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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前中亚地区安全形势虽然在整体上可控并保持稳定ꎬ 但

“伊斯兰国” 对中亚安全的潜在挑战仍然存在ꎬ 一方面ꎬ “伊斯兰国” 在北高加

索地区和阿富汗、 巴基斯坦的活动已经给中亚带来了外部的安全压力ꎻ 另一方

面ꎬ 回国 “圣战分子” 的潜在威胁ꎬ 社会矛盾被再次激化的可能以及区域内恐

怖组织向其效忠的连锁反应则是 “伊斯兰国” 带给中亚各国内部的安全挑战ꎮ
中亚人在 “伊斯兰国” 外籍武装分子中占据相当比例ꎬ 这与中亚地区的社会因

素、 经济因素和 “伊斯兰国” 对极端主义者的吸引力密切相关ꎮ “伊斯兰国” 在

中亚地区的扩张面临的制衡因素主要包括: 中亚周边其他极端组织的牵制ꎬ 中亚

主流社会对 “伊斯兰国” 政治理念和极端路线的不认可ꎬ 以及来自中亚国家和

区域组织的打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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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正面战场遭到严重打击ꎬ
但该组织的 “圣战分子” 和相关恐怖主义活动存在向全球扩散的可能性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独联体反恐中心负责人安德烈诺维科夫公开表示ꎬ “伊斯兰国” 谋求

在阿富汗建立新的势力范围以及向中亚地区扩大影响力ꎮ 而事实上ꎬ 在 “伊斯兰

国” 的地缘视野下ꎬ 中亚地区是其渗透的主要潜在区域ꎬ 而该地区也向 “伊斯

兰国” 输出了大量 “圣战分子”ꎬ 因此ꎬ “伊斯兰国” 对中亚的安全影响以及由

此产生的问题不应被外界忽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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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伊斯兰国” 对中亚安全带来的挑战

当前ꎬ “伊斯兰国” 对中亚各国尚未发动过大规模的恐怖袭击ꎬ 中亚各国政

府也未将 “伊斯兰国” 的威胁列为其政府议程的首要问题ꎮ 但 “伊斯兰国” 对

中亚地区的安全影响是存在的ꎬ 一方面ꎬ “伊斯兰国” 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以及

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活动ꎬ 已在中亚南部和西部构成两块不稳定地带ꎬ 对中亚的

安全形势产生外在压力ꎻ 另一方面ꎬ 从中东返回的 “伊斯兰国” 中亚籍武装分

子给中亚内部的稳定带来了潜在的负面影响ꎬ 而该地区本已存在的宗教与社会矛

盾以及恐怖主义问题也有可能被 “伊斯兰国” 的活动进一步放大或激化ꎮ

(一) 中亚地区安全的外部压力

中亚地区的外部安全压力来自其南部的巴基斯坦、 阿富汗以及西部的俄罗斯

高加索地区ꎬ “伊斯兰国” 的恐怖主义威胁有从这两个地区向中亚 “溢出” 的

可能ꎮ
位于中亚五国南部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ꎬ 一直是恐怖组织活动的热点地

区ꎬ “伊斯兰国” 将巴基斯坦、 阿富汗与中亚五国统称为 “呼罗珊” 地区ꎬ 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在巴基斯坦、 阿富汗地区组建了其分支武装 “维拉亚呼罗珊”
(Ｗｉｌａｙａｔ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ꎮ 目前 “伊斯兰国” 在巴、 阿两国活动日益频繁且联系紧密ꎬ
在中亚地区南部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ꎮ ２０１５ 年初ꎬ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

阿齐兹艾哈迈德乔杜里首次承认 “伊斯兰国” 对本国的安全已经构成威胁ꎬ
与此同时ꎬ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法律部长也确认该省存在 “伊斯兰国” 的活动①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巴基斯坦卡拉奇市郊发生枪击案ꎬ 导致 ４３ 名什叶派穆斯林身亡ꎬ
这是近年来巴国内最为严重的教派袭击事件ꎮ 据巴基斯坦信德省警察局反恐部负

责人奥马尔哈塔卜披露ꎬ 该事件是与 “伊斯兰国” 联系紧密的武装分子策划

并实施②ꎮ 目前ꎬ 巴基斯坦境内奉行萨拉菲极端主义的恐怖组织虔诚军 (ＬＥＴ)
及其分支达瓦慈善会与 “伊斯兰国” 联系紧密ꎬ 其成员更是负责直接指挥和联

络在叙利亚参加圣战的巴籍武装分子ꎬ 而反什叶派激进组织强戈维军 (ＬＥ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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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也已被外界普遍认为加入了 “伊斯兰国”①ꎮ 阿富汗 “伊斯兰国” 武装分

子的活动主要集中于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ꎬ “伊斯兰国” 不仅在当地控制多个

村庄而且在那里实施伊斯兰教法②ꎮ 此外ꎬ “伊斯兰国” 还向楠格哈尔省省会贾

拉拉巴德发动了数次袭击ꎬ 其中包括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新喀布尔银行贾拉拉巴德支行

的炸弹自杀事件ꎬ 这次袭击共造成 ３５ 人死亡ꎬ １００ 多人受伤ꎮ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

夫加尼艾哈迈德扎伊指出这次炸弹自杀事件是 “伊斯兰国” 在阿富汗的首

次大规模武装袭击行动③ꎮ ２０１４ 年底ꎬ 部分巴基斯坦塔利班指挥官向 “伊斯兰

国” 宣誓效忠ꎬ 并于 ２０１５ 年初进入阿富汗楠格哈尔省ꎬ 配合 “伊斯兰国” 在这

一区域的行动ꎬ 而在塔利班正式确认前任领导人毛拉奥马尔 (Ｍｕｌｌａｈ Ｏｍａｒ)
死亡以及现任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 (Ｍａｎｓｏｕｒ) 因内部斗争受伤 (或死亡) 之

后ꎬ “伊斯兰国” 也在利用阿富汗塔利班内部存在的分歧ꎬ 不断招募原阿富汗塔

利班成员④ꎮ
俄罗斯高加索地区位于俄罗斯最南部ꎬ 中亚地区西部ꎬ 包括达吉斯坦、 车

臣、 印古什等共和国ꎬ 属北高加索联邦区ꎮ “伊斯兰国” 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具有

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ꎬ 广泛招募极端主义者ꎮ 据俄罗斯内政部和联邦安全局掌

握的资料ꎬ 超过 ２ ８００ 名俄罗斯公民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参加 “圣战”ꎬ 另据达

吉斯坦领导人拉姆赞阿卜杜拉季波夫及内政部部长披露的数字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
约 ６４３ ~ ９００ 名达吉斯坦人正在为 “伊斯兰国” 作战⑤ꎮ 通过上述数字我们可以

发现ꎬ 即使参加中东 “圣战” 的俄籍武装分子全部加入 “伊斯兰国”ꎬ 仅达吉斯

坦参加 “伊斯兰国” 的人数也占 “伊斯兰国” 俄籍人员数量的 ４０％ 左右ꎮ 由此

可见来自俄高加索地区的 “圣战” 分子占 “伊斯兰国” 俄籍武装分子比例之高ꎬ
高加索地区已成为向 “伊斯兰国” 输送成员的重要地域⑥ꎮ 其次ꎬ “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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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该地区存在的宗教社会矛盾以获取支持ꎮ 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普遍信

奉苏菲主义ꎬ 而俄政府针对少数非苏菲主义信众所采取的较为强硬的政策常引发

当地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不满ꎬ 此外ꎬ 俄政府试图接管萨拉菲主义者主管的清

真寺的行为ꎬ 也在萨拉菲主义与苏菲主义信众之间造成一定隔阂ꎬ “伊斯兰国”
利用当地部分 “少数派” 穆斯林对现状的不满ꎮ 以谋求其对自身在该地区活动

的支持①ꎮ 最后ꎬ 一些地区恐怖组织和基层穆斯林群体加入 “伊斯兰国”ꎮ ２０１４
年年底开始ꎬ 长期活跃在北高加索的地区分离武装组织 “高加索酋长国”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Ｅｍｉｒａｔｅ) 的一些埃米尔 (领导人) 开始向 “伊斯兰国” 效忠②ꎮ 与此

同时ꎬ 达吉斯坦、 卡巴尔达 －巴尔卡尔、 车臣和印古什共和国的一些 “哲玛提”
(ｊａｍａａｔｓ) 也开始投靠 “伊斯兰国”③ꎮ 正因为高加索地区的极端分子不断加入ꎬ
“伊斯兰国” 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将该地区命名为新 “维拉亚高加索” (Ｗｉｌａｙａｔ
Ｑａｗｑａｚ)④ꎮ

综上所述ꎬ 在 ２０１４ 至 ２０１５ 年期间ꎬ “伊斯兰国” 在巴基斯坦、 阿富汗的活

动逐步公开化、 组织化ꎬ 而在俄高加索地区ꎬ 当地的极端主义分子对其支持度也

在上升ꎮ 尽管 “伊斯兰国” 在这三个国家的活动程度不一样ꎬ 但均给中亚地区

带来了安全挑战ꎬ 本文将来自中亚周边的外部安全压力分为直接与间接威胁ꎬ 分

别进行论述ꎮ
第一ꎬ 直接安全威胁ꎮ 与阿富汗接壤的中亚国家将直接面对 “伊斯兰国”

的武装威胁且防卫能力不足ꎮ 阿富汗总统曾指出: “国际社会应该认清这样

一个事实ꎬ 在阿富汗的 ‘伊斯兰国’ 及其附属武装已经对西亚和中亚国家构成

严重威胁ꎮ”⑤ 由于 “伊斯兰国” 历来看重对 “领土” 的扩张与资源的控制ꎬ 因

此在 “伊斯兰国” 已在阿富汗取得立足点的背景下ꎬ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三个与阿富汗接壤的中亚国家将可能面对 “伊斯兰国” 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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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渗透与挑衅ꎬ 而土、 塔两国军事实力较弱ꎬ 并不能有效抵御来自 “伊斯兰国”
的军事威胁ꎮ 尽管塔吉克斯坦境内部署有俄罗斯军队ꎬ 但塔吉克斯坦分析家 Ｋ
艾斯力丁 (Ｋｈｕｒｓｈｅｄ Ａｓｌｉｄｄｉｎ) 认为ꎬ 塔吉克斯坦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国家中实力

最为虚弱ꎬ 由于俄罗斯军事预算的紧张以及部分塔民众存在对俄军的抵触心理ꎬ
俄军的存在不能完全抵消掉 “伊斯兰国” 对塔吉克斯坦的潜在威胁①ꎮ 另据消息

披露ꎬ ２０１６ 年初ꎬ 一批塔利班成员在成功击溃土库曼斯坦边防军之后ꎬ 深入该

国境内劫持犯人索要赎金ꎬ 这令外界不禁也开始担忧土库曼斯坦的防卫能力ꎮ 特

别值得关注的是ꎬ “伊斯兰国” 出于获取资金的需要ꎬ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频繁攻

占油田ꎬ 以走私石油谋利ꎬ 而土库曼斯坦靠近阿富汗边境一侧分布的大量天然气

设施同样可能成为 “伊斯兰国” 攻占的潜在目标②ꎮ
第二ꎬ 间接安全威胁ꎮ 首先ꎬ “伊斯兰国” 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扩张将为其在

中亚各国的极端活动提供有利条件ꎮ “伊斯兰国” 目前在北高加索设立的 “圣战

者” 地下网络已经成为部分赴俄工作的中亚人参加该组织的主要途径③ꎮ 如果

“伊斯兰国” 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ꎬ 它就会利用高加索与中亚

地区极端或恐怖主义分子具有的 “天然” 联系④ꎬ 以及两个地区间跨境民族流

动ꎬ 商务人员往来ꎬ 将恐怖主义的地下网络逐步向中亚国家延伸ꎬ 这使得中亚社

会更易受到极端思想的渗透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ꎮ 其次ꎬ “伊斯兰国” 引发中

亚周边 “三股势力” 重组ꎬ 形成更具攻击性的极端势力ꎮ 相较于中亚周边地区

业已存在的 “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ꎬ 一方面ꎬ “伊斯兰国” 自诩为伊斯兰世界

的 “哈里发”ꎬ 追求建立横跨欧亚的 “哈里发” 王国ꎬ 其组织发展更具扩张性ꎻ
另一方面ꎬ “伊斯兰国” 袭击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什叶派穆斯林ꎬ 谁不支持 “伊
斯兰国” 谁就是他们的敌人ꎬ 其行为方式更具攻击性ꎮ “伊斯兰国” 的上述特征

从一些区域极端组织中吸引了一批坚持通过武力和恐怖活动与政府对抗的伊斯兰

极端主义分子ꎮ 例如ꎬ 部分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因不赞同组织高层与政府的谈判ꎬ

０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Ｐａｕｌ Ｇｏｂｌｅꎬ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ｎｏｒ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Ｓｅｅｎ 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ꎬ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Ｄａｉ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Ｊａｎ １２ꎬ ２０１６

Ｉｂｉｄ
Ｒｙｓｋｅｌｄｉ Ｓａｔｋｅꎬ ｅｔ ａｌ ꎬ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ｒ Ｓｐｉｎ?”ꎬ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Ｍａｒ ２０ꎬ ２０１５
中亚地区与北高加索地区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早已有之ꎬ ２００９ 年俄罗斯在达吉斯坦共和国击毙的

８ 名恐怖分子中ꎬ 就有 ５ 人持哈萨克斯坦护照ꎮ 参见杨恕、 蒋海蛟: «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活动及其影
响»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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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参加 “伊斯兰国” 视为其继续进行 “圣战” 的更好选择①ꎮ “高加索酋长国”
内部也因其领导人禁止袭击平民和使用女性自杀炸弹而产生分歧ꎬ 一些希望对俄

政府发动极端袭击的成员将加入 “伊斯兰国” 作为满足其诉求的出路②ꎮ 因此ꎬ
“伊斯兰国” 不仅利用其他极端组织的内部分歧来招募成员ꎬ 其自身发展也在推

动这些分歧的产生和扩大ꎬ 并最终吸收其他极端组织的激进派ꎬ 分离温和派ꎮ 中

亚周边 “三股势力” 的重组将导致一批极端分子因缺少组织内部的制衡而更具

攻击性ꎬ 中亚各国政府将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的外部安全环境ꎮ 最后ꎬ 中亚国家面

对的阿富汗毒品输入问题更加复杂化ꎮ 众所周知ꎬ 阿富汗是世界鸦片的主要产

地ꎬ 而与之接壤的中亚地区是阿富汗向外运输和贩卖毒品的主要路径和市场之

一ꎬ 中亚国家长期以来面对阿富汗毒品输入的威胁ꎬ 毒品问题已成为影响中亚国

家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伊斯兰国” 将其控制的油田、 银行、 交

通运输设施打造成其获取基金的重要渠道ꎮ 根据目前国际社会对 “伊斯兰国”
掌握的信息来看ꎬ 毒品走私也已成为其获取资金的手段之一ꎬ 因此阿富汗的毒品

资源自然不能被其忽视ꎬ 中亚国家面对的阿富汗毒品问题将可能因为新势力的介

入和新资源的投入而变得更加复杂ꎮ

(二) 中亚地区安全的内部压力

一些民众同情甚至参加 “伊斯兰国” 组织ꎬ 给中亚各国政府带来了新的安

全问题ꎬ 而中亚地区内部长期存在的 “三股势力” 以及复杂的宗教、 民族矛盾

也存在被 “伊斯兰国” 再次激化的可能ꎬ 在新旧矛盾交织的背景下ꎬ 中亚各国

内部的安全压力进一步增大ꎮ
第一ꎬ 回流的 “圣战” 分子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ꎮ 保守估计ꎬ “伊斯兰

国” 中的中亚人不超过 １ ２００ 人③ꎮ “伊斯兰国” 内部来自中亚地区的 “圣战”
分子数量分别为: 塔吉克斯坦 ４１２ 人ꎬ 乌兹别克斯坦约 ２００ 人ꎬ 吉尔吉斯斯坦 ５０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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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ｒｂｅｋ Ｖａｔｃｈａｇａｅｖꎬ “Ｔｉｄ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ｌａｒｍ ｉｎ Ｍｏｓｃｏｗ”ꎬ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Ｄａｉ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Ａｐｒ １６ꎬ ２０１５

当前ꎬ 据统计自中亚地区的人员数量还未有准确数字ꎬ 国外组织预计数量在 ２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 左右ꎬ
本文采用的数字来自中亚地区内部ꎬ 特别是各国人数均来自其国家官方人士以及公开的视频报道ꎬ 土库曼
斯坦籍 “伊斯兰国” 成员数字不详ꎮ 参见 Ｒｙｓｋｅｌｄｉ Ｓａｔｋｅꎬ ｅｔ ａｌ ꎬ “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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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ꎬ 哈萨克斯坦约 ２００ 人①ꎮ 在当前 “伊斯兰” 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遭到

严重挫败的背景下ꎬ 该组织内部的中亚籍武装分子潜回国内的可能性日益增强ꎮ
根据西方学界研究ꎬ 每 ９ 个在国外参战的归国穆斯林武装人员中就会有 １ 个在本

国继续从事恐怖袭击②ꎮ 因此ꎬ 一些 “圣战” 者回国后可能受到 “伊斯兰国” 的

指示及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ꎬ 进一步从事恐怖主义活动ꎮ 由于中亚 “圣战” 者

普遍在国外进行过军事训练ꎬ 学习包括射击投弹、 炸弹制作、 分队协同等军事技

巧ꎬ 这使他们对社会更具威胁性ꎬ 从 ２０１３ 年末开始ꎬ 在费尔干纳谷地出现了吉

尔吉斯斯坦原叙利亚参战人员的活动迹象ꎬ 这也加剧了相关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担

心③ꎮ 此外ꎬ 来自 “伊斯兰国” 俄语媒体 “弗拉特” (Ｆｕｒａｔ) 的视频显示ꎬ 在叙

利亚作战的中亚武装分子经常被统一进行军事培训ꎬ 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中亚

极端分子之间的联系ꎬ 该经历有助于他们在回到各自母国后建立一个跨国或区域

性的联系网络ꎬ 为他们在更大范围从事极端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第二ꎬ “伊斯兰国” 的活动可能激化中亚社会本已存在的矛盾ꎮ 目前ꎬ 中亚

各国已经感受到了 “伊斯兰国” 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ꎬ 例如ꎬ 在一些中亚国

家的首都发现匿名悬挂的 “伊斯兰国” 黑旗ꎬ 而中亚各国政府 ２０１４ 年共逮捕极

端分子 １１０ 名ꎬ 其中 ７４ 名被指控与 “伊斯兰国” 联系紧密④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伊
斯兰国” 塔吉克斯坦籍极端主义分子通过视频呼吁圣战者推翻塔世俗中央政府ꎬ
随后 ５０ 名欲前往叙利亚参加 “圣战” 的塔籍公民被捕⑤ꎮ 本文认为ꎬ 这些极端

主义者在认同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同时ꎬ 也折射出他们对本国社会现状的

诸多不满ꎬ 如果 “伊斯兰国” 的意识形态或激进主张更多地渗入到中亚地区ꎬ
并与中亚本土各种极端主义思想相结合ꎬ 不仅会衍生一系列极端或恐怖主义事

件ꎬ 更有可能再次激化中亚本已存在的各类社会矛盾ꎬ 从而在整体上对中亚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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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稳定造成冲击ꎮ 因此ꎬ “伊斯兰国” 对中亚社会安全的负面影响不仅体现

在它可以为中亚民众进行的极端主义活动提供支持ꎬ 而其在中亚招募成员的行为

和自身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可能成为中亚社会矛盾发展的催化剂ꎮ 长期以来ꎬ
中亚地区的社会矛盾一直是该地区滋生极端主义思想的土壤ꎬ 既包括贫穷、 失

业、 人口和土地等欠发达地区常见的社会问题ꎬ 也有在穆斯林社会与世俗政权之

间因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所产生的摩擦ꎮ 对于后者而言ꎬ 以塔吉克斯坦为例ꎬ
２０１１ 年塔吉克斯坦当局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法案ꎬ 即禁止未满 １８ 岁青少年参

加清真寺活动ꎬ 塔国宗教界颇有影响力的前第一副总理阿吉阿克巴 (Ｈａｊｉ Ａｋｂａｒ
Ｔｕｒａｊｏｎｚｏｄａ) 曾对此表示ꎬ 世俗力量走向极端主义同样令人担忧①ꎮ 值得外界关

注的是ꎬ 因为中亚各国为伊斯兰国家ꎬ 宗教问题更容易被极端分子利用ꎬ 所以穆

斯林社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摩擦在中亚社会的诸多矛盾之中ꎬ 更有可能在 “伊斯

兰国” 与宗教极端分子的活动与鼓噪下被局部扩大和激化ꎬ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中亚地区的社会震荡ꎮ
第三ꎬ “乌伊运” (ＩＭＵ) 投靠 “伊斯兰国” 可能引发中亚地区恐怖组织仿

效的连锁反应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曾在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发动

过一系列武装袭击的 “乌伊运” 领导人乌斯曼加齐 (Ｕｓｍａｎ Ｇｈａｚｉ) 宣布效忠

并支持 “伊斯兰国” 领导人巴格达迪ꎬ 随后 “乌伊运” 对阿富汗士兵和什叶派

穆斯林哈扎拉人进行斩首ꎬ 这是 “乌伊运” 首次表现出与 “伊斯兰国” 一致的

恐怖手段和极端思想②ꎮ “乌伊运” 的行为迅速得到 “伊斯兰国” 的回应ꎬ 在

“伊斯兰国” 媒体发布的乌兹别克语视频中ꎬ 不仅对 “乌伊运” 的行为表示盛

赞ꎬ 并且呼吁更多中亚穆斯林加入该组织③ꎮ 目前ꎬ 哈、 吉、 塔三国列入恐怖组

织名单的组织共约 ５０ 个ꎬ 这其中不仅包括被三国共同依法禁止活动的 “乌伊

运”、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ＥＴＩＭ) 以及 “伊斯兰解放党” (又译伊扎布特ꎬ
Ｈｉｚｂ ｕｔ － Ｔａｈｒｉｒ)ꎬ 也包括一些被其中一国禁止的恐怖组织ꎬ 例如ꎬ ２０１１ 年在哈萨

克斯坦制造多起爆炸事件的 “哈里发战士”ꎮ 如果这些恐怖组织出于扩大影响或

意识形态相同的原因效仿 “乌伊运” 而加入 “伊斯兰国”ꎬ 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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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亚安全的冲击自然不容小觑ꎮ 一方面ꎬ 一些投靠 “伊斯兰国” 的中亚本土

化恐怖组织会借助其影响ꎬ 借机招募成员扩大自身实力与影响ꎬ 而这些互不联系

或隶属的极端或恐怖组织也可能团结在 “伊斯兰国” 周围ꎬ 统一行动和目标ꎬ
扮演 “伊斯兰国” 向中亚渗透的桥梁ꎻ 另一方面ꎬ 向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

靠拢以及恐怖主义的模仿与学习也使得中亚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和所有恐怖组织

认定背离伊斯兰教义的信众都将成为潜在的攻击目标ꎬ 中亚地区的安全脆弱性也

将因此而大为增加ꎮ

二　 中亚民众加入 “伊斯兰国” 的主要原因

根据伦敦国王学院极端主义及政治暴力国际研究中心 ( ＩＣＳＲ) 的预测ꎬ 以

区域来划分ꎬ 来自前苏联国家武装分子的数量在参加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的外籍

人员总数中ꎬ 位于中东、 西欧之后的第三位ꎬ 而中亚籍 “圣战者” 的人数又占

这其中大约一半①ꎮ 因此ꎬ 对于中亚国家非传统安全研究而言ꎬ 探讨中亚民众参

加中东冲突或者 “伊斯兰国” 阵营的原因就显得十分重要ꎮ 同时ꎬ 也只有对中

亚民众参加 “伊斯兰国” 背后推力加以分析ꎬ 才能针对该组织对中亚地区的威

胁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有效的应对措施ꎮ 本文将推动中亚民众加入 “伊斯兰

国” 的因素概括为社会因素、 经济因素以及 “伊斯兰国” 的特征因素ꎮ

(一) 社会因素

“伊斯兰国” 部分来自中亚地区的武装人员表现出对 “伊斯兰国” 强硬路线

和极端主义政治思想的认同ꎬ 而这种认同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ꎮ
第一ꎬ 中亚地区拥有 “圣战派萨拉菲” 的活动基础ꎮ 萨拉菲教派在发展演

变中逐渐分化出三个派别ꎬ 即 “纯粹派萨拉菲” “政治派萨拉菲” 和 “圣战派萨

拉菲”②ꎮ “伊斯兰国” 的思想体系与 “纯粹派萨拉菲” 倡导自我修行和 “政治

派萨拉菲” 通过政治方式实践伊斯兰不同ꎬ 而与 “圣战派萨拉菲” 理念基本一

致ꎬ 它们都是鼓吹通过 “圣战” 反对异端统治ꎬ 以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为指导ꎬ
哈里发为核心的 “纯粹” 伊斯兰国家ꎬ 这种思想不仅反对西方世界ꎬ 反对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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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什叶派ꎬ 对伊斯兰国家中的世俗政权也持敌视态度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当

时中亚地区的一批教职人员就开始受到新近传入的 “萨拉菲—瓦哈比” 思想的

影响①ꎮ 该思想中含有原教旨主义和带有激进色彩的部分因素从那时起就成为中

亚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生成的基础之一ꎮ “圣战派萨拉菲” 在中亚的出现与当

代 “圣战派萨拉菲” 的兴起同步ꎬ 尽管中亚 “圣战派萨拉菲” 只在近几年才出

现了恐怖活动ꎬ 但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全球萨拉菲 “圣战” 运动在中亚的宣传

和鼓动活动则早已出现②ꎮ 当前ꎬ 中亚地区已经形成了本土的 “圣战派萨拉菲”
组织ꎬ 例如ꎬ “哈里发战士” “虔诚首领之军” “向异教徒圣战运动” “安拉战友

协会” 等ꎬ 而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西部和费尔干纳谷地也已成为 “圣战派萨

拉菲” 活动的主要区域③ꎮ 这些 “圣战派萨拉菲” 组织的意识形态与 “伊斯兰

国” 相同ꎬ 即将自身塑造成 “正统” 伊斯兰教的护卫者ꎬ 也宣传通过 “伊斯兰

教” 本源教义来解决中亚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ꎮ 因此ꎬ 在中亚地

区被 “萨拉菲” 极端主义理念渗透的客观背景下ꎬ 中亚社会不仅对 “伊斯兰国”
的 “圣战” 思想并不陌生ꎬ 其中一些已经认同上述极端理念的教众或极端主义

者更会对 “伊斯兰国” 的意识形态产生共鸣ꎮ
第二ꎬ 中亚社会在伊斯兰教发展方面存在深层矛盾ꎮ 中亚社会长期存在的一

些矛盾ꎬ 助长了极端思想的产生ꎬ 从侧面推动了中亚民众产生认同 “伊斯兰国”
的极端思想ꎮ

１ 社会对宗教知识的需求与宗教学校匮乏的矛盾ꎮ 公元 ７ 世纪开始ꎬ 伊斯

兰教传入中亚河中地区和西部呼罗珊地区ꎬ 公元 ９ 世纪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

罕和布哈拉地区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ꎬ 此外ꎬ 伊斯兰文化在中亚地区历史上由

南向北传播ꎬ 它的影响力也依次减弱ꎮ 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的苏联建立以后ꎬ 中

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在苏联当局的打压下受到很大限制ꎮ 因此ꎬ 尽管伊斯兰教

在中亚国家独立后得到极大的复兴ꎬ 但中亚民众普遍对真实的伊斯兰教和古兰经

的了解程度并不高ꎬ 对伊斯兰教知识的认知程度也几乎是碎片化的ꎬ 特别对于哈

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这两个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相对较晚的国家而言ꎬ 这种状

况的表现更为突出ꎮ 因此ꎬ 大量年轻人需要正规与正统的宗教教育告诉自己什么

是真正的伊斯兰教ꎬ 怎样做一名虔诚的穆斯林ꎮ 而与此同时ꎬ 中亚国家当前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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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缺乏规范的伊斯兰教学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合格的宗教老师ꎮ 据乌兹别克斯坦

宗教事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ꎬ 乌兹别克斯坦共有 ９ 所伊斯兰学校和一所 “塔什干

伊斯兰大学”①ꎮ 哈萨克斯坦政府管理的宗教学校也只有 １０ 所②ꎮ 相比之下ꎬ 同

样为世俗政府领导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已建成 ２ 所专门的神学院ꎬ ４ 所包含神学

学院的地方大学以及 ６００ 余所伊玛目 － 哈提普学校 (中等宗教学校)③ꎮ 尽管土

耳其也存在极端主义思潮传播的问题ꎬ 但笔者认为中亚国家在宗教教育体系方面

确实有较大的完善空间ꎮ 由于缺乏健全的伊斯兰教育体系ꎬ 中亚社会缺乏正规的

宗教学校与合格、 充足的宗教老师去传授正确的伊斯兰教义和教法ꎮ 而又由于清

真寺中的一些官方委派的伊玛目们还需要主持婚礼、 葬礼等宗教活动ꎬ 他们通常

缺少时间为年轻人答疑解惑ꎬ 这使得中亚各国正规宗教人士短缺的矛盾进一步加

剧④ꎮ 总之ꎬ 在历史与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ꎬ 中亚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极易受

到极端主义思想的侵蚀ꎬ 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中亚青年在参加清真寺或非法宗教

组织的活动中ꎬ 容易被宗教极端分子教唆去反抗中亚各国世俗政权或者灌输错误

的宗教价值观ꎬ 例如不支持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就是敌人等ꎬ 从而沦为伊斯兰极端

主义的受害者⑤ꎮ
２ 世俗社会与穆斯林社会的矛盾ꎮ 中亚五国均是建立在世俗政权之上的穆

斯林占多数的国家ꎬ 世俗与宗教两种力量的互动是中亚地区政治与社会生态之

一ꎮ 以地理角度观察ꎬ 伊斯兰教文化影响力在中亚地区是南高北低ꎬ 而吉尔吉斯

斯坦既连接着伊斯兰教氛围浓厚的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ꎬ 也与受到伊斯兰

文化影响较晚的哈萨克斯坦接壤ꎬ 因此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内ꎬ 宗教与世俗力量之

间的碰撞乃至对立就表现得更为明显ꎮ 例如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穆斯林社会当前倾

向于提倡在公开场合女子穿戴面纱 (ｈｉｊａｂ) 和男子蓄长须ꎬ 而另外一种观点则

受到苏联宗教政策的影响ꎬ 认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应限制在婚礼或葬礼等个人仪

式方面ꎬ 一个穆斯林无需每天去清真寺祈祷或者在斋月期间禁食ꎮ 由于对宗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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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存在误解ꎬ 一些世俗主义者将某些虔诚的宗教行为视为具有极端主义倾向ꎬ 不

仅认为在公众场合女子穿戴面纱和男子蓄长胡须是对世俗文化的威胁ꎬ 甚至开始

担心下一代青少年热衷于宗教事务①ꎮ 世俗社会与穆斯林社会之间的隔阂不会直

接产生极端主义ꎬ 但两者之间如果长期充满误解、 猜疑ꎬ 非理性的思想和言论就

会滋生ꎬ 这将会为 “伊斯兰国” 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思想提供某种现实 “依
据”ꎬ 从而成为部分中亚民众认可 “伊斯兰国” 的推手ꎮ

３ 伊斯兰化与去伊斯兰极端化的矛盾ꎮ 自苏联解体以来ꎬ 中亚各国政府逐

步摆脱苏联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和无神论的影响ꎬ 将伊斯兰文化作为国家

认同的符号和文化基础ꎬ 清真寺和穆斯林的数量也因此大为增加ꎬ 据统计ꎬ 当前

穆斯林在中亚人口中的比例已达到 ９２ ６％ ꎮ 但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复兴的同时ꎬ
中亚各国世俗政权也在采取相应措施ꎬ 防止宗教思想可能的极端化发展ꎬ 正如前

文所述ꎬ 这两个过程之间所产生的摩擦也是中亚社会具有的矛盾之一ꎮ 在目前对

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ꎬ 西方学界普遍将中亚各国政府在去伊斯兰极端化

方面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视为中亚产生极端主义活动的推动因素之一ꎬ 认为在打击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问题上ꎬ 政府采取的一些强硬和 “一刀切” 的做法对宗教自

由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ꎮ 例如ꎬ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对全球 １８
个限制宗教自由的国家的排名ꎬ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分数最低②ꎮ 世俗

政权所采用的一些手段不仅有打压国内反对派的嫌疑ꎬ 也忽视了奉行温和路线的

穆斯林以及倡导宗教改革人士的利益和呼声ꎬ 容易引发社会紧张与不满ꎬ 导致部

分中亚民众产生渴望改变现状的心理ꎬ 推动他们认同恐怖组织的极端理念ꎮ 这种

观点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原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队上校哈利莫夫 (Ｈａｌｉｍｏｖ) 叛逃 “伊斯

兰国” 的事件中有所印证ꎮ 哈利莫夫在 “伊斯兰国” 录制的视频中曾宣称ꎬ 他

加入 “伊斯兰国” 的原因就是不满塔吉克斯坦政府在这个伊斯兰国家奉行的宗

教政策ꎬ 政府并不尊重穆斯林祈祷和穿戴头巾的权利③ꎮ 笔者认为ꎬ 中亚各国政

府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无可厚非ꎬ 一些举措也颇为有效ꎬ 但在中亚人被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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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国” 招募的部分案例中ꎬ 由中亚世俗政权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措施与手段

“简单粗暴” 所引发的不满也确实存在ꎬ 因此这一问题在中亚民众加入 “伊斯兰

国” 背后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ꎮ

(二)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恐怖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体现为ꎬ 在经济状况不好、 生存条件较差

的背景下ꎬ 个人容易受到恐怖组织的煽动ꎬ 特别对于教育程度不高的年轻人而言ꎬ
不仅容易接受反社会的极端思想ꎬ 也难以抵抗极端组织别有用心的金钱诱惑ꎮ

目前ꎬ 中亚地区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ꎮ 一方面ꎬ 中亚地区能源出口大国哈萨

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发展受到国际油价低迷的冲击ꎬ 而另一方面ꎬ 由于俄

罗斯是中亚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ꎬ 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势头也受到俄罗斯经

济不景气和卢布贬值的双重负面影响ꎬ 不仅造成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投资与天然

气进口量减少ꎬ 也直接影响到中亚各国货币对卢布的汇率ꎮ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

货币坚戈对卢布汇率升值 ８０％ ꎬ 成为中亚国家货币对卢布汇率升值最大的国家ꎬ
此外ꎬ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货币对卢布升值也分别达到

７５％ 、 ４５％ 、 ３７％ ①ꎮ 这样一种局面导致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不具竞争

力ꎬ 这使得主要依托于俄罗斯市场的中亚出口企业的利润乃至生存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ꎬ 例如全球最大钢铁企业安赛乐米塔尔 ２０１５ 年在哈萨克斯坦的分公司就

削减了当地工人工资的 ２５％ ②ꎮ 在中亚区域经济整体受到冲击的背景下ꎬ 中亚各

国的就业形势颇受压力ꎬ 特别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三个中亚南部国家而言这种状况

更为突出ꎮ 塔吉克斯坦总统在 ２０１５ 年指出ꎬ 每年该国毕业大学生和专科生大约

为 １５ 万人ꎬ 但他们当中每 ７ 个人中只有一个能在国内找到工作③ꎮ 塔吉克斯坦面

临的就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中亚地区就业环境的一个缩影ꎬ 目前的中亚经

济状况恐怕使这一问题更加不容乐观ꎮ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近期预测ꎬ 吉尔吉斯斯

坦的失业率为 ８％ ꎬ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为 １０ ７％ ꎬ 而年轻人的失业率

更高ꎬ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 １５ ７％ ꎬ 乌兹别克斯坦可能高达 ２０ ３％ 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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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就业形势面前ꎬ 中亚年轻人不仅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ꎬ 成为

恐怖组织的渗透对象ꎬ 他们也有可能因为需要谋生和还债的原因参加诸如 “伊斯

兰国” 或类似恐怖组织ꎮ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２ 年举行的 “反恐形势工作会议上”ꎬ
国家副检察长约翰默克尔 (Ｊｏｈａｎｎ Ｍｅｒｋｅｌ) 曾表示: “根据政府掌握的数据ꎬ
哈萨克斯坦国内大约 ６０％的恐怖分子在 ２９ 岁以下ꎬ 而他们 ９５％的人处于失业状

态ꎬ 换句话说ꎬ 这些参加恐怖组织的年轻人通常正在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ꎬ 因为

失业的年轻人在哈萨克斯坦是没有前途的ꎮ”① 在世界范围内ꎬ 贫困和高失业率

历来是各种反社会思潮和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ꎬ 教育程度低的失业青年历来是中

亚极端组织成员输入的重要资源之一ꎬ 因此ꎬ 中亚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也一直与该

地区的恐怖主义相互交织ꎮ 在中亚民众加入 “伊斯兰国” 的原因分析层面ꎬ 特

别是在当前中亚地区经济形势不稳定的局面下ꎬ 失业问题应成为不能忽视的推动

因素之一ꎮ
根据目前掌握的 “伊斯兰国” 内部塔吉克斯坦籍武装分子的信息ꎬ 这个群

体具有三个共同特征: 首先ꎬ 他们大部分为年轻男性ꎬ 年龄在 １８ ~ ４０ 岁之间ꎻ
其次ꎬ 他们很少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ꎻ 最后ꎬ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去叙利亚或

伊拉克之前ꎬ 在俄罗斯停留过一段时间②ꎮ 对于前两点信息ꎬ 在前文分析中已有

所涉及ꎬ 而对于塔吉克斯坦籍 “伊斯兰国” 武装分子多数来自俄罗斯这一特征ꎬ
笔者认为这与赴俄中亚劳工就业和生存境况的恶化相关ꎬ 而这一因素也是推动中

亚人参加 “伊斯兰国” 的原因之一ꎮ
俄罗斯是目前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境外务工人员输入国ꎬ 来自前苏联地

区的人们利用文化相近、 通晓俄语和护照免签的优势来俄寻求就业机会ꎬ 在每年

数以百万计赴俄务工人员中ꎬ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

国的人数占绝大多数ꎮ 根据俄罗斯联邦移民局 ２０１５ 年在俄境外务工人员中统计ꎬ
乌兹别克斯坦为 ２２２ 万ꎬ 塔吉克斯坦为 ９９ ９ 万ꎬ 吉尔吉斯斯坦为 ５４ ５ 万③ꎮ 为

了对境外劳动者加强管理ꎬ 减少相应社会问题以及引进高素质的务工人员ꎬ 俄罗

斯政府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颁布了新的管理办法ꎬ 即赴俄工作人员需通过俄语和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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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试ꎬ 购买医疗保险并为工作许可证支付更高的费用ꎬ 此外ꎬ 对来自非欧亚

经济联盟国家的务工人员将需要办理护照而不能再使用其国内身份证①ꎮ 更加严

格的境外劳工管理措施对仍不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以及对俄劳动力输出最多的

两个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影响最大ꎮ 不仅非法劳工面临被驱逐的

压力加大ꎬ 两国合法入境的劳工也需要支出更多成本以及经历更多环节ꎮ 例如一

本塔吉克斯坦的出国护照需要花费数百美元ꎬ 而私下渠道办理则更加昂贵ꎬ 这对

于一个最低月工资不到 ５０ 美元的国家来说ꎬ 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ꎮ 更加令外

界忧虑的是ꎬ 每年中亚劳工从俄罗斯寄回母国的汇款相当可观ꎬ 中亚劳工往往是

其国内家庭的经济支柱ꎮ 根据世界银行估计ꎬ 乌兹别克斯坦收到在俄务工人员的

汇款金额约占本国 ＧＤＰ 的 １１％ ꎬ 塔吉克斯坦约的 ５０％ ꎬ 吉尔吉斯斯坦超过

３０％ ②ꎮ 同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ꎬ 这些汇款对于贫困家庭而言ꎬ 基本用于生存

需要ꎮ 例如ꎬ 塔吉克斯坦的家庭将 ４７％的汇款用于日常消费ꎬ ２２％用于医疗和教

育ꎬ １５％用于房屋整修ꎬ １０％为存款ꎻ 乌兹别克斯坦的家庭将汇款的 ８０％用来满

足最低生活消费③ꎮ 因此ꎬ 对于这些在俄罗斯工作的中亚人而言ꎬ 俄罗斯经济危

机导致房地产和建筑业的不景气 (俄境外劳工主要的就业领域)ꎬ 卢布贬值带来

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对境外劳工的管理日趋严格ꎬ 使得他们在俄罗斯的工作形势更

加严峻ꎬ 而在这个群体身上承担着维系家庭生存的压力ꎬ 又加剧了他们在俄罗斯

工作的负担ꎬ 放大了他们目前在俄工作的困境ꎮ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ꎬ 中亚劳

工在俄罗斯生活环境十分恶劣ꎬ 因为工作环境危险、 身体健康得不到保证以及来

自民族主义的攻击ꎬ 每年有数百名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劳工在俄罗斯死亡ꎮ
据 ２０１１ 年的报道ꎬ 全年在俄罗斯死亡的塔吉克斯坦人超过 ６００ 人ꎮ 另据不完全

统计ꎬ 在俄罗斯每１ ０００名外籍劳工中就有一名处于危险之中④ꎮ 在上述压力的共

同作用下ꎬ 赴俄工作的中亚劳工开始通过宗教信仰寻求慰藉ꎬ 他们不仅容易受到

恐怖组织的煽动ꎬ 更有可能因为较高的经济酬劳而加入恐怖组织ꎮ 以塔吉克斯坦

街头出现的 “伊斯兰国” 招募传单为例ꎬ 加入 “伊斯兰国” 的月收入可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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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００美元ꎬ 甚至更高①ꎮ 这对于在俄罗斯平均月工资在 ３ ５ ~ ４ ５ 万卢布 (６００
美元左右) 的中亚劳工而言ꎬ 无疑是一种诱惑ꎮ

(三) “伊斯兰国” 的特征因素

部分中亚民众为何选择 “伊斯兰国” 而非其他恐怖组织ꎬ 这需要从 “伊斯

兰国” 的组织特征去剖析ꎬ 除宗教因素和经济因素以外ꎬ 也不能排除中亚年轻人

参加 “伊斯兰国” 另有其他原因ꎬ 这也应从 “伊斯兰国” 内部情况进行分析ꎮ
本文认为 “伊斯兰国” 对于中亚极端主义者具有三个方面的吸引力: 一是

意识形态更加极端化ꎮ 与基地组织相比ꎬ 它的 “圣战” 路线更加强硬ꎬ 意识形

态更加极端ꎮ 例如ꎬ “伊斯兰国” 不仅将伊斯兰教法中关于塔克菲尔 (又称叛教

者ꎬ ｔａｋｆｉｒ) 的标准扩大至伊斯兰教什叶派这一群体ꎬ 甚至将穆斯林中不效忠

“伊斯兰国” 的人都列为叛教者ꎮ “伊斯兰国” 曾指责基地组织不将穆斯林纳入

攻击目标的做法ꎬ 并没有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义ꎮ 为了区别它与基地组织在意识形

态方面的这种分歧ꎬ “伊斯兰国” 发言人阿德纳尼 (Ｓｈａｙｋｈ Ａｂｕ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 －
Ａｄｎａｎｉ) 在 ２０１４ 年就特别强调ꎬ “基地组织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ꎬ 而且永远不

会ꎮ”② 因此ꎬ 更加极端化的 “伊斯兰国” 对于中亚地区最为激进和狂热的宗教

极端分子更具吸引力ꎮ 二是 “哈里发” 国家实体化ꎮ 与中亚 “圣战派萨拉菲”
组织相比ꎬ “伊斯兰国” 并没有拘泥于刻板和复古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纯粹追求

在区域或世界范围内发动 “圣战”ꎬ 在某种程度上ꎬ 它已将这种乌托邦似的 “建
国” 思想实体化ꎬ 通过在中东两河流域建立 “哈里发国家”ꎬ 使建立 “纯净” 伊

斯兰世界的图景更具说服力ꎬ 这是中亚其他恐怖组织不具备的ꎮ 三是能满足 “圣
战者” 多样化的需求ꎮ 对于潜在的招募对象ꎬ “伊斯兰国” 并没有局限于宗教和

经济手段ꎬ 也并未将自己束缚在一个 “正统” 伊斯兰教继承者的道德标准上ꎮ
针对不同群体ꎬ 它表现出一种表面并不激进却满足个体不同需求的招募方式ꎬ
“伊斯兰国” 在对外宣传中试图将 “圣战” 融入更多非宗教的因素ꎬ 将其打造成

任何人都能参与并且人人都会有所收获的含有 “伊斯兰国” 特色的 “圣战”ꎬ 无

论是喜欢冒险或是渴望大家庭温暖的人都能迅速融入到 “伊斯兰国” 之中ꎬ 这

对于宗教氛围较为宽松、 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亚北部地区ꎬ 可能更受欢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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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遏制 “伊斯兰国” 在中亚地区扩张的因素

就目前形势而言ꎬ 虽然 “伊斯兰国” 对中亚安全构成了一定挑战ꎬ 但遏制

其在中亚地区发展的因素也同样存在ꎬ 只有对相关因素进行综合分析ꎬ 才能对

“伊斯兰国” 对中亚安全的影响作出客观判断ꎮ
第一ꎬ 中亚主流社会并不认可 “伊斯兰国” 的政治理念和极端路线ꎮ “中亚

国家内部地域和族属的观念明显强于宗教信仰ꎬ 让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及其分支

的穆斯林组成一个统一的哈里发国家很难行得通ꎮ”① 换言之ꎬ 中亚各国民众的

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普遍较高ꎬ 大部分民众对 “伊斯兰国” 建立跨区域 “哈里

发” 国家的目标并无多少热情ꎮ 此外ꎬ 中亚地区信众人数最多的逊尼派哈奈斐学

派ꎬ 少数信奉苏菲主义或什叶派的信众ꎬ 以及代表这些信众利益的高官和伊斯兰

政治家ꎬ 他们对于意识形态为圣战派萨拉菲主义的 “伊斯兰国” 也多有抵制②ꎮ
皮尤研究中心出版的报告显示ꎬ 在中亚地区仅 １２％ 的人支持引入伊斯兰教法作

为官方法律ꎬ 仅 ２８％人支持给予宗教领导人以相应政治地位ꎬ ７８％的人认为伊斯

兰国家与现代世界并不矛盾ꎬ 同时视自杀袭击是不负责任做法的人ꎬ 在吉尔吉斯

斯坦占 ８２％ ꎬ 塔吉克斯坦占 ８５％ ꎬ 哈萨克斯坦则是 ９５％ ③ꎮ
第二ꎬ 中亚国家和区域组织开始重视打击 “伊斯兰国”ꎮ 为了应对 “伊斯兰

国” 的威胁ꎬ 中亚各国以及区域组织已经制定了相应措施ꎬ 这在一定程度能够减

弱 “伊斯兰国” 对于中亚国家的威胁: 一是在国家层面ꎬ 针对 “伊斯兰国” 军

事袭击的风险ꎬ 塔吉克斯坦向俄罗斯申请 １２ 亿美元援助用于升级塔阿边境军事

设施ꎬ 并已获得俄罗斯的积极回应ꎻ 针对公民参加 “伊斯兰国” 和叙利亚内战ꎬ
塔吉克斯坦议会在 ２０１４ 年初批准了关于塔籍公民参与境外军事冲突的刑法修正

案ꎬ 使任何参与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的塔吉克斯坦公民都被视为违法ꎮ 同年ꎬ 哈

萨克斯坦也通过新的反恐法案ꎬ 禁止涉嫌参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的个人入

境ꎻ 针对 “伊斯兰国” 利用媒体和社交工具进行宣传ꎬ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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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限制或关闭了国内外部分网站ꎮ 与此同时ꎬ 哈萨克斯坦 ２０１５ 年颁布的新刑

法规定ꎬ 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工具宣扬极端和恐怖主义的人员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ꎻ 针对青年人受到极端宗教思想误导ꎬ 哈萨克斯坦精神委员会成立工作组ꎬ 在

年轻人中间阐释传统伊斯兰教价值观ꎬ 乌兹别克斯坦也正在实施少年犯人保护计

划ꎬ 将少年犯置于社区宗教机构管理之下ꎬ 以防止其在监狱中受到极端主义思想

的侵蚀ꎮ 二是在区域组织层面ꎬ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上合组织反恐委员会在塔什干商讨

了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针对 “伊斯兰国” 采取联合行动的相关事宜ꎬ 并制定了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共同打击 “三股势力” 的行动计划ꎬ 而在上合组织反恐机构的框

架内ꎬ 成员国也在双边层面合作应对此类挑战ꎬ 例如中乌两国就合力打击从中东

潜逃回国的恐怖分子达成一致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塔吉克斯坦

与阿富汗边境进行了快速反应部队的联合演习ꎮ 此外ꎬ 中亚安全问题近年来一直

位列欧盟安全事务的优先议题ꎬ 为应对 “伊斯兰国” 的威胁ꎬ 欧盟—中亚高级

别安全对话机制于 ２０１３ 年建立ꎬ 该机制为双方共同关心的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

和毒品运输问题搭建了一个对话的平台ꎮ 在第二论高级别安全对话之后ꎬ 欧盟与

中亚五国均同意在安全领域展开更紧密的合作ꎬ 欧盟同意拨款 ８７９ 万欧元用于相

关安全议题的合作①ꎮ
第三ꎬ 来自中亚周边其他极端组织的牵制ꎮ 在中亚地区两翼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在美军的空袭下ꎬ “伊斯兰国” 分支武装 “维拉亚呼罗珊” 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

一些重要人物被炸身亡②ꎮ 俄罗斯也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出台了更加严厉的反恐法案ꎮ
除此以外ꎬ 本文认为中亚周边其他极端组织对 “伊斯兰国” 的牵制作用也不容

忽视ꎮ 对于所属分支组织或成员加入 “伊斯兰国” 的背叛行为ꎬ 北高加索地区

恐怖组织 “高加索酋长国” 一直对 “伊斯兰国” 持批评和谴责态度ꎬ 目前也没

有任何信息表明 “高加索酋长国” 头目愿意与 “伊斯兰国” 合作ꎮ 因此ꎬ 尽管

两个组织之间并未爆发明显冲突ꎬ 但 “高加索酋长国” 对 “伊斯兰国” 在本地

区的扩张保持排斥和警惕心理的可能性较大ꎬ 会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其所属极端分

子发生进一步的背叛行为ꎬ 这对 “伊斯兰国” 在中亚西部招募其他极端组织成

员的行为会起到一定制约作用ꎮ 相比而言ꎬ 阿富汗区域恐怖组织与 “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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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抗更为明显ꎬ “伊斯兰国” 近期内在阿富汗的活动仍然受到塔利班的牵制ꎮ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为了打击 “伊斯兰国” 势力ꎬ 阿富汗塔利班对已向 “伊斯兰国”
效忠的 “乌伊运” 展开武装进攻ꎮ 据 “伊斯兰国” 内部知情人士披露ꎬ “乌伊

运” 在阿富汗查布尔省遭到塔利班的毁灭性打击ꎬ 其领导人乌斯曼加齐可能被

俘①ꎮ 由于塔利班组织不仅在意识形态和发展目标方面均与 “伊斯兰国” 存在不

同ꎬ 它更将 “伊斯兰国” 视为争夺阿富汗控制权的竞争者ꎬ 除非外界环境变化ꎬ
两个组织在阿富汗合作的几率也非常小②ꎮ

结　 语

综合来看ꎬ “伊斯兰国” 自２０１４ 年６ 月宣布重建 “哈里发国” 以来ꎬ 除有少数极

端分子在公共场所粘贴宣扬 “伊斯兰国” 思想的传单和挂 “伊斯兰国” 黑旗的事件

发生以外ꎬ 中亚地区并未爆发与 “伊斯兰国” 有关的大规模、 连续性的恐怖袭击活

动ꎬ 目前该地区安全形势在整体上可控并保持稳定ꎮ 然而ꎬ “伊斯兰国” 对中亚安全

的潜在挑战仍然存在ꎬ 特别是该组织在国际联军的打击下遭到一系列重创ꎬ 在叙利亚

和伊拉克境内越来越难以公开立足ꎬ “伊斯兰国” 是否会在中亚或其周边地区需求新

的立足点ꎬ 加入 “伊斯兰国” 的中亚人是否会大量潜逃回国ꎬ 从而加大中亚地区的安

全压力ꎬ 这种不确定因素值得中亚各国政府警惕ꎮ 因诸多因素的制衡以及中亚各国政

府和区域组织采取防范 “伊斯兰国” 的措施ꎬ 一定程度上减缓了 “伊斯兰国” 在中

亚地区的发展步伐ꎬ 但是ꎬ 根据本文在中亚民众加入 “伊斯兰国” 的原因分析中所得

出的结论ꎬ 中亚的恐怖主义问题不仅涉及国内宗教、 经济等结构性问题ꎬ 也与周边国

家的境外劳工境况密切相关ꎬ 任何打击 “三股势力” 的单一手段都难以一劳永逸ꎬ 而

一些简单、 粗暴的方式ꎬ 甚至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ꎬ 因此今后如何采取更为全面、 综

合和科学的手段应对 “伊斯兰国” 或恐怖主义的安全挑战ꎬ 特别是国家对青年就业环

境的改善ꎬ 宗教信仰的培养以及同相关国家合作对境外劳务人员的有效管理和权益保

障ꎬ 应当成为中亚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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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Ｂａｒｒꎬ “Ｗｉｌａｙａｔ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 Ｓｔｕｍｂｌｅｓ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Ｍａｒ ３ꎬ ２０１６
塔利班的目标是在阿富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ꎻ “伊斯兰国” 目标是建立跨洲际的 “哈里

发” 国家ꎬ 并且组织全球 “圣战”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