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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老人能够完全自理的比例 66.5%；57.2%的留守老人具有完全

的器械支持自理能力，非留守老人中具有完全的器械支持自理

能力的比例高于留守老人，达到了 60.7%。
我们可以发现留守老人的健康自评相对于非留守老人更

差，这说明留守老人可能因为缺少子女的生活照顾或家庭负担

较重以致身心劳累，对自己的健康评价较差；正如留守老人的

健康自评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的实际健康状况也较差，这一现

象的原因可能是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加重了整个家庭的经济

负担，使得他们的子女更有可能外出务工以贴补家用。为了更

直观地看出留守老人与非留守老人在这些生理健康方面的差

异（图 3.1 表示了留守老人与非留守老人群组间的各生理健康

指标值的差异）。图中横轴留守老人与非留守老人组；纵轴表示

生理健康指标值，其中数值越大，表示健康状况越差。其中第一

个图为健康自评的分析，第二个为 ADL 的分析，第三个为 IADL

的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留守老人的健康自评状况和器械支

持自理能力都明显差于非留守老人，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自理

能力比非留守老人要强一些，但是差异不是很大。

图 1 留守老人与非留守老人各生理健康指标值的差异

四、改善陕西农村地区留守老人生理健康的政策建议

1．积极推进农村老年人口养老、医疗的社会保障工作，解

决老人晚年生活的后顾之虑和思想包袱，使其拥有轻松的心情

去享受生活。
2．加大普及慢性病预防力度、治疗常识和健康预期寿命

等方面的知识，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开阔眼界、活跃思

维，提高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发展、自身和周围环境的认识和

了解，提升农村老年人口的自我健康预防能力。
3．基层组织要大力宣传敬老、爱老、关心老人的宣传教育

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倡导、鼓励老人活到老、学到老。通过增

加各个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老年休闲健康场所、文化活

动室、老年棋牌娱乐场所、社区娱乐队伍等方法来丰富老年人

口的晚年生活。
4．组建自娱自乐的民间老年人口文艺组织，鼓励老年人

口参加文艺活动和体育锻炼，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拥有休闲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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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宗教经济学

盖耕宇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宗教经济学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经济学与宗教学的交叉学科，主要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研究如何从

经济学角度理解宗教、宗教行为和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宗教经济学在理论上有创新意义，在实践上提供了有效的宗教政策。
【关键词】宗教经济学；理性选择

一、宗教经济学的历史发展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最早使用经济学工具分析宗教

行为，他在《国富论》第五篇中论述说：在个人层面，个人利益对

神职人员和世俗生产者有同样的激励作用；在市场层面，市场

力量对教会组织和世俗企业也有相同的约束作用，竞争的益

处、垄断的代价和政府管制的灾难对教会和世俗经济也都一

样。但这部分内容长期被经济学家忽视了，导致经济学和宗教

学研究都存在缺陷：经济学研究不能应用到“非市场”领域，研

究范围受到局限，无法促进跨学科的研究；宗教学研究虽然采

用了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现象学和哲学等

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但却忽视经济分析这一重要角度，无法

使之成为这些方法的补充。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后，受到贝克尔使用经济方法研究人

类行为的启发，重新开始对宗教行为进行经济分析，形成了经

济学的新兴子学科“宗教经济学”（Economics of Religion）。
Azzi 和 Ehrenberg 是开拓者，他们使用贝克尔的“家庭生产模

型”分析教会参与和奉献。这一模型被随后的学者加以发展，用

于研究信仰转变、跨宗教婚姻以及宗教对婚姻、人口出生率和

离婚的影响。到了八、九十年代，宗教经济学开始研究宗派增

长、宗教极端主义、教义创新、宗教风险、教会市场结构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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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主题。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在“9.11 事件”之后，宗教经

济学研究更是迅速发展，内容也更加广泛。目前有十几个国家

的数百位经济学、社会学和其它领域的学者从事宗教经济学的

研究，领军人物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系的 Iannaccone。
美国经济协会已经正式把宗教经济学纳入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国外宗教社会学领域的一些学者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

研究范式，包括其领军人物斯达克等人。
二、宗教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宗教经济学从社会科学经济分析的思路研究宗教和宗教

行为，研究方法是理性选择方法，其核心内容被贝克尔概括为

三个基本假设：偏好稳定、最大化行为和市场均衡。理性选择方

法把宗教定义为以信仰超自然力量为前提的一组共同信仰、活
动和制度，是经济人理性选择的对象和结果，体现在需求、供给

和市场三个方面。从需求角度，宗教需求是对无法避免的资源

稀缺性、无法满足的欲望和无法控制的盼望的合理反应，就必

然稳定地存在，满足偏好稳定假设。宗教消费者采取最大化行

为，选择接受何种宗教和参与程度，随着环境变化修正宗教选

择。因此，宗教需求行为的变化不是由消费者的口味、规范或者

信仰改变导致的，而是由价格、收入、技术、经验、资源约束等环

境因素的变化导致的，是对变化环境的理性和最优的反映。从

供给角度，宗教商品的生产者和世俗生产者一样，采取最大化

行为，但他们最大化的不是利润，而是决定教会成功的各种要

素，包括教会成员、网络资源、政府支持等。因此，教会人士的供

给行为是对宗教市场的各种约束与机会的理性反应。市场力量

推动职业化，产生宗教“企业家”（神父、牧师、祭司、先知等），以

充分利用交易与专业化的好处，促销自己的宗教，而专业化又

导致教会的组织化和产品差异化，这和一般商品的供给者没有

差别。宗教市场由宗教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构成，与其它市场一

样，趋于稳定状态的均衡。宗教商品的卖方需要买方（支付会费

的教会成员、捐献者、同工、接受政府宗教补贴者等）的支持才

能够长期生存。因此，消费者的偏好形成了宗教商品的内容及

其供给机构的结构，宗教市场的竞争也产生市场竞争的福利，

包括促进教会团体对成员的需求有敏感反应，供应多样性的宗

教商品和服务，刺激革新等。宗教市场的垄断会产生相反的不

利影响。
显然宗教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其它学科的方法有很大差

异。宗教经济学认为，宗教需求非常稳定的，宗教行为的变化是

供给变化造成的，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其它学科也强调宗教需

求，但认为宗教需求是非理性的和不稳定的，宗教行为的变化

是宗教需求不稳定造成的结果，是人类的各种精神和心理缺陷

驱动的。
三、宗教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宗教经济学研究对理论和政策都有贡献。
1．理论方面。宗教经济学创立了宗教研究的新范式，拓展

了宗教研究的范围。理性选择方法的范式有完整统一的架构，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说明宗教行为是理性和选择的结果，解释

了传统的“世俗化命题“范式难以解释的诸多宗教现象。例如，

宗教经济学研究指出，尽管经济发展，教育和科技水平不断提

高，宗教在世界各地仍然常盛不衰；对美国的宗教繁荣，传统范

式只能视之为例外，而宗教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把原因解释为美

国宗教市场的竞争性，显然更有说服力。传统的宗教研究忽视

金钱与时间对宗教活动和组织的影响，从不分析宗教行为的成

本收益，也较少利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宗教经济学研究引入

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时间价值的概念，强调时间和

金钱对教会和教派增长的影响，不仅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范围，

模型的使用还为利用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开拓了新的路径，促使

各类社会调查采集种类更加丰富的数据，使实证分析成为宗教

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2．政策方面。宗教经济学有很强的政策意义。宗教经济学

研究说明，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减少管制、限制垄断、保护

和促进宗教市场的竞争是可取的宗教政策，能够减少教会宗教

活动和政府管制的成本，增加社会福利。宗教经济学也令人信

服地解释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原因，

指出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斩断小教派进行政治活动、诉诸暴

力和恐怖主义的路径，需要采取有效的组合政策来实现目标，

具体包括：对暴力和恐怖活动继续进行经济、法律制裁和军事

打击，增加暴力的直接成本；减少宗教管制，打破宗教垄断，促

进宗教市场的公平、合法竞争，能够培育宗教宽容的和谐社会

环境，从而削弱极端主义神学和团体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减少

其进行政治活动和诉诸暴力的收益；改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

务，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积极建设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从而

削弱小教派在这些领域“生产”的比较优势及其对成员的吸引

力，减少其采取极端主义与暴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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