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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思想  

 

《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伊斯兰经济思想＊  
 

祁 学 义 

 

摘  要：伊斯兰经济思想是关于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经济问题理论和观点的统称。其渊源主要依

据《古兰经》和圣训，以伊斯兰信仰和道德伦理为基本特点。伊斯兰积极入世的思想，对社会、经

济、生活均有指导和干预作用，因此，其经济思想、理论、实践都受《古兰经》和圣训教诲的制约。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核心的伊斯兰经济思想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经济理

论及其实践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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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中东国家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06GGDGJW007）及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前期成果之一。 

 

伊斯兰经济学是根据伊斯兰法及其宗旨和总则，对个人如何处理生产、消费及二者间的矛盾

而展开研究的学问。
[1]23

伊斯兰经济思想主要指《古兰经》与圣训中所包含的经济思想，以及在此

基础上演绎的经济理论
 [2]87

，亦称“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古兰经》和圣训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

阐述，是伊斯兰国家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也是穆斯林个体经济活动的宗教道德规范。伊斯兰经

济与道德关联紧密，且将经济活动视为道德责任。
[3]35

《古兰经》与圣训中有大量关于财产权、商

业活动、商业道德、商业规范、社会福利、消费观念、课税制度、农林牧业、借贷还债等方面的

命诫、要求、论述，其中涉及商业问题的论述最多，成为伊斯兰教法及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4]15 

 

一、伊斯兰经济观 
 

伊斯兰经济理论和观点源自《古兰经》和圣训。其一系列理论和观点形成了伊斯兰经济制度，

包含财产制度、商事制度、金融制度、税收制度、遗产制度、瓦克夫制度
①
等。其基本特点是从宗

教信仰和宗教道德规范出发来观察经济事务和经济活动，从信仰者对真主的义务角度作出原则规

定，作为主命的一部分，责令穆斯林遵循。伊斯兰经济思想主要有： 

1. 财产观。伊斯兰提倡勤劳致富，消除贫穷，认为财产是大众利益的一种工具，是建设生活

的一种强力媒介，反对依赖他人生活和寄生的思想。据粗略统计，“财产”（Mal）一词以不同形式

在《古兰经》中出现 87 次，足见伊斯兰对财产和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基于钱财在生活中的重要

                                                        
① “瓦克夫”，阿拉伯语“保留”、“扣留”之意。特指留置部分或全部财富或能产生收益价值的土地、产业，专

门用于符合伊斯兰教法规定的宗教与社会慈善事业，是一种特殊的伊斯兰经济制度，亦称“瓦克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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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以及人类爱财之本性，伊斯兰顺乎人性，合理地看待财产，但提醒人们不要被金钱所迷惑。

《古兰经》中说：“迷惑世人的，是令人爱好的事物，如妻子，儿女，金银，宝藏，骏马，牲畜，

禾稼等。这些是今世生活的享受；而真主那里，却有优美的归宿。”
①
（2：14）如果正确地看待钱

财，钱财将成为生活中的点缀和装饰，正如《古兰经》所说：“财产和后嗣是今世生活的装饰；常

存的善功，在你的主看来，是报酬更好的，是希望更大的。”（18：46）伊斯兰教导人们不要过分

迷恋金钱，成为金钱的奴隶和崇拜者，否则，钱财将成为一种后患无穷的毁灭性灾难。《古兰经》

说：“你们的财产和子嗣，只是一种考验，真主那里有重大的报酬。你们当量力地敬畏真主，你们

当听从他的教训和命令，你们当施舍，那是有益于你们自己的。能戒除自身的贪吝者，确是成功

的。”（64：15～16）伊斯兰对财产的取得、占有、利用和处理等基本观点是伊斯兰经济观的集中

体现，其他经济思想皆以此为据。其基本原则是：首先，一切财富全归真主所有。伊斯兰认为真

主是万物的创造者，也是万物的拥有者，诸如土地、庄稼、森林、海洋、矿物等世上的一切都是

真主的，人类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者，事实上也只是一个受托者。《古兰经》多次重申一切财

富均属于真主：“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53：31）“你们把真主赐予你们的财产的一部分给他

们。”（24：33）“你们应当信仰真主和使者，你们应当分舍他所委你们代管的财产。”（57：7）基

于此，伊斯兰认为一切财富的主权只归真主，真主赐给人类的财富属于全社会，人们占有财产是

受真主的托付，代替真主在世间掌管，在履行一种社会职责。既然是代管，就须按真主的意愿、

意志、宗教规约处理财产。据艾布·赛伊德·胡德里传述，先知说：“现世是甜美、翠绿的，的确

真主让你们做代治者，他将观察你们如何工作。故你们当谨防现世，当谨防女色（之诱惑）。以前

的以色列人遭不幸主要源于女色。”
[5]1187

凡是以抢劫、偷窃、敲诈、欺骗、赌博、放债、投机、垄

断、受贿等手段取得的钱财都是罪恶行为。
[4]18

据艾布·胡莱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奸淫者若

是真信士，就不奸淫了。饮酒者若是真信士，就不饮酒了。偷盗者若是真信士，就不偷盗了。掠

夺他人财物者若是真信士，就不掠夺了。”
[6]95

《古兰经》对财富的管理、开发和利用亦有详细规

定，严禁愚人理财，谨防挥霍浪费、垄断投机、高利贷等。
[7]207

其次，反对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

义，允许“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16：17）。最后，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允许个人拥有合

法劳动所得，“个人只能享受自己的劳绩”（53：39）。伊斯兰允许私有制，将财产分为公共财产和

私有财产，从而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但反对贫富差别过大。 

2. 税制观。“国库”（Baitu-al-mal）作为特殊的伊斯兰经济机构，主要负责国家财政分配和最

基本的经济保障。伊斯兰初期，公共财产集中存放于清真寺，随着公共财产的增多，设立了国库

这一管理部门，主要负责管理田赋税、人头税、商业什一税、战利品五分之一、天课等伊斯兰国

家的主要财政来源。田赋税叫“海拉吉”（Kharaj），是向非穆斯林征收的土地税，倘若非穆斯林

改信伊斯兰教，则无需交纳，交纳天课即可。人头税（Jizyah）针对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非穆斯林，

成年男女每年须交纳一第纳尔
 [8]41

，凡交纳者均受到伊斯兰国家的保护，享受与穆斯林平等的待遇,
 

[9]63
当其生命、财产遭到侵害时，伊斯兰国家有责任保护他们。但非穆斯林中的病人、经济困穷者、

牧师可以免交，穷人还可从国库领取基本的生活保障。
[10]122

商业什一税（Oushur-al-tijarah），指伊

斯兰国家向商人课征的税收，相当于当今的“关税”或“个人所得税”，生活在伊斯兰国度、享受

伊斯兰国家保护的非穆斯林商人须交纳贸易额的百分之五；来自敌对国的非穆斯林商人须交纳百

分之十，穆斯林商人只需交纳天课即可。据齐亚德·本·胡代尔传述：“欧麦尔派我去收什一税，

他让我向来自敌对国的商人征收百分之十，向受到保护的非穆斯林商人征收百分之五，向穆斯林

征收百分之二点五。”
[8]53

战利品的五分之一（Khumus-al-gana`im），指根据《古兰经》规定，穆斯

林在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将其分成五份，四份分配于穆斯林战士，余者划归国库，专门用于主

                                                        
① 本文引用的《古兰经》译文均出自马坚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阿文原文由沙特阿拉伯

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制厂回历 14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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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救济至亲、孤儿、赤贫者和旅客。真主说：“你们应当知道：你们所获得的战利品，无论是什

么，都应当以五分之一归真主、使者、至亲、孤儿、赤贫、旅客，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两军交锋

而真伪判分之日，我所启示我的仆人的迹象。真主对于万事确是全能的。”（8：41）天课（Zakah），
伊斯兰五大根基之一，法定的宗教义务，《古兰经》和圣训有时也称之为“索德格”（Sadagah），
凡穆斯林应自觉交纳，否则强行征收。凡生活中有价值的物品，如骆驼和牛羊等牲口、小麦等谷

物、金银等货币，达到纳天课条件者均须交纳。 

当今伊斯兰社会不再有田赋税、人头税、商业什一税、战利品五分之一制等财政制度，“国库”

的收入也大大萎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伊斯兰国家根据经训精神，又规定了新的一系列

财政制度，虽然“国库”的职能大不如从前，但通过“天课”一直发挥积极的作用。 

3. 商业观。伊斯兰允许正当合法的经营，个体有自主选择职业或谋生渠道的自由。伊斯兰商

业观主要体现于伊斯兰教法就商品交易、各种商事契约所做的一系列原则规定，具体涉及买卖、

租赁、雇佣、转账、担保、委托、农耕、借贷、合伙经营、合伙耕地、典当、契约等活动。 

4. 金融观。伊斯兰提倡发展经济，允许正当合法交易，倡导公平分配资源。若有多余的资本，

伊斯兰倡导以“合资经营”（Mudarabah）、“合伙耕种”（Muzaraah）等投资或融资形式发展，保证

资本流通，反对将其储存。“窖藏金银，而不用于主道者，你应当以痛苦的刑罚向他们报喜。在那

日，要把那些金银放在火狱的火里烧红，然后用来烙他们的前额、肋下和背脊。这是你们为自己

而窖藏的金银。你们尝尝藏在窖里的东西的滋味吧！”（9：34～35）“禁息”是伊斯兰金融活动的

基本原则，《古兰经》中说：“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2：275）据阿卜杜拉传述，真主的

使者诅咒吃利息者和放利息者。
[5]697

又据贾比尔传述，真主的使者诅咒吃利息者、放利息者、记

录者及证人。使者还说他们都是同罪。
[5]697

基于此，一切形式的“利息”，不论多少，均属非法。 

 

二、《古兰经》和圣训规定的伊斯兰经济行为 
 

伊斯兰重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平衡，将其视为人类幸福的基础。《古兰经》要求穆斯林积

极进取，在信仰真主、感谢主恩的基础上追求一切美好的事物，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以求两世吉

庆。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啊!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的佳美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你们不

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你们当吃真主所供给你们的合法而佳美的食物，你们当敬畏

你们所信仰的真主。”（5：87～88）纵观上述理论与观点，伊斯兰所允许的经济行为有： 

1. 劳动。劳动是谋生的基本手段。伊斯兰鼓励劳动，反对无所事事和游手好闲。真主说：“当

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布在地方上，寻求真主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地记念真主，以便你们

成功。”（62：10）憎恶倚赖他人、乞讨度日。据艾布·胡莱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以掌握我生

命的真主起誓！你们宁可拿着绳子以打柴为生，也强于向人乞讨，还不知人家是否给予。”
[11]307

伊斯兰奖励劳动，将劳动视为敬拜真主的功修。真主说：“他为你们而使大地平稳，你们应当在大

地的各方行走，应当吃他的给养，你们复活后，只归于他。”（62：15）据米格达德传述，真主的

使者说：“每一个人所吃的食物，最好莫过于自己亲手劳动所得。真主的先知达乌德曾靠自己劳作

而生活。”
[12]110

据米格达姆传述，先知说：“自食其力者再好不过了，真主的先知达乌德就是自食

其力的。”
[6] 7

另据艾布·胡莱赖传述，真主的使者说：“先知达乌德总是自食其力。”
[6] 7

先知达乌

德身为国王，仍自食其力，是值得仿效的榜样。伊斯兰不但要求人们劳动工作，而且要求把工作

做得尽善尽美，甚至将其视为博得真主喜悦的功修。 

2. 遗产继承。伊斯兰对遗产继承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古兰经》妇女章详述了遗产继承的

规定和份额，称其为“从真主降示的定制”，旨在凸显伊斯兰遗产继承规定的公平与合理。遗产继

承还包括遗赠，指被继承人临终前以遗嘱方式转让其部分遗产的行为。根据经训规定，遗赠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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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全部净财产的三分之一，被赠者不是赠者的法定继承人。如塞阿德·本·艾布·宛葛斯传述，

我在麦加时，先知来探望我。我说：“真主的使者啊！我是否可以用我全部的财产遗赠？”他说：

“不行。”我说：“一半？”他说：“不行。”我说：“那三分之一呢？”他说：“就三分之一，而三

分之一也是够多的。你让继承者成为富足者，强于使他们受穷向人乞讨。无论你花费多少，都属

于施舍，甚至你喂到妻子口中的一口食物。
 [11]269

 

3. 馈赠。伊斯兰鼓励相互馈赠，以加强友谊，发展互助精神。先知从不接受施舍，但他接受

馈赠。据艾布·胡莱赖传述，每当有人给真主的使者送来食物时，使者先要问：“是礼品还是施舍？”

若有人说施舍，他就不吃。若说馈赠，他立即与同伴们一起吃。
[6]117

又据阿伊莎传述，真主的使

者接受赠品，并回赠礼物。
[6]119

馈赠的物品不得收回，以免伤害感情和尊严。据塔武斯由其父传

述，伊本·阿拔斯说，先知说：“收回赠物的人，犹如重新吞食其呕吐物的狗一样。”
[6]120

可向非

穆斯林馈赠，也可接受其馈赠。 

4. 借贷。仅指完全出于互助精神的无息借贷，与馈赠、遗赠同属慈善互助行为，有助于加强

友爱。借贷是人际交往中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为此发生的争执较多，甚至造成严重后果。《古兰

经》明确规定借贷的细节问题，以免产生纠纷：“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彼此间成立定期借贷的时候，

你们应当写一张借券，请一个会写字的人，秉公代写。代书人不得拒绝，当遵照真主所教他的方

法而书写。由债务者口授，（他口授时），当敬畏真主——他的主——不要减少债额一丝毫。如果

债务者是愚蠢的，或老弱的，或不能亲自口授的，那末，叫他的监护人秉公地替他口授。你们当

从你们的男人中邀请两个人作证；如果没有两个男人，那末，从你们所认可的证人中请一个男人

和两个女人作证。这个女人遗忘的时候，那个女人可以提醒她。证人被邀请的时候，不得拒绝。

无论债额多寡，不可厌烦，都要写在借券上，并写明偿还的日期。在真主看来，这是最公平的，

最易作证的，最可祛疑的。但你们彼此间的现款交易，虽不写买卖契约，对于你们是毫无罪过的。

你们成立商业契约的时候，宜请证人，对代书者和作证者，不得加以妨害；否则，就是你们犯罪。

你们应当敬畏真主，真主教诲你们，真主是全知万物的。”（2：282）伊斯兰鼓励并倡导互助精神，

据艾布·胡莱赖传述，先知曾向一个人借了一峰一岁的驼羔，那人向先知讨还，先知对众人说：

“你们还给他。”众人去找骆驼，结果他们只找到了年岁稍大一点的骆驼，先知说：“你们还给他。”

那人说：“你充足地给我还了债，愿真主充足地回赐你。”真主的使者说道：“你们中最好的人，便

是还债慷慨的人。”
[6]74 

 

三、伊斯兰经济道德 
 

伊斯兰商业法规尤其是商业道德，对穆斯林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联系到其宗教信仰。
[13]681

它

要求穆斯林诚实、守信，严禁以不正当手段谋求财富。真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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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伊本·迈斯欧德传述，先知

说：“谁为了侵吞别人的财产而发伪誓，在后世，真主将谴怒于谁。”
[6]140

伊斯兰反对腐败，严禁

行贿受贿。据邵巴尼传述，真主使者说：“愿真主诅咒行贿者、受贿者、中间介绍人。”
[14]1641

严禁

非法霸占别人的土地。据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本·哈里斯由艾布·塞莱迈传述，他与另一

些人因一块地发生纠纷，他把此事告诉了阿伊莎，阿伊莎说道：“艾布·塞莱迈啊！你千万别占他

人土地，因为真主的使者说：‘谁侵占了别人一拃土地，复生日，将以七层天给他带上项圈。’”
[14]259

 

公平交易，反对剥削。伊斯兰允许公平交易，鼓励用合理手段谋求福利，反对一切形式的剥

削和非法占有，交易中不可缺斤短两或欺骗。真主说：“你应当借真主赏赐你的财富而谋营后世的

住宅，你不要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你当以善待人，象真主善待你一样。你不要在地方上摆弄是

非，真主确是不爱摆弄是非者。”（28：77）“当你们卖粮的时候，应当量足分量，你们应当使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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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秤称货物，这是善事，是结局最优的。”（17：35）只有公平交易，才能避免剥削和恶性竞争。

据阿卜杜拉·本·欧麦尔传述，真主的使者说：“你们不要争抢同胞的买卖。”
[6]19

另据艾布·胡莱

赖传述，真主的使者禁止城里人要求给乡下人做经纪人。你们不可抬高物价，强制顾客购买。任

何人不得争抢同胞的买卖，也不可争抢同胞的婚姻，女人不可要求别人离婚，以便自己取而代之。
[6] 19

买卖不但要公平，而且必须合法经营。据艾布·胡莱赖传述，先知说：“真主说：三种人，复

生日我是他们的对手：借我的名义发誓结盟，然后背信弃义的人；贩卖自由公民，使用所得钱财

的人；雇用雇工，雇工干完活，而不给其报酬的人。”
[6]33

另据艾布·迈斯欧德·安萨里传述，真

主的使者禁止使用卖狗的钱、卖淫的收入和占卜者的收入。
[6]35

 

伊斯兰确立了基本的消费观念和规范，以防挥霍浪费。真主说：“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

要过分，真主确是不喜欢过分者的。”（7：31）“挥霍者确是恶魔的朋友，恶魔原是辜负主恩的。”

（17：27）即便是合法的消费渠道，也不能过分。真主说：“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

啬，谨守中道。”（25：67）同时，伊斯兰禁止悭吝，“你不要把自己的手束在脖子上，也不要把手

完全伸开，以免你变成悔恨的受责备者。”（17：29）据阿穆尔·本·舒艾布传述，真主的使者说：

“你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穿，可以施舍，但不可挥霍、傲慢。”
[15]20

据艾布·赛义德·胡德里传

述，真主的使者说：“有两种德性，信士不会同时具备之：吝啬与鄙俗。”
[16]329

又据艾布·伯克尔

传述，先知说：“骗子、吝啬者、示惠者不得进入乐园。”
[16]329

 

伊斯兰允许合理的消费，也强调宗教消费的重要性。所谓宗教消费就是用于宗教活动、宗教

事业的消费。伊斯兰把宗教消费和道德消费紧密结合，视为一体，如规定穆斯林所纳的天课，既

可用于施济贫穷，也可用于主道，而且道德消费通常同宗教活动的形式相结合，重大宗教节日活

动往往结合着济贫等道德消费。
[4]53

 

提倡诚实，买卖双方应坦诚相待，互不隐瞒商品缺陷，反对奸诈欺骗。安达依·本·哈利德

说：“（先知从我这里买去一个奴隶），先知（让人）给我写道：‘这是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与安达

依·本·哈利德达成的交易，是穆斯林与穆斯林的交易。（所卖的奴隶）无疾病，无缺陷，也无不

良行为。’”欧格拜·本·阿米尔说：“明知商品有缺陷时，不可售于人，除非事先告知买主。
[6]8

哈济姆·本·希扎姆传述，真主的使者说：“买主与卖主，双方离开之前，成交与否，可自由选择。

如果双方诚实相待，说明实情，他俩的买卖中有吉祥。若隐瞒实情或撒谎，他俩的买卖会失去吉

祥。”
[6] 8

又据阿卜杜拉·本·欧麦尔传述，有一个人对先知说，他在买卖中被人欺骗了。先知说：

“当你做买卖时，你就说：‘不许欺骗！’”
[6] 16

据艾布·胡赖莱传述，有一天，真主的使者经过一

堆待出售的粮食，使者将手伸入其中，发现手被水浸湿，使者问道：“粮食的主人，这是怎么回事？”

该人回答说：“真主的使者，雨淋了。”使者说：“你为何不翻出来让人们看见呢？骗人者不属于我

的教民。”
[17]90

严禁与人合谋，使买主陷入圈套，欺骗顾客。伊本·艾布·奥法说：“与人合谋，

使买主陷入圈套的人形同吃利巴（高利贷）的人，是骗子。这是一种丑恶的欺骗，是不合法的。”

先知说：“欺骗会使人进入火狱，谁做了不符合我们行为的功修，其功修不被接纳。”
[6]20

圣训中将

诚实守信的商人与贤哲、烈士视为同等级别。伊本·欧麦尔传述，真主的使者说：“诚实、守信的

商人，复生日将同笃信者、烈士一起复生。”
[18]232

 

奖励借贷，严禁利息。《古兰经》禁止重利盘剥、坐享其成。“吃利息的人，要象中了魔的人

一样，疯疯癫癫地站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说：‘买卖恰象利息。’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奉

到主的教训后，就遵守禁令的，得已往不咎，他的事归真主判决。再犯的人，是火狱的居民，他

们将永居其中。真主褫夺利息，增加赈物。真主不喜爱一切孤恩的罪人。”（2：275～276）“信道

的人们啊！如果你们真是信士，那末，你们当敬畏真主，当放弃余欠的利息。如果你们不遵从，

那末，你们当知道真主和使者将对你们宣战。如果你们悔罪，那末，你们得收回你们的资本，你

们不致亏枉别人，你们也不致受亏枉。如果债务者是穷迫的，那末，你们应当待他到宽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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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若把他所欠的债施舍给他，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当防备将来有一日，

你们要被召归于主，然后人人都得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而不受亏枉。”（2：278～281）“归

信的人们啊！你们不要吃重复加倍的利息。”（3：130）圣训也禁止利息，奥尼·本·艾布·朱海

法传述，我父亲说：“先知曾禁止使用卖狗的钱和拔火罐放血的工钱；还禁止使用纹身的工钱和纹

身行为；禁止吃利息和付利息；还诅咒绘像者。”
[6]9

 

除了《古兰经》禁止“利巴”等有关规定，各大圣训集大量提及商业道德和商业操作，诸如

买卖、租赁、雇佣、转账、担保、委托经营、农耕、借贷、合伙经营、典当、契约等。某些经济

活动虽然能创效益，但伊斯兰对其严加禁止，以保护人类身心的健康，维护公众利益。禁止高利

贷、赈济贫民、释放和善待奴隶、爱护孤寡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政策和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

广大穷苦者的处境，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阿拉伯社会经济的复苏，农、牧、商业均

得以发展。
[19]55

《古兰经》和圣训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都有理论性指导。经训中商业活动

的论述，对许多虔诚的穆斯林以及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且延及于今，对

诸多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
[20]1

特别是近代，自从伊斯兰世

界摆脱西方国家的殖民、获得独立后，发现自己又处在两大相互矛盾的事实面前，在拥有相当丰

富资源的同时，国家经济状况却十分落后。
[9]49

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面前，伊斯兰

国家为了应对全球化经济的冲击，面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寻求第三条道路，纷纷开设符合

伊斯兰经济规定的国际伊斯兰银行，伊斯兰银行的建立不仅是为了维护宗教道德，更重要的是还

在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缩小贫富差距，以利于社会的稳定，平衡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穆斯林

国家间的互通有无、相互支持、开展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并有利于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金

融市场的垄断控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自信心和抗震力。
[21]223 

 

四、结语 
 

伊斯兰经济思想建立在公正、诚信的基础上，它允许个人所有制，但反对各种形式的欺骗和

剥削行为，反对掠夺，所以伊斯兰经济思想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独特的经济思想。伊

斯兰自兴起之时，就是信仰和生活并重的宗教，《古兰经》和圣训的内容，不仅是关于信仰和教义

的阐述，而且大量涉猎关于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等问题，成为指导穆斯林国家、社会

和个人各种关系的最高原则。
[22]427

伊斯兰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尤为突出，伊斯兰的三大核心支柱，

即信仰、功修和道德，均与经济紧密相关。伊斯兰经济思想对穆斯林起着深刻的影响,阿拉伯—伊

斯兰国家的经济思想、实践与伊斯兰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经济的思想

指导，经训中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制度，以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例如为解决贫穷、求学、失业、

残疾、无劳动能力、无力还债等制定了基本生活保障措施，这些经济制度主要有：天课制度、各

种自愿或处罚性的施舍制度、瓦克夫（基金）制度、必须承担的生活费用制度、战利品五分之一

制、矿产税制、伊斯兰国库对公民的基本保障制度等。这些虽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经济问题，但

收效颇丰。虽然当今伊斯兰世界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落后于其他一些国家，但不能归咎于伊

斯兰，而是由政体、社会制度等多种原因造成。作为穆斯林生活指南的《古兰经》和圣训，处处

激励穆斯林开拓进取、自强不息，将追求真主的喜悦、获得两世的幸福生活作为最高目标。伊斯

兰初期的穆斯林深刻地领悟了经训的教导，开拓进取，创立了辉煌的文明，为人类的进步和繁荣

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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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conomic Thoughts in the Holy Koran and the Hadith 
 

QI  Xueyi 
 

Abstract    The Islamic economy is based on Islamic shariah and general principles, and it refers to 
study how to deal with individual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keep a balance bwtween them. The 
Islamic economic thought refers to mainly the economic thoughts in Koran and the Hadith, as well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based on it. Also it is known as Islamic economic classical thought. 
The socio-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elaboration in Koran and the Hadith are the guiding principle in the 
Islamic countries, and it is also the Muslim religious ethic of individual economic activitie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slamic economy and moral, Muslim economic activities will be seen as a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contents concerning property rights, commercial activities, 
business ethics, business standards, social welfare, consumption attitudes, taxation systems,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loan repay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life commandments, requirements, 
discussion in Koran and the Hadith. Most of them refer to the business issues, which become the core of 
Islamic shariah and its economic thoughts. 
Key Words   Hadith; Islamic Economy; Holy Koran; Islamic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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