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国际社会在反恐方面，面临哪些挑战？

答：一是缺少反恐共识。 政治性是导致反恐
阵营分裂、碎片化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政治性

是定义恐怖主义所必须的， 是把恐怖主义事件
与一般犯罪行为区别开来的主要因素； 但另一

方面，有了政治性，恐怖主义又往往会与武装团
体、民族分裂运动、宗教极端主义等复杂问题和

概念混杂在一起，导致认识上的混乱。 这一冷战

时期的两难命题现在虽然有所变化， 但并没有
完全失效。 其结果就是，虽然各国都声称要打击

恐怖主义，具体打击哪个恐怖组织，哪个恐怖分
子， 或哪种恐怖主义行为方面， 往往又分歧很

大，有时甚至是根本对立。 这是因为，虽然恐怖
主义无国界，但恐怖分子往往有国籍，恐怖活动

往往有特定的目标和区域的， 并非总是针对全
球的。 因此，虽然 911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就反

恐怖问题达成了临时性共识， 但最终不敌国际

政治的基本规律。 一旦美国的反恐意愿下降，甚

至重新拿恐怖主义牌来服务于自身利益， 反恐
怖共识也就迅速削弱甚至崩溃了。

二是反恐的“度”难以把握。 在恐怖主义威
胁下， 尤其是在重大恐怖事件的刺激与煽动之

下，一些国家极易在反恐方面有过度反应。 比如
美国此前在反恐方面投入过量资源， 不仅没有

如愿解决问题，有时反而越反越恐。 反恐活动的
核心是争取人心， 是把温和派与极端恐怖分子

相互在心理上隔离。 但美国反恐过度却恰好会

把很多温和派和中间派人士推到恐怖主义一
方，导致越反越恐的恶性循环。

三是反恐措施持续性不够。 一类是自身能
力先天不足。 很多国家发展水平低下， 文化多

元，又受制于政治制度的困扰，导致反恐能力不
足。 像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伊拉克、叙利亚、

索马里等国家，都存在这一问题。 另一类是因为

前期反恐过度，而导致反恐能力不可持续，导致

制度性不足。 很多国家总是在恐怖主义威胁严
重时，各种极端反恐措施一哄而上，不考虑可持

续性。 但一阵风过去，很多反恐措施无以为继，

只好迅速收缩。 这种反恐能力的波动性和不确

定性，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问题的恶
化。 以美国为例，打着反恐旗帜进攻阿富汗和伊

拉克，打死、逮捕了很多恐怖主义嫌疑人，但最终

无力善后。 美军侵入阿富汗以后，大力悬赏搜捕
基地和塔利班分子，导致大量平民被逮捕，一些

还被关押到美军的军事基地。 这些人中的多数
都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审判， 最终只好释

放，给美国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安全负担。 在伊
拉克，美军也逮捕了很多极端分子，但又无力

管理与教育，反而为这些极端分子提供了更多
的机会。 美军在伊拉克布卡监狱关了 24000多

人。 这些人被释放后，不仅成为反美恐怖活动的
主力军，还在监狱中发展出组织网络。 正是美军

前紧后松， 为巴格达迪和 IS组织的崛起提供了
发展机会。

    问：国际社会如何加强反恐合作？

答：要想促进国际反恐合作水平，提高国
际反恐效率，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一、要正确看待恐怖主义威胁。 虽然我们
不可能完全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但是也没有战

胜不了的恐怖主义势力。 要从根源上反恐。 和
平与发展是反恐最重要前提和手段。

二、国际反恐合作要去政治化。 反恐合作
经常受到政治属性的困扰。 在全球化时代，铲

除恐怖主义的国际土壤、 尤其是国际政治土
壤，经常比直接消灭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更加

重要。国际反恐合作要聚集在恐怖主义问题本

身，而不是受恐怖主义借口的左右。

三、国际反恐怖合作要去安全化。 恐怖主

义虽然威胁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但是在多数
情况下，都是一个社会治安问题，与军事等传

统安全问题仍然有本质性差异。如果过于强调
恐怖主义威胁中的国家安全属性，会不利于国

际反恐怖合作。

四、国际反恐合作需要建设更具代表性的

框架体系。 现在，随着联合国协调一致的功能
被削弱，一些西方国家从事反恐怖合作的能力

和意愿也有所下降，国际反恐怖合作出现了合
法性难题和能力真空。这需要更多的国家和国

际组织， 来增加对反恐合作的兴趣和能力，构
建一个更可持续、更有代表性国际反恐合作体

系。

    问：巴格达迪之死对国际反恐形势有何影
响？

答：美军打死巴格达迪，是国际反恐阵营的

一个重大胜利。 这不仅对于美国，对于其他国家
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国际恐怖

主义形势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巴格达迪之死，将会进一步削弱国际恐怖

主义运动的士气。恐怖组织往往缺少内部民主

选举和决策机制， 领袖人物的能力和魅力，对
恐怖组织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往往非常重要。在

历史上，很多恐怖组织的崩溃，往往都来自于

领导人被消灭。 因为领导人、尤其是创始领导
人的死亡而变得更加强大的恐怖组织，在历史

上很少出现过。

其次，将会导致 IS的结构进一步分散化、

扁平化。巴格达迪之死表明圣战运动的领导者

本身都是不安全的。 这必然会削弱 IS本就已

经被削弱的指挥与控制能力。

但是，巴格达迪之死也不应该被夸大。领
导人对恐怖组织的影响， 取决于恐怖组织的

属性和发展阶段。一是 IS是一个宗教极端型
组织，把成员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圣战思想，

而不是领导人。 这意味着， 领导人的生死或
变化，会影响恐怖组织的形态与活动特征，但

不会对恐怖组织或圣战运动的存续造成根本
影响。 当年美军打死拉丹以后，导致“基地”

组织对 IS 领导力的下降， 为 IS 取代以 “基

地” 为核心的国际圣战领导和象征地位提供
了条件。 从打击“基地”组织来看，拉丹之死

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打击国际圣战组织的

角度来看，其作用又非常有限。这一次巴格达
迪死亡以后，IS 迅速推出了新领导人， 就是

一个例证。

二是 IS已经处于下降阶段， 领导人的作
用已经被极大削弱。 一般来说，在一个恐怖组

织的创立和发展阶段，领导者的作用是非常关
键的。 但是在下降阶段，由于恐怖组织的各项

功能已经成熟甚至是衰退，对领导人的依赖迅
速下降。 美军在 IS已经被大大削弱的情况下

打死巴格达迪，巴格达迪基本失去指挥和控制

能力的情况下被打死， 基本上是象征性意义，

大于实际的反恐功能。

后巴格达迪时代的世界反恐格局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张家栋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月 27日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头领巴格达迪 26日晚在美军于叙利
亚西北部进行的一次针对他的军事行动中身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稍后证实这一消息并选出继任
者。美国为何此时出手？巴格达迪之死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本版编辑特请专家详细解读。

    问：美国为何此时进行斩首
行动？

答：一是情报时机。 在反恐怖

领域， 很多场景是无法预选设定
的，只好相机而动。 情报因素是决

定此次斩首行动的主要决定性因
素。 因为这次行动虽然是特朗普

总统批准的， 但前期的情报和军

事准备， 并不会在特朗普总统的
视野之内， 被政治操纵的可能性

不大。

二是维护美国的国际形象。最

终， 美军开始从叙利亚北部撤军，

美国不负责任的形象、关键时刻会

抛弃盟友的形象以及正在衰落的
形象，进一步被强化。 在这种情况

下，一次成功的反恐行动，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扭转不利的国际舆论

环境。 同时，这一行动也可威慑叙
利亚战场上的各方，在美军撤出的

情况下， 不要过于伤害美国的利
益，否则美国就会进行针对性打击

和报复。 所以这也是一次威慑行
动。

三是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

特朗普总统目前在国内面临支持

率下降、 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等问
题， 还面临被民主党在众议院弹

劾的巨大压力。 特朗普自上任以

来，虽然在国际舞台上高调行事，

但取得的外交成绩仍然非常有限。通过一次

现场反恐秀，特朗普总统至少可以短期内提
振自己阵营的士气。否则，一次次的失败，可

能会放大特朗普团队内部的分歧与矛盾，会
强化特朗普总统的无能形象。

在美国宣布胜利之后，俄罗斯等国表示
了质疑。 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

采访时称，巴格达迪是“美国的产物”，而且

他是否已被清除尚未得到证实。

目前，可以基本肯定的是巴格达迪确实

是死了。 但是，巴格达迪在何时、何地、以何
种形式死亡， 目前只有美军单方面的证据。

虽然并非完全不可信，但毕竟还有待第三方

证据来进一步证实。一是巴格达迪已经被宣

布死亡多次，这一次被怀疑也很正常。 二是
这起行动看起来太过完美， 有点像摆拍，仿

佛一切都在美国控制之下。既然是美国完全
控制的，为何是现在而不是以前？ 如果真是

可能被美国情报机构完全掌握的，巴格达迪
与美国到底是什么关系？ 怀疑是很正常的，

符合逻辑。三是俄罗斯对特朗普总统的个性
特征有所保留。特朗普在过去有多次不实言

论和夸张的言论。 这次可能讲的是真的，但
其历史记录则助长了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

怀疑。 特朗普在宣布这起行动时，还使用了
一些夸张的个人演绎，本意是为增强故事性

和吸引力，但事实上反而削弱了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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