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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对政府执行力感知
影响的实证研究

⊙ 向 宁 韦 欣 

内容提要：  互联网宗教，作为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信仰形态，其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尚未得到充

分认识和深入研究。本文使用 2010—2016 年 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

检验了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对于政府执行力感知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政

府与民间合作开展的去商业化行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政府执行力显著提高。积极使

用互联网、对社会发展现状的关切度高的佛教信仰者积极配合政府进行违法事件处理

和解决，通过线上线下互动，提升了政府的执政效率感知，为良好的互联网宗教生态

环境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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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互 联 网 技 术 的 发 展， 宗 教 以 其 特 有 的 线 上 线 下 传 播 方 式 和 渠 道， 既 有 对 传 统 的 回

归， 也 发 展 出 众 多 具 有 互 联 网 时 代 特 征 的 新 气 象。 互 联 网 宗 教 研 究 重 要 性 愈 发 凸 显、 研 究 主

题渐趋多元。互联网宗教研究亟需全方位开展 A，相关研究涵括了互联网时代世界宗教新形

态、宗教传播及新媒体平台研究、大数据 + 宗教、人工智能 + 宗教 B、互联网舆情新版图及

宗教信众新特性的探讨、舆情演化规律和机制的研究 C、互联网舆情指标体系的构建、互联

网 宗 教 舆 情 事 件 年 度 报 告 等。 宗 教 工 作 法 治 化 在 当 前 的 一 个 突 出 任 务 就 是 治 理 佛 教、 道 教 商

业 化 问 题。 互 联 网 宗 教 线 上 线 下 的 互 动 方 式 是 如 何 的； 在 既 往 发 生 过 的 公 共 事 件 中， 宗 教 采

取 了 怎 样 的 应 对 思 路 和 行 动， 产 生 了 何 种 影 响； 政 府 在 参 与 解 决 相 关 宗 教 问 题 时 产 生 了 怎 样

的作用和效果，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考察，也未曾通过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进行过实证研究。

一、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的基本概况

2013 年起，面对“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等佛教商业化现象，社会各界依据《宗教事务

条例》规定的权益内容 ，通过互联网展开了一系列“去商业化”行动，比如：抵制娱乐化戏

谑 佛 教 的 商 业 化 行 为、 治 理“ 宗 教 搭 台， 经 济 唱 戏 ” 现 象 等。 国 家 政 府 也 在 宗 教 工 作 中 明 确

提 出“ 去 商 业 化 ”， 要 求 对 佛 教 商 业 化 问 题 进 行 治 理。 在 中 国 特 色 宗 教 事 务 治 理 探 索 中， 政

界、学界、教界等多元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了佛教商业化的治理行动。

自 2012 年 开 始， 国 家 宗 教 事 务 局 会 同 十 二 部 门 联 合 制 定 下 发 了《 关 于 处 理 涉 及 佛 教 寺

庙、 道 教 宫 观 管 理 有 关 问 题 的 意 见 》 等 多 个 文 件， 着 手 治 理 宗 教 商 业 化 问 题。 随 后， 佛 教 界

积极配合党和政府通过互联网展开了一系列自觉抵制商业化的治理行动，以网络问政等形式，

向政府部门提出治理佛教商业化问题的意见建议 , 依法依规整顿佛教商业化问题。这一去商业

A　 郑筱筠：《全方位开展互联网宗教研究》，《中国宗教》，2016 年第 7 期。

B　 韦欣，向宁：《道术之衡 < 道德经 > 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的启示》，《中国宗教》，2019 年第 10 期。

C　 向宁：《佛教互联网舆情观点演化机制的行动者中心模型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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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行 动 是 否 有 效， 其 效 果 体 现 在 什 么 方 面， 在 不 同 人 群 中 有 什 么 差 异， 是 本 文 主 要 关 心 的 问

题。 同 时， 广 而 言 之， 本 文 试 图 回 答 政 府 在 互 联 网 上 的 政 策 干 预 是 否 能 够 影 响 线 下 的 一 般 居

民，产生实际的效果，这也为政府今后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与论据。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运用 2010 —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佛教信仰者样本为处理组，

无信仰者样本为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 2013 年以来佛教互联网去商业化行动影响政府

执 行 力 感 知 的 效 果 和 影 响 机 制 进 行 了 实 证 评 估。 本 文 还 对 在 互 联 网 舆 情 事 件 中 扮 演 重 要 媒 介

角色的互联网所起到的作用进行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 文 的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家 庭 追 踪 调 查 ” 数 据， 简 称 CFPS（“China Family  Panel   

S tudies”）。该数据库在 2010、2012、2014、2016 四年对大约 16000 户的全部家庭成员进行

追踪调查，共涉及 35719 名的受访者，调查地区包括全国 25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含新

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和海南省），本文所重点关心的被解释变量为政府执行力（问

卷中变量名称为“到政府办事受到拖延或推诿”）。如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量所示，“政府

执 行 力 ” 的 数 值 越 大， 受 访 者 所 感 知 的 政 府 执 行 力 越 强。 如 果 去 商 业 化 行 动 提 升 了 政 府 的 执

行 力， 则 其 回 归 系 数 将 呈 现 出 正 向 显 著 的 结 果。 在“ 宗 教 信 仰 ” 变 量 中， 信 仰 佛 教 则 取 值 为

1，无宗教信仰则取值为 0，本文在回归中对所有变量的数值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保

证 数 值 大 小 不 影 响 回 归 结 果 的 数 值 大 小 及 显 著 性。 对 比 来 看， 有 佛 教 信 仰 和 没 有 任 何 信 仰 的

受访者对政府干部执行力评价的均值分别为 4.25 和 4.7，没有显著差别，说明本文选取的“实

验组”（treatment  group）——佛教信仰者和“对照组”（control  group）——无宗教信仰者在

政府干部执行力评价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此外，在控制变量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数值越大，则表明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从小学

到博士）；“健康状况”随数值增大表示受访者的健康状态从好到差的差异；“户籍状态”中，农业

户口取值为 1，非农户口取值为 3；“婚姻状况”中，1 表示未婚，2 表示在婚；“社会地位自我评

价”中，数值越大则表示自我评价越高；其他调节变量如“上网时学习的重要程度”“上网时工作

的重要程度”“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关注反腐倡廉、法制新闻、社会问题的频率”，都随数值

升高而表示程度越高。在人口结构上，佛教信仰者中的城市居民占 20.1%, 无信仰者中城市居民占

22.4%。可见佛教信仰者中的农村居民略多，但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无信仰者 2%，表明佛教信仰

者的两极分化情况比较明显，既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也有分布在广大农村居民。我们预计不同

人群受到去商业化行动的影响是不同的，下文亦将区分受访者类型的调节变量进行实证评估。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受访者对政府执行力的评价 95054 4.318 1.464 1 5

是否信仰佛教 95054 0.071 0.262 0 1

健康状况 95054 2.829 1.301 1 5

健康状况 95054 2.829 1.301 1 5

户籍状态 95054 1.573 0.914 1 3

婚姻状况 95054 1.824 0.38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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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 95054 2.799 1.016 1 5

上网时学习的重要程度 14339 3.503 1.182 1 5

上网时工作的重要程度 10199 3.860 1.187 1 5

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 21750 4.720 2.636 1 7

关注反腐倡廉新闻频率 6132 2.060 1.255 1 5

关注法制新闻频率 10268 1.928 1.191 1 5

关注社会问题新闻频率 9405 2.060 1.277 1 5

所在省份

共覆盖安徽、福建、甘肃、广东、贵州、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

吉林、江苏、江西、辽宁、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浙江、广西壮族

自治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重庆市等 25 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 CFPS 数据库计算整理。

（二）模型选取

当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或外生事件的发生使得社会中的某些人群受到了影响 , 而对另一部

分 人 群 没 有 产 生 任 何 影 响， 或 者 相 较 而 言 影 响 程 度 很 小， 那 么 这 种 外 生 事 件 可 以 称 之 为“ 准

自 然 实 验 ” (quasi-natural  exper iment )。 通 过 比 较 受 到 事 件 主 要 影 响 的“ 处 理 组 ” 人 群 和 几

乎 没 有 受 到 影 响 的 对 照 组 (control  group) 人 群， 我 们 就 可 以 估 计 该 项 政 策 或 事 件 所 带 来 的 影

响 效 果。 本 文 预 期 佛 教 去 商 业 化 对 于 佛 教 信 仰 者 产 生 了 主 要 影 响， 对 非 信 仰 者 产 生 的 影 响 远

弱 于 佛 教 信 仰 者， 该 去 商 业 化 行 动 的 事 件 背 景 符 合 于 准 自 然 实 验 中 广 泛 运 用 的 政 策 评 估 模 型

“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 f ference）的模型设定需要。本文以 2013 年左右开始的互联

网 佛 教 去 商 业 化 行 动 为 考 察 对 象， 通 过 双 重 差 分 法 对 其 作 用 于 政 府 执 行 力 上 的 效 果 和 影 响 机

制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y Treat Post m nipt = × × + × + + +β γ νi t ipt i pt iptX  （1）

其中， i 是受访者的编码，p 表示受访者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t 表示该调查的开

展年份。被解释变量 y 则是受访者对政府执行力的主观评价。Treat 是识别“实验组”和“对

照组”的虚拟变量，当其取值为 1 时表示实验组，即受访者在 2012 年是佛教信仰者，取值为

0 则 表 示“ 对 照 组 ” 即 无 信 仰 者。Post 为“ 该 时 间 段 是 否 为 互 联 网 佛 教 去 商 业 化 行 动 发 生 之

后 ” 的 代 理 变 量。 为 了 避 免 佛 教 信 仰 者 和 非 信 仰 者 之 间 的 差 异 对 回 归 结 果 造 成 干 扰， 本 文 控

制了受访者的个体固定效应 mi   。此外，本文还对省 - 年固定效应 npt 进行了控制，以规避其

他不可观测的省级层面的宏观政策因素以及省份之间的时间趋势差异对实证评估结果的干扰。

本文重点关注的回归系数是双重差分交互项的变量系数 β。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如 表 2 所 示， 去 商 业 化 政 策 及 行 动 的 开 展 对 政 府 执 行 力 产 生 了 显 著 的 正 向 影 响。 首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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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列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所得出来的影响系数为 0.128，相较于均值

4.318 提 高 了将近 3%，该估计结果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去商业化行动影响

下，佛教信仰者相较于无信仰者显著感知到政府执行力的提升。第（2）列在第一列基础上增

加 控 制 了 省 - 年 固 定 效 应， 在 控 制 了 其 他 政 策 效 应 的 基 础 上， 该 估 计 系 数 略 微 下 降， 但 仍 然

显 著 为 正； 第（3） 列 在 第（2） 列 基 础 上， 对 进 入 回 归 的 样 本 要 求 更 为 严 格， 即 在 去 商 业 化

行 动 发 生 前 后 都 进 行 了 跟 踪 调 查 的 受 访 者 方 能 作 为 考 察 样 本， 以 避 免 政 策 前 样 本 缺 失 而 导 致

前后差分项缺失，使估计结果丧失准确性，我们仍然能观察到该结论的成立。第（4）列在第

（2）列基础上控制了受访者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户籍状态、婚姻状况和社会地位几类个

体 特 征 变 量， 以 检 验 该 影 响 是 否 由 此 类 个 体 因 素 差 异 带 来 的， 回 归 结 果 否 定 了 这 一 猜 测， 该

系 数 为 0.12 并 仍 然 显 著 为 正。 最 后 第（4） 列 基 础 上， 将 样 本 控 制 在 了 政 策 前 后 都 受 到 调 查

的个体，然而回归系数仍然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去商业化行动对于政府执行力感

知的正向影响是稳健的。

表 2 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对政府执行力的影响

政府执行力

（1） （2） （3） （4） （5）

Treat×post
0.128***

(0.0397)

0.118***

(0.0408)

0.123***

(0.0441)

0.120***

(0.0441)

0.116**

(0.0467)

教育水平
-0.0359

(0.781)

-0.0449

(0.833)

健康状况
-0.0374***

(0.00737)

-0.0349***

(0.00739)

户籍状态
-0.2980***

(0.1150)

-0.0338

(0.1320)

婚姻状况
0.0154

(0.0434)

0.0402

(0.4400

社会地位
0.251***

(0.0728)

0.298***

(0.0738)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否平衡面板数据 否 否 是 否 是

Obs. 73500 73500 63464 63464 63464

Adj. R2 0.509 0.513 0.500 0.501 0.517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值，* 表示置信水平为 1% 下显著，** 为 5% 下显著，*** 为 10% 下显著，

下同。

（二）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对政府执行力的影响机制

为了考察互联网佛教去商业化行动对政府执行力感知的影响机制，本文进一步运用“三重

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对不同特征群体关于政府执行力的评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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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考察，以检验去商业化行动对于不同人群的影响差异及其传导机制，该模型的设定如下：

y Treat Post Treat Post Group m nipt i t i t i i pt ipt= × × + × × × + + +β νδ  （2）

在 模 型（2） 中，Groupi 为 不 同 群 体 的 特 征 变 量， 包 括 不 同 人 群 对 于 互 联 网 在 生 活 中 使

用频率差异、对不同话题关注度的差异、个体特征差异等。三重差分的交互项系数 δ 估计的

则是这一行动在不同人群上的影响效果。

如表 3 回归结果所示，佛教信仰者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对于社会发展现状的关切度越高，

越能够积极配合政府进行违法事件处理和解决，线上线下互动，提升了政府的执政效率。

第（1） 列 中 三 重 差 分 的 系 数 为 0.044， 且 在 10% 水 平 下 显 著 为 正， 表 明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上网工作频率越高的群体中佛教信仰者相较于无宗教信仰者更为明显地感知到政府在处理佛

教商业化相关事件中执行力的提高。

第（2）—（3）列中，三重差分系数分别为 0.053 和 0.540，且为正显著，表明对于互联

网作为学习和工作的渠道重要性评价越高的佛教信仰者相对于无信仰者在去商业化事件中更

切实地感受到了政府执行力的提高。

此外，第（4）—（6）列回归结果表明，在关注法制新闻、反腐倡廉新闻和社会问题类新

闻 更 频 繁 的 群 体 中， 佛 教 信 仰 者 也 相 较 于 无 信 仰 者 显 著 地 感 知 到 了 政 府 在 处 理 佛 教 商 业 化 舆

情事件中效率的提升。

除 了 以 上 互 联 网 实 用 度 和 社 会 时 政 关 注 度 作 为 不 同 人 群 的 划 分 标 准 之 外 ， 本 文 还 考 察

了 不 同 健 康 状 况 的 人 群 对 于 政 府 处 理 佛 教 商 业 化 舆 情 事 件 执 行 力 的 认 知 状 况 。 第 （ 7 ） 列 回

归 结 果 表 明 ， 身 体 健 康 状 态 越 欠 佳 的 佛 教 信 仰 者 相 较 于 无 信 仰 的 人 群 ， 其 对 政 府 执 行 力 的

感 知 提 高 越 发 明 显 ， 这 意 味 着 政 府 在 处 理 相 关 事 件 中 ， 对 佛 教 信 仰 者 中 的 弱 势 群 体 起 到 了

帮 扶 作 用 。

以 上 回 归 中 均 控 制 了 个 体 固 定 效 应、 年 份 固 定 效 应、 省 - 年 固 定 效 应， 并 保 证 了 样 本 在

行动开展前后均有观测值，以保证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表 3 影响机制分析

（1） （2） （3） （4） （5） （6） （7）

上网工作

频率

上网学习

重要

上网工作

重要
法制新闻

反腐倡廉

新闻

社会问题

新闻
健康状况

Treat×post×group
0.0440*

(0.0241)

0.0530*

(0.0309)

0.540*

(0.283)

0.0318*

(0.0190)

0.0604**

(0.0260)

0.0393**

(0.0200)

0.180**

(0.0919)

Treat×post
0.0988**

(0.0441)

0.0954**

(0.0448)

-0.372

(0.260)

0.0167

(0.0469)

0.0174

(0.0440)

0.0164

(0.0460)

-0.0147

(0.0787)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 - 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平衡面板数据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 63464 63464 63464 63464 63464 65939 63464

Adj. R2 0.511 0.511 0.506 0.453 0.453 0.453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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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本 文 使 用 2010 — 2016 年 CFPS（ 中 国 家 庭 追 踪 调 查 ） 数 据 库 持 续 调 查 的 个 体 平 衡 面 板

数 据， 实 证 检 验 了 互 联 网 佛 教 去 商 业 化 行 动 对 于 政 府 执 行 力 的 影 响。 本 文 发 现， 政 府 和 公 民

通过互联网构建的沟通渠道，有效地提升了信教公民对政府执政效率和执政能力的感知评价；

其 中， 去 商 业 化 行 动 对 互 联 网 使 用 及 社 会 发 展 现 状 的 关 切 度 越 高、 把 互 联 网 作 为 学 习 和 工 作

的 渠 道 重 要 性 评 价 越 高、 关 注 法 制 新 闻、 反 腐 倡 廉 新 闻 和 社 会 问 题 类 新 闻 更 频 繁、 身 体 健 康

状 态 越 欠 佳 的 佛 教 信 仰 者 的 影 响 幅 度 更 为 显 著。 这 表 明 互 联 网 宗 教 不 单 纯 只 是 网 上 的 宗 教，

其 实 为 线 下 的 宗 教 的 公 共 事 务 在 网 上 的 迁 移 和 互 动， 线 上 的 互 动 实 际 已 经 对 线 下 政 府 干 预 和

解 决 佛 教 商 业 化 的 举 措 起 到 了 实 质 的 推 动 效 应。 本 文 为 互 联 网 宗 教 的 线 上 线 下 传 播 和 机 理 提

供了一定的实证基础。

（责任编辑 王 伟）

《宋本〈度人经〉研究》

李政阳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出版

学界对宋本《度人经》的成立与构成，及其与

宋代道教思想、信仰与道法间的关系，尚缺少系统

而全面的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解析，本

书指出：宋本《度人经》是宋徽宗等人出于“符应”

目的所造，是依据北宋时道教的发展要求，对传经

神 话、 思 想 观 念 和 经 法 道 术 进 行 创 构 而 成 的 道 经。

宋本《度人经》既反映了宋徽宗改革道教的思想印

痕，又是其改革道教的产物之一，是魏晋时期道教

的“末世”及与之相应的“金阙后圣”观念在宋代

的延续与发展。本书通过历史与思想两条线索拓宽

了《度人经》研究的学术视域，对推进宋代道教研

究深入展开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