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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百度指数与调查问卷数据的相关性。本研究针对传统宗教数据统计存在的问题，提出应用百

度指数可作为宗教统计数据的替代变量，提出一种新的宗教数据统计方法。方法：应用相关系数法和回

归分析法，研究对象为互联网佛教、基督教、民间信仰和伊斯兰教信息以及相对应的调查问卷数据，研

究数据来源于2013年度的网络搜索指数(百度指数)及全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结论：百度指数可作为宗

教统计数据的替代变量，基于百度指数的回归模型性能优于基于调查问卷模型，通过建立以互联网变量、

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心理变量作为验证参数的回归模型所得结论，证明百度指数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实时

宗教问题研究。本研究结论可为宗教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宗教数据源、为宗教社会管理提供实证参考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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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aidu index and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at the Baidu index can be used as a substitute variable for religious statistics, and a 
new method of religious data statistics is proposed. Methods: Us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ethod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Internet information of the Buddhism, 
Christianity, folk beliefs and Islam and the corresponding questionnaire data. The research data 
comes from the 2013 Internet Search Index (Baidu Index) and the national society Comprehensive 
survey data. Conclusion: Baidu index can be used as a substitute variable for religious statistic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ddition model based on Baidu index is better than the model based 
on questionnaire. Accor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gression with Internet variables, macroe-
conomic variables and micropsychological variables as verification parameters, the conclusion of 
the model proves that the Baidu Index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real-time religious research.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new religious data sources for religious sociology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religious so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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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宗教活动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国家安全。一方面，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我国迎来了新的重大发展机遇，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网上宗教活动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并已引起社会研究学者及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关注

[1]。此外，与我国接壤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大都具有悠久的宗教传统，其宗教活动势必影响我国。

国内外互联网宗教活动的兴起和活跃，已经并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我国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安全，成为

政府关心、民众关切的重要问题，成为互联网对社会的变革性影响的重要方面，亟待系统深入研究。 
宗教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伦理基础[2]。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互联网正被用作宗教信息传播的常用手段[3]。互联网宗教活动是互联网与传统宗教活动相结合的产物，

它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诞生。互联网宗教活动是指以互联网作为工具，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宗教信息

的传播及从事宗教活动的总称。互联网宗教活动近年来发展迅速，根据搜索引擎查询可知，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仅仅涉及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的英文网页就达 2700 万页(Google 搜索，2015)、中文网页 560
万页(百度搜索，2015)，并且呈逐年增长趋势。互联网宗教活动已成为网络环境下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领

域。 
为了更好地了解及管理互联网宗教活动，实时掌握互联网宗教定量数据成为了当前宗教管理、宗教

研究的极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宗教人数统计方法是采用实地调查法及问卷调查法，因宗教信仰

涉及个人隐私，传统统计方法所采集数据具有客观性不足的缺点，与此同时，问卷调查法还存在样本数

量少、时间滞后等缺陷。为了解决宗教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本研究拟以网络搜索指数(百度指数)作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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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数据替代变量，从而解决互联网时代宗教数据的采集问题。具体研究过程是首先进行文献综述，然后

提出网络宗教数据采集方法，并将之与统计数据相比较，然后将实测数据和百度指数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2. 研究现状 

2.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① 定性研究：在经济贸易交往中建立全方位反宗教渗透网络研究[4]，
研究互联网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5]，研究宗教在大学生中传播的特点[6]，作为宗教信息的载体，宗教

网站分析呈现出其必要性[7]，现有研究表明中青年已成为网上宗教活动的主要成员[8]，对网络宗教活动

的形态分析[9]等。② 宗教网站研究：研究发现各类宗教网站数量剧增，互联网宗教正日益影响人类社会

[10]。剖析国内伊斯兰教网站特点[11]。 

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可以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① 定性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亚洲国家复杂宗教状

况[12]，认为互联网宗教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13]，网络宗教研究方法论跟不上互联网技术快速发

展的步伐[14]，提出互联网宗教是西方文化传播的载体[15]，网络宗教与传统宗教无论在仪式、符号和教

条均存在差异[16]，通过研究网络宗教可以为研究整个社会变迁提供一个微观途径[17]。② 定量研究：

提出互联网宗教四种研究方法[18]，互联网宗教扩散情况研究[19]，以实证方法研究网络宗教论坛的作用

及其价值所在[20]，采用地理数据可视化技术展现网络宗教空间分布[21]，宗教现象数量分析[22]，宗教

与经济的相关性研究[23] [24]，搜索引擎方法能够有效研究网络社区用户的搜索习惯[3]，应用谷歌指数

研究宗教问题[2]等。 

2.3. 宗教研究方法的演变 

传统宗教活动的社会调查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或实地调查，此方法存在工作量大、样本数少、准确

性差、数据滞后等缺点，比如，实地调查数据从采集到汇总再到部门统计，往往需要数周甚至一年的时

间。互联网时代宗教活动的发展，对传统宗教调查方法提出了挑战，互联网宗教活动具有变化大、实时

性强的特点，因此目前研究互联网宗教的最大困难是现有研究方法不能与快速发展和变化的互联网宗教

活动保持同步[14]。相对传统社会学数据采集方法，搜索指数具有成本低、真实性好、实时性强、可免费

获取的特点，将之应用于数理社会学研究将具有潜在优势[25]。基于此，本文研究拟采用搜索指数分析法

研究网络宗教活动，该研究方法能够有效克服传统统计数据存在的时间滞后问题，能实现宗教活动的实

时跟踪研究。搜索指数分析法是基于搜索引擎指数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其原理是将搜索指数与实际数

据进行比较，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但现有的中外宗教研究学者少有将此方法应用

于宗教活动分析。 

2.4. 研究动态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宗教活动的定性分析，少有定量研究成果。国外互联网宗教活动研究对

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少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成果。 
基于网络搜索数据的搜索指数分析法已在多个领域得到成功应用，并表现出其可靠性及可行性，但

未见有将此方法应用于研究网络宗教活动的成果发表。 
针对当前国内外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创新地将百度指数作为宗教数据的替代变量，进行相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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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始数据采集。以佛教、基督教、民间信仰和伊斯兰教作为关键词，提取对应的百度指数。与此同时，

通过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库，计算出宗教信教人数。2) 将实测宗教信教人数与百度指数进行相关分析，

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特性。3) 为验证百度指数在宗教研究中的有效性，通过构建回归分析模型，研究宗

教与网络变量、宏观经济变量、微观个人心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3.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3.1. 百度指数 

百度指数为当前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公司发布的网络搜索指数。百度指数是以互联网中文用

户海量搜索数据作为基础，通过数据变换计算搜索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指数，其值越大，则表明相应关键

词的网络关注度越高。通过百度指数可以实时了解相应关键词在全国各地的关注程度，该指数的发布为

研究宗教传播提供了客观、实时的定量数据。数据提取方法是在百度指数网站中输入相应关键词，然后

系统就会绘出相应曲线。因百度指数仅提供时间序列数据，不提供原始数据下载，而为了进行相应的数

据分析，则必须将图形数据转换为时间序列数据，本研究的方法是采用图形–数字软件将百度指数曲线

转换为时间序列数据。 

3.2. 实测数据 

为了检验及比较宗教百度指数与实际宗教信教人数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本研究下载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数据库，根据调查数据中的各宗教信教人数比例乘以人口总数

作为实际信教人数，将之与百度指数进行比较。通过 CGSS 数据库采集各宗教信仰人数比例及微观心理

数据，它们分别为参加宗教活动频率、感觉身体很健康、阶级认同和生活非常幸福比例。 
宏观经济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及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采集的数据为宏观经济数据，它们分别为大

专以上人口、人均 GDP、一般公共服务、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化率、网民数、互联

网普及率等。 

3.3. 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为了比较宗教实际信教人数与宗教百度指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拟采用传统的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法构建模型，定量研究变量间的相关特性。 

4. 实证研究 

本研究所采集原始数据包括实测宗教信教人数、各宗教的百度指数。使用的数据时间范围为 2013 年，

地域范围为全国 28 个省(根据数据可得性选择)：安徽省、北京市、福建省、甘肃省、广东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州省、河北省、河南省、黑龙江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江苏省、江西省、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山东省、山西省陕西省、上海市、四川省、天津市、云南省、

浙江省和重庆市。 

4.1. 原始数据 

本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 2013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库、百度指数网站、国家统计局及中国互联网

信息中心。具体指标变量及相应数据来源如表 1 所示。 
通过数据采集，可得本研究所用的原始数据如表 2 所示，其中 N 为省份数量，各宗教人数单位为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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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Original data sources 
表 1. 原始数据来源 

指标变量 数据来源 

佛教人数比例 

2013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http://cgss.ruc.edu.cn/  

基督教人数比例 

民间信仰人数比例 

伊斯兰教人数比例 

参加宗教活动频率 

感觉身体很健康 

阶级认同 

生活非常幸福比例 

佛教百度指数 

百度指数网站：https://index.baidu.com/v2/index.html#/  
基督教百度指数 

民间信仰百度指数 

伊斯兰教百度指数 

大专以上人口 

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http://www.cnnic.net.cn/  

人均 GDP 

一般公共服务 

人均可支配收入 

平均受教育年限 

城镇化率 

网民数(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 

 
Table 2. Original data table 
表 2. 原始数据表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误差 

佛教人数 28 0.06 53.97 9.3032 11.22515 

基督教人数 28 0.00 51.03 3.8043 9.57846 

民间信仰人数 28 0.00 51.18 4.1443 10.90660 

伊斯兰教人数 28 0.00 28.08 2.7168 6.30327 

佛教百度指数 28 101 520 299.71 129.253 

基督教百度指数 28 80 600 244.14 122.658 

民间信仰百度指数 28 27 168 97.5 31.881 

伊斯兰教百度指数 28 41 191 106.46 32.442 

网民数(万人) 28 274 6992 2147.79 1406.309 

互联网普及率 28 32.60% 75.20% 46.71% 12.18% 

参加宗教活动频率 28 9 133 57.5 35.199 

感觉身体很健康 28 0.11 0.503333 0.251137 0.09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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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阶级认同 28 0.085 0.42 0.2 0.097 

生活非常幸福比例 28 0.333333 0.88 0.731642 0.110905 

大专以上人口 28 553 8462 4110.82 2188.575 

人均 GDP 28 22921.67 99607 48567.04 21265.89 

一般公共服务 28 64.1499 996.4544 432.8705 222.3348 

人均可支配收入 28 18964.8 43851.4 26146.06 6388.696 

平均受教育年限 28 7.84 12.03 9.1764 0.84469 

城镇化率 28 0.38 0.9 0.5614 0.13156 

 
为了直观展示宗教信教人比例历年来的变化情况，经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出相应变化图，如

图 1 所示。 
 

 
注：数据来源于全国社会综合调查历次统计数据并经数据转换后得出。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Believer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图 1. 2006 年至 2015 年中国宗教信仰人数比例图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2006 年至 2015 年中国宗教信仰人数比例图包括佛教、基督教、民间信仰和伊

斯兰教，横坐标表示为年限，纵坐标为全国人口百分比，其中信仰佛教的人数线比例最高，并且呈现出

逐年下降的趋势，从 2006 年 7.4%降至 2015 年 4.7%。而基督教、民间信仰和伊斯兰教的信教人数则呈现

出波动状态，并且显示出在 2%水平振荡变动。 

4.2. 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问卷实地调查信教人数与百度指数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拟应用相关系数分析法进行检验。

首先绘出信教人数与百度指数散点图，然后绘出拟合线性曲线，最后得出相应的拟合回归方程，从而了

解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原始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 
佛教人数与百度指数拟合方程：y = 0.41x − 1.48E−7。从拟合方程可见，佛教信教人数与百度指数之

间呈现出正相关状况，百度指数变量系数为 0.41，即表示百度指数每增加一个百分单位，佛教人数比例

就增加 0.41 个计量单位。 
基督教人数与百度指数拟合方程：y = 0.69x − 1.45E−6。从拟合方程可见，基督教教信教人数与百度

指数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状况，百度指数变量系数为 0.69，即表示百度指数每增加一个百分单位，基督教

人数比例就增加 0.69 个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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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人数与百度指数拟合方程：y = 0.45x − 1.95E−7。从拟合方程可见，民间信仰信教人数与百

度指数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状况，百度指数变量系数为 0.45，即表示百度指数每增加一个百分单位，民间

信仰人数比例就增加 0.45 个计量单位。 
伊斯兰教信教人数与百度指数拟合方程：y = 0.31x + 8.26E−7。伊斯兰教信教人数与百度指数之间呈

现出正相关状况，百度指数变量系数为 0.31，即表示百度指数每增加一个百分单位，伊斯兰教人数比例

就增加 0.31 个计量单位。 
总结信教人数与百度指数之间的拟合方程，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的相同点是信教人数与百度指数

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点是百度指数对信教人数的影响程度及拟合精度则存在差别，其中百度指数对

信教人数影响最大的是基督教，其变量系数为 0.69。 

4.3. 回归分析 

前述部分研究了宗教实测人数与网络百度指数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双方具有线性正相关特

性，证明百度指数可以作为宗教信仰人数的替代变量，即通过百度指数可以预测宗教信仰人数比例，但

没有说明百度指数及信教人数受什么因素影响。基于此，下面将应用线性回归分析法研究影响百度指数

及信教人数的影响因素，为了便于全面了解影响宗教信仰及百度指数的影响因素，拟将影响因素划分为

网络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及微观心理因素三类，分别构建以百度指数和信教人数为因变量、以网络因素、

宏观经济因素及微观心理因素为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实证分析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即通

过利用回归分析证明百度指数是否更好地预测社会、经济招标[2]。 
为了便于比较模型的有效性或预测精度，本研究拟以回归分析模型中的 R2、AIC 信息准则即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施瓦兹准则 SC (Schwarz Criterion)作为判断模型的拟合精度及模型有效性。根据统

计学原理可知，拟合参数 R2的取值范围为 0~1 之间，其值越大，则相应模型的拟合度越好。AIC 参数和

SC 参数则是数值越小越好，其值越小则表明相应模型的预测精度越好、模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越

强。 

4.3.1. 互联网影响变量 
根据网络信息计量学及经济学原理可知，影响网络搜索指数的互联网影响因素包括网民数及互联网

普及率，因此，为了了解影响百度指数的影响因素，建立以百度指数作为因变量、网民数及网络普及率

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并比较模型的拟合精度及变量解释力。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Baidu index, the number of believers and network variables 
表 3. 百度指数、信教人数与网络变量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标准化系数 拟合度 R2 AIC SC 

佛教百度指数 

(常量) 1.07E−16 

0.72 1.75 1.9 网民数 0.682* 

网络普及率 0.356* 

佛教人数 

(常量) −8.41E−07 

0.51 2.30 2.44 网民数 0.694123** 

网络普及率 0.06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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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基督教百度指数 

(常量) −7.08E−18 

0.56 2.19 2.34 网民数 0.67** 

网络普及率 0.203 

基督教人数 

(常量) −7.48E−07 

0.13 2.88 3.02 网民数 0.338588 

网络普及率 −0.230663 

民间信仰百度指数 

(常量) −2.71E−16 

0.74 1.68 1.82 网民数 0.759** 

网络普及率 0.252* 

民间信仰人数 

(常量) −1.30E−06 

0.48 2.36 2.51 网民数 0.611594* 

网络普及率 0.203283 

伊斯兰教百度指数 

(常量) −1.91E−16 

0.21 2.77 2.91 网民数 0.231 

网络普及率 0.346* 

伊斯兰教人数 

(常量) 7.07E−07 

0.08 2.93 3.07 网民数 0.267048 

网络普及率 −0.1949 

注：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从计算结果表 3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对于佛教模型，因变量为佛教百度指数的网民数及网络普及率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682 和 0.356，

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相应的拟合度指数 R2为 0.72，而对应的佛教人数比例相应系数分别为 0.69、0.07 和

0.51，拟合度指标比百度指数的小，因此可以认为基于百度指数的回归模型相对佛教人数比例的回归模

型拟合程度更优。而相应的模型优劣判断参数，相应参数百度指数模型为 1.75、1.9，信教人数模型为 2.3、
2.44，基于百度指数的相应参数均小于信教人数模型，因此可以认为因变量为百度指数的网民数及网络

普及率变量可以更好地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原因。 
其次对于基督教模型，因变量为基督教百度指数的网民数及网络普及率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67 和

0.203，其中 0.67 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相应的拟合度指数 R2为 0.56，而对应的基督教人数比例相应系数

分别为 0.34、−0.23 和 0.13，拟合度指标比百度指数的小，因此可以认为基于百度指数的回归模型相对基

督教人数比例的回归模型拟合程度更优。而相应的模型优劣判断参数，相应参数百度指数模型为 2.19、
2.34，信教人数模型为 2.88、3.02，基于百度指数的相应参数均小于信教人数模型，因此可以认为因变量

为百度指数的模型更优。 
再次对于民间信仰模型，因变量为民间信仰百度指数的网民数及网络普及率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759

和 0.252，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相应的拟合度指数 R2 为 0.74，而对应的民间信仰人数比例相应系数分别

为 0.61、0.20 和 0.47，拟合度指标比百度指数的小，因此可以认为基于百度指数的回归模型相对民间信

仰人数比例的回归模型拟合程度更优。而相应的模型优劣判断参数，相应参数百度指数模型参数为 1.68、
1.82，信教人数模型为 2.36、2.51，基于百度指数的相应参数均小于信教人数模型，因此可以认为百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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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模型更优。 
最后对于伊斯兰教模型，因变量为伊斯兰教百度指数的网民数及网络普及率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231

和 0.346，其中 0.346 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相应的拟合度指数 R2为 0.21，而对应的伊斯兰教人数比例相应

系数分别为 0.26、−0.19 和 0.08，拟合度指标比百度指数的小，因此可以认为基于百度指数的回归模型相

对伊斯兰教人数比例的回归模型拟合程度更优。而相应的模型优劣判断参数，相应参数百度指数模型为

2.77、2.91，信教人数模型为 2.93、3.07，基于百度指数的相应参数均小于信教人数模型，因此可以认为

百度指数模型的变量解释力更好、其建立的模型更优。 
综合而言，对于互联网影响因素，实证结论表明，基于百度指数的回归分析模型比较基于信教人数

的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程度更高，而影响因素网民数及网络普及率对百度指数因类变量的模型解释力更

好。 

4.3.2. 宏观经济影响变量 
根据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可知，影响民众信仰宗教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个人原因及社会原因，而

涉及宏观经济变量的分别为大专以上人口、人均 GDP、一般公共服务、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受教育年

限、城镇化率。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Baidu index, the number of believers and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表 4. 百度指数、信教人数与宏观经济变量回归结果 

因变量 大专以上 
人口 人均 GDP 一般公共服

务 
人均可支 
配收入 

平均受教 
育年限 城镇化率 拟合 

度 R2 
AIC SC 

佛教百度指数 0.296426 0.278708 0.406082* 0.396846 0.431418 −0.632198 0.78 1.78 2.12 

佛教人教 −0.58389 −0.081985 1.096853** 0.747331 ** −0.1548 −0.02661 0.68 2.14 2.47 

基督教百度指数 0.221021 0.203437 0.470756 0.455057 0.285003 −0.563686 0.66 2.22 2.56 

基督教人数 −3.96E−07 −0.014095 −0.14812 0.399464 0.031782 0.302949 0.17 3.11 3.45 

民间信仰百度指数 0.001728 0.207522 0.704455*** 0.383749 0.377258 −0.44777 0.7 2.08 2.42 

民间信仰人数 1.26E−06 −0.81504 0.380555 1.136965 0.317653 −0.46484 0.58 2.42 2.76 

伊斯兰教百度指数 1.06504** −0.273029 −0.524387 −0.256153 −0.67386 1.204483** 0.48 2.66 3 

伊斯兰教人数 9.66E−07 0.127528 0.142412 0.053186 0.427164 −0.15058 0.13 3.16 3.49 

注：**.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根据实证结果表 4 可得出如下结论： 
1) 宏观经济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分析 
影响因素大专以上人口变量，在所建立的 8 个模型中，因变量为百度指数的模型系数均为正值，说

明文化程度越高，对因变量百度指数的影响越大，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因为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发

布的季度统计报告可知，网民的占比与所接受的文化程度成正比，接受文化教育程度越高，越关注网络

信息。对于变量人均 GDP，人均 GDP 为衡量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核心指标，人均 GDP 越高，说明相应

地区的生活水平越高，实证结果该变量系数如果为正，说明生活水平越高的地区，民众越关注网络宗教

信息，与此同时，也说明生活水平越高的地区，实际信教人数也越多，这说明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也越高。对于宏观变量：一般公共服务、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

它们的系数大部分情况下都为正值，说明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为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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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变量，其系数均为负值，说明该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响度为负向影响作用，从中也说明城镇化

程度越高，即城市人口越多，信教人数与对宗教信息的关注度越低，间接说明信教人数存在城乡差别，

相对而言农村的信教人数更高一些。 
在宏观经济变量影响模型中，因变量为佛教、民间信仰和基督教的模型各系数中，系数值均为正值，

说明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对百度指数因变量、信教人数因变量的影响均为正向影响，各变量数值越高，

相应因变量的数值也越高。但对于因变量为伊斯兰教的模型中，各变量系数值多数情况下为负，说明相

应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为负相关关系，其内部原因很复杂，可能与该宗教的性质存在关联。 
2) 回归计算结论比较  
模型拟合度比较。比较因变量为百度指数和信教人数的回归模型拟合程度 R2，因变量为佛教百度指

数、基督教百度指数、民间信仰百度指数、伊斯兰教百度指数的 R2值分别为 0.78、0.66、0.7、0.48，相

对应的信教人数模型的 R2值分别为 0.68、0.17、0.58、0.13，百度指数模型相应参数高于相比信教人数模

型，这说明因变量为百度指数的回归模型拟合程度相比因变量为信教人数的回归模型要高，即百度指数

模型更符合实际情况。 
变量解释力比较。比较因变量为百度指数和信教人数的回归模型优劣度指标 AIC 和 SC，因变量为

佛教百度指数、基督教百度指数、民间信仰百度指数、伊斯兰教百度指数的 AIC 和 SC 值，从表 5 中可

以看出，百度指数模型相应参数相低于信教人数模型，这说明因变量为百度指数的回归模型优于信教人

数的回归模型，从而说明相应宏观经济变量更好地了百度指数内在影响原因。 

4.3.3. 微观心理影响变量 
前述分析分析了宏观经济变量对宗教搜索及信教人数的影响，接着从微观心理角度研究影响宗教网

络搜索及信教人数的内在影响原因。结合网络信息理论及社会心理学理论，本研究采取以下参数：参加

宗教活动频率、感觉身体很健康、生活非常幸福比例、阶级认同中等以上四个参数。回归结果如表 5 所

示。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Baidu index, number of believers and micro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表 5. 百度指数、信教人数与微观心理变量回归结果 

因变量 参加宗教 
活动频率 

感觉身体 
很健康 

生活非常幸福 
比例 

阶级认同中等 
以上 拟合度 R2 AIC SC 

佛教百度指数 −0.086 0.505*** 0.545** 0.507** 0.39 2.67 2.91 

佛教人数 3.79E−07 0.498208 0.111537 0.548251 0.60 2.24 2.48 

基督教百度指数 0.098 0.529*** 0.54** 0.475** 0.43 2.59 2.83 

基督教人数 −4.67E−07 0.211803 0.235993 0.191132 0.12 3.03 3.27 

民间信仰百度指数 0.01 0.557*** 0.542** 0.312 0.42 2.62 2.85 

民间信仰人数 −2.54E−07 0.48662 0.065017 0.302689 0.39 2.67 2.90 

伊斯兰教百度指数 −0.126 0.368* 0.417 0.482* 0.25 2.87 3.11 

伊斯兰教人数 7.25E−07 0.005797 0.034357 0.019181 0.01 3.15 3.39 

注：***.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10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根据实证结果表 5 可得出如下结论： 
1) 微观心理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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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表明，微观心理变量参加宗教活动频率、感觉身体很健康、生活非常幸福比例、阶级认同

中等以上的变量系数大部分为正值，说明微观心理变量对宗教网络搜索及宗教信仰具有正向影响，但各

变量的影响程度及显著性则存在差异，其中感觉身体健康变量的系数存在显著性。 
2) 回归计算结论比较 
模型拟合度比较。从表 5 可见，8 个回归模型中，除因变量为佛教百度指数的回归模型拟合度 R2比

因变量为信教人数模型的拟合度低以外，其它模型的拟合度参数值，因变量为百度指数的模型均高于因

变量为信教人数的回归模型。 
变量解释力比较。通过比较 AIC 和 SC 参数值，可知，除了因变量为佛教百度指数的 AIC 和 SC 参

数值比因变量为信教人数模型大以外，其它情况下百度指数模型的参数值小于信教人数参数值。因此可

以认为百度指数模型优于信教人数模型。 

5. 结论 

本研究针对传统宗教统计数据存在的数据客观性差、数据发布滞后、样本数少的问题，提出以百度

指数作为宗教信教人数的替代变量，解决了互联网时代宗教信仰人数问题。本研究根据研究需要采集了

互联网影响变量、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心理变量，使用相关系数和回归分析法，构建基于百度指数和基

于实测数据的宗教信仰回归模型。经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百度指数可以作为实际宗教数据的替代变量。 
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佛教、基督教、民间信仰和伊斯兰教的实际信教人数与对应的百度指数之间存

在正相关关系，从而说明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就能根据百度指数预测实际信教人数，实际信教人数因存在

数据采集困难、宏观性差的缺陷，而百度指数则可以免费实时提取，这就为实时研究宗教问题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因此可以认为百度指数可作为宗教数据的替代变量。 
2) 百度指数回归模型综合性能优于信教人数回归模型。 
为了验证百度指数模型相对问卷调查模型的优劣特性，本研究选取了互联网变量、宏观经济变量和

微观心理变量三类验证参数，分别构建基于百度指数及调查问卷的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模

型拟合度还是变量解释力，百度指数模型均优于调查问卷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证明百度指数可应用于宗

教问题研究。 
本研究不足之处： 
1) 百度指数局限性。 
因为不是每一位信徒都使用百度指数进行宗教信息搜索，比如一些年老信徒就不常用网络搜索，再

有就是一些边远山区民众，因通讯条件所限，不能正常上网，这也导致百度指数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 
2) 实测数据局限性。 
本研究所用的实测数据为全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该调查数据采用抽样方式，不是全样本抽样，因

此实测数据与实际数据也存在差距。 
未来研究方向。尽管本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所构建的回归方程拟合程度不高，但本

研究仍不失为解决宗教实时数据采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未来将对该方法存在的问

题进一步研究，拟通过增加新的数据源，提高模型拟合精度，为新时代宗教社会学发展提供新的研究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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