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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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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治理论，是科学开放的民族法学理论体系，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在社会
层面，民族宗教法制化的建设，利于解决现实的民族问题和矛盾，并弘扬宗教文化，推动民族地区法制化的建设。对此，对马克思
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的价值进行分析，对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的路径进行探索，以此把握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治理念，
弘扬正确的民族宗教价值观，推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达成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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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xist theory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rule of law is a scientific and open theoretical system of ethnic law,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At the social level,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ization of ethnic religions is 
conducive to solving practical ethnic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promoting religious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ization in 
ethnic regions. In this regard, analyze the value of the legalization of Marxist ethnic religions, explore the path to achieve the legalization of 
Marxist ethnic religions, grasp the Marxist concept of ethnic religious rule of law, promote correct ethnic religious value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s in ethnic regions, and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administer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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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宗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阶级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国化发展的进程中，民族宗教价值观认为，宗教具有较为丰富
的文化价值，积极开展宗教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积
极力量。而落实好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需要坚持依法管理
宗教事务，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并极力民主发扬爱国
主义思想，支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祖国统一，搭建合格的
民族宗教队伍，获得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中国化成果，推
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的价值 
（一）依法治国背景下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现实需要 
民族宗教作为支配着人们生活的外部力量，是各民族人民

头脑中虚幻的印象。从宗教本质上来看，民族宗教诞生于民族
生产生活中，是一种文化现象的客观存在。而在社会不断的发
展与建设中，人们离不开思想的引领，先进的理论会转化为精
神力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正如马克思所说：
“民族宗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在统治阶级斗争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表明民族在出现重大问题时，各民族人民自
身的智慧，会从以往的思想和理论中获得启示，并开拓新的发
展路径。加强对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学习需要深化民主体制改革，
并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从法律的角度保护民族公平正义，尊
重民族宗教信仰，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法律层面的保障。同
时，面对民族宗教的特殊性，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
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推动民
族地区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也促进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用法
律保障民族人民的权益。也通过法制化的建设，弘扬民族宗教
钟成恶扬善、平等宽容、扶贫等积极的内容，在法治社会下，
解释民族宗教与社会道德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中民族宗教的
理念给予充分肯定，从而发展民族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保障民
族地区战略任务的实现。 

（二）解决民族地区现实问题的必然选择 
新时期背景下，民族团结一致，各民族间和谐共处，需要

化解民族和宗教出现的现实问题，解决民族宗教发展中出现的
矛盾。而民族宗教矛盾是社会问题的真实反应，涉及到思想、
文化、礼仪等方面的差异，关系到民族的建设和国家的统一。
而化解这一矛盾，需要在发生民族观念差异和冲突时，防止错
误和思想扩散，最大限度地减少影响。而思想已经大范围扩散
时，要避免在社会中出现矛盾累积，减少诱发矛盾的新要素。
而要达成这一目的，首先需要贯彻落实民主平等的理念，反对
民族对立的思想，并充分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做到理解、包
容、不歧视，并为民族的和谐共处，做出有意义的事。特别是
在较为敏感的地区，更需要加强法制教育，通过传递法治观念，
减少民族文化教育的随意性，并增加青年的民族认同感，使人
们共处于大家庭中，共同维护祖国的安全与统一。其次，全面
认识民族宗教的特殊地位，积极探索民主中兴之臣的特征，不
断提升对民族宗教的认识。同时科学的掌握解决民族宗教矛盾
的方法，利用理论和实践解决现实问题，从而更好地处理好民
族宗教的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法治国取得较大的进展，并针对民
族宗教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强调，依法落实民族宗教事务的
重要性，为民族宗教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保障。从国
家发展制度的层面，强调民族宗教事务的重要性，表明我国重
视宗教问题，但又依赖于法治条例，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
针对当前法制建设的情况，认真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不但
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工作的具体指导，也是民族宗教理论
中国化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背景下的重大研究
发现。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的实现 
（一）全面把握民族宗教法制化工作，促进民族关系和谐

稳定 
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的实现，是必须要通过民族地

区的法律实践来达成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思想能否
在我国民族地区贯彻落实，全面融入中国法治社会，关键在于
其是否适合民族地区法律实践需求，以及是否被民众接受并化
为内在理念。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实现，应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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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机制和政治化状态转换为学术机制与社会化融合状态，坚
持以中国法律事件与法律制度为导向，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关于民族宗教法制化的观点。遵循民主宗教法制化原则
和基本原理，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思想与当代中
国法律制度的逻辑关系及共同价值，为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稳定
提供合理依据。 

（二）充分发挥党中央指导方针作用，引领民族宗教法制
化发展 

充分发挥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工作中的职
能作用，对于更好地体现党对宗教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进
一步引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坚持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出发，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发展理念，
充分发挥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发展中的指导方
针作用，调动一切可调动的积极因素，引领民族宗教法制化发
展。一是重视发挥民族高校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等主阵地优势，
明确要求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每一个党的民族宗教工作者，都
必须要着重强调各民族间的和谐共处、各宗教间的和谐发展理
念。将这些发展观全面渗透到民族教育当中，抓好民族教育工
作，来有效化解民族宗教方面出现的矛盾。而这些宗教方面的
矛盾往往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思想等方面，具有利益
冲突和观念差异特点。化解这些民族宗教矛盾的妥善做法，应
当是发现矛盾积累时，必须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防止其扩散，
最大化降低影响力；当矛盾扩散时，应防止其因非对抗性矛盾
激化而产生变异；当矛盾处理完后，需要不断积累经验，反复
推敲矛盾发生的具体原因，以避免诱发新矛盾的产生。二是贯
彻落实民族平等、共荣共存、共存于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反
对分裂的发展观，引领全人民充分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风俗
习惯、人文习俗的基础上，应做到不互相歧视、不做不利于民
族团结与进步的事。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坚持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全面认识宗教因素在中国人民内
部矛盾中的特殊地位，把握宗教自身发展规律，将落实宗教事
务条例和贯彻民族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作为新形势下开展民族
宗教工作的两个关键。三是充分发挥党中央指导方针作用，在
实施依法治国、法治化建设方略的大背景下，针对马克思主义
民族宗教法制化发展进程和需求，积极制定法律法规和若干地
方性法规政策、规章制度体系，颁布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明确提出贯彻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与落实宗教事务条
例、推进民族宗教法制化相堤并重。以此来提高各部门对实现
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的重视，能够认真加以贯彻落实全
面，更好地实现政策调整和依法管理并行并重。 

（三）从立法与政策高度解决民族宗教问题，建立长久和
谐相处之道 

为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发展，必须要重
视发挥党中央职能作用，从立法与政策高度重视我国民族与宗
教问题。深入探索解决民族与宗教现实问题的政策和法治措施，
立足于民族与宗教存在的长期性问题，着眼于群众性特点，建
立长久和谐相处之道，努力维护我国社会总体和谐。第一，坚
持以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导向，依法依规加大对
我国各大宗教事务的管理力度，坚持独立自主办教原则，加大
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引导、协调力度，保证二者之间
相适应，更好地促进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团结、和谐。第二，
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观，以满足群众利益、维护群众权力为
导向，将群众需求贯穿于包括宗教政策在内的国家公共政策指

导思想当中，以此为导向，指导民族与宗教问题解决实践操作
之中，更好的加强“两个团结”实现。第三，坚持以十七大报
告中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具体论述：“建立和谐的宗教关系，其
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宗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
用。”这一指导思想为引领。正确认识宗教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
积极影响，正视现阶段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存在的必然性，以及
宗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正面功能。胡锦涛同志在党
的十七大报告会议中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
方针，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在助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是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根本要求。”强调各级党委和
政府必须要站在党与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积极加强
对民族宗教法制化的进一步引领。结合实际积极加强立法与政
策出台，借助立法和政策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发展
进程。并通过实现民族宗教法制化发展，有效地抑制一切利用
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与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消除影响
社会稳定的各种不利因素，更好地应对境外利用宗教渗透不良
思想的行为，努力维护社会总体和谐。另外，在加速立法和政
策出台进程中，还应选择将抽象晦涩的理论内容，运用生动、
具体且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选择人们易于和乐于接受的形式，
充分发挥新媒体政府喉舌作用，做好立法与政策宣传、解读工
作。以生动、形象到短视频、动画、图片等形式，增强马克思
主义民族宗教法制化的亲切感与亲近感，使之更容易为中国人
民理解和接受。 

结语 
总而言之，民族宗教是人们头脑中虚幻的反映，马克思主

义针对民族宗教提出：“宗教是对神灵的幻想和崇拜。”这种民
族宗教理念，对各民族和谐发展，宗教事业高质量的实施起着
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类社会
矛盾和民族宗教问题频发。需要从法律的视角，发挥党和国家
的指导力，引领民族宗教法制化的发展，也解决民族宗教现实
问题和矛盾，促进民族地区战略任务的实现。面对民族宗教法
制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在法治化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把
握民族宗教的特殊性，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明确民族宗教
法制化发展的意义。从立法的高度分析民族宗教规律，解决现
实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从而建立和谐的相处之道，并发展
宗教中蕴含的积极元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力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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