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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伊斯蘭金融概覽  
 
 
1. 背景  
 
 
1.1 伊斯蘭金融指符合伊斯蘭律法 (Shariah)原則的金融活
動。伊斯蘭律法是根據《古蘭經》 (Quran)原文 (伊斯蘭教信徒視
為真主的啟示話語 )及《聖訓》 (Sunnah，即先知穆罕默德的神聖
言行 )制定的法規。  
 
1.2 伊斯蘭金融活動近年迅速擴展，從過去 10 年全球符合伊
斯蘭律法的金融資產每年增長均逾一成 1 可見一斑。現時，伊斯
蘭金融是全球金融業內規模雖小但不斷增長的一環。以金融機構

現時持有的符合伊斯蘭律法的金融資產作計算， 2009 年全球伊
斯蘭金融業的資產估值為 8,220 億美元 (6.4 萬億港元 2)3,  4，預測

在 2010 年將增長至 1 萬億美元 (7.8 萬億港元 )，而至 2012 年更
會增至 1.6 萬億美元 (12.4 萬億港元 )5。  
 
1.3 本資料便覽旨在向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伊斯蘭金融

的背景資料，包括其基本規範、金融工具、全球發展情況及規管

環境。  
 
 
2. 伊斯蘭金融的主要基本規範  
 
 
2.1 伊斯蘭律法提供規管伊斯蘭教信徒日常活動 (包括宗
教、政治、金融、商業及家庭等方面 )的指引或主要守則。下文
第 2.2段至 2.7段概述適用於伊斯蘭金融的伊斯蘭律法的主要規
範。  

                                              
1 參閱 Standard & Poor's (2009)。  
2 根據 2009年 1美元兌 7.752港元的平均匯率計算。  
3 參閱 The Banker (2009)。  
4 相比之下，2008年全球首 1 000家銀行的總資產值為 90萬億美元 (698萬億港元 )
參閱。HSBC Amanah (2010)。  

5 參閱Australia Trade Commissi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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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禁利息 (riba) 
 
2.2 禁止收取及支付利息收入 (riba)是伊斯蘭金融的首要法律
及經濟基礎。伊斯蘭律法規定從錢中生錢是不可接受的。金錢的

作用除了作為交易中介及儲值單位外，本身並沒有價值。因此，

通過把金錢存進銀行或向他人借出金錢來賺取利息收入是不容

許的。  
 
 
不容許商品或交易存有不可接受的不確定因素／風險 (gharar)及
禁止賭博 (maisir) 
 
2.3 Gharar指不可接受的不確定因素或風險，而不確定性或風
險是由於合約或交易的主要事項或條款不明確所致。任何涉及

gharar的銷售活動或其他商業合約均予以禁止。受禁止的該等活
動包括任何交易在簽訂合約時，由於缺乏資料、或疏忽向交易中

簽約的任何一方披露至為重要的資料，又或不能確定簽約的任何

一方能否履行合約的緣故，故此不能確定該項交易所涉及的項目

的可行性或特性，該交易便須予以禁止。伊斯蘭金融不接受賣

空、投機活動、保險 6 及衍生工具等金融產品／交易手法，原因
是為了禁止涉及不確定性／風險的交易。  
 
2.4 伊斯蘭律法禁止賭博 (maisir)。傳統金融產品，例如衍生
工具及保險 7，以至各種投機手法均被視為含有賭博元素的產品

和活動，而伊斯蘭金融禁止涉及此類金融產品的交易。  
 
 
共享利潤及分擔風險  
 
2.5 參與金融交易的各方除共享利潤外，亦須分擔相關風

險。只要投資者及其投資的機構能夠共同分擔商業風險，他們獲

准從資產賺取利潤或回報收益。  

                                              
6 根據伊斯蘭律法，投保人和承保人的關係涉及不確定的交易活動，因為投保

人為某實物 (即一旦發生意外，投保人獲得金錢方面的補償 )向承保人支付保
險費，但投保人欲取得之實物，或永遠無法取得 (即意外從没有發生 )。  

7 保險合約存在賭博的問題，因為投保人一方面可能在投保可能發生的事件没

有發生時，損失所有保費，另一方面又可能因投保可能發生的事件真的發生

而招致損失，從而獲得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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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支持  
 
2.6 各項金融交易須以可鑒定及有形相關資產為基礎。例

如，伊斯蘭律法允許向涉及實物資產的項目貸款，但不允許無實

物資產支持的貸款。  
 
 
倫理性投資  
 
2.7 任何投資活動如涉及酒、賭博、與豬肉有關的產品、毒

品及色情事業，或任何其他伊斯蘭律法視為非法的活動，均予以

禁止。  
 
 
3. 伊斯蘭金融工具  
 
 
3.1 目前市場存有多類符合伊斯蘭律法觀點的金融工具。實

際上，在金融交易中，這些金融工具會以不同的組合出現，而符

合伊斯蘭律法的機構往往會採用多種金融工具的組合來包裝其

金融產品，以配合顧客的需要。下文綜述伊斯蘭融資活動最常採

用的金融工具。  
 
 
成本加利潤融資 (Murabaha) 
 
3.2 "成本加利潤融資 "(Murabaha)是一種資產融資方式，即伊
斯蘭銀行會因應顧客的要求而購買有形資產，然後以成本加上利

潤的價格把資產轉售予該顧客。該顧客可以延期付款的方式，或

在指定的期限內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該資產。顧客一般在傳統

貸款支付的利息則由資產的購入價與出售價的差額所取代。成本

加利潤融資方式最常用於貿易及購置住房融資 8。  
 

                                              
8 根據成本加利潤融資，置業者如物色到想購置的房子，可接洽伊斯蘭銀行，

要求銀行代行購買該幢房子。與此同時，置業者向銀行作出承諾，會以較高

價錢，購回該幢房子。雙方協訂後，銀行會購買該幢房子，然後再以較高價

錢轉售予置業者，後者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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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融資 (Mudaraba) 
 

3.3 "合夥融資 "(Mudaraba)是一種以夥伴形式進行的融資活
動，即一方提供資本，另一方提供專業知識，把資本進行投資及
管理相關投資項目。如有關的投資項目獲利，合作雙方會按照事
先釐定的比率分享利潤；如有虧損，累積的虧損由資本提供者獨
力承擔。合夥融資通常用於投資基金方面，當中投資者向伊斯蘭
銀行提供資本，而有關銀行則負責管理該資本，投放在符合伊斯
蘭律法的投資項目或組合，並以分享從投資所得的利潤作為回
報。  
 
 

股本參與 (Musharaka) 
 

3.4 與合夥融資的交易有所不同，"股本參與 "(Musharaka)的交
易中的合夥雙方均須就合作計劃注入資本。雙方或其中一方可管
理有關的合資企業或由雙方委任的第三方管理該投資項目。雙方
按事先釐定的比率分享利潤，亦按各自投入資本比例分攤虧損。
股本參與融資可以遞減股本的形式進行，多用於購買住房的交
易  9。  
 
 

租賃 (Ijara) 
 

3.5 Ijara是租賃合約，即銀行代客戶購買其所需要的商品，
然後將該商品租賃給客戶使用，並向客戶收取租金。有關資產的
擁有權仍歸出租銀行所有。出租銀行會設法從承租人支付的租金
中收回有關資產的資本成本及賺取利潤。租賃合約的條件可包括
在租約終止時，承租人可選擇購買有關商品，此項交易相當於傳
統的分期付款購買合約。  
 
 

投資憑證 (Sukuk) 
 

3.6 Sukuk是以投資憑證形式發行的伊斯蘭債券，在經濟學上
相當於債券。投資憑證與傳統債券的不同之處在於：傳統債券是
以債務為基礎並支付利息的投資工具，而投資憑證則是以資產作
支持或以資產為基礎的投資工具，亦顯示投資憑證持有人在相關
的有形資產所佔的擁有權。投資憑證持有人有權分享有關資產的
收益及資本增值。政府及私人公司均可發行投資憑證。  

                                              
9 在遞減的股本參與交易下，金融機構與其顧客訂立共同擁有一項物業的合

約。在合約簽定時，雙方同意在物業擁有權上各佔的份額按比例計算，該比

例根據雙方就支付賣方的買價繳納的款項釐定。顧客可以定期付款的方式購

買金融機構所持的擁有權，直至該顧客成為該項物業的唯一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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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保險 (Takaful) 
 

3.7 伊斯蘭保險 (Takaful)是一項符合伊斯蘭律法的合作形式
保險安排，即由個別人士共同成立保險基金，同意分擔彼此間可
能蒙受的損失風險 10。各基金成員須履行責任，向保險基金 11 繳
付特定的款項 (稱為Tabarru)，所籌集的資本用作支付基金成員索
償的費用。  
 

3.8 參與伊斯蘭保險安排的成員同時擔當承保人及投保人的
角色，因為他們一方面共同向伊斯蘭保險基金繳納款項，而另一
面亦有可能從該基金中受惠。伊斯蘭保險基金由第三方 (伊斯蘭
保險經營者 (Takaful operator))管理。伊斯蘭保險經營者只會把資金
投放在符合伊斯蘭律法的資產中，並會就向基金提供服務而收取
費用。在財政年度結束時，伊斯蘭保險基金賺得的利潤 (即扣除
支出及賠償費用後的淨利潤 )將會派發予基金的成員，從而為此
合作保險計劃注入利潤共享的元素。  
 
 

4. 伊斯蘭金融的全球發展  
 
 

4.1 近代的伊斯蘭金融於 1963年出現，當時埃及建立一間儲
蓄銀行，嘗試根據伊斯蘭律法不收取利息，以及共享利潤與分擔
虧損的原則營運。其後，伊斯蘭發展銀行 (Islamic Development Bank)
及杜拜伊斯蘭銀行 (Dubai Islamic Bank)均於 1975年成立，致力在全
面遵從伊斯蘭律法的原則下經營銀行業務。自此，伊斯蘭銀行業
務及金融活動遍及全球多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包括海灣合作
理事會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成員國 12 及馬來西亞。  
 

4.2 伊斯蘭金融業務在 70年代後期不斷增長，傳統的零售及
商業銀行活動 (包括商貿融資活動 )逐漸以符合伊斯蘭律法的形
式進行。自此，伊斯蘭金融產品不論在涉及的範圍還是複雜性方
面均有所擴大和增加，當中包括保險、資本市場及基金管理產品
(參看載於附錄有關伊斯蘭金融產品的演變 )。  

                                              
10 根據伊斯蘭律法，傳統保險是違法的，因為傳統保險含有不確定性／風險元
素及賭博元素。此外，傳統承保人所提供的若干類投資產品亦為伊斯蘭律法

所禁止，例如有息投資工具、與酒或賭博有關的投資活動。請參閱 Jobst (2007)
及Mallesons Stephen Jaques (2009)。  

11 伊斯蘭律法把參加者向伊斯蘭保險基金繳付的款項被視作捐獻 (即讓他人受
惠的捐款 )，而非保費。為了幫助蒙受損失的人士而作出捐獻的做法被視為符
合伊斯蘭律法的原則。相比之下，在傳統保險，投保人為了受惠於日後獲得

不可預見事件引起的申索款項的安排而繳付保費，此做法被視為不符合伊斯

蘭律法。  
12 海灣合作理事會成員國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及阿
拉伯聯合酋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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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一時期，符合伊斯蘭律法的金融機構亦不斷增加，推

出的金融產品種類亦越來越多。現時全球有逾 300家伊斯蘭金融
機構，當中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伊斯蘭窗口 (Islamic 
windows)13、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金融服務公司。  
 
4.4 近年伊斯蘭金融業務已由中東及馬來西亞的原有據點擴

展至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已拓展至紐約、倫敦、東京、新加坡

及香港 14 等國際金融中心，全球超過 75個回教國家及非回教國家
均設有伊蘭金融機構。截至 2008年年底，伊朗是全球最大的伊斯
蘭金融市場，佔全球符合伊斯蘭律法的金融資產 35.6%，其餘依
次為沙特阿拉伯 (15.6%)、馬來西亞 (10.5%)、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10.2%)、科威特 (8.3%)、巴林 (5.6%)、卡塔爾 (3.4%)、英國 (2.3%)
及土耳其 (2.2%)15。  
 
 
5. 伊斯蘭金融的規管  
 
 
5.1 參與伊斯蘭金融的金融機構一般均會內部成立一個由伊

斯蘭律法學者所組成的伊斯蘭律法監督委員會，以決定其金融活

動是否符合伊斯蘭律法。該監督委員會尤其會審查該機構的產品

及服務架構，並藉發出宗教命令 (fatwa)，說明該委員會對這些產
品及服務是否符合伊斯蘭律法方面的意見。這些宗教命令是伊斯

蘭律法學者所發出的書面法律意見，藉以批准一些符合伊斯蘭律

法的金融產品在市場上發行。  

                                              
13 伊斯蘭窗口一詞，用以形容傳統經營銀行業務的機構透過其主要分銷網絡，
提供符合伊斯蘭律法的金融產品，例如提供傳統及符合伊斯蘭律法的銀行及

金融產品的分行。伊斯蘭窗口並無獨立銀行牌照，在母銀行資助下營運。  
14 香港與新加坡同樣是較近期進軍伊斯蘭金融市場的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在 2007-2008年度的施政報告中，確認在香港推動伊斯蘭債券市場的發
展為政府的主要施政方針之一。本港的伊斯蘭銀行金融業近期的發展情況包

括 ： (a)在 2007年 年 底 推 出 伊 斯 蘭 互 助 基 金 ； (b)在 2008年 3月 ， 面 值
5 億  5 ,000 萬  美元 (43億港元 )的 Sukuk 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 (c)在 2008年
5 月，推出涵蓋以香港上市的內地公司為基礎的伊斯蘭股票指數，以及 (d)在
2008 年 8月，一家馬來西亞銀行在香港開設第一個伊斯蘭銀行窗口。參閱
Australia Trade Commission (2010)及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2008)。  

15 參閱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Lond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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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由於伊斯蘭律法學者分屬不同的伊斯蘭思想學派，他們

或會以不同的方式詮釋伊斯蘭律法。在現實環境下，就伊斯蘭金

融而言，某些學者認為若干合約條款在伊斯蘭律法中是容許的，

但另一些學者卻可能認為不可以接受。結果，就若干金融工具是

否獲許可的問題上，在國內或國際間或會出現不同的意見。伊斯

蘭金融近年不斷推行改革，藉以統一符合伊斯蘭律法的金融規

例，以達到加強伊斯蘭產品在市場上的銷售能力和認受性。  
 
5.3 現時已有若干國際機構成立，以推動伊斯蘭金融在國際

間 的 一 致 性 。 例 如 國 際 伊 斯 蘭 金 融 組 織 會 計 及 審 計 機 構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Organization for Islamic Financial Institution)(下
稱 "AAOIFI")在1990年成立，負責制定頒布伊斯蘭金融界中的會計
及審計標準及企業管治規範。作為一個獨立的國際機構，AAOIFI
設於巴林，並獲機構會員 (來自 45個國家的 200個會員 )支持，當
中包括中央銀行、伊斯蘭金融機構及其他國際伊斯蘭銀行及金融

界的參與者。  
 
5.4 此外，設於馬來西亞的伊斯蘭金融服務委員會 (Islamic 
Financial Services Board)(下稱 "IFSB")在2002年成立，負責訂定與現
有傳統金融業的國際標準 16 互補審慎的伊斯蘭金融業務規範，以
推動促進伊斯蘭金融業與全球金融體系融合。截至 2009年 11月，
IFSB共有193 個會員，其中 49個屬規管及監管性質的組織，6個國
際性跨政府組織 (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國際結算銀
行及亞洲開發銀行 )及 138個業內持份機構。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2010年 4月 28日  
電話： 2869 9621 
 
------------------------------------------------------------------------------------------------------------------------------------------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
理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
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
圖書館服務部，  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16 伊斯蘭金融機構和傳統的金融機構一樣，均須受所屬國家的有關當局所規
管，而這些有關當局均跟隨國際性組織 (例如國際結算銀行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所訂下的標準。國際結算銀行是由各國中央銀行所組成的國際組
織，負責制訂廣泛的監察標準指引，並就監察銀行的工作建議最佳的行事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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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伊斯蘭金融產品的演變階段  

 
 
 

地區   波斯灣／中東   波斯灣／中東  
 亞太區  

 波斯灣／中東  
 亞太區  

 波斯灣／中東  
 亞太區  
 歐洲／美洲  

機構   商業伊斯蘭銀行   商業伊斯蘭銀行  
 伊斯蘭保險公司  
 伊斯蘭投資公司  

 商業伊斯蘭銀行  
 伊斯蘭保險公司  
 伊斯蘭投資公司  
 資產管理公司  
 經紀／交易商  

 商業伊斯蘭銀行  
 伊斯蘭保險公司  
 伊斯蘭投資公司  
 資產管理公司  
 經紀／交易商  
 伊斯蘭投資銀行  
 電子商貿  

產品   商業銀行產品   本土伊斯蘭產品  
 伊斯蘭保險產品  
 商業銀行產品  

 互惠基金／單位信託
基金  

 本土伊斯蘭債券  
 符合伊斯蘭律法的股票
 伊斯蘭股票經紀業務
 伊斯蘭衍生工具  
 伊斯蘭保險產品  
 商業銀行產品  

 全球伊斯蘭債券  
 伊斯蘭資產支持證券  
 互惠基金／單位信託基金  
 對沖基金  
 私人股本及伊斯蘭房地產投
資信託基金  

 本土伊斯蘭債券  
 符合伊斯蘭律法的股票  
 伊斯蘭股票經紀業務  
 伊斯蘭衍生工具  
 伊斯蘭保險產品  
 商業銀行產品  

資料來源： CIMB Islamic (2008)。

1970年代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演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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