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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Pew Research Center 
Pew Research Center是一个无党派、无倡导性的资料库，向公众传播有关决定世界走向的课题、态
度和趋势的资讯。自身没有任何政策立场。该中心开展民意调查、人口研究、计算社会科学研究及
其他数据型研究，研究政治政策、新闻习惯及媒体、互联网和科技、宗教、种族和族裔、国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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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的方法 
本报告旨在阐释测量中国的宗教及其趋势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可用数据的缺陷，世界其他
地区采用的宗教类别在中国的不适用，以及文化政治因素对中国境内宗教活动的影响。 

如同其他的非中国组织，Pew Research Center不被许可在中国境内开展调查，因此在本报告中，我
们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的学术团体所开展的调查，包括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FP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我们还分析了中国政府
的官方数据，包括中国国务院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原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还有全国宗教组织提
供的数据，例如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CCC和TSPM）以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 

在报告中，我们解释了中国（以及更广泛的东亚地区）的宗教概念与其他地方的宗教意涵有何不
同。用于测量亚伯拉罕诸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提问并不能很好地描绘东亚地区的宗
教信仰及习俗的广度。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把握中国的宗教现状及其变迁，我们考虑了多种多样的调
查问题。例如，我们汇报了文化信念及实践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因为这些信念实践或许涉及灵性
或宗教元素（例如扫墓和信奉风水）。 

在本报告的英文版本中，我们提供了中文术语，因为这些术语的英文翻译往往并不准确抑或不全
面。重要术语表 给出了报告概述中出现的单词和短语的释义。如需查看完整的术语表，请参阅附
录。 

背景方面，我们总结了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的近况。如需了解技术性细节，请参阅方法论，以及有
关中国各所大学院校所作调查可信度及其缘由的讨论。阅读边栏中提供的当下学术界信息，则可了
解社会科学家可能想回避研究当代中国宗教状况的其他原因。 

本报告是Pew-Templeton Global Religious Futures项目的部分成果，该项目由Pew Research Center
开展，覆盖范围更广，旨在测量宗教变化并评估其对世界各地社会的影响。Pew Charitable Trusts
和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为 Global Religious Futures项目提供资助。 
 

重要术语 
中文里并没有一个单独的词语能在词义上严格对应“religion”这个英语单词，而会使用不同术语来
指代各类的信仰和实践，其中的细微差别则在翻译中丢失。中国官方对于不同类别的“religion”容
许程度不一，尽管这些类别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完整的术语表请见附录。 

宗教=religion：宗教是“religion”一词最常用的中文翻译，通常理解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形式。
中国官方认可的宗教有五种：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和道教。与这五种宗教紧密相关

http://cgss.ruc.edu.cn/English/Home.htm
https://www.isss.pku.edu.cn/cfps/en/
https://www.isss.pku.edu.cn/cfps/en/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2397200917735796?journalCode=csda
https://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DocumentationWV7.jsp
https://www.ccctspm.org/
http://www.chinaislam.net.cn/indexh.html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measuring-religion-in-china/#key-term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wp-content/uploads/sites/7/2023/08/PF_2023.08.30_religion-china_A-A.pdf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wp-content/uploads/sites/7/2023/08/PF_2023.08.30_religion-china_A-A.pdf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government-policy-toward-religion-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brief-history/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religion-china-methodology/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religion-china-methodology/#can-chinese-survey-data-be-trusted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measuring-religion-in-china/#h-challenges-facing-scholars-of-religion-in-china
https://www.pewresearch.org/topic/religion/religious-demographics/pew-templeton-global-religious-futures-project/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wp-content/uploads/sites/7/2023/08/PF_2023.08.30_religion-china_A-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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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归属、信仰和实践通常被描述为“宗教”。而儒家思想以及民间信仰和实践则通常不被视为宗
教。 

习俗=traditional custom：很多常见的仪式，例如祭拜孔子和拜民间神明——例如 goddess of 
the sea/Mazu（妈祖）和其他的地方神---的庙会，被归类为习俗，而非宗教。同样，祭拜祖先通常
被视为习俗，在农历七月过鬼节，在春节期间拜财神或在寺庙里烧香许愿，也被当作习俗。中国政
府通常容许甚至鼓励参与这些活动，因为这些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尽管其内核关涉鬼神。 

迷信=superstition：游离于宗教和习俗以外大多数中国传统宗教活动被归为迷信，并被官方所禁
止。例如，中国法律禁止神汉和巫婆，在政府看来，这些活动与诈骗及其他犯罪行为勾连一起。而
那些在政府看来无伤大雅的做法（例如算命和风水）则被容许存在。习俗与迷信之间的界限模糊。
例如，在一些中国人看来，算命和风水属于习俗，而非迷信。而虽然在坟前烧冥币和供奉食品和饮
料之类的仪式通常被视为习俗，但若仪式涉及在墓地放鞭炮驱邪或者烧纸扎的房或车，则可能会被
视为搞迷信活动。 

邪教=evil cults：自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大力打击被其认定为邪教的团体，包括法轮功、天父的
儿女、统一教和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等。 

信仰、信、相信=belief/believe：中国的调查问卷通常使用这些词语来询问信仰相关的问题。其
中每个词的具体含义略有不同。在本报告中，三者均被翻译为英语的“belief”或“believe”，但我们
会适时标明对应的中文术语。 

信仰=对某种理论、思想或哲学的坚定信奉或敬仰。常用于表明正式委身或深信不疑。 

信=信任/不怀疑，或者崇拜/祭拜。常见用法有“信教”，意思是“信奉某种宗教”。 

相信=信任/不怀疑。通常意味着较弱于“信”的承诺力度。不包含崇拜或祭拜的意思。 

https://govt.chinadaily.com.cn/s/202207/27/WS62e0ec7a498ea2749279f745/confucius-worship-ceremony-way-of-life-for-inheritor-in-jining.html
http://fujian.chinadaily.com.cn/2022-12/20/c_840985_3.htm
http://fujian.chinadaily.com.cn/2022-12/20/c_840985_3.htm
http://usa.chinadaily.com.cn/culture/2015-03/19/content_19855871.htm
https://www.chinahighlights.com/festivals/hungry-ghost-festival.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802/21/WS5a8d0e05a3106e7dcc13d365_1.html
https://news.cgtn.com/news/784d444e77454464776c6d636a4e6e62684a4856/share_p.html
https://www.globaleast.org/wp-content/uploads/2020/02/Document_no._19_1982.pdf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top-chinese-officials-defy-rules-secretly-consult-fortune/story?id=19377464
https://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5-08/19/content_21648956_2.htm
https://www.thebeijinger.com/blog/2019/04/04/why-chinese-burn-paper-for-tomb-sweeping-day
https://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7-03/28/content_28700775.htm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4/06/06/chinese-state-media-warns-against-14-evil-cults/
https://www.zdic.net/hans/%E4%BF%A1%E4%BB%B0
https://www.zdic.net/hans/%E4%BF%A1%E4%BB%B0
https://www.zdic.net/hans/%E7%9B%B8%E4%BF%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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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中国的宗教 
中国有很多成年人参与宗教文化活动或拥有神祇信念，但只有 1/10
的人持有宗教信仰 

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中国对于任何致力于评估全球宗教趋势的工作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但
是，出于多方面原因，要确定如今在中国有多少人持有宗教信仰以及他们的宗教身份、信仰和实践
在过去十年里是否发生了变化，却是一件难事。研究人员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包括中国政府对信息的
严格控制和共产党对宗教的怀疑态度，还包括宗教在东亚和其他地区在语言和概念上的差异。 

由于Pew Research Center并未在中国开展过宗教方面的专题调查，该中心的人口学家梳理了其他多
个来源的数据——主要是中国多所大学开
展的调查，以从中辨别近期的宗教趋势。 

根据所用的数据来源，可在某种程度上被
描述为信教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有信仰宗
教、持有神祇信念或者参与有鬼神或宗教
成分的活动）在全体人口中所占比例估计
从不到10%到50%以上不等。 

例如，在201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中，只有10%的中国成年人认为
自己认同某个宗教团体。该问题的中文表
述是“您的宗教信仰是？”，这在中国被
理解为测量的是正式承诺加入某个有组织
的宗教或价值体系的情况。同样，根据
2018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只有13%的中
国成年人表示宗教在自己的生活中“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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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或者“相当重要”。虽然这1两项指标随着时间上下波动，但在过去的10到15年并未呈现显著上
升。 

 

另一方面，调查显示，若定义扩大到将有关灵性、习俗和迷信的调查问题也包括在内，那么宗教– 
religion – 在中国的影响则要广泛得多。 

例如，根据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结果，33%的中国成年人称自己相信佛/菩萨2。
2016年的CFPS结果显示，26%的中国成年人一年烧香/拜佛至少几次——这一行为在中国通常涉及
向佛祖、菩萨或其他神明许愿，并且通常意味着希望神灵干预3。但是，根据2018年的CGSS结果，
只有4%的中国成年人声称佛教是自己的宗教信仰。 

 
12018年的CGSS是这项长期调查中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大陆且距今时点最近的一期。该期调查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市及自治区中的

28个。受新冠疫情影响，最新一期的2021年CGSS仅覆盖了19个省、市及自治区。在2021年的调查中，7%的受访者表示有宗教信仰。 
2在中国，“佛”和“菩萨”通常用指佛教的神明。如需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三章的佛教部分。 
3 2016年的CFPS调查并未询问穆斯林和基督徒烧香的频率。26%的中国成年人每年至少会烧几次香这项调查结果是基于对穆斯林和基督徒

不烧香拜佛的假设。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chinaperspectives/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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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些出入一部分是语言学方面的：英文单词“religion”在中文中最接近的翻译是“宗教”，是中国
学者在20世纪初借用于翻译西方文本中“religion”一词的术语。如今，“宗教”（如同日语中的
“shūkyō”以及韩语中的“jonggyo”）主要是指有组织的宗教形式，尤其是具备专门的神职人员
并接受机构或政府监督的宗教。宗教一词通常并不涉及分散型的神祇信念和文化实践，很多中国人
将这些视为习俗或迷信。 

此外，很多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可能受到中国政府对宗教的立场 – 宗教是与社会主义相斥的落后思
想-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官媒报道中，宗教一词常与迷信并列用于指出腐败和对党不忠诚的情况。 

不过，难以测算中国信奉宗教-religion – 的人数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概念上的问题：西方对
宗教的定义和对宗教实践的测量（例如参加教会礼拜）适用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这种一神
论宗教，而不太适用于东亚地区的传统信仰及实践。 

在中国及其邻国日本、韩国等，很多神祇信念（例如相信鬼神）和实践（例如去寺庙和祭拜祖先）
都可能有广义上的宗教。但是在这些国家，会众成员或教派身份并不重要（基督徒和穆斯林除
外）。 
 
在东亚地区，哲学、文化和宗教传统（例如佛教、儒教、神道教、道教以及祭拜地方神明的民间信
仰）之间的界限往往并不明晰。很可能，民众参与各种传统活动但却不了解或在意这些传统之间的
边界，也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宗教信仰。4 

 

 

  

 
4杨凤岗（Yang, Fenggang），2018年，《Religion in the Global East: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宗教》（Religions）。另见孙笑冬（Sun, Anna），2019年，《Turning Ghosts 

into Ancestors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哈佛神学院公报》（Harvard Divinity Bulletin）。 

http://afe.easia.columbia.edu/cosmos/bgov/religion.htm
https://muse.jhu.edu/article/855671
https://compas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749-8171.2011.00307.x
https://ceres.rub.de/de/forschung/projekte/characteristics-of-the-concept-de/
https://original.religlaw.org/content/religlaw/documents/doc19relig1982.htm
https://original.religlaw.org/content/religlaw/documents/doc19relig1982.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2013-10/09/content_17016819.htm
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1-12/19/content_14288449.htm
https://www.japantimes.co.jp/life/2022/08/29/lifestyle/religion-perception-japan/
https://www.mdpi.com/2077-1444/13/1/43
https://doi.org/10.3390/rel9100305
https://doi.org/10.3390/rel9100305
https://bulletin.hds.harvard.edu/turning-ghosts-into-ancestors-in-contemporary-urban-china/
https://bulletin.hds.harvard.edu/turning-ghosts-into-ancestors-in-contemporary-urb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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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宗教的管制 

测量中国宗教数据所面对的另一挑战是：某些宗教归属、神祇信念和实践比较不受官方认可——从
而可能导致一些受访者不太愿意在调查中披露实情。 

虽然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五大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道教，但政府同时密切监
管这些宗教的活动场所、神职人员的任命和资金来源。很多可能助于维持或扩张这些宗教团体的活
动，包括传教和有组织的儿童宗教教育（例如主日学校或宗教夏令营），都遭到禁止。 

宗教政策的实施随时间变化且存在省份之间的差异，不过自2012年习近平主席上台以来，地方官员
更是难以忽视此类宗教活动。未经官方认可的宗教，包括主要是少数民族或外国人信奉的宗教，也
受到一系列控制。一些宗教团体，例如法轮功，则遭到全面禁止。 

（如需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报告英文版中有关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的变迁的部
分。） 

此外，一些宗教群体，特别是穆斯林，处境艰难。美国政府估计，中国当局在“专门建造的集中营
中”拘留了超过100万名中国穆斯林，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族。美国国务院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
对穆斯林的虐待描述为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拘留以穆斯
林为主的群体并剥夺其基本权利“可能构成国际犯罪，尤其是反人类罪”，只是联合国报告中避开
了有争议的“种族灭绝”一词。中国政府方面则否认了所有涉及对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酷刑、强
行摘取器官和绝育的指控。中国官方将其对穆斯林的待遇描述为教育和反恐工作。 

基督教群体也有指控中国实施宗教迫害。例如，中国政府逮捕不属于官方天主教爱国会的“地下”
教会的主教和牧师以及在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也就是“家庭教会”）开展活动的基督徒。有报道称
一些基督徒曾遭关押在拘留营内。 
 
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年度报告，由于上述这些对穆斯林、基督徒及其他宗教群体的政策，中国
长期位居宗教管制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出于各种语言、文化和政治的原因，很多中国人可能并不愿意跟宗教有关联或认为自己持有宗教信
仰。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会选择不在调查中透露自己的宗教身份。 

（有关此话题的更多讨论，请参阅本报告英文版的边栏部分，其标题为《中国的调查数据可信
吗？》） 

因为这种政治敏感性，研究中国宗教对学者而言也可能会是雷区。 

  

https://www.nytimes.com/2016/10/08/world/asia/china-religion-regulations.html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government-policy-toward-religion-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brief-history/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1-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china/xinjiang/
https://2017-2021.state.gov/determination-of-the-secretary-of-state-on-atrocities-in-xinjiang/index.html
https://www.ohchr.org/en/documents/country-reports/ohchr-assessment-human-rights-concerns-xinjiang-uyghur-autonomous-region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q-and-a/why-hasnt-the-un-accused-china-of-genocide-in-xinjiang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q-and-a/why-hasnt-the-un-accused-china-of-genocide-in-xinjiang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rights/china-rejects-genocide-charge-in-xinjiang-says-door-open-to-u-n-idUSKBN2AM1UX
https://www.cnn.com/2021/10/04/china/xinjiang-detective-torture-intl-hnk-dst
https://www.forbes.com/sites/ewelinaochab/2021/10/09/united-nations-china-denies-allegations-of-organ-harvesting/?sh=3601476139f4
https://www.forbes.com/sites/ewelinaochab/2021/10/09/united-nations-china-denies-allegations-of-organ-harvesting/?sh=3601476139f4
https://www.cnn.com/2020/09/21/asia/xinjiang-china-response-sterilization-intl-hnk/index.html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4195325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wshd_665389/202202/t20220220_10643733.html
https://www.ucanews.com/news/5-chinese-christians-held-for-illegal-gatherings-get-bail/101324
https://www.ncronline.org/news/authorities-northern-china-arrest-underground-bishop-priests
https://www.ncronline.org/news/authorities-northern-china-arrest-underground-bishop-priests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0/world/asia/china-protestant-pastor-detained.html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0-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china/xinjiang/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1/09/30/restrictions-on-religion-in-the-worlds-25-most-populous-countries-in-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religion-china-methodology/#can-chinese-survey-data-be-trusted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religion-china-methodology/#can-chinese-survey-data-be-tr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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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者在中国遭遇的挑战 
学者们对科学研究当代中国宗教状况的兴趣似乎在本世纪初开始高涨。2004年，美国普度大学的社会学家杨
凤岗（Fenggang Yang）组织了第一届中国宗教社会科学年会以及相关的培训课程。年会每年一次，一直持续
到2020年。数百名中国学者出席，为参加研究宗教的社会科学方法培训，获得机会发布研究成果，以及发表
建议。美国境内涌现各类面向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中国或非中国的）的培训项目，特别是普度大学的中国
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该机构在后来发展成为普世东亚宗教研究中心。随着学术活动的展开，新的期
刊和专题论文集不断问世。 

然而，近年来，研究现代中国宗教变得愈发艰难。虽然仍有一些学者在继续研究中国宗教的现状，但其他学
者均因中国政府政策不鼓励研究敏感课题而放弃了这一领域。那些仍在坚持关注宗教的学者也在研究范围和
呈现研究成果上变得更加谨慎。这种畏惧并非局限于在中国生活的学者，也非仅限于研究宗教的学者。美国
密苏里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对在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研究中国社会的超过500名学者在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
发现，中国政府监控研究活动，有时还对研究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在调查中，约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曾被“请喝茶”，被叫去同中国官员讨论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有申请过查
阅档案的受访者当中，约1/4曾遭到拒绝。此外，5%的受访者表示难以获得赴中旅行签证，约2%的受访者被
中国官方正式禁止入境。最可能表示遭遇过签证问题和官方面询的人员包括研究新疆和穆斯林的学者。 

在该调查数据的分析中，研究人员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和Rory Truex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通过模糊
边界来震慑学者的。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研究敏感，部分受访者由于研究的敏感性变更了研究项目的重
心，甚至彻底放弃了该项目。不过，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并没有遭受过任何中国政府官员的直接干预。比起表
示曾有中国政府官员直接联系他们的受访者，更多的受访者说曾有中国政府官员透过同事来警告自己。 

Pew Research Center尚未尝试量化学者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是否以及如何发生了变化。不过，几位对本报告草
稿提供反馈意见的来自于重点大学的专家均要求匿名，并提到感知到来自中国政府压力使得他们对研究结果
的发表持谨慎的态度。 

限制了解中国宗教现状的另一项因素，则是对调查研究的管制以及问卷调查中哪些问题允许问的模糊态度。
近年来，外国组织想要与中国机构合作在中国开展调查变得愈发困难，有些时候甚至是毫无可能。不仅如
此，中国调查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可能不确定哪些宗教问题会遭到政府驳回，并且非常谨慎地度量要不要在一
般的态度和行为的社会调查中囊括宗教问题。 

据我们所知，在中国，唯一仍在收集全国性的宗教数据的调查就是学术性调查，例如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这些调查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中国政府资金的支持。多年来，Pew Research Center一直有
兴趣以合作的方式在中国开展有关宗教和灵性的问卷调查。然而，在研究过与中国各方合作开展此调查的可
能性后，我们的结论是，鉴于政府的管制，我们在目前还无法开展宗教的专题调查。 
 

 

 

 

 

https://www.cla.purdue.edu/directory/profiles/fenggang-yang.html
https://www.cla.purdue.edu/directory/profiles/fenggang-yang.html
https://www.globaleast.org/event/the-present-and-future-of-religion-in-china/
https://www.purdue.edu/newsroom/purduetoday/didyouknow/2015/Q4/did-you-know-center-on-religion-and-chinese-society.html
https://www.purdue.edu/newsroom/purduetoday/didyouknow/2015/Q4/did-you-know-center-on-religion-and-chinese-society.html
https://www.globaleast.org/
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rrcs/rrcs-overview.xml#:%7E:text=Review%20of%20Religion%20and%20Chinese%20Society%20is%20an%20international%20peer,of%20beliefs%20and%20practices.%20%E2%80%9CChinese
https://brill.com/view/journals/rrcs/rrcs-overview.xml#:%7E:text=Review%20of%20Religion%20and%20Chinese%20Society%20is%20an%20international%20peer,of%20beliefs%20and%20practices.%20%E2%80%9CChinese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rvices/aop-cambridge-core/content/view/C1CB08324457ED90199C274CDC153127/S0305741019000365a.pdf/repressive-experiences-among-china-scholars-new-evidence-from-survey-data.pdf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rvices/aop-cambridge-core/content/view/C1CB08324457ED90199C274CDC153127/S0305741019000365a.pdf/repressive-experiences-among-china-scholars-new-evidence-from-survey-data.pdf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21027416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rvices/aop-cambridge-core/content/view/C1CB08324457ED90199C274CDC153127/S0305741019000365a.pdf/repressive-experiences-among-china-scholars-new-evidence-from-survey-dat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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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灵性色彩的文化传统 

本报告除了前面讨论的宗教信仰的活动和明确的灵性相关活动（相信佛、烧香拜佛）之外，还分析
了几种常见的被视为文化但可能具有宗教或灵性元素的仪式和习俗。 

很多有或无宗教信仰的中国人都会遵循这些传统。中国方面开展的调查并未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这
些信念和实践有灵性方面的意涵，现有数据也并未将这些活动与某种宗教关联。 
 
去墓地 
据2018年CGSS调查数据，3/4的中国成年人在最近一年里至少去过一次已故家庭成员的墓地。去墓
地，尤其是在清明节当天，是一项儒家祭祖（祭祀祖先）习俗中。这一行为通常包括进行一些具有
宗教色彩的仪式，例如烧香和烧冥币或“纸钱”，供奉食物和饮料，以及向祖先许愿。5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去墓地都会进行此类仪式。例如，有些基督徒可能也会在清明节去墓地
缅怀自己的父母或亲人，但会刻意避免诸如许愿、烧“纸钱”或供奉祭品的祭祖活动。 

风水 
据2018年CFPS数据，近半数的中国成年人（47%）相信风水。风水是一种中国的传统实践，旨在通
过物品摆放和物理空间的布局来促进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虽然讲究风水的人可能并不认为这是一
个宗教概念，但风水有道教的元素，有时还涉及神灵干预信念。 

相关的实践包括为重要场合挑选吉日以及请风水大师避祸消灾。 

  

 
5孙笑冬（Sun, Anna），2019年，《Turning Ghosts into Ancestors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哈佛神学院公报》（Harvard 

Divinity Bulletin）。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7-04/04/content_843418.htm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104/03/WS6067ab2ca31024ad0bab3628_1.html
https://www.nationsonline.org/oneworld/Chinese_Customs/joss_paper.htm#:%7E:text=Joss%20Paper%2C%20also%20known%20as,burned%20in%25ditional%20Chinese%20funerals.
http://chinachristiandaily.com/news/china/2017-04-27/how-christians-practice-qingming-festival-traditions--survey-results-released_4658
https://www.nytimes.com/2019/03/26/realestate/feng-shui-tips-harmonious-home.html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1502/20/WS5a2b5076a310eefe3e99fa47.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3/05/11/world/asia/feng-shui-grows-in-china-as-officials-seek-success.html
https://dukespace.lib.duke.edu/dspace/bitstream/handle/10161/21920/2019%20HDSB%20essay%20SUN.pdf?sequence=2&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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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日 
据2018年CGSS调查数据，六成的中国成年人（62%）表示自己在特殊的情况如结婚、搬迁或丧礼
时，“有点”或者“非常”在意吉日或凶日。挑选吉日通常需要查阅黄历或者咨询风水大师。约1/4
的成年人（24%）表示自己在特殊场合时，“非常”在意吉日或凶日。 

好运 
其他传统习俗则没有那么普遍。例如，据2018年CGSS调查数据，24%的中国成年人表示自己曾在
过去一年里去过一个地方（通常为寺庙或神祠）祈求好运（学术和商业成功、健康等）。其中有
10%在过去一年里至少去过两次。还有8%的中国成年人表示自己随身戴着祝好运的符咒和/或消灾
避祸的护身符。 

 

以上仅为Pew Research Center对中国宗教数据分析结果的部分内容，该研究隶属于Pew-Templeton 
Global Religious Futures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了解全球宗教变化及其对各地社会的影响。 

本报告的其余内容还包括： 

 探讨中国宗教变化迹象的一个章节 
 探讨中国主要宗教群体的若干章节：儒家, 道教和民间信仰, 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以及无宗教

信仰 
 简要回顾近年来中国政府宗教政策的历史 

混合多种信念 
不少中国人涉足多种宗教传统的信念和仪式。中国的调查并未询问受访者这样做的频繁程度，不过Pew 
Research Center对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显示，这种情况挺常见的。 

例如，约有40%的中国成年人表示自己相信至少一种以下神祇：佛/菩萨；神仙；鬼；其他的神或宗教人
物，例如耶稣或安拉。另外，有20%的中国成年人相信至少两种上述神祇。如果将有道教色彩的风水也
包含在内，同时相信风水和至少一种上述神祇的中国成年人所占比例则达到28%。CFPS逐一询问受访者
是否相信列表中的神祇。问题中使用的中文词语“相信”，在这里并不等同于敬拜或信仰。如需了解更
多详细信息，请参阅重要术语表。 

另外，一些声称自己相信一神论宗教神祇（例如安拉或耶稣基督）的中国人，同时也相信中国传统的神
明或超自然力量。例如，约7%的中国成年人称自己相信耶稣/天主。但是只有2%的中国成年人会在信仰
耶稣/天主的同时否认自己相信列表中提及的其他神明和超自然力量。 

https://www.nytimes.com/2016/01/04/nyregion/a-chinese-almanac-that-takes-a-wary-view-of-the-new-year.html
https://www.pewresearch.org/topic/religion/religious-demographics/pew-templeton-global-religious-futures-project/
https://www.pewresearch.org/topic/religion/religious-demographics/pew-templeton-global-religious-futures-project/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religious-change-in-china/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confucianism-taoism-and-chinese-folk-religion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buddhism/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christianity/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islam/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non-religion/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non-religion/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government-policy-toward-religion-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brief-history/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measuring-religion-in-china/#key-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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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报告中数据与Pew Research Center此前报告中发布的估计数据比较情况的讨论，请参阅方法
论。 

本文是英语原始文件的中文译本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religion-china-methodology/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religion-china-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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