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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态势及其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 

 

 

2015 年 11 月 22 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七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厅成功举

办。来自北京教育学院、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悉尼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北京市东城区政

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等机构的 20 余位国际关系学院院友及相关学者冒雪齐聚北大国关学院二楼咖啡厅，就

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展开分析和讨论，并对中国如何应对恐怖主义提出了建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院友会秘书长李寒梅老师也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讲人是北京发行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李湛军院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钱雪梅老师主持了本次活动。李湛军院友是我院法学博士，北京出版发行业协会副主

席，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著有《恐怖主义与国际治理》专

著及多篇反恐学术研究文章，是我国反恐安全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在本次沙龙中，李湛军

围绕“当今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态势及其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主题，就时下热议的巴

黎恐怖袭击事件进行了解读，分析了恐怖主义阶段性的发展特点，并提出了我国的反恐行动

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措施。 

 

李湛军院友简要回顾了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始末及最新进展，他指出，在巴黎恐袭事件

当中，有些新闻媒体与学者存在着过度解读、误读甚至是盲读的现象，给人感觉是热闹有余，

思考不足。比如，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新变化发现不足，对有效的应对措施缺少思考，对预防

巴黎暴恐袭击的方法缺少更多深入探讨，对恐怖袭击本土化现象的产生更缺乏研究和关注。

相反，许多媒体和专家过多把精力用在解读和演绎 ISIS与巴黎暴恐袭击的联系上。 

 

李湛军院友认为，这次巴黎暴恐袭击与美国 911 事件的袭击性质有很大不同。美国的

911 事件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境外以本·拉登基地组织为首的极端宗教势力与美国境内西方

霸权主义治理理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巴黎暴恐袭击虽然也有境外极端势力的渗透和影

响，但更多却是法国社会治理和自身内部矛盾引发的冲突，是对立变得更加内在化的结果，

恐袭的诱因除了境外势力影响，已经更加本土化了。其原因除了境外极端恐怖主义思想的影

响，还与西方国家因经济出现困境，许多年轻人对前途丧失信心，致使其自己社会内部环境

道德沦丧和拜金主义等不健康的思想甚嚣尘上等因素影响有关。比如，不少年轻人如今变得

更加关注物质幸福、社会权利、购买力和社会对自己的回报，而不思自己如何对社会做出更

好的回报和奉献。总之，更看重金钱和物欲。诚然，这虽没有什么错，但它没有教导和培育

好人们正当获取财富的道德观，不少人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达不到目的便怨恨社会进而报

复社会。传统上伴随欧洲而生的所谓“理想光芒”不在，道德败坏（更不用提虚无主义）等，

都使得一些年轻人对其生活的欧洲国家充满仇恨。可见，这种本土化对立的现象尽管会以不

同的形式表现，但如果不注意防范和引导，都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 



李湛军院友认为，巴黎 11·13暴恐袭击事件与 ISIS恐怖组织的联系也并不如外界媒体

报道的那样直接和密切，巴黎恐袭事件更多是恐怖主义本土化与外来宗教势力影响结合的产

物。这种由社会冲突所引发的恐怖袭击事件，李湛军院友将其定义为“强盗恐怖主义”。 

 

接着，他着重分析了 ISIS 组织与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区别。他指出，相较于基地组

织等恐怖组织，ISIS 并不十分看重信仰的忠诚度，而是以建立超越国家边界的共同体为目

标，组织上具有一定的松散性，但是持有石油的掌控权，并以此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与其他

国家开展走私贸易。该组织在叙利亚等国的内乱中趁机获取领土，并得到了一些中东伊斯兰

逊尼派国家的支持，这些都是 ISIS 不同于其他恐怖组织的特点。在评述美国反恐的功与过

时，李湛军院友指出，对于美国“越反越恐”这样的看法过于简单。美国在十年的反恐行动

中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让全世界人民形成对恐怖主义必反的共识，即不管出于何

种动机，采用恐怖主义手段残害无辜百姓的行为就是罪恶和邪恶的。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国

际反恐联盟，促进了不少国家间在反恐问题上的情报共享、交流，不少国家共同采取行动，

冻结恐怖主义的资金和账户，并对恐怖组织的势力进行了有效的打击。但是同时不可否认的

是，美国的反恐采取双重标准，只打击危害到美国利益的国际恐怖主义，对危害别国而不伤

害到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势力，它基本采取放任和不打击政策，甚至还暗地给予支持。特别

是美国以反恐为借口，利用国际舆论对美国 911遇袭的同情心理，迅速而有效地实现了其地

缘政治的扩展。当下美国与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恐怖主义新的发展态势的研究

不足。 

 

李湛军院友提出，恐怖主义在二战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冷战时期，以美苏两个大国

的背后支持与操纵为特点；第二阶段则以本·拉登被击毙为结点，这一时期的恐怖主义受强

烈的极端宗教思想影响，恐袭目标相对比较明确，“圣战”也有迹可循，很大程度上可以事

前采取防御措施；第三阶段以 ISIS 的出现为标志，巴黎恐袭是其中的典型事件，在这一阶

段，主义和宗教意识被淡化，国民性、地域性被淡化，恐怖主义与社会政治问题、刑事问题

结合在一起。同时互联网强化了世界范围内恐怖分子的联系与恐怖主义思想的传播，恐怖袭

击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反恐应该走出冷战时期的定式思维，加强对新时期恐怖主义特

点的研究，关注基层刑事案件和社会问题与恐怖主义之间的潜在联系。 

 



在谈到中国的反恐形势时，李湛军院友指出，中国当前面临三种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

义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邪教与极端反社会思潮。目前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最值得关

注，其中“东突”势力应是国家重点防范和打击的对象。中国目前的快速崛起引来多方关

注，外部势力极有可能借由我国国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来给中国制造麻烦，我国应对此做好充

足的准备。 

 

最后，就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有效避免恐怖袭击的伤害，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问题，

李湛军院友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在政府层面，国家应继续强化专业有效的反恐队伍的建

设，通过“互联网＋”建立情报有效共享的开放机制，特别是汲取法国巴黎暴恐袭击的经验

教训，高度重视建设于与基层刑警、户籍民警等综合警力信息对接机制；确保情报信息精准

与专业化；对城市新移民特别是二、三代移民融入社会的问题进行思考，使其更好地融入社

会。欧美国家的一些暴恐袭击事件发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没能有效解决外来移民的

后代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在学术层面，加强反恐方面的针对性问题研究，增强政策实

操性，避免学究式的解读或理论研究的空洞化。在公民层面，提高公民配合政府反恐防恐安

检和宣传方面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教育和培训公民掌握有效防恐的基本知识和逃生技

能。 

 



尽管沙龙当天天气状况十分恶劣，但是各位院友仍然冒雪前来，没有丝毫抱怨，全身心

地投入到活动当中。其中一位院友更是回忆起自己当年在选择国政专业时，内心对于这门学

科的兴趣和热爱，同样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兴趣和对学院的感情，他又再次回到这里，参与到

院友沙龙中。讨论交流环节中，院友们纷纷提出自己的问题，其他院友也主动就自身的亲身

经历做出解答和补充。参与活动的留学生同学也从自身在本国的经历出发，提出了关于文化

融入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思考。院友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沙龙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使自己能

够更加全面、更加理性地看待恐怖主义兴起这一问题，并且在李湛军院友的讲述中，深刻认

识到作为学者和研究人员，在相关学术问题研究方面的重任。 

 

 

院友沙龙在学院和各位院友的支持下，已经走过了一年的春秋。在这一年里，来自各行

各业的院友重回母校，相聚在一起，分享学术观点，结成深厚友谊。院友们对这一活动表示

了高度的认可，表示在院友沙龙中收获颇多，很多学术上的讨论引起了自己的深入思考，并

能将其运用到自身的工作与学术研究当中，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越办越好，让大家有更多交

流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