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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的宗教法治建设

郝明理

(陕西政法干部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6000)

[摘要]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属于公民个人思想范畴和精神范畴，而思想和精神是不能也不应该

被禁目的。宗教信仰既然被做为公民的一项自由写进宪法。就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干涉公民宗教信仰的

行为都具有不合理性、危害性和非法性，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为此，完善宗教立法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

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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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被视为人权的一个

重要内容。宗教问题历来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所关

注，一些国际公约都对宗教问题作了规定。在联合国

通过的国际文件中，有关宗教问题的规定主要见诸予

《联合国宪章》、《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世界人权

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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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国作为这些文献的加入国，在有关宗教问题的

立法上，必须考虑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尤其要遵守国

际公约的有关规定，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本文从联

合国有关宗教问题的规定与我国宗教法制建设问题

谈一些看法。

一、公民事有宗教信仰自由

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联合国通过的一

系列文件中所普遍遵循的原则。{lit界人权宣言》规

定：“不分宗教、种族等，提倡对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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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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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定：“任何国家机关、团体或个人都不得以宗教或信仰

原因为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任何人不得受到压

制，而有损其选择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也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一

项基本自由。同时，它又是中国政府处理我国宗教问

题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宪法第36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共中央下

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信仰问题的基本观

点和基本政策》中指出：“宗教信仰自由就是指每个公

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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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宗教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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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教的自由，也

有过去信仰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这是对宗教信仰

自由一个完整的解释。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信教自由和择教自由两

个方面。宪法第36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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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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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可见，我国

法律、政策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与联合国有关

文件中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另外。我国《刑法》第251

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

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从我国宪法、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保

护公民的信教自由是非常必要的。干涉公民的宗教信

仰具有不合理性、危害性和非法性，宗教作为一种意

识形态属于公民个人思想范畴和精神范畴，思想自

由、信仰自由、精神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且不可剥

夺的基本人权。尊重他人的不同信仰、保护个人的思

想自由、对社会个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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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开明政府应有的必然姿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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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都以宪法或法律

形式确认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在不同宗

教或教派之间，也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得排斥、

打击迫害异教徒，对于退出本教的公民以及改信其他

教派的公民，应当尊重其选择，使信仰不同宗教的公

民之间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和平共处、宽容

谦让、团结互助，以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

二、公民有办理教务和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

宗教活动自由主要包括参加宗教组织自由、举行

宗教仪式自由、宗教出版自由、宗教集会自由、宗教

结社自由、传教自由、宗教捐赠自由和接受宗教资助

自由及宗教营销自由。而各种宗教活动在内容上有时

是相互交错重叠的，如宗教仪式几乎贯穿一切宗教活

动，没有宗教仪式宗教活动就无法进行。又如传教活

动，常常与宗教出版、集会、结社等交织在一起，通

过这些形式来传播宗教思想。

宗教不只是人们思想上的一种信仰，而且，这种

信仰必然表现为宗教行为和按一定宗教教义进行的

宗教活动，表现为按一定章程所组成的宗教组织。宗

教信仰自由权利也必然包含有进行正常宗教活动和

正常教务活动的权利。思想上的信仰同这种信仰的外

在表现形式——宗教行为、宗教活动、宗教组织是有

区别的。可以说，宗教信仰自由属于思想范畴，宗教活

动自由则属于行为范畴。思想一般产生于行为之前，

行为紧随思想之后，人们有了宗教信仰才会有宗教活

动。

宗教活动是信教公民的必然要求，信教公民只有

通过他们的信教活动才能使其宗教信仰得以表达、强

化、深入和传播，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宗教信仰属于

思想精神领域，应该是绝对自由的，是任何外力所不

能强制的。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

只要不损害社会、集体及其它公民的合法权益，国家

不但不能干涉，反而要予以法律保护。恩格斯说过：

“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对于公民

个人的思想、信仰，国家可以通过教育、文化、宣传

等多种方式和途径加以引导，但不能用法律手段强行

规范，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信仰的主宰、自己精神的

主体。人格独立不仅包括身体的自由支配权，也包括

信仰思想的独立思考权。但是宗教活动作为社会活动

的一种，如同社会活动一样，需要有序地进行，需要

相应的规则对其进行规范，以免出现混乱，无序和权

利间的互相侵犯，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和维

持基本的社会安定。因此，宗教活动应当也必须有法

律介入，由法律对其进行管理和规范，对合法的宗教

活动予以保护，对非法的宗教活动进行取缔。

我国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口不信教的国家，且有多

种宗教。我国有关法律制度必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

国情，兼顾信教不信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可

以说，我国宪法、法律和政策中关于宗教行为、宗教

组织、宗教活动的规定，基本精神与联合国有关文件

精神相一致。但是，在开展宗教事务方面我国一直遵

循的是独立自主的办教方针，在对外交往中坚持中国

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的原则。使

依法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具体化和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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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社会成员“有表明自己选择宗

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所规定以及

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

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范围之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也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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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规定表明，自由总是相对的，世界

上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也一样。不

得借口宗教信仰自由，违反国家法律、损害公共安全、

社会秩序、文明与道德，不得借口宗教信仰自由损害

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否则就应受到限制，甚至还

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处理宗教与国家政权及教育的关系上，我国一

直坚持宗教与国家政权，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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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没有国教，也不允许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国家

对各宗教一视同仁。在我国，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

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遵守国

家法律。任何宗教组织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

动。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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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宪法规定表明。在我国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反对政府，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破坏国家统一和国内各民族之问的团结；不得利用宗

教干预国家行政、干预司法、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

共教育；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因此，

我国在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时，对于那些利用宗教或

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动，

予以打击。

四、国家应通过立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如同其他基本权

利的行使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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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法律的介入就成为必要和可能。法律通过

一系列授权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为人们的宗教活动

规定了界限。在法定范围内的宗教活动法律应予保

护，超出法定范围则必须受国家法律的制约。联合国

大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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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凡在公民经济，政治社

会和文化等生活领域里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认、行

使和享有方面出现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歧视行为，

所有国家均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消除。”该《宣

言)还规定：“必要时均应致力于制订或废除法律以禁

止任何此类歧视行为，同时还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

施，反对这方面的基于宗教或其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

现象。”依法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是现代法治国家的

一个重要标志。宗教涉及到公民权利，涉及经济、政治

文化等许多领域。因此，国家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

以规范其行为，有利于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规定，首先表现在

宪法第51条中，即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

得损害国家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

和权利”，这是公民行使各种权利的总的法律限制，公

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也应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其次，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颁布的三个关于宗教活动

的规定，包括1991年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条例》，都对公民宗教活动

作了较为具体、明确的规范，这些都为宗教活动的法

律界限勾画出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宗教立法一直是我国的薄

弱环节，在建国后半个世纪的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

白，只有宪法的原则性规范而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

90年代虽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宗教立法的几个行政

法规和规章，但其法律地位较低，不是国家立法机关

制定的正式法律，且有关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

善。在现实生活中，宗教领域还没有完全进入依法管

理的轨道，在很多方面仍然沿袭着过去依政策进行管

理的模式，这些政策性条文，在宗教领域事实上起着

“准法律”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宗教立法，并

通过立法活动把宗教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以最大限

度地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上接第15页)具体化的演讲、讨论、表演小品、歌唱、

欣赏以及教师生动、形象的讲述等活动形式，使学生

能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并结合教学内容培育起有关

的情感。良好的教学情境起着陶冶情感的作用，学生

情感的走向就比较积极健康，情感容易净化和升华；

良好的情境还能为中学生提供有益的暗示和启迪，使

情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可喜的变化。

2．活动优化心态，促进情感发展。思想政治课的

情感教育固然少不了教师讲解这一重要教学环节，但

是一味单纯讲述式的教学，不能充分利用学生的心理

潜能，学生的情感变化就比较有限。只有让学生有较

多的机会投入各种教学活动，使他们处在积极、兴奋

的状态，这样中学生才能在内心产生丰富而深刻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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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由于中学生在知识和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

以及客观事物本身有一个发展和显露的过程，学生对

思想政治课教学所涉及的相当一部分问题，还不能从

理论上透彻地加以掌握，但通过组织生动丰富的教学

活动，可以让中学生在活动中去接触、感受和理解这

些问题，并能引起情感上的积极变化。

综上所述，在思想政治课具体教学实践中，政治

课教师要根据情感教育的特征，制定情感教育的目

标，根据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总体计划和学生心理特

征。遵循情感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循序渐进，一步一

个脚印地搞好情感教育，完成思想政治课传受知识、

培养能力、提高觉悟的任务，实现思想政治课素质教

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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