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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w Research Center簡介 

Pew Research Center為無黨派、非宣傳性的事實資料庫，為公眾提供有關影響世界的問題、觀點和

趨勢的資訊，對政策並不採取任何立場。Pew Research Center會進行民意調查、人口研究、運算社

會科學研究和其他以數據主導的研究，並且研究政治和政策；新聞習慣和媒體；互聯網和技術；宗

教；種族和民族；國際事務；社會、人口和經濟趨勢；科學；研究方法和數據科學；以及移民和遷

移。Pew Research Center為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的附屬公司，而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亦為Pew Research Center的主要資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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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做法 

我們為此報告訪問10,390名自東亞各地和鄰近越南的成年人。在2023年6月至9月期間，各地訪問員

以七種語言進行問卷調查。訪問在以下四個地方以電話式進行：香港、日本、韓國及台灣；至於在

越南，訪問則以面對面形式進行。 

本調查由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和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資助，屬於Pew-Templeton 

Global Religious Futures計劃的一部分，這是Pew Research Center轄下的大型項目，旨在研究宗教

變化以及這類變化對世界各地社會的影響。 

Pew Research Center過去曾在以下地區進行與宗教有關的調查，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東與北非

地區以及很多擁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國家；拉丁美洲；以色列；中歐與東歐；西歐；印度；南亞與

東南亞；以及美國。 

我們設計此項調查時採取了多項措施，確保問題符合當地文化背景，而受訪者能夠理解問題的含

義。我們諮詢了由亞洲宗教問題學術專家組成的顧問小組。我們在日本和台灣進行了認知訪問（在

認知訪問中，我們要求受訪者讀出問題、回答問題並討論其想法）。在實地進行訪問前，整份調查

問卷亦已在全部五個地方進行事先測試。 

問卷以英文寫成，並翻譯成六種其他語言：廣東話、福建話、日文、韓文、國語和越南文。譯文均

由具母語水平的專業語言學者獨立檢查。對於涉及對「神」的信仰的問題，翻譯員須採用各語言對

「神」最籠統通用的詞語，並避免使用專門用於表示特定宗教的神或女神的字眼。 

受訪者均透過以機率為基礎的抽樣設計而被選中。為了顧慮到不同的選擇機率，並與成年人口的人

口統計基準保持一致，數據經過加權處理。確保本調查在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方面具廣泛代表

性。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報告的研究方法部分（英文）和完整調查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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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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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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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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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content/uploads/sites/20/2024/06/PR_2024.06.17_religion-in-east-Asia_questionnai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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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EW RESEARCH CENTER 

www.pewresearch.org 

其他曾經為本報告作出貢獻的Pew Research Center成員包括Neha Sahgal、Conrad Hackett、

Yunping Tong、Anne Fengyan Shi、Christine Huang、Gregory A. Smith、Laura Silver、Becka A. 

Alper、Jeff Diamant、Drew DeSilver、Gracie Martinez和Laura 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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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sky、Clark Letterman、Scott Gardner、Alexandra Castillo、Omkar Joshi、Mark Wang和

Laverne Acheamp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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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報告的分析以我們對顧問小組作出的諮詢為依據，但Pew Research Center對數據的解釋和報

告負上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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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社會的宗教與精神信仰

一項在香港、日本、韓國、台灣及鄰近越南進行的調查發現，很多人並無信奉

宗教，但表示相信有肉眼無法看見的存在、會拜祭先人靈魂，並且會參與儀式
習俗

從某些角度看，東亞似乎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氛圍

最不濃厚的地區之一。相對而言，只有少數東亞

成年人會     每日祈禱或表示宗教     對自己的生

活非常重要，而Pew Research Center對東亞和

鄰近越南超過10,000名成年人進行的一項最新調

查顯示，東亞人脫離宗教的比例是世上數一數二

地高。 

然而，調查結果亦發現，該地區許多人依然具有

宗教或靈性信仰，並會參與傳統儀式。  

  

東亞及越南與部分地方的脫離宗教情況

比較 

各地表示已脫離童年宗教信仰、不再信奉任何宗教的成年
人百分比 

注意：選自Pew Research Center自2008年以來調查的102個地

方。過去調查的數據整體上代表了該地區的模式。有關全數102個
地方的數據和分析，請參閱本報告稍後提及的「東亞與世界其他

地區的宗教轉換情況比較」。 

來源：2008年至2023年間進行的調查。 

「東亞社會的宗教與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practices/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as-a-way-of-life/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n-as-a-way-of-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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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日本、韓國、台灣和越南，大多數受訪成年人均表示相信有神或肉眼無法看見的存

在。 

▪ 許多人會參加帶有宗教色彩的祭祖儀式。日本有70%的成年人表示他們在過去一年中，曾供

奉食物或酒水祭拜祖先。越南有86%的成年人在過去一年中舉行過此類儀式。。 

▪ 敬拜或祈求各類宗教人物或神靈相當普遍。舉例而言，30%香港成年人表示會向觀音這個象

徵慈悲的神靈祈求或拜祭，而46%台灣成年人則會向佛祖祈求或拜祭。 

在該地區內，大量（台灣為27%，香港為61%）成年人表示「無信奉宗教」。不過，即使是這些無

信奉宗教的人士，也有50%或以上的人祭奠先祖；至少40%的人相信神或看不見的存在；25%或以

上的人表示山川、河流或樹木具有神靈。 

簡單來說，如果我們根據人們的信仰和行為來衡量，東亞的宗教生活比最初看起來更有活力。當我

們以大眾的信仰和行徑為標準來評估這些社會的宗教環境，而東亞地區的宗教環境其實比表面看來

蓬勃。 

很少東亞人認為宗教對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但很多東亞人會祭祖和相信有神或肉

眼無法看見的存在。 

各地表示具有以下信念或會進行以下行為的成年人百分比 

注意：受訪者被問及，在過去12個月內有沒有祭拜祖先、供奉食物或酒水。受訪者亦分別被問及是否相信神，或者是否認為世界上存在

神靈或靈體等肉眼無法看見的存在。調查將「God」（神）翻譯成各種語言時，均會盡量採用最籠統的字眼來表達，而不提及任何特定
宗教的神或女神。 

來源：調查於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進行，受訪者為五個亞洲社會中的成年人。詳情請參閱「研究方法」。 

「東亞社會的宗教與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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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s.bl.uk/asian-and-african/2020/02/guanyin.html
https://blogs.bl.uk/asian-and-african/2020/02/guany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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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收集有關宗教的數據是複雜的挑戰。宗教的概念於大約一個世紀前才輸入至這個地區，而「

宗教」的常見翻譯（例如中文的宗教、日文的宗教和韓文的종교）通常會被理解為意指組織性、採

等級制度形式的宗教，例如基督教或新宗教運動，而不是亞洲傳統形式的靈性信仰。 

本調查提出一些旨在衡量亞洲社會相對常見的信仰和實踐的新問題，例如宗教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

性；但本報告更強調一些新問題，旨在評估在亞洲社會相對常見的信仰和習俗，包括：先人拜祭；

自然界中存在的靈魂；拜祭神明和宗教人物；有關死後世界的信仰；以及除了信奉宗教以外個人與

宗教的聯繫。 

本報告的基礎是一項大型地區性調查，以四個東亞社會（香港、日本、韓國、台灣）和鄰近越南中

的10,390名成年人為調查對象。調查於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期間以七種語言進行。此項調查進

一步擴展了Pew Research Center曾經就中國、印度和南亞與東南亞等地區發表的研究。 

本概覽的其他重點：區內的宗教轉換情況 | 東亞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轉換情況比較 | 常見信仰與

習俗 | 東亞的前佛教徒與終身佛教徒比較 | 本報告其他重要發現 

  

報告全文設有英文版可供查閱： 

第1章：宗教概況與轉變  

第2章：富宗教色彩的生活方式  

第3章：信仰  

第4章：習俗  

第5章：先人拜祭、殯儀和死後世界信仰  

第6章：宗教、政治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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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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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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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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界定東亞 

一般而言，東亞被視為包括中國、香港、日本、澳門、蒙古、北韓、南韓和台灣。在地緣政治的角度

來看，越南通常會被歸類為東南亞。但由於數種原因，我們一同在越南與東亞展開了此項調查，原因

之一是當地在歷史上與中國和儒家文化有關連。此外，越南佛教徒信奉的佛教派別與東亞盛行的佛教

（大乘佛教）相同。  

在本報告中，「東亞」一詞指香港、日本、南韓和台灣。 

討論較廣泛「地區」內的趨勢時，越南亦包括在內。 

基於法律和物流原因，我們並無在其他某些一般會被視為屬於東亞的地方展開調查。現時，中國不允

許非中國機構於中國大陸進行調查，而在北韓則無法進行公眾民意調查。至於蒙古，由於其人口大部

分均以遊牧方式生活，因此難以進行能夠代表全國情況的調查。澳門的人口相對較小，因此我們並無

在當地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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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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內的宗教轉換情況

大多數受訪者要麽沒有宗教信仰，要麽認爲自己是佛教徒。此外，在韓國和香港，有大量成年人信

仰基督教，而台灣也有相當數量的道教信徒。1  

  

 
1根據越南的2019年人口及住屋普查，該國總人口的86%沒有宗教信仰，此比例遠遠高於我們調查中48%越南成年人沒有信奉宗教的結
果。越南人口普查中佛教徒的比例（佔總人口的5%）遠低於我們計算得出的比例（佔成年人的38%）。不過，根據美國國務院表示，越
南的人口普查只會將在越南佛教教會正式登記的人當作佛教徒。 

香港、韓國和越南最常見的宗教為「沒有宗教」 

各地現時自認為以下身份的成年人百分比 

 

注意：「其他宗教」亦包括選擇了「穆斯林」、「儒教徒」、「當地宗教/土著宗教」、「多種不同宗教」的人士，而在日本，則亦包
括自稱從小信奉「神道教」的人士。並不包括「不知道/拒答」的回應。 

來源：調查於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進行，受訪者為五個亞洲社會中的成年人。詳情請參閱「研究方法」。 

「東亞社會的宗教與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香港 

南韓 

越南 

日本 

台灣 

61% 

52 

48 

42 

27 

14% 

14 

38 

46 

28 

20% 

32 

10 

2 

7 

1% 

0 

0 

0 

24 

3% 

1 

3 

9 

12 

沒有宗教 佛教徒 基督教徒 道教信徒 
其他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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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21-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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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該地區的宗教身份認同正經歷顯著變化，

許多人表示，他們當下的宗教信仰與兒時不同。 

從原生宗教信仰轉換為其他宗教或無宗教信仰的

比例不等，其中越南為17%，而香港和韓國均為

53%。  

（我們採用「轉換」一詞而不是「改信」，以反

映出這種變化會朝著任何方向發生，而且並不一

定涉及任何正式的儀式或禮節。） 

宗教轉換率參考的是世界主要宗教傳統之間的轉

換，而不是在同一個傳統之內的轉換。舉例而

言，這些評估指標會把從基督教轉換為佛教視為

宗教轉換，但從天主教轉換為新教，或是在伊斯

蘭教不同派系之間轉換，則不算是宗教轉換。 

此外，我們亦把從特定宗教轉換為成不信奉宗教的情況視為宗教轉換，由不信變成信奉宗教也是一

樣。 

  

53%的香港和韓國成年人自童年起曾改

變過宗教身份認同 

各地宗教身份認同情況如下的成年人百分比 

注意：在本分析中，我們評估在這些類別之間的轉換：基督教、
穆斯林、猶太教、佛教、印度教、「其他宗教」、「沒有宗

教」，以及沒有回答問題的人士。   

來源：調查於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進行，受訪者為五個亞洲
社會中的成年人。詳情請參閱「研究方法」。 

「東亞社會的宗教與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與成長時相同 與成長時不同 

香港 

南韓 

台灣 

日本 

越南 

47% 

47 

58 

68 

83 

53% 

53 

42 

3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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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轉換都是脫離宗教：許多

東亞人表示，他們成長在有宗教

信仰的環境，現在沒有宗教信仰

（但這種情況在鄰近的越南要少

得多）。 

人們脫離的宗教大都是佛教、基

督教和道教。舉例而言，香港有

15%的成年人表示他們成長在基

督教環境下，但現在沒有宗教信

仰。韓國和日本有14%的成年人

表示，他們在佛教環境中長大，

但現在不再信仰任何宗教。 

但是，宗教轉換率高並不完全是

人們離棄宗教所致；約有一成的

韓國成年人(12%)和香港成年人(9%)現時信仰基督教，但卻是在佛教等另一種宗教傳統中成長，或

者成長時並無信奉宗教。 

相似的是，11%的台灣成年人和10%的越南成年人並非在佛教中成長，但現在則自視為佛教徒。 

  

很多如今已無信奉宗教的東亞人是以佛教徒身份成長 

各地表示曾作為__________成長但現在不信奉宗教的成年人百分比 

注意：本圖表中的「其他宗教」包括表示作為穆斯林或儒教徒成長的人士；奉行當地或
土著宗教信仰、多種不同宗教或其他宗教的人士；沒有表明其童年宗教信仰的人士；而
在日本，則亦包括自稱從小信奉「神道教」的人士。由於四捨五入，數字可能與小計不

符。 

來源：調查於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進行，受訪者為五個亞洲社會中的成年人。詳情
請參閱「研究方法」。 

「東亞社會的宗教與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香港 

南韓 

台灣 

日本 

越南 

佛教徒 基督教徒 道教信
徒 

其他宗教 

13% 

14 

5 11 4 

3 

14 

1 

4 

3% 6% 

5 

37% 

35 

22 

21 

15% 

17 

2 

人生中離開了所

信宗教的總人數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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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整體上，據我們的分析，在

四個受調查地方中，無信奉宗教

者人數因宗教轉換而吸收了其他

宗教群體的人，從而錄得增長。 

例如，在香港，30%的成年人表

示並非在宗教環境中成長，而

61%成年人則表示現時並無信奉

宗教，也就是增長了31個百分

點。 

在調查對象地區中，越南是唯一

一個由於宗教轉換而導致無信奉

宗教人口錄得淨流失的社會：

55%越南成年人表示並非在宗教

環境中成長，而48%成年人則表

示現時並無信奉宗教。 

與此同時，在香港、日本和韓

國，宗教轉換導致佛教徒人數出

現淨流失。舉例而言，29%韓國

成年人表示以佛教徒身份成長，

但只有14%表示現時仍為佛教

徒，也就是減少了15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台灣和越南受宗教轉

換帶動，佛教徒人數輕微增加。 

（有關宗教轉換的更多資訊，請

查閱第1章。） 

在香港、日本和韓國，「宗教轉換」導致佛教信徒流

失 

各地曾在某宗教環境中成長以及現時信奉某宗教的所有成年人百分比 

來源：調查於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進行，受訪者為五個亞洲社會中的成年人。詳情
請參閱「研究方法」。 

「東亞社會的宗教與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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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南韓 

日本 

越南 

台灣 

沒有宗教 

佛教徒 

基督教
徒 

沒有宗教 

佛教徒 

基督教徒 

沒有宗教 

佛教徒 

基督教徒 

沒有宗教 

佛教徒 

基督教徒 

沒有宗教 

佛教徒 

基督教徒 

道教信徒 

10 

30%（成長時） 

25（成長時） 

23（成長時） 

9（成長時） 

33 

38 

24 

25 7 

42 

28 

55（成長時） 

48（現時） 

27（現時） 

52（現時） 

14 

32 40 

29 

57 46 

2 

3 

5 

42（現時） 

61%（現時） 

9 

29 

26 

20
（

14 
淨增長31個百分點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religious-landscape-and-change-in-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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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轉換情況比較

東亞的宗教轉換率（由日本的32%到香港和韓國的53%）高於Pew Research Center對其他許多地方

調查得出結果。2例如，在我們自2019年以來對整個亞洲進行的宗教調查中，調查的對象包括柬埔

寨、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斯里蘭卡和泰國，當中只有新加坡的宗教轉換率(35%)接近

東亞社會的比率。 

即使在我們2017年對15個西歐國家進行的調查中，該地區經歷數以十載的宗教脫離，導致無信奉宗

教的人數急升，但當中也沒有任何國家錄得超過40%的轉換率（最高是荷蘭，達36%）。 

根據我們於2023年夏季收集的數據，美國有28%成年人不再信奉成長時期曾經信奉的宗教傳統。 

宗教轉換在世上其他地方要罕見得多，例如拉丁美洲和中東與北非地區。3 

 

  

 
2在本分析中，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被歸入亞洲。這三個高加索國家位於黑海和裏海之間，地處歐亞交界地區。 
3在本分析中，我們評估在這些類別之間的轉換：基督教、穆斯林、猶太教、佛教、印度教、「其他宗教」、「沒有宗教」，以及沒有回
答問題的人士。如果在分析中使用更詳細的分類（如天主教和新教、新教的不同教派或佛教中的各種思想流派），被視為曾宗教轉換的
比例就會更高（就此例子，請參閱我們2015年對美國宗教轉換情況的詳盡分析）。我們針對世界主要宗教傳統層面的轉換而進行分析，
以便對全球各地進行一致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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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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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分析了2008年起從世界各地收集得來的數據，了解東亞與越南的宗教脫離率與其他地方相比

之下情況為何。 

成年人表示他們成長在有宗教信仰的環境但現在沒有宗教信仰，香港和韓國的比例(分別為37%和

35%)屬全球最高，緊隨其後的是數個西歐國家，包括挪威(30%)、荷蘭(29%)和比利時(28%)。 

另外兩個東亞社會亦錄得相當高的數字：台灣是22%，日本是21%。  

在我們多年來調查的絕大多數地方中（包括中歐與東歐、中東與北非地區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

地區內的大多數區域），約有5%或以下的成年人表示曾在宗教中成長，但現時已無宗教信仰。在我

們為本報告調查的五個地方中，只有越南的宗教脫離比率如此之低(4%)。 

（關於我們何時對該102國家及地區進行調查的詳情，請查閱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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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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信仰與習俗

Pew Research Center的宗教調查通常會問「宗教在您的生活中有多重要？」我們用這個問題和其他

更多的問題，用來評估宗教在各地和不同時間在人們生活中扮演甚麼角色。  

由於東亞某些地區的宗教信仰率較低，加上「宗教」一詞難以翻譯成     某些亞洲語言，相對較少人

表示宗教對自己不算「非常重要」也許屬於意料之內。 

在我們調查的五個地方中，聲稱

宗教對自己生活非常重要的成年

人不多於26%，而日本更是只有

6%。4 在世上其他地方（包括一

些鄰近的亞洲地區）進行的調查

中，相關數字通常要高得多。5 

然而，許多人認為宗教在自己的

生活中並非十分重要，但仍然會

參與各種宗教活動，並持有各種

靈性信仰。 

舉例來說，在台灣，只有11%的

成年人表示宗教對自己的生活非

常重要，但有87%人相信因果報應，有36%人表示曾經受到先人靈魂前來拜訪，並有34%人表示會

冥想。 

 
4由於中國政府對外國研究機構施加限制，Pew Research Center無法在中國進行調查。但是，2018年在中國進行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發
現，13%中國成年人表示宗教對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詳情請查閱我們於2023年發表的報告「衡量中國的宗教情況」。 
5舉例而言，根據我們2019-2020年對印度進行的調查，該國84%的成年人表示宗教對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而在我們2022年調查的六
個南亞與東南亞國家中，除了星加坡以外，所有國家中的大部分成年人均持有相同意見。即使是在星加坡，也有36%的成年人認為宗教
對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我們2015-2017年對中歐、東歐和西歐進行的調查發現，唯獨是歐洲，人們對此問題的態度才與東亞有點相
似：在34個歐洲國家中，有20%的成年人認為宗教對自己的生活非常重要。 

該地區內的人較有機會接觸靈界，而不是表示宗教在

自己的生活中非常重要 

各地表示具有以下信念或會進行以下行為的成年人百分比 

 
認為存在
因果報應 

曾經接到先人靈魂
報夢或先人靈魂曾
以其他形式來訪 曾經冥想 

每日祈
禱 

認為宗教對
自己的生活
非常重要 

香港   76%   16%   22%   13%   11% 

日本 16 36 30 19 6 

韓國 48 40 59 21 16 

台灣 87 36 34 16 11 

越南 75 42 16 20 26 

注意：深色代表較高的數值。受訪者被分別問及是否曾感到先人的靈魂前來報夢，或以
任何其他形式與他們同在。 

來源：調查於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進行，受訪者為五個亞洲社會中的成年人。詳情
請參閱「研究方法」。 

「東亞社會的宗教與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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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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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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和鄰近越南，先人靈魂長

久以來都是儀式的重點所在，而

先人拜祭如今依然非常盛行。在

我們展開調查的所有地方中，約

有一半或更多的成年人表示，最

近曾有祭拜祖先、供奉食物或酒

水，此習俗常見於佛教徒和沒有

信奉宗教的人士身上。  

一個尤其明顯的例子如下：92%

無信奉宗教的越南成年人表示，

過去一年內曾經祭祖。 

這些與離世先人的聯繫並非必然

單向。在香港以外的所有地方

中，約有四成的成年人表示曾經

接到先人靈魂報夢或先人靈魂曾

以其他形式來訪。 

在這五個地方參與調查的成年人

中，大部分表示相信有神或肉眼

無法看見的存在，例如神靈或靈

體。雖然無信奉宗教的成年人相

信有神或肉眼無法看見的存在的

比例低於基督徒和佛教徒，但每

個地方最少有四成無信奉宗教的

成年人表示有這些信念。在台

灣，四分之三無信奉宗教的人表

示相信有神或肉眼無法看見的存

在。 

在接受調查的社會中，最少一半無信奉宗教的成年人

最近曾祭拜祖先、供奉食物或酒水 

 

注意：受訪者分別被問及是否相信神，或者是否認為世界上存在神靈世界等肉眼無法看

見的存在。調查將「God」（神）翻譯成各種語言時，均會盡量採用最籠統的字眼來表
達，而不提及任何特定宗教的神或女神。日本的基督徒人口樣本太小，不足以用作分

析。 
來源：調查於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進行，受訪者為五個亞洲社會中的成年人。詳情

請參閱「研究方法」。 
「東亞社會的宗教與精神信仰」 

PEW RESEARCH CENTER 

各地表示曾在過去12個月內祭拜祖先、供奉食物或酒水的成年人百分比 

 

各地表示相信有神或肉眼無法看見的存在的成年人百分比 

香港 

日本 

南韓 

台灣 

越南 

香港 

日本 

南韓 

台灣 

越南 

香港 

日本 

南韓 

台灣 

越南 

48% 

70 

52 

77 

86 

77% 

64 

60 

90 

59 

普羅大眾 

基督教徒 

無信奉宗教 

佛教徒 

各地認為山、河流或樹木有自己的靈魂的成年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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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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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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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多的成年人還將大自然視為看不見的神靈世界。在台灣、日本和越南，約有一半或以上的成年

人認為山、河流或樹木有自己的靈魂。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4/06/17/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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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的前佛教徒與終身佛教徒比較

根據我們調查所見，很多東亞人脫離了宗教：37%香港成年人、35%韓國成年人、22%台灣成年人

和21%日本成年人表示，童年曾在佛教、基督教或道教中成長，但如今已無信奉任何宗教（相比之

下，只有4%的越南成年人脫離了宗教）。 

與此同時，很多表示「沒有宗教」的人也會表露某種宗教信念，並表示會參與某些傳統的靈性行

為。 

此情況引伸出一個疑問：信奉宗教在亞洲具有多大意義？宗教標籤又究竟是否重要？  

簡單來說，是的，人們描述自己的方式本身具有意義；例如，不妨思考一下三種類別的東亞人：  

▪ 終身佛教徒（表示曾經作為佛教徒成長，而且現時依然自認為佛教徒的人士） 

▪ 曾是佛教徒但現時不信（表示曾經作為佛教徒成長，但現時並無信奉任何宗教的人士） 

▪ 終身不信（表示並非在宗教環境中成長，而且並無宗教信仰的人士） 

在我們調查的四個東亞社會（香港、日本、韓國和台灣）中，這三個類別均有足夠人數，讓我們可

以對各群體作出詳細分析。在上述這些地方中，終身佛教徒參與宗教活動和持有宗教信仰的比例均

明顯高於前佛教徒；但是，前佛教徒童年信佛的經歷也許對他們產生了一些殘餘影響，平均而言，

他們比終身不信的人更具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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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台灣的終身佛教徒表示平

時會前往寺廟或佛塔的可能性，

比前佛教徒高出30個百分點

（91%對61%）；而前佛教徒前

往寺廟或佛塔的可能性，又比終

身不信的台灣人高出16個百分點

（61%對45%）。 

有關拜祭先人的調查問題也出現

類似的模式。雖然全數三個類別

中的大多數人表示在過去12個月

內曾燒香以祭拜祖先，但這種活

動在終身佛教徒中最為普遍。在

香港，84%的終身佛教徒在過去

一年內曾為先人燒香，而65%的

前佛教徒和59%的終身不信者也

表示曾在過去一年內燒香。 

此外，對於何謂佛教這個議題，

前佛教徒的看法比較接近終身不

信者的觀點，而不是接近終身佛

教徒的觀點。日本大部分的終身

佛教徒(57%)把佛教視為「一套

道德教誨，可以指引人的行

為」，而持有這個觀點的前佛教

徒(43%)和終身不信者(44%)比

例則較低。 

簡單而言，人們如何描述自己目

前的宗教身份認同和童年的宗教

身份認同，往往與其宗教信仰和

實踐程度相符。 

在東亞， 曾經是佛教徒但如今無信奉宗教的人士以及終

身不信的人士，大部分最近曾經燒香 

 

來源：調查於2023年6月2日至9月17日進行，受訪者為五個亞洲社會中的成年人。詳情
請參閱「研究方法」。 

「東亞社會的宗教與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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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表示平時會前往寺廟或佛塔的成年人百分比 

各地表示認為輪迴存在的成年人百分比 

各地表示在過去12個月內曾經燒香以祭拜祖先的成年人百分比 

各地表示佛教是一套道德教誨，可以指引人的行為的成年人百分比 

香港 

日本 

南韓 

台灣 

香港 

日本 

南韓 

台灣 

香港 

日本 

南韓 

台灣 

香港 

日本 

南韓 

台灣 

終身不信 曾是佛教徒但現時不信 

 

終身佛教徒 

 

0% 

0% 

0% 

0% 

 

4% 
4% 

26 

24 

45 

43% 

34 

21 

61 

59% 

73 

51 

69 

63% 

43 

50 

35 

53% 

28 

41 

45 

52% 

36 

31 

63 

65% 

76 

60 

71 

69% 

44 

50 

40 

57 

86 

91 

77% 

50 

52 

83 

84% 

89 

77 

92 

86% 

57 

81 

63 

6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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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其他重要發現

▪ 在接受調查的四個東亞社會和鄰近的越南中，分別有兩成和79%的成年人表示，曾在生命中

的某個時刻感到祖先靈魂來幫助自己（第5章有更多關於與先人互動的資訊）。 

▪ 該地區內的大部分調查對象表示，與最少一種宗教信仰或哲學的「生活方式」感到有切身聯

繫，即使該宗教未必是他們現時信奉的宗教。舉例而言，34%的韓國基督徒表示，對佛教生

活方式感到有某種切身聯繫，而26%的韓國佛教徒則對基督教生活方式感到有所聯繫。（第

2章探討了宗教作為生活方式，以及人們與多種傳統的切身聯繫。） 

▪ 所有宗教群體均有大比數的成年人表示佛教是「一套道德教誨，可以指引人的行為」、「一

種文化，個人是當中的一部分」以及「一種宗教，由個人選擇去信奉」（第2章更詳盡地說

明了調查受訪者如何界定佛教，以及佛教徒認為必須有甚麼信念和行為才能「真正」成為佛

教徒）。 

▪ 在該地區的人，尤其是基督徒，普遍認為宗教是社會中的積極力量。（第6章提供更多有關

宗教與社會如何互相影響的資訊）。 

本調查結論總結由英文原版翻譯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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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17/religion-as-a-way-of-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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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