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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宗教法人法」於西元 1951年（昭和 26年）公布施行迄今已有相當歷

史，該國對於宗教法人之管理發展出一套獨特制度，特赴日本考察，拜會日本文

部科學省文化廳、日本東京都生活文化局，及拜訪創價學會與天理教，瞭解該國

中央及地方政府對於宗教法人及新興宗教團體之管理，並探究該國如何在維護宗

教自由與有效管理宗教團體之間取得平衡，作為未來我國推動宗教立法及規劃宗

教行政制度之參考。此外，拜會日本內閣府賞勳局，瞭解日本勳章、褒章等榮典

制度之現況及其推薦、審查與授與等運作情形，亦是本次考察之重點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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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內政部自 1953 年起先後研擬多種宗教相關法律草案，惟因憲法揭櫫保障宗

教平等及信仰自由原則，長久以來立法規範宗教相關組織與活動，面臨著是否有

干預宗教信仰自由之爭議，且不同之宗教對於宗教立法之意見及立場不一，造成

宗教立法之推動難以突破。近年來，臺灣地區各宗教蓬勃發展包含新興宗教之興

起，社會各界要求推動宗教立法以規範宗教團體之議不斷，內政部研擬的「宗教

團體法」草案終於得在 2001年送進立法院審議，惟該草案歷經 6進 6出立法院

而尚未完成立法。反觀在這 60多年來，鄰近國家日本於 1951 年（昭和 26年）

公布「宗教法人法」施行迄今，該國對於建立宗教法人制度有相當歷史，且已發

展出一套獨特管理模式，該國如何在維護宗教自由與有效管理宗教團體之間取得

平衡，得作為我國推動宗教立法之參考，另對於新興宗教團體之處理方式，得作

為未來我國對於新興宗教團體輔導之參考。此外，關於日本勳章、褒章等榮典制

度之相關組織運作情形及受理推薦審查與授予機制，特別是榮典專家會議之角色

及運作，可作為規劃改進我國榮典制度之政策參考，爰組團前往日本考察。 

本次考察成員計有 3人，由本部民政司黃淑冠簡任秘書率團，成員有劉哲良

專員及周惠卿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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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本考察團自 2016年 4月 11日啟程，自台北搭機前往日本羽田機場後進行拜

會及參訪行程，並於 2016年 4月 15日從日本關西機場搭機返抵國門，合計 5

日。 

茲將考察團行程及活動依考察日期先後臚列如次： 

一、2016年 4月 11日（星期一）：啟程、參觀 

（一）上午從台北機場搭機至東京。 

（二）下午赴築地本願寺、皇居外苑參觀。 

二、2016年 4月 12日（星期二）：東京，拜會行程 

當日在駐日本代表處林冠宏秘書及本考察團委託口譯人員潮田耕一先

生等人陪同下，分別拜會東京都生活文化局都民生活部（以下簡稱東京都生

活文化局）、內閣府賞勳局（以下簡稱賞勳局）及文部科學省文化廳文化部

（以下簡稱文化廳），拜會情形如下介紹： 

（一）於日本東京都廳第一本廳舍拜會東京都生活文化局代表人員： 

東京都生活文化局由課長渡邊勝美等人接待，並就宗教團體申請成立

宗教法人關於認證階段(包含禮拜設施)之應注意事項、宗教法人申報

有關財務等資料之輔導、宗教法人不符原本認證規定之處理及宗教團

體之宗教派別歸類等議題交換意見。 

（二）於日本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辦公廳拜會賞勳局代表人員： 

賞勳局由總務課總括課長補佐菅原強先生等人接待，並就日本榮典現

況、勳章及褒章之推薦、審查及授與等作業問題，及榮典專家制度之

運作等議題交換意見。 

（三）於日本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辦公廳拜會文化廳代表人員： 

文化廳由宗教法人室室長補佐岩崎英明先生等人接待，並就宗教法人

之類型、宗教團體成立宗教法人之程序、禮拜設施問題、宗教法人財

務公開、宗教法人申報有關財務等資料之輔導、所轄廳（亦即文部科

學大臣與都道府縣知事）權管範圍、日本宗教法人整體數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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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確認申請成立宗教法人之團體具有宗教屬性，及其他有關宗教團

體(包含新宗教團體)之宗教派別歸類等問題進行詳細說明，並廣泛交

換意見。 

三、2016年 4月 13日（星期三）：東京，拜會行程 

（一）上午拜訪創價學會。 

創價學會由副會長暨總務擔任責任役員八尋賴雄先生等人接待，並就

該會成立宗教法人有關宗教派別之歸類情形、該會組織型態、該會財

務公開情形及其附屬組織及事業等議題交換意見。 

（二）中午從東京搭乘新幹線至京都，再從京都轉車至奈良。 

四、2016年 4月 14日（星期四）：奈良，參觀及拜會行程 

（一）上午參觀冰室神社、東大寺。 

（二）下午拜訪天理教，由天理教海外部部長田中善吉先生等人接待，並就

該教成立宗教法人有關宗教派別之歸類情形、該教組織型態、該教財

務公開情形及其附屬組織及事業等議題交換意見。 

（三）奈良搭車至大阪。 

五、2016年 4月 15日（星期五）：返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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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重點 

一、日本對於宗教法人之管理 

為探究日本宗教法人管理制度，分別從其宗教立法情形與建立宗教法人制

度之意涵等背景，宗教團體申請設立成為宗教法人之程序與宗教法人類型，宗

教法人法各權管機關之權限，及宗教法人之營運範疇、財務運作資訊之公開、

財產目錄等文件影本之申報及行政機關對於宗教法人財務監督機制，予以說

明。 

（一）日本宗教行政法制概述 

從明治初期到宗教團體法制訂實施為止，日本大多是以太政官佈告或是教

部省通告、內務省通告、文部省通告等形式，公佈政府的政策。 

宗教團體法(認可主義) 

1940年(昭和 15年)實施「宗教團體法」，主要是當時日本政府為推行其

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政策，認為宗教意識會影響國民精神，規定宗教團體之設

立及取得法人資格，必須報請文部大臣或地方長官之認可，亦即採「認可制」，

並賦予文部大臣具有監督、調查、撤銷、認可之權限，其運用上除將原來神道

教派 13派照單加予認可外，並將佛教系 56派強制統合為 28 派後加予認可，

且基督教系亦統制合為 2個教團後加予認可，因此本法條款對於宗教充滿監督

色彩。 

宗教法人令(準則主義) 

第 2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昭和 20年)10月聯合國最高司令部對日本

政府發出「撤除限制政治上、社會上及宗教上自由的措施」備忘錄，廢止各種

限制思想、宗教、集會、言論自由等有關法令，但考量廢止「宗教團體法」，

則將會讓當時日本宗教團體頓失法律依據，勢必面臨解散、賸餘財產處分及清

算等命運，可能會造成宗教界混亂，因此有必要採取其他措施替代，終於在同

年再制訂了「宗教法人令」。 

由於宗教法人令採取準則主義，亦即只要向所轄廳(譯：類似主管機關之

意)提出申請即可成為宗教法人，造成既有之教團出現分派、或從既有之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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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或另設立新教團等情形，宗教法人之數量隨之激增，甚至還有實際上根本

不是宗教團體，為了要取得免稅或其他優惠，就申請成為宗教法人之情況，類

似事態層出不窮，1949年（昭和 24年）開始陸續出現另訂新法取代宗教法人

令的呼聲。 

宗教法人法(認證主義) 

1951年宗教法人法(昭和 26年 4月 3日法律第 126號)公布施行後，廢除

準則主義，改採由所轄廳對於受理章程等程序之認證主義，該法對宗教團體有

明確定義，且宗教團體成立為宗教法人等程序採取認證制度，此外，在尊重宗

教法人之自律管理營運下，輔以責任役員（譯：類似董事或管理委員）制度及

公告制度等設計，以確保宗教法人之民主性及公共性，為宗教法人法之主要特

色，因此宗教法人法有關宗教法人之設立、章程之變更、合併、解散等認證為

宗務行政之主要業務，對於宗教法人適切管理營運而言是有助益。 

（二）日本宗教法人制度之意義 

根據文化廳代表人員當日提供資料之介紹，宗教法人制度主要是賦予宗教

團體法人人格，讓宗教團體透過其財產運用能自由自主從事各項活動，以確保

團體的永續發展。 

日本憲法第 20條所保障個人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動之自由，包含組成團

體從事宗教活動之自由，因此不具有法人格之團體(任意團體)也可以進行宗教

活動，其是否要取得法人人格也是其自由，然任意團體並非法律上權利義務主

體，仍有不方便的情形。 

宗教團體如能取得法人資格，則可進行公益事業，在稅制上亦可享有稅賦

優惠措施，即使代表役員等（譯：類似董事長、主任委員）人事更迭，亦不影

響其法人資格的存續，登記在法人名義下的財產，無須因代表人更替進行所有

權等財產轉移手續，此為其最具重大意義之一。 

（三）日本宗教法人之設立程序及類型 

1、成立宗教法人之程序 

依據文化廳代表人員解說與當日提供資料，有關宗教團體欲成立為宗教

法人，首先必須符合宗教法人法第 2條對於宗教團體規定之要件，再依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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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2條至第 15條等規定程序辦理，說明如下： 

（1）章程之訂定 

欲成立宗教法人的首要之務，就是訂定章程（宗教法人營運之基礎規

範），依宗教法人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章程應記載事項，需包含宗教法人

目的、事務所所在地與其他機關相關事項。 

關於宗教法人之機關部分，依宗教法人法規定作為事務決定機關，至

少要有 3人以上之責任役員，其中 1人為代表役員，代表法人，關於代表

役員及責任役員之資格，得根據宗教法人之特性自行規範。此外，得任意

設置議決、諮詢、監察等機關，主要考量這些成為宗教法人之宗教團體，

其意思決定方法、組織管理之多樣性與選擇性，因此對於宗教法人機關的

設計賦予彈性。 

（2）設立之公告 

欲成為宗教法人者，其向所轄廳申請認證之 1個月前，必須向信眾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公告宗教法人之設立及章程草案之主要內容。 

公告可以刊載於報紙、機關刊物、該宗教法人之事務所公告欄，或其

他讓信眾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以週知之適當方式。 

公告是宗教法人法的特色之一，宗教法人設立後，其財產處理、合併、

解散等，及宗教法人未來走向之重大決定，都必須透過公告使信眾及利害

關係人得以週知，以期宗教法人能正當營運及發揮其自主性，同時也兼具

對公共性之重視。此外，信眾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如基於正當利益及無不正

當目的，則其對於宗教法人事務所備置之書面資料，具有閱覽請求權。 

（3）所轄廳之認證 

宗教團體欲成為宗教法人，須向「所轄廳」提出「認證」申請。宗教

法人之「所轄廳」原則為法人主事務所所在地之都道府縣知事，但在其他

都道府縣內有境內建築物之宗教法人、該法人所包括之宗教法人在其他都

道府縣內有境內建築物之宗教法人，或於其他都道府縣有被包括宗教法人

之包括宗教法人，其所轄廳為文部科學大臣。 

有關於「認證」是以公權力去確認是否符合宗教法人法規定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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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必須為宗教法人法所定義之宗教團體（亦即是否具宗教屬性，可參閱

以下有關宗教屬性認定之說明），其章程及程序必須符合法令規定等等，

宗教法人法採行此制度，主要避免有些不具備宗教團體者成為宗教法人，

或避免章程之訂定有牴觸法令之情形。 

宗教法人設立後，如有章程變更、合併、解散等事項，也必須經過所

轄廳認證。 

（4）設立之登記 

接獲所轄廳交付之認證書後 2周內，須向法務局（或地方法務局或其

支局或其辦事處）申請設立登記。 

完成以上4項程序，即當完成設立登記，該宗教團體即成為宗教法人。

成為宗教法人當然適用宗教法人法所賦予之權利與義務。 

2、宗教法人之類型 

宗教法人係指宗教團體依宗教法人法之規定而設立，且依該法取得法人

資格。根據文化廳代表人員之說明，宗教法人類型依該法第 2條第 1款、第

2款分別為因應宗教團體之型態，又區分為「單位宗教法人」與「包括宗教

法人」2種。 

「單位宗教法人」：具有禮拜設施，以宣揚宗教教義、舉行儀式及教化

育成信眾之宗教團體，並依本法成立為宗教法人。其中如果屬於包括宗教法

人之旗下，則為「被包括宗教法人」，若無被納入任何包括宗教法人之旗下

者，則為「單立宗教法人」。 

「包括宗教法人」：某些宗教法人將其他具有禮拜設施之宗教法人（或

宗教團體）納入自己旗下，為「包括宗教法人」。所謂包括關係，是指宗教

法人（或宗教團體）彼此擁有共同宗教教義，共同進行宗教活動之結盟關係，

其關係屬於民法的契約關係，不一定是制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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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單位宗教法人」、「包括宗教法人」、「被包括宗教法人」及「單立宗

教法人」之關係。 

 

 

 

 

 

 

 

 

 

 

 

 

 

 

 

 

（四）日本宗教法人法有關機關之權管事項 

宗教法人法規定之機關，分別有所轄廳、法務局(或地方法務局或其支局

或其辦事處)、法院及宗教法人審議會，茲分別介紹前述各機關之權限。 

1、所轄廳 

（1）權管機關：宗教法人相關行政事務的所轄機關，為各都道府縣知事及文

部科學大臣。 

依據文化廳代表人員解說宗教法人法第5條規定有關所轄廳之認定，

原則為宗教法人之禮拜設施全部位於同 1個都道府縣時，其所轄廳為該都

道府縣知事，倘其禮拜設施有跨都道府縣（以下簡稱跨縣）時，則其所轄

被包括宗教法人 

單 立 宗 教 法 人 

包括宗教法人 

單位宗教法人 

宗教法人的種類 

包括．被包括關係 

包括宗教法人 

被包括宗教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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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為文部科學大臣。 

包括宗教法人之所轄廳認定方式，如包括宗教法人本身與旗下宗教法

人（被包括宗教法人）都在同 1個都道府縣時，其所轄廳為該都道府縣知

事，如果包括宗教法人與被包括宗教法人分屬不同都道府縣時、或包括宗

教法人本身之禮拜設施有跨縣時，則為文部科學大臣所轄。 

（2）權限：宗教法人法所規定所轄廳之權限，主要有下列幾項：宗教法人設

立時的章程認證（宗教法人法第 14條）、章程變更的認證（同法第 28

條）、合併的認證（同法第 39條）、任意解散的認證（同法第 46條）、公

益事業以外事業的停止命令（同法第 79條）、設立或合併相關認證的取

消（同法第 80條）、宗教法人違反法令，做出違反公共福祉等行為時，

可向法院提出解散命令之請求（同法第 81條），聽取報告及提問權（同

法第 78條之 2）。 

2、法務局（或地方法務局或其支局或其辦事處） 

主要負責有關宗教法人之登記事務。（宗教法人法第 62條第 1項） 

3、法院 

宗教法人之解散及清算，受法院監督。（宗教法人法第 51條第 1項） 

4、宗教法人審議會 

文部科學省應設宗教法人審議會，作為文部科學大臣的諮詢機關。此審

議會是依宗教法人法規定，具有處理相關事項之權限，當所轄廳行使有關本

法權限時，審議會得向文部科學大臣陳述意見。 

具體來說，文部科學大臣對所轄的宗教法人作成不認證的決定，又文部

科學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所作出停止事業之命令或是撤銷認證等，有關不服

的申訴裁決或決定，都必須先諮詢宗教法人審議會。 

（五）日本宗教法人之營運範疇、財務運作資訊之公開、財產目錄等文件影本之

申報及行政機關對於宗教法人財務監督機制 

1、宗教法人營運之範疇 

（1）依據宗教法人法第 6條規定：「宗教法人得從事公益事業。（第 1項）宗

教法人在不違反其目的下，得從事公益事業以外之事業。於此所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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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該宗教法人、該宗教法人所包含之宗教團體，或用於該宗教法人

所援助之宗教法人或公益事業。（第 2項）」日本宗教法人屬於廣義的公

益性法人，因此除了從事宗教事業外，亦可從事公益事業，例如教育、

醫療、社會福利等相關行業，也可以從事其他收益事業。如創價學會有

成立創價學園(小學、中學、高中) 、創價大學等學校法人，與東京富士

美術館、東洋哲學研究所等公益財團法人，天理教有成立學校法人天理

大學，及公益財團法人醫院。 

（2）根據文化廳代表人員說明，宗教法人法並無禁止宗教法人投資(例如股

票、債券、基金)之規定，但稅務當局可以稅法進行調查。另查今（2016）

年日本國稅廳出版「宗教法人之稅務」，基於日本稅法等相關規定，列舉

宗教法人收益事業有 34種，因此關於宗教法人經營公益事業以外之行業

仍有某些限制。 

2、財務運作資訊之公開情形 

宗教法人財務運作資訊之公開，依據宗教法人法規定有「公告」(宗教

法人法第 23 條)及「閱覽」(同法第 25條第 3項)，其對象並非一般社會大

眾，而是信眾及利害關係人。 

（1）公告 

宗教法人處分財產時，須至少 1個月前，透過刊登報紙、該宗教法人

之機關報、揭示於該宗教法人事務所公告欄或其他得以周知之適當方法，

向信眾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公告該處分行為之要旨。（宗教法人法第 23 條） 

公告制度之目的，旨在對信眾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告知宗教法人相關

營運資訊，且在信眾有異議時，能促使該法人取消不當之行為或變更營運

方針。 

根據受訪創價學會代表人員表示，該會公告是在其法人主要事務所公

告處揭示 20天，目前尚未有人對公告有異議，倘有異議申訴情形，該會

如認其意見有聽取之必要，其責任役員再進行研商。此外，受訪天理教代

表人員亦表示，該教為包括宗教法人，其公告方式會刊登其雜誌「道之友」，

且會在辦公廳公告欄公告 10日，倘在這期間內有人有異議，會和異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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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說明。 

（2）閱覽 

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宗教法人對於信眾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基於正當利益且非出於不當目的者，申請閱覽置放於其事務所之文件及

帳冊，則必須提供對方閱覽。關於何謂「正當利益」及「正當目的｣，由

宗教法人自己決定，因此創價學會及天理教於受訪時，對此均表示有其判

斷之基準。 

此制度根據文化廳代表人員說明，乃是期待宗教法人於財務會計之管

理營運上，提昇其民主化運作及透明性，對於持有正當利益及目的之信徒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同意其閱覽事務所之必備文件，除了力求便利於申請

者外，同時也是以維持宗教法人組織正常運作為目的。 

至於宗教法人辦理宗教活動對外募集金錢物品，關於該次募集款項或

物品等情形之公開，根據文化廳代表人員說明，宗教法人法並無規定宗教

法人要對一般社會大眾公開，但仍有義務讓信眾和利害關係人閱覽。根據

創價學會代表人員表示該會不會在日常活動對外募款，關於其財務收支

（包含信眾捐款）部分會委託具公信力之會計師作專業確認。此外，受訪

天理教代表人員表示，關於信眾捐款相關資料是不會公開，且申請閱覽也

必須要有正當目的與利益。 

3、財產目錄等文件影本之申報 

（1）依據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宗教法人在每年會計年度終了後

4個月內，向所轄廳提出役員名冊、財產目錄及收支計算書、借貸對照

表、境內建物有關文件及依第 6條規定從事事業之有關文件等影本，根

據東京都生活文化局代表人員說明，所轄廳對於前述文件有提供範本供

宗教法人參考。 

（2）宗教法人向所轄廳申報前項文件影本之情形，如下說明： 

A、役員名冊及財產目錄為應提出之文件。 

B、收支計算書，無須請專業會計師製作或簽證。如無經營公益事業以外

之事業(收益事業)之規模較小的法人，當年度收入未達 8,000萬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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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暫免製作收支計算書，倘有製作收支計算書時，也可提出。 

C、借貸對照表如宗教法人有製作時可以提出。 

D、境內建物有關文件如財產目錄已登載者可不必提出。 

E、宗教法人未從事公益事業及收益事業，可免提相關事業之文件。 

因此宗教法人依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之各類書表文件，不

論是應提出或是免提出，均須由宗教法人自己於報告書中聲明（如表 1）。 

表 1：提出事務所必須備置文件影本之報告書（範例） 

 

 

 

 

 

 

 

 

 

 

 

 

 

 

 

 

 

 

 

      

4、行政機關對於宗教法人財務監督機制 

平成  年  月  日 

文部科學大臣 殿 

（○○○知事） 

所 在 地 

宗教法人 「           」 

代表役員             印 

認証編號  第        号 

法人編號   

電話號碼    （   ） 

 

事務所具備文件影本提出事項 

 

依據宗教法人法第２５条第４項規定，提出事務所必須備置文件影本如下： 

 

記 

会 計 年 度 平成 年 月 日 ～ 平成 年 月 日 

１ 役 員 名 簿  ・提出 

２ 財 産 目 録 ・提出 

３ 収 支 計 算 書 ・提出     ・未提出 

因符合下列情形 

①無收益事業之收入 

②年度收入未達 8,000 萬日圓 

③未製作收支決算書 

４ 貸 借 對 照 表 ・提出    ・未提出（未製作貸借對照表） 

５ 境内建物相關文件 ・提出    ・未提出（境內建物符合規定已登載） 

６ 事業相關文件 ・提出    ・未提出（無從事公益事業及収益事業） 

（註１）１役員名簿、２財産目録：為法人必須繳交資料。 

（註２）３～６項：請依繳交情形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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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轄廳依據宗教法人法其他相關規定，所轄廳對於宗教法人之營運（包

含財務處理），例如督促宗教法人從事收益事業符合規定、財產處分須先

踐行公告程序、依法應製作及備妥文件與帳冊於法人事務所及須每年按

時向所轄廳提出文件之義務，倘宗教法人未遵行規定，所轄廳仍有權限

依罰則規定處理。 

當宗教法人從事公益事業以外之收益事業，有違反宗教法人法第 6

條第 2項規定，所轄廳先依同法第 78條之 2，請該宗教法人提出報告，

或由所轄廳之職員對該宗教法人之代表役員、責任役員或其他關係人提問，

倘確屬違法，依同法第 79條規定勒令該宗教法人停止該事業，若法人仍

續行事業時，所轄廳則會依據罰則規定，將宗教法人涉及罰款事件通知法

院，再由法院作課予罰鍰處分。 

所轄廳根據宗教法人依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4項提出之文件影本，

主要確認是否有提出役員名冊及財產目錄、財產目錄是否有禮拜設施、宗

教法人有無從事其章程未記載事項之活動等，亦即確認宗教法人是否依其

目的從事活動，確保宗教法人業務正常運行。 

當宗教法人未遵行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提出文件影本時，

所轄廳會先以書面方式督促法人交付文件，若法人仍不提出時，所轄廳則

會依據罰則規定，將宗教法人涉及罰款事件通知法院，再由法院作課予罰

鍰處分。 

此外，關於宗教法人財產處分未經公告程序、依法未製作或備妥文件

與帳冊於法人事務所，所轄廳得依據罰則規定，將宗教法人涉及罰款事件

通知法院，再由法院作課予罰鍰處分。 

（2）稅務機關對於宗教法人從事事業涉及稅法時，有權進行稅務調查，甚至

到宗教法人處實地調查。 

日本宗教法人依宗教法人法規定，於從事宗教事業之外，亦可從事公

益事業或其他收益事業。其從事各種事業涉及各種稅負課徵減免，稅務機

關得依稅法規定進行調查，例如受訪天理教表示其境內地之各棟宿舍，提

供其來自世界各地信徒回到原地時參訪、研修等之休憩處，因此住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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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為 1,000 日圓(若住宿 1晚提供 2餐不得超過 1,500日圓)，屬於宗教法

人主要傳教事業之一，倘超過此收費標準，依稅法規定會被視為經營旅館

之收益事業。 

（六）日本宗教法人無法繼續運作之處理機制-合併與解散 

當宗教法人因某些原因而有停止活動之情形，依宗教法人法之規範機制主

要有合併（宗教法人法第 5章）、解散（同法第 6章）等途徑。 

倘若宗教法人失去其禮拜設施，且 2年以上放任不理會，或是有宗教法人

法第 80條第 1 項規定之情形，如 1年以上無宗教活動、代表役員及其職務代

理人出缺 1年以上……等，且不與其他宗教法人合併或自行主動解散時，所轄

廳、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向法院請求，或法院本於職權，命令其解散。 

根據東京都生活文化局代表人員說明，宗教法人主動向所轄廳申請認證解

散，最後仍須向法院辦理，主要是涉及財產之清算。 

由於宗教法人法對於不活動宗教法人之處理機制有所規範，參考「宗教年

鑑」第 2部宗教統計（平成 26年版，文化廳編）表 7有關宗教法人這 10年(截

至平成 25年)變化情形（如表 2），基本上可以發現宗教法人數量並非逐年成

長，甚至平成 17年迄平成 25年，其宗教法人數量是逐年遞減。 

表 2：各類宗教法人數量變化情形 

     項目 

 

年次 

宗教法人 

包 括 

宗教法人 

單位宗教法人 

合計 被 包 括 

宗教法人 

單 立 

宗 教 法 人 
小計 

平成 16年 

平成 17年 

平成 18年 

平成 19年 

平成 20年 

平成 21年 

平成 22年 

平成 23年 

404 

404 

400 

399 

399 

400 

400 

398 

175,810 

176,366 

175,965 

175,719 

175,592 

175,457 

175,292 

175,112 

6,427 

6,430 

6,503 

6,591 

6,610 

6,664 

6,705 

6,743 

182,237 

182,796 

182,468 

182,310 

182,202 

182,121 

181,997 

181,855 

182,641 

183,200 

182,868 

182,709 

182,601 

182,521 

182,396 

18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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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24年 

平成 25年 

397 

399 

174,959 

174,671 

6,844 

6,891 

181,803 

181,562 

182,200 

181,961 

二、日本對於宗教團體(含新興宗教團體)之認定與分類 

關於日本對於宗教團體之認定立場，從當時日本為實行其帝國主義及軍國

主義政策，而對宗教監督與掌控，於 1940年「宗教團體法」(昭和 20年)賦予

文部大臣或地方首長對於宗教團體認定及申請法人資格之認可權限。 

至第 2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昭和 20年)10月聯合國最高司令部廢止

各種限制思想、宗教、集會、言論自由等有關法令，同年採取其他措施替代即

「宗教法人令」。因宗教法人令採取準則主義，只要向所轄廳提出申請即可成

為宗教法人，出現既有教團分派、或從既有教團獨立出來或設立新教團之各種

情形，許多新興宗教或傳統宗教新興化團體也因此紛紛興起。 

由於宗教法人令採取準則主義，出現實際上根本不是宗教團體，為了要取

得免稅或其他優惠，就申請成為宗教法人之情況，伴隨類似事態層出不窮，於

是 1951年宗教法人法(昭和 26年 4月 3日法律第 126號)公布施行後，廢除準

則主義，改採認證主義，對於申請為宗教法人之團體是否具有宗教屬性（亦即

確認是否為宗教法人法第 2條定義之宗教團體），進行綜合判斷。 

（一）宗教屬性之認定 

根據文化廳及東京都生活文化局代表人員之解說，對於申請成立宗教法人

之團體，日本所轄廳首先必須確認該團體是否為宗教團體（亦即是否具有宗教

屬性），主要確認項目如下: 

1、該團體的教義、成立的來源、沿革……等部分，如果有文件的話，就確認

該文件。 

2、活動事蹟列舉，例如 3年活動實績，得以用照片及手冊作為證明文件。 

3、宗教講師及信徒的名單。 

4、從事宗教活動所使用的禮拜設施及土地等一覽表，土地及建築物等權利關

係的不動產登記簿。 

5、事務營運情形、財務狀況等。 

6、現場勘查，要確認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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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場是否有禮拜設施，禮拜設施原則上要宗教團體所有，例外允許得以長

期租賃關係替代（原則租期為 15年以上），且禮拜設施須符合都市計畫

法、建築基準法……等規定。另納骨塔、殯葬設施部分等要符合墓埋法

等規定。 

(2)所提出的文件是否與現場狀況符合。 

(3)也要確認是否有從事宗教法人法第 2條規定之宗教活動。 

至於包括宗教團體，並無要求其須具備禮拜設施，但要確認旗下是否有宗

教團體，及和旗下被包括宗教團體之間的關係為何等事項都要確認。 

因此所轄廳對於申請為宗教法人之團體，就是先要透過文件審查後，再進

行現場的實地勘察，以此方式綜合判斷是否符合宗教法人法第 2條規定之宗教

團體。 

（二）宗教別之分類 

日本在第 2次大戰之前，對於宗教團體採取管控立場，至第 2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日本採取政教分離原則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對於宗教團體分類，

基於對宗教統計調查，文化廳代表人員說明主要根據宗教團體自己的意願與主

張，另根據天理教代表人員說明該教成立時一開始屬於神道教之 1派，主要是

在過去為能傳教，必須依附在神道系之下，迄至第 2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向

政府主張天理教不屬於神道系，才從神道系獨立出來，被歸類為諸教。 

日本對於宗教團體採取系統方式區分，也就是根據宗教團體起源、沿革、

教典、教義、儀式等歸類，且基於整理上之方便，對於各宗教團體之判斷，分

為神道系、佛教系、基督教系及諸教等 4種，其中神道系又分為神社神道系、

教派神道系、新教派系。佛教系又分為天台系、真言系、淨土系、禪系、日蓮

系、奈良佛教系及其他。基督教系分為舊教及新教。諸教則是神道佛教基督教

各系統之外之其他（如圖 2）。因此沒有所謂傳統宗教及新宗教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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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日本宗教系統之分類 

 

○神道系 

 

 

 

○佛教系 

 

 

 

 

 

○基督教系 

 

 

○諸教 

 

根據前述日本對於宗教團體之分類情形，本次考察拜訪宗教團體--創價學

會及天理教，分別為單立宗教法人及包括宗教法人，說明如下： 

創價學會 

1、宗教法人類型：單立宗教法人。 

2、所轄廳：文部科學大臣。 

3、宗教統計歸類：創價學會屬於佛教系之日蓮系下之新宗教團體之一。 

4、沿革：創價學會是牧口常三郎與戶田城聖所創立，2人於 1928年皈依日蓮

正宗，1930 年成立創價教育學會（也就是創價學會前身）。第 2次世界大

戰期間，日本軍權政府對於日本社會進行掌控，壓制所有異議言論並強迫

人民信奉國家神道，牧口與戶城因拒絕順從，被冠以不敬罪而遭逮捕戰後，

牧口於獄中逝世，戶田於大戰接近尾聲而獲釋出獄，並致力重建創價教育

⊙神社神道系 

⊙教派神道系 

⊙新教派系 

⊙天台系 

⊙真言系 

⊙淨土系 

⊙禪系 

⊙日蓮系 

⊙奈良佛教系 

⊙其他 

⊙舊教 

⊙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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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於 1946 年改名為創價學會，創價學會於 1951年成立起初是向東京

都知事申請成立宗教法人，於1995年時，其所轄機關變更為文部科學大臣。

且在戰後發展極為迅速，更開展海外傳教事業，在 1975年成立國際創價學

會。 

5、主要信仰：信奉日蓮佛法，遵行 13世紀日本僧人日蓮根據「法華經」所創

立之教義，所謂「創價」，意指「創造生命最高價值」，透過信仰日蓮佛法

之修行，開啟每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佛性」，進而改變自己的宿命，並帶

給社會幸福與世界和平。 

天理教 

1、宗教法人類型：包括宗教法人。 

2、所轄廳:文部科學大臣。 

3、宗教統計歸類：諸教。 

4、沿革：於江戶時代末，1883年 10月 26日，父母神「天理歐諾彌格多」以

中山美伎為神龕，啟示拯救世界人類之意，為天理教立教之起源。天理教

原屬於神道教派 13派之一，主要是為能便於傳教之故，由於當時難以用父

母神教導的內容去傳教，因此其教義曾按照國家神道去修改，迄至第 2次

大戰結束後，開始著手整理並恢復原來教義，直到 1970年後從神道教系獨

立出來，目前歸類為諸教。關於天理教組織部分，根據今（2016）年 1月

底統計，海外教會有 323個、全世界一共有 16,677個教會，其中具有法人

資格的 13,796 個。 

5、主要信仰：信仰父母神「天理王命」，認為父母神創造世界和人類，人的身

體是向父母神借來的，必須按照神的意願支配，通過奉行「聖舞」和拜領

「神授」，滌除「灰塵」，凈化心靈，愉快地將日常勞作視為「聖勞」，從所

有的因緣中了悟天理，最終實現父母神佑護的「康樂生活世界」。 

三、日本榮典制度現況、運作及檢討 

（一）日本勳章、褒章制度介紹 

日本的榮典制度起源甚早，1875年公布「勳章從軍記章制定之件」，就是

現今旭日章的起源；1876年新增菊花章；1881年公布褒章條例；1888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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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寶章與寶冠章；「文化勳章令」則於 1937年制定，是文化勳章授與的基礎。 

日本國憲法規定，天皇根據內閣的建議與承認，授與榮典。另外，2002

年 8月 7日閣議通過「榮典制度的改革」，依據該改革方案，將旭日章與瑞寶

章重新定義與簡併等級，並修正相關規定。目前對於勳章、文化勳章及褒章等

榮典之推薦、審查及授與等作業，係依據 26種政令、內閣府令、內閣府告示

及閣議決定、閣議了解或內閣總理大臣決定之相關規定等辦理，而未制定專

法。 

1、勳章 

2003年 5 月 20日閣議決定「勳章之授與基準」，規定勳章授與對象為對

國家或公共具有功勞的人，依其功勞的本質決定授與旭日章或瑞寶章，旭日章

之授與對象十分廣泛，例如推動國際社會安定及發展、提昇文化教育、科學技

術及投身各領域之公益活動，而具有顯著功績者。區分為旭日大綬章、旭日重

光章、旭日中綬章、旭日小綬章、旭日雙光章、旭日單光章等 6種。瑞寶章也

同樣著重在對公共的貢獻，尤其是長期致力於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之公務，且

累積有功者，例如與醫療保健之指導直接相關之業務、受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

委託辦理調停委員、保護司或民生委員等業務，也分為 6等：瑞寶大綬章、瑞

寶重光章、瑞寶中綬章、瑞寶小綬章 、瑞寶雙光章、瑞寶單光章。 

有功者究應授與旭日章或瑞寶章，須視功勞整體的評價而定，若是先因對

某項業務之重大功績，而受贈旭日章，其後仍得因長期奉獻該項業務而受贈瑞

寶章，但是，日本在 2003年榮典制度改革後，原則上 1個人 1生僅有一次獲

頒勳章的機會。一般而言，旭日章多著重在民間人士或公職選舉人，而瑞寶章

多授予公務人員。另外，若受章者的功績明顯高於受贈旭日大綬章或瑞寶大綬

章的情形，可授與桐花大綬章或大勳位菊花大綬章。勳章的授與人數為春秋敘

勳各 4,000人，即每年將近 8,000人。 

2、文化勳章 

文化勳章主要是表彰對日本文化的提升、促進及創新具有傑出功績的人。

文化勳章只有 1種，受章者於每年 11月 3日(文化之日)，於皇居正殿「松之

間」，由天皇親自授與。文化勳章每年預定授與 5人，自 2003 年至 2015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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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章者共計 75 人，領域相當廣泛，除了詩、詞、歌舞、書畫、陶藝等藝術外，

亦包含政治、經濟、科學、醫療等領域之貢獻。 

表 3：勳章的種類及授與對象列表 

圖示 種類 授與對象 

   

大勳位菊花章頸飾 

大勳位菊花章頸飾 

大勳位菊花大綬章 

所立功績較應授與旭日

大綬章或瑞寶大綬章更

為卓著者。 

 

桐花大綬章 

桐花大綬章 

 

旭日大綬章 

旭日大綬章 

旭日重光章 

旭日中綬章 

旭日小綬章 

旭日雙光章 

旭日單光章 

對國家及公共領域有

功，其功績卓著，為世

人所肯定者。 

 

瑞寶大綬章 

瑞寶大綬章 

瑞寶重光章 

瑞寶中綬章 

瑞寶小綬章 

瑞寶雙光章 

瑞寶單光章 

對國家及公共領域有

功，長年從事公務，成

績卓越者。 

 

文化勳章 

文化勳章 對發展文化具有特別功

績者。 

3、褒章 

褒章是授予對社會或公共之福祗、文化等具有貢獻的人，每年的授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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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春秋敘勳各 800人，與勳章不同，褒章並無等級之分，而是依貢獻內容區分

為：紅綬褒章，綠綬褒章，黃綬褒章，紫綬褒章，藍綬褒章與紺綬褒章等 6

種。另外，如預定受章者死亡，則對其遺族追贈杯及褒狀，時間則是在春秋敘

勳以外的時間。 

褒章與勳章授與對象之區別在於，勳章著重在受章者對國家及公共具重大

貢獻或具有長年之功績，因此類似拯救人命之一次性的功績，尚不能成為敘勳

的對象。此外，勳章只能授與個人，褒章除了個人外尚得授與團體。 

表 4：各類褒章的授與對象列表 

圖示 種類 授與對象 

 

紅綬褒章 不顧自己的危難，救助他人的性命者。 

 

緑綬褒章 奉獻公益，德性優異卓著者。 

 

黄綬褒章 精進於事業，足為他人楷模者。 

 

紫綬褒章 在學術、藝術領域，有重大發明，改良

或創作的人。 

 

藍綬褒章 對投身教育衛生慈善及防疫等公共事

業，公共利益，公共建設及設施，且績

效卓著者。 

 

紺綬褒章 為公益捐獻私人財物，功績顯著者。 



24 
 

  

飾版（上

註授予的

年月日） 

同類褒章第一次受獎後，每一次附加一

個銀色飾版，滿五個銀色飾版，升級為

一個金色飾版。 

（二）榮典之受理推薦與審查機制 

日本每年於 4月 29日（昭和之日）及 11月 3日（文化之日）辦理 2次大

規模的榮典授與，即春秋敘勳。春秋敘勳包括勳章、外國人敘勳、危險從業人

員敘勳及褒章，另外文化勳章只有秋敘勳。以 2015年的秋敘勳來說，受章者

人數達 9,208人（勳章 3,964人、文化勳章 7人、外國人敘勳 89人、危險從

業人員敘勳 3,608 人及褒章 770人）；2016年的春敘勳，受章者計 8,467人（勳

章 4,023人、外國人敘勳 90人、危險從業人員敘勳 3,624人及褒章 730人）。 

在授與儀式上，由內閣府宮內廳在皇宮中辦理頒發儀式，大勳位菊花大綬

章、桐花大綬章、旭日大綬章、瑞寶大綬章及文化勳章等，由天皇親頒；旭日

重光章、瑞寶重光章，由內閣總理大臣授與。上開勳章，若有特別理由不能由

天皇或內閣總理親頒時，亦得承內閣總理之命，由賞勳局局長轉請相關大臣轉

達受章者。旭日中綬章、旭日小綬章 、旭日雙光章、旭日單光章、瑞寶中綬

章、瑞寶小綬章、瑞寶雙光章、瑞寶單光章及褒章，承內閣總理之命，由賞勳

局局長轉請相關各關係府省自行辦理頒發儀式，對外國人的授勳，則多透過大

使館授與。 

頒發儀式之外，所有的受章者，可以拜謁天皇。因勳章、褒章受章者人數

眾多，若再加上危險業務從業人員的受章人數 3,000多人，另外，還可以由配

偶陪同，所以每次拜謁人數約有 1萬人左右。拜謁集中在 5 天內舉行，1天 2

次，每次分 2個房間。由關係府省辦理頒發儀式者，在受章後，帶上勳章或褒

章，搭乘遊覽車，到皇居拜謁。團體受章時，團體的代表可以參與拜謁；受追

贈的遺族，則不能參與拜謁。 

1、勳章 

(1)春秋敘勳： 

各省廳之長官依「春秋敘勳候選人推薦要綱」評選出春秋敘勳候選人，

並向內閣總理大臣推薦，內閣總理大臣依上開要綱之規定分別決定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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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會議報告。上開推薦需以書面向內閣府賞勳局協議，有關春季敘勳須

於前 1年的 12月 26日前提出，秋季敘勳於當年 6月 30 日前提出，賞勳局

依各界之推薦，將名單提報閣議，閣議通過後，經天皇裁可後即發布命令

公布名單，以上的流程是以行政系統為主，稱為「通常推薦」，即由市町村

或民間的團體，逐級向上推薦到中央的關係府省，賞勳局每年會先與各關

係府省協議推薦人數，各關係府省再依人數決定候選人。 

自 2003 年起春秋敘勳的推薦制度新增「一般推薦」的機制，為了掌

握在易受世人忽視的領域內具有真正功勞的人，及廣泛選拔在各領域內活

躍且具功勞的人，隨時受理來自一般人的推薦，被推薦人必須具備在其領

域內耕耘至少 20年，且尚需年滿 70歳，或年滿 55歳且致力於在精神或身

體上明顯困難的環境之業務者，或長年在致力於受到忽視領域之業務者。

一般推薦需以書面推薦，並附有 2人具名贊同書（表 6、表 7），除不得推

薦自己或 2 親等以內之親屬外，已經逝世者、團體和外國人都不得成為一

般推薦之對象。一般推薦由推薦人直接向賞勳局提出，但推薦人除了推薦

書和 2份贊同書外，不需提出任何佐證資料，後續由賞勳局交由中央政府

相關的府省進行審查後，併同通常推薦作業。被推薦人不一定能成為當年

度春秋敘勳的候選人，必須視相關府省對個案事蹟的審查情形而定，有時

審查時間甚至長達 1年，故不一定來得及在當年度受勳。依資料顯示，自

2003年起至 2014年春敘勳為止，一般推薦的件數有 973 件，實際通過審查

的受章者計有 112人。 

另外，預定授章者若於受章前死亡，在春秋敘勳以外的時間，隨時得

對遺族授與杯（菊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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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春秋敘勳候選人推薦流程 

 

 

 

 

 

 

 

 

 

 

 

 

 

 

 

 

 

 

 

 

 

 

 

 

 

  

①通常推薦 ②一般推薦 

都道府縣 團體 

市町村˙團體 
推薦者 

內閣府賞勳局 

被推薦者之調查檢討 

(決定推薦省廳) 

 

關 係 府 省 

候選人之推薦(通常推薦․一般推薦一起) 

內閣府賞勳局 

發令 

通常推薦之候選人 

一般推薦之候選人 

閣議 

御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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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一般推薦之推薦書 

 

＊省廳別  

＊編號  

春秋敘勳候選人推薦書 
1 被推薦者 

拼音 

姓名 

 

男 

女 

生年月日 筆名․藝名 

明治 

大正      年   月   日 

昭和         (     歲) 

 

現住所 

 主要功績活動所在地

（市町村） 

 

主要經歷  

2 被推薦者之簡歷（依所見部分記錄） 

      年    月    日 職名等 

  

3 推薦理由（具體逐項寫入） 

 

4 推薦者 

拼音 

姓名 

 男 

女 

 

平成   年    月   日 

年齡  歲 
與被推薦者之關係 

 

現住所                                        TEL     （  ） 

主要經歷 

1 自  營  業 

2 公司機營者 

3 公司職員 

4 團體職員 

5 公務員 

6 主  婦 

7 學生 

8 其他（    ） 

5贊同者 

（1） 

拼音 

姓名 

 男․ 

女 

與推薦書之關係 

平成   年    月   日 

年齡  歲 
與被推薦者之關係 

 

現住所                                        

（2） 

拼音 

姓名 

 男 

女 

與推薦書之關係 

平成   年    月   日 

年齡  歲 
與被推薦者之關係 

 

現住所                                        

6 推薦者署名 

本人推薦         氏為春秋敘勳之候選人，並獲得 2人贊同，僅以上開推薦理由推薦之。 

 

署名                                 

 

附件樣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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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一般推薦之贊同書 

附件樣式 2 

贊同書 

1 贊同理由 

 

 

 

2 贊同者署名 

本人因上開理由，同意推薦         氏為春秋敘勳之候選人。 

署名                                 

 

(2)外國人敘勳 

對外國人之敘勳，是以對日本的政治、外交、產業經濟、學術文化等

發展具有功勞，或對國家及公共有功勞者其為對象，此外，尚須符合居住

外國者年齡約 50歳以上、在日本居住者，年齡約在 65 歳以上。候選人由

外務大臣依「春秋外國人敘勳候選人推薦要綱」評選，並向內閣總理大臣

推薦。另外，各省廳之長官如認有符合候選資格者，得分別在 11月 30

日及 5月 30日前以關係文件向外務大臣陳述意見。 

外務大臣對於候選人之推薦，須先以書面向賞勳局協議，擬於春敘勳

授與者，協議文書須在當年的 1月 31日前提出，擬於秋敘勳授與者，協

議文書則在當年的 7月 31日前提出。 

(3)危險從業人員敘勳 

危險業務從事者主要指警察、自衛官、消防人員、刑務官及海上保安

官等，同樣於春秋敘勳辦理，每次預定人數大約 3,600 人。由總務大臣、

法務大臣、防衛大臣及國家公安委員會委員長等，自從事明顯具有高度危

險性業務的人當中審查選拔，並提出候選名單向內閣總理大臣推薦。其推

薦須先以書面向賞勳局協議。此外，擬於春敘勳授與者，協議文書須在前

年的 10月 15日前提出，擬於秋敘勳授與者，協議文書則在當年的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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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前提出。該項候選人名單，由總理大臣提經閣議決定。 

2、文化勳章 

依「文化勳章受章候選人推薦要綱」規定，文化勳章受章者每年預定

人數為 5人，其候選人由文部科學大臣自對促進文化有功，且勳績卓著的

人中評選，必要時亦得自獲頒文化功勞者或其預定人選中評選出。文化勳

章受章候選人，於賞勳局長指定日期屆止前以書面推薦。 

文部科學大臣對本項候選人的推薦，必須保持中正客觀的立場，不偏

向學術或藝術的特定領域，並應事先聽取文化功勞者選拔分科會全體委員

之意見。 

3、褒章 

(1)春秋褒章 

除了紺綬褒章外，紅綬、綠綬、黃綬、紫綬及藍綬等褒章（含褒狀）

之授與是併同春秋敘勳辦理，每次約 800人。春秋褒章候選人係由各省廳

之長官向內閣總理大臣推薦。並須先以文件向內閣府賞勳局協議，協議文

件，春季褒章於前 1年的 11月 15日前提出；秋季褒章於當年 5月 15日

前提出。內閣總理大臣依上開推薦之候選人進行審查，並提閣議決定。 

(2)紺綬褒章 

紺綬褒章係為鼓勵民眾為公益捐資，其標準是，個人捐資金額達 500

萬日圓（以 1次捐款為原則，但也可以分期付款）、團體捐資金額達 1,500

萬日圓。此外，依規定，若在分期捐款的情形下，若捐款人已經開始捐款，

但在完全捐完前過世，若遺族補足金額，或者去世者遺囑明文表示要捐款，

遺族也依遺囑完成捐款，這種情形，也符合受贈褒章的規定。 

(3)遺族追賞 

依褒章條例規定應授予褒章，但受章者如果在受章前死亡，則對其遺

族追贈杯(桐紋)及褒狀。賞勳局依各府省的推薦，每個月辦理 1次授予事

宜。 

各類勳章、褒章是專屬於受章者，如有遺失的情形，可申請補發「有勳證

狀」或「有章證狀」，如果是遺族提出申請，則發給「有勳證明書」或「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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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原則上不會再補發勳章或褒章，但受章者可以向獨立行政法人中央

造幣局申請自費重作，但必須出具賞勳局開立的受章者證明書。 

另外，依規定，受章人若獨犯刑事犯罪遭判刑確定，應予褫奪勳章或褒章。

受到拘留或監禁時，警察機關會自動扣押勳章或褒章，判決確定時才褫奪勳章

或褒章，若是受到緩刑判決，考慮受章者的名譽，會給予考慮是否自動返還的

機會。 

（三）榮典專家會議 

1、2000年的榮典制度檢討 

為了迎接 21世紀，使榮典制度能因應社會經濟情勢變化，依內閣總理大

臣裁示召開「榮典制度懇談會」，自 2000年 10月起，於 1年內召開 8次會議，

聽取專家的意見，並彙整各界的意見後，於 2001年 10月 20 日提出報告，2002

年 8月 7日閣議通過「榮典制度的改革」，揭示關於勳章、褒章的 7項改革重

點： 

(1)旭日章及瑞寶章以功績本質分類，並將原來的 16等減為各 6等； 

(2)廢止過去之數字分等，而賦予各等勳章正式名稱； 

(3)針對從事明顯高危險的業務者，設立新的敘勳項目； 

(4)褒章之授與不限於年齡，年輕者也能獲得表彰； 

(5)綠綬勳章以授與從事志願服務活動且績效卓著之個人； 

(6)放寬紅綬勳章之授與標準，廣泛授與不顧自己之危難拯救他人性命者； 

(7)一般人推薦的可行性。 

為落實上開改革建議，2003年 5月 20日內閣分別通過「勳章之授予基準」

「危險業務從事者敘勳受章者審查程序」、「褒章受章者審查程序」、「春秋敘勳

候選人推薦要綱」、「春秋外國人敘勳候選人推薦要綱」等規定。此外，有關文

化勳章之推薦係依「文化勳章受章候選人推薦要綱」（2000 年修正）辦理，勳

章及文化勳章受章候選人之審查程序係依「勳章及文化勳章各受章者之審查程

序」辦理。 

2、平日運作之意見諮詢 

為了廣泛聽取國民對榮典運作的意見，如勳章、褒章頒發的方式，是否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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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及是否公正等，自各界委任 10人左右的榮典專家，由總理大臣決定，任期

3年，每年春、秋各召開 1次會議，雖說是會議的形式，但在實務操作上，大

多由賞勳局派員直接拜訪請益，性質上屬於諮詢的性質。榮典專家之建言，經

賞勳局彙整後，最後可能會正式被採納。 

3、2016再啟榮典專家懇談會 

2016年（平成 28年）1月 7日由內閣官房長官核定「順應時代之榮典授

與專家懇談會召開作業」，所揭示懇談會之召開目的，係為「因應社會經濟變

化，適度對各領域授與榮典，聽取各領域專家之意見，以利今後榮典授與政策

之檢討。」懇談會由內閣官房長官召開並指定主席，榮典專家成員有 7人，包

含地方政府首長，企業負責人及經濟、法政、科學、社會學等領域之學者專家。

開會時如主席認為有必要，得要求相關行政機關的職員列席，懇談會的庶務工

作，仍由賞勳局辦理。 

榮典專家懇談會於 2016年 2月 10日、3月 16日、4月 18日及 5月 26

日計召開 4次，其討論主題十分廣泛，摘要如下： 

(1)強化地方推薦情形，檢討各種民間團體受章人數過少的問題，如自治會、

工商會議所或工商會等。 

(2)檢討對外國人授勳情形，諸如人數大幅增加、區域不平衡(偏重歐美、忽

略非洲、中東等地)、對居留外國的日系外國人之授勳，遠高於在日居留

的外國人。 

(3)檢討新的產業分類，例如遊戲軟體，另外，對民間的敘勳雖大幅增加，

但其中企業經營者及民間團體幹部的比例偏低，檢討其對活化地方經濟

及振興觀光之影響。 

(4)檢討對公益團體及非營利團體幹部敘勳過少的問題，以及紺綬勳章之綬

與逐年減少的問題。 

(5)檢討女性受勳人數過少的問題，女性受章人數雖然逐年增加，但比例過

低，以 2015 年為例，僅佔 9.1%左右。 

(6)檢討各省推薦之民間人數，例如「消費者廳」等新設的省廳，或內閣府、

內閣官房等綜合政策之管轄省廳，均有推薦人數過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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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典專家懇談會的結果，指出日本榮典制度面臨的問題有： 

(1)2003年榮典制度改革後，有關榮典之授與雖然「官」減「民」增，但對

於民間部門的榮典授與仍有不足，需在適應社會經濟情勢之變化下，重

視日後榮典授與的領域分類，並改善對該分類的候選人之推薦及評選方

式。 

(2)唯有順應社會經濟情勢之變化下所作的改進，才能使榮典更貼進國民，

並植根於社會，最終才能培育出愛國愛社會的人民，而活躍於下一個世

紀。 

(3)今後有關榮典授與之檢討應該 5年左右辦理 1次。 

最後懇談會提出的具體建議，主要可分為 3大類： 

(1)指出未來應加以重視的領域，包括：區域性的民間活動、外國人、新的

產業分類、從事公益活動的民間團體、保育士、介護職員等少子及高齡

化社會的支持業務、難以由各府省推薦的功蹟、階段性的增加自治會長、

保育士及外國人的受章人數，並提出應重新評價現存領域及褒章授與數

量。 

(2)建議重新檢視榮典候選人的評審及推薦制度：包括各省府應積極選拔與

推薦民間的候選人；重新檢視對功績的評價，除了定量外，還要定性的

評價；加強對一般推薦及紺綬褒章的認知（擴大榮典候選人） 

(3)確認政府全面檢討榮典授與之策略，並在 5年左右予以推動落實。 

有關 2016年啟動的制度檢討及其建議事項，未來將如何與現行制度

結合，尚有待日後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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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及建議 

此次考察主要為瞭解日本對於宗教法人與新興宗教團體之管理，及日本勳章、

褒章等榮典制度之相關組織運作情形等 3大主軸，謹就考察心得及建議說明如

下： 

一、日本對於宗教法人管理之部分 

（一）日本禮拜設施原則強調所有，但也允許以長期租賃關係替代。 

關於日本宗教法人法規定之禮拜設施，原則上須為宗教團體所有，但例外

對於無法取得禮拜設施所有權者，以個案判斷是否會長期且穩定利用那些設施，

且確有從事宗教活動的事蹟，亦允許以長期租賃關係替代（原則上租期為 15

年以上）。 

目前我國對於寺廟等宗教建築物要求應為宗教團體所有，但考量宗教團體

於房價高昂之地區，恐無力購置宗教建築物，也認為得採取允許長期租賃方式，

惟衡酌宗教團體取得長期租約不易，又某些大型宗教團體之聚會場多為活動中

心等大規模活動場地，爰為因應宗教團體多元化宗教活動情形，我國宗教立法

政策方向，則採取宗教團體除具有「宗教建築物」外，得以「一定財產」方式

替代，也就是宗教團體亦可以一定資金長期承租宗教建築物外，還能支撐其人

事與舉辦宗教活動業務之運作。 

（二）日本宗教法人營運範疇多樣化，其雖可從事收益事業但仍有一定限制。 

日本宗教法人屬於廣義公益法人，依據宗教法人法第 6條規定，宗教法

人除從事宗教事務之外，得從事公益事業及收益事業，但收益事業在不違反

其目的下，且所生收益，應用於該宗教法人、該宗教法人所包含之宗教團體，

或用於該宗教法人所援助之宗教法人或公益事業。倘宗教法人從事收益事業

有違反同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時，所轄廳得勒令該宗教法人停止該事業，如

法人仍續行事業時，所轄廳會依據罰則規定，將宗教法人涉及罰款事件通知

法院處理。 

我國亦將宗教團體定位為廣義公益團體，對於其財務運作原則為運用於

宗教事業及活動上，或從事其他公益慈善事業，如有營利行為者，其收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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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設立目的上之，亦可。至於日本對於宗教法人從事收益事業有違反規定時，

採取勒令停業命令之作法，值得作為我國宗教立法之參考。 

（三）日本宗教法人若有辦理宗教活動對外募集金錢或物品，視為法人年度收

入。 

日本對於宗教法人若有辦理宗教活動對外募集金錢或物品，認為屬於其

財產收支情形，無須將該次活動資訊對一般社會大眾公開，此作法得作為我

國宗教立法之參考。 

（四）日本宗教法人財務處理資訊之事前公開途徑為「公告」，主要對象為其信

眾及利害關係人，倘公告未符合規定，其財產處分之行為原則為無效。 

日本宗教法人依其章程規定處分其財產，為該行為之前，必須至少 1

個月前對其信眾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公告該行為之主要內容（宗教法人法第

23條），若該法人未依規定，則其財產處分之行為原則為無效，但不得以其

無效，對抗善意之他方或第三人。 

對於日本宗教法人財務處理資訊之事前公告制度，考量公告內容完整與

否、法人是否有遵守公告時間等程序瑕疵是否造成法人財產處分無效，恐紛

爭不斷，似不適合我國國情，故尚不可採納。 

（五）日本宗教法人財務處理資訊之事後公開途徑為「閱覽」，主要對象為其信

眾及利害關係人，請申請資格須具有「正當目的及利益」，判定得否閱覽

之標準由宗教法人自行決定。 

日本宗教法人財務處理資訊之事後公開途徑為「閱覽」，信眾及利害關

係人必須具有「正當目的及利益」得申請閱覽，至於是否同意信徒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申請閱覽，由宗教法人依個案自行決定。 

由於涉及利害關係人之範疇為何，且當申請者具有正當目的及利益時，

若宗教法人拒絕閱覽，該爭議該如何處理等問題，尚無執行標準，因此日本

針對財務資訊提供「閱覽」的作法，我國尚無法採納。 

（六）日本對於宗教法人依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所提出之文書，有提

供範本供宗教法人參考，且對於規模較少之宗教法人，允許其暫免提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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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計算書。 

日本宗教法人依據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所提出之文書，例如

役員名簿、財產目錄、收支計算書……等，有提供範本可供宗教法人參考。

此外，規模較小之法人如其年度收支未達 8,000萬日圓可暫免提出收支計算

書，但須於報告書聲明。 

前述日本有提供各類書表文件之範本給宗教法人參考，此作法值得我國

推動宗教立法業務之參考。至於規模較少之宗教法人，允許其暫免提出收支

計算書之部分，事涉我國宗教立法對於宗教法人須提供財務報告之內容範疇、

會計制度及主管機關對於宗教法人財務監督程度等問題，值得作為研議之議

題。 

（七）日本對於宗教法人仍有一定財務監督機制。 

日本所轄廳對於宗教法人財務處理之管理機制，例如督促宗教法人從事

收益事業須符合規定、財產處分須先踐行公告程序、依法應製作及備妥文件

與帳冊於法人事務所及須每年按時項所轄廳提出文件影本之義務，倘宗教法

人未遵行規定，所轄廳仍有權限依罰則規定處理。 

對於課予宗教法人每年應申報財務之義務，我國推動宗教立法政策也採

取和日本相同立場，考量宗教團體財源多為民眾捐獻，為免外界疑慮其財產

運用、管理不當，因此對於宗教法人須有一定財務監督機制。 

（八）日本所轄廳執行宗教法人法之罰則規定，必須透過法院處理。 

日本宗教法人有違反宗教法人法規定時，所轄廳依第 10章罰則處理，

由所轄廳向法院申請，再由法院作課予罰鍰處分。如宗教法人不服時，可以

向法院抗告。 

根據我國行政機關法制作業而言，各行政法令有關罰則，尤其罰鍰處分

由行政機關依法律規定進行裁處，倘義務人如有不服，則循行政爭訟程序。

因此有關日本執行罰鍰，必須透過法院處理之作法，與我國行政機關處理有

關行政罰之情形不同，尚不可採納。 

（九）日本宗教法人數量並非每年成長，因為有合併、解算及清算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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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日本宗教法人這 10年(截至 2013年)變化情形之資料，基本上可以

發現宗教法人數量並非逐年成長，主要是日本宗教法人法對於部分宗教法人

停止活動時，可採取合併、解散等途徑，爰日本宗教法人數量有增減情形，

並非是逐年成長。 

反觀「監督寺廟條例」與「民法」針對寺廟及宗教財團法人，並無合併

等相關規定，因此關於日本宗教法人法有關合併、解算及清算等規定，值得

作為我國宗教立法政策之參考。 

二、日本對於宗教團體(含新興宗教團體)認定與分類之部分 

（一）日本對於申請團體（不論是傳統宗教、新興宗教或傳統宗教新興化團體）

是否具有宗教屬性之認定，採取書面審查與現場勘查之綜合判斷，且申請

之宗教團體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及運作。 

日本對於團體申請成立為宗教法人，依據宗教法人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在所轄廳作出認證決定之前，要確認項目之一就是「該團體是否

為宗教團體」，也就是首要確認申請團體是否為同法第 2條定義之宗教團體

（亦即是否具有宗教屬性），由所轄廳就以下事項，進行審查與確認： 

1、申請認證之宗教團體必須有一定程度之運行：也就是要已有從是宗教活動

3年的實績、宗教講師及信徒名冊、團體運作情形(例如章程、會議記錄)、

財產目錄等有關人事與財務之文件。 

2、認證不僅是文件上形式受理，還必須至現場勘查確認（例如禮拜設施是否

符合規定、現場是否有從事宗教活動等等）。 

我國對於判斷申請團體是否有宗教屬性，原則上對於申請團體提出之文件，

例如章程、教義、經典……等進行書面審查，倘遇有疑義無法判斷是否具有宗

教屬性時，則徵詢專家學者或召開公聽會方式處理。有關日本在判斷申請團體

是否具有宗教屬性，其書面審查並非僅就章程、教義、經典等文件進行判斷，

申請團體也必須提供 3年之發展及運作等證明文件，且受理機關也須至現場進

行勘查，對於申請案件進行書面及現場等綜合判斷，此種作法值得作為我國未

來審查申請團體是否具有宗教屬性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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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對於「宗教」或「宗教團體」之分類，主要是依據其國情、歷史背景

及宗教法制發展，區分為神道系、佛教系、基督教系及諸教等 4大系統。 

日本文化廳每年出版「宗教年鑑」，對宗教分為神道系、佛教系、基督教

系及諸教，因此於各宗教之介紹與分類，僅為統計之區分，並非涉及對宗教之

認定。 

關於我國目前並無法律對於宗教團體有明確定義，且宗教團體組織型態因

設立基礎不同而有寺廟、宗教社團（法人）及宗教財團法人等 3種，同時也僅

對登記有案之「宗教團體」為對象，據其立案資料之宗教名稱或屬性加以分類，

統計目的僅在於了解我國宗教發展生態，因此，相關宗教信仰是否被納入統計、

納入何種統計類別，均不涉及相關「宗教」或「宗教團體」之權利義務與價值

判斷，亦不代表該宗教具有「正統性」，基本上對於宗教類別有一定標準之區

分，例如世界性宗教、可考證之創教年代達 50年以上，源自中國大陸或臺灣

之宗教、可考證之創教年代達 50年以上，源自世界各地宗教、在臺組織發展

達一定規模之宗教，未列入統計類別之宗教，則歸類於「其他」項目中。 

我國和日本對於「宗教」或「宗教團體」之分類，雖因國情、歷史背景及

宗教法制發展等不同，但對於宗教分類均採取僅為統計與介紹，且基於政教分

離原則，不涉入對於宗教派別之認列。 

三、日本榮典制度部分 

（一）大規模授與榮典，肯定各行各業，有利傳統技藝保存與社會安定。 

日本的榮典授與是以在世者為主，每年春秋 2季的敘勳人數眾多，合計高

達近萬人，並透過中央、地方及個人等多元的推薦機制，自各個領域內推舉候

選人，各領域內的人都有獲得推薦的機會，這樣的制度設計能鼓勵民眾在其固

定領域內長期專研精進，有利保存傳統工藝及文化，也有助於社會的安定。 

在我國經常被提到的榮典有褒揚與勳章，皆是由總統授與的榮典，褒揚依

褒揚條例暨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但原則上是對過逝者之推崇，綜其一生事蹟，

呈請總統明令褒揚，其事蹟並得列入國史；勳章制度則與日本的勳章類似，授

與對象也是在世者，依勳章條例規定，我國人民有勳勞於國家或社會者，得依

勳勞授予勳章、為敦睦邦交，得授予勳章於外國人。勳章授予之申請，應由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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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機關填具勳績事實表，轉初審機關審核後報請總統授予。我國的勳章授與是

採個案申請與審查，在數量上難以與日本春秋敘勳相比，能獲得總統頒贈勳章

更屬鳯毛麟角，是無上的光榮。又相較於明令褒揚案件，我國在勳章的授與上，

十分不活躍，建議未來我國在勳章的授予上，能仿效日本的作法，廣為發掘對

國家社會有功的人，增加勳章授與的數量，以提振國人的榮譽心，及提升對社

會的責任感與認同感。 

（二）定時定量的受勳，有利推薦作業與審查程序之進行。 

日本每年固定於春、秋 2季辦理敘勳，並明文規定受章人數，配合敘勳期

程，地方及中央的推薦作業均能有計畫且規律地展開，此外，各府省每年分配

到得推薦的名額雖不一樣，但在一定額度內，對候選人評選的標準較能一致，

有利於理性而客觀的評選候選人。此外，賞勳局依各府省的推薦，提請內閣總

理大臣決定受章者，但在實質作業上，賞勳局對於各府省所提名單不會再進行

審查，賞勳局要作的僅是受章意願的確認，除非當事人不同意受勳，否則不會

再更動名單。因此各府省辦理推薦作業的同時，等同進行實質審查，這樣制度

的規劃具有時間有效性，此外，各府省亦能在其權責範圍內作一致性的考量。 

我國授與勳章之審查作業，依勳章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係由初審機關審

核，初審機關之區分相當混亂，例如，政務官由主管院審議，政務官以外的公

務員初審機關為銓敘部，但專案請勳則為各院主管機關；非公務人員為內政部、

僑民則為僑務委員會，是以身份作為判定的標準，因為並非以事蹟作為區分標

準，實務上經常有判定困難的情形；另外勳章之申請是依個案辦理，因案例不

多，初審機關很難建立一致的審查標準。又因我國政府機關在勳章的授予上，

是屬於被動受理申請與審核處理，也未在推薦作業上積極區分中央與地方的分

工或相互協助，在推薦與審查作業上，實有待重新檢討與建構。建議未來能建

立積極而主動的推薦機制，由權責機關扮演主動徵求、發掘功績的角色，讓我

國勳章的授與更能揮引導與鼓勵的作用。在審查作業上，亦不妨朝單一窗口受

理的方向規劃，並且輔以專家諮詢，則必能建立公平客觀的審查機制。 

（三）各項作業規定雖未以法律規定，反而有利制度檢討及運作。 

依日本國憲法規定，榮典的授與是天皇的國事行為，天皇根據內閣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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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承認，授與榮典。目前賞勳局據以辦理的各項授勳規定，都非屬法律位階，

而由內閣以政令、內閣府令、內閣府告示、閣議決定、閣議了解或由內閣總理

大臣決定等方式制定相關規定，雖未能統整在同一部法典中，但觀察其訂定、

修正及廢止，極具彈性，而且能因時制宜，靈活調整作業方式。此外，若為因

應環境變遷，需要進行制度檢討時，又以總理大臣的名義密集召集專案會議形

成改革建議，並透過內閣府閣議的程序，成為政策，進而修正、廢止或訂頒相

關規定予以落實，十分經濟有效率。例如 2000年的榮典制度改革報告，所提

出的建議改進方向，如簡併勳章等級、增加一般推薦制度等，後來都成為現行

制度。 

我國榮典的授與，依憲法第 42條規定，是專屬於總統的職權，且須依法

授與，查勳章條例訂於 1941年，其間歷經 1980年 1月 11日修正公布全文後，

內容未再有變動，至於施行細則最後一次修正則在 1981年，迄今亦已歷 35

年，相關內容與實務運作已有差距。此外，近來人民主動提出之申請案有增加

的趨勢。故未來有關勳章申請之受理、審查等作業，亦需有順應時代潮流之規

劃，建議效法日本設置榮典專家的方式，由總統府設置類似的諮詢機制，檢討

現行制度，全面對我國勳章制度提供診斷與建言。 

（四）重視制度建構，經常檢討與時倶進。 

從日本勳章、褒章等榮典的種類、推薦及授與情形來看，日本對榮典的授

與十分重視，並且透過榮典專家會議，彙集各項建言並擬定改進策略，亦能彈

性地調整相關規定，落實政策目標。此外，為了因應時代的快速轉變，及新興

領域的增加，為能表彰各類有功於國家社會的人，日本在 2003 年對榮典制度

作了一次大幅度的改進，迄今方歷 13年，又開始推動新一波的調整，甚至希

望能定期 5年檢討 1次。反觀我國勳章或其他榮典制度目前處於停滯不前的狀

態，未來若要進行制度檢討，應可多加強與日本之交流，並深入觀察其制度檢

討情形與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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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 活動內容 

4/11（一） 臺北→日本(東京) 啟程、抵達日本 

參觀築地本願寺、皇居外苑 

4/12（二） 日本(東京) 拜會東京都生活文化局都民生活部 

拜會內閣府賞勳局 

拜會文部科學省文化廳文化部 

4/13（三） 日本(東京) 參訪創價學會總部 

日本(東京→京都→奈良) 

4/14（四） 日本(奈良) 參觀冰室神社、東大寺 

日本(奈良) 參訪天理教教會本部 

日本(奈良→大阪) 

4/15（五） 日本(大阪)→臺北 返程、返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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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參訪照片 

  
照片 1：與東京都生活文化局都民生活

部代表人員合影 

照片 2：與內閣府賞勳局代表人員合影 

  
照片 3：與文部科學省文化廳文化部代

表人員合影 

照片 4：與創價學會代表人員合影 

  
照片 5：與天理教代表人員合影 照片 6：天理教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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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紀錄 

一、文部科學省文化廳文化部訪談紀錄 

時  間：105年 4月 12日下午 4時至 5時 30分 

地  點：日本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會議室 

與會人員：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總務部     副長    長田洋司 

日本文化廳文化部宗務課宗教法人室  室長補佐   岩崎英明 

法規係長  高江花子 

專門職    大澤広嗣 

中華民國內政部    民政司       簡任秘書  黃淑冠 

專員     劉哲良 

專員     周惠卿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政務部       課長補佐  林冠宏 

翻譯   潮田耕一 

(一)關於「宗教法人法」部分 

1.依據日本(以下稱貴國)「宗教法人法」規定，宗教法人有哪些類型？宗教團

體要成為宗教法人，需要哪些程序？ 

關於宗教法人的類型，根據宗教法人法第 2條規定，主要有「單位宗教

法人」及「包括宗教法人」2種。 

「單位宗教法人」：具有禮拜設施，以宣揚宗教教義、舉行儀式及教化

育成信眾之宗教團體，並依本法成立為宗教法人。其中如果屬於包括宗教法

人之旗下，則為「被包括宗教法人」，若無被納入任何包括宗教法人之旗下

者，則為「單立宗教法人」。 

「包括宗教法人」：某些宗教法人將其他具有禮拜設施之宗教法人（或

宗教團體）納入自己旗下，為「包括宗教法人」。所謂包括關係，是指宗教

法人（或宗教團體）彼此擁有共同宗教教義，共同進行宗教活動之結盟關係，

其關係屬於民法的契約關係，不一定是制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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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法人法第 2條對於宗教團體的定義，主要是推廣自己的宗教教義、

舉行宗教儀式及育成信眾，當得到東京都、北海道等都縣道府知事或文部科

學大臣等認可，才能得到宗教法人的資格。 

宗教團體要成為宗教法人的程序： 

（1）依據宗教法人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宗教團體先要把申請的文件包括申

請書、希望可以獲得認證的規則(譯：章程)、可以證明為宗教團體的文

件等向所轄廳（譯:類似主管機關之意）申請。 

（2）所轄廳就申請團體提出之的文件先做形式性審查，所有的文件必須備齊

才會受理。 

（3）之後所轄廳再按照第 14條第 1項各款規定辦理，要確認的項目包括：

該團體是否為宗教團體?該團體決定的規則是否符合宗教法人法以及其

他的法令，還要確認他們設立是否符合第 12條規定。 

（4）如果該宗教團體符合這些所有條件的時候，所轄廳會認可其提出申請之

規則及頒發認證書。 

（5）宗教團體取得所轄廳頒發認證書，於 2個星期內向主事務所所在地法務

機關申請宗教法人設立登記，完成設立登記才算是成立宗教法人。 

2.依據貴國「宗教法人法」規定，成立單位宗教法人的要件之一是具備禮拜設

施，請問禮拜設施(其坐落土地)是否須具有所有權？是否可以承租？如果

可以承租，租期需要多久以上?禮拜設施是否須符合都市計畫法、建築基準

法……等規定? 

關於包括宗教法人及單位宗教法人等 2種宗教法人，其中單位宗教法人

必須要有禮拜設施，這是宗教法人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至於是否須具備所

有權部分，同法第 1條規定要擁有這個禮拜設施或是其他財產之意旨，原則

上禮拜設施要宗教團體自己所擁有，但實際上有時候宗教團體想要買禮拜設

施卻沒有足夠資金，或具有禮拜設施者不願出售只願意出租，如果有以上不

得已之情形，但可以確認該宗教團體有地上權或有租賃權利，會以個案判斷

是否會長期且穩定利用那些設施，同時確有從事宗教活動的事蹟，可以用個

案來判斷，所以不一定要有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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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是否可以承租這部分，答案是可以承租的。前提是出租人一定要了

解是當作宗教設施目的來使用，關於租期部份我們並無公開的標準，不過內

部規定大概是 15年左右，我們在進行判斷時，因為租賃契約是屬於民間契

約，有時候要簽約 15年(租期)較困難，我們也會去查過去是否已有長期租

賃關係(例如房租有定期繳納)，或是有足夠的資金付房租的能力，我們也會

給他們一個認可。 

至於禮拜設施是要符合都市計畫法或是建築基準法等相關規定。 

3.宗教法人有無將其財務運作資訊主動公開的義務？公開的範圍為何？其程

序為何？ 

根據宗教法人法第 25條規定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宗教法人一定要製

作自己的財產目錄（及收支計算書），並置放在自己的事務所內。 

另外，依同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宗教法人置放在事務所的文件，如果

信眾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目的及利益，想要閱覽那些文件的話，一定要讓他

們查看那些文件，主要是提高信眾或利害關係者的便利性，以及宗教法人的

民主性及透明性。 

至於會不會讓那些所謂的信眾或利害關係人查看文件?他們是否具有正

當利益?或是正當目的?這部分由宗教法人自己判斷，宗教法人自己有決定

權。 

4.請問宗教法人辦理宗教活動對外募集金錢物品，對於該次宗教活動募集款項

或物品等情形，有無規範須對外公開？ 

雖然有義務讓信眾和利害關係人查看。但宗教法人法並無規定對不特定

多數人就是一般社會大眾，有公開的義務。 

5.請問貴國實務上依哪些規定查核宗教法人財務情形？得否委託會計專業人

員實地查訪？或有無追蹤列管機制？如何運作？ 

根據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宗教法人要製作財產目

錄、收支計算書及其他文件，並置放於其事務所，另依同法第 25條第 4項

規定，這些文件的影本要交付所轄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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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轄廳可以根據宗教法人依規定提供之文件影本，確認宗教法人是否按

照他們的目的從事活動，也是要確保宗教法人業務正常運行。基本上，所轄

廳可以確認的部分：財產目錄是否有提到禮拜設施?或者宗教法人有無從事

其章程未記載事項的活動?但所轄廳對宗教法人所提出的文件內容，是不會

作其他實質審查。 

如果宗教法人不依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交付影本，所轄廳會

先以寄信方式催促他們交付文件，當宗教法人不依催促通知交付影本時，所

轄廳會依據罰則（同法第 88條）之規定辦理，所轄廳要先向法院申請，再

由法院作課予罰鍰的動作。如果宗教法人不服的話，可以向法院提出抗告。 

所轄廳無法根據其收入支出部分進行列管，無法派會計人員進行實地查

訪，也無追蹤列管的機制。 

如果涉及稅法部分，稅務當局有權進行稅務調查，稅務當局可以至宗教

法人處實地調查。 

6.請問宗教法人得否投資證券（例如股票、債券、基金）？是否有相關規範？ 

宗教法人法並無禁止投資的規定，所以是可以(投資)的。 

7.關於所轄廳之權管範圍情形 

宗教法人法所謂所轄廳分為都道府縣知事及文部科學大臣，簡單來說，

宗教法人的活動範圍僅為 1個都道府縣時，則其所轄機關為都道府縣知事，

如果有跨都道府縣從事活動的宗教法人，則所轄廳為文部科學大臣。由於宗

教法人活動範圍比較難確認，有可能是在 1個都道府縣，也有可能跨都道府

縣舉辦，嚴格來說，還是以宗教法人的禮拜設施建築物是否在同 1個都道府

縣內或是跨都道府縣作為區分標準。 

關於包括宗教法人之所轄廳的認定方式也是類似，如果包括宗教法人本

身自己與旗下宗教法人都在同一個都道府縣內，其所轄廳就是該都道府縣知

事，如果該包括宗教法人與旗下宗教法人是不同縣內(跨縣)、或包括宗教法

人自己的禮拜設施有跨縣情形，那就是由國家也就是文部科學大臣所管轄。 

宗教法人登記之後可能會擴大或縮小其活動範圍，因此所轄廳也會變動，

比方說宗教法人剛成立的時候只是在同 1個都道府縣內有禮拜設施進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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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假設其禮拜設施等宗教建築物有跨都道府縣時，那就是變成由文部科學

大臣所轄；反過來說，宗教法人先由文部科學大臣所轄，當其活動範圍(也

就是禮拜設施)縮小在同 1個都道府縣內時，則改為該都道府縣知事來管

理。 

8.請問關於文部科學大臣目前所轄宗教法人有多少?請問宗教法人數量變化情

形? 

大約有 1,100多個。關於宗教法人數量變化，可以參考「宗教年鑑」第

2部宗教統計（平成 26年版，文化廳編）表 7有關宗教法人這 10年(截至

平成 25年)變化情形，基本上可以發現宗教法人數量並非逐年成長。 

9.請問宗教團體可否成立宗教社團法人或宗教財團法人? 

所謂宗教社團法人或宗教財團法人，這樣的名稱的確不存在，但日本確

實有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他們的目的可能是宗教，但我們並不會把他們叫

做宗教社團法人或宗教財團法人。 

比方說財團法人下面有很多事業，其中有從事宗教事業，但還是認定為

一般財團法人。 

(二)關於新宗教團體部分 

1.請問團體申請成為宗教法人，如何確認其具有宗教屬性？ 

如何確認是否為宗教團體?不論該團體是否為單位宗教團體或是包括宗

教團體，確認的過程是一樣，確認的項目如下： 

（1）該團體的教義、成立的來源、沿革……等部分，如果有文件的話，就確

認該文件。 

（2）活動事蹟列舉，可以用照片或手冊展現。 

（3）宗教講師及信徒的名單。 

（4）從事宗教活動所使用的禮拜設施及土地等一覽表，土地及建築物等權利

關係的不動產登記簿。 

（5）現場勘查，要確認的事項： 

A.現場是否有禮拜設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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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提出的文件是否與現場狀況符合? 

C.也要確認宗教法人法第 2條規定，他們是否有做嗎?例如是否有從事

宗教活動都要確認。 

至於包括宗教團體，並無要求其須具備禮拜設施，但要確認旗下是否有

宗教團體?以及和旗下被包括宗教團體之間的關係為何都要確認。 

也就是先要透過文件審查後，再做現場的實地勘察，以此方式來判斷是

否符合宗教法人法第 2條的規定。 

2.請問對於申請為宗教法人之宗教團體，其宗教教義、經典或儀式非現行認知

之宗教派別，例如融合各宗教教義，或自創一格，該如何歸類其宗教系統

或宗派? 

我們劃定分類的系統有 4大種類，就是神道、佛教、基督教及諸教，關

於歸類並不是行政機關自己決定的，是按照宗教法人自己的主張及申請來決

定的。 

一般來說，關於融合各宗教教義，或自創一格的宗教，會歸類為諸教。 

3.請問貴國「宗教年鑑」之宗教概要，介紹像神道系、佛教系或基督教系等系

統有新宗教團體，但又有諸教之分類?請問神道教等 3 大系統的新宗教團體，

和諸教有何不同？是否都是屬於新宗教？ 

雖然「宗教年鑑」的第 1部是介紹宗教概要，的確有新的佛教教團或是

新的宗教教團等用詞，這主要是介紹宗教團體歷史所使用的用詞而已，是根

據一般社會大眾的想法與理解，但國家在做宗教分類的時候，並無新的宗教

團體或舊的宗教團體之區分，我們採用的方式有 3大系統與諸教而已。 

4.貴國「宗教年鑑」之宗教概要，提及天理教於戰後脫離教派神道系，而列為

諸教之介紹，請問關於宗教歸類，是否由宗教團體主動表明其意願而改變

歸類？還是主管機關有其他認定機制？ 

宗教分類是要宗教團體表明自己的意願，所轄廳是不會自己認定他們的

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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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東京都生活文化局都民生活部 

時  間：105年 4月 12日上午 10時至 11時 

地  點：東京都廳第一本廳舍會議室 

與會人員： 

日本東京都生活文化局   管理法人課     課長    渡邊勝美 

            課長代理    波多野敦也 

            課長代理    卷口智子 

中華民國內政部   民政司        簡任秘書   黃淑冠 

專員       劉哲良 

專員      周惠卿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政務部     課長補佐   林冠宏 

翻譯      潮田耕一 

1.請問宗教團體申請為宗教社團法人或宗教財團法人，也是貴機關負責受理嗎?

東京都目前所轄宗教法人有多少 

嚴格來說只有宗教法人，宗教社團法人或宗教財團法人是不存在的。 

在日本宗教是多樣化，目前日本宗教法人的數量大約 18萬左右，其中

東京都管轄的宗教法人大約 5,800個。宗教法人是一種廣義的公益法人，所

以向東京都申請成立的宗教法人，每年也要將一些文件提報給東京都，我們

是按照「宗教法人法」的基本理念來進行業務執行。 

2.請問宗教團體申請成為宗教法人，關於證認階段有哪些應注意事項？如有疑

義時，如何處理？此外，貴機關是否會派員去現場勘查? 

關於東京都所轄範圍內的宗教團體申請成為宗教法人時，根據宗教法人

法規定宗教團體必須先要有存在、有活動為前提，同時必須要有推廣自己的

宗教、要有一些宗教儀式活動、培育信仰自己宗教的信徒及禮拜設施等條件，

這些條件不僅僅是形式上要符合，要有實質具體的活動設施，也要有自己獨

自活動等實績，所以申請設立認證的時候，先要確認是否有進行宗教活動，

例如過去 3年左右之活動實績?或者事務是否有營運嗎?還有財務狀況如何?

最後還是要到現場去勘查，確認現場是否有舉行宗教儀式?禮拜設施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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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定等等做最後確認，如果有任何疑問時，請對方提出客觀說明的資料。 

3.請問對於申請為宗教法人之宗教團體，其宗教教義、經典或儀式非現行認知

之宗教派別，例如融合各宗教教義，或自創一格，如何歸類其宗教系或宗

派? 

認證時根據受理宗教團體提出他們自己的教義、概要等等資料，會依照

神道系、佛教系、基督教系等進行分類，如果不是上述的話，我們會歸類為

諸教，在我們將其歸類為諸教時，會跟該團體確認。 

當宗教團體會主張自己的宗教派別時，而在申請文件上填寫自己的宗派

名稱，我們將那些資料輸入資料庫的時候，仍是歸類為諸教，並不會用他們

自己的名稱另外獨立來處理。 

4.請問宗教法人提出的財產目錄、收支計算書或借貸對照表等文件，是否有標

準格式或範本填列？ 

我們有提供財產目錄及收支計算書等範本供宗教法人參考，有關相關範

本可以從我們的網站下載，至於借貸對照表這部分並非是義務要提報的，宗

教團體如果剛好有製作的話，也可以提出來。 

5.宗教法人向主管機關提出的財產目錄、收支計算書或借貸對照表等文件，請

問是否由具有會計專長的人員審查？貴機關對於宗教法人申報文件如何審

查？ 

每個宗教法人在會計年度終了一定時間內要提出來的文件，包括役員名

簿(譯：類似董事名冊或管理委員會名冊)、財產目錄、收支計算書、貸借對

照表……等等，其中宗教法人有義務提出的文件是役員名簿和財產目錄，至

於收支計算書有些宗教法人是可以免除提出的義務，貸借對照表是剛好宗教

團體有製作的話，也可以提出來。 

前述關於提出收支計算書的義務，如果宗教法人年度收支未達，8,000

萬日圓的時候，就可免除這個義務，主要是小規模的法人沒有時間，或是沒

有餘力去作收支計算書的時候，我們不會硬要他們提出收支計算書，但如果

他們未達 8,000 萬日圓而有作收支計算書的話，也可以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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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何確認宗教法人之收入未達 8,000萬日圓，我們網站上提供給宗

教法人參考的文件範本，對於每年提出的項目，由宗教法人於報告書上自己

填寫（報告書一定要提出來），也就是由宗教法人自己聲明。 

宗教法人法並無規定宗教法人一定要請專業的會計師來作收支計算書

（或簽證）。通常都由我們一般職員根據宗教法人依據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4項規定文件的影本，確認財產目錄是否有禮拜設施、役員名簿是否有提供、

是否有按照宗教法人設立目的來進行活動。 

6.請問宗教法人變賣其登記之禮拜設施，已不符合原本認證規定，該如何處

理？ 

宗教法人如果失去其禮拜設施，而且 2年以上都放著不管沒有禮拜設施

問題，按照情況，由法院依據所轄廳或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請求，或依職

權，命令該宗教法人解散。 

基本上宗教法人除了上述被命令解散外，也可以主動解散(也就是任意

解散)。但要補充說明的是，即便是主動解散或是任意解散，最後也是要透

過法院來辦理。基本上任意解散是由宗教法人先提出文件向所轄廳申請解散

認證，但涉及財產清算的時候，要透過法院。 

7.禮拜設施是否須符合都市計畫法、建築基準法……等規定? 

基本上日本所有建築都要符合建築基準法，蓋宗教建築物的時候，如果

登記為禮拜設施，一旦有私法糾紛，司法機關就無法扣押，這是主要不同之

處，但還是要符合建築基準法規定，至於是納骨塔或者要蓋墳墓，管轄的機

關為該地保健所，依循的法律為墓埋法。 

 

 

  



53 
 

三、日本內閣府賞勳局訪談紀錄 

時  間：105年 4月 12日下午 2時至 3時 30分 

地  點：日本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會議室 

與會人員：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總務部 副長   長田洋司 

日本內閣府賞勳局   總括課 課長補佐  菅原強 

    課長補佐  中原茂仁 

中華民國內政部    民政司 簡任秘書  黃淑冠 

專員     劉哲良 

專員     周惠卿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政務部 課長補佐   林冠宏 

翻譯      潮田耕一 

（一）問題 

1、政府勳章之種類及授予法令依據、致贈對象及每年的受贈人數。 

2、有關致贈勳章之推薦作業：推薦人之資格條件，是否包含個人、團體或法

人?推薦程序?受理推薦之單位如何進行審查?是否提出初審名單? 

3、決定敘勳之作業：正式名單之提出、審查程序及方式、決定方式。 

4、專家會議（有識者會議）：專家會議如何組成（主持人如何產生）?運作方

式（會議召開時間及次數、決議方式）?角色與功能為何? 

5、日本的勳章依類別有無層級之區分?同一人受贈勳章有無次數或種類之限制?

受贈勳章是以性別、職業為標準?還是以奉獻程度為標準?同等級之勳章可

否重複領取?有無限制? 

6、授勳作業：辦理單位及分工、授勳時間及辦理地點、相關經費編列情形(不

含勳章製作)。 

7、是否有取消致贈或收回勳章的案例，其依據為何?決定程序及執行單位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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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勳章遺失是否有補發之規定?相關經費由何人負擔。 

（二）回應紀錄 

1、日本頒發勳章是依憲法和政令的規定辦理。 

2、勳章的種類，可分為旭日章和瑞寶章，各分為 6個等級。如同各位手上的

資料所見的，旭日章分為旭日大綬章、旭日重光章、旭日中綬章、旭日小

綬章、旭日雙光章、旭日單光章等 6種，瑞寶章一樣，分為瑞寶大綬章、

瑞寶重光章、瑞寶中綬章、瑞寶小綬章、瑞寶雙光章、瑞寶單光章，如果

真的具有非常大的勳勞，在這些上面，還有大勳位菊花章、大勳位菊花大

綬章及桐花大綬章，三種勳章可以授與。此外，針對文化的貢獻，可以頒

發文化勳章。 

3、上述各類勳章，不論是公務員或民間人士，只要具有重大勳績，都可以獲

頒，但一般而言，公務員大多獲頒瑞寶章，而民間人士會獲頒旭日章比較

多。 

4、在數量方面，每年春天、秋天都會頒發，每次頒發的數量是 4,000份，一

年總共是 8,000 份。此外，還有其他的種類，比如說，從事危險業務的人，

或者 88歳以上尚未得到勳章的人，或者己經去世尚未得到勳章的人，針對

這些人也有別種分類的勳章。 

5、男女性別方面，並沒有區別。只有要一樣的功績，就可以得到一樣的勳章。 

6、同樣的勳章不能獲得 2次，但是先獲頒某個等級勳章，其後又因為更大的

功績，而得到更高等級的勳章，也有這種例子。在大約 15 年以前，是有這

樣的例子，但是在改革以後，原則上每個人得到勳章的機會只有 1次。 

7、除了勳章之外，還有褒章。資料顯示的 6個種類，並不是等級上的差別，

種類不一樣，等級是一樣的。 

（1）首先是紅綬褒章，若有不顧自己的危險，去拯救別人的生命時可以得到； 

（2）第 2個綠綬褒章是長年從事社會方面的義工的人可以得到； 

（3）黃綬褒章是從事農業、工業、商業的人，其成就足為標竿者可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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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紫綬褒章是從事科學方面的發明，或者學術研究，或者運動等等，可以

得到； 

（5）藍綬褒章是對於經營公司等有很大的成就的人可以得到的；或者民間人

士從事國家或政府的工作，也可以得到的，例如「保護司」，是擔任協

助犯罪者出獄後重回社會的工作；例如「民生兒童委員」，是擔任協助

兒童或一般民眾生活的工作（全國有 23萬人）；例如「調停委員」，是

擔任調解民間糾紛的人。這些都是民間人士而非公務人員，但其從事的

工作性質上屬於公部門，對於長期從事這些公共事務工作的人，是可以

到藍綬褒章的。 

（6）最後是深藍色的紺綬褒章，凡是為了公益而捐款，個人捐資金額達 500

萬日幣（以 1次捐款為原則，但也可以分期付款）；團體捐資金額達 1,500

萬日幣，可以得到的。已經捐款完成的人，在受勳前死亡（因資格審查

由地方上報中央，時間漫長，有時長達 1年），均可以對其遺族追贈。

此外，實務上雖未曾遇過，但在分期捐資的情形下，如已經開始捐資，

但在完全付款前過逝，而由遺族補足金額，或者去世者遺囑明文捐資，

遺族也依遺囑完成捐資，也符合受贈褒章的規定。 

8、不論是勳章或褒章，都是專屬於受章者，所以遺族追贈的情形，只能贈與

杯或獎狀。 

9、在審查時內部會有一些條件來判斷，例如黃綬褒章或藍綬褒章是授與經年

從事某些行業有成就的人，至於評估的標準，例如年限、得獎紀錄等，又

如保護司、民生兒童委員曾處理的案件數量，都是考慮的因素。另外，團

體推薦候選人時，一般是由同業工會由地方到中央，逐級產生名單，推薦

標準，則會參考前例。 

10、春、秋頒發褒章的數量，每次 700份，1年 1,400份。能夠獲得受贈褒章

者，一定是在其領域內工作非常久，而且努力的人。 

11、勳章只授與個人，褒章則可以授與團體。但是授與團體時是授與褒狀而非

褒章，此外，勳章或褒章都附有證明書，勳章是勳記；褒章是褒狀，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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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蓋有國璽。 

12、審查作業配合春秋敘勳之頒發，每半年作 1次。在推薦作業上，依事蹟而

定，由事蹟的主管機關（含地方政府或中央機關），例如，對教育有功者是

由文部省、從事公司經營的人由經濟產業省，向賞勳局推薦。 

13、推薦流程有 2種，1是行政系統的「通常推薦」，由市町村或民間的團體，

向上逐級推薦到中央的關係府省，賞勳局每年會先跟各關係府省協議推薦

人數，各關係府省依人數決定候選人後，再轉到賞勳局審核，然後提「閣

議」決定，最後經過天皇「御裁可」後，才發令公布。推薦名單送至賞勳

局時已經是定案，但在將名單提閣議前，賞勳局會先通知候選人，若候選

人因個人信念或其他因素表明不願受贈時，就自名單中剔除。所以閣議和

御裁可的程序是比較形式上的。但依憲法的規定，勳章或褒章之頒發是「國

事行為」，所以一定要有閣議和御裁可的流程。 

14、另外，還有「一般推薦」，是 15年前制度改革時新增的推薦方式，因為如

果只有行政系統的推薦，可能會錯失或遺漏一些適合的人，希望能儘量網

羅合資格的人。因此，一般推薦是不定期的接受推薦，賞勳局受理推薦後，

交由中央府省辦理審查，再由中央府省併同推薦名單報到賞勳局，同樣在

春秋敘勳時辦理敘勳。 

15、有關授與的方式方面，分春、秋二次辦理。內閣府宮內廳在皇宮中辦理頒

發儀式，旭日大綬章、瑞寶大綬章以上等級的勳章以及文化勳章，由由天

皇親頒；旭日重光章、瑞寶重光章由內閣總理大臣頒發；其他的勳章，旭

日中綬章、瑞寶中綬章以下等級的勳章及各類褒章，是由各關係府省自行

辦理頒發儀式。 

16、頒發儀式之外，所有的受章者，都可以晉見天皇，稱為「拜謁」，但因人

數非常多。春或秋敘勳的勳章、褒章受章人數各有 4,700 人，若再加上危

險業務從業人員的受章人數 3,000多人，另外還可以由配偶陪伴，總共約

有 1萬人以上，即使 1天 2次，每次分 2個房間，也要 5天才能完成拜謁。

由關係府省自行頒贈者，在部長頒發後，帶上勳章或褒章，搭乘遊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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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皇居拜謁。團體受章時，團體的代表可以參與拜謁；受追贈的遺族，則

不能參與拜謁。 

17、外國人之受勳，大多透過大使館授與。受章之外國人願意的話，也可以參

與拜謁。 

18、關於取消或剥奪受章資格，也曾經發生。依據政令，受章人在犯了刑事犯

罪，有褫奪勳章或褒章的規定。受到拘留或監禁時，警察機關會自動扣押

勳章或褒章，判決確定時會褫奪勳章或褒章，若是受到緩刑判決，考慮受

章者的名譽，會給予考慮是否自動返還的機會。 

19、若有遺失勳章或勳記的情形，基本上都不會補發，但當事人可以自已花錢

重做，這時可以向賞勳局申請證明，向造幣局申請重做。勳記上面有編號，

另外，除了紺綬褒章之外，各種褒章的背面也刻有受章者的名字，因為紺

綬褒章是捐資而來，所以剛受章時是銀色的飾板，如果累計 5次，第 6次

就會換成金色的飾板，是 1人原則受章 1次的例外。勳章則不會刻名字。 

20、有關有識者會議，是基於蒐集關於榮典的運作，如勳章、褒章頒發的方式，

是否妥當、是否公正等，希望能廣泛聽取建議，屬諮詢性質。經賞勳局建

議名單，由總理大臣決定，聘請 10個人作為有識者，任期 3年，每年春、

秋各召開 1 次會議，雖說是會議的形式，但因這些人都是各領域內非常忙

碌的人，所以大多由賞勳局派人一個一個地直接請益，不過在 2014 年（平

成 26年）真的曾經開過會。有識者相關的建言，經賞勳局彙整後，最後可

能會正式被採納。 

（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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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創價學會訪談紀錄 

時  間：105年 4月 13日上午 10時至 11時 

地  點：創價學會本部第二別館會議室 

與會人員： 

日本創價學會      副會長暨總務擔任責任役員   八尋賴雄 

國際涉外局長               長岡良幸 

國際涉外局第二部部長       竹井雅弘 

總務局次長暨總務部長       鳥山新吾 

翻譯局國際通信部           游淳喻 

中華民國內政部  民政司       簡任秘書    黃淑冠 

專員       劉哲良 

專員       周惠卿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政務部   課長補佐   林冠宏 

翻譯      潮田耕一 

 

1.請問貴會申請成立宗教法人時，在認證階段關於貴會是否具有宗教屬性，是

否由主管機關根據貴會所提供之教義經典判斷？還是其他機制做綜合判

斷? 

根據宗教法人法第 1條規定，此法律是賦予宗教團體之法人能力，因此

宗教團體所提出的證明文件被所轄廳認證後並向法務機關申請登記，才能成

立為宗教法人。因此本會申請成立為宗教法人時，根據本法規定提出申請文

件，經過所轄廳認證及主事務所所在地之法務機關登記後，才成立宗教法

人。 

2.關於宗教統計涉及歸類問題，請問貴會在貴國「宗教年鑑」中被歸類為佛教

體系下日蓮宗的新宗教團體之一，請問此歸類是貴國政府根據貴會的意願？

還是貴國政府依其他機制認定？ 

本會是被歸類為佛教體系下日蓮系的新宗教團體之一。 

基本上本會就政府機關的表格自行表示為佛教系，文化廳再進行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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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問貴會與國際創價學會關係如何？是否具有包括 (概括)關係？（國際創

價學會是否也是宗教法人？抑或其他法人？） 

本會於 1951年成立起初是向東京都知事申請成立宗教法人，於 1995

年時所轄機關變更為文化廳。 

國際創價學會(SGI)是任意團體對外從事活動，並不具有法人格，因此

本會與國際創價學會並無包括關係。 

4.請問貴會的組織型態為何？(例如目前代表役員、與所屬宗教團體之間的組

織關係、所屬宗教團體之數量、如何可成為所屬宗教團體) 

本會是屬於單立宗教法人，因此是依據其主要事務所所在地向東京都

(法務機關)登記。 

因為是單立宗教法人關係，因此禮拜設施就算是遍佈全國或是有大有小

(規模不一)。但登記的只有在東京的創價學會總部一個法人而已。當然各地

會館或是設施在所在地會有土地登記等等，也就是位於日本各地的其他創價

學會的禮拜設施產權是登記在創價學會總部名下。 

5.依貴國「宗教法人法」第 23 條規定，宗教法人處理財產要至少 1個月前對

信徒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公告，請問貴會公告採取何種方式？若有人對於公

告有異議，則如何處理? 

有關本會的公告是在法人主要事務所公告處揭示 20天，目前還沒有對

公告有異議的前例。 

宗教法人法對於公告提出的異議並無相關規定，所以對於異議申訴本身

並不具法律上效力，但是他的申訴意見，如果我們覺得有聽取情況，我們是

會由責任役員再進行討論。 

6.請問貴會是否會主動公開財務收支等文件？還是由信徒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依貴國「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申請閱覽？ 

宗教法人法並無規定宗教法人並要公開財務收支文件的義務，所以我們

並沒有做這樣的公開。 

根據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3項，信眾或是其他利害關係人如果要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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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的話，只要符合宗教法人法規定具有正當目的及利益，及本會申請閱覽

程序規定，是准許閱覽的。 

創價學會身為宗教法人，雖然法律並無規定且所轄廳並無要求，但我們

在 40年前就主動請公認會計師、法人或是監察機構來做這樣的工作（對財

務收支簽證），現在也有其他的法人紛紛效法這個做法。 

7.請問貴會辦理宗教活動對外募集財物，是否會對外公開該次宗教活動款項或

物品者之姓名、金額或內容清冊？還是將該次活動收支情形列入財務收支

紀錄，由信徒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依貴國「宗教法人法」第 25 條第 3項規定，

申請閱覽？ 

本會不會在日常活動對外去募集財物。我們會有一年一次向會員呼籲有

這樣機會（類似募款的方式），因此都是由信眾直接去事務所捐獻並取得收

據。關於財務收支方面，創價學會本身要求比較嚴格，主要關係到大家對創

價學會的一種信賴，因為我們具有公信力（請公認會計師對財務收支作專業

確認）。 

8.請問貴會成立其他組織或事業(例如學校、醫院)，該組織或事業是否屬於內

部附屬單位，隸屬於貴會管理？還是必須依照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

另外成立法人？如果另外成立法人，則貴會對於附屬組織及事業機構是否

具有內控機制? 

本會成立的組織或是事業，有根據宗教法人法來推行公益事業或是收益

事業，此外也有根據行政機關的法令，成立的獨立法人組織。 

因為是另外成立法人，由於是不同法人組織，就無所謂內控機制。 

目前創價學會成立其他事業有： 

（1）學校法人部分，我們有創價大學、創價學園（小學、中學、高中） 

（2）公益財團法人部分，東京富士美術館、東洋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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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理教訪談紀錄 

時  間：105年 4月 14日下午 3時 30分至 4時 30分 

地  點：天理教本部會議室 

與會人員： 

日本天理教       海外部部長               田中善吉 

海外部次長               永尾比奈夫 

教務部宗教法人課課長     岩崎旬治 

海外部翻譯課             有賀善德 

中華民國內政部  民政司     簡任秘書    黃淑冠 

專員       劉哲良 

專員       周惠卿 

1.關於宗教統計涉及歸類問題，請問貴教在貴國「宗教年鑑」中被歸類為諸教

體系之一，請問此歸類是貴國政府根據貴教的意願？還是貴國政府依其他

機制認定？ 

關於本教被歸類為諸教部分，主要是因為日本政府在統計上分為神道系、

佛教系和基督教系，不屬於這 3類系統的宗教，就屬於諸教，這只是分類統

計，我們是沒有意見。 

天理教剛成立的時候，並非是獨一的天理教系統，一開始是屬於神道教

的一派，例如在江戶末期有所謂神道 13派，當初天理教屬於其中一宗派，

江戶時代結束之後，接著是明治維新，在那時代要傳教一定是要神道系才可

以，所以有一段時間必須有這樣名義才可以傳教，在戰爭的時代，天理教的

教義有修改過，如果以父母神教導的內容去傳教是不可能的事，都必須要按

照國家神道去修改，所以到了戰後(1945年之後)，我們所要著手的是恢復

原來的教義，由於著手整理恢復原來教義所需費時，才會到 1970年之後從

神道教系獨立出來。由於我們主張是天理教是不屬於神道系，所以政府才會

同意將我們歸類為諸教。 

2.請問貴教的組織型態為何？(例如目前代表役員、與所屬宗教團體之間的組

織關係、所屬宗教團體之數量、如何可成為所屬宗教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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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天理教組織部分，根據今（2016）年 1月底統計，海外教會有 323

個、全世界一共有 16,677個教會，其中具有法人資格的 13,796個。 

如何成立教會部分，首先成立一個教會至少要有「用木」身份者 16人，

這些人必須向本部申請，經過本部允許才可以成立。 

各地教會要另外成立宗教法人取得法人資格，必須要經過本部同意，假

設經過本部同意後，才會向當地地方政府去申請法人資格。 

本部與各教會是猶如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所以信仰上的關係和法人之間

的關係是不一樣的，各地教會的法人關係都是平等的。比方說各教會的教會

長都是要經過本部許可同意。 

3.依貴國「宗教法人法」第 23 條規定，宗教法人處理財產要至少 1個月前對

信徒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公告，請問貴教公告採取何種方式？若有人對於公

告有異議，則如何處理? 

天理教本部是包括宗教法人，根據宗教法人法規定，我們的公告方式，

例如刊登於雜誌「道之友」1次，同時也會在教廳(辦公廳)公告欄公告 10

日。 

除了我們本部以外的各地宗教法人，也是要根據宗教法人法規定辦理公

告，在其辦公室的公告欄公告 10日，公告 10 日之內如果有人有異議，我們

會溝通與說明。 

4.請問貴教是否會主動公開財務收支等文件？還是由信徒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依貴國「宗教法人法」第 25條第 3項規定，申請閱覽？ 

有關預、決算方面都是按照剛才介紹的公告方式，如雜誌「道之友」，

至於閱覽部分，是依據宗教法人法規定辦理，對方一定要具正當理由且不具

惡意（也就是具有正當目的與利益），會允許其閱覽，我們是有基準來判斷

是否為正當理由，會允許其閱覽。 

5.請問貴教辦理宗教活動對外募集財物，是否會對外公開該次宗教活動款項或

物品者之姓名、金額或內容清冊？還是將該次活動收支情形列入財務收支

紀錄，由信徒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依貴國「宗教法人法」第 25 條第 3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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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閱覽？ 

天理教是沒有對外募集財物。 

至於信徒捐款的相關資料是不會公開的，其申請閱覽是要有正當理由與

利益。 

6.請問貴教成立其他組織或事業(例如學校、醫院)，該組織或事業是否屬於內

部附屬單位，隸屬於貴教管理？還是必須依照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

另外成立法人？如果另外成立法人，則貴教對於附屬組織及事業機構是否

具有內控機制? 

天理教本部有成立學教法人天理大學，還有成立公益財團法人醫院。 

在日本的財團法人有 2種，1種是公益性，1種是一般性。 

天理教設立的其他法人我們認為是具公益性質的，但就政府機關法令而

言，比方說我們提供給信徒的獎學金就不是具公益性，就是所謂一般財團法

人。 

天理教成立的醫院是公益性財團法人，因為具公益性所以就不能營利。

天理教醫院基本上是由醫療部門、信仰方面問題的部門及生活照顧問題等 3

個部門組成，也就是 3種部門合再一起成立醫院，因此得以天理教信仰為主

來經營此醫院，我們甚至經常跟醫院講我們的創設目的及初衷，因此是不會

出現營利情形，主要是因為天理教在人事部分具有掌控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