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特点及发展趋势 
 
产生于 20世纪 60年代的当代国际恐怖主义，至 90年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999年，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在一份专门研究反恐怖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新恐怖主义”

的概念，指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恐怖主义正在由传统型恐怖主义向信息时代的“新恐怖主
义”转变。 
“9·11”　事件后，国外有研究者将此事件称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分水岭，标

志着国际恐怖主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新恐怖主义”的到来，其“新”主要表

现在向全球扩展的趋势、跨国活动的模式、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和组织机构的网络化等方面。

参见［美］伊恩·莱塞等著：《反新恐怖主义》的有关章节论述，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02年。AndrewTanandKumarRamakrishna：NewTerrorism-anatomy，Trend，AndCounte 
r-Strategies　，2002，EasternUniversitiesPress，PP　 1-9，PP　 234-236还有人称“‘基地’
组织及其活动就是‘新恐怖主义’的一个典范”。［西］安东尼·吉登斯：《新式与老式恐怖

主义》，载西班牙《先锋报》，2004年 12月 27日。这些观点无疑都客观地指出了近 10年来
国际恐怖主义出现的新变化。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无论是从恐怖主义的根源、动机还是组

织、活动手法上看，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恐怖主义仍将长期具有“新”“旧”结

合、“新”“旧”交替的特点，或者可以像兰德公司反恐怖专家形象地称之为“新的恐怖主义”、

“老的根”。［美］伊恩·莱塞等著：《反新恐怖主义》，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
第 56页。本章仅就“9·11”事件后国际恐怖势力活动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作简要阐述。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要动向及特点　　 

综合来看，“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从恐怖活动的主体看，“基地”化、全球化和网络化已成为国际恐怖势力发展的主

要趋势 
一是组织背景“基地”化。“9·11”事件后国际恐怖势力活动表明，“基地”组织等宗

教极端势力仍是国际恐怖势力的骨干力量。特别是“基地”组织虽在阿富汗战争中遭重创，

但其残余势力采取化整为零、避实就虚的方式，除部分仍在阿富汗境内负隅顽抗外，加强向

世界其他地区转移和渗透，同时不断加强与当地的恐怖势力及反政府武装的勾联，联手制造

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有专家指出，当前世界发生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多数具有“基地”组

织的背景，有的是“基地”组织直接组织策划，有的则是“基地”组织提供资金并下达指令、

由其在当地的“代理人”具体实施。“基地”因此有演变成国际恐怖势力的某种“精神领袖”

的趋势。全球各类恐怖组织或有意识地与“基地”组织建立联系，谋求资金、人员等支持；

或效仿“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模式，精心组织策划、实施连环爆炸，追求恐怖活动的“‘基

地’品牌效应”。专门研究“基地”组织问题的美国总统恐怖主义问题顾问罗恩·古纳拉特

纳明确指出：“‘基地’组织已经从一个组织转变成了一场运动”。本·拉登成功地将自己的

意识形态加以传播，从而产生出新的土生土长的团体。［美］戴维·卡普兰与凯文·怀特洛：

《恐怖主义新战士——美国的策略打击了基地组织却激起一场险恶的运动》，载《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周刊，2004 年 11 月 1 日。还有专家则称“‘基地’组织不仅声名远扬，还树
立起一个能号召众多‘业余爱好者’以它的名义采取行动的强大品牌”。 
 
迈克尔·克拉克：《恐怖主义的转折点》，载英国《2005 年的世界》专辑，转引自新华

社伦敦 2004年 12月 3日英文电。　 
 
二是活动地域全球化。从上世纪 70年代初开始，恐怖组织之间的国际联系日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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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初的武器与信息方面的相互支持逐步发展到共同训练和联合实施恐怖行动，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国际恐怖组织。进入 9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
加快，恐怖活动也向全球急剧蔓延，跨国性越来越强。美国在“9·11”事件后开展的国际
调查证明，“基地”组织与世界各地恐怖组织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勾联的国际性网络。一些

专家指出，目前以“基地”组织为核心的国际恐怖组织网络分散在全球 60多个国家。　 
三是组织结构网络化。一些专家指出，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恐怖组织的结构也开始发

生变化，已不再像以往传统的恐怖势力那样具有垂直的组织结构和严格的等级划分，往往由

一些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恐怖团伙拼凑而成，其决策权高度分散，彼此无隶属关系。但由于使

用最新技术来传递信息、协调行动，因此其相互联系却更加紧密，组织能力更强，行动更加

灵活，虽各自为战，但相互呼应，从而给反恐怖斗争增加了很大难度。Andrew Tanand Kumar 
Ramakrishna ：  NewTerrorism-anatomy ， Trend ， AndCounter-Strategies 　 ， 2002 ，
EasternUniversitiesPress，PP6-7，同时可参看安东尼·吉登斯：《新式与老式恐怖主义》，载

西班牙《先锋报》，2004年 12月 27日，以及［美］伊恩·莱塞等著：《反新恐怖主义》，新

华出版社，2002年。甚至有分析认为，制造“9·11”事件的“基地”组织已不存在，在原
来的地盘上出现了一个更加令人捉摸不定的敌人，一个由当地好战分子、互联网以及激进的

伊斯兰逊尼派共同的意识形态所联系起来的松散网络。［美］戴维·卡普兰与凯文·怀特洛：

《恐怖主义新战士——美国的策略打击了基地组织却激起一场险恶的运动》，载《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周刊，2004年 11月 1日。 
二、从恐怖活动的地域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高发区仍是传统的战乱或冲突地区，伊拉

克已经或正在成为“第二个阿富汗”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弧形地带”已成为国际恐

怖活动的“重灾区”。“9·11”事件后，由于美国加强本土防范，特别是由于美军在阿富汗
实施的严厉报复打击，“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调整策略，避实就虚，将“主战场”向其他

国家扩展，但重大恐怖袭击事件仍大多发生在这一传统恐怖事件高发地区内。在沙特，2003
年 11月 9日在首都利雅得西部发生 3次爆炸，造成 20余人死亡、100余人受伤。在土耳其，
2003年 11月 15日发生在伊斯坦布尔针对土籍犹太人的爆炸事件和 20日发生的两起大规模
恐怖爆炸事件，共造成包括英国总领事在内的 60余人死亡，700余人受伤，200余栋大楼受
损。在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余党重趋活跃，在抵抗美军占领的旗号下针对阿富汗

执政当局、国际安全保障部队及国际组织驻阿机构等目标进行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特别严重的是，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也正成为新的恐怖活动策源地。在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

后，大批国际恐怖分子潜入伊拉克，与当地的抵抗组织一起，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其袭击行

动的组织计划更加严密，袭击规模和目标不断扩大，不仅针对美英等国占领军，也针对国际

社会援伊机构与人员，还有美国扶持下的伊拉克新政权机构及人员，甚至普通的伊拉克民众。

袭击手段不断更新，造成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如 2005年 2月 28日一名自杀性汽车炸弹袭
击者在巴格达以南发动的一次袭击，造成至少 115 人死亡，140 人受伤。《伊拉克遭汽车炸
弹袭击百余人丧生》，路透社伊拉克 2005年 2月 28日电。各种恐怖组织不断发出恐怖威胁，
企图干扰和破坏美稳定伊政局的努力。美国当局称伊拉克的抵抗运动与恐怖活动之间越来越

难以划清界限。 
三、从恐怖活动的手段看，传统的“自杀性爆炸”仍是国际恐怖势力的重要袭击手段，

且毁伤力越来越大爆炸袭击一直是国际恐怖势力的主要攻击方式。据统计，2004 年发生的
600余起恐怖事件中，爆炸袭击所占比例高达近 70％，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反恐怖
研究中心。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社会恐慌。特别是“汽车炸弹”、“人体炸弹”等“自杀性”

恐怖袭击由于具有隐蔽性强、破坏力大、能对公众心理造成强烈冲击等特点，已成为恐怖分

子惯用的袭击手法。如 2004年 2月 6日莫斯科地铁爆炸案，2005年 7月 7日伦敦连环爆炸
案和伊拉克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均以自杀性爆炸方式发动袭击，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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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量人员伤亡。汽车炸弹爆炸当量高、杀伤力强，多被恐怖分子用于攻击重要建筑等“硬

目标”。如 2002年 12月 27日车臣政府大楼爆炸案中，恐怖分子驾驶“卡马斯”卡车连闯三
道武装警戒线，在政府大楼前引爆车上装载的炸药，造成 80 人死亡，150 余人受伤，政府
大楼遭到严重毁坏。据专家估计，此次爆炸当量至少相当于 1 吨梯恩梯炸药。2003 年 8 月
19日，联合国驻伊拉克办公大楼遭到自杀性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 20人死亡，100余人
受伤，办公大楼前部坍塌。据专家称，恐怖分子所用的炸药总重量约为 220公斤。2003年 9
月 15日俄罗斯印古什共和国安全局总部爆炸案中，车臣恐怖分子使用的汽车炸弹爆炸当量
约相当于 300公斤梯恩梯炸药。人体炸弹由于目标较小、隐蔽性强，多被恐怖分子用于袭击
人员密集区等“软目标”，如居民区、交通枢纽、公交工具及大型餐饮娱乐场所等防范较为

薄弱而人员十分密集的民用设施。自杀性袭击者使用的“腰带炸弹”一般装有 0.5－2 公斤
烈性炸药，并掺杂大量铁钉或钢珠，在人员密集处引爆后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车臣 2003
年 5月 14日爆炸案中，一名伪装成记者的女恐怖分子在人群中引爆了装有 2公斤烈性炸药
并掺杂大量铁钉和钢珠的腰带炸弹，造成 30人死亡，150人受伤。2004年 2月 1日伊拉克
埃尔比勒恐怖事件中，2名恐怖分子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烈性炸药，造成 101人死亡，130余
人受伤。　　 
 
四、从恐怖活动的方式看，国际恐怖势力的活动更加隐蔽多样、灵活善变〖HT〗面对

世界各国不断加大反恐力度、加强反恐合作的压力，国际恐怖势力为确保恐怖袭击的“成功

率”，策划及组织实施恐怖袭击时更加周密、隐蔽、灵活。如筹措资金、招募成员时，国际

恐怖组织往往不直接出面，而是假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之手。从 2003年的重大恐怖事件看，
每次事件发生前都有非法资金运作的痕迹。2003 年 4 月，英国一家法院裁决两名阿尔及利
亚人在英国为“基地”组织筹措资金、招募成员的罪名成立，这两人均被判刑 11年。策划
恐怖袭击时，只有极少数人参与，严格控制知情范围，高度保密，行动隐蔽，以确保行动的

突然性。如转运爆炸物时，通常将汽车油箱加以改装，一半装汽油、一半装炸药；或将汽车

炸弹伪装成运输水泥和农用物资的车辆，并在上面洒上带有刺鼻气味的化学品，以蒙骗检查

站的警犬。指挥通联中，根据不同阶段灵活采取多种方式，如策划阶段较少使用无线或有线

通讯手段，多采用秘密接头或专人传递信息，以防被侦获有关动向；而付诸行动时则通常使

用手机通联，以确保对敢死队员实施高效、灵敏的指挥。实施恐怖袭击时，通常派出若干行

动小组，每个组由 4－5人组成，其中 1人担任现场指挥，1－2人负责护送，1－2名敢死队
员负责爆破。行动小组大多采取炸了就跑的手法。2004年 3月 11日，在欧洲国家反恐、防
恐措施相当严密的情况下，国际恐怖组织仍成功地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实施了大规模袭击，

其杀伤力和破坏性令人震惊，对民众心理造成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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