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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宗教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宗教。全世界人

口中，有近2／3的人信仰各种不同的宗教。现代社会，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为国际

人权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各民主国家也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原则。中

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目前，我国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

教(新教)等五种宗教，约有一亿多信教群众，有30多万宗教教职人员，3000多个

宗教团体，10多万处宗教活动场所。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信教人口占绝大多数相比，

我国宗教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信教人口占绝大多数，再加上我国是主张无神论

的政党执政的国家，所以，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在我国有着更为复杂和特殊的

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需要在法制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公民的宗教信

仰自由权利能否得以实现，是对我国政府履行国际国内义务的重要考验。当今社会

宗教问题更是目趋复杂，一些不法团体打着宗教的旗号，挑起民族的、种族的矛盾，

制造各种恐怖事端，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也损害了合法宗教的利益。如邪教

组织、恐怖组织，让人民闻之色变。这就需要我们既要区分宗教组织和其他团体的

区别，又要保护好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不受侵犯。

本文拟分析宗教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区别，对宗教与邪教组织、恐怖组织、迷信

活动进行比较研究，明确宗教与这些社会现象有着本质区别；概括和总结世界一些

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与限制的内容。总的说来，法律保护的是公民的宗

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的自由，而法律的限制主要体现在政教分离、宗教活动不得

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等方面；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

国的宗教法律政策进行回顾总结，探讨我国现阶段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与限

制。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就开始关注宗教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的宗教

政策，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建国以后，我国的宗教工作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宗教工作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公民的宗教信

仰自由权利的保障，将宗教信仰自由写入宪法和法律，并出台了一系列的宗教政策、

法规和规章，我国的宗教法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国法律主要是对公民的信教，

即内心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公民的合法的宗教活动等方面予以保护，并对公民的

信仰活动自由的范围予以限制，如规定了公民信仰活动不得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

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等，在违背宗教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本文最后对“法轮功”的现象造成的灾难进行法律反思。

关键词：宗教宗教信仰自由 法律保护法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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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t11e饥edom of reli西ous beliefbecomes stipulation如nd锄ental hunlan

ri曲ts．in the int锄ational h啪aIl打曲ts joint pledge．Many coun们es haVe established

mis principle by me Constitution fo彻．洲na is a count巧 wtlich haS maJly reli舀ous．In

history’not onJy the three big reli西ons in me wofld spread to China successiVely’also

maJly other reli西ons spread to China． Just for maJlichaeism aIld so on．we also haVe

ourself s01e possession of reli昏ous Taoism．At present，our coullny mainly haS fiVe

reli百ons rotesta，Taoism，Isl锄iSm，Cam01iciSm aIld C埘sti撕ty( rotestantism)and

so on．Approximately haS more thaIl l 00，000，000 worshippers，more man 30 ten

tllouSand reli西ouS teacherShip personnel，more m孤3000 reli舀ous舯ups aIld more maJl

1 0 t％mousand reli百ous activit)，site．Compared witll me other countries in tlle world

which the reli西ous population accou耻s for a most．The reli百ous belief population does

not oc伽Ipy me oVe州1elming m勾。一ty is our count巧religion aSpect’s outstaIlding

featIlre．our coun仃y advocat船ameism，so safeg呱ds tlle citizen矗．eedom of reli舀ous

belief' we need t0 make a g挥ater endeaVor in也e legal system aspect．The Special

p01itical context，social跗vironment aIld me∞1tll】ral％VirollIIlellt in our coull仃y is much

more ComplexⅡ1觚a11y other coulltri鼯，WhetllerⅡle citizen’s舶edom of rel硒ous belief

ri曲t can be realize，wllich is fhlfills tlle memational domestic duty test on Our couIl仃y

Govemment import锄t．Now廿le soc诅l reli舀on question is morc complex，Some illegal

associations 1lSe tlle rel酒on，causes t11e national aIld me race con缸adiction，creates

te盯0rist disturbaIlces，h姗ed people’s benefit趾d rel酒ouS beIlefit．We need to

discdminate reli昏ous o玛aIlization and otller aSsociations，to protects citizen’s行eedom

of reli百ouS belie￡

Thep印er淅ll觚alyze nle religion and omer social ph％omeIlon，study wim the Cult，

me T舢rist o唱aIlization，me sllperstition actiVity c缸ry．we will know tllat reli百ous aIld

social phellomena Studies some colnltries wim essentially di侬鹅nce．Generally

speaking，tlle legal p110tect mat citizeIl’s雠edom of reli百ouS belief aIld the reli百ous

action舶edom，tlle restrictions of legal are m血iIl ：s印aration of church锄d

state；action of reli百ous should not ha肌me national interest锄d tlle people’s bene丘t；

锄d do not h锄tlle good custom锄d so on．骶edom of reli百ous belief legal mle aIld

III



limit，at present stage ljreedom of reli百ous belief legal protection and 1imit in our co啪t】阱

IIl tlle time of the war for me nationalliberation，our party start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晤ous，proposed a s商es of con℃ctly reli西ous p01icy，united me bfoad maSses．AR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our country went fonVard in the exploration．0ur reli百ou
7

s

work haS paSsed through a section wim winding．ARer t11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me

11
m

pach，011r coun仃y paid attention to tlle citizen’s矗eedom of reli百ous belief right，

we haS made a s翻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Our legal is mainly protected t0 citizen’s

reli西ous belief and the reli舀ous action，limited the scope of me citizen’s belief liberty of

action．Just as，action of religious should not harm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people’s

beIle行t：aIld do not h锄tlle good custom aIld so 0n．If we、riolated me laws a11d

regulations，we should acc印ted me legal liabili妙in tlle final of tlle article，we tllilll(

about也e disaster which“Fal吼90ng”．me ca玎ied andme resoIlsideration on the legal．

Key words：Reh百on medom of础酉ous砌ef L刨prot硎on L睁l re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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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与相关社会现象分析

(一)宗教的社会起源与本质

宗教是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社会现象，它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

普遍存在。我国古代典籍并无“宗教"一词。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这个外来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印度佛教。佛教以佛陀所说为教，以佛弟子所

说为宗，宗为教的分派，合称宗教，意指佛教的教理；我们现在所说的“宗教"一

词，来源于西方，即reli西on。意义远比佛教所谓的宗教意义广泛，而是泛指对神道

的信仰。①

1．宗教的起源。宗教究竟起源于何时?现代考古证明，宗教和神的观念并非

与自然界相伴而生，宗教和神的观念也并非自古就有。它是原始人发展到一定的阶

段的产物。这个阶段也就是原始人进入了群居生活，有了所谓的“社会’’观念的历

史时期。从这时开始，他们观察到了许多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认为

这些现象由超人间的神秘力量所支配，进而对其产生一种敬畏崇拜的感情，于是“山

川之神，则水旱瘟疫之灾，于是乎宗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时，于是乎

宗之。”表面看来原始人是因为认识的局限才走向神灵崇拜的，实际上这种认识差

失荒谬，同样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此时，人还不能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

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内在的深刻矛盾，必然与物质的相对短缺，分配不公，

形成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盲目的社会异己力量，从而使宗教不仅得以保存，

还打下了它所在时代的烙印，获得某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新发展。列宁认为，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资本主义盲目势力的恐惧，是宗教存在的最深刻的

社会根源。②换句话说，只要社会还不能做到“各取所需"，只要社会还不能人人平

等，只要还存在科技所不能达到的领域，人类就不可能从整体上获得自己，部分人

就不可能从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而只能到上帝或别的神灵那里去寻找自己的本

质和价值，宗教也就不会丧失其存在和发展的依据。@

2．宗教的本质。长久以来，人们围绕着“宗教是什么"的问题，给出过许许

①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o《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圆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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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的回答。西方宗教学者麦克斯·缪勒曾经说：“各个宗教的定义从其出现不久，

立刻会激起另一个断然否定它的定义，看来，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会有多少宗教的

定义”，①‘‘成千上万的人信心之诚笃可以移山，但若问他们宗教究竟是什么，他们可

能张口结舌，或只能说说外表的象征，但谈不出其内在的性质，或只能说说信心所产

生的力量”。②特别是近百年来，随着宗教学的发展宗教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应

用不同的观念和方法去揭示宗教的本质。总的说来有三种较有影响的说法。一是以神

为中心来规定宗教的本质。换言之，宗教从主观上看是“超世而具有人格之力"的知

觉，从客观上看是对这种力量的崇拜：二是以信仰的主体的个人体验作为宗教的基础

和本质，即把信仰者个人对神圣物的直觉性体验——“对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

说成是一切宗教的本质：三是以宗教的社会功能来规定宗教的本质。⑨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唯物主义宗教本质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因此，作为特殊

形式的宗教，和哲学、文学、艺术一样，它的产生由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类

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宗教本质问题：“宗

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人格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固

恩格斯187仁1878年所写的《反杜林论》中，对“宗教是什么的问题’’作了如下
回答：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

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⑤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

对宗教本质的经典回答。

我国宗教学者综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现代西方学者的观点，逐渐提出了自

己对宗教的本质定义，其中吕大吉先生的定义得到了较为广泛地认同。他认为：宗

教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客观存在具有两类基本要素。一类是宗教的外在因素，一类是

宗教的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包括宗教的行为或活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宗教的观

念或思想；宗教的感情或体验。用这四个因素来定义宗教，那么宗教就是关于超人

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

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根据这个定义，宗教是一

种社会意识，一种社会行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总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我

们认为，吕先生的这一概念，较好地揭示了宗教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代

①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关胜、李培茱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lO页。

圆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关胜、李培茱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ll页。

圆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回《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6页．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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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本文所指的宗教概念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的。

(二)宗教与迷信

什么是迷信呢?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这样定义：凡是经验技术与知识所能

解决的事而不以之为解决的手段，转而征之于神灵或超自然的都应视之为迷信。①中

国的民间信仰大都带有迷信的色彩，如对观音、玉帝、财神、土地城隍及家神的信

仰等等。这种信仰把信仰的对象当成自己贿赂的对象，通过向它们烧香、磕头、许

愿，让它们给自己带来利益，完全把崇拜对象看成是自己的保护神，一旦不存在保

护的关系，那么也就不存在对神的信仰。@宗教与迷信有着相联系的地方。作为社

会意识，两者都是对社会存在歪曲、颠倒的反映，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但宗

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迷信则是_种社会心理，二者分属两个不同的认知层次，

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有着明显的差异。其差异主要体现在：

1．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迷信则是一种社会心理。宗教有较为系统且严

密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作为信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宗教大多系统地回答世界

观和人生观中一些基本问题，如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发展、归宿等。另外，宗教一

般都有明确具体的崇拜对象，有整套的教规、制度、仪式，以及较严密的组织机构

和专门的神职人员，还有独特的传法世系。而迷信是一种低级的社会意识，它既没

有理论根据，也没有固定的信仰对象，其活动更没有什么规矩可循。荒诞不经的鬼

神传说、漏洞百出的骗人把戏、巫婆神汉装神弄鬼、江湖术士妖言惑众⋯⋯，凡此

种种，都是迷信活动的主要方式和特点。

2．宗教和迷信有着不同的历史地位。宗教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其

中蕴涵着人类文明的许多成果。可以说，宗教的文学(神话、小说、诗歌等)、艺术(雕

塑、绘画、音乐、建筑等)、理论均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例如，

基督教经典《圣经》中除讲述宇宙和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外，还较真实地记载了一

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宣传了许多有积极意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一些社会学家

把《圣经》称为“一部未经详尽考订的原始百科全书"。这种评价虽有不实之处，

但西方音乐、绘画、雕塑、诗歌、小说中以《圣经》人物和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不胜

枚举，成为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不可多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无疑从一

①李亦园：‘宗教与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56页。

。崔艾举、郑德明：《论信仰、科学、宗教与迷信的关系》，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

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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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侧面反映了宗教特殊的历史地位。此外，宗教经典中也不乏对世界的局部正确认

识和积极的方法论成果。如佛学中包含了丰富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思想；道教

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炼丹术、炼金术、占星术对医药学、

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发展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④而迷信所蕴涵的

积极因素微乎其微。迷信自其产生至今，对人类的进步与文明不仅没有什么贡献，

反而阻碍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人类文明历程中的绊脚石和拦

路虎。可以断言，迷信是一种精神垃圾和文化糟粕。

3．宗教与迷信活动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宗教对人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多数宗教有完整严格的教规戒律，以此来规范教徒的言行，

教化人们修身养性、弃恶从善。这些教规戒律与世俗社会的法律法规、道德规范、

风俗习惯等一般没有太多的抵触。而迷信活动大多以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活动方

式又无规矩章法可循，其违情背理之行往往会扰乱正常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有些

迷信活动虽然与地方风俗习惯有相融之处，但总体上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对社会

进步无益。装神弄鬼，荒诞无稽；算命测字，无根无据。这类活动不仅没有任何道

德教化意义，反而有伤风败俗的作用。有的迷信活动为了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不惜

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甚至草菅人命，实乃有弊无利、有害无益。

4．社会对两者的态度不一样。宗教信仰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能采取强制手段

去禁止或取消；迷信活动则是一种变相的欺诈和剥削行为，应强制消除和取缔。宗

教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可谓源远流长，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它和社会的经济、

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作为一种信仰，宗教观念世代相传，宗

教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即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在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

件已经基本消失的时代，也不能够采取行政命令或强制手段去禁止或取消宗教。迷

信活动虽然也有其认识根源，但从它活动的目的方式过程及效果来看，它主要不是

认识问题，高谈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这实际是一种欺诈和变相的剥

削行为。近年来各式各样的迷信活动在我国城乡许多地方死灰复燃，且有愈演愈烈

之势，毒化了社会风气，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如果任其发展，必将贻害无穷。
圆

。李亦园：《宗教与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77页。

。王素芬：‘试析宗教与迷信异同》，载‘保定师专学报》1999年第l期，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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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与邪教组织

邪教是不是宗教?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邪教就是邪恶

的宗教，邪教具有包括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在内的一切宗教的共同点。在世界观上

同属唯心论；教义中包含有灾祸降临和其他时间的预言；宣扬世界末日论；鼓吹有

神论和对神的崇拜；对“死后生命"作出神秘解释等等。因此，邪教作为一种社会

现象，属于宗教范畴。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邪教不是宗教。邪教与一般的宗教在本

质上毫无共同之处，它只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异端邪说，只是借用宗教之名展开活动

的一种邪说。并将邪教不是宗教，作为认识和研究邪教犯罪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②绝

大多数国家采纳了第二种观点，认为邪教的“教”不是宗教的“教”，而是指一类

邪恶的说教，并以此组织发展起来的邪恶势力。

关于邪教的概念，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1999年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中隐含对邪教组织的表述：邪教组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采用各种手

段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必须依法取缔，坚决惩

治。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

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邪教组织作了如下规定：邪教组织是

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

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这一司法解释划清了宗教组织

与邪教组织的界限，邪教不是宗教。邪教是打着宗教招牌，借用宗教外衣，从事危

害社会的行为，它与宗教有着本质区别：

1．两者产生的根源不同。宗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有着其发展消亡的社

会规律。宗教信仰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自由，属于人权保护的范畴。宗教是人的

一种精神寄托，其所倡导的精神追求中蕴含着对社会有益的积极的因素；而邪教是

个人主观杜撰的结果。邪教教主冒用宗教气功等名义，打着人体科学，奇书神力的

幌子，搞教主崇拜，宣扬各种神秘主义和神灵疗法，对教徒进行精神控制，他们编

造邪说，宣传末日，大肆敛取钱财。他们用美妙动听的教义要求信徒放弃物质享受，

交出私有财产，鼓吹反社会思潮，主张用极端的方法和手段甚至以教徒的生命作赌

注来与现实对抗，危害社会。

2．两者最终信仰对象不同。宗教信仰是一种实践、一种行为，信奉某种特定

宗教的人们，对于所信仰的神圣对象，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及全

①陈书麟：<宗教人类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鲁泉：‘邪教犯罪的刑法适用》，载<法学》2002年第8期，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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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的皈依，表现和贯穿于特定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中，并用来指导和规范自己

在世俗社会中的言行。而邪教实行教主崇拜，所有邪教教主的具体做法虽然不尽相

同，但他们的目的都是让信徒信奉他们是无所不能的活上帝、活神仙，他们是法力

无边的神，可操生杀予夺大权；他们为自己编织了神秘的光环，把自己塑造成凌驾

于普通人之上的具有无限法力，能掌握宇宙奥妙，知道过去与未来，能掌握改变命

运的神；教徒惟教主是从，教主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完全主宰了信徒的信仰乃至

人生自由。这实质是一种极端的精神控制，在这种控制之下，使教徒逐步失去自我，

失去独立意志和自我判断能力，在一种极度恐惧、痴迷与盲从的精神状态下，跟随

教主亦步亦趋，走向疯狂。①

3．两者的社会作用不同。宗教具有满足个体和社会需要的某些积极功能。宗

教从一开始就旨在满足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一般来说，在人类这种需要中起先

是为了满足求食与延续种群的需要，其中物质的因素多了一些；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生

产力的提高，精神的因素也随之增加，且逐渐演变成一种强烈的需求。宗教对人类社

会的积极意义，陈麟书教授有过较完备的论述，认为宗教具有群体认同功能，社会整

合功能，行为规范功能，心理调节功能，心灵净化功能，文化熏陶功能等。圆

邪教根本不具有宗教所倡导的博爱、公正、仁慈、节俭、诚实、济世等伦理道

德观念，因此也无法对人类的文明、文化、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更不

用谈“文明的源泉”问题。相反，邪教之所以邪，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反社会、反科

学、反人类、反政府的性质，包括反对基本社会秩序和基本道德准则。在拯救人类

的名义下批判社会，鼓吹反社会思潮，用极端的手段危害社会，与现实社会相对抗，

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邪教教主表现出不可遏止的权力欲望，他们大都有不可告人

的政治野心，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惜使用种种极端手段，或者以教徒的生

命作为牺牲品和赌注，或者以反社会反人类的疯狂举动来震惊世界。⑨邪教给社会

带来的是破坏和灾难，是恐惧和痛苦。如此巨大的负面作用与传统宗教所起到的重

要社会功效是截然不同的。邪教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已经不

再是宗教，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性质的犯罪集

团。

回陈书麟：《宗教人类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鲁泉：《邪教犯罪的刑法适用》，载《法学》2002年第8期，第37页。

。王跃：‘世界邪教——人类的公敌》，珠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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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与恐怖组织．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9．1l事件”不仅给美国及其人民

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心理创伤，也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

胁。当代恐怖主义的组织和活动，有许多打着宗教的旗号，或带有狂热的宗教色彩，

从而产生“宗教恐怖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观念。使人们对宗教产

生了误解。实质上宗教与恐怖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对恐怖主义的概念，国际社会并

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依据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参考国际性文件、有关国家或区域

性立法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恐怖主义具备以下特征：目的通常具有

政治性或反社会性；手段具有暴力性；追求社会心理的惊惧性、威慑性；结构上往往

具有严密的组织性；行为通常具有系列性、反复性和长期性；打击的目标具有象征性，

并波及无辜者；主体为组织、个人或者国家。①

1．从宗教的本质功能来看，宗教与恐怖主义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宗教作为一

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其社会功能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其最主要的功

能是通过共同的信仰以及相关的宗教感情和认同意识，使各个群体、个人和社会集

团凝聚为统一的整体，并以教义或传统礼仪的力量，使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和神圣

化。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整合和控制功能。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

面依靠国家政权的专政力量，另一方面则诉诸精神的力量。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精

神力量，具有与政治、法律共有而为哲学、艺术和伦理所无的特点，既是观念性的

上层建筑，又是体制性的上层建筑。既可以作为思想传统去影响群众，又可以作为

礼仪制度去统辖群众。宗教包罗万象的内容使其可以渗透各个领域，整合各个阶层，

还能以神圣的光环掩盖世俗的目的。看到宗教这种社会功能的统治者，无不极力使

其成为巩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而宗教自身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为了生存和

发展，也会依附于国家，为现实社会论证其合理性，成为既有体制的一部分。世界

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都曾上升为体制性宗教或国教，这个事实证明，宗教确实是

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圆因此，一般说来，宗教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继

承文化传统、缓解社会矛盾、维护既有秩序为其使命，在政治上偏于保守而趋向温

和，在行动上崇尚中庸而抵制极端，在社会生活中大多谴责暴力，关爱生命，反对

恐怖活动。

恐怖主义在当代的兴起，既有孵育其成长的社会温床，也有适合其发展的外部

①米寿江主编：<宗教概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5页．

圆李申：《宗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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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其中民族冲突、地区争端、宗教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暴力活动的升级，

诱发恐怖主义的活跃。有许多民族和地区冲突，是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

成的后遗症；加之大国的介入；原宗主国的插手，偏袒和纵容一方，欺压和打击另

一方，使得矛盾激化，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造成更大的对抗。上述三方面的问题

常常交织在一起，使得由此导致的恐怖主义呈现错综复杂、似是而非的面貌。叫但

是，政治权力和物质利益的争夺是一切问题存在和结合的基础。当矛盾尖锐化和畸

形化发展后，原有的民族和宗教对立会使冲突具有异乎寻常的顽固性和偏执性。宗

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思潮会推动一些人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

2．宗教从本质上是反对恐怖主义的。从宗教的产生背景来看，宗教在本质上

反对恐怖主义，虔诚的信仰、严格到近乎苛刻的仪式，只不过是早期人类以人自身

行为的节制来表示对先在力量尊重的尝试，也是人类试图通过人为的仪式来获得先

在力量的启示，从而缓解生存中种种恐惧的努力。宗教从产生伊始，就表达了人类

对一个没有恐怖的世界的寻求。任何一种宗教都设置了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彼岸世

界，这个世界或者是上帝的天堂，或者是人性尚未堕落的伊甸园，或者是众人皆乐

的极乐世界。作为人类追求极乐世界的精神产品，宗教是和平的力量，它不喜欢暴

力带来的恐惧。从宗教的本质来看，宗教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宗教作为

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其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共同的信仰

以及宗教情感相关的体验和认同意识，使不同的群体、个人和社会集团聚集在一个

超人间、超自然权能的神的统治之下，并通过教义和形式化的宗教礼仪，使教徒之

间形成一种社会秩序。从本质上讲，宗教具有社会整合和控制功能，宗教与政治、

法律等上层建筑相比，在发挥社会整合和控制功能方面具有后者无法比拟的优势。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宗教既体现为观念性的上层建筑，又表现为体制性的上

层建筑；既能作为思想文化传统去影响民众，又能作为礼仪制度约束教徒的行为。②

一般说来，宗教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继承文化传统、缓解社会矛盾、维护

既有秩序为其使命，在政治上偏于保守而趋向温和，在行动上崇尚中庸而抵制极端，

在社会生活中大多谴责暴力，关爱生命，反对恐怖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宗教让世

界更加安宁与和平。

o周燮藩：《恐怖主义与宗教问题》，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l期，第34页。

曲张博：‘论宗教与恐怖主义》，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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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一些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规定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近代文明国家都在宪法及相关法律中作了明确规定。“宗

教信仰自由”，在各国宪法中存在不同的表述，如：“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宗

教或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其中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将“宗教自由"和“信

仰自由"作为两个并列的公民基本权利来表述，当代国家宪法普遍以基本权利的形

式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根据荷兰法学家马尔赛文的统计，142个国家中有125个国

家的宪法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占成文宪法的88．1％。①国际公约将宗教信仰

归于公民的基本人权的范畴，大多采用“宗教或信仰自由"来表述。如1948年联

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1968年国际人权

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1969年《美洲人权公约》等。不仅如此，许多国家如

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还进行了专门的宗教立法来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如日

本的《宗教法人法》，《关于限制进行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团体法律》，《关于恢复属

于特定破产法人财团的财产的特别措施法》，俄罗斯《“良心自由和宗教协会”联邦

法》，新加坡《维护宗教和睦法》等。

(一)一些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所包含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内心

的信仰自由：其中又包含信仰特定的宗教自由，改变特定的信仰自由以及不信仰任

何宗教的自由。内心的信仰纯粹属于内心的精神作用，是宗教信仰的起点与归宿。

②宗教上的行为自由：其中主要包括礼拜，祷告以及举行或参加宗教典礼宗教仪式

等宗教行为的自由。此外宗教或布教的自由亦属于这一范畴。③宗教上的结社自由：

其中主要包括设立宗教团体(如教会教派)并举行团体活动，加入特定的宗教团体

以及不加入特定的宗教团体等方面的自由。圆还有学者将宗教信仰自由内容分为两

方面：①公民内心对教义的信仰不受干涉，公民有信仰任何宗教与不信仰任何宗教

的自由，即信仰自由，这种存在于人内心意念之中的自由是绝对的；②公民宗教信

仰的外部表现，举行或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即宗教活动自由，国家不得强迫公民

①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版，第369页．

o许崇德、胡锦光主编：‘宪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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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或参加宗教活动，公民享有参与宗教活动的自由。①我们认为将宗教信仰内容

分为两个方面更为妥当，这与宗教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构成是一致的，而宗教结

社自由，实际上是宗教外在自由的一种表现。学者们对此达成的共识是：信仰自由

是指人们内心里对超自然神灵的确信和崇拜，以及由此获得的内心的情感体验，这

种内心的自由是绝对的；宗教行为自由是指人们举行宗教活动和参加宗教团体的行

为，是内心信仰的外部表达，这种行为的自由是相对的，因为它涉及到世俗的利益，

是要受到法律规范的②。

1．信教自由。即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公民有信仰任何宗教与不信仰任何

宗教的自由。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属于公民个人的思想、精神范畴、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精神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尊重他人的不同信仰，

保护个人的思想自由，对私人的精神生活持宽容态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是

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标志之一，是开明政府的必然姿态，在信教与不信教的公民

之间建立和保持互相尊重、友善和睦的良好关系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因此，

世界很多国家都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认并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肯定信仰自

由的天然合理性。在国际公约文书，国际公约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规定为人权内

容。

(1)公民的信仰自由在国际文书中的体现。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

本权利已在各种国际公约中体现出来，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

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

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

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联合国人权事务

委员会1993年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通过的第22号一般性

评论，认为该公约的第18条中的宗教自由包含了两个层次的人权，一是宗教和信

仰自由；二是表明宗教和信仰自由。《欧洲人权公约》第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其宗教信仰以及单独地或者同他

人在一起的时候，公开地或者私自地，在礼拜、传教、实践仪式中表示其对宗教或

者信仰的自由。《美洲人权公约》第12条规定：人人都有权享有良心和宗教的自由。

此种权利包括持有后者改变个人的宗教或者信仰的自由，以及每个人单独地或者和

∞陆幸福：‘宪法及宪政理论研究》，载‘宪法行政法论坛》，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圆李申：‘宗教论》(第l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彦马岭：‘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使》，载‘南京大学法学评论》1999年春季刊，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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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在一起，公开地或者私下里宣称或者传播自己的宗教或者信仰的自由。

从上述国际文书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信仰自由，不论如

何表述，宗教信仰自由基本涵义：一是基本人权。每个公民有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

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有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公民有表明他的宗教信仰

的自由。二是平等、不歧视原则。每个公民均不得因为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以及宗教

信仰的不同，而改变限制或剥夺一个人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反对基于宗教信仰原因

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国际社会认为在涉及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时，必须促进

谅解、容忍和尊重。当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里，因宗教信仰而

受到歧视时，有关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和消除。

(2)公民的信仰自由在宪法、法律中的体现。相对而言，国际公约因世界各

国国情的不同，民族状况、宗教状况的不同，对宗教信仰自由规定得较为粗泛，各

国宪法、法律则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对公民宗教信仰作了具体规定。宗教信仰问题

最早出现的宪法性文件是1776年美国维多利亚州的《权利宣言》。杰弗逊1777年

起草并为弗吉利亚州1786年制定为法律的《宗教自由法案》，成为世界上保护宗教

自由的首部法律，而作为美国1787年的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则使宗教信仰

自由的宪法保护走向世界。总的看来，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包含有以下内容：

一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有选择自己宗教的自由，即可

以选择这种宗教也可以选择那种宗教的自由，可以选择这个教派也可以选择那个教

派的自由。如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保障每个人的信仰自由信教自

由，包括单独地或与他人一道信仰宗教的自由，选择拥有和传播宗教的或其他的信

念和根据这些信念进行活动的权利；日本宪法第19条规定：思想及良心的自由，

不得侵犯。第20条：对任何人均保障其信教自由；德国宪法第4条规定：信仰良

心的自由，宗教或世界观的信念不受侵犯；意大利宪法规定：全体公民，不论其性

别、种族、语言、宗教、政治信仰个人地位及社会地位如何均有同等的社会身份，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①
。

二是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法律地位上平等，公民不因信教或不信教受到优

待或歧视。如菲律宾宪法规定：不得通过任何关于设立宗教机构或禁止其活动的法

律，不抱歧视或偏见，自由信奉宗教及举行宗教仪式，应受到允许。公民权利或政

治权利的行使不得附带宗教考察的要求。美国宪法第6条最后一款规定：不得对出

任公职者进行宗教方面的测试，也不能以宗教信仰作为衡量出庭作证者的信誉的凭

证和依据。日本宪法第14条规定：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

回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主编：‘国外宗教法规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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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会关系中，不得因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及门第不同而有所差别。德

国宪法第3条规定：⋯⋯三、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

统、信仰或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法兰西是不

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它保证所有公民，不分出身种族或者宗教，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尊重一切信仰；瑞士宪法规定，思想和信仰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人不得被迫参加宗教团体接受宗教教育、履行宗教仪式，也不得因宗教信仰蒙

受任何性质的处罚。∞

三是公民信仰自由受到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需要通过国家的有关立法和相

关社会措施予以实现并加以保障。国家有义务通过立法和社会政策等途径，实现和

保障公民的此项自由。如美国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其中第一款规定：国

会不得制定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日本的《宗教法人法》，《关于限

制进行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团体法律》，《关于恢复属于特定破产法人财团的财产的

特别措施法》，俄罗斯《“良心自由和宗教协会"联邦法》，新加坡《维护宗教和睦

法》等都属于用专门立法来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

2．宗教活动自由。即所谓的宗教活动上的行为自由，主要有宗教结社自由，

宗教仪式活动自由，有礼拜、祷告以及举行或参加宗教典礼宗教仪式等宗教行为。

(1)宗教结社自由是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方式。我国学者何华辉把结社自由

界定为，人民为特定共同目的而组织维持团体的自由。圆《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

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任何人不得被迫使隶属于某一团

体。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结社自由是

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结社自由使行使宗教自由的方式之一，宗

教结社自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应有之义。在很多国家宪法条文中也有反映。如意大

利宪法第20条规定：不得以某一团体和机关之教会性质、宗教目的或礼拜目的为

借口，用专门立法去限制或用特别税法去阻止该社团和机关的成立，限制和阻止它

们行使其法律上的权利能力以及任何活动。西班牙宪法第16条规定：西班牙人民

依合法宗旨并根据法律规定，自由地集会结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九条规

定：所有德国人都有结成社团和团体的权利。

(2)宗教仪式自由是公民参与宗教活动的基本形式。宗教仪式主要包括：履

行本教仪节，举行祈祷和典礼。也有将其概括为：言词的讨论与宗教仪节的履行或

不履行。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8条规定设立的由18名人权问

①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主编：‘国外宗教法规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页。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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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专家以个人身份选出和组成的“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宗教或信仰的戒律和实

践不仅包括仪式活动，也包括一些风俗如饮食戒律，穿戴特殊的服装和头饰，参加

成长的某个阶段相关的仪式和使用该群体通用的语言。这些都属于将个人基于内心

的宗教和信仰等精神性活动向外表达，形成社会交往层面的宗教活动。宗教仪式自

幽在宪法上也有规定。如日本宪法第20条规定：对任何人均保障其信教自由。任

何宗教团体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不得强制任何人参加宗教上

行为庆祝典礼仪式或例行活动。葡萄牙宪法规定，信仰宗教和礼拜自由不受侵犯；

教会及其他宗教机构同国家分离，并可自由地组织宗教活动和举行礼拜仪式；意大

利宪法规定，所有人均有权以任何形式，个人的或团体的自由信奉其宗教，自由进

行宗教宣传以及私下或公开做礼拜‘，但其仪式不得违反良好的风俗。墨西哥宪法第

24条规定，任何入都有信奉自己最喜欢的宗教信仰和在教堂或私人住所举行各自宗

教信仰的典礼祈祷或仪式的自由，只要这些活动不构成法律认为应予以处罚的犯罪

或违法行为；①俄罗斯《“良心自由和宗教协会”联邦法》第3条规定，任何人都没

有义务报告自己的宗教隶属，而且不可以被强制做以下事情：决定自己对宗教的隶

属、信仰或是放弃宗教信仰，参加或不参加礼拜、其他的宗教仪式和典礼、宗教协

会的活动和宗教教育。

(3)其他的宗教活动自由。根据法律的规定，宗教活动还包括因宗教礼拜和信

仰集会之自由以及为此目的设立和保存一些场所的自由：有设立和保持适当的慈善

机构或人道主义性质机构的自由；有适当制造、取得和使用有关宗教或信仰的仪式

或习惯所须用品的自由；有编写、发行和散发有关宗教或信仰的刊物的自由；有在

适当场所传播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有征求接受个人和机构的自愿捐款和其他捐献的

自由；有按照宗教或信仰之要求和标准，培养、委任和选举适当领导人或指定领导

接班人的自由；有在国内和国际与个人和团体建立和保持宗教或信仰方面联系的自

由等。如俄罗斯宪法规定，保障每个人的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其中包括个人或与他

人一起信仰任何宗教，自由选择、拥有和传播宗教以及其他信仰并根据信仰进行活

动的权利。葡萄牙宪法规定：各宗教团体对各自教徒会众进行宗教教育的自由，以

及使其拥有的社会传播手段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受到保障。瑞士宪法规定，在公共

秩序及善良风俗许可的限度内，宗教礼拜自由应予以保障。

①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主编：‘国外宗教法规汇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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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些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

从世界各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来看，宗教信仰自由制度是一个内容丰富的

体系，政教分离、宗教信仰绝对自由、宗教行动受限制三大原则构成了这一制度的

支柱。宗教信仰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即所谓的“宗教行动相对自由原则"。

各国在确认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又规定了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根据各国的法律规定

及实践经验，大多数国家宗教信仰的法律限制主要有政教分离，不得损害公民基本

权利，不得损害公序良俗等方面的规定。

1．政教分离原则。托克维尔对于宗教分离有其独到的看法：“把属于上帝的还

给上帝，把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政治权力对于真正的信仰是一种负担。割断政

治联系，宗教信仰将长盛不衰。’’①杰弗逊认为，在政府和宗教之间存在一堵分离之

墙，不得相互干预或发生过分纠葛。政教分离的涵义在美国的相关法律文件中得到

了很好的阐述。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关于禁止国会制定法律确立国教的规定，

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宣称是宗教最自由的国家，其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

会不得制定妨害宗教自由的法律，但在实践中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并不都违宪。美

国最高法院称：信仰自由是绝对的，但按照一个人所信仰的宗教行事的自由不能是

绝对的。在美国判定对宗教自由造成严重的限制并不一定导致法律被宣布无效。圆对

该原则的含义，194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埃弗森案的判决书中对政教分离原则作

出了明确的解释：第一条修正案“确立国教"条款的意思至少是这样的：不论州政

府还是联邦政府，都不得设立一个教会；不得通过援助一种宗教或所有宗教或偏护

某一宗教而歧视另一宗教的法律；不得强迫或影响某人违背本人意志加入或不加入

一个教会，或强迫他宣布信奉或不信奉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人不得因持有或宣布宗

教信仰或不信教，上或不上教堂做礼拜而受到惩罚；不得课征任何数量的税收以支

持任何宗教活动或机构，不论他们以任何名义出现，也不论他们采取任何形式传教

和布道；不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不得以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参与宗教组织

或集团的事务；反之亦然。政教分离不可能是绝对的。伯格首席大法官提出了政教

分离的三条标准：第一，法律必须具有世俗的立法目的；第二，它的主要效果或首

要效果，必须是既不促进也不限制宗教，最后，法律必须不促进政府过分卷入宗教。

@自此之后，很多国家纷纷将政教分离也写入宪法中。如阿塞拜疆宪法规定，阿塞

吼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曲周叶中、秦前红：‘论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一一以反对恐怖主义为时代背景》，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

学院学报》2005年第l期，第23页。

雪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下册)，商务出版杜1999年版，第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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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lS

拜疆共和国的宗教和国家分离。所有宗教在法律上平等。菲律宾宪法规定，政教分

离的原则不得违反。韩国规定，不设国教。宗教和政治应予以分离。日本宪法规定，

任何宗教团体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国家或国家机关不得

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俄罗斯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是非宗教国家。

任何宗教均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信仰的宗教。宗教团体与国家分离并在法律

面前一律平等。在《“良心自由与宗教协会"联邦法》中规定更为具体，宗教协会

按照自身的规章挑选委派与替换自己的工作人员：不履行国家政权机构、其他国家

机构、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构的职能；不参加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

的选举；不参加政党和政治运动的活动，不向其提供物质及其他援助。斯洛文利亚

宪法规定，宗教团体与国家分离。

2．宗教活动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公民基本权利，损害公序良俗等的规定。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如同其他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一样，都要受到法律

的限制和规范。因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并不限于公民个人的自我认识

和理念的范畴，而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去实现。宗教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

动和个人行为，如同社会中其他活动一样，需要有秩序地进行，需要相应的规则对

其进行管理，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和维持基本的社会安定。宗教信仰自由

不是毫无限制的自由，世界上很多国家法律对这种自由也予以的限制。总的来说，

此种限制包括：一是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主权国家一般都禁止利用宗教挑起民族纠

纷、破坏民族关系、制造国家分裂、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因为国家利益和公民利

益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安全是公民生活安定的保障。相反，如果国家动荡不安，必

然会对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构成极大的威胁。如阿塞拜疆宪法中规定：煽动种

族主义、种族或宗教仇视或仇杀的宣传是被禁止的。应该禁止那些损害人的尊严和

与人类道义相违背的宗教和宣传。允许自由举行宗教仪式如果它不妨害公共秩序或

公共道德；俄罗斯联邦宪法中也有相关的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以社会、种族、民

族、语言或宗教属性去限制公民的权利。禁止从事煽动社会、种族、民族或宗教仇

视和敌对的宣传和鼓动。禁止宣传社会、种族、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优越性。在《‘‘良

心自由与宗教协会”联邦法》规定得更为具体。二是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基本权利。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任何个人都无权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剥夺他人的基本权

利。正如洛克在其《论宗教宽容》一书中所说的，因为他人“属于另一教会或另一

宗教而以任何形式危害其公民权利的享受，他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公民权，都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回巴西宪法规定，任何入的任何权利不因宗教信仰或哲学及政治信

。洛克：<论宗教的宽容》，吴云贵译，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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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被剥夺，除非它被用来逃避所有人都须承担的合法义务，在此情况下，法律可

决定剥夺与其表白的信念相对立的权利。除每个人依照法律规定在对其在娱乐和公

开表演中所犯越轨行为负责外，思想、政治、哲学见解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提供信

息不受检查。通信权利受到保护，出版书刊报纸和期刊无须当局许可。战争扰乱公

共秩序的宣传或宗教种族或阶级偏见的宣传，以及与道德及良好习俗背道而驰的出

版物和放肆行为都将是不可容忍的。三是不得违背良好的风俗习惯。良好的社会秩

序是人类赖以生存并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前提，它所包含的各种行为规则是国家安

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风俗一旦被破坏将必然带来国家动荡、

社会混乱、民众生活的不安定。因此，一般来说宗教活动不得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已

成共识。如瑞士宪法规定，在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的许可的限度内，宗教礼拜自由

应予保障。各州和联邦可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各宗教团体会员之间的公共秩序与

和平，并防止教会权威侵犯公民和国家的权利等。四是还有一些特殊性的禁止性规

定。有的国家根据本国的情况，具体地禁止某种宗教在本国的存在，并对新设宗教

和新建教会、修道院都比较敏感，一般都不予支持。如瑞士联邦宪法第52条规定：

“不得创设新修道院或教会。其已被禁止而想重建者，也在禁止之列”；一些国家

对特殊的公民的宗教信仰有特殊的规定。如日本宪法第14条强调“国家及机关不

得从事宗教教育及其宗教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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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

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提到：

“人权最核心的观念，即个人宗教信仰的权利。"∞用法律的形式将宗教信仰自由规

定下来，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也彰显公民基本人权的神圣性。因为“法律不

只是一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利与义

务、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圆我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

的国家，在公元二世纪就形成了我国本土的宗教一一道教，而后又有佛教、伊斯兰

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宗教的传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利用，

充当着侵略中国的工具；在我国，很多民族还有自己的民族宗教，地方上还有民间

宗教，这样，我国的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民主问题交织在一起，造成我国宗教问

题的复杂性，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解放有着不可

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党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宗教信仰问题上出台了一系列

的法律、法规、政策，对社会主义宗教信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法律政策的演变及其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在早期国家法制尚不健全

的情况下，宗教信仰多以我国政策的形式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思想的政党，在对待宗教问题上，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理论和政

策学说为根据的，很早就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1．早期的宗教信仰的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总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党的宗教政策必然是与反帝反封建的

政策相适应的。1923—1926年期间I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决议案中，都有强调宗教

采取慎重态度，告诫党员不要故意制造和宗教徒发生实践冲突的机会，革命活动是

不分党派宗教和阶级的等内容。1931年，江西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

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实际目的，

国卡尔·弗里德里希：《超越正义一一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

。伯尔曼：《宗教与法律》，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l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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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①红军长征经过的西南、西北地区都是少数民族集中的

地区，群众的宗教信仰感情深厚，宣布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于红军顺利完

成长征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红军提出“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庙”，“准

许人民信仰菩萨”等等一系列宗教自由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挽救民族危亡，

调动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徒的力量进行抗日，党实行了具有统战性质的宗教政

策。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向包括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回教

徒联合会、全国公教联合会、蒙藏学校等在内的全国各党各派同胞提出六项条件作

为共同行动的纲领，其中第四项为“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的完全自由，

释放～切政治犯”。圆这是党第一次将全体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纲

领。1936年5月，红军长征达到山陕北后，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

的宣言》：“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

对自由。”@1941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六条规定：

“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居住、

出版、集会、信仰、迁徙之自由权。"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

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

政府的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与保护。信教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

迫和歧视。"同时还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

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这一系列政策的

出台，实现了与宗教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我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

基础。

2．建国初期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相关法律政策。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完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一系列正确的宗教政策。首先，以

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不受侵犯的自由。

1949年9月29曰，在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第一章“总纲’’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这是新中

国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宗教政策的法律化，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1954年第

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8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

①陈文英：《中国共产党宗教政镱的历史考察扎．载《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第109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0l一602页。

圆《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93页。

固‘中国共产党对宗教采取的保护政策》，‘人民日报》】952年】1月22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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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硕士学位论丈
MASTER‘S THESIS

信仰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宗教界人士合作共事的政治基

础。其次，随着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宗教政策一一宗教

应适应新中国、服务新中国，对宗教信仰自由依然是采取保护政策。1952年，毛泽

东提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或信别种教

的，～律加以保护，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依然采取保护政策。"∞1957

年，毛泽东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

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

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圆在党和国家的推动下，中国宗教界在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开展各教的民主改革，完成了宗教制度的改革。

自1957年以后，我们在对宗教的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60年代中

期更进一步的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文革”中，党和国家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遭

到了全盘否定，宗教工作更是停滞不前，宗教信仰权利也是遭到破坏。与党的整个

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失误相应，党的宗教政策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将削弱、打击甚

至消灭宗教作为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其结果，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党的宗教工作被取消，信教群众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虽然建国初期，我国的宗教工作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

宗教工作还是取得了重大成就。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使佛教、道教、伊

斯兰教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方针，

宣布和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始享受宗教

信仰自由的权利。

(二)我国现阶段宗教信仰自由法制状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

的新纪元。在宗教方面，对“左"的错误思想和做法也进行了反思，进行了拨乱反

正，重新确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2年宪法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进行了纲领性的

规定。第36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二款：“任何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

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三款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

得利用宗教信仰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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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在此基础上，我们在宗教法

治化道路上取得了若干重大突破。

1．我国宗教立法实践取得重大进展。首先，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我

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通称19号文件)，是新时期宗教

法治化进程的崭新开端。就宗教立法而言，19号文件提出了下述新的观点和措施：

制订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规范宗教活动；①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充分发挥爱国宗教

组织的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按照法律程序坚决

打击外国宗教敌对势力在我国的破坏活动。

其次，1991年2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

干问题的通知》(简称1991年6号文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新时期宗教立法的进程。

6号文件首次明确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涵义；此外，6号文件还再次明确提出了

加快宗教立法的要求。1994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

活动管理规定》以及《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等。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

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宗教法制建设由此获得更大的推动并转向综合性宗教事务法

规的研究与论证。⑦2001年全国宗教会议和2002年中央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

都明确提出要加快《宗教事务条例》的制定，此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宗教立法活动，

制订了一些宗教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其中较为重要的是2004

年7月7日国务院通过的《宗教事务条例》，并于当年11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签署颁布《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426号令)，于2005年3月1日正式实施。

《宗教事务条例》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行政法规，是用法律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

最具体体现。以此为标志，中国宗教立法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

除了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外，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40余件法律，涉

及到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如：《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法通则》、《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教育法》、《刑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兵役法》、《广告

法》、《商标法》等等。

2．从90年代中期开始，宗教方面的法制建设成果初现。国务院子1994年颁

布了两个宗教方面的单项行政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

规定》(国务院144号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145号令)，前者涉

及到特定权利主体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问题，后者涉及到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物质

回任杰、梁凌：‘中国的宗教政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窜任杰、粱凌：‘中国的宗教政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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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问题。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着手制定宗教事务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和政府规章，截止2003年底，全国已颁布了55个宗教法规和规章。1988年广东省

政府发布的《广东省宗教活动场所行政管理规定》是我国地方政府第一个单项宗教

规章；1991年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发布的《河南省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试行)

是我国最早出台的地方性宗教法规；1991年甘肃省政府发布的《甘肃省宗教事务管

理暂行规定》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地方政府宗教规章；199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发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是最早出台的地方综合

性宗教法规。①到目前为止，除极个别省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陆续出台

了地方宗教法规或政府宗教规章。其中，由地方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的综合性宗教

法规23件，地方政府颁布的综合性政府宗教规章7件，地方人大地方政府办法的

单项宗教法规宗教规章27件。

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有上述法律、法规、规章保障，这些法律、法规、

规章与有关国际文书和公约在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宪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以及《维

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公民有宗教或信仰

的选择自由，不得以宗教或信仰原因为由对任何入加以歧视，有宗教礼拜和信仰集

会及设立和保持一些场所之自由，有编写、发行宗教或信仰刊物的自由，有按宗教

或信仰戒律过宗教节日及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促进和保护民族、种族、宗教和语

言上属于少数人的权利等，这些内容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并得到

实行。如：《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明确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

教教职人员在从事宗教活动等方面应当履行的义务。

(三)我国法律对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内容

众所周知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曾论到了宗教信仰自由的

内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指出：“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

的宗教需要，不受警察干涉。”②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指出：“任何人

回任杰、粱凌；‘中国的宗教政镱》，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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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充分自由信仰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

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每～个人不仅应该有信仰随便哪种宗教的完全

自由，⋯⋯这是个人的信仰问题，谁也管不着。”∞我国宗教信仰自由也是秉承了社

会主义的方针，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我国宗教法律。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基

本涵义是以我国《宪法》第36条的规定为依据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我国不仅包括

宗教信仰自由，还包括宗教活动自由。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属于思想范畴，

后者属于行为范畴。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宗教信仰属于思想精神的领域，是绝对

自由的，法律不能也不应加以干涉；宗教活动则是一种社会行为，和其他各种社会

活动一样需要有秩序地进行，以免导致混乱、无序和纠纷。因此，宗教活动应当也

必须要有法律介入，由法律对其管理和规范，对合法的宗教活动予以保护，对违法

的宗教活动进行制裁。因此，这种宗教活动的自由是相对的。根据我国的宪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精神规定，我们认为我国法律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内容可界定为：

1．公民的信仰自由。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公民的信教自由又

可以分为两类，即信教自由和择教自由两个方面的。回信教自由是指公民有信仰宗

教的自由；择教自由是指公民有选择信仰何种宗教或者何种教派的自由，有改变或

者放弃自己原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如《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

教的公民。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

本政策》(中发[1982]19号)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

一个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

现在相信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的自由。在强调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

由的同时，也应该强调保障有公民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因为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

可以自由选择，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应该干涉。一般认为，这是对我国《宪法》

第36条的规定的完整解释。笔者也很赞同将信仰自由归纳为这两个方面。

信仰属于精神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和

心理体验，信仰和思想的问题不能用强制手段去解决。宗教作为一种意思形态属于

公民个人的思想、精神范畴。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精神自由都是人与生俱来的，

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因此，宗教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宗教

o《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

o马岭：‘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使》，载‘南京大学法学评论》1999年春季刊，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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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也将长期存在于一部分人的头脑中。信仰宗教是人们的一种追求，是人权内容

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他人的不同信仰，保护个人的思想自由，对私人的精神生活

持宽容态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是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标识之一。在信教

与不信教的公民之间建立和保持互相尊重、友善和睦的良好关系是社会安定的重要

保证。①因此，在信教方面，国家不应强加干涉，不得强迫公民信教或不得信教；

在择教方面，公民也是享有自主选择权的。不同的宗教或教派之间，应该互相尊重，

平等相待，不得排斥、打击迫害异教徒，对于退出本教派的公民，应当尊重其选择，

使不同宗教信仰的公民以及无神论者之间能够，宽容谦让，团结互助，和平共处，

以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如我国《宗教事务条例》第2条规定：公民有宗

教信仰自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

信仰宗教的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

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2．宗教活动的相对自由。宗教活动是人们举行宗教活动和参加宗教团体的行为，

是内心信仰的外部表达，它是一种社会行为，和其他各种社会活动一样需要有秩序

地进行，需要法律对其管理和规范，对合法的宗教活动予以保护，我国《宪法》、《自

治法》、《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可见，

宗教活动自由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宗教活动自由所办含的内容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结社自由。《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结社

自由就是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旨而依照法律规定的手续结成某种社团的自由。圆宗教

结社是信仰同一宗教或同一教派的公民，为了表达共同的宗教信仰， 相互交流感

情，探讨宗教思想，共同进行宗教活动而结成的宗教团体。宗教结社自由包括发起

和成立宗教组织， 发展宗教组织(如吸收新教徒)，加入或退出宗教组织的自由。

对于信教公民来说宗教结社是推广和传播宗教思想、满足和深化宗教感情实现其宗

教信仰自由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要求。如果不允许信教公民结社自由，公民的宗教信

仰自由权就难以实现。因此，各国宪法和法律大都赋予了公民的结社自由的权利，

允许信教公民在法定范围内成立各种宗教团体和宗教组织，依法进行各种宗教活

动。对此，《宗教事务条例》第6条规定：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

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宗教团体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受法律保

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 』

。马岭：《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使》，载‘南京大学法学评论》1999年春季刊，第23页。

∞许崇德、胡锦光主编：《宪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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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仪式自由。宗教仪式是信教公民表达宗教信仰或进行宗教修行的主

要方式，是宗教意识外在化的表现，是信仰宗教的公民表达他们宗教信仰或进行修

行的方式。各个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的一整套宗教仪式，它们

成为宗教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烧香、拜佛、讲经、诵经、礼拜、祈祷、受洗、

受戒、过节、庆典等，这些都是宗教内容和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仪式自

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核心。锄宗教仪式具有烘托、渲染宗教气氛的作用，信教公民

通过这些仪式来表达其内心深处的宗教意识，升华其宗教情感，在公共宗教场所的

宗教仪式往往使参与者产生强烈的宗教共鸣，从而沟通彼此间的心灵，加强团体内

部的凝聚力，通过庄严神圣的宗教仪式使信教者共同感受精神的安慰和希望，增强

其对信仰的向往和尊敬。宗教仪式是宗教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有些仪式可以在家

庭中举行，有些仪式则需要到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违

背公序良俗，信教公民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无论在什么地方举行仪式，笔者认为

都可以，既可以由信教公民单独进行，也可以与家人、亲朋好友共同进行，还可以

与众多信徒在专门的宗教活动场所内集体进行。对此，《宪法》、《自治法》、《宗教

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有原则性规定，即：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3)宗教事务自由。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精神规定，宗教活动自由还包括

宗教事务自由，而宗教事务的内容有：①对外交往自由，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

配。宗教对外交往是指我国宗教团体与国外宗教之间的互相访问，进行的宗教文化

学、术交流等活动。如《宗教事务条例》第5条：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条：宗教团体、宗

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友好、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

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当前，随着我

国国际交往的日益扩大，宗教界的对外联系也日益发展，但与此同时，国际宗教反

动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宗教势力，也力图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渗透活动。在我国

法律、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宗教界可以而且应该同各国宗教界人士进行互相

访问，友好往来，开展宗教学术文化交流，但在这些交流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

自办教会的原则，坚决抵制反动势力重新控制我国宗教的企图。②宗教出版自由。

宗教出版自由是公民以宗教出版物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宗教感情和宗教思想的自由，

通过出版发行宗教杂志、刊物、报纸来宣扬宗教教义，传播宗教文化信息，可以在

较短时间里，较大范围内传播其宗教精神，从而向社会和其他公民表达其宗教信仰，

并进而影响社会和其他公民。圆如《宗教事务条例》第7条：宗教团体按照国家有

。姚俊开：《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新论》，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89页。

∞马岭：‘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使》，载<南京大学法学评论》1999年春季刊，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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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可以编印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目前，我国已创办宗教刊物30余种，包

含有《中国天主教》、《佛教》、《中国宗教》等刊物；国家还专门拨款，支持佛教界

整理出版了藏文《大藏经》等重要藏语系佛教典籍。③宗教教育自由。《宗教事务

条例》第8条规定：设立宗教院校，应当由全国性宗教团体向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

提出申请⋯⋯第10条：全国性宗教团体可以根据本宗教的需要按照规定选派和接

收宗教留学人员。目前，全国办有中国佛学院、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中国基督教

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和中国道教学院等47所宗教院校。从

1980年以后，培养年轻宗教教职人员2000余人，向世界上12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宗

教留学生100余入。①④接受捐献一捐赠自由。接受捐献、捐赠是指宗教团体或个

人接受信教公民或其他组织为表达其宗教情感，向其捐赠财物的自由。如《宗教事

务条例》第20条：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宗教习惯接受公民的捐献，但不得强迫

或者摊派。第35条：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

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与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活动。⑤宗教财

产处分自由。《宗教事务条例》第30条：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

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

处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不得损毁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占有、

使用的文物；⑥宗教营销自由。宗教营销自由是宗教组织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

自主地经营、销售宗教用品、宗教艺术品和宗教书刊，并自主地管理和使用营销所

得的权利。其中宗教用品如香蜡、念珠、神佛像等，宗教艺术品如宗教书画，宗教

书刊如各种经书教义等。宗教营销和宗教捐赠是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主

要经济来源，是其实现“自养”的主要经济途径。圆《宗教事务条例》第2l条：宗

教活动场所内可以经销宗教用品、宗教艺术品和宗教出版物。经登记为宗教活动场

所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编印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3．信教群众享有和不信教群众一样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

律规定的义务。该条明确地规定了我国公民不分信教与不信教以及宗教信仰的差

别，都平等地享有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我国公民不分

宗教信仰的差异，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受

侵犯的权利，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通信自由和通信秘

国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转引自‘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宣传手

册》，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403页．

圆马岭：<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使》，载‘南京大学法学评论》1999年春季刊，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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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受保护的权利，劳动权，受教育权，文化活动权，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等。这

些权利都反映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如我国《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

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

利的人除外。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民选举法》第3条

对我国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有相同的规定。《劳动法》第13条规定：劳动者

就业，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

产状况、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8

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

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

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
。

4．宗教财产受法律保护。这里所指的宗教产是指由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

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的合法收益。从

当今世界各国宗教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宗教有不断世俗化的趋势，宗教越来越多

地关注世俗事务，关注生态环境、伦理道德；参与社会民政事务的运作，在社会福

利、社会保障等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宗教世俗化的另一表现则是将市场经济活动

和价值观念引入宗教殿堂并将寺观文化商品化。回在这种趋势下，宗教财产权问题，

也逐渐成为特别敏感的社会问题。积极运用法律手段，科学地对宗教财产归属问题

加以明确和规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宗教团体是社会团体的一种，保护它们的合

法财产，是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合法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利于保护正常的

宗教活动。宗教财产虽带有宗教性质，但宗教财产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权利，因

而它首先就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得到了确认。《民法通则》第77条规定：社会团体包

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这是宗教财产问题在民法上第一次得到确认。

《宗教事务条例》第5章为“宗教财产”的专章规定，充分体现出国家对宗教财产

问题的重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

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

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

产，不得损毁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占有使用的文物。在该章，宗教财产问题得到

了详尽、集中的规定，涉及的主要内容有：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

。马卉、薛焱：《我国宗教财产归属问题探讨》，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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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受法律保护；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

房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因城市规划或者重点工程建设需要拆迁宗教

不动产的，拆迁人应当与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协商解决；宗教财产应用于与

其宗旨相符的活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按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享受税收

减免优惠。①

5．宗教习俗受尊重。我国宪法规定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

公民。也就是说国家尊重各个宗教的习俗。我国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

主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另外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信仰本民族的民间宗教。而每

个宗教又都有自己的禁忌，礼仪，像烧香、拜佛、讲经、诵经、讲道、礼拜、祈祷、

受洗、受戒、过节、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国家尊重每个宗教自己的

习俗。对此，《宗教事务条例》第2条规定：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信仰宗教的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

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

尊重、和睦相处。第7条规定：⋯⋯涉及宗教内容出版物，应当符合《出版管理条

例》的规定，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二)破坏不同宗教之间的和睦以及宗教

内部的和睦；(三)歧视侮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教公民的；⋯⋯《商标法》第10条

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五)同“红十字”、“红新月’’等名称、

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六)带有民族歧视的；⋯⋯《广告法》第7条规定：广告

不得有下列情形：⋯⋯(七)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

6．外国人宗教信仰受尊重。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

管理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精神，

我国尊重在华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这种自由主要有，信仰宗教自由，参加宗教

活动自由，依法进行宗教文化学术交流的自由，依法携带用于宗教文化学术交流的

宗教用品自由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

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保护和

管理中国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境内外国入在宗教方面同中

国宗教界进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第5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可以根

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依法登记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第6条

规定：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来访的外国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宗教社会团

体的邀请，可以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以其他身份入境的外国宗教

教职人员，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的宗教社会团体邀请，可以在依法登记的宗

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

①马卉、薛焱：‘我国宗教财产归属问题探讨》，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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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

众所周知，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任何自由都不可能是绝

对的自由，任何国家、任何地方也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只有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

内的自由才是合法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法国思想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

的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有法律的国家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

该做的事情，而不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

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

人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权利。"①由此可见，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只能是法律法规许可

范围内的自由。

(一)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义务的规定

宗教信仰活动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只有将宗教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才

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保证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实现。无论信仰的公民

还是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也是一个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

的基本要求。在国际人权文件和宪法中，对宗教信仰自由都规定了一些限制性条

款，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第3项规定，“表示自己的宗教

或信仰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

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须的限制⋯⋯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

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制止。”我国的宗教法律在

赋予公民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必然要求公民承担相应的义务。宗教信仰自由作

为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有其相对应的义务，即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相应

的义务。对此，宪法、法律、法规作了原则性规定，如《宪法》第51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

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条规定：任何

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

动。《宗教事务条例》则作了更加详细的一系列规定，如：宗教团体、宗教活动

场所和信教公民不得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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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宗教团体出版宗教出

版物的规定；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的规定：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规定；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规定；宗教活动管理组织设立的规定；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

理的规定；大型宗教活动需要申请、批准；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宗教

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所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等财产的规定等等。这些自由度的

限定和义务的设立，并不是为了限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而是为了

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实现。总结我国法律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

制并对其进行归类研究，总的来说有以下的限制内容：

1．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是公民的～项义务。法律

禁止利用宗教挑起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关系、制造国家分裂、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我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除了在汉族中有一定数量的信教群众以外，在少数民

族中更是普遍地存在着宗教信仰，某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和风俗习惯往往与宗教

结合在一起、各种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和喇嘛教，在许多少数民族中有深厚的基础，

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呈交织状态，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可能直接导致民族纠纷，损

害民族团结。①《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宗教信徒作为公民中的一部分，信教公民的利益也应以全体公民的利益，服从国家

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前提。首先，宗教活动不得破坏国家现行政治制度。我国宪法

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在有关行政法规和政策中也规定，在宗教活动中绝不允许

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次，禁止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制造

国家分裂。我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和风俗习惯往往与宗

教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交织状态，宗教问题处理不好，可能直接导致民族纠纷，损

害民族团结。《宪法》第52条规定公民“有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第54条规定公民“有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安全、

荣誉和利益的行为"。这就要求广大信教公民不得在不同教派、不同信徒之间制造

纠纷，煽动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危害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对于个别民族分裂主义

分子利用宗教企图颠覆政府、分裂祖国的犯罪行为，依法给予法律制裁。再次，宗

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我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

在历史上均由外国传入，与境外宗教有着天然的联系，曾经被外国势力控制和利用。

特别是天主教，它在近代史上就曾被殖民主义所利用，在解放后，梵蒂冈当局还企

图通过控制中国天主教，将中国天主教会纳入梵蒂网的“道统”体系，达到颠覆共

母马岭：‘论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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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政权的目的。为此，我国《宪法》第36条第4款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

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2004年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第4条规定：“宗教活动

场所不受境外组织和个人的支配。"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境外敌对势力利

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情况，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规定了外国人在我

国进行宗教活动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以及我国宗教团体与境外组织的交往规范，旨

在保护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境外势力的支配，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

定。

2，不得违反社会公共秩序。社会秩序是人类赖以生存并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

前提。它所包括的各种行为规则是国家维护其统治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秩序一旦

被破坏，将必然带来国家动荡和社会混乱。为此，我国《宪法》第36条第3款明

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对于信教公民来说，宗

教活动以不得破坏社会秩序为前提。首先，禁止宗教势力干扰国家司法、行政。不

得利用宗教干涉国家诉讼，更不得私设法庭，擅自做出处罚决定，“私了”各种民

间纠纷。其次，禁止宗教势力制造各种纠纷，破坏社会稳定。禁止在不同教派之间、

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之间制造矛盾冲突，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安定团结。禁止

私设聚会点，传播邪教及异端邪说，干扰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造成社会混乱。

再次，禁止宗教活动中的摊派勒捐行为。除政府拨款修建寺观教堂外，不得动用国

家或集体的财产修建宗教活动场所．对于群众自发筹款修建的也要加以引导管理。

3．不得损害公民基本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缺少这

些基本权利，公民在社会上将难以生存。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

权利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的宗教活动如果侵犯其他公

民的合法权益，对被侵犯的公民来说就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法律保护的是全体公

民而不是一部分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禁止建立在损害其他公民利益基础之

上的所谓公民权利和自由。首先，宗教活动不得侵害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宪法第

36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的活动”。在宗教活

动中如果发现骗财骗色、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甚至致死人

命等现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惩处，违反国家《刑法》

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做出刑事制裁。其次，宗教活动不得侵害公民的受教育权。

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我国《宪法》第36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

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义务教育法》第16条规定：“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

碍义务教育实施的活动。”这是由我国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教育制度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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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不得干预教育，不允许强迫任何人特别是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入教、出家或

到寺庙学经。1983年国家教育部《关于正确处理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干扰学校教育问

题的意见》对此有更详细的规定：在普通学校应当明确规定：(1)不得在学校向学

生宣传宗教，灌输宗教思想；(2)学校不得停课集体进行宗教活动；(3)不得强迫

学生信仰宗教，不得强迫他们当和尚、喇嘛或满拉等；(4)不得以任何形式在学校

开设或讲授宗教课；(5)不得利用宗教干扰或破坏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6)不得

以任何形式干扰或阻挠学校向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教

育。①

4．依法登记并在依法登记的宗教场所活动。1991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民政

部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制定的《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规

定：由我国公民在本国境内组织的各宗教县级范围(含县级)以上区域性的和全国性

的宗教社会团体，均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登记前需经政

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在依法登记的基础上，必须在宗教场所活动。首先，宗

教必须依法活动。宗教活动应当在合法传教场所内进行，对此必须满足法定条件：

有固定的场所和名称、有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有信教公民组成的管理组

织、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有管理规章、有

合法的经济收入。其次，宗教活动应当在宗教场所内进行。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

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第六部分明确指出：“任何宗教组织和教

徒不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布道、传教，宣传有神论。"宗教组织或宗教徒不得

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公共场所布道和传教，宣传有神论，举行宗教聚会，或者散

发宗教传单和其他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出版发行的宗教书刊，以防止各个宗教之

间以及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之间发生争执，避免因对宗教信仰的不同态度而造成公

民之间的隔阂和对立。再次，传教人员应当合法。传教者应当是我国向政府申请登

记并获得批准的合法宗教组织内部的宗教教职人员，如牧师、阿訇、方丈等，对于

自封传道人的传教布道活动以及其他各种非法传教活动应坚持制止。同时，根据我

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外国人不得在我国进行传教活动。另外，还对捐赠、

外国人宗教活动和宗教结社进行规制。根据上述规定，未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并获

得批准的宗教团体属非法组织，其活动属非法活动，在国家法律禁止之列，应依法

取缔。

回《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3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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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违反宗教信仰自由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法律是具有约束力的，人们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那样行为，必须遵守法律。因

为“法律如果不被信仰，那就将形同虚设"。①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就得承当一定

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可以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同样，如果公民违

反我国法律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应当承当一定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

定，我国公民违反宗教信仰自由，所应承当法律责任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

1．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法律责任。违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违反宗教法律制度，强迫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强迫公民

信仰这个教派或者信仰那个教派；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等行

为。这些违法行为其实都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问题，侵犯我国民族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违反了我国宗教法律制度。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殊性，

即代表国家履行职权。因此，我国法律将此类违法行为单独列出。如我国《刑法》

第25l条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

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该条可以看出，国家工

作人员如果侵犯了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所承当的将是严厉的刑事责任；其他社会

团体、个人违反我国宗教法律制度的所承担的责任，可以是行政责任，可以是治安

处罚、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宗教事务条例》对此作了详细规定，第39条：强制

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或者干扰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正常的宗教活动

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侵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宗教事务管理者渎职行为的法律责任。宗教事务管理者的渎职行为是指国

家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的行为。国家

工作人员因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公民对于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提

起行政诉讼。对此，《宗教事务条例》第3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管理工

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

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46条规定：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①伯尔曼：‘宗教与法律》，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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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①

3．宗教团体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宗教团体违反我国相关法律

的规定而从事宗教活动的情形，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主要有：未按规定

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备案手续的；宗教活动场所未建立有关管理制度或者管理制度不

符合要求的；宗教活动场所内发生重大事故、重大事件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

的；违背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捐赠的；拒不

接受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的；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或者是宗教

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等登记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等。针对违反

上述规定的法律责任，《宗教事务条例》规定，由宗教部门责令改正；情节较严重

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

节严重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撤销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有非法财务的

予以没收；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或者是宗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等登记仍然进

行宗教活动的，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有

违法房屋构筑物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依法给与

治安管理处罚；违法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

违法所得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l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4．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的法律责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行为主要是指利

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

家教育制度的违反宗教法律制度的行为。这些行为侵犯了我国规定的宗教信仰自

由，是违法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对此，《宗教事务条例》第40条规定：利

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管

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等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

罪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对于打着宗教团体或宗教事务的幌子与境外宗教组织或民族分

裂主义分子联合或接受其指使，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活动，如构成

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将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5．外国人在我国境内违法宗教活动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境内外

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精神，我国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

仰自由，依法保护和管理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外国人可以在我国境内根据自己

的宗教信仰在依法登记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参加宗教活动。该细则也明确

国姚俊开：《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新论》，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

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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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进行以下传教活动：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委任宗教教职人

员：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宗教教徒；不得擅自在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不得

未经批准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处所讲经、讲道，进行宗教聚会活动；

不得制作或销售宗教书刊、宗教音像制品、宗教电子出版物等宗教用品；不得散发

宗教宣传品等活动。违反上述规定的进行宗教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制止；境内外国人违反《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

规定实施细则》进行宗教活动的，构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构

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6．假冒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进行违法活动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假冒宗

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所从事的违法活动主要有：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教活动

场所已被撤销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擅自设立宗教院校，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

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假冒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等。《宗教事务条例》第43条

规定：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赠的，由宗教

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

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宗教事务条例》第45条规定：假冒宗教教职人

员进行宗教活动，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与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法轮功刀灾难的法律反思
I

我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个很复杂的社会问

题。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据不完全

统计，我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处，宗教教职人员30

万人，宗教团体3000多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邪教组

织，打着宗教旗号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邪教组织的为首分子或歪曲宗教教义，制造

邪说，能够蒙骗群众，抗拒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煽动推翻政府；或利用迷信，

装神弄鬼致人死伤；或聚众淫乱，诈骗钱财，严重危害人民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尤以法轮功为代表的邪教组织对我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其创始人李洪志的歪

理邪说，打着宗教的幌子，诱惑蒙蔽了具过有迷信思想、精神空虚、练功治病、去

灾免祸、希望改变人生状态、寻求精神寄托等各种思想阶层的一批人。有的信徒视

李洪志为“佛”，顶礼膜拜，至死不悟。因相信李洪志“成佛”、“上天国"、“得道"



“圆满”等邪说导致有病不治、延误治疗、自残至死、自杀而死的人数已达到了1600

名，因痴迷法轮功而导致精神异常、行为极端而自杀自残、离家出走、离婚、精神

病等事件更是层出不穷。①法轮功毒化人的精神，残害人的生命健康，严重影响和

扰乱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破坏了社会政治稳定。1999年7月22日，中央宣

布依法取缔邪教组织法轮功，将法轮功正式定义为邪教。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之所以

能够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危害，除了其本身的欺骗性蒙蔽性外，很大一方面也反应了

我国宗教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让那些不法之徒有机可乘。综合看来，我国在宗教

法律法规上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1．完善对合法宗教的确认。长期以来，我国宗教政策只承认佛教、道教、伊

斯兰教(公教)、基督教(新教)的合法地位。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世界宗教多样

化趋势直接冲击到我国。每年进入我国境内的大批外国留学生、外企人员以及华侨、

华人中，有许多人在境外信仰的宗教或教派不属于上述五种宗教，他们信仰的宗教

以及宗教活动是否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

动管理规定》中，对外国人，包括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

澳门居民在内地进行宗教活动，其宗教信仰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其宗教活动是否得

到尊重?我国的宗教法律、法规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的。这种现状一方面不利于对

这部分人的宗教信仰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也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2．完善对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邪教、恐怖组织的确认界限。首先，对邪教

应予以取缔。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打着宗教幌子的邪教、恐怖组织兴盛起来。这

些邪教组织、恐怖组织实对社会是有害无益，有弊无利，应该加以取缔；而我国现

阶段的宗教立法缺少这方面的规定。我们认为对邪教、恐怖组织应采取明确态度，

区分其和宗教的界限。邪教在当前仍有其生存的土壤，以前吸引的对象主要是偏远

地区的公民，近年也在逐步向城市渗透、蔓延，扰乱了合法的宗教活动。因此，立

法中对宗教与邪教的界限应予以明确，以利于执法操作。其次，要准确界定迷信活

动。迷信活动目前在农村及偏远地区势力强大，在某些地方甚至超过传统宗教。我

国宗教法规对此涉及甚少。许多人包括一些宗教事务专职管理人员都难以分清宗教

信仰与迷信的界限，尤其对以宗教活动为借口的迷信活动更是难以分辨，对此，我

国的宗教立法中应着重区分合法宗教活动与邪教、封建迷信活动，以更好地保护宗

教信仰自由。

3．完善对宗教法人的规定。为了维护宗教团体的权利，确立宗教团体的义务，

并赋予宗教团体法律上的能力，应设立宗教法人制度。日本、台湾地区都有《宗教

国吴兵旭：‘从历代邪教看法轮功的危害》，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6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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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法》，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的宗教法律制度。如日本

的《宗教法人法》对宗教法人的设立、管理、变更、合并、解散、登记、财务管理、

认证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且还规定了几项重要的制度，如认证制度、责任役员

制度、公告制度、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等。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条规定：

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成立之日起，

具有法人资格；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经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宗教团体

是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应赋予其法律上的能力，而我国对宗教法人缺乏规定，我

们可以借鉴相关国家的宗教法人制度经验，完善我国的宗教法律制度。如我们可以

明确宗教法人的一般原则，包括宗教法人的晃定，管理宗教法人的国家机关，宗教

法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还可以规定宗教法人设立、变更、合并、解散的条件；教

法人事务的管理，通常是指宗教法人的章程，法定代表人的设立，财产的处分，财

务管理；明确规定宗教团体的法律责任，即宗教法人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应

承担的民事责任。
。

4．加强宗教法制建设。对宗教活动的规范是各国宗教立法的重点内容，我国

只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宗教事务条例》，

而对国内各种宗教活动如何调整，则缺乏相应的法律。法律位阶低，没有一部全国

性的综合性的宗教基本法，影响了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是我国相关宗教法律的现

状。宗教活动是宗教领域中的普遍性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必须有统一的规定，我国

地域广阔，宗教情况错综复杂，虽说我国地方上关于宗教的规章层出不穷，但各规

章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兼容性，地方性宗教法律法规严重趋同，部分地方立法因严

重脱离实际情况而成为虚文，既不能化解宗教纠纷，亦不能规范宗教活动，在现实

中毫无效用；并且地方的这种宗教法规、规章相互冲突的情形也有存在；再加上宗

教法规规章的规定内容较为抽象，甚至缺少重要的章节条款，如法律责任问题，本

是宗教立法中必不可少的重墨，明确法律责任才能对宗教领域和宗教工作中的违

规、侵权、致损、犯罪等行为的后果实施救济，部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中却没有体

现这项内容，体现了的也是寥寥几笔。①至于全国性的对于外国人在国内宗教活动

的规范办法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堪称我国宗教法制建设的里程碑，但也欠具

体：长期以来，我国宗教政策只承认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合

法地位，而外国人的宗教类型较多，许多并不在这五大宗教范围之内。那么，他们

在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是否违法，在法律上是留有未知空间的。

回李霞：‘宗教立法问题三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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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上的宗教问题更是纷繁复杂，邪教组织、恐怖组织纷纷打上宗教的旗

号混淆视听，让我们处理宗教问题更是棘手，而宗教信仰自由又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针对这样的复杂情况，不少宗教界人士、学者、纷纷呼吁尽快制定一部宗教法律。

这部法律应该根据我国宪法关于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来制定，对宗教和与

宗教有关的问题与工作作出整体的系统的规范，使整个宗教工作有法可循。这部法

律应该包括如下内容：政教分离的具体规定；确认合法宗教，严厉打击恐怖组织、

邪教组织：确立宗教法人制度；公民在信仰宗教方面享有的自由；公民宗教活动自

由的限制；宗教活动的场所、宗教活动的内容、宗教慈善活动、宗教宣传活动等方

面的规定。通过这样的立法，使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法律化、条文化，用法律规范

宗教行为，保护合法宗教、抵制非法宗教活动、打击宗教犯罪，规范宗教部门的行

政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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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个很有天赋的人。每思及此，便暗暗告诫自己做任

何事情都不能心存侥幸，不要去想捷径、奇迹之类的东西，我需要的是脚踏实地。

在别人眼中我的经历是太顺利了，我就是那个幸运的宠儿。顺利地上大学，顺利地

考上研究生，顺利地通过司法考试。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那么地不费吹灰之力。

回想自己这一路走来，个中滋味恐怕只有自己才能深深的体会，也曾沮丧，也曾徘

徊，甚至还想到过放弃。但让我高兴的是，不轻言放弃和那种坚持就是胜利的信念

深深鼓舞了我，也触动了心中那股傻乎乎的认真劲，让我勇敢的面对一切。我知道

自己唯有付出双倍甚至更多的努力，才能够跨过那一道道的障碍，才能做到让自己

以后回想起来不后悔。

大学七年时间里，太多的入和事都使我难以忘怀。上大学以来，孙老师就是我

的导师，是良师又是益友，但更多的时候是严师。孙老师治学严谨，教学一丝不苟，

对待学生缺点更是一针见血进行批评教育，以致我对孙老师时常心存畏惧，不敢在

学习上马虎，更不敢弄虚作假企图蒙混过关，这也促使我养成了认真、谨慎的好态

度；刘一纯老师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学生的诚恳，做事的认真负责，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影响；曹海晶老师的和蔼，谈话的睿智，无不展示着为人师表的风范；还有

我的那群可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_起度过了难忘的大学时光，在这里我们互相帮

助，互相鼓励，一起闯过一道道难关，越过一道道障碍；还有陪我度过那段最消沉、

最浮躁时光的我的亲密朋友，他一直在我的身边给我帮助和鼓励，我所感觉到的那

些压力都已经是经过他的层层过滤后再传递到我的，可以说我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他也承受了多大的压力，甚至还要大；还有我的父母、亲人，一直都在我的身后默

默给我支持，给与我最伟大、最无私的爱，永远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要感谢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多太多，要表达的感激又岂是一句“谢谢”所能概括

的。在这里唯有祝福，祝福我的母校明天会更好，我的兄弟姐妹们一切顺利，我的

父母、亲人身体健康，我的朋友幸福美满!

张胜霞

200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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