成员人数甚至超过工会会员人员 （ 见表 。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

基于宗教信仰 的社会组织的 出现并壮大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

表 全国及特定 省份成年 人受访者的组 织参与情况
—

组织类塑
！ ±海 辽宁 河南 甘肃 东 全国

中 国 共产党

民 主党派

县 区和县 区级以上人大 （ 代表

县 区和县 区级以上政协 （ 委员 ）

工会

共青团

妇联

工商联

非正式联谊组织 （ 社区
、 沙龙等

宗教 信仰团体

其中 ， 基督新教

私营企业主协会

个体劳动者协会

其他

以上都没有

人数

数据来源 ： 。

从宗教活动参与情况来看 （ 见表 全国参与宗教活动的人比宣称有宗教信仰 的人还少
， 部分人

自 认有宗教信仰者并不参加宗教活动 。 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中 多数人参加频率不高 ，

一年只 有一次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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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表示每周 都会参加宗教活动的受访者 占全部受访者的 左右 。 就不同省份而言 ，
河南受访者参

与宗教活动的人最多
， 每周参加

一

次到几次活动的受访者就达到 。 甘肃一周参加
一

次或几次宗教

活动的受访者达到了 。 经济更为发达的广东 、 上海等省市的受访者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要低一些 。

表 全国及特定省份成年人的宗教活动参与频率

参加宗教活动的频率 全国 上海 辽 宁 河南 甘肃 广东

从不

一年一次

一

年几次

一

月
一

次

一

月两 三次

一周一次

一

周几次

合计

样本数

数据来源 ： 。

这种情况在 年的 调查 中 同样得到体现 ， 年调查 中我们询问 了受访者最近三个月 的

宗教活动参与 情况 （ 见图 。 整体而言 ， 全国也就 的受访者表示最近三个月 参加过宗教活动
， 远

远低于宣称 自 己信仰宗教 的受访者比例 ， 但高于表示加入了宗教组织的受访者的 比例 。

口 否 ■ 是
——

—

全国 上海 辽宁 河南 甘肃 广东

图 不同地区的受访者最近三个月 是否参加宗教活动

数据来 源 ： 。

年的调查还显示
，

河南和甘肃 的受访者参与 宗教活动更多且频率更高 （ 见表 。 进
一

步地分

析发现 ， 甘肃的伊斯兰教徒几乎每天都会举行和参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活动 。

表 全国及特定省份最近三个月 宗教活动参与者参 与频率情况

参与频率 全国 上海 辽宁 河南 甘肃 广东

几乎每天

一周几次

一

月 几次

一月 一次

几个月一次

没有参加

合计

样本数

数据 来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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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与宗教活动的时间安排来看 （ 表 ， 年的调査显示
，
工作 日 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占 ，

周末参加宗教活动的人相对多
一些

，
达到 。 从用时来看 ， 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平均每天用时

一

个半

小时左右 。 辽宁和甘肃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平均用时相对较长 ， 无论工作 日还是休息 日 ， 平均每天用时

都超过 个小时 。 从工作 日 与休息 日 的差异来看 ， 广东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工作 日和休息 日 活动时长差

异不大 ， 但是休息 日 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更多 。 而河南的宗教信仰者不仅休息 日 参与宗教活动的比例更

髙
，

活动时间也比平时更长 。 辽宁的情况与此类似 ， 但差异要小
一些。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各省教

徒类型结构存在差异有关 ： 河南 、 辽宁的基督徒比例相对较高 ， 周末参与礼拜活动更多 ， 而广东的宗

教信仰者绝大多数信佛教 ， 而佛教组织化程度更低 ， 缺少相应的短周期宗教活动 。

表 全国及特定省份成年人最近一个月 平均每天宗教活动参与用时情况

作 参加 比例 （ ％ 均值 标准差 最小时间 最长时间 参加宗教活动人数
丨

样本数

上海

辽宁

河南

甘肃

广东

全国

休息 日

一 —

上海

辽宁

河南

甘肃

广东

全国

数据来源 ： 。

被访者对宗教之重要性的主观认定

不管受访者是否宣称 自 己信仰某种宗教 ， 也不管是否参与宗教活动 ， 当被 问及宗教对 自 己的重要

性时 ， 有 的受访者表示宗教对其很重要 ， 超过前述宗教活动及宗教组织的参与 比例 。 上述比例在

不同省份有所差异 ，
河南和甘肃接近或达到 广东只有 。 全国有 的人认为宗教对其不

重要 ， 各省的 比例有一定的差异 ，
但都低于宣称没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的比例 （ 表 。 也就是说 ，

至

少有部分宣称不信宗教的人并不认为宗教对 自 己而言不重要 。 这些受访者有一定的亲宗教倾向 ， 这有

利于宗教文化的发展。

表 全国及特定省份成年人对宗教重要性的认定情况
一

宗教重要性 全国 上海 辽 宁 河南 甘肃 广东

很重要

有点重要

不重要

合计

样本数

数据来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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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当代中国宗教信徒的人 口学特征

尽管总体上而言我 国宣称信仰宗教 的人不多 ， 但并不妨碍我们追问
“

哪些人更有可能宣称信仰宗

教或参与宗教活动呢 ？

”

。 在这一

部分 ，
我们将探讨不同性别 、 年龄

、 受教育程度 、 城乡来源 、 经济收

人水平 的人 口 中信仰宗教的群组差异情况 。

、 性别与 宗教信仰

无论是历史上看 ，
还是在其他社会 ，

女性 比男性更倾向于信仰宗教
， 中 国也不例外 。 调查发现女

性受访者 中有 表示有宗教信仰 ， 髙于男性 的 。 表示信仰宗教 的人 中 ， 女性 占近乎 具

体为 。 女性中有 加人宗教组织 ， 而男性受访者中表示加入 了宗教组织的 比例为 。 而

加人宗教组织的人中
， 女性超过 。 女性中认为宗教很重要的为

，
男性中仅 认为是这样 。

女 道教 伊斯兰教 （ 回教 ） 男 《他 丨弗教 基督教
新教 ）

依 佛教 ■ 逼教 《 伊斯兰教 （ 回教 〉 墓督教 （ 新教 ） 天主教 无宗教 ■其他

图 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宗教信仰情况

数据 来源 ： 。

年龄与宗教信仰

如表 所示
，

岁 以下 的年轻人 中信佛教的 比例高于 岁 以上的 中老年人。 而基督教相反
，

岁 以上的中 老年人中信基督教的 比例高于年轻人 。 这是否意味着佛教对年轻人 的吸引力更大呢 ？ 由 于

被访者中基督徒和佛教徒的数量较少 ， 统计效力不够 ， 不能代表全国 。 这一 问题有待进
一步研究 。 有

关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表明
， 大学生确实对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有着一定的偏好 ， 但基督教也

有相 当 的市场 ，
而且基督教在大学生具有很高 的可及性

， 部分高校学生 中有超过半数被基督教传过

教。 未来的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数据还显示
， 中老年人加入宗教组织的 比例髙于年轻人 （ 见图

。 不过样本 中 ， 年轻人中认为宗教重要的 比例甚至 比中老年的还要稍高一些。 信教者中各个年段人

口 的 比例与总人 口 的结构类似 ， 除基督徒 中 岁 以上老人比例偏多 （ 占 外。

表 年龄状况与宗教信仰

宗教归属 合计
一

佛教
“

一

道教
—

一

伊斯兰教
“

一

基督教
—— 一

一

天主教
一 “ 一

一

无宗叙

其他
—

—

合计
“

样本数

数据 来源
： 。

① 孙尚扬 、 李丁 ： 《 北京市大学生对基督宗教态度的调查报告 》 ， 《 同济大学学报 （ 社科版 ） 》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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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年龄段 的受访者参加宗教组织的 比例情况

数据来源 ： 。

文化水平与 宗教信仰

表 显示
，
整体而言 ， 大专及 以上文化水平的人 （ 特别是本科及 以上文化水平的人 ） 有宗教信仰

的人相对更少。 但其他各种文化水平的人中信教 的 比例都差不多 。 以宗教类属来看 ，
文化水平中等 的

人信基督教的 比例相对较低 ，
处于两端的人信基督教的 比例反而相对较髙 。 相反

， 中高学历 的受访者

中认为 自 己 信仰佛教的 比例仍然比较高 。 宗教组织参与 的模式与基督教教徒分布模式很近似 ， 文化处

于两端的人加人宗教组织 的 比例更高
一些 （ 见图 。 由 于我 国人口整体而言文化水平并不高 ， 因此从

教徒 内部的构成来看 ， 宗教信徒中文化水平在初 中及 以下 的 占到 左右 ，
文化水平大专及以上的不

足 。

表 文化水平与宗教信仰

宗教归属 文盲 半文盲 小学 初 中 高中 中专 职髙 技校 大专 合计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 回 教 ）

基督教 （ 新教 ）

天主教

无宗教

其他

合计

样本数

数据来源 ： 。

大学本科

大专

高中冲专 职高 技校
”

初 中

小学

文肓 半文肓
息 ■

—

图 不同教育水平的受访者参加宗教组织的比例情况

数据来 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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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 差别与 宗教信仰

表 表明 ， 城镇和农村 的被访者中有宗教信仰者的 比例相差不大 。 但不同地区 的宗教类型结构有
一定的差异

， 城市 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比例较高 ， 镇级农村佛教徒较多。 从组织参与比例来看
，

城镇

受访者中加人了宗教组织的 比例更高 ，
且认为宗教重要 的人更多 （ 图 。

表 城乡 受访者的宗教信仰状况
——

宗教归属 市 镇 村 合计

伊斯兰教 （ 回 教

基督教 （ 新教

天主教

无宗教

其他

样本数

数据来源 ： 。

―

‘ ‘ ‘

市 镇 村

图 城乡 不同来源的受访者中认为宗教重要的 比例情况

数据 来源 ： 。

人口 流动与 宗教信仰

改革开放以来 ，
人 口 的大规模频繁流动是我国社会的 巨大改变之一

。 宗教作为社会支持来源之一

，

是否会在更需要支持的流动人 口 中更为兴盛呢 ？ 表 说明
，

总体而言 ， 流动人 口 中宗教信徒 比例并不

明显高于非流动人 口 。 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情况值得关注 。 非流动人 口 中天主教 的 比例相对较高 ，
而

流动人 口 中基督徒的 比例较高 。 而且 ， 样本 中流动人 口 中加人宗教组织的 比例 ， 认为宗教重要的 比例

都要高一些 ， 不过差距并不特别大 ， 虽然该差距在统计上显著 。

表 不同 来源地的受访者的宗教信仰情况
—

宗教归属 来 自 本 乡镇 来 自 其他地区 合计

佛教

伊斯兰教 （ 回教 ）

基督教 （ 新教

天主教

无宗教

合计

样本数

数据 来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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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与宗教信仰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信仰宗教的可能性是否相同呢 ？ 有关文化基督徒 、 文化佛教徒讨论似乎都在将

宗教信仰与特定的社会阶层联系起来 。 依据 中受访者个人的年收入 ， 可以将受访者分为不同的 阶

层 。 从表 可以看到
， 不同收入水平的受访者中表示 自 己 不信仰宗教的 比例差不多

，
收人与是否信教

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 。 具体到各个宗教 ， 收入水平与信教类型的关系也不大。
一个稍微值得注意的情

况是 ， 没有任何收人的人信基督的较多 。 有一

点点收入的人中表示信佛的比例较高 。

表 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的倍教情况

收人分组

无收人 以上 合计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 回教 ）

基督教 （ 新教 ）

天主教

无宗教

其他

合计

样本数

反过来看得更清楚一些 ， 不同宗教信仰 的人的经济状况似乎还是有所不同 。 穆斯林和天主教徒中

没有经济收人的人更多 。 天主教徒 ， 即使有收入 ， 平均年收人也比较低 ，
而穆斯林

一

旦有收入 ， 平均

收入还不低 （ 表 。 相对于没有宗教信仰 的人
，
基督徒的收入水平似乎相对较低 ，

穆斯林和佛教徒

的平均收入较高 。 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
一定的相关关系 。

表 不同宗教倍仰的人的收入水平情况

有收入
无收人者占 比

平均收入 收入标准差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 回教 ）

基督教 （ 新教 ）

天主
、

教

无宗教

其他

合计

社会阶层与宗教信仰的关系还体现在信仰与阶层认同的关系上 。 社会学家认为 ， 当人们的预期高

过现实时 ， 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 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 反之 ， 如果人们客观的收入较低但对 自身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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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评价较高时 ， 那么这意味着人们的满足感较高 ， 从而有益于社会稳定。 从 的

数据来看 ， 宗教信仰似乎可 以改善人们对于 自 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认知 。 相对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 有

宗教信仰的人中认为 自 己 收入地位很髙的人比较多 ，
而基督徒中认为启 己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比较多

表 表 。 这似乎表明宗教信仰有助于增加人们对生活的满足感 。 不过 ， 由于各个宗教被调查的

人数较少
， 要分析各类宗教信徒内 部的结构 ， 数据的统计效力显得不足 。 目 前而言 ，

“

宗教信仰

有助于增加人们对现状的满足感
”

还只能是
一

个研究假设 ， 未来我们将利用相关数据扩充宗教信徒的

样本规模 ’
以期对此假设进行验证。

表 不同宗教信徒自 认的经济地位构成情况

收人地位
‘

很低 较低 一般 较髙
丨

很高 合计

一

样本数

佛教

伊斯兰教 （ 回教
￡

基督教 （ 新教

—

天主教

无宗教

—

数据来 源 ： 。

表 不同宗教信徒自 认的社会地位构成情况

社会地位

很低
丨

较低 一般
丨

较高
丨

很高 合计 样本数

佛教

伊斯兰教 （ 回教

基督教 （ 新教

天主教

无宗教

合计

数据来源
： 。

三 、 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状况

中 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一直是一个人言人殊的问题。 《耶稣在北京 ： 基督教如何改变中 国及全球力

量平衡 》
一

书认为 ， 过去 年中 国的基督徒已经由几百万发展到近 万 ， 照此趋势 ， 中国 的人

口 有可能在今后 年内成为基督徒 ，
届时中 国也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 。 美国福音派的媒体

《今 日 基督教 》 则更为乐观地估计中 国的基督徒巳达 亿 。 与以上估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抽样调查

表明 ， 基督教在中 国的信徒规模远不如上述估计乐观。 年中 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的 《宗

教蓝皮书 》 认为 ，
中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为 万人 ， 其中 万人受洗。 由 于该数字远低于社会

上流传甚广的
“

中 国至少有 万基督徒
”

的认识 ，

一

时之间引起不少关注 。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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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调査数据显示基督教 已经成为我 国 （ 新疆 、 西藏 、 青海 、 内蒙古 、 宁夏等省市除外地

区的 ） 第二大宗教 ， 在个别省份如河南 ，
基督徒的 比例 已经超过了

， 在河南省的农村地区 自认为是

基督徒的被访者比例 已经超过佛教徒 。 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收集的覆盖全国各省市的 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 （ ， 汉族样本数据中 自称信仰基督教的人所占比例 同样

巳经排在了五大宗教的第二位 ， 比例与 调查所得数据相 当 。 由此我们认为基督教在我 国已经形成
“

全国存在 ，
局部聚居

”

的分布格局 。

表 汉族样本的宗教倍仰情况
—

宗教类型 合计

佛教

道教

民间
一

回 伊
“

一“ “

天主教

一

基督教
一

—

无
“

釦他
“ 一

合计
一

样本数

“

数据来 源
： 年数据无权重 。

以 占 总人口 的 计算
， 中 国 的基督徒大概有 万左右 ， 与 年宗教蓝皮书的估计相近

，

远低于流行的 万的估计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低估基督教在中国 的影响 。 在随后的分析 中

我们将看到 ， 由 于基督教强调明确 的成员资格 、 绵密的宗教实践以及高度的宗教认同 ， 因此它的实际

影响非常大。

将近 的基督教徒加入了宗教组织

不 同宗教信仰的组织化程度存在差异。 在我 国 ， 佛教是第
一

大宗教 ， 但是它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

自称信仰佛教的人中 ， 加入宗教组织 的 比例不到 表 。 道教类似 ， 信徒中成为道士或其他道

教成员 的很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基督徒 、 穆斯林和天主教徒加人宗教组织的比例髙得多 。 伊

斯兰教和天主教在全国这一比例在 左右 ，
部分省份也达到 以上 。 而信仰基督教的信众 ，

加人了宗教组织 （ 更确切地讲 ， 回答问卷时
， 他们认为 自 己加人了宗教组织 ） 。 虽然不同地区之间存

在一定差异 ， 但是不少省份这些信徒加入宗教组织的 比例都在 以上 。 上海 、 广东等沿海城市化较

发达的地区
， 信徒加入宗教组织的 比例似乎要低一些 ， 只有 左右 。 前文数据还表明 ， 参与基督教

组织的受访者 比例排在了调査涉及的各类组织中第四位 。 总之
，
基督徒加人宗教组织的比例最高 ，

至

少有这么多教徒愿意在调查中能够明确表示 自 己 加入了宗教组织 ，
可见基督徒的组织归属感更强 。

表 不同 宗教信徒的组织参与率

宗教归属 ±海 辽宁 河南 甘肃
丨

广东 全国

佛教

伊斯兰教

‘ 教

天主教

无宗教

其他

数据来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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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参与 宗教活动 更积极

从宗教活动参与频率来看 ，
宣称 自 己信仰佛教的人中 从不参加宗教活动

，

一

年有一次或几次

的再占 去 左右 ， 只有 左右的 徒能够坚持每月 参与几次 ， 能够坚持每周都参与宗教活动的 比

例不到 。 道教信徒的情况更是如此
， 表示从不参与宗教活动 。 也许他们事实上参与宗教活动 ，

但至少调查时想不起来或者不愿意承认 。 穆斯林和天主教徒参与宗教活动 的频率较高 ，
这两个群体

的成员 能够坚持每周都参加宗教活动的 比例分别达到 和 。 宗教活动参与最积极 的是基督

徒 ， 他们中有超过一半 （ 能够坚持每周参与宗教活动 ， 每月 都参与宗教活动的 比例达到将近

， 表示从不参加宗教活动 的 占 。 各类宗教信徒 中 ， 基督徒宗教活动参与频率最高的 ， 至

少他们更愿意承认 自 己经常参与宗教活动 。 如果以每周都参与 宗教活动作为教徒的界定标准
，

覆

盖省份 中基督教已 然成为中 国教徒数量最多的宗教 。

表 不 同宗教信徒宗教活动参与频率

宗教活动参与频率

宗教归属 从不
一

年
一

次
一

年几次
一

月
一

次
丨

一

月 两三次
一

周
一

次 一周几次 合计 样本数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 主教

其他

数据来源 ： 。

基督徒对信仰重视度更高

基督徒的委身程度高还体现在对宗教重要性的主观评价上 ， 超过 的基督徒认为宗教对 自身很重

要
，
认为不重要的仅 对于宗教的重要性评价排在几种宗教 的最前面 。 其他宗教

， 如伊斯兰教徒

对宗教重要性的评价也 比较高 ， 认为宗教很重要的 占 比 认为不重要的只 有 。 天主教教徒对

于宗教重要性的评价排在其后
， 但认为宗教不重要的 比例达到 了 。 佛教和道教信仰者对于宗教重

要性 的评价 比前三者差很多 。 只有不到三成的佛道教徒认为宗教对 自 己 很重要
，
认为宗教不重要的都

达到三成左右 。 总之 ’ 基督徒组织性与虔诚性更强。

口 很 重要 有点重要 ■ 不重要

其他
丨 「 ：

“ “

：
：

尤宗教
丨

）
—— 二 二 ——

工 抽
大 主教

伊斯兰教 （ 回教 ）
：

道教

佛教 丨

图 不 同宗教信徒对宗教重要 的评价

数据来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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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与佛教徒的年龄及文化构成比较

的数据也显示
， 与佛教相 比

，
基督教虽然组织化程度更高 ， 更注重 日 常的宗教活动 ， 但是基

督教也存在
一些结构性的劣势 。 在年龄构成方面

，
基督教的年轻人比例低于佛教 ；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

，

基督徒的文盲半文盲的 比例 （ 高于佛教徒 （ ， 同时拥有本科学历的基督徒比例 （

低于佛教徒 （ 见 图 。 这似乎意味着佛教比基督教更能吸引年轻人和高学历的人 ， 但是鉴于

调查得到的基督徒样本较少 ， 我们 目 前尚难得出 这样的结论
，

需要进一

步地探讨 。

□ 文盲 半文盲 口 小学 初中 ■ 高 中 中专 职高 技校 ■ 大专 大学本科
一

—

■

—■

—

“

“

…
丨

丨 —

°

佛教 基督教
（ 新教 ）

图 基督徒与佛教徒的文化程度

数据来 源
： 。

基督教我国 已经形成
“

全 国存在 ， 局部聚居
”

的分布格局

的数据显示 ， 基督教 已经遍及全国
， 在部分地区 ， 如河南农村 ， 自 认为信仰基督教的被访者

比例 （ 甚至超过佛教 （ 成为第
一

大宗教的情况 （ 见表 ； 据此我们认为基督教在我

国 已经形成
“

全国存在 ，
局部聚居

”

的分布格局。

表 河南不同城乡地区受访者的宗教信仰情况

宗教归属 市 镇 村 合计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主教

无宗教

其他

合计

样本数 ，

数据来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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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论与讨论

通过分析 的数据 ， 我们可以对当前中 国民众的总体信仰状况得出 以下几点认识 ：

第一

， 中 国 自 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比例偏低。 皮尤的调査表明 ， 全球范围而言 的人信仰某

种宗教 ； 但是 的数据显示
， 我 国只有 左右的被访者 自认为有宗教信仰 。 其中 ， 佛教

的 比例 （ 最高 ， 其次是基督教 （ 、 道教 （ 、 伊斯兰教 （ 和天主教 （ 。

鉴于此次调查没有涉及穆斯林聚居较多 的新疆 、 青海 、 宁夏 ，
因此伊斯兰教被低估 ； 又鉴于内蒙古和

西藏没有被纳人调查
，
佛教徒的 比例也肯定被低估 。 但总体而言 ，

我国有 明确宗教归属的被访者比例

很低 。 即使那些 自认有宗教信仰的人 ， 也很少参与宗教组织或宗教活动 。 年的数据表明 ，
只有

的人加入宗教组织 ， 年的数据则显示
，
全国仅有 的受访者表示最近三个月 参加过宗教活动 。

需要说明的是 ， 尽管参加宗教组织的受访者 比例不高 ， 但是 由 于我 国居民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 ， 受访

者参加宗教组织的比例仅次于共产党 、 共青团和工会组织 。 宗教组织 巳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

第二
，
佛教仍然是我国最有影响力 的宗教 ， 的被访者 自 认为信仰佛教 ，

几乎是其他所有宗

教信徒总和的两倍
；

或许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板依佛教 ， 也没有常规的宗教实践 ，
但是他们愿意 自 我宣

称为佛教徒 ， 这 身就已说明佛教已深植民 间 。 另外 ， 从年龄和学历构成来看 ， 佛教似乎 比基督教更

为乐观 。 的数据显示
，
相较于基督教 ， 自 认为信仰佛教的被访者中年轻人和高学历的人比例更高 ，

而文盲和半文盲的 比例更低 。

第三
，
过去几年里 ， 学界一

直对中 国基督徒的人数争论不 已 。 很多从事 田 野调查的学者以及海外

媒体都认为中 国至少有 万左右的基督徒
；

的数据表明 ， 只有 的人信仰基督教 ， 据此推

算 ’ 我国大概有有 万左右的基督徒 ， 远低于 万的流行说法 。 多年调查数据也表明大概

的受访者是基督徒 ， 与 的数据相当 。 我们认为 ， 在分析基督教在我 国的发展现状时 ， 需要进行研

究视角 的转换 ， 即不再纠缠于基督徒的数量之争
，
而是从其他维度 （ 组织化程度 、 宗教实践及对宗教

信仰的主观评价等 ） 探讨基督教在中 国社会的实际影响 。 和 的数据表明 ， 从信徒规模来看 ，

基督教已成为汉人地区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
；

在某些地区 ， 比如河南农村 ，
基督徒的绝对数量 巳

经超过佛教徒 ， 所以我们判断基督教在我 国已形成
“

全国存在 、 局部聚居
”

的格局 。 从信徒的组织化

程度 、 信徒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以及信徒对宗教重要性的主观评价这三个指标来看 ，
基督教已经成为

汉族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

第四 ， 在我 国 ， 女性 、 中老年人 、 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更有可能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组织 。 有宗教

信仰者与无信仰者在经济收入方面无显著差异 ， 但是当人们的客观收入相 当时 ， 有宗教信仰 的人比无

宗教信仰的人对 自 身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更高 ，
这意味着宗教信仰有助于增加人们对现状

的满足感 ， 或者说宗教信仰提高了幸福感 。 社会学家认为 ， 相对剥夺感往往会导致社会动荡 ，
而满足

感则有利于社会稳定 。 如果宗教信仰能有效地提升人们对生活现状的满足感
， 那么它对社会稳定的作

用毋庸置疑 。 当然
， 需要说明 的是 ， 由 于本次 调査得到的宗教信徒样本数量较少 ， 我们很难对各

类宗教进行内部推断 ，
因此我们最好把上述发现当成有待验证的假设 ，

而非真实不虚的定论。

责任编 辑 张 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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