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别与地区

国际政治变迁与“9·11”后
西欧恐怖主义的特征
张家栋

　　内容提要 :西欧是许多现代政治理念和思想的发源地 ,同时也是现代恐怖主

义的诞生地。冷战结束以后 ,意识形态冲突逐渐远离西欧的社会生活 ,民族冲突

也逐步得到缓解 ,虽然无政府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等成为西欧恐

怖主义的新根源 ,但从总体上看西欧的恐怖主义威胁逐渐减轻。但“9·11”事件

以来 ,随着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 ,宗教极端主义成为西欧面临的

主要威胁 ,西欧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联系密切。

关键词 :西欧 恐怖主义 “9·11”事件 宗教极端主义

西欧是很多现代政治理念的发源地 ,是各种理论和利益冲突汇聚之地 ,同时

也是当代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发源地。19世纪以来 ,由于无政府主义、极左思

想、极右思想、法西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在西欧社会的传播与冲突 ,恐怖

主义一直是西欧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不稳定因素。

一 西欧恐怖活动概况

西欧是现代恐怖主义的发源地和重要活动场所。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冲突

最早产生于西欧 ,至少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时期。当

现在的恐怖主义热点地区中东、南亚和非洲还处于中世纪时代或原始状态时 ,法

国总统卡尔诺 (1894年 )、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 ·卡斯基略 (1897年 )、奥匈帝国

皇后伊丽莎白 (1898年 )和意大利国王温伯德 (1900年 )等 ,就已经死于那些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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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着政治理想和暴力激情的恐怖分子之手了。

在当代 ,一些新型恐怖主义也最早产生于西欧 ,环境保护主义恐怖组织就是
一例。“动物解放阵线”(Animal L iberation Front,ALF) 1976年于英国成立 ,“地球
解放阵线”( Earth L iberation Front, ELF) 1992年也成立于英国。这些组织后来将
其活动拓展到美国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 ,并且有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活动的趋势。

西欧又是当代世界恐怖组织最多的地区。1968年以来 ,在世界各国 (以国
家为单位 ,如果一个组织在多个国家活动 ,就会被计算多次 )活动过和正在活动
的恐怖组织共有 965个 ,而西欧就有 267个 ,占世界恐怖组织总数的 27. 7% ,在
各地区中居第一位。①“9·11”事件以后 ,世界仍处于活动状态的恐怖组织共有
169个 ,在西欧活动的恐怖组织至少有 67个 ,占世界恐怖组织总数的 39. 6% ,比
冷战时期还有所上升 ,继续高居世界第一位。② 并且 ,西欧恐怖活动的格局没有
变化 ,法国、希腊、意大利和英国等仍然是恐怖组织比较集中的国家。

表 1　西欧恐怖组织的国别分布状况

国家 情况不明 停止活动 尚在活动 恐怖组织总数

奥地利 0 2 1 3

比利时 0 4 1 5

塞浦路斯 1 0 0 1

丹麦 0 2 1 3

法国 7 33 9 49

德国 2 8 3 13

希腊 9 38 33 80

意大利 1 20 13 34

荷兰 2 3 3 8

葡萄牙 1 2 0 3

西班牙 1 8 2 11

瑞典 1 1 2 4

瑞士 1 5 1 7

英国、爱尔兰 0 7 11 19

合计 267

　　资料来源 : http: / /www. tkb. org/ IncidentRegionModule. 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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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ttp: / /www. tkb. org/GroupRegionModule. jsp.

以整个西欧为单位 ,如果一个组织如基地组织等在多个国家活动 ,则只计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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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还是恐怖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从 1968年到 2005年 ,西欧共发生
5360起恐怖事件 ,占同期世界恐怖事件总数 25446起的 21% ,位居中东 /波斯湾
地区之后 ,排世界第二位。从 1968年到 2001年“9·11”事件爆发 ,西欧共发生
3979起恐怖事件 ,超过拉美的 2591起和中东的 2891起 ,占世界第一位 ,占同期
世界恐怖事件总数的 31. 8%。

表 2 西欧国别恐怖活动状况

国家 /地区
1968 - 1997年

恐怖事件 伤亡数

1998 -“9·11”事件

恐怖事件 伤亡数

“9·11”事件 - 2005年

恐怖事件 伤亡数

奥地利 59 117 4 17 0 0

比利时 101 201 5 5 12 0

塞浦路斯 61 95 4 0 9 0

丹麦 24 60 3 1 2 0

德国 461 794 9 14 10 2

芬兰 1 0 0 0 0 0

法国 513 1463 228 42 348 59

希腊 303 648 166 9 154 9

冰岛 1 0 0 0 0 0

爱尔兰 18 13 5 2 3 3

意大利 259 433 69 12 93 68

卢森堡 5 0 0 0 0 0

马耳他 12 11 0 0 0 0

荷兰 67 71 2 0 7 2

北爱尔兰 10 17 288 171 396 95

挪威 8 6 2 0 0 0

葡萄牙 55 22 0 0 1 0

西班牙 281 338 679 300 322 1035

瑞典 36 43 3 2 6 0

瑞士 74 118 6 1 3 0

英国 148 491 13 10 15 756

合计 2493 1381 2029

月平均 6. 9 13. 7 33. 5 13. 2 26. 8 39. 3

同期世界总数 8121 36807 4675 25903 12647 59989

占世界比例 30. 7% 13. 4% 31. 8% 2. 3% 11% 3. 4%

　　资料来源 : http: / /www. tkb. org/ IncidentRegionModule. jsp , 作者有所修正 ,如将 2005年 7
月 7日英国伦敦 4起连环爆炸案的受伤人数从原数据中的 220人增加到 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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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爆发以后 ,特别是由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开辟了反恐前

线 ,世界恐怖主义的活动重心也迅速向中东地区偏移。横向比较之下 ,西欧面临

的恐怖主义威胁有所缓和。从表 2可以看出 ,从 2001年 9月 12日到 2005年 12

月 31日 ,在西欧共发生 1381起恐怖事件 ,占同期世界恐怖活动总数的 11% ,与

“9·11”事件前占世界 31. 8%相比大大下降。但即使这样 ,西欧恐怖事件在数

量上仍然位居世界第三位 ,仅仅排在中东和南亚之后。以“9·11”事件为界线

进行纵向比较可以发现 ,从 1998年到 2005年 ,西欧恐怖活动在数量上虽然下降

了 21. 8% ,但是造成的人员伤亡却上升了 200%。应该说 ,“9·11”事件以后西

欧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不降反升。特别是英国和西班牙两个国家 ,支持美国领

导的反恐战争反而使它们成为宗教极端组织的袭击目标。

低伤亡率一直是西欧恐怖活动的重要特征。从 1968年到 2005年 ,西欧恐

怖事件占世界总数的 21% ,但是只造成 7559人伤亡 ,占世界同期伤亡总数

122706人的 7. 3%。西欧恐怖活动伤亡率只有 1. 41人 /次 ,只及世界平均水平

4. 82人 /次的三分之一。如果将 2004年马德里“3·11”连环爆炸案和 2005年

伦敦“7·7”连环爆炸案这两起明显具有伊斯兰极端主义根源的恐怖事件排除

在外 ,“9·11”以来西欧只有 482人伤亡于恐怖活动 ,只占同期世界 40487人伤

亡总数的 0. 8% ;伤亡率只有 0. 38人 /次 ,只及世界平均伤亡水平 4. 74人 /次的

大约十二分之一。

二 西欧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

冷战时期 ,极左和极右型恐怖主义是意识形态冲突和冷战在西欧社会的缩

影。一方面 ,左翼极端组织从社会主义国家得到思想等方面的支持 ;另一方面 ,

北约支持下的各种秘密部队则经常发动攻击政治左派的恐怖活动 ,甚至吸收右

翼恐怖分子为其成员。① 冷战结束以后 ,左翼恐怖主义在西欧的活动和影响不

断下降。例如 1992年 ,德国“红军派 ”②得出结论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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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Daniele Ganser, “Terrorism in W estern Europe: An App roach to NATOπs Secret Stay2Be2
hind A rm ies”, The W hitehead Journal of D iplom acy and In ternational Rela tions, W inter/Sp ring

2005, pp. 69 - 86.

“The Red A rmy Faction”为一极左恐怖组织 , 1978到 1992年间主要在前西德活动 ,

现已消失。该组织共从事过 43起恐怖事件 ,造成 9人死亡 , 300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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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结束 ,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行动下去了。① 但是民族分离主义、极右型恐怖

主义仍然是困扰西欧的重要恐怖主义根源 ,而无政府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环境

保护极端主义则成为西欧恐怖主义问题中的新因素。

(一 )无政府主义是西欧恐怖主义的重要思想动机

无政府主义恐怖组织主要活动在意大利和希腊两个国家。意大利尚处于活

动状态的恐怖组织共有 13个 ,其中无政府主义组织就有 5个。希腊是西欧尚处

于活动状态的恐怖组织最多的国家 ,在其 33个恐怖组织中 ,无政府主义组织占

据主导地位 ,共有 18个。但是这些无政府主义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极短 ,很多组

织在从事 1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恐怖活动以后就消失了 ,很多组织其实只有

很少的成员 ,个别组织甚至只有 1名成员。

从总体来看 ,无政府主义恐怖组织的活动比较频繁 ,数量比较大 ,但是造成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却非常有限。从表 2可以看出 , 1998年以来 ,在希腊发

生了 320起恐怖事件 ,但是只造成 18人伤亡 ,伤亡率只有大约 0. 06人 /次 ;在意

大利发生了 163起恐怖事件 ,但也只造成 80人伤亡 ,伤亡率大约 0. 5人 /次。分

别只及西欧同期伤亡率 0. 91人 /次的 6. 6%和 54. 9%。无政府主义组织恐怖活

动的低伤亡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构成有关。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都具有较高的

文化知识水平 ,一般都怀着浓厚的人文情怀 ,他们从事暴力活动主要是出于宣传

目的 ,所以造成的伤亡非常有限。

(二 )民族冲突仍然是西欧的重要恐怖主义根源

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是西欧民族主义型恐怖组织活动最为频繁的国家 ,同时

也是西欧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国家。

由于北爱尔兰问题 ,英国一直是遭受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威胁最为严重的

西欧国家 ,这种情况持续至今。从表 2可以看出 ,“9·11”以来 ,英国民族主义

型恐怖活动主要发生在北爱尔兰 ,本土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北爱冲突带来的威胁。

在北爱尔兰活动的民族极端组织分为两个部分 :主张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合并的

爱尔兰人恐怖组织和主张保持现状的忠于英国的恐怖组织。爱尔兰人恐怖组织

主要有 3个 :“爱尔兰共和军 ”( Irish Republican A rmy, IRA )虽然最多时有 1000

名成员 ,但“9·11”事件后只从事过 2起恐怖事件 ,恐怖活动的频率和烈度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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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 :《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 》,时事出
版社 2001年版 ,第 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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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下降 ;“永远的爱尔兰共和军 ”(C IRA)大约有 30名成员 ,从 1986年到 2005年

共从事 23起恐怖事件 ,造成 9人伤亡 ;“真正的爱尔兰共和军 ”(R IRA )大约不

到 200名成员 ,从上世纪 90年代末到 2004年 9月的最近一次恐怖事件 ,共从事

过 31起恐怖事件 ,造成 99人伤亡。忠于英国的恐怖组织主要也有 3个 :“忠诚

志愿军 ”(Loyalist Volunteer Force, LVF) 是一个准军事组织 ,最多时成员有 300

人 ,从 1996年到 2003年共从事 14起恐怖事件 ,造成 18人伤亡 ;“红手保卫者 ”

(Red Hand Defenders, RHD)大约有 20名成员 ,从 1998年到 2002年共从事 27

起恐怖事件 ,造成 9人伤亡 ;“阿尔斯特防卫协会 ”(U lster Defence A ssociation /

U lster Freedom Fighters)最多时有 4000多名成员 ,到 2004年 9月共从事 28起恐

怖事件 ,造成 15人伤亡。“9·11”以来 ,在北爱尔兰共发生了 396起恐怖事件 ,

造成 9人死亡 , 86人受伤 , ①基本上都是源于民族主义目标。

“埃塔”( ETA )仍然是西班牙最危险的民族主义恐怖组织。除了 2004年

“3·11”连环爆炸案中的 4起恐怖事件以外 ,“9·11”事件以来西班牙发生的其

他 318起恐怖事件基本上都是以埃塔为代表的民族极端组织所为。造成的伤亡

虽然不能与“3·11”事件相比 ,但是也造成 14人死亡 , 230人受伤 ,使西班牙所

承受的恐怖主义伤亡在西欧国家中位居前列。

法国尚处于活动状态的恐怖组织主要是民族主义组织或有极右倾向甚至是

法西斯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 ,这种状况与冷战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科

西嘉民族解放阵线 ”( FLNC)共从事 123起恐怖事件 ,造成 27人受伤 ,最近一次

活动发生在 2005年 7月 23日 ;“科西嘉抵抗者 ”(RC)是一个具有法西斯主义倾

向的民族极端组织 ,对 2002 - 2003年间的 10 - 20起袭击活动负责 ,但是造成的

人员伤亡有限。“9·11”以来到 2005年 ,在法国发生了 348起恐怖事件 ,造成

59人伤亡 ,基本上都是这些民族极端分子所为。

意大利也面临着撒丁岛独立分子的压力 ,但是有明确记录的民族型恐怖组

织却只有 1个 ,有记录的恐怖活动只有 2002年 1起。除此以外 ,西欧也是世界

其他地区民族主义恐怖组织的活动基地。“自由亚齐运动 ”( GAM )、“南马鲁古

共和国 ”(RMS)虽然是反对印尼政府的民族分裂组织 ,但在瑞典和荷兰等国也

有活动 ,只是尚未在西欧国家从事过恐怖活动。

(三 )环境保护主义是当代西欧恐怖主义的一个新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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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是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发源地 ,也是最早出现环境极端主义活动的地

方。特别是英国 ,其环境极端主义的影响已经蔓延到美国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 ,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严重的国际安全问题。“动物解放阵线 ”现在主要活动

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三个国家 ,到 2003年共从事 11起恐怖活动 ,但是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地球解放阵线 ”也主要活动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 ,到 2004年共

从事 50多起恐怖活动 ,但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不过有消息称环境保护极端主

义者有从事更大规模暴力活动的可能性。2004年 9月 ,英国著名的暴力抗议动

物活体解剖组织“停止捕猎动物野蛮行径 ”在肯特郡举办一次为期 4天的训练

营活动 ,大约 3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参加这次活动 ,内容包括徒

手搏斗和逃避拘捕等训练。①

从总体来看 ,环境保护极端主义组织的成员也主要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虽

然经常从事暴力活动 ,但是非常有针对性 ,并且尽量避免人员伤亡 ,体现出浓厚

的人文主义色彩。

(四 )宗教极端组织是西欧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

由于西欧国家与中东 (包括北非 )的传统联系 ,在西欧国家内部形成了庞大

的穆斯林群体 ,西欧也因此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活动场所。在“9·11”

事件以前 ,虽然出于民族主义动机巴勒斯坦人曾经在西欧从事过一些恐怖活动 ,

例如 1972年“黑九月 ”在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上绑架并杀害 9名以色列运动员

等 ,但宗教极端组织主要将西欧视为招募人员和筹集资金的后勤基地。

“9·11”事件发生以后 ,大部分西欧国家都加入到美国领导的反恐怖行动甚至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中 ,这使得伊斯兰极端组织改变了其西欧战略 ,开始将西

欧国家作为重要打击目标。

目前 ,在西欧活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主要有基地组织、“摩洛哥烈士旅 ”

( TakfirW a al2H jira)和“马斯里旅 ”(Abu Hafs al2Masri B rigade)等。其中基地组

织虽然被认为从事了很多规模空前的恐怖活动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在西欧直

接从事过恐怖活动 ;“摩洛哥烈士旅 ”主要在伊拉克从事恐怖活动②,虽然其活动

基地涉及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等西欧国家 ,但在西欧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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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国严管‘动物极端主义 ’”, http: / /www. qzwb. com /gb /content/2004 - 08 /02 /con2
tent_1312824. htm。

最近一次活动 2005年 2月 2日发生在伊拉克 ,造成 12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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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政治宣传和资金筹集等活动。

“9·11”后产生的新宗教极端组织“马斯里旅 ”则成为在西欧活动最剧烈的

恐怖组织。从 2003年到 2005年 7月 ,该组织共从事 9起爆炸事件 ,共造成 249

人死亡、1306人受伤。其中 2004年 3月 11日在马德里制造的连环爆炸案 ( 4

起 )和 2005年 7月 7日在伦敦制造的连环爆炸案 ( 4起 )就造成 247人死亡 ,

1300多人受伤 ,分别占“9·11”后西欧恐怖死亡总数的 87. 9% ,受伤总数的

7414%。① 由此可见 ,宗教极端主义虽然在西欧恐怖活动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

却是目前西欧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

(五 )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在西欧渐趋式微

西欧曾经是意识形态冲突比较剧烈的地区 ,但是冷战以后极左和极右恐怖

主义都开始衰落 ,而在德国等国活动的所谓“光头党 ”虽然也经常被戴上极右之

名 ,但实际上只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别名 ,与意识形态冲突关系不大。

目前 ,希腊是西欧意识形态冲突比较明显的国家 ,尚处于活动状态的反全球

化、极右和极左恐怖组织共 13个 ,其中一些还是破坏性非常大的恐怖组织。

“革命核心”(Revolutionary Nuclei)和“11月 17日革命组织 ”(RO2N17)是目前希

腊的主要极左组织。“革命核心 ”被认为是“革命人民奋斗组织 ”( ELA ) ②的继

承组织 ,从 1974年到 2003年共从事 40起恐怖事件 ,造成 27人伤亡 ;“11月 17

日革命组织 ”得名于 1973年反对希腊军人独裁的学生运动 ,从 1975年到 2002

年共从事 50起恐怖活动 ,造成 49人伤亡。但是这两个组织目前的活动都不太

积极 ,有逐渐退出恐怖主义舞台的可能性。

除了希腊以外 ,在意大利、法国等也有一些极左组织处于活动状态 ,但是活

动都不剧烈。近年来 ,由于全球化进程和伊拉克战争等对西欧社会的冲击 ,一些

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反全球化组织和反战组织在西欧有所活动。“全球起义 ”

( Global Intifada)就是活动在瑞典的一个反战组织 ,主要针对波兰和丹麦在瑞典

的设施从事破坏活动。很明显 ,这是为了反对这两个国家加入美国领导的驻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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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不同信息来源对西班牙和英国连环爆炸案的肇事者说法不同 ,但是相同的是这些恐
怖活动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所为。另外 ,又有说法认为马斯里旅是基地组织欧洲分支的化名。
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希腊极左恐怖组织 ,英文全名 Revolutionary Peop leπs Struggle,母语名称 Mothertongue

Name: Epanastatikos Laikos Agonas ( ELA) ,从 1975年到 1994年共从事 45起恐怖活动 ,造成
17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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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联军。该组织从事过 3起恐怖事件 ,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其他国家

也存在过一些出于反战目的的恐怖组织。

三 西欧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

“9·11”后西欧频繁的恐怖活动 ,表明西欧仍然是各种利益和思想冲突比

较密集的地区。但西欧恐怖活动的低伤亡率则表明 ,宣传而非杀伤是西欧恐怖

主义的主要目标。马德里和伦敦的连环爆炸案虽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

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欧恐怖主义的这一重要特征。具体来说 ,西欧恐怖

主义的发展趋势如下 :

第一 ,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将继续存在 ,但是继续发动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可

能性不大。西欧面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 ,是与伊拉克局势和不同国家对美

国反恐政策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马德里和伦敦的连环爆炸案表明 ,如果主要

西欧国家不改变现有反对美国反恐战争和单边主义行为的政策 ,伊斯兰极端组

织也不大会轻易改变其将西欧视为后勤基地的既定战略。

第二 ,民族主义恐怖活动将继续 ,但是其烈度仍将保持在较低水平。法国、

北爱尔兰和西班牙是西欧民族主义型恐怖活动最为密集的地区 ,从表 3可以看

出 ,从 2001年到 2005年 ,恐怖事件数量呈递减趋势 ,这表明西欧的民族冲突正

在缓解 ;而从表 4可见 ,如果 2004年数据扣除马德里“3·11”事件、2005年数据

排除“7·7”伦敦连环爆炸案这两起宗教极端活动 ,西欧民族主义恐怖活动的烈

度也在不断下降。

表 3 西欧主要国家恐怖活动状况

国别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合计

法国 72 72 117 71 54

北爱尔兰 (UK) 185 93 98 75 67

西班牙 236 114 46 51 63

希腊 23 29 55 42 25

意大利 23 22 34 19 16

英国 (本土 ) 6 3 1 1 8

西欧总计 550 342 375 273 238

　　资料来源 : http: / /www. tkb. org/ IncidentRegionModule. 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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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西欧主要国家恐怖活动伤亡状况

国别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合计

法国 23 12 22 14 7

北爱尔兰 (UK) 28 33 18 15 16

西班牙 180 66 26 806 48

希腊 1 1 2 3 3

意大利 3 2 53 8 5

英国 (本土 ) 9 0 0 0 756

西欧总计

　　资料来源 : http: / /www. tkb. org/ IncidentRegionModule. jsp。

虽然西欧民族主义型恐怖活动的数量和烈度都在降低 ,导致民族冲突的根

源并没有被完全清除。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和法国的巴斯克人问题以及法国

面临的科西嘉民族主义问题 ,将继续给“爱尔兰共和军 ”、“埃塔 ”( ETA )和“科西

嘉民族解放阵线 ”( FLNC)等民族极端组织提供民众基础和思想动机。

第三 ,意识形态冲突将继续是西欧恐怖主义的重要思想动力 ,但造成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都将非常有限。意大利和希腊的恐怖活动虽然比较频繁 ,但是

造成的人员伤亡则比较有限 ,虽然 2003年的伤亡数曾突然增加 ,但是从长期来

看 ,这种低伤亡率的总体特征将会保持。

第四 ,环保主义极端组织等新型恐怖组织仍将继续其破坏力有限的象征性

恐怖活动 ,并且有加剧的可能。但与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根源的恐怖主义

相比 ,问题并不严重。

四 结 　语

弗朗西斯 ·福山 ( Francis Fukuyama)曾说过 ,西欧现在已经成为伊斯兰恐怖

分子的主要招募基地。① 实际上 ,西欧国家的殖民主义历史 ,使其与世界很多动

711　国际政治变迁与“9·11”后西欧恐怖主义的特征

① W alter Pincus,“Donπt IgnoreW estern Europe, Terrorism ExpertW arnsU. S. ”, in W ash2
ing ton Post, Sep tember 8, 2005, p. A09, http: / /www. washingtonpost. com /wp - dyn /content/ ar2
ticle /2005 /09 /07 /AR2005090702087. htm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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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地区有着切割不断的联系 ,西欧一直是世界各地很多恐怖组织的后勤保障基

地。库尔德人武装、“东突 ”组织、伊斯兰极端组织和印尼的民族分裂组织 ,都可

以在西欧找到自己的避难场所和资金来源。目前的变化在于 ,极端伊斯兰组织

不仅在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社区发展新的成员 ,一些血缘上纯属西方的人也开始

加入它们。①

从总体上看 ,西欧恐怖主义问题不仅受到内部民族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影响 ,

也一直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在冷战时期 ,由于西欧是东西方势力较量的重要

场所 ,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 (包括极左和极右 )是西欧恐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当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对抗终结的时候 ,西欧意识形态型、特别是极左型

恐怖主义也开始衰落。此外 ,由于与中东、北非等敏感地区的地缘邻近关系和传

统联系 ,西欧比美国更容易受到国际政治冲突的影响。在上世纪 70到 80年代

在西欧发生的很多重大恐怖事件 ,如“慕尼黑奥运会屠杀事件 ”和“洛克比空

难”②等 ,以及“9·11”后的马德里爆炸案和伦敦连环爆炸案都证明 ,西欧恐怖主

义问题 ,经常是有关国际政治力量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西欧恐怖主

义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联系密切。

虽然“9·11”事件给西欧国家带来了新的恐怖主义威胁 ,恐怖活动及其造

成的伤亡在过去 2年有所上升 ,但随着伊拉克问题的逐步解决和西欧国家不断

调整对伊政策 ,宗教极端主义和其他类型恐怖主义对西欧构成的安全威胁将逐

渐减轻。

(作者简介 :张家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博士 ;责任编

辑 :乔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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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 ,一名 38岁的比利时女子穆里艾 ·德高奎与一名宗教极端分子结婚后皈依了
伊斯兰教 ,并且成为一名圣战战士 ,在伊拉克的自杀式袭击中造成 5名伊拉克警察死亡。见
“周末故事 :伊拉克自杀爆炸中的比利时女人 ”, http: / /news. tom. com /1003 /20051203 -

2710869. htm l。
1988年 12月 21日 ,泛美航空公司 ( Pan Am )的航班在英格兰洛克比 (Lockerbie,

Scotland) 被炸毁 ,机上 259人全部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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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 ractice. In this respect, Balance of Power is not an excep tion. And, as the
theory is developed on the power system in modern Europe, its most important
scope condition is that the tendency of balance illustrated by European great powers
in history is against those land2based m ilitary powers in the form of large army rath2
er than those global maritime powers based on trade, finance and navy.

82 　Comm o n Fo re ign a nd Secu rity Po licy: A Com p a ra tive Ana lys is o f the
A ttitude s o f Pow e rs
W U Zh icheng　YAN G N a
W hile the making and imp lementation of EU policies in the field of CFSP are inter2
governmental, their developments are influenced by EU members, especially those
powers like UK, France and Germany; and to some extent, restricted by US, the
most important alliance of the EU. B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ttitudes and po2
sitions of the powers, this paper suggests: UK takes CFSP as a tool to pursu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us, is willing to be a balance and mediator between US and
the EU; France, as a firm supporter and p ropellant of CFSP, has been trying its
best to seek common position among EU memb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Ger2
many, by push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FSP, intends to be the political leader of
the EU and a great power in the world. In the meantime, US advocates CFSP un2
der the framework of NATO to maintain its dom inance in EU security affairs.

94 　Bo rde r Is sue be tw ee n C h ina and R u ss ia and the S ign ificance o f Its
Se ttlem en t
J IAN G Yi
Border issue is not only a sensitive one,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2Russia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past 300 years witnessed dramatic changes at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nd their far reaching impacts. The comp lete settle2
ment of the border issue in October 14 of 2004 has laid down a foundation for fur2
ther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his paper argues, it was the mutual
respect for history and facts, mutual interests and considerations, along with com2
p rom ises from both sides that led to this solution. Besides, the settlement wa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nventions, as well as long term strategy to devel2
op friend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108　Tran sfo rm a tio n o f In te rna tio na l Po litic s and C ha rac te ris tic s o f Te rro rism
in W e s te rn Eu rop e a fte r“9·11”
ZHAN G J iado ng
W estern Europe is the cradle of man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s, and also the birth2
p lace of modern terrorism.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 ar, the terrorism that threat2
ened W estern Europe m itigated as a whole because ideological and ethnic conflicts
had been deviated and relaxed. But on the other hand, anarchism, environment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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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m, anti2globalization movement have become new roots of terrorism. Neverthe2
less, since“9·11”, especially after the launching of Afghanistan and Iraqi wars,
religious extremism has become the major challenge to Western Europe, and 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 is closely linked to and interacted w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9　O rig in a nd Evo lu tio n o f D u tch“Co ffee Shop Sys tem ”
ZHAN G Yo ngan
The Dutch public2health2oriented anti2drug policy makes the so2called“Dutch sys2
tem”evidently different from the punitive2crim inal2justice2oriented“American sys2
tem”. The“coffee shop system”, in particular,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interna2
tional symbol”and“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of Dutch national anti2drug poli2
cy.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making of this unique policy: the
deep2rooted ideas,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national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ineffec2
tiveness of punitive2crim inal2justice2oriented international anti2drug strategy. A s to
whether the Dutch system could become an institutional model to deal with interna2
tional drug p roblem s, we still need to wait and see.

REV IEW S

135　R eve la tio n o f the Anc ien t In te rna tio na l R e la tio n s
L I Ka isheng
Anci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nπt been acknowledged fully and studied ade2
quately. However, they did exist and had a long colorful history if state2like rather
than nation2state is regarded as a uni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exam ining the
ancient world we could see there had been quite a few dramatic transformations re2
futing the argument that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uld never change.
In fact, the dearth of evolution theor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xistence of
Eurocentrism / W estcentrism are owing to the disregard of ancient international re2
lations directly. The study of anci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ll not only change
and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also lay
down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 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2
tions theory.

146　 In te rne t a s a Too l and the S tud ie s o f So c ia l Sc ience s: App ro ach and
D eba te
L IU Zuo ku i 　GAO Chun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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