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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东是当今世界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相结

合，恐怖主义问题与国家主权、民族冲突和宗教矛盾等纠缠在一起，虽然各国都在反恐，但成果非常有

限。只有促进经济合作，增加中东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人们的关注点从宗教、民族和政治事务

转移到经济议题上来，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较完备的地区反恐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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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反恐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05JJDGJW001)的阶段性成果。 

 

  二战结束以来，中东一直是世界上恐怖活动最为剧烈的地区之一。中东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

除了民族冲突、宗教矛盾、政治经济落后和大国在该地区的相互争夺之外，伊拉克战争也是当代

中东恐怖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目前，在中东还不存在正式的、有效的区域性反恐机制，国际反

恐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国际政治斗争的制约。 

 

一、中东恐怖主义形势 
 

早在冷战时期，中东就是恐怖主义威胁严重的地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其他地区，如拉美

和欧洲的恐怖主义威胁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中东在一段时间内也表现出缓和的迹象。但是由

于巴以冲突仍然存在，其他一些矛盾与冲突也未肃清，中东恐怖主义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9·11”
事件后，随着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东恐怖主义形势迅速恶化，

主要表现为： 
1.中东地区成为世界恐怖活动的主要地区。从 1968～2007年的整体数据来看，中东发生的恐

怖活动，在数量、人员伤亡等方面，都占世界一半左右，且这一局面在进入 21世纪后不仅没有改
变，反而不断恶化。冷战时期，中东地区所发生的恐怖事件，一般占世界总量的 20%，伤亡人数
占 30～40%之间。而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以来，这一比例逐渐上升到半数以上。
2001年以来的 7年间，世界恐怖主义形势出现了较大波动。2001～2003年，由于各国强有力的反
恐措施，世界恐怖活动出现下降趋势；从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始到 2006年，世界恐怖
活动、特别是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急剧上升；从 2007年开始，世界恐怖活动在整体上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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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趋势，恐怖活动伤亡数据也表现出类似趋势。2001年以来，恐怖活动造成的人员死亡数大致呈
上升趋势，从 2001年的 4571人增加到 2006年的 12071人。但到 2007年时出现了较大的转折，
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下降到 8763人，下降了 27.4%。虽然中东、南亚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但
恐怖活动死亡人数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东不仅仍占主要部分，而且其比例还从 2006
年的 79.6%上升到 2007年的 84.7%（参见下表）。 
 

世界恐怖活动状况（1968～2007 年）
①
 

地区 恐怖事件 比例 受伤人数 比例 死亡人数 比例 

非洲 1219 3% 9933 8% 3845 7% 

中亚/东亚 242 1% 5584 4% 253 0% 

东欧 1582 4% 5281 4% 2066 4% 

拉美 3690 10% 4029 3% 2377 4% 

中东 15566 44% 63283 50% 31014 56% 

北美 588 2% 4344 3% 3568 6% 

南亚 5203 15% 23597 18% 8939 16% 

东南亚 2029 6% 5983 5% 2158 4% 

西欧 5558 16% 5678 4% 1441 3% 

合计 35677 100% 127712 100% 55661 100% 

 

2.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中东地区发生的恐怖活动主要是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后遗症。在 2000～
2003 年间，在伊拉克发生的恐怖活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从 2003 年开始，在伊发生非常规暴
力活动呈爆炸式增长态势，仅 2003 年伊境内共发生 147 起恐怖事件，造成 539 人死亡、1176 人
受伤；到 2006年，伊共发生 3946起恐怖事件，造成 9454人死亡、15241人受伤。2007年形势虽
有所好转，但恐怖事件数和死亡人数仍分别高达 2343起和 7404人。 
统计数据的下降并不一定就表明伊安全局势得到缓和，却有可能意味着伊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2007年中东地区只有 7423人死于恐怖活动，伊拉克一国就占了 99.7%。据统计，在 2007年伊拉
克有 18938人死于各类暴力活动当中，而这一数据在上一年度是 18655人；2007年美军在伊拉克
阵亡 901人，上一年度则只有 822人。从这些数据中虽然不能得出伊拉克局势恶化的结论，但至
少可以表明伊拉克局势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尽管 2007 年每天死于暴力冲突的伊平民数量大约
53人，低于 2006年的每天 64人，但伊拉克的动荡局势开始对中东以外地区的安全问题产生了影
响。“基地”组织开始通过其在伊拉克的分支和附属机构筹集资金和训练人员，支持其在阿富汗和

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活动。
[2]
 

 

二、中东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 
 

对于中东恐怖主义的根源，学界和政界有不同的认识。赫尔勃特·奎彻尔特（Herbert Kitschelt）
认为，中东地区“很明显地陷入到低增长、不良的治理和抵制经济全球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中。”

[3]159,163

美国总统布什则认为，“许多中东国家⋯⋯是政治和经济原则的失败，”
[4]
似乎说明中东恐怖主义

                                                        
①资料来源为MIPT网站，http://www.tkb.org/GroupRegionModule.jsp。1968～1997年数据只包括国际恐怖活动，
1997年后包括国际和国内恐怖活动。除另有说明外，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这一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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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缺陷。与西方人士倾向于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内因去寻找

理由不同，非西方人士一般倾向于为中东恐怖主义问题寻找一个综合性的解释，认为仅仅将中东

恐怖主义的根源归结于中东国家的内部治理则过于片面。由于中东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地缘环境，

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都是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在很多情况下外因甚至大于内因。具体来说，中

东恐怖主义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别： 

1.阿以冲突（现在主要表现为巴以冲突）是巴以分治以来中东恐怖主义的一个持久性根源。
准确地说，目前巴以暴力冲突仍具有民族冲突的性质，只是其手段往往直接针对平民等非军事目

标，具有明显的恐怖主义特征，至少是一种非对称性的暴力冲突。在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斗争

史中，恐怖主义只是一种被双方普遍采用的手段而已。但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处于强势地

位的犹太人逐渐抛弃了恐怖手段，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巴勒斯坦人则逐渐更多地接受了这种适合于

弱势群体的非对称暴力手段。
[5]76-82

 

2.政治经济困境是中东恐怖主义问题产生的大背景。在经历了 20世纪七十年代石油经济繁荣
后，中东国家出现了石油富国与非石油穷国之间的分化，同时又使得石油出口国出现了从多元的

农业和纺织业经济体向单一商品出口国方向的转变。但是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石油价格的下
降，又使这些石油富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此情况下，很多中东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的建议下，被迫进行了经济改革。但中东地区绝大部分国家仍维持着传统的政治制度，从而

与开放、自由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之间构成了严重的矛盾。结果是，无论是君主国、酋长国还是世

俗政权，都在政治制度与经济要求之间出现了冲突。
[6][7]397-413

 

3.宗教极端主义是激化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要思想动力。当代宗教极端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原教
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 1920年罗斯（Curtis Lee Laws）主编的美国浸礼教会的《守
望稽刊》（The Watchman Examiner）中，他强调自由是单方面的，政府必须赋予个人以自由；当法
律和现行秩序与《圣经》相冲突的时候，公民不服从是一种自然的、本能的反应。

[8]31-34
当原教旨

主义思想与中东的政治环境相结合后，就逐步成为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中东，意识形态

和民族主义等传统思想逐渐失去民众支持，而极端宗教组织的生命力日益旺盛。“基地”、“真主党”、

“哈马斯”等活跃的武装组织，都具有明显的宗教极端主义色彩。在犹太人方面，“卡赫运动”（Kach 
and Kahane Chai）、“公路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Highways）、“犹太战斗组
织”（Ey Al）、“希伯来复仇者”（Revenge of Hebrew Babies）和“大卫之剑”（Sword of David）等
极端组织，不仅袭击巴勒斯坦目标，还暗杀了以色列前总理拉宾。2006年 1月，以色列军队撤离
加沙地带后，犹太极端组织成员又威胁要暗杀以色列总理沙龙。

[9]
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显

示出在伊拉克迅速发展的势头，而伊斯兰教内不同派别之间的隔阂和冲突也在不断升级。①“两河

基地组织”（Tanzim Qa’idat al-Jihad fi Bilad al-Rafidayn）、“一神论和圣战组织”（Tawhid and Jihad）
以及“伊斯兰教法支持军”（Ansar al-Sunnah Army）等伊拉克新恐怖组织，虽然具有一定的反抗
外国占领的民族主义色彩，但也或多或少地从宗教极端主义获取了思想动力。目前，这种民族主

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相互结合的恐怖组织，是中东乃至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 
4.反美主义是中东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9·11”事件后，布什总统在解释中东人为何仇

恨美国时说，“他们仇恨民选政府⋯⋯仇恨我们的自由⋯⋯”
[10]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认为，

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暴力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之间，而且存在于伊斯兰本身之间。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中东人对美国的仇恨，归结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不仅不能实现反恐怖目

标，反而为恐怖主义情绪提供了更多的合法性依据。事实上，中东穆斯林对美国的仇恨，主要是由

                                                        
①巴格达市一个家庭法院的数据显示，在 2002年，不同宗派间的通婚占总数的 3～5%，但是到 2005年底，这种
现象几乎绝迹。在 2005年 11月登记的 742对新人中，只有 2对属于不同宗派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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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的中东政策，而非由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美国对一些中东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对以色列

的无条件支持，以及在海湾地区的驻军和伊拉克战争，是刺激中东反美主义的主要根源。
[11] 

如果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与一些中东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其在中东地区的驻军是

历史问题的话，那么 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则是刺激中东反美主义情绪高涨的新根源。伊
拉克战争不仅激化了传统反美主义者的情绪，也在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内部催生了反美情绪。一

部非常流行的电影《巴格达陷落之夜》（The Night Baghdad Fell），就用喜剧式的开场来描述了美
国对埃及的入侵。

[12]
土耳其电影《狼谷》（Valley of the Wolves）描述了这样一幕：在美军轰炸了一

座清真寺、袭击了一个婚礼之后，土耳其军队报复了邪恶的美国军队。
[12]
可见，中东穆斯林与美

国人之间缺乏信任，妨碍了双方在反恐等方面的合作。 
 

三、中东地区反恐治理状况 
 

中东面临着世界上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且缺乏地区性反恐合作机制。不仅如此，有关

国家仍然在恐怖主义的定义方面争执不休，将对组织和个体的恐怖主义定义视为一种国际斗争手

段，而不是出于反恐的实际需要。“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斗士”等论调

在中东地区十分盛行。在此情况下，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治理，主要集中在个别的反恐措施以及

一些没有约束力的反恐宣言或原则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中东地区的反恐合作机制很不完善。如上所述，中东是世界恐怖主义威胁的重灾区，很多
中东国家都将反恐合作视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是埃及、土耳其、以色列和沙特等国，

均有较为完善的反恐措施。但中东国家的反恐政策，在很多时候是相互冲突、彼此矛盾的，特别

是在涉及阿以冲突等敏感问题时，更是如此。如以色列将自己的军事袭击定义为反恐行动，而中

东伊斯兰国家则倾向于将反以色列的暴力活动定义为民族解放运动等。尽管如此，在中东，特别

是在伊斯兰国家之间，也通过了一些反恐法规：1994年 12月 13日在摩洛哥举行的第 7届伊斯兰
会议组织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准则》，要求成员国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

地策划或参与资助、煽动、支持恐怖主义行动；
[13]2071998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会议通过了《打

击恐怖主义的阿拉伯公约》；1999年伊斯兰会议组织通过《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这些反恐怖
法律文件都是国际反恐合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基本上都是在本民族、本宗教范畴内的合作，

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反恐合作。但中东国家曾作过一次建立跨宗教、跨民族反恐合作机制的

努力：1996年 3月，第一次“和平缔造者首脑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包括中东和会两主
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 30多个国家元首出席。虽然会议的宗旨被确定为“支持地区和平、维护
地区稳定、反对恐怖主义”，但是美国和以色列强调的是要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而阿拉伯国家更

关心的是巴以和平进程和巴人民的命运。另外，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被美国排斥在外，叙利

亚和黎巴嫩又抵制会议，使得这次会议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没有实现建立地区反恐机制

或塑造地区反恐认同的目标。
[14]188 

2.中东地区一体化水平很低。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在缺乏紧密经济和政治合作关系的前
提下，实现持久、密切、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评价一个地区反恐合作水平的主要标志，并

不是那些应急的反恐宣言和公约，而是一个地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一体化程度。中东是世界上

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目前，在中东地区除了有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两大政治组

织外，还有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MU）、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欧洲－地中海伙伴机构（EMP）
和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协议（GAFTA）等经济合作机构。但伊斯兰会议组织、阿盟等是伊斯兰国家
之间的组织。经济性合作组织因其跨越宗教、民族和文化的特征而对地区一体化和反恐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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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欧洲—地中海伙伴机制成立于 1995年 11月，包括欧盟和 12个地中海国家或地区①，试图在

自由贸易和密切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15]173

该机构不仅仅是一个经

济合作机构，也是一个政治和安全伙伴机制，旨在创造地区和平与稳定。但是，由于中东国家与

欧盟国家之间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模式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目前该伙伴机制并不成功。

因此，中东地区要想建立一个有效的包括反恐合作在内的地区稳定机制，经济合作必须先行。 
3.中东国家参与了一些全球性反恐合作，但意义和作用不大。全球范围内的反恐体系包括联

合国及其有关职能部门、跨地区组织和 12个全球性反恐公约。其中，反恐公约规定了一些反恐基
本原则：反恐遵守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原则和国际规范；国际社会认识并谴责所有特征的恐怖主

义行为，任何恐怖分子都必须受到惩罚；国际合作是反恐活动必须遵守的原则。与世界其他地区

一样，中东国家大多遵守这些反恐公约。虽然各国对公约的认识和贯彻状况不一，但这些国际反

恐法规对中东国家至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中东国家都承诺打击、惩罚其管辖范围内的恐怖分子。“9·11”事件发生后，几乎所

有的中东国家，都表达了对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对恐怖活动的遣责。虽然对于中东国家来说，这种

表态并没有很大的分量，但在“9·11”后的国际反恐潮流中，中东国家至少在政治态度方面并不
落后于其他地区，并成为针对恐怖主义进行舆论战、心理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所有中东国家都欢迎达成一个全球性反恐怖协议。

[16]640-641
中东国家虽都表示支持美国

的反恐活动，但在具体在具体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约旦基本上完全支持

美国；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北非伊斯兰国家主要止于口头支持；而沙特和埃及则是支

持与批评并存。但在联合国制订全球性反恐公约、统一恐怖主义定义的努力中，中东国家表现得

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还要积极。 
 

四、中东恐怖主义问题的前景 
 

中东地区遭受严重恐怖主义威胁，这一状况已从冷战时期延续至今，仍无好转的迹象。国家

间冲突、大国政治角逐、宗教与民族矛盾的渗入等仍是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根源，是恐怖主义问

题的大背景。具体来说，以下因素仍然主导着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 

1.美国的角色矛盾是解决中东恐怖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障碍。在中东，美国既是裁判员，又
是运动员。一方面，美国通过在中东地区的驻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的援助、军品

出售和与一些中东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持其在中东的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又在阿以冲突、

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和民族冲突中，试图充当解决者或调停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裁

判员和运动员之间角色的相互矛盾性，使得美国既不能摆脱受中东问题的影响，也不能有效地解

决中东问题。从中东国家的角度来看，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没有美国解决不了中东

问题。但由于美国经常也是问题中的一方，有了美国，在中东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导

致了以下后果：美国可在中东的整体和平与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又会使一些国际冲突长

期化。因此，滋生中东恐怖主义的土壤非但不能消除，反而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2.国际反恐力量的不平衡分布阻碍了国际反恐合作。恐怖主义对世界安全所造成的威胁，不
仅来自于其所从事的恐怖活动，还来自于有关国家的应对措施。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缺少必

要的反恐经济和政治资源，难以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不仅不能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反而为恐

                                                        
①这 12个国家或地区是：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耳他、摩洛哥、叙利亚、突
尼斯、土耳其和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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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义网络不断提供新的成员和训练营地。恐怖主义的全球性、非对称性特征，使得在一个全球

体系中，不同国家间反恐能力存在不平衡性，这不仅威胁了落后国家的安全，也可能威胁到发达

国家的安全。但恐怖主义又具有一种区域性和流动性。发达国家有效的反恐措施，往往有可能暂

时地驱使恐怖主义势力向安全能力薄弱的国家流动，从而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安全负担。在此情况

下，一些国家有可能采取将恐怖分子驱逐出境的政策，或者干脆采取姑息纵容政策，这又增加了

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恐怖主义风险。 

3.缺少建立综合国际反恐合作机制的环境。虽在“9·11”事件后，美国建立起一个规模空前
的反恐志愿者同盟，但事实上国际反恐合作的水平是非常低的，更谈不上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

了。因此，国际反恐阵营面临的挑战与障碍，虽在中东尤其严重，但又不是中东地区所独有的。

从整体上看，国际反恐合作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首先，在恐怖主义定义方面不存在全球

共识，甚至连地区性共识都很难达成。在很多国家内部，包括美国在内，不同的部门也有着不同

的恐怖主义定义。这在事实上既为有关国家的对外活动提供了便利，也为广泛、深刻的国际反恐

合作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其次，缺少一个综合有效的国际司法机制，以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

的非国家行为体进行规范、监视、起诉和惩罚；再次，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刑事司法力量，以

解决反人类和战争罪行，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的罪行；最后，缺少一个强大的国际警察力量，以

从事情报收集和犯罪预防工作。 

 
五、结语 

 
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东反恐合作的程度与水平，直接关系到

整个国际社会反恐活动的成效。但中东反恐合作所面临的障碍，不仅包括反恐法律或技术本身，

还存在于政治和文化领域。要想深化中东地区的国际反恐合作，维护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与安全，必须从中东内部和外部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首先，必须促进巴以和解。巴以冲突是中东安全问题的症结。如果不能实现巴以和解，就不

可能在中东实现真正的、公正的和平。在目前状况下，恐怖主义在中东只是民族冲突、宗教矛盾

所导致的一个衍生问题而已。 
其次，必须促进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温和派穆斯林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之间的对话与和解。

目前，温和派穆斯林既基于人性和宗教信仰而不愿意支持恐怖主义，也由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

反感而不愿意主动参与国际反恐斗争。他们既不会从事暴力活动，也缺少从事反恐活动的能动性

和话语能力。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被伊斯兰极端分子

主导或劫持了，导致了严重的“沉默的大多数”现象。但若没有温和派穆斯林的理解与支持，国

际社会也不可能赢得反恐斗争的胜利。 
再次，必须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改革，来推动中东地区的社会与政治发展，为消除恐怖

主义的根源提供条件。经济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从很多国家的历史经

验来看，经济进步都会带来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进步，并且常常是社会、政治进步的必要前提。 
最后，必须坚持政治多元化的道路，放弃西方中心主义。一方面，中东国家面临着来自现实

社会和传统文化方面的制约，不能建立一个让西方满意的制度，以减少自己进入国际社会、参与

全球化进程的政治阻力；另一方面，由于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也不能建立一个符合本国国

情的制度。只有在积极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摆脱外部干涉，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现实

需求安排政治进程，才有可能建立适合于中东地区的政治模式，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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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orism and Anti-terror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ZHANG  Jiadong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is facing most severe terrorist threat in the world with some rival 
definitions of terrorism. There are many unsolved 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linked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while terrorism parallels sovereignty contradiction, 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religious 
friction. Consequently, anti-terrorism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just achieve little even almost all 
countries are devoting themselves to anti-terrorism.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regional anti-terror 
cooperation regime,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to cultivat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y among 
them by promot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o divert public attentions from religious, nationalist, and 
political affairs into economic agendas.  
Key Words  The Middle East Issues; Terrorism; Economic Cooperation; Anti-terror Cooperation; Religious 
Fact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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