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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職自2016年3月至2016年5月於土耳其Turkish Religious 

Foundation 的伊斯蘭研究中心(Centre for Islamic Studies，

ISAM)就如何由土耳其和與我有密切經貿關係的東協伊斯蘭

國家，切入新興的伊斯蘭經濟體市場，並藉由與台商交流

與產學界對話，研究加強與該市場及供應鏈之連結，促進

雙邊產業和貿易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管道。透過此次研

究，有助於我國對伊斯蘭國家更深層的認識與瞭解，並且

提出後續拓展新南向如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孟加

拉、汶萊等伊斯蘭國家發展經貿關係的務實策略。 

該中心之軟、硬體設備及研究員素質，均屬首選，經

由與該中心研究員及所介紹之各專家和學者之討論，對職

的思考角度有相當大之開拓與幫助。本次進修參與之各議

題研討會與參訪等行程，內容兼顧理論與實務，確具相當

助益，本部基於培養人材之考量，或可繼續選派具發展潛

力之同仁申請。 

 

  



壹、 目的 

  我國國情特殊，對外有軍事威脅、外交打壓、國

際組織參與困難之挑戰。而在面對中國大陸整體國力

大幅揚升，並恣意藉「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AIIB）、「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框架

協議」(RCEP)等發揮全球政經影響力之際，我外交與

經貿較以往面臨更多新挑戰。 

  外交之核心目標在維護並增進國家利益，而其實

質內涵、作法，更因國際局勢之瞬息萬變，有所不同

而調整或改變。明瞭伊斯蘭國家及相關國際或區域性

組織之運作、他國之長處及我國與渠等國家人文接軌

新管道，為筆者此次選擇前往土耳其進修之強烈動機。

期盼在學習之過程中有所寸進，並於返國後將所學應

用於工作中，回饋國家與社會。 

  本次研究計畫，係由我國駐土耳其代表處及土耳

其總理府宗教總署(Diyanet)共同推動合作之進修計畫。

旨在由外交部選派學員赴土耳其重要研究機構進修，

藉由此進修計畫，加強台土雙方的人文交流，並促進

雙方對伊斯蘭經濟、金融、清真市場商機及人道救援

等新領域的合作之瞭解與認識。 

貳、 過程 

一、 選擇研究機構： 

（一） 外交部 105 年度中高級人員出國進修方案中

有 赴 土 耳 其 歐 亞 研 究 中 心 （ Center for 

Eurasian Studies）的建議，並於部內公開提

供符合資格之同仁申請進修，復將本次進修

計畫之申請人名單提送外交部甄審委員會審

查。本案報告人馬副參事回部辦事經向外交

部提出進修申請後，隨後就申請進修的研究



動機、目標及計畫等內容，在甄審委員會上

接受主席及出席委員之提問。案經甄審會審

查通過後，即透過我駐土耳其代表處聯繫該

中心，以能在期限內提出進修申請及完成進

修。惟該中心以近期智庫議題忙碌，盼在下

半年再商我人員赴該智庫研究案回復，該處

遂在審慎考量後建議馬員前往 ISAM 進修。 

（二） 馬員遂備妥 ISAM 所要求之學經歷資料及訪

問學者研究計畫(Visiting Scholar Program)等

資料提出進修申請。經獲 ISAM 答覆我駐土

耳其代表處鄭代表，邀請馬員赴該中心研究

交流後，再據以簽報奉核後，申請土耳其簽

證。 

二、 ISAM 進修概況： 

（一） 中心位階與規模： 

該中心在職人員部份，有將近約 100 名專職及兼

職研究員及 120 餘名職員，除專研各項議題外，

亦多擔任伊斯坦堡（Istanbul）各校的博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總計每年該中心接受短期研究的訪問

學者人數約 50 人左右。至 2016 年底，中心的圖

書館的館藏書籍達 28 萬 2160 冊，歷史文獻數位

縮影片檔案 2 萬 3 千餘件，除為土耳其境內伊斯

蘭研究中心之最，亦為歐美各國伊斯蘭研究者首

選合作對象，而鑒於目前該中心圖書館已不敷使

用，將於近期興建新館。 

（二） 進修內容： 

1. 應用專題研究﹕進行土耳其「伊斯蘭金融」

發展歷史與現況研究，並針對相關結果向該

中心提出「創造互助多贏的伊斯蘭電子平台」



(Create a Mutual Aid and Win-Win-Win Islamic 

Electronic Platform）專題研究報告。建議土國

相關機構利用近幾年興起之「科技金融」

（Fintech）的新金融服務，發展具特色的國

際伊斯蘭互助金融平台，並藉由該平台創建

一個可鼓勵在世界任何地方對任何合法領域

進行投資的伊斯蘭小額投資管道，期實現伊

斯蘭社會和平共榮均富，並照顧世界各地的

窮困穆斯林，幫助他們實現有尊嚴的生活的

新機遇。同時介紹我國的國立交通大學資訊

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以及財團法人資訊工

業策進會具有相關專業能力與空間，參與本

建議案的完善、創新工作，並有助未來縮短

上線啟用時程等優點。 

2. 參與中心百科全書編撰﹕協助審校該中心委

託蘭州民族大學馬明良教授主持的「伊斯蘭

百科全書」選輯中譯本樣本，並協助蒐集明

清及近代中國大陸伊斯蘭學者相關資料。 

3. 參與中心舉辦之研討會活動並與土國學者交

流﹕與該中心、國立伊斯坦堡大學 (Istanbul 

University) 、 薩 卡 利 亞 大 學 (Sakarya 

University) 、 馬 爾 馬 拉 大 學 (Mamara 

University) 、 伊 斯 坦 堡 文 明 大 學 (Istanbul 

Medeniyet University)、伊斯坦堡 5 月 29 大學

(Istanbul 29 May University)、埃爾巴坎大學

(Necmeddin Erbakan University)、艾爾多安大

學（Recep Tayyip Erdogan University)、於斯

區達爾大學 (Usküdar University)、伊斯坦堡謝

赫大學(Istanbul Şehır University)等大學與研究



中心專家學者教授交流，並依討論內容撰寫

相關研究報告。   

三、 中心生活： 

（一）學習環境方面： 

         ISAM 位於土耳其第一大城及文化與商業中心伊

斯坦堡，為直屬土國總理府的研究機構，學術

地位與宗教聲望在土耳其排名第一，吸引歐美

各國學者慕名前來研究。ISAM 為維護其隆高的

學術研究地位，進而成為全球伊斯蘭研究平台，

不斷花費鉅資營造優良研究環境，無論在出版

伊斯蘭教百科全書、培訓伊斯蘭思想研究、伊

斯蘭文明科學、伊斯蘭歷史、藝術作品和伊斯

蘭文明與其他文明比較等學術領域之研究員，

以及辦理如「當今穆斯林世界宗教運動」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Current Affairs in the 

Muslim World，3/24-25)、「伊斯蘭經濟學對利

息的觀點」  (Inter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slamic Economics，3/31-4/2)、「當代古蘭經註

釋 的 努 力 重 點 」 (Modern Dünyada Kuranın 

Yerı:Makasidi Tefsire Doğru，4/29)國際性專題研

討會等方面，均投入無數心力，總理府宗教總

署(Diyanet)署長 Mehmet Görmez並曾親自出席發

表演講和參與討論，讓 ISAM 的研究學員，尤其

是外籍學員或訪問學者感受到優良學習環境的

好處，所以每天至該中心研究的各國學者皆逾

600 人，周末和假日更是一位難求。此外，土耳

其政府有計畫地將伊斯坦堡作為伊斯蘭研究中

心，幾乎每個月均有二場大型國際研討會，筆

者在進修期間亦出席了其他機構辦理的「伊斯



蘭教在非洲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國際會議」

(Islamic in Africa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4/22-23)、「伊斯蘭地

理社會學國際研討會」 (Sociology in Islamic 

geograph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5/12-13)、

「第五屆鄂圖曼帝國伊斯坦堡國際研討會」

(Ottoman Istanbul International Symposium-V ，

5/19-21)等研討會。 

（二） 生活方面： 

具得天獨厚地理位置的伊斯坦堡，不僅是絲路終

點、黑海到地中海海路必經之地，也是連結歐洲

與中東的樞紐，人口超過 1,600 萬。歷史上曾做

為三大帝國─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以及鄂圖曼

帝國(Ottoman Empire)長達一千六百多年的首都，

歷經東西政權爭奪，保留了輝煌的歷史遺產。城

區內保存著大量古代建築傑作，其中許多建築對

歐亞兩洲產生過重大影響，是人類極為寶貴的歷

史文化遺產。而自 1453 年，伊斯坦堡成為鄂圖

曼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直到土耳其共和國於

1923 年遷都東南約 380 公里處安卡拉(Ankara)，

伊斯坦堡仍持續擴張，現為伊斯坦堡省的首府，

面積約有 5,712 平方公里。由於該城是土耳其目

前最大的城市和海港、工商業中心，也是歷史上

貿易、政治與宗教中心，以及土耳其當今強人的

發跡地，係一進修研究伊斯蘭世界政經脈絡的好

地方。 

參、 心得   

  一、進修心得： 

   （一）自年初以來，川普就任美國總統、「英國脫歐」、



法國極右翼派聲勢大漲，復以歐洲多國民粹主義抬頭和

各類「新戰爭」不斷爆發等發展，讓國際政治格局產生

不少變化，進而影響到許多戰略的概念、意涵及目的，

各國政府單位、智庫、研究中心都在積極研究、規劃符

合不同階段與進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及地區和平穩定的

新國防及國際關係策略。今倖獲此機會參與研究進修，

對了解新戰略思想、概念與策略，收穫甚多。 

  （二）台灣的國際處境相當特殊，戰略地位亦屬重要，台

灣的外交關係與國家利益與國防及國家安全息息相關。

透過此次進修，進一步瞭解到，在面對國際局勢之瞬息

萬變，以及中國強大軍事武力及經濟實力的威脅下，未

來台灣在國際間的發展，應以新的戰略思維與策略，運

用既有的態勢與機會，結合全球及區域間的發展情勢，

研擬出對台灣未來在外交及國際生存與發展空間方面最

有利的戰略作為。 

  （三）美國新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美國優先」和

對中東政策不明朗，使得區域大國如土耳其、伊朗、沙

烏地阿拉伯、阿聯大公國等國紛紛在外交採取「東向政

策」(或稱向東看)。而中國大陸亦巧妙恣意藉「一帶一

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誘餌，來

鞏固自己在世界動蕩地區的存在度，並與該地區主要強

國政權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對我外交生存空間嚴重

擠壓。 

   (四) 因我國「新南向政策」目標國中如印尼、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孟加拉、汶萊等均為伊斯蘭國家，所以宜設

法加強與全球伊斯蘭重要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

等國的關係，增進彼此間之合作領域，以相輔相成創造

共贏。畢竟彼等國家外交基本立場與宗旨多與我較相近，

且多可與我在經濟上互補，並有能力協助我參與國際組



織等。 

   (五) 反恐需要軟、硬實力全面配合，強化國際合作、推動

跨機關協調與公私部門的共同參與，以及有效的戰略溝

通，才能清除滋養恐怖主義的環境及阻絕其腫瘤式的擴

散，達成全面殲滅恐怖組織及其成員的目的。我國宜繼

續加強增進不同文明之間的理解與對話，強化各項國際

合作機制，促進彼此正向發展。 

   (六) 我政府及民間非政府組織(NGO)二年多來，發揮人道

外交的最高精神，多管道的提供敘利亞難民必要的人道

救助及照護，減輕難民對社會的衝擊等貢獻，獲得美國

等國的肯定與讚揚。許多創新的方式也成「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UNICEF）等國際知名組織的學習標竿，成

為台灣發展踏實外交的有力「軟實力」。 

   (七)大陸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宗教戰略之一為促進

與伊斯蘭世界和阿拉伯國家的友好往來，以向海外投射

中國大陸的宗教影響力，建構自己的話語權。惟因大陸

對境內的同屬突厥的新疆維吾爾穆斯林不公與歧視待遇，

同時承諾的事項均多未兌現，使得土耳其等周邊國家不

容輕易接受和認同中國大陸的伊斯蘭教樣板組織。 

   (八) 我國如要在短期內發展「伊斯蘭金融」，或許可以參

考香港、新加坡或英國等類似背景的發展伊斯蘭 Sukuk

之經驗，發展以外國伊斯蘭專業投資機構為目標客戶之

專業版伊斯蘭憑證，或購買收益較一般傳統債劵為高的

伊斯蘭憑證。然而，「伊斯蘭金融」發展的必備條件之

一，就是發展「伊斯蘭金融」的相關法規改革或者推動

新的立法。如果我國制定相關法規和政策允許發展「伊

斯蘭金融」業務，引進「伊斯蘭金融」機構，那麼擁有

大量油元的中東主權基金及「伊斯蘭金融」專案和金融

產品就會進入我國金融市場，那將會為我國的金融事業



和金融投資市場帶來新的商機。 

   (九) 由於土耳其政府積極進行大型經建計畫，盼我商前往

土耳其投資設廠，以促進該國經濟成長與增加就業。同

時希望我商多自土耳其進口，以改善該國對我國貿易之

逆差。同時，土國亦希望能參與我國公共工程，以及有

更多旅客至土耳其旅遊，促進土國經濟與觀光發展。 

   (十)萬事達卡 5 月初公布「2017 年新月評等—全球穆斯林

旅遊指數（GMTI）」，台灣在「伊斯蘭合作組織」

(OIC)外其他國家的旅遊目的地維持第七名，緊追在日本

之後，領先法國、西班牙、美國與德國，顯示我國政府

及民間在針對穆斯林旅客的一系列友善舉措已受到肯定，

未來宜再借鏡馬來西亞及土耳其等國的作為，吸引中東、

北非的穆斯林來台觀光。 

   

二、過程心得： 

       本進修計畫為外交部歸類為中高級人員進修課程，

立意甚佳。以報告人為例，進入政府服務從基層公務員

做起，在經歷兩次約九年駐外人員工作，前後擔任公務

員超過二十年，平時多從事外交或中、基層執行工作為

多，對相關領域之學術發展甚少接觸，平日亦甚少能有

機會對相關問題深入思考與瞭解。今有機會重返研究，

再次接觸相關學術內容，對自己的本職學能加以「充

電」，讓自己的視野與觀念更加開闊，收益良多。 

       尤其，筆者在進修期間，美國川普總統與兩岸互動

的新聞頗多，該中心與聯繫拜會之學者均對兩岸關係的

發展高度關注，並常詢問：我國為何跟美國沒有外交關

係?中國大陸如何干預我國與他國的交流活動？我國為

何無法參加 WHA大會等?筆者爰介紹我國情國策，並說明

兩岸關係由來與現況，同時提供相關資料及國情簡介片



等，以增進彼等對我之正確瞭解。 

       此外，進修過程中，透過研究和與土耳其政府官員、

智庫及大學學者專家的討論，以及繳交的研究報告，促

使自我再度充實外文的說聽讀寫各方面，更是此次進修

的另一個最大的收穫，相當難能可貴。 

 

肆、建議 

一、非常感謝長官支持職此次的出國研究，使職有機會與

世界各國研究人員一同研討、交換研究心得、並有再

教育的機會。鑒此，職建議外交部應繼續維持中高級

人員的進修計畫，可使外交部同仁在從事多年的外交

工作之後，得有機會到一流大學或智庫，從事與外交

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以繼續充實自我學能，得使日

後在外交崗位上，繼續貢獻所學，為提升台灣外交地

位盡力所為。 

 二、外交部以往似乎對美國、日本或歐盟地區國家較為重

視，包括學術領域方面，對中東、東南亞及南亞地區

的發展較少重視。不過，鑒於我政府當前積極推動

「新南向政策」，而增進我與東南亞國家、南亞國家

等在科學、科技、文化、觀光、教育以及人員的交流

的連結，促進彼此合作是全體國人的共同期盼。復因

不少區內的國家為穆斯林國家，擁有 6 億穆斯林人口，

以及全球清真市場商機對我對外貿易市場開拓關係重

大，未來，建議外交部多關注東南亞和南亞地區伊斯

蘭國家，派員赴渠等國家專案進修，以培養此區域的

專才，得使我國拓展與發展外交等活動空間。 

 三、建議我國相關大學及學術研究機構多與新南向目標國

或知名伊斯蘭國家的大學及學術機構進行交流與合作，

以促進國內大學對伊斯蘭國家社經的學術發展，提升



我與渠等地區與國家之關係，以及培養我國在此區域

的人才。另因全球中文熱之影響，現中東各國人民多

以學習中文為顯學。鑒於我為全世界唯一學習正統中

文之國家，並與多個土耳其大學保有交流合作關係，

宜藉以爭取土耳其人士來台學習中文，加強人文交流，

以收宏效。 

 四、土耳其是我國對中東的最大出超國，與該國加強在文

化與經貿等各層面交流合作，以增進與新南向政策目

標國區域內穆斯林國家的多元關係，符合我政府短、

中、長期的目標。我政府宜繼續協助國內機構與廠商，

深化與馬國 JAKIM 等「清真認證」機構的合作與交流，

並藉該國認證管道，發展與土耳其及其他國際重要

「清真認證」機構的交往，以拓展我國在清真產品市

場的份額及話語權。同時，繼續在清真食品業，以及

成衣和鞋類製造產業、清真化妝品、清真醫療設備、

清真電商或其他的 B2C 平台、清真貨運、清真旅遊等

領域尋找適當的商機。 

 五、無論在經貿、科技及學術文化等領域，台灣與中亞均

存有無限的合作空間。今日台灣在全球化快速發展中，

為避免被邊緣化的命運，台灣產官學界除以現有基礎

與資源為立足點外，顯然有必要採以全球化觀點，全

方位加強台灣與中亞學術文化、經貿、科技聯繫交流。

尤其當務之急，莫過於把握現在台灣與土耳其的良好

交流基礎作為契機，建構台灣與土國如何共同與中亞

五國進行互惠共利的思維與行動。 

 六、目前伊斯蘭國家積極發展符合伊斯蘭教法的經濟，而

由於我國是仰賴國際貿易國家，所以我們需朝瞭解

「伊斯蘭市場」特性方向繼續努力，並盼望各界皆能

同心協力，吸引國外政府、廠商、機構和學術團體合



作之意願，期使我國在各領域的能見度不斷提昇，以

達永續發展之目的。 

 七、伊斯坦堡國際機場地理位置位居歐亞大陸交會之重要

樞紐位置，每周有數千航班飛往全球近 300 個城市，

我國桃園機場應充分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與綿密的航

班航點為提供轉運服務，並藉此擴大桃園機場貨源。

另我國外貿協會應更努力協助臺灣優質商品開拓土耳

其及鄰近國家商機，於伊斯坦堡成立「臺灣商品行銷

中心」。 

 八、自稱「伊斯蘭國」(ISIS)的極端組織非但無權代表伊斯

蘭，反而是伊斯蘭教的最大敵人。他們的各種殘暴惡

行，均是伊斯蘭教義所禁止的。因此伊斯蘭國家及

「聯合國」多稱渠等烏合之眾與「踩踏」一詞發音相

似的「達伊沙」（Daesh）或直接以英文簡寫 ISIL 或

ISIS 稱之。而美國川普總統 5 月 21 日在沙京的「阿拉

伯─伊斯蘭─美國高峰會」演說中使用了「伊斯蘭教徒

極端主義」（Islamist extremism）一詞，與他在競選

時期，嚴辭譴責並使用「激進伊斯蘭恐怖主義」一詞

的強硬立場，明顯不同。而我國宜跟進，不再稱該極

端組織為「伊斯蘭國」，避免有藐視伊斯蘭教，並將

其與「恐怖主義」連結之嫌。 

  

伍、附件資料： 

進修研究照片 

 



 

照片一﹕位於伊斯坦堡的研究中心大門 

照片二﹕ 土耳其總統 2016年出席該研究中心新書發表會並致詞 



照片三﹕ 研究中心庭院 

照片四﹕研究中心辦理國際性專題研討會 



照片五﹕研究中心辦理國際性專題研討會 

照片六﹕總理府宗教總署署長 Mehmet Görmez 親自出席研討會 



 

照片七﹕研究中心主席主持國際性專題研討會 

照片八﹕研究中心辦理國際性專題研討會 



照片九﹕土耳其各界辦理不同議題的國際伊斯蘭專題研討會 

照片十﹕土耳其各界辦理不同議題的國際伊斯蘭專題研討會 



照片十一﹕中心副主席主持作者專題研究報告會 

照片十二﹕作者向出席的副主席、研究員等做專題研究報告 



照片十三﹕作者回答副主席、研究員等提問 

照片十四﹕作者回答副主席、研究員等提問 



 

圖片十五﹕伊斯蘭國家分布圖 

 

 

Create a Mutual Aid and Win-Win-Win Islamic Electronic Platform  

By Yunus AbdulHayye MA 

The Grameen Bank is a Nobel Peace Prize-winning (2006) microfinance 

organis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bank founded in Bangladesh 

by Prof. Muhammad Yunus in Bangladesh. It makes small loans ($130 in 

average) to the impoverished without requiring collateral.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receiving the loans are Muslims. The goal is to enable the 

people with economic disadvantages to use the loan in the best and most 

productive way to generate earnings and improve their living standard. 



The  innovation of The Grameen Bank is based on Islamic concept of  

“good loan”. The main theme is to use microfinance system as a tool to 

empower the poor to take initiatives in business or agriculture and to 

interrupt poverty with dignity and respect. 

 

The Arab Spring was a revolutionary wave of both violent and nonviolent 

movements in North Africa that began in Tunisia in December 2010. The 

protests were initially aimed at achieving greater political freedom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The Tunisian Revolution effect spread strongly 

to fiv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Libya, Egypt, Yemen, Syria and Iraq. 

 

The cause of this movement is due to the dissatisfaction of millions of 

unemployed youth rising up against oppressive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order to secure a mor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and a brighter 

economic future. These popular non-violent civilian movements are 

quickly collapsed in the wake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moves of the 

governments, th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s, and the 

destructive civil wars. It resulted in millions of casualties and social 

unrest. 

 

It is hopeful for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or organizations to utilize the 

Fintech in accordance with Islamic teaching to relieve the poverty of 300 

million needy Muslims (estimation is based on U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to provide themselves with opportunities to use the 

small loans to end the poverty and establish the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To benefit the mass Muslim population, the thinkers, research centers and 

decision-makers in the Islamic community have to find new solutions, 

strategize and develop operating plans in line with Islamic principle and 

offer the solutions to the community. 

 

This research proposal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haring economy 

(collaboration economy), Fintech, peer-to-peer based financial services, 

online credit rating, etc.  

 

First, the model and commercial implementation of sharing economy has 

been proven beneficial over the past 8 years and it has led the wave of the 

popular phenomena of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After a decade’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2P online financing has been utilizing 

internet technology of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which not only 

improved precision in consumer behavior analysis and targeting but also 

established scheme of risk control. 

 

Investment Account Platform (IAP) of Malaysia has played the role as 

the broker for the investors and the loan seekers. It has demonstrat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digital finance in the Islamic money market. 



The key elements and essence of this proposal are based on Islamic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sharing. The features are 

trustworthy, ease of use, beyond borders, 24/7 operation, transparency, 

and sustainability and scalability. 

 

The potential benefits during early stages of implementation are common 

monetary operations such as: small investment, zakat, expiation, gift, 

helping others, relief of responsibility, peer-to-peer lending, mediator, 

intermediary, currency exchange, etc. 

 

The purpose of this platform is to provide services to the vast Muslim 

population. Therefore, all the operational norms need to be in line with 

relevant Islam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 Moreover, it should not 

compete with the for-profit commercial banks in general banking 

services. Additionally, it should not contradict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The gradual expansion will be according to the 

growth of the usage. 

 

Since this platform is to serve ordinary Muslims therefore, the credit of 

the applicants will not follow the current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commercial banking such as providing collateral, guarantors, commercial 

crediting rating, etc. On the contrary, the credit rating will be established 

and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 or guarantee of a known Muslim entity 



initially. To ensure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growth, the ongoing and 

long term data analysis will be done with the utiliz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etc.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majority of the funding are sourced from the 

obligations and good deeds defined in the Islamic teaching (e.g., zakat, 

expiation, gift, helping others, relief of responsibility, goodwill lending, 

etc.)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maintenance and policy formulation of 

the platform should be managed by a third party which can be a capable 

and prestigious institution, a task force or a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consideration of history, geographic loc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experience, channel of cooperation, reputation, the Centre 

for Islamic Studies (ISAM) is the most qualified organization to lea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is program. 

 

I humbly suggest a digital finance platform is to be established by the 

collaboration of Centre for Islamic Studies (ISAM), Research Centre for 

Islamic Economics and Finance (ISEFAM), Ziraat Bank with the 

characters hybrid from the IAP of Malaysia, P2P online finance, 

Crowdfunding, and Ant Financial Services of China that would allow 

Muslims to practice lawful (hal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through it.  



 

The vision of this platform is to create an Islamically approved small 

investment channel that can encourage investments in any sector of the 

world a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to increase the prosperity and harmony 

of the Muslim society. Additionally, support and care for the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and the needy Muslims to achieve a decent 

life style around th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