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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我国国家治理指出了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作为国

家治理一个组成部分的宗教治理，也应当遵循这些基本原则。本文探讨了人民利益原

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原则、法治原则对我国宗教治理的指导与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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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文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中 国 共 产 党 十 九 届 四 中 全 会 提 出 了 关 于 我 国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的 许 多 重 要 思 想，

对于坚定中国人民的制度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

拟以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A（下称《决定》）精神为指导，探讨宗教治理与国家治理大

原则之间的关系。

国 家 治 理 指 对 国 家 的 管 理。 宗 教 治 理 指《 宗 教 事 务 条 例 》 中 的“ 宗 教 事 务 管 理 ”。B 国

家治理是对整个国家的治理，它既包括总体治理——中央政府承担这个职责，又包括局部治

理——中央政府领导的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承担这个职责。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都有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大原则或者根本原则，这些原则规定国家治

理的主体、目的、方式、价值取向等等。《决定》对我国国家治理的这些原则都有所表述。宗

教 治 理 是 国 家 的 局 部 治 理， 是 国 家 治 理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所 以， 必 须 服 从《 决 定 》 表 述 的 国

家治理遵循的一系列大原则或者根本原则。下面仅仅挑选与宗教治理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个原

则试做分析。

一、与宗教治理密切相关的国家治理若干重要原则

（一）人民利益原则

国家治理的目的是什么？是维护和增进全体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全体人民的核心利益和

长远利益。这一点是由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民主性质、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

旨决定的。《决定》指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

本质要求。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

课 题。 那 么， 什 么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初 心？ 答 案 是： 为 中 国 人 民 谋 幸 福、 为 中 华 民 族 谋 复 兴。

也就是为人民谋利益。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原则

每 一 个 国 家 的 治 理， 都 在 其 根 本 的 社 会 制 度 框 架 内 进 行。 这 个 制 度， 由 基 本 国 情 决 定、

由人民选择，与国家的治乱兴衰有密切关系。我国国家治理所属的社会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探索与奋斗实践中历史地选择的制度，是引导中国建成

A　 新华社北京 2019 年 11 月 5 日电：《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B　 见《宗教事务条例》第三条。

■ 理论前沿  新时代的宗教治理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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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根本的因素。《决定》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

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就与宗教治理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文化治理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极其重要。宪

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

治理，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

（三）法治原则

国 家 治 理 一 定 有 基 本 方 式。 从 世 界 各 国 经 验 看， 大 体 分 人 治 与 法 治 两 种 方 式， 也 有 人 治

法治相兼的。我国的国家治理方式是法治。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决定》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全 面 推 进 依 法 治 国， 坚 持 依 法 治 国、 依 法 执 政、 依 法 行 政 共 同 推 进， 坚 持 法 治 国 家、 法 治 政

府、 法 治 社 会 一 体 建 设， 加 快 形 成 完 备 的 法 律 规 范 体 系、 高 效 的 法 治 实 施 体 系、 严 密 的 法 治

监 督 体 系、 有 力 的 法 治 保 障 体 系， 加 快 形 成 完 善 的 党 内 法 规 体 系， 全 面 推 进 科 学 立 法、 严 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二、国家治理原则对宗教治理的指导与约束

（一）对宗教治理目的的指导与约束

国家治理目的决定了宗教治理目的是维护和增进全体人民的利益。其内在逻辑前文已经

指出。这里需要补充三点。

第一，宗教治理坚持人民利益原则符合中国国情。

我 国 的 宗 教 信 徒 有 约 两 亿 人， 遍 布 于 各 地。 宗 教 现 象 在 我 国 不 是 局 限 于 某 些 小 地 区、 小

社 会 的 局 部 现 象， 而 是 遍 布 于 整 个 社 会 的 大 现 象。 宗 教 同 整 个 社 会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生 活 都

发生关系。这是中国国情。如果说国家治理既包含着对全局性事务的治理，也包含着对局部

性事务的治理的话，那么，由于宗教事务无疑是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局部事务，因而宗教治理

无 疑 是 具 有 全 局 性 影 响 的 局 部 治 理。 这 是 宗 教 治 理 的 一 个 显 著 特 点。 因 此， 可 以 说， 宗 教 治

理同中国全体人民的利益具有直接的关系。这样的话，宗教治理无疑应该遵循维护和增进全

体人民的利益这一原则了。

在 我 国， 宗 教 既 有 积 极 因 素， 又 有 消 极 因 素； 还 存 在 着 利 用 宗 教 从 事 损 害、 危 害 人 民 利

益的现象。这个国情决定了，就与人民利益的关系而言，宗教治理可以导致两种效果。

第一种效果，宗教治理同全体人民的利益关系是积极的。这就是宗教治理促进宗教发挥

引导信徒爱国守法、向善向上，发挥增进社会和谐等积极作用，从而维护和增进全体人民的

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的宗教治理的确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今

天，在世界很多地方宗教冲突频繁剧烈的情况下，我国总体上保持了宗教和睦，广大宗教信

徒 都 积 极 投 入 国 家 建 设 事 业 之 中， 我 国 各 大 宗 教 都 做 了 不 少 促 进 社 会 和 谐、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增进中国同其他国家交流沟通等方面的工作。遵循人民利益原则，今天与未来的宗教治理就

要继续引导宗教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种效果，宗教治理同全体人民的利益关系是消极的。如果宗教治理出现失职和失误，

导致放纵甚至鼓励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危害社会和谐稳定，危害国家统一，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那 么， 就 会 直 接 损 害 人 民 利 益。 必 须 指 出， 实 践 也 证 明， 在 个 别 地 方、 个 别 时 间， 宗 教 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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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确 出 现 过 失 职 与 失 误， 从 而 导 致 了 损 害、 危 害 人 民 利 益 的 后 果。 遵 循 人 民 利 益 原 则， 今 天

和未来的宗教治理就要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防止利用宗教从事损害、危害人民利益活动的

现 象。 比 如， 宪 法 第 三 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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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体 和 宗 教 事 务 不 受 外 国 势 力 的 支 配。《 宗 教 事 务 条

例 》 第 三 条 规 定： 宗 教 事 务 管 理 坚 持 保 护 合 法、 制 止 非 法、 遏 制 极 端、 抵 御 渗 透、 打 击 犯 罪

的 原 则。 第 四 条 规 定： 任 何 组 织 或 者 个 人 不 得 利 用 宗 教 进 行 危 害 国 家 安 全、 破 坏 社 会 秩 序、

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

权益等违法活动。

显然，中国国情要求宗教治理一定要按照人民利益原则，坚持引导宗教更好地发挥积极

作用，坚持抑制和减少宗教的消极作用。

第二，宗教治理坚持人民利益原则，决不背离、损害宗教信徒的合法利益。

首 先， 爱 国 守 法 的 宗 教 信 徒 本 身 就 是 人 民 的 一 部 分。 维 护 和 增 进 全 体 人 民 的 利 益， 同 时

就是维护和增进这些宗教信徒的利益。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广大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

徒 一 样， 拥 有 生 存、 发 展 必 需 的 大 量 世 俗 的 利 益， 并 且 也 渴 望 得 到 更 多 的 世 俗 利 益， 比 如，

更 高 的 收 入， 更 好 的 居 住 条 件， 子 女 更 发 达 的 事 业。 其 次， 我 国 任 何 局 部 利 益， 根 本 上 只 有

同 国 家、 人 民 的 整 体 利 益 相 统 一、 不 矛 盾 的 时 候， 才 是 合 法 的， 法 律 才 会 予 以 保 护 的。 我 国

是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既 保 护 个 人 合 法 利 益， 又 追 求 个 人 利 益 与 集 体 利 益、 国 家 利 益 的 统 一。 我

们看看国家各种法律禁止谋取的利益，全都是同合法的个人利益，同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

相 冲 突、 矛 盾 的； 而 法 律 保 护 的 利 益， 则 全 都 是 同 合 法 的 个 人 利 益 以 及 国 家、 人 民 的 整 体 利

益 相 统 一 的。 宗 教 信 徒 的 利 益， 也 是 如 此。 即 使 是 纯 宗 教 利 益， 如 果 导 致 损 害 其 他 个 人 的 合

法 利 益， 损 害 国 家 利 益、 全 体 人 民 利 益， 那 么 法 律 也 不 会 保 护 它 的。 最 后， 全 体 人 民 的 利 益

同宗教信徒的各种合法利益，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国家繁荣富强、安全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社 会 不 断 进 步， 这 一 切， 都 会 直 接 造 福 于 广 大 宗 教 信 徒。 在 这 一 点 上， 作 为 一 个 宗 教 群 体 的

宗教信徒，同作为一个其他社会群体的人民，是完全平等的。

第三，宗教治理坚持人民利益原则，决不背离、损害宗教信仰自由。

道 理 很 简 单：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 公 民 既 不 被 强 制 不 信 仰 宗 教， 也 不 被 强 制 信 仰 宗 教 ——

是包括所有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与所有信仰宗教的公民都享有的权利，是全体人民享有的权利，

也 可 以 说， 是 全 体 人 民 拥 有 的 一 种 利 益 —— 权 利 就 是 利 益。 这 是 宪 法 规 定、 法 律 维 护 的 权 利

与利益 A，是国家治理、宗教治理都要维护的。

（二）对宗教治理方向的指导与约束

根 据《 决 定 》 的 精 神， 我 们 知 道， 国 家 治 理 所 属 的 根 本 制 度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

这个社会制度决定了国家治理的任何局部，比如经济治理、教育治理、文化治理、国防治理，

其政治方向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治理的政治方向自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宗教治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具体表现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

导 力 量。 宪 法 第 二 十 四 条 规 定： 国 家 倡 导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在 什 么 人 群 范 围 内 倡 导？ 当

然是包括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在内的全体中国公民范围内。《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明确规

A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事务条例》第二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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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

教公民应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 须 指 出， 以 上 的 说 明 已 经 显 示： 坚 持 宗 教 治 理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方 向， 不 是 用

社会主义取代宗教，不是消灭宗教，而只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原则对宗教治理方向的指导与约束，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 先， 坚 持 宗 教 治 理 的 这 个 方 向， 才 能 维 护 和 增 进 人 民 利 益。 理 由 在 于， 历 史 与 现 实 已

经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维护和增进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最根本的条件，是

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文化，

确 保 其 安 全 和 稳 固。 那 么， 怎 样 才 能 做 到 这 点 呢？ 极 其 重 要 的 途 径 是： 确 保 国 家 治 理 的 每 个

局部都坚守这一方向。宗教治理当然不能例外。

其次，坚持宗教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向，才能让宗教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获

得 最 适 宜 的 生 存 环 境。 古 往 今 来， 任 何 宗 教 都 存 在 同 社 会 的 关 系 问 题。 关 系 好， 宗 教 的 生 存

环 境 就 好； 关 系 坏， 宗 教 的 生 存 环 境 就 坏。 关 系 的 好 坏 当 然 既 取 决 于 宗 教 对 社 会 的 态 度， 也

取决于社会对宗教的态度。就宗教对社会的态度而言，愿不愿意适应社会，是最基本的态度。

有些宗教在有些时候是不愿意适应所处社会的。因此而带来的灾难不少。以中国历史上的佛

教 为 例。 在 相 当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它 秉 持 诸 如“ 沙 门 不 敬 王 者 ” 等 等 不 适 应 中 国 社 会 的 观 念，

同中国社会，主要是同社会的统治者发生摩擦，最后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而一旦佛教放弃了

这 些 观 念， 主 动 积 极 地 适 应 中 国 社 会， 融 入 中 国 社 会， 它 的 生 存 环 境 就 变 好 了。 今 天 中 国 社

会的根本属性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制 度 的 特 征。 这 就 是 社 会 大 环 境。 这 就 意 味 着， 今 天， 所 谓 适 应 社 会， 就 是 指 适 应 中 国 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

所 以， 无 论 从 全 体 人 民 利 益 的 角 度 看， 还 是 从 宗 教 利 益 的 角 度 看， 宗 教 治 理 都 必 须 坚 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原则，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重点工作。而要做

到这点，关键是坚持党对宗教治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三）对宗教治理方式的指导与约束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这就决定了包括宗教治理在内的所有局部治理的基本方式

都是法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宗教事务条例》是有关宗教治理最基本的法律。

国 家 对 宗 教 治 理 方 式 的 法 治 要 求， 符 合 全 体 人 民 的 利 益。 法 治 是 现 代 中 国 人、 现 代 中 国

社会对社会治理方式普遍高度认同的方式，也是被实践证明最公正、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在

当代中国，以法治方式治理宗教，最有利于协调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社会和

谐； 最 有 利 于 协 调 宗 教 之 间、 宗 教 内 部 的 各 种 关 系， 从 而 有 利 于 宗 教 和 睦； 最 有 利 于 发 挥 宗

教 的 积 极 作 用、 抑 制 宗 教 的 消 极 作 用， 从 而 有 利 于 社 会 发 展 —— 总 而 言 之， 最 有 利 于 全 体 人

民的利益。

国家对宗教治理方式的法治要求，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方向。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中 的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的 根 本 特 点 就 是 党 的 领 导、 人 民 当 家 作 主 和 依 法 治 国 的 统 一。

依法治国的根本大法就是宪法。而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道 路， 集 中 力 量 进 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一 个 对 国 家 根 本 任 务 描 述 的 语 句 中，

两 次 出 现“ 社 会 主 义 ” 一 词， 可 见 其 重 要 性。 所 以， 依 法 治 国 一 定 是 依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

国 家 对 宗 教 治 理 方 式 的 法 治 要 求， 为 宗 教 提 供 良 好 的 生 存 环 境。 在 当 代 中 国， 如 果 用 人

治的方式治理宗教，容易损害宗教正常平稳的社会环境，而法治则显然有利于为宗教提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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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稳的社会环境。我国今天五大宗教都享有正常平稳的社会环境，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

国宗教治理的法治方式。

三、结语

宗教治理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运用法治的方式进行

的 治 理。 要 保 证 宗 教 治 理 遵 循 国 家 治 理 大 原 则， 治 理 者 要 具 备 以 下 条 件。 第 一 要 有 明 确、 坚

定 的 立 场。 这 个 立 场 不 是 部 分 人 的 立 场， 不 是 局 部 利 益 的 立 场， 不 是 某 些 社 会 团 体 的 立 场，

而只能是全体人民、整个国家的立场。因为治理者是受国家和人民委托，代表国家和人民承

当 治 理 职 责 的， 是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是 全 体 人 民 的 公 仆。 要 在 实 践 中 坚 持 这 个 立 场 并 不 容 易。

首先会有来自认识上的干扰。有些治理者会认为，治理就是单纯为治理对象服务，为治理对

象谋利益。他们忘记了把治理对象的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其次，还会有来自个

人利益、部门利益的干扰。任何国家部门和国家工作人员都处在各种利益关系之中，如果处

理 不 好 利 益 关 系， 就 会 因 为 个 人 利 益、 部 门 利 益、 局 部 利 益 损 害 全 体 人 民 利 益、 整 个 国 家 利

益， 也 就 是 全 局 利 益。 所 以， 治 理 者 要 有 全 体 人 民 观 念、 整 个 国 家 观 念、 全 局 大 局 观 念， 要

有正确的利益观念。第二要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宗教治理工作的政治属性非常强，与国家的

治乱兴衰关系密切，尤其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国家根本制度的社会环境、

社 会 基 础 状 况 的 好 坏。 如 果 宗 教 治 理 的 政 治 方 向 出 现 偏 差， 完 全 有 可 能 损 害 国 家 根 本 制 度。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所以，宗教治理者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第三要有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

历 史 经 验 表 明， 在 宗 教 治 理 中， 最 容 易 出 现 两 种 情 况， 一 种 是 无 事 时 不 管， 一 种 是 有 事 时 乱

管。 两 种 情 况 都 是 违 反 法 治 原 则 的。 法 治 原 则 要 求 法 律 在 任 何 时 候 都 要 得 到 执 行、 落 实， 不

管 就 是 弃 置 法 律； 法 治 原 则 要 求 依 法 治 理， 乱 管 就 是 违 法 作 为。 所 以， 治 理 者 要 努 力 培 养 对

法律的尊重，对法治的敬畏，忠于职守，依法行政。

十九届四中全会为包括宗教治理在内的国家治理指明了方向，只要把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我国的宗教治理工作就一定会越做越好。

（责任编辑 周广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