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际 问趁研 究

篷砚渺霎年世界恐喻活动评析

张家栋

复旦大学国 际 问题研究 院 美国研究 中心博士

从常规战争的角度来看
,

年是 比较平静

的一年
,

在所有国家间都没有发生国际法意义上

的战争
。

但是从非常规冲突角度上分析
,

年

又是非常动荡不安的一年
,

不仅中东
、

南亚的恐

怖活动迅速增加
,

而且西欧这个近几年来相当安

全的地区
,

也因为伊拉克战争等问题而遭受了严

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

特别是伦敦
“
七七 ”

连环爆

炸案件
,

在很大程度上 打击 了西 欧国家的安全

信心
。

图 世界恐怖活动区分布 年一 年

一
、

世界恐怖活动总体状况

动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
,

世界面临的恐怖主义威

胁 日益严重
。

尽管 年 ,’
”

事件后美国发动

了反恐战争
,

但是随后几年发生的恐怖事件仍然高

于 年
。

这表明美国发动的反恐怖战争和国际反

恐怖统一战线
,

虽然投入了相当多的反恐怖资源
,

但是并没有取得预定效果
。

年 月
,

美国国务

院发布的 年全球恐怖主义报告美化了 年的

国际反恐斗争形势
,

但实际上这一年发生的恐怖活

动之多却仅次于 年 见表
。

这份报告与实不

符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

迫使美国政府最终修改

了该报告的有关数据
。

从图 可以看出
,

中东
、

南亚和西欧是世界恐

图 世界恐怖事件数 年一 年

一 世界恐怖事件数及其区域分布

评估世界恐怖主义活动状况的指标有 个 恐

怖事件数
、

恐怖活动造成的人员死亡和受伤人数
。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
,

年是 世纪以来恐怖活动

最剧烈的 年
,

超过了 “
’, 事件发生的 年

。

由上图 可 以看出
,

年以来
,

世界恐怖活 田 次 艺 勺牛世界恐饰争 午地区分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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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饰主义 问趁专击

表 世界恐怖活动状况 侧犯年一 年

地地区区 《】 】年年 年年 年年 年年 洲抖 年年 加 年年 合计计

非非洲洲

东东亚 中亚亚

东东欧欧

拉拉美 加勒比比

中中东东

北北美美

南南亚亚 印

东东南亚亚

大大洋洲洲

西西欧欧

合合计计

图 世界恐怖活动致死状 年一 年

图 世界恐怖活动致死人数 年一 年

怖活动发生的三大热点地区
,

分别占同期世界恐

怖活动总数的
、

和 具体数据见表
。

而在 年中
,

这一 比例更加突出
。

从图 可 以看

出
,

仅仅中东发生的恐怖活动就 占世界恐怖活动

总数的
,

排在第
、

第 位的南亚和东南亚分别

图 世界恐怖活动致死人数 年

占 和
。

这表明伊拉克战争将世界恐怖活动

的烽火进一步引到中东
。

中东不仅仅成为西方眼

中的世界恐怖活动策源地
,

更成为世界恐怖活动

的主要舞台
。

二 世界恐怖活动致死情况

年以来
,

恐怖活动造成的人员死亡数大

致呈上升趋势
,

从 年的 人增加到 年的

人
。

具体参见图 和表

从图 可以看出
,

年发生的 “ , ”
事件

开始了新世纪恐怖主义的活动高潮
。

从 年到

年
,

由于 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
,

国际社会所

遭受的恐怖主义死亡不断下降
。

但是从 年到

年
,

恐怖主义致死数又不断上升
,

并且超过

耀翼薰粼黔嘿翼黔粼



目际 问趁研 究

表 世界恐怖活动致死状况 仪沁年一 年

地地区区 坟兀旧 年年 年年 年年 年年 以抖 年年 年年 合计计

非非洲洲

东东亚 中亚亚

东东欧欧

拉拉美 加勒比比

中中东东

北北美美

南南亚亚

东东南亚亚

大大洋洲洲

西西欧欧

合合计计

年的水平
。

这表明美国在 年 月发动的伊

拉克战争
,

不管其动机如何
,

都在事实上使世界

恐怖主义形势更加恶化
。

而从图 和 图 可见
,

中

东是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地区
,

死亡人数

占世界同期总数的
,

年其死亡人数更占世

界同期的
。

这说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始以

后
,

中东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不断上升 具体数

据参见表
。

与图 相比可见
,

在 年
,

除中东

以外
,

世界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致死人数都有所

下降
,

部分反映了国际反恐怖努力在中东以外地

区取得一定的成果
。

图 世界恐怖活动致伤人数 年

美的恐怖活动死亡人数较低
,

而受伤人数却相对较

高
,

这与三个地区恐怖活动的特征有着密切的联

系
。

从 年以来的纵向比较来看
,

年是

年以来恐怖活动致伤人数最多的一年 从横向比较

来看
,

恐怖活动致伤人数逐渐集中到中东等少数地

区 见图
、

图 和表
。

综上所述
,

从恐怖事件的发生率
、

致死人数和

致伤人数三个指标来看
,

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呈不断

恶化的趋势
,

并不断向中东
、

南亚等少数地区集

中
。

这一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持续下去
。

图 世界恐怖活动致伤人数 年一 年

三 世界恐怖活动致伤情况

世界恐怖活动致伤情况与恐怖事件发生频率

和致死状况大致相仿
,

区别在于西欧
、

东欧和拉

二
、

恐怖主义热点地区状况

年
,

中东
、

南亚
、

拉美
、

东南亚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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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饰主义 问趁专击

表 世界恐怖活动致伤状况 加 年一 年

地地区区 年年 年年 年年 年年 侧又 年年 年年 合计计

非非洲洲

东东亚 中亚亚

东东欧欧

拉拉美 加勒比比

中中东东

北北美美

南南亚亚 以

东东南亚亚

大大洋洲洲

西西欧欧 巧

合合计计

图 中东恐怖事件 年一 年

欧是世界恐怖主义的热点地区
,

在恐怖事件数和

受害地区和活动舞台
。

从图 和 图 可 以看出
,

从

年到 年
,

中东恐怖事件和死亡人数的绝对

值及其占世界的份额都在不断上升
。

特别是 年

和 年
,

由于常规战争结束
,

伊拉克各种非对称

性暴力活动成为中东恐怖主义主要构成部分
。

见

表 和表 从图 可以看出
,

从 年到 年
,

伊拉克恐怖活动急剧上升
。

在 年一 年间
,

图 中东恐怖活动死亡人数 年一 年
图 伊拉克恐怖活动 年一 年

造成的人员伤亡等方面都占据了世界恐怖活动的

绝大部分份额
。

一 中东

中东向来被西方世界视为国际恐怖主义策源

地
,

但是在新世纪
、

特别是 “ ”

事件 以来
,

随着

美国等反恐怖政策的变化
,

又变成恐怖主义的主要 图 南亚恐怖活动 年一 年

瓤翼翼翼黝翼翼篡黝



目 际 问翅研 究

伊拉克发生的恐怖活动几乎还可 以忽略不计
。

但

是从 年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开始
,

伊拉克

恐怖活动几乎呈直线上升
,

增加值超过了整个世

界恐怖主义的增长部分
。

可 以预测
,

只要美军仍

继续占领伊拉克
,

这一情况将难以根本改变
。

二 南亚

南亚的恐怖主义问题比较复杂
,

并且长期得不

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

在南亚
,

克什米尔问题
、

斯里

兰卡泰米尔人与僧逸罗人之间的冲突
、

巴基斯坦的

部族和宗教冲突
、

印度东北部 的民族分裂主义 问

表 南亚部分国家暴力冲突伤亡人数 年一 年

年年度度 印度度 巴基斯坦坦 尼泊尔尔 斯里兰卡卡 合计计

逆 年年

年年 份拓拓

年年

年年

以科 年年

年年 巧

合合计计

注 印度数据只包括死亡人数
,

截止 年 月 日 巴基斯坦 年一 年数据只包括爆炸案件致死数 斯里兰卡

数据包括死亡和受伤两部分 尼泊尔数据涵盖 年 月 日到 年与
“

毛派
”

武装有关的死亡人数
。

资料来源
,’ ” , “

年一 年
,, , “

瓶
”

题
、

孟加拉国家的种族
、

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
、

尼 泊尔的意识形态及其种族冲突
,

使得暴力活动成

为南亚社会生活中的经常状态
。

从 图 可 以看出
,

虽然在 年和 年
,

南亚恐怖活动死亡人数相 比前一年都有所下 降
,

但是从 年到 年的总体趋势来看
,

南亚恐

沛主义在恐怖事件发生频率和致死率两个方面来

看
,

都呈逐渐上升趋势
,

且除中东外
,

是世界上

最为严重的
。

图 东南亚恐怖活动状况 年一 年

图 巧 拉美恐怖死亡人数 年一 年

图 拉美恐怖事件数 年一 年

三 东南亚

东南亚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是民族矛盾与宗

鬃翼篡翼翼缴馨薰薰鬓



恐饰主义 问题专击

教极端主义的结合体
,

这在印尼 的亚齐和马鲁古

地区
、

菲律宾南部
、

泰国南部都有明确的体现
。

如图 所示
,

年以来
,

东南亚恐怖事件

虽然在 年时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

但是在总体

上呈不断上升趋势
。

死亡人数的发展趋势则大致

以 年为分水岭
,

年一 年快速上 升
,

年一 年 间则缓慢 下 降
。

但 是
,

如 果 将

年一 年间的总体数据进行分析的话
,

可

以发现基本上还是体现上升趋势
,

只是单次恐怖

事件的致死率有所下降
。

见表 和表

四 拉美

拉美一 向是恐怖主义的热点地区
,

从 年

到 年
,

在拉美发生 的恐怖活动事件 占世界总

数的比例
,

一直在 左右
。

但是从图 可 以看

出
,

拉美恐怖事件
,

在绝对数量和在世界总数中

的比例都呈不断下降趋势
,

特别是在 年
,

占

世界总数的比例更下降到
,

创历史最低水平
。

从图巧可 以发现
,

拉美恐怖活动死亡人数 占

世界总数的比例更小
,

在 年几乎达到可 以忽

略不计的程度
,

只有
。

这一方面是 因为拉美

恐怖死亡数的绝对值有下降趋势 参见表
,

另

一方面
,

世界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死亡人数急剧

上升
,

降低了拉美恐 沛活动伤亡在世界恐怖活动

伤亡中的比例
。

五 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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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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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于英国成立
, “ 地球解放阵

线
”

年也成立于英国
。

西欧又是当代世界恐

怖组织最 多的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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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

而 西 欧就有 个
,

占世界总数 的
,

居世界各地区的第一位
。 “ ”

事件

以后
,

世界仍处于活动状态的恐怖组织共有

个
,

而在西欧活动的恐怖组织至少有 个
,

占世

界总数的
,

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位
。

从

年到 年
,

在西欧发生的国际恐怖事件
,

占全世

界总数的 以上
。 阁

但是
,

高恐怖事件发生率
、

低死亡率一直是西

欧恐怖主义的重要特征
。

从图 可 以发现
,

从

图 西欧恐怖事件数 一

年到 年
,

西欧恐怖事件占同期世界总数的
,

居世界各地区第 位 但是造成的人员死亡却很少
,

以至于在图 中不足于单独列项
,

只 占世界总数的
。

从图 可见
,

从 年到 年
,

西欧恐怖

事件在世界恐怖事件总数的比例不断下降
,

从

年时的 下 降到 年 的
。

更为突 出的是
,

年西欧只有 人死于恐怖活动
,

仅占世界总数

的
。

并且
,

这些死亡人数全部是 月 日的伦敦

连环爆炸案 起 造成的
,

其他 起恐怖事件主

要是由无政府主义者
、

反全球化组织
、

极端民族主

义组织和动物保护组织所为
,

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

三
、

世界主要恐怖组织活动状况

在 年
,

共有 个恐怖组织从事的恐怖事件

超过 次或造成的人员死亡超过 人
,

分布在中

东
、

南亚
、

拉美
、

西欧和非洲地区 见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

在 年
,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恐怖组

织只有基地组织一个
,

并且该组织只在阿富汗直接

从事过一起恐怖活动 另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

马斯里旅可能是基地组织在西欧的分支
,

但是也只

在英国伦敦从事一次连环爆炸案件
。

从地区分布来

看
,

在 个主要恐怖组织中
,

有 个活动在中东国

家
,

并且又集中在伊拉克
、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南

亚有 个恐怖组织入列
,

居第二位 除此以外
,

拉

美
、

西欧和非洲都有 个恐怖组织活动非常剧烈
。

熬鬓毅巍巍磷毅蒙黔豁翼馨



国 际 问通研完

表 年世界主要恐怖组织活动状况

恐恐怖组织织 意识形态态 活动区域域 事件数数 受伤数数 致死数数

基基地组织 以 一 伊斯兰主义义 世界各地地

马马斯里旅旅 伊斯兰主义义 西欧欧
一

民民众抵抗委员会会 民族主义义 巴勒斯坦坦

以色列列列列列

法法塔赫 一 切山山 民族主义义 巴勒斯坦坦

哈哈马斯 伊斯兰主义义 巴勒斯坦坦

民民民族主义义 以色列列列列列
巴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伊斯兰主义义 巴勒斯坦坦

民民民族主义义 以色列列列列列

两两河基地组织织 伊斯兰主义义 伊拉克克

先先知追随者士兵兵 伊斯兰主义义 伊拉克克
急

伊伊斯兰教法护卫军军 伊斯兰主义义 伊拉克克
一

伊伊拉克伊斯兰军军 伊斯兰主义义 伊拉克克
”

印印度共产党毛派派 极左左 印度度

阿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 民族主义义 印度度

尼尼泊尔共产党毛派 一 极左左 尼泊尔尔

泰泰米尔猛虎组织 】」 民族主义义 斯里兰卡卡

塔塔利班 知 伊斯兰主义义 阿富汗汗

民民民族主义义义义义义

上上帝抵抗军军 宗教极端主义义 乌干达达

肠肠记色 基督教 苏丹丹丹丹丹

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极左左 哥伦比亚亚

小小计计计计

不不明恐怖组织合计计计计 喇讲讲

年恐怖活动总计计计计

注 主要恐怖组织指在 年从事恐怖事件超过 起或造成人员死亡超过 人的组织
。

资料来源
·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
,

原教旨主义是恐怖主义的主

要思想动机
,

有 个恐怖组织带有宗教极端主义色

彩
,

其中伊斯兰极端组织 个
,

基督教极端组织

个 有 个组织带有民族分裂主义色彩
,

其中 个同

时具有宗教色彩
,

这表明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

具有很强的结合能力 另外
,

还有极左恐怖组织

个
,

全部分布在南亚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内
,

这明

显表明极左恐怖主义是社会
、

经济问题的反映
。

表 则反映了不同类型恐怖组织的活动频率和

烈度
。

民族分裂主义
、

极左派别和宗教极端主义在

薰翼嘿翼嘿薰翼翼翼镌



恐伟主义 问翅专击

表 各类型恐怖组织活动状况 侧沁年一 年

组组织类型型 恐怖事件件 致伤人灯灯 致死人数数

刃 抖抖 洲 洲又又 以刃一佗以只只

民民族分裂主义义 卯

无无政府主义义
‘‘

反反全球化化

极极左左 料

极极右右

法法西斯主义义

宗宗教极端主义义

环环境主义义

其其他他

合合计计

年恐怖活动中占据主要部分
,

占可 以分辨组

织类型的恐怖事件总数的将近
,

造成的人员伤

亡占各类型恐怖组织伤亡总数的超过
。

具体

来说
,

从恐怖事件次数来看
,

民族分离主义占据

最显著地位
,

年共发生了 起民族冲突型恐

怖事件
,

比 年一 年间的平均值 增加了
,

占各类型恐怖事件总数 的比例也从

年一 年间的 上升到 年的
。

宗教极

端主义也是 年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威胁
,

共

发生 起恐怖事件
,

比 年一 年间的平均

值 起增加了
,

占世界各类型的比例也从

年一 年间 的 增加 到 年 的
。

见表 就像在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表现出来的
,

很多宗教极端组织都在本质上源 自极端民族主义
,

原教旨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的结合
,

是 目前国际

社会的主要威胁
。

极左型恐怖主义则在绝对值方面的变化比较

小
,

恐怖事件
、

致死人数和致伤人数分别从

年一 年间平均值
、

和 变成 年的
、

和
,

基本持平 但是在世界恐怖活动

中的份额却大大下降
,

分别从 年一 年间

的
、

和 下 降到 年 的
、

和
。

见表 无政府主义在世界恐怖活动中所占的份额

没有大的变化
,

但是反全球化
、

法西斯主义和环境

保护主义在 年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

这些数据表

明
,

在 世纪的开头 年中
,

恐怖主义威胁逐渐

集中于民族分裂主求和宗教极端主义
。

四
、

年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

恐怖活动国内化
、

当地化趋势

表 反映了过去 年中国际
、

国内恐怖主义的发

展趋势
。

与 年一 年相比
,

年国内恐怖

主义的活动频率和人员伤亡
,

分别提高了
、

和

个百分点
。

这表明
,

由于国际社会的反恐怖强度

不断提高
,

恐怖组织从事国际活动的能力在下降
、

难度在增加 同时
,

由于阿富汗战争特别是伊拉克

战争的爆发
,

个别国家
、

特别是伊拉克成为恐怖活

动的热点国家
。

从整体上看
,

在过去 年中
,

恐怖

主义的国内化趋势或者说国际恐怖主义的当地化趋

势非常明显
。

但是
,

由于将恐怖主义区分国际
、

国内的材料

蘸黝翼翼嘿翼翼翼璞瀑



闯际 问城研 究

表 年国内
、

国际恐怖活动比较

地地区区 恐怖事件件 致伤人数数 致死人数数

国国国内内 国际际 国内内 国际际 国内内 国际际

非非洲洲

东东亚 中亚亚

东东欧欧

拉拉美美

中中东东

北北美美

南南亚亚

东东南亚 大洋洲洲

西西欧欧

合合计计

占占世界总数的比例例

叉 年一刁仪科 年合计计

以洲 年一 以抖 年比例例

主要是从行为主体
、

行为客体和影响 目标三个方

面来定义的
,

不能反映国内恐怖主义的思想动机

和资金来源
。

例如
,

在 年 月 日发生在英国

伦敦的 起连环爆炸案中
,

行为主体是英国土生公

民
,

行为客体是伦敦市民
,

而影响 目标则是英国

的外交政策
。

从这三个指标来看
,

这无疑是国内

恐怖事件
。

但是
,

实际上
,

这一恐怖事件的根源

是英国支持美国的反恐怖政策以及英国在伊拉克

的军事行动
,

其最终 目标也是要影响伊拉克和中

东局势
。

另外
,

在伦敦爆炸案行为主体的背后
,

据说隐藏着基地或其他国际恐怖主义网络
。

从这

个意义上说
,

伦敦
“ 七

。

七
”

爆炸案件
,

反映了国

际恐怖主义网络的当地化趋势
,

国 际 恐怖主 义与

国内恐怖主义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
。

替察和政府机构是 年恐怖活动的首要

袭击目标

从世界恐怖活动的 目标来看
,

袭击警察
、

政

府机构以及平民 目标恐怖事件占据主要部分
,

占

总数的
。

安全保卫 明显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

业
,

在 年警察受到 次袭击
,

占总数 的
,

而在 年一 年时
,

这一数字只有

有 名警察死于恐怖活动
,

占总数的
,

这一

数字在 年一 年时只有
。

针对宗教 目标

和教育机构的恐怖活动也在增加
,

在 年分别

占世界总数的 和
,

但是在 年一 年间
,

这一数字只有 和 从绝对值上看
,

年针

对 宗教和教育机构的恐怖活动分别 比 年一

年间年平均值上升了 和
。

见表

爆炸和袭击是 年恐怖活动的主要手段

从表 可 以看出
,

年
,

爆炸和袭击是恐怖

活动的主要方式
,

分别占恐怖活动总数的 和
,

这一数字在 年一 年间是 和
。

相比之下
,

在过去 年中
,

爆炸在恐怖活动方式中

一直稳居半数左右
,

而袭击案件则有大幅度增加
,

这主要与伊拉克局势有因果关系
。

在 年
,

暗

杀事件有大幅度下降
,

从 年一 年间占世

戮翼篡翼翼翼翼然薰鬓



恐伟主义 问趁专击

表 世界恐怖活动目标分布 以沁年一 年

二, 盛二二 恐怖事件件件 致伤人数数数 致死人数数数
曰曰 悯亏亏 刃 科 年年 年年 《又 年年 年年 《 抖 年年 年年

堕堕胎 含相关

机机场 航班班

工工商业业 的

外外交交

教教育机构构

食食品与供水水

政政府目标标 肠

记记者 媒体体

海海运运

军军事事

非非政府组织织

警警察察

平平民 目标标 翻

宗宗教目标标 科

通通讯讯

恐恐怖分子子
‘‘

游游客客
‘

交交通通 加

不不明明

公公用事业业

其其他他

合合计计
’’

巧

界总数的 下降到 年 纵火一向是反堕

胎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主要恐怖活动手段
,

但是

在 年却没有出现过 劫机 曾是威胁国际安全

的重要恐怖活动方式
,

在 年也基本绝迹了
。

五
、

小结

从恐怖主义根源上看
,

年传统恐怖主义

根源仍旧
,

而伊拉克战争引起的后遗症继续困扰

着伊拉克
、

中东和整个国际社会
。

从总体上说
,

政治矛盾 包括 民族和不 同阶层
、

社会经济问

题
、

意识形态和全球化进程等是 年恐怖主义

主要根源
。

在西欧
,

民族主义仍然是主要的根源
,

而环境保护主义
、

动物保护和反全球化运动等也

逐渐成为重要的恐怖主义根源 在南亚
,

民族主

义
、

宗教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是恐怖主义的主要

鬓薰翼然翼薰翼翼蘸



目 际 问趁研 究

表 , 年世界恐怖活动策略比较

策策略略 恐怖事件件 致伤人数数 致死人数数

《兀 一 《 年年 年年 《 抖 年年 年年 刃一 《洲拼 年年 年年

袭袭击击

纵纵火火

暗暗杀杀

绑绑架架

爆爆炸炸 科

劫劫机机

拐拐骗骗

其其他他

非非常规袭击击 《

不不明明

合合计计 巧

思想动力
,

特别是在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东北部
,

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东南亚
,

政治动机
,

包括民

族独立等政治 目标
,

虽然经常打着宗教极端主义

的旗号
,

但是仍然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 在拉

美
,

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 主要是毒品走

私 和游击队武装有着密切的联系
,

这种基于社

会经济原因的恐怖主义在未来也不可能消失 在

中东
,

国际政治斗争和民族利益
,

表现在反美恐

怖主义和巴以冲突方面
,

仍然是中东的重要恐怖

主义根源
。

同时
,

中东恐怖主义问题还 由于外国

占领
、

社会权力多元化和政治结构混乱等而急剧

恶化
。

从地缘上看
,

在 年
,

中东
、

南亚和东南

亚这一恐怖主义弧形地带是世界上恐怖活动最为

剧烈的地区
,

发生的恐怖事件就占世界恐怖事件

总数的
,

死亡人数占总数的
,

受伤人数占

世界总数的
。

其中中东是恐怖活动最激烈的地

区
,

恐怖事件数
、

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分别占同

期世界总数的
、

和
。

但是在中东
、

南亚

和东南亚以外地区
,

恐怖主义总体形势有所缓和
,

并且伤亡率比较低
。

特别是西欧
,

高恐怖事件发生

率和低伤亡率的特征非常明显
。

从恐怖活动的特征上来看
,

在 年
,

国际恐

怖事件所 占比例 比 年一 年间有很大下

降
,

恐怖活动的国内化或本地化趋势非常明显 安

全保卫和政府机构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

针对

警察的恐怖事件列各类型之首
,

并且警察的伤亡也

是各类型中最高的
。

爆炸与前几年一样
,

是恐怖活

动的主要手段
,

占各种恐怖活动手段的半数以上

而袭击事件近几年来一直是排在第二位的恐怖活动

手段
,

在 年又有很大幅度的增加
。

注 释

【 〕本文所有数据
,

除另有注释以外
,

均来源于 刀
,

年 月 一 日数据来源于
二 。

本文其他数据
,

除另有注明以外
,

均截止于

年 月 日
。

【 」胡联合
,

《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 》
,

东方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

【 」以整个西欧为单位
,

如果一个组织在多个国家活动
,

则只

计算一次
。

〔 」胡联合
,

《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
,

东方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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