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宗教團體增加到5500多個，宗教活
動場所達到14萬處 
—全國宗教教職人員增加到36萬。宗教院
校82所，教師約2500人，在校生約1萬人，
畢業生累計4萬多人。 
—全國共有1.7萬余名宗教界人士在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中擔任代表、
委員 

中國宗教和基督教規模（官方數據） 



中國官方網站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現有各種宗教信
徒一億多人，經批準開放的宗教活動
場所近13.9萬處，宗教教職人員36萬余
人，宗教團體5500多個。宗教團體還
辦有培養宗教教職人員的宗教院校100

余所。【另一數據的表達是82所】 



—佛教在中國已有2000年歷史。據統計，中國
有佛教寺院3.3萬余座，出家僧尼約20萬人 

—道教發源于中國，已有1700多年歷史。中國
現有道教宮觀9000余座，乾道、坤道5萬余人。 

—伊斯蘭教于公元7世紀傳入中國。伊斯蘭教為
中國回、維吾爾等10個少數民族中的群眾所信
仰。這些少數民族總人口約2100多萬，現有清
真寺3.5萬余座，伊瑪目、阿訇4.5萬余人。 

中國官方網站 



—天主教自公元7世紀起幾度傳入中國，1840年
鴉片戰爭後大規模傳入。中國現有天主教徒約
550多萬人，教職人員約7000多人，教堂、會所
約6000處。 

—基督教(新教)于公元19世紀初傳入中國，並在
鴉片戰爭後大規模傳入。中國現有基督徒約
2305萬人，教牧傳道人員3.7萬余人，教堂2.5萬
余座，簡易活動場所(聚會點)3萬余處。 

中國官方網站 



【解放前】中國籍神職、教牧人員
和廣大教徒處于無權地位。20世紀
40年代，中國天主教20個總主教中，
外國籍佔17人，中國籍僅3人；在
143個教區中，外國籍主教有110多
人，中國籍主教只有20余人。  

中國官方網站 



中國官方 

2005年數據 

1950年7月，吳耀宗等40位各教派負責人，發表
《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
“三自宣言”，表明了中國基督徒擁護新中國，
擺脫帝國主義勢力控制，實現中國教會自治、
自養、自傳。1950年9月，1527位基督教負責人
簽名擁護“三自宣言”。爾後的三四年間，在
這個文件上簽名的基督徒達40多萬人，佔當時
全國基督徒的三分之二。自此，中國基督教走
上了“三自”道路。  



中國官方 

2005年數據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基督教每年
恢復、新建教堂約600所；到2011年底，
累計印刷發行《聖經》達5800多萬冊，
並受到多種免稅優惠；從1958年至今，
中國天主教已先後自選自聖主教近200

位。近十余年中國天主教培養、祝聖
的年輕神甫有900多人。 



中國官方認可全國性宗教團體共有8個：中
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伊斯蘭
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
教務委員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基
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
會，分別代表著佛教、道教、伊斯蘭教、
天主教、基督新教這五大宗教。在黑龍江
省和新疆自治區也承認東正教的合法地位。 
【在中國，全國性的宗教團體有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
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等。各宗教團體
按照各自的章程選舉、産生領導人和領導機構。】 
【有些只列七個：沒有包括 天主教教務委員會】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5-06/22/content_84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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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安：《我國宗教狀況的新變化》，
《中國宗教報告（2008）》，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08。 

http://www.hsstudyc.org.hk/big5/tripod_

b5/b5_tripod_176_07.html 

一、信教人數持續增長  

據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統
計，基督教信教人數為1600萬，與新中國建立初期的70

萬相比，增長速度十分迅速。這個統計數字不包括那些
不進經政府登記批准開放的教堂(活動點)的基督徒，因此
基督徒的實際數量比這個統計數字要大。據一些地方的
調查，不進開放教堂活動的基督徒還是少於在開放教堂
參加活動的基督徒。國外有的機構宣稱中國有6000萬到
8000萬基督徒，是毫無根據的臆測，或者純粹是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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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教人數持續增長  

 據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統計，
我國有天主教徒550萬，這個數字包括了受天主教
地下勢力影響的教徒。我國天主教的一個重要特
點是教徒家庭世代相傳，穩定性比較強。儘管天
主教徒數量的增長速度不能與基督教信徒數量的
增長速度相提並論，但與新中國建立初期的300萬
天主教徒相比，也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http://www.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76_07.html
http://www.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76_07.html


王作安：《我國宗教狀況的新變化》，
《中國宗教報告（2008）》，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08。 

http://www.hsstudyc.org.hk/big5/tripod_

b5/b5_tripod_176_07.html 

一、信教人數持續增長  

 在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有10個，這些
少數民族的人口約有2100萬，考慮到在這些少數
民族中確認穆斯林的敏感性，一般就以民族人口
數量等同穆斯林數量。  在我國影響最大的一個宗
教是佛教。和尚、尼姑、居士和皈依弟子的數量
可以統計，但對在家信教的人數則難以統計。與
佛教相比，道教的發展不那麼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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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信教群眾結構明顯變化 ：老、婦、文化低、農
村、少數民族【所謂的傳統五多】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十幾年裡，我國各宗教我國信教群眾結
構呈現出「五多」的特點：年齡上以老年人居多，性別上以婦女居
多，文化程度上以低文化水平居多，在城鄉分布上以農村我國信教
群眾居多，在區域分布上以少數民族地區、經濟不發達地區居多。
近年來一些地方的調查表明，我國信教群眾結構正在發生較大變化，
「五多」的特點逐步消解，朝著均衡化方向發展。中青年信教的人
越來越多，在我國信教群眾中的比例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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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宗教矛盾日益複雜  

    各個宗教情況不同，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突出矛盾：  

在天主教方面，一些神職人員和教徒反對天主教愛國組
織，不進經登記開放的教堂參加宗教活動，自稱「忠貞
教會」，造成了中國教會內部的分裂，制約了中國教會
的健康發展。   在基督教方面，一部分基督徒不依法向政
府登記，擅自設立宗教活動場所和建立非法組織，對宗
教法規和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形成挑戰，也成為基督
教活動混亂的一個重要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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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宗教報告2010》的 
中國基督教入戶問卷調查報告 
新華社於2014年8月13日發佈一則圖說 
《中共面臨宗教新課題：基督徒如何融入社會》 

據本次調查估算，我國現有基督徒約佔全
國人口總數的1.8%，總體估值為2305萬人。
其中已受洗者1556萬人，佔67.5%，未受
洗者749萬人，佔32.5%。我國女性基督徒
明顯多於男性。在基督徒群體中，女性約
佔七成（69.9%），男性約佔三成
（30.1%）。我國半數以上基督徒學歷水
準在小學及以下。 



《中國宗教報告2010》的 
中國基督教入戶問卷調查報告 
新華社於2014年8月13日發佈一則圖說 
《中共面臨宗教新課題：基督徒如何融入社會》 

在基督徒群體中，小學及以下的佔54.6%，
初中佔32.7%，中專及高中佔10.1%，大專
及以上佔2.6%。我國基督徒中35-64歲信
徒佔60%以上。在基督徒群體中，14歲及
以下佔0.6%；15-24歲佔3.7%；25-34歲佔
5.9%；【34歲或以下，10.2% 】35-44歲佔
16.1%；45-54歲佔23.4%；55-64歲佔
24.6%；65歲以上佔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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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於2014年8月13日發佈
一則圖說《中共面臨宗教新課題：
基督徒如何融入社會》 

在我國現有的2305萬基督徒
中，14歲及以下開始信教的
有134.9萬（5.9%），15-24

歲開始信教的有218.0萬人
（9.5%），25-34歲開始信
教的有380.5萬人（16.5%），
35-44歲開始信教的有518.8

萬人（22.5%），45-54歲開
始信教的有504.6萬人
（21.9%），55-64歲開始信
教的有390.8萬人（17.0%），
65歲及以上開始信教的有
156.7萬人（6.8%）。 

開始信教年齡 



新華社於2014年8月13日發佈
一則圖說《中共面臨宗教新課題：
基督徒如何融入社會》 



據中外學界都比較認可的資料，目前中國
基督教信徒人數在2300萬至4000萬之間，
約佔我國總人口的1.7%—2.9%。國家宗
教事務局2012年6月發佈的資料則顯示，
我國現有經批准開放的宗教活動場所近
13.9萬處，其中基督教教堂、聚會點約5.6

萬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