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2012年 3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Mar. 2012  

第 2期  Arab World Studies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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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金融的实践与挑战* 
 

马 玉 秀 

 

摘    要：伊斯兰银行诞生于 20 世纪五十年代末。目前，全球已有近 80 个国家开

办了伊斯兰银行及相关业务，伊斯兰金融体系已颇具规模，欧美国家也相继推出了

打造全球伊斯兰金融中心的战略规划，以伊斯兰银行为主体的伊斯兰金融呈现出旺

盛的生命力。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中极具威权性，占据了全球

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伊斯兰金融体系在与西方经济体系的碰撞中，也面临着一系

列挑战。因此，如何实现与异质经济系统的成功衔接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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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属 2008 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08JZD0039）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所级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全球金融业也呈现出更

加开放、多样的格局。当前，以伊斯兰银行为主体的伊斯兰金融方兴未艾，呈

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全球已有近 80个国家开办了伊斯兰银行及相关业务。

伊斯兰金融既具有商品市场金融体系的普遍特征，又因受限于伊斯兰教律法的

影响而独具内蕴。穆斯林经济生活根植于神圣的宗教律令，真主允许谋取正当

的行业，商品交易很受重视，但任何交易若涉及不公正、欺骗或剥削，均为伊

斯兰教律法所严禁，从而形成了伊斯兰准许借贷，但严厉谴责高利盘剥的金融

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伊斯兰金融体系。 

现代社会金融关系错综复杂，金融产品多种多样。伊斯兰金融理念的重要

实践之一是伊斯兰银行的建立，还包括通过金融机构和在金融市场上直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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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如股票与债券的发行和认购、保险、租赁等。 

 

一、伊斯兰金融理念 
 

里巴（Riba）禁令是伊斯兰金融体系的中心信条。其字面含义是剩余额，

与本金偿还期和数额有关的任何正向的、固定的、事先确定的利息都被视为里

巴而被禁止。《古兰经》中，不仅高利贷是里巴，利息也被视为里巴，多处提及

并加以禁止。“吃重利的人，要像中了魔的人一样，疯疯癫癫地站起来。这是因

为他们说：‘买卖恰像重利。’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
①
除了禁止高利贷

与利息，有学者认为里巴的第三个要素是“由于对方推迟支付，而对借出的钱，

或者商品要收取额外的利钱是不合法的，因为时间不能作为一种商品。”
② 

伊斯兰教最初只是禁止放债取利，劫取不义之财，后经麦地那和库法等地

的教法学家进一步拓宽，利息“泛指一切不劳而获和投机取巧之所得”
③
。在金

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伊斯兰利息理论曾一度作出让步，多数伊斯兰国家对

该问题采取模糊态度。随着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再兴起，

利息问题再次成为伊斯兰加强其宗教属性的一项重要内容。 

高利贷在当前属一种法律行为，高利率是高利贷最明显的特征。但伊期兰

教反对不劳而获收取利息和高利贷，因此有人将“零息”或“低息”视为伊斯

兰金融理念的主要特点，利用囤积所得进行高利贷更被严加禁止。伊斯兰经济

关于赢利的限制不仅表现在限制不公正地获取现金上，而且教导信仰者彼此进

行经济交往时要谨慎对待。 

利息或高利贷的流动使财富集中于少数人，导致人类对其同伴的非人性化

关照，因而被视作不利于社会的行为而遭否定。伊斯兰教强调个体必须依靠发

挥自身的能力维持生计。个人付出的劳动，包括企业行为，是获取报酬和所有

权的主要源泉，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都不应被闲置，禁止带来不利于社会的行

为方式，在物品市场中提倡竞争，阻止垄断、赌博和投机活动等有利于某一群

体而危及其他交易者的活动。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伊斯兰金融理念引申出以下观点：借贷双方要共担风

险；储蓄是为了满足未来的消费并保障计划开支，防止不测造成的经济困窘，

提倡正当的储蓄行为；区别固定利息和浮动利息。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通货

                                                        
①《古兰经》（“黄牛章”第 275 节），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巴基斯坦]阿提亚·罗比：《关于伊斯兰教禁止利息的规定》，巨积兰,南文渊摘译，载《青

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 年第 4期。 

③ 李艳枝：《浅析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载《阿拉伯世界》2003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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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率扶摇直上，传统信用理论受到巨大冲击，为适应新情况，伊斯兰经济学

家提出利息禁令只适用于净利息，不适用于通货膨胀产生的虚利息（浮动利息），

以免银行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二、伊斯兰金融实践 
 

伊斯兰银行是伊斯兰金融体系的独特产物。伊斯兰银行是阿拉伯—伊斯兰

国家依据《古兰经》禁息原则建立的金融信贷机构的统称。有学者认为，“伊斯

兰银行是在伊斯兰公正框架下收集资金，有责任性的为伊斯兰社会服务，实施

公平分配，并沿着伊斯兰路线分配资金的银行。”
①
换言之，伊斯兰银行是遵循

伊斯兰信用思想，正确运用资金投资，寻求体现伊斯兰经济理念，并将其理论

运用于实践，从理论的指导到具体的现实都要寻求合法所得的实体。 

伊斯兰银行出现于 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最早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的穆斯

林中出现了一种没有利息、客户与银行分摊盈亏的银行机构，很快传到了阿拉

伯世界。1963年，埃及开设了第一家伊斯兰金融机构——米特贾姆斯储蓄银行。

银行先驱艾哈迈德·纳贾尔是曾在西德一家储蓄银行有过实践经验的埃及学者，

他将德国经验带到了尼罗河地区。银行的运营建立在借贷者与储户都无息的盈

亏共担的伊斯兰原则基础之上，但该银行并未被冠以“伊斯兰”，因为当时的埃

及正在快速迈入纳赛尔总统所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国有化法令势不可挡，

在这种情境下，米特贾姆斯储蓄银行冠以“伊斯兰”似有难度。但如纳贾尔所

言,只要银行在伊斯兰无息基础之上运作，冠名与否似无大碍。
②
与当时埃及的

所有银行一样，米特贾姆斯储蓄银行属政府国有，隶属于财政部，但银行拥有

一定程度的自主运作权，这在当时已属不易。银行业务主要有储蓄、借贷、参

与股权、直接投资、社会服务等，银行的融资对象主要为当地的小业主。 

20 世纪七十年代，泛伊斯兰主义兴起，“欧佩克”组织大幅提高油价，石

油美元滚滚流入中东地区，成为建立伊斯兰银行体系的催化剂，伊斯兰银行业

大规模兴起。主要有 1975 年的迪拜伊斯兰银行，1977年的科威特金融社，1978

年沙特的拉吉希货币兑换和商业有限公司、约旦伊斯兰金融与投资银行，1979

年巴林的伊斯兰银行、伊朗伊斯兰银行和卡塔尔的交流和投资公司，1980年埃

及的国际投资与发展银行，1983 年苏丹的塔达蒙伊斯兰银行，1984 年的沙特融

                                                        
① al-Naggar,A.,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Theory:the Islam Approach, Muqaddimah lil 
nazariah al- iqtisadiah: manhag al-sahwah al-Islamiah, Dar-al-Fikr,1973(in Arabic).p.121. 
② Mohammed Ariff, Islamic Banking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8,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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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社和西苏丹伊斯兰银行。埃及、苏丹还于 1977 年、土耳其于 1985年出现了

以已故的沙特费萨尔国王之名命名的银行。20 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出现了巴拉克

集团：1982 年苏丹的巴拉克银行和沙特的巴拉克投资与发展有限公司；1984

年巴林的巴拉克伊斯兰投资银行和巴拉克土耳其金融社。此外，伊斯兰银行也

入驻欧洲：如 1978 年卢森堡的伊斯兰银行系统，1980 年英国的拉吉希伊斯兰

投资公司，1981 年瑞士的达鲁马里·伊斯兰，1983年丹麦的国际伊斯兰银行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伦敦交易所的穆拉巴哈交易激发了伊斯兰金融业在英国的

发展。此外，为加强和促进各国伊斯兰银行的合作和协调，1981 年成立了“伊

斯兰银行国际联盟”，总部设在埃及。 

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设立依赖两大因素：一是基层民众伊斯兰意识的

增强。若客户不信奉伊斯兰教，就不大可能建立伊斯兰银行，也很难营造伊斯

兰金融体系。若没有客户愿以沙里亚法作为储蓄和投资方式，伊斯兰金融机构

即便能成功推出，也会缺少持续发展和生存的条件；二是富裕穆斯林以及政府

的财政支持。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富裕的穆斯林尤其是

阿拉伯穆斯林相信伊斯兰银行系统取代利息银行的可行性，从而给予了雄厚的

财力支持，如达鲁马里·伊斯兰和巴拉克集团；政府的财政支持，科威特金融

社和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的设立即源于此；广大普通民众的贡献也意义非凡，

如约旦伊斯兰银行 98.7%的资金为私人所有（1.3%的资金属约旦住房银行），其

持股人不都是大股东，也并非由典型的富裕石油国家建立。约旦伊斯兰银行的

成立表明，即便没有政府或富裕发起人的支持，伊斯兰银行也可以建立并发展。 

伊斯兰金融体系的建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大量的客户和服务项

目；二是有各种类型的伊斯兰金融机构；三是具备伊斯兰内部金融市场。为构

建伊斯兰金融体系，1989 年，马来西亚政府出台了《银行和金融机构法案》，

授权国家银行监管伊斯兰银行，国家银行允许现有银行机构开展伊斯兰银行业

务。这一决定有效地增加了伊斯兰银行的数量，伊斯兰银行服务项目也大大增

加，出现了 40 多种伊斯兰金融产品和服务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伊斯兰银

行的吸引力和活力。1999 年 10 月 1 日，马来西亚第二家伊斯兰银行成立，加

上其他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和招商银行，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体系形成。1994

年，马来西亚伊斯兰内部金融市场正式建立。 

经过多年的实践，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现已自成体系。马来西亚是世界上

第一个执行双重银行体系的国家。少数伊斯兰国家，如伊朗和巴基斯坦是单一

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则以普通银行为主，辅以零星的伊斯兰

银行，只有马来西亚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伊斯兰金融体系。马来西亚前总理马

哈蒂尔对此十分自豪，2000 年 9月 1 日，他在美国芝加哥一次会议上指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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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实践了独特的伊斯兰银行体系，实行双重体系。这种成熟的伊斯兰银行体系

与普通银行体系并行，不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每个人都能从伊斯兰银行

的服务中获益，不论人们信仰什么，都能接受伊斯兰银行的服务，这是令人欣

慰的，它不会妨碍经济活动和发展。”
①
马来西亚的这种双重银行体系受到其他

伊斯兰国家的重视，被视为伊斯兰国家金融体系未来发展的成功范式。 

 

三、伊斯兰金融市场面临的挑战 
 

目前，不论是伊斯兰国家，还是非伊斯兰国家，都瞄准了全球 15亿穆斯林

客户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纷纷提出打造伊斯兰金融中心的战略规划。近年来，

伊斯兰金融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伊斯兰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

引起了国际银行业的广泛关注，一个正在形成的伊斯兰银行体系似乎预示着其

改善全球金融格局的巨大潜力。尽管如此，伊斯兰银行自身发展仍面临许多挑

战。 

第一，伊斯兰金融市场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够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伊

斯兰银行营运较之传统银行有更多风险而较少获利。 

（一）较少的避险工具与技巧使伊斯兰银行运营风险更大。由于伊斯兰法

禁止利息，且某些学者对“风险”和“不确定”（Gharar）的解释使伊斯兰银行

不能使用诸如选择权、期货及远期等许多传统银行避险工具的避险策略与技巧。 

（二）政府证券等短期负债产品及货币市场的低程度发展或缺失使得伊斯

兰银行失去了部分获利机会，也使得伊斯兰银行流动性不足，容易发生流动性

风险。一方面，面向伊斯兰银行固定收益产品的高流通性二级市场并未形成，

伊斯兰银行不得不专注于短期工具以确保充分的流通性，承受比传统银行更大

的市场风险。尽管一些伊斯兰国家政府已经通过发行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政府债

券来创造流通性，但由于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政府债券和高质量民营企业商业本

票的缺乏，还没有任何伊斯兰银行已经完全克服流动性不足这一劣势。且由于

专注于短期工具，伊斯兰银行很容易出现资产负债不匹配的情形。因此，伊斯

兰银行通常被迫在中央银行准备金账户或通汇账户上持有相对大比重的资产以

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但由于中央银行相关账户的报酬为零或很低，已

显著影响银行的获利能力，不利于其竞争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就货币市场而

言，由于难以定义报酬率，伊斯兰货币市场工具未有明显进展。
②
 

                                                        
① Ed.by Hashim Makaruddin, Islam and the Muslim Ummah:Selected Speeches of Dr.Mahathir 
Mohamad, Subany Java:Pelanduk Publications(M)Sdn Bhd, 2000, p.54. 
② 沈晓明：《伊斯兰银行知识读本》，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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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伊斯兰金融市场缺乏规模效应 

规模对于降低成本至关重要，然而根据国际标准，伊斯兰银行确实远远没

有达到理想的规模，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根据当地标准也是如此。在一些国家，

将对伊斯兰银行的需求总量加在一起，恐怕也无法建立起一家具有有效规模的

银行，因此将国内现有伊斯兰银行合并不可能成为解决之道。而与普通银行合

并，即使品牌和基础设施保持独立，也可能使伊斯兰银行的信誉受损。同时，

大部分伊斯兰银行在进行高风险项目时缺乏技能和经验。伊斯兰银行的第三方

服务提供商至今尚未出现，部分原因是语言障碍以及伊斯兰银行产品的复杂性。

不同国家甚至是不同银行间产品结构的区别，也增加了跨国扩张和后台职能外

包的难度。
①
 

第三，伊斯兰金融市场缺乏持续的竞争力 

由于受到政府的保护，大部分伊斯兰银行的运行是顺畅的，但随着全球化

程度的深入，伊斯兰业务的发展潜力和势头吸引了诸如汇丰、瑞银等银行业巨

头的关注。伊斯兰国家政府出于建设国内市场和支持行业发展的需要而放宽了

各项法规约束，那些同时提供伊斯兰银行产品和普通银行产品的混合型银行开

始进入伊斯兰银行市场，原有的伊斯兰银行政策和垄断优势正在被新进入市场

的竞争者蚕食。这些竞争者将符合伊斯兰教法的产品同高超的营销手段及客户

服务技巧结合在一起，使用各种策略寻找发展机会。要在这一新的环境中保持

竞争力，现有的伊斯兰银行必须采纳多种经营方式，如确定最有价值的客户，

并为他们提供高品质的差异化服务；提高运营效率，加强风险管理等。
②
 

 

四、结语 
 

目前，全世界约有 200 家伊斯兰银行，总资产为 3000亿美元，资本总额达 

500 亿美元，存款总额有 1700 亿美元。
③
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伊斯兰银行都

成就斐然。伊斯兰银行取得了巨大成就，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即便如

此，它也存在一些问题，若要与西方银行进行有效竞争，还需进行相当大的努

力。 

伊斯兰金融体系的前景如何并无统一的答案。伊斯兰金融的发展需要一系

列的条件，必要条件之一即是遵循伊斯兰理念。伊斯兰金融的持续发展离不开

                                                        
① 沈晓明：《伊斯兰银行知识读本》，第 100页。 

② 沈晓明：《伊斯兰银行知识读本》，第 100页。 

③ Ahmed EL-Ashker and Rodney Wilson, Islamic Economics: a Short History, Boston: Boston 
Press, 2006, p.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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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在其经济行为中对伊斯兰理念的遵循，若社会缺乏执著的伊斯兰理念，

就不会存在伊斯兰经济，特别是伊斯兰银行。伊斯兰理念越深入人心，伊斯兰

经济实践范围越大、程度越深，伊斯兰金融存活、发展的机会也就越大。从这

个意义上讲，凭籍伊斯兰世界的执著信仰以及伊斯兰教在非传统区域的发展态

势，伊斯兰金融体系自有其巨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潜力。与此同时，伊斯兰教

尽管对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但相较于政治和社

会生活领域，它对经济的影响是最小的，不能高估伊斯兰教对经济领域的实际

影响，因为民族国家一直将能带来国富民强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放在首位，

它们必须采纳现代经济体制和运作模式，强调效率和发展。政府制定经济发展

政策时，虽然强调以伊斯兰原则为基础，但实际上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当今

世界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各国的经济运作模式必须与国际接轨，如果

过分强调严格遵守所有的伊斯兰经济原则，势必与现代经济体系格格不入，因

此，伊斯兰教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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