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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信仰：自由与限制》由闫莉编著。

《宗教信仰：自由与限制》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了多维度的层层递进的分析，探讨了宗教信仰自由的
内涵，宗教信仰自由在价值角度和功能角度有其入宪的正当性，宗教信仰自由限制形态包括法律制度
限制、观念限制及法律失灵的限制。
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经历了从观念到制度本土化的反复尝试后，应立足地方性传统文化，在宽容个性
、伸张权利、发展社团、构建民本政府以及注重维护少数群体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仍须认真对待宗教
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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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闫莉
山西孝义人，1997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2002年获得湖南师范大学法理学硕士学位。
太原工业学院讲师，从事经济法、债权法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论文十余篇，主
持和参加省级以上课题六项，参编著作和教材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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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选题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三　研究方法
第一章　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
 第一节　当前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诸种表述
　　一　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表述
　　二　国外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表述
　　三　国际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表述
　　四　“宗教信仰自由”抑或其他更准确的称谓
 第二节　整体把握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
　　一　宗教信仰自由主体的模糊性
　　二　宗教信仰自由内容的模糊性
　　三　宗教信仰自由客体的模糊性
　　四　整体把握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
　　五　简评
 第三节　宗教信仰自由与相关概念
　　一　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
　　二　宗教信仰自由与信仰
　　三　宗教信仰自由与迷信
　　四　宗教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及意志自由
第二章　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与特征
 第一节　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
　　一　信教自由
　　二　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
　　三　宗教教育自由
　　四　宗教捐赠自由
　　五　宗教信息权
　　六　宗教豁免权
　　七　宗教团体的自由
　　八　少数群体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特殊保护的权利
 第二节　宗教信仰自由的特征
　　一　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人权
　　二　宗教信仰自由既是个人自由亦是群体自由
　　三　宗教信仰自由既是消极权利亦是积极权利
　　四　宗教信仰自由既是防御性权利亦是扩张性权利
第三章　宗教信仰自由的正当性：从价值和功能角度的分析
 第一节　宗教信仰自由正当性价值分析
　　一　宗教信仰自由体现正义价值
　　二　宗教信仰自由体现平等价值
　　三　宗教信仰自由体现宽容价值
 第二节　宗教信仰自由正当性的功能分析
　　一　宗教信仰自由与德行成就
　　二　宗教信仰自由与经济发展
　　三　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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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教信仰自由限制的正当性与类型
 第一节　宗教信仰自由限制的正当性
　　一　难以超越的内在：宗教信仰自由本身的有限性
　　二　不同价值衡平的需要：自由与秩序的衡平
　　三　权力的正当性
 第二节　宗教信仰自由的显性限制：法律制度层面的限制
　　一　确定宗教信仰自由制度限制原则的条件
　　二　宗教信仰自由法律限制的原则
　　三　我国关于宗教信仰自由限制原则的宪法规定
 第三节　宗教信仰自由的隐性限制：观念限制和法律失灵的限制
　　一　形式自由与实际自由的不必然一致性
　　二　观念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
　　三　法律制度失灵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
第五章　面向西方：宗教信仰从义务到权利的演变
 第一节　传统宗教信仰观：以宗教信仰为义务
　　一　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宗教信仰状况
　　二　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信仰状况
 第二节　近代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化：从不宽容到有限宽容
　　一　1600～1700年：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准备和立法实践
　　二　1700～1900年：宗教信仰自由的普遍理论论证和普遍立法实践
 第三节　现代：宗教信仰自由从西方内国权利到全球权利
　　一　1900年至“二战”：宗教信仰自由国际化的萌发期
　　二　“二战”至1980年：宗教信仰自由国际化的发展期
　　三　1980年至今：宗教信仰自由国际化的成熟期
第六章　立足中国：全球化语境下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性建构
 第一节　西方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本土化的尝试和经验
　　一　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本土化的尝试
　　二　近60年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实践与经验
　　三　并非都是好消息：我国宗教信仰自由制度存在的问题
 第二节　地方性文化背景下的中西宗教信仰观比较
　　一　中西宽容理念的差异
　　二　中西宗教迫害的频度与目的差异
　　三　中西传统社会中政府对宗教信仰的治理理念的差异
　　四　中西宗教团体在国家或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的差异
　　五　中国传统宗教信仰观之概括
 第三节　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若干思考
　　一　全球化语境下宗教信仰自由的新特点
　　二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若干原则性思考
　　三　地方性背景下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微观完善
结语　认真对待宗教信仰自由
　　一　信仰需要自由，自由需要边界
　　二　意义的追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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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宗教学近年来逐渐成为“显学”，法学界和宗教学界涌现了许多研究宗教信仰自由的文章，甚至
有的学者提出了“宗教法学”的概念。
宗教信仰自由在当前中国仍有理论和实践方面“深描”的必要性。
一个核心概念在各向度充分展开就是全部理论。
闫莉编著的《宗教信仰：自由与限制》选取“宗教信仰自由”为核心概念，从其概念、特征、功能、
效用、边界及扩展至文化等各向度，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了多维度的层层递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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