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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经济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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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一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涵义。 

 

  “宗教”（religion）一词的现代涵义源自拉丁文的“religio”，其义为“义务、约束”，特指

“人与神明之间的约定”。 

 

  “宗教”一词也曾出现在中国佛教典籍中。在禅宗要典《五灯会元》中，“宗教”一词先后出现过

十来次。但佛教中的“宗教”偏重于指代禅宗的“见性明心”、“单提直入、顿悟圆修”等，与今天所

谓“宗教”很不相同。 

 

  在古汉语中，“宗”的本意是尊祖庙。“教”的本意是“教化”。《说文解字》说：“教，上所

施，下所效也。”中国现代宗教哲学家谢扶雅先生指出：“若求中国辞书中足与Religion相当之名，惟

“道”字勉可充数。” 

 

  将西语的Religion译为“宗教”二字，乃是中国学者借鉴日本汉字的既定译法。明治维新以后，西

方科学技术大量传入日本，日本翻译家遂把西方的Religion译为日本的汉字“宗教”。 

 

  什么是宗教的本质？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麦克斯·缪勒说：“有多少人研究宗教，就有多少种关于宗教的定义。” 

 

  泰勒认为：宗教是“对超自然存在的信仰”。 

 

  弗洛伊德指出：“宗教就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强迫性神经症”。 

 

  涂尔干的观点是：“社会的概念正是宗教的灵魂”。 

 

  提耶尔写道：“确实，宗教就是纯粹的与虔诚的本性，或者是心灵的结构，我们称之为虔诚。” 

 

  布兰德利说：“毋宁说，宗教是企图通过我们存在的每一个层面，去表达善的完全实在的举动。” 

 

  马提留尔声称：“宗教是相信一个永活的上帝，即相信一个统领宇宙的、与人类有道德关联的神圣

心灵和神圣意志。” 

 

  在《理性与宗教信念》一书中，彼得森等学者认为：“宗教是由一系列围绕着某一终极实在的观念

而组织起来的信念、行为与经验组成的，它们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 

 

  伊利亚德认为：“‘宗教现象’唯一可识别的方式就是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理解，也就是说，把它当

作宗教性的事物来研究。” 

 



  美国南卫理工大学宗教史学者X.斯特伦在《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一书中写道：“宗教是

实现根本转变的一种手段。所谓根本转变，是指人们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罪过、无知）中，彻底

地转变为能够在最深的层次上，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这种驾驭生活的能力使人们体验到一

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 

 

  马克思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异化，正如资本主义经济剥夺了我们的劳动，并把它作为商品送到富

人手里一样，宗教则把人的优秀品质与人的自然生活相剥离，并把它们给予了一个我们称作上帝的想象

中的异己的存在。他写道：“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

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是自己本身。”“反

宗教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 

 

  下面笔者从经济学角度对宗教进行一些解构和分析。 

 

  首先，“经济人”特性是宗教产生的人性前提。宗教的目的是为人服务的。人的本质是追求效用的

最大化。而宗教为实现效用最大化提供了一种神圣的途径。如何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宗教主要提供了两

种方式：一是通过转化；二是通过交换。转化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一是将人对物质世界的欲望转化为对

精神世界的追求；二是将人在现世的执着转化为对来世的虔诚。人的效用来自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世

间万物，有些主要提供给人物质方面的效用，有些主要提供给人精神方面的效用，有些既有物质方面的

效用，也有精神方面的效用。根据替代原理，物质效用与精神效用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因为物质产品与

精神产品都满足稀缺性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宗教通过将人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效用的重新配置，为人生

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提供了一种产品组合方式。另外，人生效用的最大化是指人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而

不是局部和短时的最大化。宗教通过将现世的效用转化为来世的效用，即通过效用的时间配置为一部分

人提供了一种解脱方式。交换主要是实现人与神之间的交换。宗教活动实质就是人与神进行交换的一种

活动，宗教场所也就有一种类似市场的功能。交换的方式主要是：一是人通过自觉遵守神的指示和约

定，从而换取神的满意和对自己所稀缺东西的恩赐；二是通过祈祷和进贡，实现神对现实世界中不理想

状况的干预和拯救。宗教仪式实质就是一种交换沟通仪式。通过仪式，人类也就完成了自身对神的交

待，同时也期待着神对人的交待。 

 

  其次，资源有限性与欲望无限性的矛盾是宗教产生的现实根源。一方面，社会经济资源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人的欲望又是无穷的。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人类社会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现实世界

通过资源配置的效率化和公平化来尽可能实现欲望的最大满足。这种途径主要采取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来解决。二是通过一个虚拟的神圣世界将这一矛盾交给一个权威去解决。这种途径主要是通过宗教方式

来实现。由于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容纳不了无限的欲望，于是人自身就陷入痛苦之渊。如何解决，将无限

性分裂出去就是一种有效的选择。但分裂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放弃对无限欲望的追求，而是要寻找一种新

的实现途径，宗教就是这种分裂的结果。通过分裂，人自身将有限性留给了有限的现世，将无限性寄予

了无限的来世，从而有效缓解了有限与无限矛盾的张力，减少了人在现世所面临的痛苦和不安，也实现

了自身内心世界的基本平衡，这也客观增加了人生的效用水平。所以，宗教的本质也可以看成是人类为

解决资源有限与欲望无限的矛盾而为自身设定的一种神圣手段。但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方面，宗

教本身是人分裂的结果，是人创造了宗教；另一方面，分裂又促使了人自身的异化，宗教成了人的制约

者。 

 

  另外，宗教只是为人类解决资源有限性与欲望无限性的矛盾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

这也就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选择以宗教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手段。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对世

界的认知，从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效用偏好结构。不同的偏好结构将决定不同手段的选择，因为不

同的手段对实现既定偏好下的效用最大化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最终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实现人生总效用

的最大化。这里存在的主要区别是：有宗教的人实现的是现世与来世效用总和的最大化，而无宗教的人

只是实现现世效用的最大化。 

 

  再次，知识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是宗教产生的知识前提。罗素在《人类的知识》最后一页中写道：

“全部人类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和不全面的。”面对不确定性，如何解决，人类主要通过两种

途径。一是努力通过科学研究，来提高认识世界的确定性。二是通过创新制度系统，来增加人类活动的

确定性。海纳指出：制度起因于个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所做的努力，通过限制人们的有效选择并因此使

行为可预测，从而减少不确定性。没有制度就没有秩序、没有社会、没有经济、没有国家组织。”在某

种意义上宗教也可以看成是人类应付不确定性的一种制度设定。宗教在减少不确定性方面主要有这样一



些功能：一是为不确定性的存在提供合理解释依据；二是减少人类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所产生的恐惧感；

三是通过将不确定性交给神圣世界而为人类自身寻求了一种解脱，减轻了人类自身寻求确定性的压力。 

 

  从现实看，宗教表现出众多的经济特点。 

 

  首先，宗教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第三产业。宗教活动总是与神职人员密切相关的。在宗教活动中，有

些神职人员是专职的，有些神职人员是兼职的。这里不管是兼职还是专职，都必须以一定的脱离劳动时

间为前提。所以庞大的神职人员集团显然属于社会的非生产阶层，因为他们的活动并不能直接导致产出

的增加（对产出有一定间接作用）。他们主要靠为社会其它阶层提供精神服务而生存。由于非生产性，

所以宗教的存在和发展应以经济的发展为其基础条件。因为没有经济剩余的支撑，宗教“部门”的存在

就难以有效维持。 

 

  其次，宗教性的消费对社会需求也是一种刺激，有助于社会总产出的增加。所谓宗教性消费，就是

指围绕宗教行为而产生的各种消费，包括献祭、进行宗教建设等方面。当然，这种宗教性消费对社会再

生产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因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由于剩余产品有限，过度性

的宗教消费将对生产和生活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如解放前，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过度

的宗教性消费，不仅损害了扩大再生产，甚至侵蚀了简单再生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大量的耕畜被宰

杀，大量的食物被消耗，以致来年的生产和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同样在云南的一些地区，为什么基督

教会得到迅速传播？这里与减少宗教性消费也有一定相关性。一是由多神崇拜转向一神崇拜，减少了崇

拜时间和崇拜对象；二是获得上帝保佑无需牺牲作为祭品，只需进行祈祷和少量教费。三是不仅基督教

教义有助于节省宗教性消费，而且对一般的财富消费也作了限制，这对财富积累和生产发展十分有利。

滇东北流传的一首歌谣对此作了有意思的概括：“信耶稣，真上算，不喝酒，不抽烟，不烧香亦不赌

钱，一年省下多少前；省下钱，好吃穿，过日子，不费难，死后还把天堂上，你说上算不上算。” 

 

  再次，宗教为人类社会经济的运行提供一种秩序保证。因为宗教为公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意

义，而有意义的生活造就了公民的道德趋向与道德行为，而道德趋向与道德行则为社会规则的有效性提

供了可能性和内在的保证条件。所以贝格尔说：“宗教是一种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

动”。在现实生活中，秩序的意义是深远的。有秩序就有信任，从而就能减少合作的成本。当秩序占据

主导地位时，社会交易成本就少，人们就可以更好预期未来，从而将产生更多的有效交易，提高资源的

配置效率。同时，人们将更易于发现其所需要的信息，更易于估算代价和回报，结果是发现和应用更有

用的知识。 

 

  第四，宗教有一种再分配功能。宗教中的慈善就是一种社会产品的再分配。分配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分配形式是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第二种分配形式是政府按照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进行

的；第三种分配形式是基于道德原则而进行的。而慈善就属于第三种形式的分配。宗教中的慈善对社会

经济发展的效果是多方面的。一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慈善有助于消除社会不满情绪，是化解社会矛盾

的一种有效手段。二是有利于调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合理性。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人类的分配

制度不可能总是很完善，所以，以慈善为基础的分配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三是有利于增加社会的

产出。慈善具有支持发展的功能。慈善行为有助于为一个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能力，从而也有助于

增加社会的总产出。四是有利于刺激社会的总消费。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相比富人而言，对穷人的

慈善将会增加更多的社会消费支出。五是有利于社会的秩序建设。慈善滋生道德，而道德又是秩序的基

础。 

 

  第五，宗教的传播与商品的流通密切相关。一方面，宗教的传播带动了商品的流通；另一方面，商

品的流通也带动了宗教的传播。如中国的庙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中国的传统庙会是集宗教祭祀、文

艺表演、商品交易为一体的民间集会。庙会的最初形式并没有商品交换的内容，而只是纯粹的宗教祭祀

活动。随着聚会人数的不断增多，自然也就导致商人的汇集，定期的集市也就自然形成。演变到后来，

庙会商品交易的功能变得比宗教祭祀功能更为重要。再比如，小乘佛教在云南境内傣族地区的传播就与

商人的活动是紧密相关的。最早皈依小乘佛教的傣族人就是那些经常往返于中缅边境城镇之间的商人，

或者经常与缅甸商人接触的人。 

 

  第六，宗教对人力资源有重要影响。一是一些宗教场所也是人力资源培训的地方。在一些科学技术

不发达和教育比较落后的地方，宗教承担了一定的知识普及功能。二是宗教本身影响人的价值观和劳动

观。韦伯认为，正是一种积极入世禁欲的宗教伦理，才促使人们面向经济活动和有序的生活，形成了有

规律、有理性的的职业作风，最终导致了现代理性企业精神与经营作风的产生，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的



生活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这里韦伯的观点尽管有许多商榷之处，但可以肯定：特定的宗

教精神对人类的经济行为选择肯定有影响。至于是决定性影响？还是一般性影响？是经济先影响宗教？

还是宗教先影响经济？还是二者互相影响？这些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某一种宗教精神一旦形成，其

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就会肯定产生或多或少或好或不好的影响。因为经济的主体是人，而人的行为导向是

由价值观决定的，而宗教对人价值观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并且其本身也是价值观的一部分。三是宗

教影响到人的生育观。如在云南一些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当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做工作时，许多

人往往以“孩子是上帝给的”为由加以拒绝。再如在信仰小乘佛教的布朗族地区，由于认为避孕节育与

小乘佛教的教义相背，所以谁要是使用了避孕药具或是做过结扎手术，就不让其进庙拜佛，也不让其念

经。而喇嘛教则将人的诞生或生育列于佛教“苦”的首位，所以，藏族人往往认为多生育有罪，结果是

藏族妇女的终身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少数民族。 

 

  第七，宗教对旅游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旅游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兴起的一个新兴产业，

人称“无烟工业”。一些经济学家把旅游业的兴起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从旅游业的发展来

看，旅游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自然造就的名山胜川和景色独特的自然风光；二是历史文

化古迹。由于早期人类为后人留下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集中在宗教寺院中，因此，以往的宗教圣地自然

也就成了旅游者的云集之处。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对旅游的需求将变

得更大。这里一方面旅游的发展对宗教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撑，同时对宗教所在地方的经济也有一个好

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也带动和刺激了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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