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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简称新疆） 地处中国西北，千
百年来，这里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地
区。目前，新疆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
教和道教等。

历史上，新疆的宗教关系十分复杂。新中国成立以
前，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发生过多
次冲突，甚至在局部地区爆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战争
和数百年的教派纷争。宗教战争和冲突，不仅对经济社
会造成严重破坏，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使人们失去
信仰自由。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真正获得了宗
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各级政府全面
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不断完善宗教事务管理法律法规，新疆各宗教迎来了和
谐共处的历史新阶段。

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新疆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状
况，这里作些介绍和说明。

一、新疆的宗教历史

新疆的宗教发展演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晚
于新石器时期，新疆远古居民就产生了原始宗教观念。
公元前 4世纪起，祆教 （即琐罗亚斯德教）、佛教等相继
传入新疆，逐步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
今。

新疆的宗教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原
始宗教阶段、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形成阶
段、伊斯兰教与佛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
演变阶段、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发展
阶段。

公元前4世纪以前，新疆流行的是原始宗教。至今新
疆许多民族都还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原始宗教的观念及遗
俗。此后，祆教经中亚传入新疆。约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
入新疆后，逐渐形成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
存格局。4世纪至10世纪，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吐鲁番
地区尤为盛行，当时的高昌地方政权为此专门设置了管
理机构。这一时期，佛教进入鼎盛阶段，塔里木盆地周
缘各绿洲佛寺林立，僧尼众多，形成了于阗、疏勒、龟
兹、高昌等著名佛教中心。道教于 5世纪前后传入新疆，
主要盛行于吐鲁番、哈密等地，至清代传播至新疆大部
分地区。摩尼教和景教 （基督教聂斯脱利派） 于6世纪相
继传入新疆。9世纪中叶，信奉摩尼教的回鹘人进入吐鲁
番地区，建造寺院，开凿洞窟，翻译经典，绘制壁画。
10世纪至14世纪，景教随着许多地方回鹘等民族改信而
兴盛，当时的疏勒、叶尔羌、于阗、轮台、高昌、哈
密、阿力麻里 （今霍城县境内） 等地都是传教区。

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南部，新疆原
有宗教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
后，于10世纪中叶向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了40余年
的宗教战争，11世纪初攻灭于阗，将伊斯兰教强制推行
到这一地区。由此形成了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北疆以
佛教为主，伊斯兰教与佛教并立的格局。这一阶段早
期，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亦比较盛行。但随着伊
斯兰教的不断传播，这些宗教日趋衰落。

14 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时期，统治者以战争等强
制手段，将伊斯兰教逐渐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缘、吐鲁
番盆地和哈密一带。至 16世纪初，新疆形成了以伊斯兰
教为主要宗教、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原来当地居民信
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渐消失，佛教、道教仍然
存在。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约自
18世纪始，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相继传入新疆。新
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延续至
今。

新疆的宗教历史表明：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
新疆宗教历史的基本特点，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
流；宗教必须与其所处时代和人文环境相适应，实现本土
化，才能得以延续；不同宗教间的战争和同一宗教不同教
派的纷争，致使人们没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

二、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的基
本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明确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
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
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
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 《宗教事务条例》 和
新疆制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体现了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的
宪法精神，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完全由公民自主选
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
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或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没

有公民因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而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
遇。新疆的相关法规规章，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
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宗教财产等作出了规
定。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与公民义务相统一，公民无
论是否信仰宗教，都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公民在宗教活动场所内
以及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
动，如礼拜、封斋、拜佛、祈祷、讲经、讲道、诵经、
烧香、弥撒、受洗、受戒、终傅、追思、过宗教节日
等，都由宗教团体和公民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加以干涉。为保障顺利完成朝觐功课，新疆
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朝觐政策。自 1996年以来，每年
安排包机组织信教群众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政府
对朝觐人员的医疗、翻译等给予资助，并做好随团服务
保障，确保朝觐活动安全有序。

充分尊重信教公民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斋月期
间，清真餐馆歇业或开业完全由业主自行决定，不受干
涉。有吃斋饭传统的清真寺和一些信教公民免费为封斋
者提供开斋饭。各地加强服务保障，确保斋月期间各项
宗教活动有序进行。2015年7月3日正值斋月，和田地区
发生 6.5 级地震，政府在积极做好救援安置工作的同时，
及时搭建临时宗教活动场所，保障灾区信教公民礼拜、
封斋等正常宗教生活。17日晚 （开斋节前夜），新疆主要
领导与伊斯兰教界人士、各族穆斯林群众代表共进开斋
饭，共迎开斋节，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信教公民的习俗得到充分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
步工作条例》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保护信教公民习俗
作出了具体规定，如清真食品的生产、加工、储运和销
售，特需食品供应，清真饭馆、清真食堂开设等。各族
人民在春节、古尔邦节、肉孜节等重大传统节日，都能
享受到法定的节日假期和特需食品的供应。为有土葬习
俗的少数民族划拨公墓专用土地。对带有宗教色彩的传
统习俗，如起名、站礼、送葬、过乃孜尔等，予以尊重。

宗教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新疆现有喀什艾提尕
尔清真寺、昭苏圣佑庙、克孜尔千佛洞等109处宗教文化
古迹被列入自治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46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3处。中
央政府拨专款对列入国家和新疆文物保护单位的喀什艾
提尕尔清真寺、伊宁拜图拉清真寺、和田加曼清真寺、
乌鲁木齐洋行清真寺和喀什香妃墓等进行修缮。新疆出
资维修吐鲁番苏公塔、昭苏圣佑庙等 28 所寺庙。《先知
传》《金光明经卷二》《弥勒会见记》 等多部宗教类古籍
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拨专款保护和整理历史流
传下来的《古兰经》《穆圣传》等古籍。涉及宗教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也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保障宗教界参政议政权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
治协商会议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
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
议中，新疆宗教界有 1436人担任代表、委员，通过人民
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履行参政议政权利，就政府
相关工作特别是宗教方面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或议
案、提案。

三、满足信教公民正常宗教需求

新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的理念，在依法管理宗教
事务的同时，努力满足信教公民的正常宗教需求。

新疆现有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观等宗教活动场
所2.48万座，宗教教职人员2.93万人。其中，清真寺2.44
万座，教职人员2.9万名；佛教寺院59座，教职人员280
名；道教宫观 1 座，教职人员 1 名；基督教教堂 （聚会
点） 227 个，教职人员 26 名；天主教教堂 （聚会点） 26
个，教职人员27名；东正教教堂 （聚会点） 3座，教职人
员1名。有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新疆伊斯兰教经文学校
等宗教院校8所。宗教团体112个，其中自治区级宗教团
体2个，即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佛教协会，自治区伊斯
兰教协会还设有教务指导委员会；地、州、市伊斯兰教
协会14个，佛教协会3个，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
个；县、市伊斯兰教协会 88 个，佛教协会 2 个，基督教
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个。

加强教职人员培养培训。通过教职人员带培、经文
学校 （班、点） 学习、经学院学习等途径，培养后备教
职人员。建立和完善培训体系，对在职教职人员进行系
统培训。开设教职人员解经骨干培训班、宗教活动场所
民主管理组织负责人培训班等，提升宗教团体自我管理
水平。自2001年始，国家宗教事务局已举办12期伊斯兰
教解经骨干培训班，为新疆培训教职人员500多人次。新
疆佛教协会定期举办教职人员佛学知识培训班。政府经
常组织教职人员赴内地学习交流，开阔视野，提升素
养。中央政府支持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扩建校舍，改善
教学环境，扩大招生规模。

不断拓宽获得宗教知识的途径。已翻译出版发行维
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多种文字版的 《古兰
经》《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等宗教经典书籍，编辑发行

《新编卧尔兹演讲集》系列及《中国穆斯林》杂志，总量
达 176 万余册。出版发行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经典。仅
2014年至 2015年，新疆发行的民族文字版的伊斯兰教类
出版物 43 种 100 万余册，其中新版维吾尔文 《古兰经》
23 万余册、《伊斯兰教基础知识读本》 2.9 万余册。中国
伊斯兰教协会网站专门开设维吾尔语网页。新疆伊斯兰
教协会成立 《新疆穆斯林》 杂志社，创办维吾尔、汉、
哈萨克三种文字版杂志，免费发放给清真寺和教职人
员；开办维吾尔、汉两种文字版的“新疆穆斯林网”网
站。宗教团体举办信教公民宗教知识、礼仪培训班。

四、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新疆依照法律法规，按照“保护合法、制止非法、

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对宗教事务
进行管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障正常宗教活动有序
进行。

新疆先后颁布和修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
场所管理暂行规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活动管理暂
行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教职人员管理暂行规
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规规章，明
确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的权利和
义务。新疆还将不断完善宗教事务管理法规规章，进一
步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在新疆，宗教活动场所依法
向政府履行登记手续，一经登记，便获得合法地位。政
府颁发 《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宗教活动场所登
记证》。宗教活动场所享有成立民主管理组织、管理内部
事务、组织开展宗教活动、接受捐赠、管理使用财产、
依法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等权利。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
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干预。进入
宗教活动场所的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宗教活动场所管
理制度，尊重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通过宗教活动
场所的依法管理和信教公民的自我管理，保证宗教活动
场所活动安全有序、管理规范、环境整洁。

宗教活动的管理。在新疆，正常宗教活动受法律保
护，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必须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
动场所内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社会秩序、工作秩
序、生活秩序和公共场所的相关规定。宗教团体负责协
调解决宗教内部事务，政府不予干涉。

宗教教职人员的管理。在新疆，依照法律法规和宗
教传统，教职人员享有主持宗教活动、宗教仪式等权
利，可以接受社会和个人的捐赠。除宗教团体外，其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委派、指定、聘任或者撤换教职
人员。教职人员必须履行公民义务，维护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规范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在新疆，县级以上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宗教事务进行
管理，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法定职责范围内负责
与宗教事务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和新
疆通过举办培训班等方式，提高宗教事务部门工作人
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能力和水平。对侵犯宗教团
体、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合法权益
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
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宗教事务依法管
理情况进行监督。

依法惩处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国政府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国家、传播宗
教极端思想、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扰乱社会
秩序、损害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禁止利用宗教妨碍国
家行政、司法、教育、文化、婚姻、计划生育、继承等
制度的实施；禁止利用宗教进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和利
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新疆各级司
法机关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是为了更好
地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正常的宗教活动。新
疆迄今没有公民因为正当信仰宗教而被惩处。

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新疆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积极帮助宗教界解决实际困难，努力做好服务保障工
作。帮助宗教团体和宗教院校改善办公、办学条件，消
除宗教活动场所安全隐患，将教职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
系，还定期对生活困难等符合条件的教职人员发放生活
补贴。

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中国的宗教事业由中
国各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来办，中国的宗教
事务和宗教团体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外国人在中国境内
参加宗教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干涉中
国的宗教教务。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坚持
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五、开展宗教对外交流

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同时，新疆还在相
互尊重、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各国宗教组织
进行交往交流。对所有尊重中国主权、尊重中国宗教独
立自主自办原则的外国宗教组织和个人，新疆各级政府
和人民始终持开放和欢迎态度。

开展宗教学术文化交流。新疆宗教界代表多次参加
国际学术交流会和研讨会，教职人员和宗教院校学生多
次在国际上举办的 《古兰经》 诵读比赛中获奖，展示了
新疆宗教界深厚的文化和学术底蕴。

派员到国外留学深造。2001 年以来，新疆先后选派
70 多名宗教院校学生和教职人员赴埃及艾资哈尔大学、
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等高校留学深造，提高宗教学
识和教务水平。政府多次慰问留学人员，并设立奖学金。

积极开展“请进来”“走出去”。邀请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等国宗教人士、华人华侨到新疆和内地考察。外
国宗教组织和团体也多次应邀到新疆进行友好访问。组
织“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赴中东、大洋洲、欧洲国家
开展交流。新疆宗教代表团多次出访埃及、沙特阿拉
伯、土耳其、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韩国、日本、新加
坡、德国、丹麦等国家，还参加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
印尼、土耳其等国家举办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展演”活
动，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
展、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情况，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

六、防范和打击宗教极端

宗教极端主义打着宗教旗号，鼓吹极端激进观点，
采取极端手段，妄图建立神权统治。宗教极端主义不是
宗教，它与宗教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其本质是反人
类、反社会、反文明、反宗教。宗教极端主义是滋生暴
恐活动的重要思想基础。冷战结束后，宗教极端主义在
国际上日趋活跃，频繁制造暴恐活动，如美国“9·11”、
法国“11·13”、比利时“3·22”等恐怖袭击事件，严重
危害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毒瘤。

受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影响，近些年来，宗教极
端主义在新疆滋生蔓延。宗教极端主义违背和歪曲宗教

教义，以歪理邪说蛊惑蒙骗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把一些
人变成完全受其精神控制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宗教
极端势力策划、实施了昆明“3·01”、乌鲁木齐“5·22”、
鄯善“6·26”、莎车“7·28”、拜城“9·18”等一系列严重
暴力恐怖事件，残害包括宗教人士和信教公民在内的各
族无辜群众。大量事实表明，宗教极端主义已成为危害
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破坏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影响
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危害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的现实危险。

宗教极端主义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反对宗教极
端主义是各国政府的应尽之责，也是各国人民包括宗教
界和信教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新疆开展“去极端化”，
防范和打击宗教极端，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正
义之举，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
分。

树立正信正行。积极倡导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把宗
教中的爱国、和平、团结、中道、宽容、善行等思想贯
穿到解经讲经活动中，弘扬中华文化劝人向善、教人立
德、慈悲为怀等理念，引导信教公民确立正信正行、抵
制宗教极端。

坚持依法打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宣扬恐
怖主义、极端主义或煽动实施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
的，坚决予以打击。

坚持现代文明引领。用现代文明引领各民族文化发
展繁荣，用积极健康、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满足各族人
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
主义社会相适应，坚决防止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
教育等社会事务。

大力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实施民生
工程，推动共同繁荣进步，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医
疗、教育、就业等社会保障能力，消除滋生极端思想的
土壤，夯实抵御宗教极端主义的社会基础。

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开展有益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
国了解和传统友谊的交往交流活动，稳步推进与有关国
家的合作，坚决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借鉴国际社会
在防范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去极端化”、打击网络恐怖
主义等方面的经验。积极参加反恐多边合作机制。开展
不同文明对话，挤压宗教极端思想生存空间。

新疆开展的“去极端化”工作，有效遏制了宗教极
端主义渗透蔓延的态势，对国际社会“去极端化”及防
范、打击恐怖主义，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七、发挥宗教界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疆得到全面
贯彻落实，极大激发了宗教界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建设的
热情。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新疆各项事业
得到全面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法治建设稳步推
进，民生建设不断加强，天山南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宗教界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促进新疆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国，维护国家统一
和民族团结的核心是做好反分裂工作。长期以来，新疆
宗教界不断增强法治观念，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树立国
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头做维护
民族团结的表率，带头制止影响民族团结的言行，带头
宣传身边民族团结的典型，争做民族团结模范，引领信
教公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反对宗教极端，维护社会稳定。新疆宗教界立足本
土、扎根本土，积极深化中国化经学思想建设，传承和
弘扬爱国、和平、团结、中道、宽容、善行的优良传
统，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在宗教极端势力宣
扬歪理邪说时，用正信戳穿其谎言。在发生暴恐事件
时，主动发声，亮明观点，揭露真相。在乌鲁木齐“7·5”
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乌鲁木齐“5·22”、莎车“7·28”等
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后，新疆宗教界迅速表态，严厉
谴责暴力犯罪和恐怖罪行。在宗教极端势力利用宗教干
预群众生活时，依据教义批驳，积极引导信教公民坚持
正信正行。

积极参与经济建设。新疆宗教界发扬博施众利、利
益众生等优良传统，引导信教公民掌握先进技术，积极
投身经济建设，改善生活。通过承包土地、兴办实体、
种植、养殖、运输、食品加工等走上富裕之路，并引领
广大信教公民勤劳致富。召开宗教界勤劳致富现场观摩
会、树立典型示范户等，在宗教界营造劳动光荣、致富
光荣、崇尚科技光荣的良好风尚。

服务社会热心公益。新疆宗教界积极开展公益慈善
活动，慈悲济世。每年定期举办“慈爱人间、五教同
行”慈善周活动，推动宗教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积极为
四川汶川、青海玉树、新疆皮山等地震灾区救难赈灾、
消灾祈福，为乌鲁木齐“5·22”等暴恐事件受害民众诵
经祈祷、捐款捐物。此外，在公益捐赠、安老助学、扶
贫济困、心灵慰藉、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也
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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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明，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所处社会相
适应，坚持走本土化道路；宗教间的共存共融，必须包
容互鉴、和睦相处；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必须远离宗教
战争与冲突。

实践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
原则在新疆得到全面落实，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
充分尊重，信教公民的正常宗教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宗
教界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得到较好
发挥，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能力不断提升，宗教领域
对外交流稳步拓展，宗教极端主义渗透蔓延势头得到有
效遏制。

中国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宗教
的原则，任何境外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中国的宗教事
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新疆的宗教是在这一时代条
件下存在和活动的。坚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这既是中国国情的要求，也是宗教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
需求。

今天，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任何一个历
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一个尊重事实者都不会
否认的。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把宗教问题政治化，反对借
口宗教问题干涉他国内政。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疆，将一如既往地在平
等友好、互相尊重基础上开展对外合作与交往，促进不
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增进理解与互
信，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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