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2008 年 7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July , 2008 

第 4 期  Arab World Studies  No. 4. 

 

伊斯兰经济  

 

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特点概论 
 

刘 天 明 

 
摘   要：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的伊斯兰教法与东西方传统的经济思想体系所根基的历史文化土壤

不同，前者必然体现出许多独特之处。从宗教与世俗的不同视角来看，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也具有与世

俗经济思想的不同之处。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深刻的道德烙印与浓厚的福利

精神、义利统一和相对均平的观念特点、非逻辑理性色彩和法律化、制度化、生活方式化的特点。伊斯

兰教经典经济思想的内涵深邃，外延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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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经典《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法中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内容，这些思想以及从这

些思想出发所确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对穆斯林社会曾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与西方和东方传统

的经济思想体系所根基的历史文化的土壤不同，伊斯兰经典中丰富的经济思想内容根基于阿拉伯

社会历史文化和体现出许多独特之处。另外，从宗教与世俗的视角来看，伊斯兰经典的经济思想

也具有与世俗经济思想的不同之处。 

 

一、深刻的宗教道德烙印与浓厚的福利精神 
 

    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属于伊斯兰教整体宗教思想的一部分，同伊斯兰教神学思想相比较，它

更多、更直接地关注和涉及世俗社会同现实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同世俗的经济思想比较，它

又具有强烈、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且突出表现在它同伊斯兰教信仰的紧密结合上。 

    伊斯兰教认为其经典经济思想均由真主、使者所授和根据真主、使者命诫的基本精神而加以

阐释。真主所授的经济思想内容集中于《古兰经》之中，使者以真主旨意所授的经济思想集中于

圣训之中，伊斯兰教法是根据社会现实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并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精

神，对伊斯兰的经济制度详加阐释并使之法律化。其中最基本的原则性法律是直接源于《古兰经》

和圣训的命诫。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包括信真主、信使者、信经典。“真主是独一无二的，是宇宙

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主宰者和受拜者，也是清算日的掌权者和裁判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

使者”，“《古兰经》是真主降示的最后一部真经”，“只有《古兰经》才是唯一神圣的、最完美无缺

的经典”
[1]81-95

。这就使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中包含着对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的信仰，使伊斯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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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经济思想成为神授和圣人所授的至高信条，具有神圣、绝对的权威地位。 

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中全力贯注和弘扬着基本宗教信仰，主要表现在：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

的核心经济问题是财产权问题，财产权的核心问题是财产的所有权，而伊斯兰教经典经济思想认

为所有财富均为真主所创造，所有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归真主所有。
[2]16

伊斯兰教是典型的一神教，

认为所信奉的真主是独一无二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主宰者（16：3；15：20；16：

5～14）。①根据万物源于真主的观念，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主张世间万物皆为真主所创造，世上一

切财产权仅属于真主所有，“天地的库藏只是真主的”（63：7），“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3：189）。

这就把现实社会经济的根本性问题——财产权问题，同伊斯兰教崇信独一神真主的最基本信仰融

为一体；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强调，人的宗教信仰比占有金银财宝更为重要。因为财富的多寡对

后世的福祸不起任何作用，“在世时没有信道，临死时仍不信道的人，即使以满地的黄金赎罪，也

不被接受，这等人将受痛苦的刑罚”（3：91）。将宗教信仰置于人们现实的物质利益追求之上；通

过宗教“两世说”来约束、限制、调节、引导人们现实的经济行为。伊斯兰教经典经济思想中有

大量旨在规范、指导人们现实经济活动的内容，这些内容均同“两世说”结合在一起，即符合这

些规范性命诫的今世经济行为，将在后世得到真主给予的美好报酬，反之，将在后世遭到真主严

厉的惩罚。这便将人世间的经济活动纳入到独一神真主的终极规定、约束、规范之中，使现实的

经济活动同信真主、信末日的宗教信仰相结合；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认为，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

社会经济领域的现象皆由真主预先安排(前定)，这符合伊斯兰教信前定的宗教信仰，也使其经济

思想体现出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上述四个方面的论述说明，伊斯兰经济思想同伊斯兰教宗教信

仰相融合，紧密结合，使之具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 

    伊斯兰教中，道德伦理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相传穆圣曾说过：“道德之于宗教，犹之精神之

与身体。” “我是被派遣来完成道德的。”
[2]
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达浦生也指出：“宗教者

所以维持道德也，维持道德乃宗教之本质也。”
[3]302,311

道德伦理被看作是伊斯兰教的精神、本质，

或者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或道德准则。在伊斯兰教的整体宗教思想体系之中，离不开赏善

罚恶这个基本的道德主题。伊斯兰经济思想是伊斯兰教教义、教法体系的组成部分，也离不开赏

善罚恶的基本道德主题。 

    伊斯兰经济思想把人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经济行为从宗教道德的标准出发划分为善、恶

两种，如勤奋工作、自食其力、施济贫穷、节俭、买卖公平、诚实守信等行为皆被视为体现真主

意愿的善行为，而吃重利、奢侈浪费、赖债、商品经济中的欺诈行为等皆被视为恶行为。对经济

活动中的善行，伊斯兰教主张施以美好的报酬，即现世与后世的幸福；对恶行施以严厉的惩罚，

“为主道而施舍财产，施后不责备受施的人，也不损害他，这等人，在他们的主那里，要享受他

们的报酬，他们将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262）。“后世之日，招摇撞骗的奸商，同暴君、恶

霸复活在一起，忠实利人的义商，同圣贤、烈士复活在一起”。
[4]
赏善罚恶的道德命诫贯注于伊斯

兰教经济思想之中。 

    伊斯兰经济思想在许多方面同宗教道德融为一体。如在财产权分配理论中，主张通过施舍、

乐捐等善的行为对现有财产实行再分配，以达到缩小社会贫富差别、人人皆享有真主所赐财产的

目的。这里的施舍、乐捐既是对现有财产的一种再分配形式，也是伊斯兰教所弘扬的一种高尚的

道德行为，财产的再分配形式同道德行为有机地融为一体。
[5]346

伊斯兰经济思想中还有大量较为

系统的经济道德观念、规定、命诫，欲图使穆斯林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道德的规范之中，如商业

                                                        
①本文所引《古兰经》均为马坚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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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中便含有大量商业道德思想，包括勤奋经商观、诚实经商观、公平交易观、互惠交易观、

凭约守信观、严禁重利观、合理竞争观、严禁投机观、保护生产观、保护消费者利益观等，使穆

斯林的商品交易活动受到系统的商业道德规范约束。
[2]16-29

 

经济思想同宗教道德相结合不仅使伊斯兰经济思想具有深刻的宗教道德烙印，而且体现出了

浓厚的福利精神。福利是社会对残疾、衰老、鳏寡孤独、贫穷者实施救济和帮助的具体体现。在

伊斯兰经济思想中，从人人均应享有真主所赐财富权利的原则出发，从救济穷人为善德的宗教伦

理观出发，逐渐形成了伊斯兰教福利精神的基本理论原则：要求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反对

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以免导致社会中的贫富悬殊。为缩小社会中贫富的差别，规定在富人的财

产中，“有乞丐和贫民的权利”，财产的主人有义务让他们分享。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伊斯兰

教从社会财富的占有、分配、消费、使用、人际经济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整套系统体现福利精神

的措施，如完纳天课、提倡施舍、分散遗产、减免债务等。这些措施均体现出伊斯兰教所主张的

“善”的道德行为。 

 

二、义利统一和相对均平的观念特点 
 

    “义利之辩”本是中国哲学史上(主要是儒家思想史)关于伦理问题的一项传统论题。“义”

指思想行为要符合一定的道德伦理标准；“利”指利益、功利。《论语》里有“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的说法。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认为，分辨义利“乃儒者第一义”
 [2]35-40

，强调兴义灭利。这

里我们以儒家“义利之辩”的方法和角度来考察分析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

其特点。 

    伊斯兰教的“义”有着特定的内涵：“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

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履行

约言，忍受穷困，患难和战争”（2：177）。伊斯兰教中的“义”主要包括了宗教信仰和宗教道德

两部分内容。道德信仰的“义”在伊斯兰教经济思想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如前所述，伊斯兰经

济思想具有鲜明的“宗教神圣性”和“深刻的宗教道德烙印”特点。然而，伊斯兰教既十分重视

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弘扬，也十分重视现实功利，认为合理合法地积极奋斗、获取功利，满足

自我的欲望，是真主所允许的：“伊斯兰教不是苦行主义的宗教，《古兰经》鼓励人们利用和享受

真主赐予人类的各种幸福”，“穆罕默德确实摒弃禁欲主义。《古兰经》教导穆斯林充分享受一切

允许享受的乐趣。穆罕默德肯定没有教导穆斯林实行禁欲，他自己也没有这样做过。”
[6]28

这说明

伊斯兰教并不排斥欲利，而是主张通过合法、正常的途径来获得利益和满足欲望，并且把这些利

益同大家分享。穆圣本人也是讲功利的，从他经商的经历就能说明问题。 

伊斯兰教不仅重视现实功利，而且将宗教信仰、宗教道德理想的追求同现实功利的追求有机

地协调、统一起来，主要表现在《古兰经》对施济行善的具体论述：“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

都是有利于你们自己的，你们只可为求真主的喜悦而施舍。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你们都将享

受完全的报酬，你们不受亏枉。”（2：272）。施舍于人，是善的行为，似乎于功利毫无关系，但将

从真主那里“享受完全的报酬”确是烙有明显的“功利思想”印记的。这种施舍的善良表现，将

会在现世和来世得到双倍的报酬。这样，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义”和功利的获得有机地结合

起来；宗教义务同功利的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伊斯兰教的“正义”之中包括“完纳天课”，是

穆斯林必须完成的五功之一。“信道而且行善，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的人，将在他们的主那里

享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会忧愁”（2：277）。但“完纳天课”并不是赤贫的人所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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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赤贫的人是真主所施济的人，但却并不是真主所特别青睐的人，要想得到真主的青睐和嘉

奖，必须通过艰苦奋斗，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发家致富，然后“完纳天课”。这里“完纳天课”

的“正义”行为和追求功利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同消极忍耐、安贫乐道、灭绝欲利之念，同靠

人施济的和尚、尼姑有着鲜明的区别。再如，朝觐亦为伊斯兰教五功之一，伊斯兰教规定每个穆

斯林一生之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至少要到圣地麦加朝觐一次。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都极其

向往到麦加朝觐。然而朝觐麦加需要有较雄厚的物质条件，所以朝觐的愿望往往成为穆斯林勤奋

工作、努力发财的动力之一，“义”和“利”在这里也得到了统一；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认

为的今世为痛苦、灾难、罪恶的宗教学说不同，它并不以否定现世的幸福为前提来承认来世的幸

福，而是既重来世的幸福又不放弃对现世幸福的追求。“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我给谁今世的报

酬，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我给谁后世的报酬。”（3：145）来世的幸福实际上是精神的追求，

现实幸福的基础是物质功利的获得。两世幸福说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义”、“利”相互统一、

结合与协调的特点。当然，“应该指出，两世幸福的基点是后世幸福，而不是今世的幸福”
 [7]25,70

。

这也体现了伊斯兰教义利统一观的特点，即在义和利的统一、结合、协调之中的基点是义。伊斯

兰教以“义”为前提，以“义”为根本，“利”必须服从、协调、结合、统一到“义”的基点、

根本、前提之上，今世的幸福“比起后世的幸福来是微不足道的”
 
（9：38）。 

从一定意义上说，伊斯兰经济思想是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产物，具有维护私有制的鲜明特色。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惟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获得的除外”（4：

29）。这肯定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债务和财产继承权问题上有突出体现，即经济活动

中常有借债、还债问题，伊斯兰教维护债主的权益，教导教民应积极偿还债务，维护私人占有财

产制。圣训认为：“假设一个人为主道三次殉命而身负有债，他便不能进乐园，必须还了债才

行。”
[8]311

伊斯兰教不仅通过来世学说督促债务人还债，而且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债权人的财产占

有权利。如教法对债务契约、债务履行、债权的维护等都有较详明的法律规定。伊斯兰教极为重

视财产的继承权问题、继承法的制定和实施，其实质也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是肯定并维护以家庭

个体经营为基础的财产私有社会制度。一般来说，财产的继承权问题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逐步

产生，原始共产制不可能存在个人财产继承问题。 

    在私有制社会，贫富分化是必然的现象。
[5]363

肯定私有制的合法性，就等于肯定贫富差异的

合法性。伊斯兰经济思想中，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能力和天资的差别。“我将他们在今世生活

中的生计分配给他，我使他们彼此相差若干级，以便他们层层节制”（43：32）。真主“使你们中

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级”（6：165），肯定了现实社会中贫富差异的合理、合法性。 

    在维护私人占有财产权、肯定贫富差异合理性的同时，伊斯兰教又提出了保障人人享有真主

所赐财产权的主张。这也同伊斯兰教兴起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关。伊斯兰教兴起前，阿拉伯社会在

总体上仍属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社会末期。一方面私有制和等级制度已逐渐确立，贫富

分化已逐渐显现；另一方面，氏族社会的传统观念及制度如血缘亲情、集体主义、平等、公平、

诚实守信、忠诚等朴素的社会意识和相应的社会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当时阿拉

伯地区贝都因人每年都要周期性地沿固定路线迁徙，赶着共同经营的驼群和羊群，逐水草而居。

在部落内部，牧场、水源、耕地甚至牲畜也是氏族集体的财产，通常帐篷和可以携带的物品才属

于私有。在此背景下，阿拉伯氏族社会的财产均平思想、互助的集体精神等传统观念积淀在阿拉

伯人的社会心理结构之中，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体现在伊斯兰教经济思想中，认为真主所创造的

财富是为人类生存、生活服务，社会全体成员(包括贫者甚至乞丐)都应享有真主所赐予的财产和

自然资源的权利，“我在大地上为你们和你们所不能供养者而创造了许多生活资料”（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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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私人占有财产权、肯定现实社会中贫富差异的合理性，与保障人人享有真主所赐财产基

本权利的主张在社会实践之中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在私人占有财产制社会中所导致的贫富分化严

重，必然影响贫者难以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贫富悬殊又易使阶级矛盾加深甚至激化，影响社会

的稳定。怎样既维护私人占有财产权、允许现实社会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贫富差别，又能够保障

贫者享有真主所赐财产的基本权利，从而缓和社会矛盾?伊斯兰教进一步提出了富裕者的财产中有

贫者的权利，穷人可以分享富人的财产，“他们的财产中，有乞丐和贫民的权利”（5l：19），旨

在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反对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以免导致社会中的贫富悬殊、贫者丧

失享有真主所赐财产的权利，并据此提出一系列对社会产品实行再分配的有力措施，来防止社会

贫富分化严重，保障贫者、弱智、低能者享有真主所赐财产的权利。这些措施包括缴纳天课、分

散遗产、提倡施舍、反对囤积财富和禁止高利贷等。 

上述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理论、措施中突出体现出了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均平观念：维护

私人占有财产权，允许贫富差异的存在，说明伊斯兰教没有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反对财富

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主张人人均享有真主的财产，并通过一系列财产再分配的措施来缩小贫富差

异，说明伊斯兰教反对贫富差异悬殊。既不主张平均主义，又反对贫富悬殊，体现了伊斯兰教相

对均平的观念。 

 

三、崇商重商的价值观念 
 

伊斯兰教发源地阿拉伯半岛的汉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商业要道之一。在这一地区的

麦加、麦地那等城市，几乎人人都参与商业活动，富商的社会地位十分显赫。这种特殊的社会经

济状况、自然地理条件和阿拉伯人的传统生活与文化，决定了伊斯兰教具有重视商业、崇尚商人

的价值取向。伊斯兰教重商、崇商的价值观念还体现在鼓励教民远行经商的论述中：“谁为主道

而迁移，谁在大地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财源，……�真主必报酬谁”（4：100），信徒出外旅行

时，即使减短拜功，也是无罪的。《古兰经》明确指出，作为对世人的一种施惠，真主为人们通过

海陆交通运输，准备好了内部与外部的贸易途径，因为交通始终是国际贸易最重要的运输手段，

为此反复地叙述船舶，以提示人们要记住这是真主的恩惠，而注意利用它们，甚至把航行作为表

示真主的存在与全能和知慧的迹象之一。
[15]110

《古兰经》中多处提到“出外奋斗”者、“大地上

寻找财富者”，主要指的是商人，认定经商是受真主喜爱的职业。把为经营商业而旅行，称为“寻

求真主的恩惠”（62：10；73：20；4：100），把为经营商业而周游各地的人们与为真主而战的人

相并提，“他知道你们中将有一些病人和别的许多人，或旅行四方，寻求真主的恩惠；或为真主

而战……”（62：10；73：20；4：100）。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曾这样评价过商人：“商人

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诚实的商人在报应的日子将坐在主的

影子之下”，“忠实可靠的商人，在复活日，将与烈士们在一块儿。”
[9]
他给予商人以高贵的荣

誉。另外，伊斯兰教特别强调“逊奈”的启示。所谓“逊奈”，在圣训意指“穆圣”的言行以及

经过“穆圣”许可或默认的别人的言行。就“行”来说，穆罕默德也有过经商的经历。在他年轻

时，曾为古莱氏富孀赫蒂彻经商，“他从不玩忽职守，事实上他证明自己是个精明、诚实的经理

人”
 [10]

。强调“逊奈”的启示，也体现出伊斯兰教所具有的崇商、重商的传统。 

比较世界三大宗教后发现伊斯兰教崇商、重商的特点极为显著。中世纪的基督教鄙视商品经

济，奥古斯丁总主教说过：“从事商业工作，实质上就是一种罪恶，因为它使人的性灵从真理即

上帝方面转移开了。”保罗教主曾武断地说：“在基督教当中不要有商业活动。”
[11]20

佛教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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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禁欲出世的宗旨，同追求现实功利的商业根本不相容。 

 

四、法律化和制度化特点 
 

    从理论思辩的视角来看，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的阐述具有非逻辑性推理、语录命诫式特点。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惟借双方同意的交易而获得的除外”(4：

20)。这是有关维护财产权的命诫。“一切相同的东西，必须等量交换，当面交清。多要多给，都

是利息，双方一律同罪”
[5]356

。这是关于商品交换的命诫。这类严厉的命令式指示在伊斯兰经典中

随处可见，其非逻辑推理式特点跃然纸上。  

    非逻辑性特点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论述方式很相似。但中国的经济思想没有命诫式特点。

如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13]

这句话直率地道出了孔子只要是求富有道就

乐于躬求的心情。在表达心情的话语中体现出他的经济价值观念，但不是论辩、推理式的阐述经

济思想，更不是命令、指示性的。 

非逻辑性同西方的理性思辩方式不一样。西方古典经济思想奠基于古希腊时代，色诺芬、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经济思想已透出了逻辑理性的光亮。色诺芬专论经

济的著作有《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他最先论述了分工和市场的关系，认识到分工的规模

取决于市场的大小……”《经济论》虽是以对话的形式来阐述观点，但提出问题—提出观点—举例

说明—深入分析的理性思辩方法已初露端倪。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从社会分工来论证组

织国家的正义原则，并且从使用价值来看分工，认为个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才能却是片面的，

因此人们必须分工和互助。分工能增进效用的质和量，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
[14]403-404

理

性思辩的特征已十分明显。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础。他非常重视理性归

纳，“没有归纳，就不可能有从一般中‘取得的’知识。”
[15]36

他的经济思想主要见于《政治论》

和《伦理学》中。他将理性归纳运用于经济学说中，阐述了“经济”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区分了

“经济”和“货殖"的概念。不仅区分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而且区分了“商品—货币—商品”

和“货币—商品—货币”两种流通形式。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古典“理性思辩”经济学的基础。 

伊斯兰经典的经济主张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思想，也是一种经济法律，一套经济制度和穆斯林

经济行为的指南、准则和生活方式。《古兰经》被认为是真主的启示，是基本的法律渊源。圣训是

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大立法依据。伊斯兰教法则是更为完备、详细的具体法律规定。所以伊

斯兰经典经济主张同时具有法律的性质。由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中包含着对伊斯兰经典经济思

想的信仰，使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成为神授和圣人所授的至高信条，具有神圣、绝对的权威地位，

所以，伊斯兰经典经济主张又成为虔诚的穆斯林自觉遵从的指南和准则。在非伊斯兰国家，伊斯

兰的经济主张并没有形成法律的效力，但虔诚的穆斯林群众也基本上能按伊斯兰经典经济主张的

要求去从事经济活动，逐渐使这些主张内化为穆斯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伊斯兰经典中有关消

费的一系列禁戒已成为穆斯林的生活习惯。 

 

五、结语 
 

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特点的形成同伊斯兰教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伊

斯兰经典经济思想是伊斯兰教整体宗教思想的一部分，它具有强烈、浓厚的宗教神学和道德色彩。

伊斯兰经典的内容具有宗教法律的地位，由此概括出的经济思想的法律权威性的特点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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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均平观与义利统一观是站在中华文化的背景和视角上来分析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的特点所得

出的结论。崇商重商的特点和非逻辑理性色彩是同其他宗教和其他文化经典比较中得出的结论。

总之，伊斯兰教经典经济思想的内涵深邃，外延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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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 of Islamic Classical Economic Ideology 
 

LIU  Tianming 
 

Abstract   The economic ideology of the Holy Qur’an, Hadiths and Islamic law(sharia)has many 
unique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traditional thoughts based on different 
history and culture. In addition, the Islamic classic economic though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secular 
economic thoughts on the view of religion and secular. There are conspicuous feature of religious 
theology, profound brand of religion morals and welfare spirits, the concept of unit on moral principles 
and profits, relatively average, non-logic reason and the character of legality and unique life style based 
on the Islamic classic economic thoughts. the Islamic classic economic thoughts have profound content 
and substantial extention. Researchers can summariz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different angles 
and perspectives. 
Key Words   Islam; Economic Ideology; the Holy Qur’an; Hadi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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