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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Pew Research Center 

Pew Research Center 是一个无党派、无倾向性的资料库，向公众传播有关决定世界走向的课题、

态度和趋势的资讯。自身没有任何政策立场。该中心开展民意调查、人口研究、计算社会科学研究

及其他数据型研究，研究政治政策、新闻习惯及媒体、互联网和科技、宗教、种族和族裔、国际事

务、社会、人口及经济趋势、科学、研究方法与数据科学以及移民与迁徙。Pew Research Center 

是其主要资助方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的下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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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的方法 

为撰写本报告，我们在东亚地区和相邻的越南调查了10,390名成年人。从2023年6月到9月，当地采

访人员用七种语言进行了调查。访谈在四地：香港、日本、韩国和台湾为电话访谈，在越南为面对

面访谈。 

本调查由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和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提供资助，作为Pew-

Templeton Global Religious Futures project的一部分，是 Pew Research Center 针对宗教变化及其

对世界各地社会的影响开展的广泛研究。 

该Center曾在以下地区开展针对宗教的调查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北非地区和许多穆斯林人

口众多的国家；拉丁美洲；以色列；中欧和东欧；西欧；印度；南亚和东南亚；以及美国。 

在设计调查问卷时，我们采取了多项措施，以确保问题符合文化习惯，并确保受访者能够理解问题

的含义。我们咨询了亚洲宗教问题学术专家顾问团。我们在日本和台湾进行了认知访谈。（在认知

访谈中，我们要求受访者朗读问题、回答问题并讨论他们的想法）。在实地调查之前，我们还在所

有五个地区对完整的调查问卷进行了预测试。 

该调查问卷以英语编写，并翻译成其他六种语言：粤语、闽南语、日语、韩语、普通话和越南语。

具有母语水平的专业语言学家对译文进行了独立核对。在有关“神”的信仰的问题中，翻译人员被

要求选择每种语言中最通用的相关词汇，避免使用专指任何特定宗教的神或女神的词汇。 

受访者是通过概率抽样设计选出的。对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以考虑到不同的选择概率，并与成年人

口的人口统计基准保持一致。这确保了调查在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方面能够代表更广泛的公众。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报告的方法论部分（英文）和完整的调查问卷（英文）。 

  

https://www.pewresearch.org/topic/religion/religious-demographics/pew-templeton-global-religious-futures-project/
https://www.pewresearch.org/topic/religion/religious-demographics/pew-templeton-global-religious-futures-project/
http://www.pewforum.org/2010/04/15/executive-summary-islam-and-christianity-in-sub-saharan-africa/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2/08/09/the-worlds-muslims-unity-and-diversity-executive-summary/
http://www.pewforum.org/2013/04/30/the-worlds-muslims-religion-politics-society-overview/
http://www.pewforum.org/2013/04/30/the-worlds-muslims-religion-politics-society-overview/
http://www.pewforum.org/2014/11/13/religion-in-latin-america/
http://www.pewforum.org/2016/03/08/israels-religiously-divided-society/
http://www.pewforum.org/2017/05/10/religious-belief-and-national-belonging-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
https://www.pewforum.org/2018/05/29/being-christian-in-western-europe/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1/06/29/religion-in-india-tolerance-and-segregation/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9/12/buddhism-islam-and-religious-pluralism-in-south-and-southeast-asia/
https://www.pewforum.org/religious-landscape-study/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in-east-asia-methodology/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and-spirituality-in-east-asian-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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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社会的宗教与精神信仰 
在香港、日本、韩国、台湾和邻近的越南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虽然很多人声称并无信奉宗教，但却相信世上有肉眼无法看见的存
在，会拜祭先人的灵魂，而且会参与仪式习俗。 
 

根据 Pew Research Center 对东亚和邻近的越南一

万多名成年人的最新调查，从某些方面来看，东

亚似乎是世上其中一个最少人信奉宗教的地区。

相对而言，只有少数的东亚成年人会每日祈祷或

表示宗教对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而且，东亚人

脱离宗教的比例是世上数一数二地高。 

然而，调查也显示，该地区的许多人仍然保持宗

教或精神信仰，并参与传统仪式。 

 

  

东亚和越南与选定国家的宗教脱离比较 

各地区脱离儿时宗教并不再信教的成年人数
占比 

注：选自Pew Research Center自2008年以来开展过调查的102个
地区。过去调查的结果通常代表了地区模式。有关全部102个地区
的数据和分析，请阅读本报告后的《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

转换比较》。 
来源：2008年至2023年期间进行的调查。 

《东亚社会的宗教与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practice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practice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as-a-way-of-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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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日本、韩国、台湾和越南，大多数受访成年人表示他们相信神或看不见的存在。 

▪ 许多人会参加带有宗教色彩的祭祖仪式。例如，70%的日本受访者称他们在过去一年中，

曾拜祭祖先，供奉食物、酒水。86%的越南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举行过此类仪式。 

▪ 向宗教人物或神灵祈祷或敬拜相当普遍。30%的香港成年人表示他们祈求或敬拜观音；46%

的台湾成年人则祈求或敬拜佛祖。 

该地区的大量成年人表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从台湾的27%，到香港的61%）。但即使 在这些没

有宗教信仰的人群中，也有50%或以上的人祭奠先祖；至少40%的人相信神或看不见的存在；25%

或以上的人表示山川、河流或树木具有灵魂。 

如果我们根据人们的信仰和行为来衡量，东亚的宗教生活比最初看起来更具活力。 

  

很少有东亚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但许多人供奉祖先，并相信神或

看不见的存在 

各地区成年人中表示自己有以下情况的占比（%） 

 

注：受访者被问及在过去一年中是否用食物、水或酒敬奉祖先，以示尊敬和照护。受访者分别被问及是否相信神、是否认为世界上存在
神灵和鬼神等看不见的存在。“神”一词被翻译为每种语言中最通用的相关词汇，避免专指任何特定宗教的神或女神。 

来源：调查于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在五个亚洲地区的成年人中进行。详情请阅读研究方法。 
《东亚社会的宗教与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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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bl.uk/asian-and-african/2020/02/guany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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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地区收集数据既复杂又困难。宗教这一概念在一个世纪前才被学者引入该地区，而“宗教”的

常见译法（如中文的宗教、日语的しゅうきょう和韩语的종교）通常被理解为指有组织的、等级森

严的宗教形式，如基督教或新宗教运动，而非传统的亚洲精神信仰形式。 

该调查包括一些长期以来用于衡量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信仰程度的问题，如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

性。但是，本报告更强调旨在衡量亚洲社会相对普遍的信仰和习俗的新问题，包括： 祭拜祖先、自

然界中神灵的存在、向神灵或宗教人物敬拜、来世，以及除了认同之外与宗教的个人联系。 

该报告基于对四个东亚社会（香港、日本、韩国、台湾）和邻国越南的10,390名成年人进行的一项

大型区域调查。调查于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以七种语言进行。其以Pew Research Center此前发

布的有关中国、印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宗教研究为基础。 

本概述中的更多亮点：该地区的宗教转换 | 东亚的宗教转换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比 | 常见的信仰和

做法 | 曾经信仰佛教与终身信仰佛教人士的比较 | 本报告的其他重要发现 

  

英文版完整报告可在这里下载： 

第1章：宗教概况与变迁 

第2章：宗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第3章：信仰  

第4章：做法  

第5章：祭拜祖先、葬礼和来世信仰  

第6章：宗教、政治和社会  

 

https://brill.com/display/book/edcoll/9789004443327/BP000012.xml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measuring-religion-in-china/#What-%E2%80%9Creligion%E2%80%9D-means-in-China
https://www.degruyter.com/document/doi/10.1515/9783110547801-002/html?lang=en
http://afe.easia.columbia.edu/cosmos/bgov/religion.htm
https://compas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749-8171.2011.00307.x
https://ceres.rub.de/de/forschung/projekte/characteristics-of-the-concept-de/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ancestor-veneration-funerals-and-afterlife-belief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belief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belief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practice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ancestor-veneration-funerals-and-afterlife-belief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as-a-way-of-life/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measuring-religion-in-china/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1/06/29/religion-in-india-tolerance-and-segregation/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9/12/buddhism-islam-and-religious-pluralism-in-south-and-southeast-asia/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us-landscape-and-change-in-east-asia/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as-a-way-of-life/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belief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practice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ancestor-veneration-funerals-and-afterlife-belief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politics-and-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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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定义 

东亚通常被认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日本、中国澳门、蒙古、朝鲜、韩国和中国台湾。从地缘

政治角度来看，越南通常被划为东南亚。但我们将越南与东亚一起进行调查，这是由于该国在历史上

与中国和 儒家文化关联，而且越南佛教信徒信仰的佛教派别与东亚盛行佛教（大乘佛教）相同。 

在本报告中，“东亚”一词是指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在讨论整个“地区”的趋势时，我们将越南包括在内。 

由于法律和协调方面的原因，我们没有对其他几个通常被认为属于东亚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调查。 

目前，中国不允许非中国机构在大陆开展调查，朝鲜也无法开展民意调查。由于蒙古大部分人口都过

着游牧生活，因此在蒙古开展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十分困难。我们没有对中国澳门进行调查，因为

澳门人口相对较少。 

https://asiasociety.org/countries-regions/east-asia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Vietnam/Vietnam-under-Chinese-rule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j.ctv3zp043.6.pdf?refreqid=fastly-default%3A9a8fd9f6572644cbba3eff48ba5b2684&ab_segments=&origin=&initiator=&acceptTC=1
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display/document/obo-9780195393521/obo-9780195393521-0015.xml
https://www.chinafile.com/ngo/latest/fact-sheet-chinas-foreign-ngo-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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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的宗教转换

大多数受访者要么没有宗教信仰，要么自认为是佛教信徒。此外，在韩国和香港，相当一部分成年

人信仰基督教，而台湾则有相当数量的     道教信徒。 1  

  

 
1根据越南的 2019年人口和住房普查, 该国总人口中86%无宗教信仰，这一比例远高于我们调查中48%的越南成年人无宗教信仰的比
例。越南的人口普查显示，佛教信徒的比例（占总人口的5%）远低于我们的测量结果（占成年人的38%）。然而，据美国国务院称,只
有在越南佛教僧伽组织正式登记的人员，越南人口普查才将其算作佛教徒. 

香港、韩国和越南最常见的宗教是“无宗教信仰” 

目前各地区成年人中认同不同宗教的占比（% ） 

 

注：“其他宗教”还包括选择“回教/伊斯兰教”、“儒教”、“本地宗教/民間信仰”、“信奉多种宗教”以及日本“神道教”的人
士。不知道/模糊回答未显示。 

来源：调查于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在五个亚洲地区的成年人中进行。详情请阅读研究方法。 
《东亚社会的宗教与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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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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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so.gov.vn/en/data-and-statistics/2020/11/completed-results-of-the-2019-viet-nam-population-and-housing-census/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1-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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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地区的宗教认同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许

多人表示，他们当下的宗教信仰与儿时不同。 

从儿时的宗教信仰转换为其他或无宗教信仰的比

例不等，其中越南17%，香港和韩国均为53%。 

（我们使用“转换”而非“皈依”一词，是为了

表明这种变化可以在任何方向发生，不一定涉及

任何正式的仪式或典礼）。 

宗教转换率基于主要世界宗教传统之间的流动，

而非同一宗教不同派别间的转换。例如，基督教

和佛教之间的转换会计入这些衡量，但天主教和

新教之间的转换，或伊斯兰教不同派别之间的转

换不会计入其中。 

我们还将从特定宗教转换为无宗教身份的人士，反之亦然，视为转换。 

 

  

香港和韩国有53%的成年人改变了自童

年期的宗教认同 

各地区成年人中当前的宗教认同占比（% ） 

注：在此分析中，我们测量以下类别之间的转换：基督教、回教/
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其他宗教”、“无宗教信

仰”以及未回答问题者。 
来源：调查于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在五个亚洲地区的成年人

中进行。详情请阅读研究方法。 
《东亚社会的宗教与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与小时候一致 与小时候不一致 

香港 

韩国 

台湾 

日本 

越南 

47% 

47 

58 

68 

83 

53% 

53 

42 

3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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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转变是宗教脱离：许多

东亚受访者表示，他们成长在有

宗教信仰的环境，现在不信仰任

何宗教。（这种情况在越南不太

常见。） 

人们不再认信的大多是佛教、基

督教和道教。例如，香港有15%

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成长在基督教

环境下，但现在没有宗教信仰。

韩国和日本有14%的成年人表

示，他们在佛教环境中成长，但

现在已不再信仰任何宗教。 

然而，宗教转换率高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们放弃了宗教。目前，韩国（12%）和香港（9%）大约有

10%的成年人认为自己是基督信徒，但在不同的宗教传统（如佛教）中长大，或者在没有宗教信仰

的情况下长大。 

同样，台湾和越南分别有11%和10%的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接触过佛教，但现在却认定自己是

佛教信徒。 

 

  

在东亚，许多在佛教信仰中长大后的人不再有宗教

信仰 

各地区成年人中自称小时候信仰____，但现在无宗教信仰的占比（%） 

注：图表中的“其他宗教”包括自称从小信仰回教/伊斯兰教；儒教；信奉本地宗教/民間
信仰、信奉多种宗教或其他宗教；没有说出自己童年宗教信仰的人士；自称小时候信仰

“神道教”的日本成年人。由于四舍五入，数字相加可能与所示小计不符。 
来源：调查于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在五个亚洲地区的成年人中进行。详情请阅读研

究方法。 
《东亚社会的宗教与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香港 

韩国 

台湾 

日本 

越南 

佛教 基督教 道教 其他宗教 

13% 

14 

5 11 4 

3 

14 

1 

4 

3% 6% 

5 

37% 

35 

22 

21 

15% 

17 

2 

在其一生中发生

过宗教脱离的总

比例 

1 

4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981-99-5829-0_3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981-99-5829-0_3


13 

PEW RESEARCH CENTER 

www.pewresearch.org 

尽管如此，在接受调查的四个地

区中，宗教无从属人口总体上来

说在转换中获得了净增长，其来

自对报告中其他宗教的脱离。 

例如，香港有30%的成年人表示

自己小时候没有宗教信仰，而

61%目前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

仰，比例增加了31个百分点。 

在调查开展的地区，越南是唯一

一个无宗教信仰人口因宗教转换

而出现净流失的地区：越南有

55%的成年人表示，他们小时候

没有宗教信仰，而如今，48%认

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 

与此同时，香港、日本和韩国的

佛教信徒因宗教转换而经历净流

失。例如，韩国有29%的成年人

表示他们小时候信仰佛教，但

14%表示他们目前是佛教信徒，

比例下降了1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台湾和越南的宗教转

换使佛教信徒人数略有增加。 

（有关宗教转换的更多信息，请

参阅第1章。） 

香港、日本和韩国的“宗教转换”导致佛教信徒流失 

各地区成年人小时候信仰的宗教与当前信仰的宗教占比情况（%） 

来源：调查于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在五个亚洲地区的成年人中进行。详情请阅读研
究方法。 

《东亚社会的宗教与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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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韩国 

日本 

越南 

台湾 

无宗教信仰 

佛教 

基督教 

无宗教信仰 

佛教 

基督教 

无宗教信仰 

佛教 

基督教 

无宗教信仰 

佛教 

基督教 

无宗教信仰 

佛教 

基督教 

道教 

10 

30% 小时候 

25 小时候 

23 小时候 

9 小时候 

33 

38 

24 

25 7 

42 

28 

55 小时候 
48 当前 

27 当前 

52 当前 

14 

32 40 

29 

57 46 

2 

3 

5 

42 当前 

61% 当前 

9 

29 

26 

20 当前 

14 
净增31个百分点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us-landscape-and-change-in-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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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宗教转换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比 

东亚地区的宗教转换率（从日本的32%到香港和韩国的53%）高于 Pew Research Center 在许多其

他地方测得的数据。2例如在我们自2019年以来对亚洲各地以前的宗教调查 （包括柬埔寨、印度、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和泰国），只有新加坡的宗教转换率（35%）接近东亚

社会的比率。 

即使在我们2017年对西欧15个社会进行的调查（该地区数十年的宗教脱离导致无宗教信仰人口急剧

增长），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社会的转换率超过 40%。（荷兰的这一比例最高，为 36%。） 

而根据我们在2023年夏收集的数据，美国有28%的成年人不再认同小时候信仰的宗教。 

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北非等世界其他地区，宗教转换的情况要少得多。3 

 

  

 
2就本分析而言，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被列入亚洲。这三个高加索国家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地处欧亚交界地区。 
3在此分析中，我们测量以下类别之间的转变：基督教、回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其他宗教”、“无宗教信仰”以及未回答
问题人士类别。如果在分析中使用更详细的分类（如天主教和新教、新教的不同教派或佛教中的各种派别），则宗教转换率会增加。
（例如，请参阅我们2015年对美国宗教转换情况的详细分析）。我们从世界主要宗教传统的层面对宗教转换进行了分析，以便在全球范
围内进行一致的比较。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1/06/29/religion-in-india-tolerance-and-segregation/#religious-conversion-in-india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9/12/buddhism-islam-and-religious-pluralism-in-south-and-southeast-asia/#share-of-singaporeans-identifying-as-christian-or-unaffiliated-is-increasing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8/05/29/being-christian-in-western-europe/
https://academic.oup.com/esr/article/25/2/155/491158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12/07/spirituality-among-american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5/05/12/chapter-2-religious-switching-and-intermarriage/


15 

PEW RESEARCH CENTER 

www.pewresearch.org 

  



16 

PEW RESEARCH CENTER 

www.pewresearch.org 

我们还分析了自 2008 年以来在世界各地收集的数据，以了解东亚和越南的脱离率与其他地方的比

较情况。 

香港（37%）和韩国（35%）的成年人中，自称小时候信仰某种宗教但长大后不再信仰宗教的比例

是世界上最高的。紧随其后的是几个西欧社会，包括挪威（30%）、荷兰（29%）和比利时

（28%）。 

宗教脱离率较高的还有另外两个东亚社会：台湾（22%）和日本（21%）。  

在我们多年来调查过的绝大多数地区，包括中欧和东欧、中东-北非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

地区，大约有不到5%的成年人表示他们在小时候信仰某种宗教，但现在不再信仰。本报告涉及的五

个地区中，只有越南的脱离率如此之低（4%）。 

（有关我们在102个地区进行调查的信息，请参阅附录 A.）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7/05/10/religious-affiliation/#few-adults-across-the-region-say-they-have-switched-religious-tradition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2/08/09/the-worlds-muslims-unity-and-diversity-1-religious-affiliation/#low-rates-of-religious-switching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0/04/15/executive-summary-islam-and-christianity-in-sub-saharan-africa/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0/04/15/executive-summary-islam-and-christianity-in-sub-saharan-africa/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in-east-asia-appendix-a-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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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信仰和做法 

Pew Research Center 的宗教调查经常会问：“宗教在您的生活中有多重要？”我们用这个问题作

为衡量宗教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人们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的众多方法中的一种。  

鉴于东亚一些地区的宗教信仰率相对较低，以及“宗教”一词在某些亚洲当地语言     翻译中的复杂

性，该地区说宗教对他们“非常

重要”的人相对较少也许就不足

为奇了。 

在我们调查的五个地区中，只有

不超过26%的成年人表示宗教在

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其中日

本只有6%。4在世界其他地方，

包括一些亚洲邻近地区，调查发

现的数字往往要高得多。5 

然而，许多人虽然认为宗教在他

们的生活中并不十分重要，但他

们仍然参与各种宗教活动，并持有各种精神信仰。 

例如，台湾仅有11%的成年人表示宗教对他们非常重要，但却有87%的人相信因果报应，36%的人

表示曾有祖先的灵魂找过他们，34%的人表示曾练习过冥想。 

 
4由于中国政府对外国研究机构的限制，Pew Research Center无法在中国进行调查。然而，2018年中国世界价值观调查发现，13% 的
中国成年人表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请阅读我们2023年发布的报告《衡量中国的宗教》了解更多信息。 
5例如，根据我们2019-2020年在印度开展的调查，84%的成年人表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我们2022年调查的南亚和东南
亚六个社会中，除新加坡外，所有社会的大多数成年人都有这样的说法。即使在新加坡，也有36%的成年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
常重要。根据我们2015-2017年在中欧/东欧和西欧的调查，只有在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东亚有些相似，在34个欧洲社会中，有
20%的成年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 

该地区的人们更多的情况是相信超自然世界，而不是

说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 

各地区成年人中表示自己有以下情况的占比（%） 

 

相信因果报

应存在 

祖先的灵魂在梦中或

以一些其他的形式造

访过 曾经练习冥想 每天祈祷 

认为宗教在自

己的生活中非

常重要 

香港 76% 16% 22% 13% 11% 

日本 16 36 30 19 6 

韩国 48 40 59 21 16 

台湾 87 36 34 16 11 

越南 75 42 16 20 26 

注：色调越深代表数值越高。我们分别询问了受访者是否经历祖先托梦，或以任何其他
形式与他们在一起。 

来源：调查于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在五个亚洲地区的成年人中进行。详情请阅读研
究方法。 

《东亚社会的宗教与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as-a-way-of-life/#importance-of-religion-around-the-world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8/30/measuring-religion-in-china/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1/06/29/religious-practices-2/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9/12/religious-practices-southeast-asia/#personal-importance-of-religion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3/09/12/religious-practices-southeast-asia/#personal-importance-of-religion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8/10/29/eastern-and-western-europeans-differ-on-importance-of-religion-views-of-minorities-and-key-social-issues/#religious-commitment-particularly-low-in-western-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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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及其相邻的越南，祖先的

灵魂一直是祭祀活动的焦点，并

且对祖先的崇拜也依然广泛存

在。在我们调查的所有地区，约

有50%或更多的成年人表示，他

们最近有祭拜祖先，供奉食物或

酒水。此行为在佛教信徒和没有

宗教信仰的人中很常见。  

这里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

子：92%的无宗教信仰的越南成

年人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曾

供奉过祖先。 

与已故亲属的这些联系并不总是

单向的。在除香港以外的所有地

区，40%的成年人表示在他们生

命中的某个时刻，感觉到祖先的

灵魂曾帮助过他们。 

在这五个地区接受调查的大多数

成年人都表示，他们相信神或看

不见的存在，比如神灵或鬼神。

虽然与基督教信徒和佛教信徒相

比，无宗教信仰的成年人相信神

在接受调查的地区，至少有50%无宗教信仰的成年人

最近用食物或饮品敬奉祖先 

 

注：受访者分别被问及是否相信神，以及是否认为世界上存在神灵或鬼神等看不见的存
在。“神”一词被翻译为每种语言中最通用的相关词汇，避免使用专指任何特定宗教的

神或女神的词汇。日本的基督徒样本量太小，无法进行分析。 
来源：调查于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在五个亚洲地区的成年人中进行。详情请阅读研究

方法。 
《东亚社会的宗教与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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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成年人中表示在过去一年内供奉食物或酒水敬拜祖先的占比（%） 

 

各地区成年人中表示相信神或看不见的存在的占比（%） 

香港 

日本 

韩国 

台湾 

越南 

香港 

日本 

韩国 

台湾 

越南 

香港 

日本 

韩国 

台湾 

越南 

48% 

70 

52 

77 

86 

77% 

64 

60 

90 

59 

总人口 基督教 无宗教信仰 佛教 

各地区成年人中认为山川、河流或树木有自己灵魂的占比（%） 

23% 

33 

31 

33 

51% 

59 

56 

69 

92 

68% 

81 

81 

83 

91 

0% 

0% 

0% 

92% 67% 94% 

85 

94 

74 

96 

72 

68 

70 53 

42 

46 

35% 

45 

25 

53 

40 

25% 

18 

37 

42 

43% 

53 

39 

67 

56 

35% 

51 

25 

59 

47 

75 

https://www.nytimes.com/2023/03/27/dining/tomb-sweeping-day-food.html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ancestor-veneration-funerals-and-afterlife-belief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ancestor-veneration-funerals-and-afterlife-belief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belief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beliefs/


20 

PEW RESEARCH CENTER 

www.pewresearch.org 

或看不见的存在的比例较低，但每个地方至少有40%的无宗教信仰成年人表达了相信这些。台湾有

75%的无宗教信仰人士表示相信神或看不见的存在。 

相当一部分成年人也认为大自然是看不见的神灵的世界。台湾、日本和越南约有50%或更多的成年

人相信山川、河流或树木有自己的灵魂。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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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曾经信仰佛教与终身信仰佛教人士的比较 

正如我们所见，东亚地区存在大量宗教脱离现象：37%的香港成年人、35%的韩国成年人、22%的

台湾成年人和21%的日本成年人表示，他们童年时在佛教、基督教或道教等宗教信仰中长大，而现

在没有宗教信仰。（相比之下，只有4%的越南成年人出现宗教脱离）。 

与此同时，很多说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却表达了一些宗教信仰，并说自己参与了一些传统

的宗教行为。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宗教信仰在亚洲有多大意义？宗教标签真的重要吗？  

简而言之，答案是肯定的。人们描述自己的方式确实有意义。例如，考虑三类东亚人群：  

▪ 终身佛教信徒（自称从小是佛教信徒并仍认为自己是佛教信徒的人） 

▪ 以前是佛教信徒，现在无宗教信仰（自称从小是佛教信徒，但不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 

▪ 终身无宗教信仰（自称从小无宗教信仰，但至今仍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 

在我们调查的四个东亚社会（香港、日本、韩国和台湾）中，所有这三个类别都有足够的人口，可

以对每个群体进行详细分析。在所有这些地区，终身佛教信徒一致表示，从事宗教活动和持有宗教

信仰的比例明显高于只小时候信仰佛教的人士。但童年的信仰佛教经历对这类人士可能有一些残余

影响，平均而言，他们比终身无宗教信仰的人更具宗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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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台湾的终生佛教信徒表

示，他们经常去寺庙或佛塔的比

例比曾经信佛的人士高出30个

百分点（91%对61%）。反过

来，台湾曾经信佛的人士与终生

不信佛的人士相比，更有可能参

观寺庙或佛塔，前者比后者的可

能性高出16个百分点（61%对

45%）。 

关于崇拜祖先的调查问题也出现

了类似的规律。虽然这三类人中

的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在过去

一年中烧香是为了祭拜祖先，但

这种活动在终身佛教信徒中最为

普遍。香港有84%的终生佛教信

徒在过去一年中为祖先烧过香，

而65%的曾经信佛人士和59%的

终生无信仰者表示他们烧过香。 

此外，在他们关于佛教信徒的概

念中，佛教信徒通常更接近于终

身不信佛的人，而不是终身信佛

的人。大多数日本终身佛教信徒

在东亚，大多数从佛教转为无宗教信仰的人以及终生

无宗教信仰的成年人最近都烧过香 

 

来源：调查于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在五个亚洲地区的成年人中进行。详情请阅读研
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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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成年人中表示经常去寺庙或佛塔的占比（%） 

各地区成年人中认为转世存在的占比（%） 

各地区成年人中表示在过去一年烧过香祭拜祖先的占比（%） 

各地区成年人中认为佛教是一套指引人行为的道德教诲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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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认为佛教是“一套指引人行为的道德教诲”，而较少的曾经信佛人士（43%）和终身无信

仰人士（44%）这样认为。 

简而言之，人们如何描述自己目前的宗教归属和童年的宗教归属，往往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程

度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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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其他重要发现 

▪ 在接受调查的四个东亚社会和邻近的越南中，分别有25%和 79%的成年人表示，曾在生命中

的某个时刻，感到祖先灵魂来帮助过自己。（第5章有更多关于与祖先互动的信息。） 

▪ 在整个地区接受调查的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个人接近至少一种宗教信仰或哲学的“生活方

式”，即使这种宗教信仰或哲学与他们目前的宗教身份并不完全相同。例如，韩国有34%的

基督信徒表示个人接近佛教信徒的生活方式，有26%的佛教信徒觉得接近基督教的生活方

式。（第2章讨论了宗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对多种传统的亲近感。） 

▪ 所有宗教群体中的成年人大多认为佛教是“一套指引人行为的道德教诲”、“一种文化，个

人是当中的一部分”和“一种宗教，由个人选择去信奉”。（第2章更详细地介绍了调查受

访者如何定义佛教，以及佛教信徒认为作为“真正”佛教信徒至关重要的一些信仰和做

法。） 

▪ 该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基督教信徒，普遍认为宗教是社会的积极力量。（第6章提供了更多

关于宗教与社会交叉的信息）。 

 

本研究结果摘要系根据英文原文翻译而成。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ancestor-veneration-funerals-and-afterlife-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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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as-a-way-of-life/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politics-and-soc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