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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于美国错误政策和仓促撤军等原因ꎬ 恐怖主义危

害在阿富汗迅速上升ꎬ 使阿 “由乱及治” 面临重重困难ꎮ 阿富汗塔利

班从自身利益出发ꎬ 在意识形态、 派系特点、 “盟友” 关系、 传统习俗

等因素影响下ꎬ 制定并实施了具有自身特色的 “反恐政策”ꎬ 形成了阿

富汗恐怖主义发展的新态势ꎬ 推动和影响了踞阿恐怖组织的重新分化组

合ꎬ 恐怖活动活跃ꎬ 对周边地区安全连带影响已逐步显现ꎮ 当前ꎬ 周边

国家正面临与阿富汗相关的恐怖主义及相关问题外溢带来的严峻挑战ꎬ
如恶性跨境恐袭在巴基斯坦激增、 中亚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危害风险上

扬、 阿难民问题冲击伊朗等国反恐防线等ꎮ 同时ꎬ 在国际格局发生深刻

演变、 阿富汗及其周边地缘战略意义凸显背景下ꎬ 以阿富汗问题为重心

的大国博弈进程ꎬ 通过与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广泛深刻的互动影响ꎬ 将为

中南亚地缘政治增添新的不确定性ꎬ 从更宏观角度塑造本地区恐怖主义

态势与反恐斗争格局ꎮ 作为地区安全重心ꎬ 阿富汗安全稳定关乎周边整

体ꎬ 中国应继续与有关国家一道ꎬ 共同应对阿富汗恐怖主义发展新态势

带来的挑战ꎬ 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ꎬ 引导阿积极参与塑

造有利于各方的地区安全环境ꎮ
【关 键 词】 　 阿富汗恐怖主义　 阿富汗塔利班　 中亚安全　 大国

博弈　 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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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 美国完成阿富汗撤军任务ꎬ 为长达 ２０ 年的 “全球反恐战

争” 画上了句号ꎮ 此前ꎬ 阿富汗塔利班 (以下简称 “阿塔”) 占领喀布尔ꎬ 重获

执政地位ꎬ 建立了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临时政府”ꎮ 外国军事占领的结束使阿

富汗人民赢得了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契机ꎬ 历经 ４０ 年战乱的国家开始步入和平

建设时期ꎮ 但是ꎬ 由于美国不负责任地撤军ꎬ 导致在其占领期间坐大的阿富汗恐

怖势力卷土归来ꎬ 威胁阿富汗及周边国家安全ꎮ 阿塔重新执政后的内外诉求ꎬ 与

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相关国家围绕该问题的博弈ꎬ 对阿富汗及其周边恐怖主义态

势具有深远影响ꎮ

一　 问题的提出

多数围绕当代阿富汗问题的研究基本从地缘战略安全角度入手ꎬ 主要涉及阿

富汗历史、 阿富汗战争起源、 阿富汗与地区安全、 塔利班研究等方面问题ꎬ 专门

研究阿富汗恐怖主义问题的成果主要围绕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前相关问题展开论述ꎮ 阿

塔重新执政使阿国家发展路径发生重大变化ꎬ 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也出现了相应

变化ꎬ 国内外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ꎬ 并取得了一定进展ꎮ
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角度对阿富汗恐怖主义及其外溢效应进行分析ꎮ 一是地

缘政治和国际关系ꎮ 孙壮志认为ꎬ 在恐怖主义等外源性因素冲击下ꎬ 中亚国家各

种问题叠加ꎬ 将更加碎片化、 分散化ꎬ 阿富汗剧变后中亚国家面临新的治理挑

战ꎬ 要构建中亚多边安全架构ꎬ 推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①ꎮ 范鸿达认

为ꎬ 阿塔、 巴基斯坦、 印度与巴基斯坦塔利班 (以下简称 “巴塔”) 和 “俾路支

解放军” 之间关系复杂ꎬ 没有国家间合作ꎬ 暴恐冲击难以化解②ꎮ 曾向红认为ꎬ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ꎬ 其地缘战略重心将北移至中亚ꎬ 可能导致地区大国紧张关

系加剧ꎬ 同时ꎬ 阿富汗内乱将产生外溢效应ꎬ 难民可能涌入周边国家ꎬ 威胁周边

国家稳定ꎬ 极端组织崛起并向外扩散ꎬ 通过发动恐袭和传播极端思想威胁中亚安

全③ꎮ 马勇和张辉分析了巴基斯坦、 伊朗、 阿富汗的经济、 安全、 政治、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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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等方面问题和风险①ꎮ 钮松认为ꎬ “哈卡尼网络” 如何与恐怖组织切割ꎬ
关乎阿临时政府的纯洁性ꎬ 阿临时政府重点关注与全球大国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

关系ꎬ 对与芥蒂颇深的邻国发展关系缺乏动力②ꎮ 于开明和闫伟认为阿塔重新执

政可能使域内外恐怖组织结成相互关联的极端网络ꎬ 南亚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存

在很大不确定性ꎬ 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面临严重安全挑战③ꎻ 受阿塔夺权和

阿塔对巴塔暧昧态度的刺激ꎬ 俾路支分裂势力与巴塔加强合作ꎬ 二者合流趋势明

显④ꎮ 武兵科认为ꎬ 第四波暴恐浪潮仍将继续ꎬ 但恐怖组织因能力、 压力、 理念

等限制ꎬ 更专注于本土目标ꎬ 探索伊斯兰教法政权建设⑤ꎮ 王雪羽、 李福泉认

为ꎬ 伊朗曾因对阿富汗前政府击败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缺乏信心而寻求阿塔

支持ꎬ 若阿塔执政后反恐不利ꎬ 伊朗很可能会转向与阿富汗其他组织和力量进行

反恐合作⑥ꎮ
二是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海外利益ꎮ 苏畅从海外利益安全的角度分析了阿富汗

恐怖主义的潜在外溢风险和中国在中亚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形式⑦ꎮ 吴兆礼认为

美从阿富汗撤军将引发南亚地区恐怖主义反弹ꎬ 阿或再成恐怖主义温床并向周边

扩散ꎬ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挑战⑧ꎮ 张飞宇分析了以阿富汗为重心的呼罗珊地

区恐怖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ꎬ 认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面临复杂形势⑨ꎮ 张

新平和代家玮分析了中国 “建设性介入” 阿富汗问题的意义和挑战ꎬ 主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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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开明、 闫伟: «当前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运动的演化路径及未来趋势»ꎬ 载 «南亚

研究季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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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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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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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推动上合组织暂时搁置关于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合法性的争议ꎬ 优先处

理与阿富汗安全相关的紧急事宜①ꎮ 杨超越认为ꎬ 美从阿富汗撤军使中国在本地

区面临暴恐外溢、 极端主义 “倒灌”、 海外利益安全风险提升以及地区乱局与美

“印太战略” 东西联动等挑战②ꎮ
三是地区恐怖主义治理ꎮ 傅小强认为美国撤军引发的乱局外溢效应已显现ꎬ 论

述了阿恐外溢的源头、 形式、 特点和危害ꎬ 并提出了应对方法③ꎮ 李伟分析了阿塔

对待踞阿恐怖组织的五种不同方式和活动前景ꎬ 认为很难期望阿塔快速、 全面、 深

入地解决恐怖主义问题ꎬ 国际社会应给予阿塔更大帮助④ꎮ 李绍先认为ꎬ 由于塔利

班的特殊起源ꎬ 不能期待其实现世俗化或与恐怖势力联系完全切割ꎬ 降低恐怖主

义风险要看如何与之交涉ꎬ 阿应成为中国战略 “抓手”⑤ꎮ 富育红认为ꎬ 国际恐

怖主义与地区恐怖主义通过频繁互动推动全球恐怖网络的形成与演化ꎬ “基地” 组

织和 “伊斯兰国” 对南亚地区的渗透给当地本土恐怖主义带来深远影响⑥ꎮ 王黎梳

理了中国和上合组织在应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和努力⑦ꎮ
四是部落、 族群、 宗教等社会背景因素ꎮ 闫伟分析了阿富汗农村和部落层面

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与塔利班运动之间的关系ꎬ 指出国家治理的失败及世界范围内

伊斯兰潮的兴起为部落等地方社会力量与伊斯兰教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契机ꎬ 阿塔

再次执政可能导致其宗教社会运动新模式外溢ꎬ 使国际恐怖活动呈现 “塔利班

化”⑧ꎮ 张元从部落视角解析了美撤军对该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ꎬ 认为撤军不能

疏解阿民族矛盾ꎬ 不能消除巴阿边境宗教极端主义问题ꎬ 不代表部落矛盾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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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ꎬ 巴阿边境部落多样性冲突难以消除ꎬ 中国需谨慎应对①ꎮ 李涛、 袁晓娇认

为外力干预导致阿族群冲突严重恶化ꎬ 引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并向外扩

散ꎬ 阿塔重新执政后阿国家团结仍将面临内部权斗、 认同缺失、 外部干预、 恐怖

主义等问题②ꎮ
总之ꎬ 国内学者主要从地缘政治、 地区安全、 海外利益、 反恐治理等角度分

析阿富汗恐怖主义问题ꎬ 对影响反恐的宗教和社会背景因素有一定涉及ꎬ 但受形

势发展等客观因素限制ꎬ 对阿富汗恐怖主义发展新态势的跟踪分析有待补充ꎬ 对

阿塔内部权力结构对反恐的影响关注不够ꎮ 作为影响当前阿富汗安全稳定的决定

性力量ꎬ 阿塔的反恐理念、 实践及其局限深刻影响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向ꎬ 本

文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此加以探究ꎮ
国外学者讨论的重点聚焦在如何对待阿塔政权上ꎬ 呼吁西方调整对阿政策ꎮ

尤萨夫和贾巴尔海勒认为ꎬ 西方对阿诉求主要是恐怖主义不威胁西方ꎬ 保障人

权ꎬ 避免难民外流至周边特别是西方ꎻ 应与阿塔对话以解决共同关切ꎬ 但这一努

力因西方对阿塔认知局限而举步维艰ꎬ 制裁阿塔或致阿国内危机加重ꎬ 使其再成

恐怖主义策源地③ꎮ 基廷格和赛兹认为ꎬ 采取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诸多制裁措

施ꎬ 迫使阿普通民众使用 “哈瓦拉” 这一地下资金流动方式ꎬ 导致暴恐融资更

难以被监视和阻断④ꎮ 贝特曼认为ꎬ 美对阿塔制裁未能奏效ꎬ 应改变政策ꎬ 与阿

塔在反恐、 人道救援、 边境安全等技术层面建立沟通合作新体系ꎬ 并继续利用人

权、 治理等问题施压ꎬ 以阿塔满足美基本原则要求为前提对其政权予以承认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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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 Ｋｅａｔｉｎｇｅ ａｎｄ Ｇｏｎｚａｌｏ Ｓａｉｚ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ｕｓｉ ｏｒｇ / ｅｘｐｌｏｒｅ － ｏｕｒ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ｕｎｄｅｒ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 日ꎮ

Ｋａｔｅ Ｂａｔｅｍａｎꎬ “Ａ Ｓｈｉｆｔ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ｏｒ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３ / １０ / ｓｈｉｆｔ － ｔｏｗａｒｄ － ｍｏｒｅ －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ｔａｌｉｂａ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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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 西方学者对阿塔反恐政策及成效进行了细致分析和评估ꎮ 米尔认为ꎬ
阿塔试图在 “圣战” 野心、 维护与盟友 “兄弟” 关系、 对盟友予以限制以实现

地缘政治目标三者间达到某种平衡ꎬ 以维护政权存续ꎬ 其反恐意愿令人存疑ꎮ 阿

塔庇护恐怖组织或引发外溢效应ꎬ 增大 “基地” 组织、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等

恐怖组织威胁美利益风险ꎻ 美政府应继续保持对反恐的关注①ꎮ 朱斯托齐认为ꎬ
阿塔庇护下的 “安萨鲁拉” 等较小恐怖组织向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靠拢ꎬ 降

低了阿塔的反恐效果ꎬ 而规模庞大的巴塔同阿塔在 “圣战” 前途、 阿巴关系、
约束程度等问题上分歧加深ꎬ 且与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接近迹象明显ꎬ 牵涉

多方利益ꎬ 增加了地区安全隐患②ꎮ 阿米拉等认为ꎬ ２０２４ 年 “伊斯兰国呼罗珊

省” 对俄罗斯、 伊朗发动袭击的时间在其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４ 年的袭击高峰期 (４ ~ ８
月) 外ꎬ 这说明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并未放弃阿富汗、 转移战场ꎬ 而是有意

避开阿塔集中镇压ꎬ 通过强化外部活动来扩大影响③ꎮ 美国威尔逊中心中东项目

主任杰弗里认为ꎬ 阿富汗恐怖主义的发展及外溢是评估美国撤军的最重要指标ꎬ
美一直以 “成功” 消灭踞阿国际恐怖主义和与阿塔开展 “超视距反恐” 合作为

由ꎬ 为撤军辩解ꎻ 若阻止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袭击失败ꎬ 美将遭受国内国际

的双重打击④ꎮ 美国和平研究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研究课题组认为ꎬ 恐怖主

义威胁不断上升ꎬ 破坏地区稳定ꎬ “伊斯兰国” 扩散使美及盟友受袭风险增大ꎬ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ｓｆａｎｄｙａｒ Ｍｉｒꎬ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Ｉｓ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Ｓａｆｅ Ｈａｖｅｎ 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ｔｗｏ － ｙｅａｒｓ － ｕｎｄｅｒ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 ｓａｆｅ － ｈａｖｅｎ － ｏｎｃｅ － ａｇａｉ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 日ꎻ Ａｓｆａｎｄｙａｒ Ｍｉｒꎬ “Ａｓｆａｎｄｙａｒ
Ｍｉｒ 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ａｓｆａｎｄｙａｒ － ｍｉｒ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ａｎｄ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 日ꎮ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ｉｕｓｔｏｚｚｉꎬ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ｃｔ ｎｌ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ｓｔａｔｅ －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 －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ａｎｄ －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ꎮ

Ａｍｉｒａ Ｊａｄｏｏｎꎬ Ａｂｄｕｌ Ｓａｙｅｄꎬ Ｌｕｃａｓ Ｗｅｂｂｅｒꎬ ａｎｄ Ｒｉｃｃａｒｄｏ Ｖａｌｌｅꎬ “Ｆｒｏｍ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ｔｏ
Ｍｏｓｃｏｗ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ｃ ｗｅｓｔｐｏｉｎｔ ｅｄｕ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ＣＴＣ －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 ０５２０２４ ＿ ｃｏｖｅｒ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 日ꎮ

Ｊａｍｅｓ Ｆ Ｊｅｆｆｒｅｙꎬ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ｏｓｔ ２０２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ｌ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ｐｏｓｔ / ｔｈｒｅａｔ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ｐｏｓｔ － ２０２１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ꎮ



美国撤军以来阿富汗恐怖主义新态势及外溢影响　

或致美国际信誉受损ꎬ 干扰对外政策ꎬ 影响美大国竞争战略进程①ꎮ
巴基斯坦受当前阿富汗恐怖主义外溢影响最为直接ꎬ 对该问题更为关注ꎮ 哈

塔克认为ꎬ 巴基斯坦面临的众多国内问题大都源于其阿富汗政策的失误ꎮ 伊斯兰

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阿亚兹认为ꎬ 阿塔内部权力日益向个人高度集中ꎬ 其决策缺

乏灵活性ꎮ 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杜拉尼指出ꎬ 巴塔人数达 ５ ０００ ~ ６ ０００ 人ꎬ 若含

家属达 ７ 万人ꎬ 如此规模群体需庞大资源供给ꎬ 巴塔正是通过 “中间人” (指阿

塔) 获得印度支持ꎮ 巴学者和媒体人认为ꎬ 巴塔目前着重组织建设ꎬ 袭击暂时减

少不意味着其力量和威胁减弱ꎬ 要加强在开普省、 俾路支省的社会建设ꎬ 综合军

事、 政治、 经济等手段应对暴恐外溢ꎬ 对巴塔反恐政策应更加适应现代社会需

要ꎬ 要防止阿富汗成为巴基斯坦西部边境的另一个 “印度”②ꎮ
本文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为指导ꎬ 在分析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ꎬ 运用历史和实证研究方法ꎬ 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一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反恐政

策及其效果如何? 二是阿富汗恐怖主义外溢情况如何? 三是国际政治对阿富汗恐

怖主义及其外溢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本文将以官方和智库报告、 学术论文、 新

闻报道、 访谈等资料为支撑ꎬ 以阿富汗剧变后踞阿恐怖组织的新特点为切入点ꎬ
梳理其内外影响ꎬ 分析阿塔、 地区恐怖组织、 国际政治等不同要素间的互动及作

用ꎬ 以期勾勒当前阿富汗周边地区恐怖主义之面貌ꎬ 供学界参考和批判ꎮ

二　 阿富汗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

阿富汗处于 “由乱及治” 关键期ꎬ 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严峻ꎬ 教派冲突未

得到根本遏制ꎬ 暴恐仍是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ꎮ 为确保政权安全ꎬ 阿塔需在获得

国际承认、 安抚恐怖组织盟友、 维护统治地位间达成平衡ꎬ 对阿富汗及周边地区

７３１

①

②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ꎬ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ｓｅｎｉｏｒ － ｓｔｕｄｙ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ａｎｄ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ｆｉｎ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 日ꎮ

“ＰＩＰ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 １２ 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ａｋｐｉｐ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７９４９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ꎻ “ＰＩＰ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 １１ 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ａｋｐｉｐ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７８８０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ꎻ “ＰＩＰ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 １１ 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ａｋｐｉｐ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７７９７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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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发挥关键作用ꎮ 踞阿恐怖组织近年来在组织和行动方式上变化明显ꎬ 与阿塔

反恐政策的互构关系愈益加深ꎬ 并在新时期阿富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产生了重

要影响ꎮ 具体言之ꎬ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对阿富汗乃至整个地区构成了最大安

全威胁ꎬ 而与阿塔存在盟友关系的恐怖组织虽然受到前者约束ꎬ 但危害不仅未

减ꎬ 反有所增大ꎮ

(一) 阿塔执行选择性反恐政策

作为影响阿富汗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ꎬ 阿塔就反恐问题所作的表态ꎬ 构成其

反恐政策的原则框架ꎮ 但是ꎬ 由于自身局限性和与盟友恐怖组织的特殊关系ꎬ 加

之阿富汗部落习俗影响ꎬ 阿塔不会完全遵循国际标准和诉求ꎬ 而是根据自身利益

需要进行选择性反恐ꎮ
阿塔反恐立场在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的美塔 “多哈协议” 中已有显现ꎬ 基本原则是

确保阿塔自身及阿领土上的组织及活动不危害美及其盟友安全①ꎮ 协议目的是保

证美顺利完成撤军和实现和平过渡ꎬ 尚不能与阿塔再次执政后的反恐政策画等

号ꎬ 但可视为其政策构成来源ꎮ 国际社会期待阿塔能在恢复国内和地区秩序方面

扮演积极角色ꎬ 中国、 俄罗斯、 伊朗等多次敦促阿塔承担反恐责任ꎬ 发挥正向作

用ꎮ 联合国安理会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重申ꎬ 确保阿领土不被用于威胁或袭击任何

国家ꎬ 塔利班等阿富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支持在任何其他国家领土上活动的恐怖

分子ꎮ 中方还特别指出ꎬ “东伊运” “伊斯兰国” “基地” 等恐怖组织严重威胁国

际与地区安全ꎬ 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ꎬ 首先应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恐怖主义 “天
堂”②ꎮ

阿塔虽仍固守极端意识形态ꎬ 但在国际社会影响下ꎬ 也发出了相对积极的信

号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阿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向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

毅表示: “决不允许任何恐怖分子在阿活动ꎬ 决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机构利用阿

领土采取针对别国的行动ꎬ 更不允许任何势力从事破坏中国的行动”ꎬ 并称将全

８３１

①

②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ｔｏ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Ｆｏｒ －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 Ｐｅａｃｅ － ｔｏ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０２ ２９ ２０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 日ꎮ

«阿富汗局势急转直下 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强调包容、 和解、 人权和反恐乃当务之

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１０８９５５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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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清除境内恐怖势力ꎬ 维护地区安全①ꎮ 在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上ꎬ 阿代理

外长穆塔基表示: “决不允许外部势力再占据阿领土ꎬ 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

领土反对其他国家ꎬ 决不允许恐怖分子利用阿领土损害别国利益、 伤害别国公

民ꎮ”②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 穆塔基在第三届中国西藏 “环喜马拉雅” 国际论坛期间

与王毅举行双边会见并进一步表示ꎬ 不允许在阿出现任何破坏中国安全稳定的活

动ꎬ 切实保障在阿中国人安全③ꎮ 阿塔 “四个决不” 表态ꎬ 强调自主ꎬ 反对干

涉ꎬ 反对恐怖主义ꎬ 重视有关国家关切ꎬ 体现其基本反恐原则ꎮ 尽管各方呼吁阿

塔以更多可视性举措向国际社会表明反恐诚意ꎬ 并列出具体恐怖组织名称ꎬ 但阿

塔对所列大部分恐怖组织仍以约束管控为主ꎬ 与国际社会诉求仍有差距ꎮ 究其原

因ꎬ 阿塔的成员构成、 来源及与其所奉行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作为内部结构松散的军事政治集团ꎬ 阿塔整体上更像是反对外国侵略和浸染

部落习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等混杂理念引导下的社会运动ꎬ 而非上下高度凝聚统

一的组织ꎮ 其领导阶层成员来自不同 “舒拉” 和部落ꎬ 基层成员成分则更为复

杂ꎬ 绝大部分是普什图部落民兵战士ꎬ 参加塔利班原因众多ꎬ 在加入塔利班运动

后仍带有强烈的乡村、 社区、 部落意识ꎮ 凡此种种ꎬ 使塔利班的行为方式一直具

有浓厚的普什图 “部落习气”ꎬ 部落传统习俗随着部落战士群体的广泛加入和长

期活动而必然影响阿塔组织习惯ꎬ 这表现为: 从阿塔的领导层到普通战士ꎬ 普遍

接受并强调 “普什图瓦里” ( “普什图法则”) 在运动中的重要地位ꎬ 建政后又将

其作为建设 “酋长国” 的原则和指导方针ꎮ 而作为 “普什图瓦里” 关键元素的

“庇护外来受难者” 习俗ꎬ 更得到崇尚荣誉、 勇敢、 诚信等普什图部落传统道德

的阿塔战士群体的共同尊崇ꎬ 只要受庇护的 “客人” 不违反 “主人” 的原则和

约束ꎬ 那么驱逐或消灭 “客人” 便缺乏道义支持ꎻ 加之在长期共同作战中培养

９３１

①

②

③

«王毅同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举行会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２４＿１０６５５１７０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３ 日ꎻ «王毅同阿富汗

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举行会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２５＿ １
０６５５４２２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３ 日ꎮ

«王毅主持阿富汗邻国与阿临时政府首次外长对话会»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３１＿１０６５８２４９ ｓｈｔｍｌꎻ «王毅主持中阿巴三方外长会晤»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３１＿１０６５７９４５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３ 日ꎮ

«王毅会见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 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 ６７６２０７ / ｘｇｘｗ＿ ６７６２１３ / ２０２３１０ / ｔ２０２３１００５＿ １１１５５０３５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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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战友情义”ꎬ 和经数代通婚形成的婚姻家庭关系ꎬ 使得塔利班与盟友恐怖组

织间的共同体意识更加强化、 稳固ꎮ 对阿塔而言ꎬ 这些盟友是应受招待的客人ꎬ
而非敌对的恐怖分子ꎬ 阿塔内部尤其是上层对此态度较为统一ꎬ 不赞成对其予以

驱逐或消灭①ꎮ 此外ꎬ 驱逐或消灭盟友ꎬ 将增加阿塔维稳成本ꎬ 若失手恐将再引

战火ꎮ 因此ꎬ 阿塔从自身利益出发ꎬ 在对待踞阿外来恐怖组织策略上更偏向于对

其进行洗白、 消化、 溶解ꎬ 最好使其为己所用ꎮ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ꎬ 阿塔的反恐

策略和实际成效将继续与国际期待保持 “温差”ꎮ

(二) 阿塔内部派系特点增加反恐阻力

阿塔内部特别是上层大致可分为宗教派、 政治派、 军事派和 “哈卡尼网络”
等派别ꎮ 宗教派以现任 “埃米尔” 阿洪扎达、 代理总理阿洪德、 代理司法部长

哈基姆 ( Ａｂｄｕｌ Ｈａｋｉｍ)、 代理朝觐与宗教事务部长萨克布 ( Ｎｏｏｒ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ａｑｉｂ) 等为代表ꎮ 宗教派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ꎬ 鼓吹伊斯兰教法统治ꎬ 是阿塔的

思想中枢ꎬ 也是阿塔中最保守、 最极端的势力ꎮ 宗教派与盟友恐怖组织思想联系紧

密ꎬ 结合 “普什图瓦里” 等习俗ꎬ 对后者制定和实施安抚政策ꎬ 在阿塔反恐政策

上发挥核心决策作用ꎬ 在阿塔普通武装人员中很有号召力ꎬ 是阿塔中最 “排外”
的群体ꎮ 重新掌权后ꎬ 以阿洪扎达为首的宗教派在加强集权的同时ꎬ 对国际社会呼

吁高度敏感ꎬ 认为有必要对外界敦促阿塔改变政策的要求予以抵制ꎬ 并将此视为区

别 “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与 “腐败、 堕落的前政府” 的重要标志②ꎬ 且外界越

反对ꎬ 阿洪扎达等宗教派人士越认为自身理念和政策的正确性③ꎬ 因此ꎬ 在反恐

问题上ꎬ 宗教派将更多发挥消极角色ꎬ 为庇护恐怖组织提供依据和说辞ꎮ
政治派以临时政府总理巴拉达尔、 代理政治事务副外长斯坦尼克扎伊、 阿富

汗红新月会主席德拉瓦尔 (Ｓｈａｈａｂｕｄｄｉｎ Ｄｅｌａｗａｒ) 等为代表ꎮ 因长期负责阿塔对

外联系、 谈判等事务ꎬ 政治派广泛接触国际社会ꎬ 对世界发展有切身体会ꎬ 故意

０４１

①

②

③

Ｋａｔｈｙ Ｇａｎｎｏｎꎬ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Ｈｕｒｔ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ｓｔａｔｅ － ｇｒｏｕｐ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 ｇｒｏｕｐｓ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ａｎｄ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４１７７ｅ６０５ｂ６２９ａｂ７ｂｃ２９ｆ００３ａ１ｆｆ８４ａ２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４ 日ꎮ

Ｈａｒｏｕｎ Ｒａｈｉｍｉ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ｔｋｉｎｓꎬ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Ｒｕｌｅ ａｔ ２ ５ Ｙｅａｒｓ”ꎬ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ｔ 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４ꎬ ｐ ７

Ｖａｎｄａ Ｆｅｌｂａｂ － Ｂｒｏｗｎ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ｉｎ ２０２３: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ｎｃ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ｉｎ －２０２３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 ｐｏｗｅｒ －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 ａｎｄ － ｍｉｌｉｔａｎｃｙ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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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色彩较弱ꎬ 相对包容开明ꎮ 例如ꎬ 巴拉达尔重视国际社会诉求ꎬ 富于耐心

和精明ꎬ 战争期间对与美国和阿富汗政府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ꎮ 但是ꎬ 由于政治

派主要负责在多哈等地进行外交周旋ꎬ 不直接参与军事斗争ꎬ 长期游离于强力圈

子之外ꎬ 与盟友和阿塔基层战士接触较少ꎬ 所以给外界以 “西化” “精英” “孤
傲” 的印象ꎮ 战争时期ꎬ 阿塔内部传言政治派在国外 “住别墅”ꎬ “生活奢靡”ꎬ
使后者形象遭受打击ꎮ 因此ꎬ 政治派虽元老居多ꎬ 在政权内话语权却较弱ꎬ 成员

多负责强调专业技术的非强力部门ꎬ 在维护社会稳定、 处理与盟友关系等事关政

权安全的重大问题上ꎬ 无法左右阿塔政策ꎮ
军事派以阿塔创始人奥马尔之子、 代理国防部长雅库布为代表ꎮ 雅库布深受

阿洪扎达信任ꎬ 掌握实际军事大权ꎬ 在战争时期有 “代政” 经历ꎬ 与盟友联合

对北约联军作战ꎬ 在阿塔青年军官中享有崇高威望ꎮ 雅库布等对 “埃米尔” 阿

洪扎达高度忠诚ꎬ 在反恐等重大问题上与其产生根本分歧的可能性较低ꎬ 会忠实

执行阿洪扎达的指示和策略ꎮ
“哈卡尼网络” (Ｈａｑｑａｎｉ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以下简称 “网络”) 由贾拉鲁丁哈卡尼

(Ｊａｌａｌｕｄｄｉｎ Ｈａｑｑａｎｉ)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成立ꎬ 主张 “全球圣战”ꎬ 以自杀式爆

炸、 暗杀等方式开展 “非对称作战”ꎬ 与恐怖组织关系密切ꎬ 被认为是阿富汗

“最强大、 纪律最严明的恐怖组织”①ꎮ 由于在行动、 财源、 组织上的独立性ꎬ
“网络” 与阿塔关系更像 “联姻”ꎬ 而非从属ꎮ 现任首领西拉杰丁 ２０１８ 年受命于

其父贾拉鲁丁ꎬ 掌管组织大权ꎬ 并受到阿洪扎达重用ꎬ 其地位类似 “副埃米

尔”ꎮ 当前ꎬ “网络” 成员占据阿临时政府内政、 难民、 情报、 通信等核心部门

要职ꎬ 西拉杰丁任代理内政部长ꎬ 主管反恐事务ꎬ 代表阿塔协调同踞阿恐怖组织

的关系ꎬ 近年来ꎬ 关于阿塔内部分歧加剧的新闻报道增多ꎬ 特别是巴拉达尔、 雅

库布、 斯坦尼克扎伊、 西拉杰丁等人与阿洪扎达时有龃龉ꎬ 并出现公开化端倪ꎮ
他们曾委婉批评阿洪扎达独断专行、 滥用 “教法”ꎬ 敦促其聆听民众心声ꎬ 尊重

集体意志ꎬ 多与外部交流ꎮ 阿洪扎达本人则公开要求塔利班成员服从命令ꎬ 加强

内部团结ꎬ “应首先捍卫公众的宗教利益ꎬ 而非追求个人现世利益”②ꎮ 目前ꎬ 由

１４１

①
②

刘伟: «哈卡尼网络»ꎬ 载 «国际研究参考»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ꎮ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Ｋａｂｕｌ: Ｐｒｏ －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ｇｈａｎｗｉｔｎｅｓｓ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ｓｕｐｒｅｍｅ － ｌｅａｄｅｒ％ Ｅ２％ ８０％ ９９ｓ －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 ｖｉｓｉｔ － ｔｏ － ｋａｂｕｌ％ ３Ａ － ｐｒｏ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ｄ －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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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派系争斗ꎬ 阿塔内部尚未具备形成制约阿洪扎达合力的条件ꎬ 极端主义导向下

的 “国家利益” 定位仍将继续掣肘包括反恐在内的阿塔政策制定ꎬ 并弱化阿国

家治理接轨现代社会诉求的能力ꎮ

(三) 阿富汗恐怖组织出现新的分化重组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ꎬ 使踞阿恐怖组织数量从最初的三个飙升到二十多

个ꎬ 这些恐怖组织与阿塔历史关系复杂ꎬ 亦敌亦友ꎬ 在 ２０２１ 年的军事反攻中ꎬ
为其迅速统一全国提供了重要支持ꎮ 阿塔再次掌权后ꎬ 它们与阿塔的关系发展进

入了新的阶段ꎬ 其自身也发生了变化ꎮ
再次执政以来ꎬ 阿塔国内治理已初见成效ꎬ 国内基本实现稳定ꎬ 经济和民生

在逐步恢复ꎬ 但由于缺乏治理经验和所需资源、 能力ꎬ 阿塔对全国局面的维持仍

有不确定性ꎮ 联合国反恐专家祖比里认为ꎬ 阿塔治下的阿富汗处于 “亚稳定”
状态ꎬ 一旦发生催化性事件ꎬ 若处置不力ꎬ 便会引发新的动乱ꎻ 盘踞阿富汗的恐

怖组织也在暗中坐大ꎬ 试图利用和制造类似的混乱以从中谋利ꎮ 阿塔与 “基地”
组织关系密切ꎮ 双方通过盟誓、 联姻、 头领任命、 政治军事支援等方式结成了紧

密同盟ꎮ 美军撤离后ꎬ “基地” 组织祝贺阿塔重掌政权ꎬ 号召全球 “圣战者” 效

仿之ꎮ 阿塔则将阿富汗至少八个省份的要职授予给 “基地” 及其附属单位成

员①ꎬ 同时ꎬ “基地” 组织享有更多活动自由ꎬ 并试图在阿北部建立新据点ꎬ 向

其他伊斯兰国家渗透并建立活动网络②ꎮ 尽管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美军无人机炸死

其头目扎瓦希里ꎬ 但在阿塔庇护下ꎬ “基地” 组织依然成功建立了八个训练营和

潘杰希尔谷地军火库ꎮ
“基地” 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ｕ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ꎬ 简称

ＡＱＩＳ) 在 ２０１５ 年元气大伤后长期蛰伏ꎬ ２０２０ 年该组织将其 «阿富汗圣战之声»
杂志更名为 «印度战斗之声»ꎬ 鼓吹开展新的 “圣战”ꎮ ２０２１ 年ꎬ ＡＱＩＳ 利用阿富

汗剧变重振旗鼓ꎬ 现有成员 １８０ ~ ４００ 名ꎬ 作战经验丰富ꎬ 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

２４１

①

②

Ｍａｊ Ｇｅｎ ＰＫ Ｍａｌｌｉｃｋꎬ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ｌ － 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Ｕ 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ａｌｉｂａｎꎬ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ｉｆｉｎｄｉａ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Ｋｉｌｌｉｎｇ － ｏｆ － Ａｌ － 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ꎮ

Ａｂｕｂａｋａｒ Ｓｉｄｄｉｑｕｅꎬ Ａｂｄｕｌ Ｈａｉ Ｋａｋａｒꎬ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Ｃｏｕｌｄ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Ｒｕｌ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ｇａｎｄｈａｒａ ｒｆｅｒｌ ｏｒｇ / ａ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３１４８６２
５６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ꎮ



美国撤军以来阿富汗恐怖主义新态势及外溢影响　

阿塔ꎬ 训练营主要分布于加兹尼、 赫尔曼德、 坎大哈、 尼姆鲁兹、 帕克蒂卡和查

布尔等省①ꎮ 除积蓄力量外ꎬ ＡＱＩＳ 进一步勾连巴塔ꎬ 为其提供人员训练和洗脑

培训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ＡＱＩＳ 直接参与巴塔对开普省吉德拉尔的袭击ꎮ 鉴于 ＡＱＩＳ 与

南亚多国暴恐相关ꎬ 从中期看ꎬ 其若与巴塔合并ꎬ 将加大巴基斯坦的安全风险ꎬ
并蔓延影响印度、 缅甸和孟加拉等国②ꎮ

(四)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及其支持势力是阿富汗安全稳定最大威胁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作战人员曾达到 ３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
人ꎬ ２０１６ 年在多方打击下ꎬ 其人数下降至 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 人ꎬ 丢失大片土地ꎬ 活动

进入低潮ꎮ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实体被消灭后ꎬ 将阿富汗作为拓展

生存空间的主要方向ꎬ 外籍战士开始从中东、 高加索、 中亚、 南亚大量涌入ꎬ 充

实了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骨干阶层ꎮ ２０２１ 年ꎬ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卷土重

来ꎬ 提前发动大规模袭击③ꎬ 是阿塔治下阿富汗面临的最主要安全威胁ꎮ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与阿塔的矛盾ꎬ 源自双方对待阿富汗 “圣战” 前途的

根本分歧ꎮ 阿塔以伊斯兰教哈乃斐学派迪奥班迪主义为指导思想ꎬ 强调 “宗教纯

洁”ꎬ 追求 “统治和重塑阿富汗”ꎬ 终极目标是 “驱逐外敌、 独立建政、 教法治

国”ꎬ 有浓厚宗教民族主义色彩ꎬ 治理边界限于本国④ꎮ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则

３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ｊ Ｇｅｎ ＰＫ Ｍａｌｌｉｃｋꎬ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ａｌ － 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Ｕ 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ａｌｉｂａｎꎬ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ｉｆｉｎｄｉａ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Ｋｉｌｌｉｎｇ － ｏｆ － Ａｌ － 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ꎻ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ｉｒｔｉｅ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６１０ ( ２０２１ )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ＩＳＩＬ ( Ｄａ’ ｅｓｈ )ꎬ Ａｌ － Ｑ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ｄｓ － ｎｙ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２２ / ３９４ / ２９ / ＰＤＦ / Ｎ２２３９４２９ ｐｄｆ? 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ꎮ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ｉｒｔｙ － ｆｏｕｒ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７３４ (２０２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ＩＳＩＬ (Ｄａ’ ｅｓｈ)ꎬ Ａｌ －
Ｑ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２４ /
１９１ / ９１ / ｐｄｆ / ｎ２４１９１９１ ｐｄｆ? ｔｏｋｅｎ ＝ Ｃｅａ４７Ｑ８ＸｐｌＳｏｔＰＪｘｌＢ＆ｆｅ ＝ ｔｒｕｅꎬ ｐ１８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 日ꎮ
Ｗ Ｊ Ｈｅｎｎｉｇａｎꎬ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Ｌａｕｎｃｈ Ａｔｔａｃｋ Ｎｅｘｔ

Ｙｅａｒꎬ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Ｓａｙ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ｍｅ ｃｏｍ / ６１１０５７４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 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Ｊａｖｉｄ Ａｈｍａｄꎬ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ｉ

ｅｄ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ａｌｉｂａｎｓ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 ｒｏａｄｍａｐ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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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更激进的 “圣战萨拉菲主义”ꎬ 主张消灭 “叛教” 行为和 “异教徒”ꎬ 建立

“全球哈里发国家”ꎬ 视哈乃斐学派为 “异端”ꎬ 指责阿塔是 “肮脏下流的民族主

义者”①ꎬ 扬言在阿富汗建立并向外扩张 “纯粹” 的伊斯兰秩序②ꎮ 通过收拢囚

犯、 招募新人ꎬ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人数由阿富汗剧变前的 ２ ２００ 人飙升至

４ ０００ ~ ６ ０００ 人ꎬ 完成了新一轮扩员③ꎮ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上层主要是原巴

塔分子ꎬ 中层多由笃信 “圣战萨拉菲主义” 的阿塔 “变节者” 组成④ꎬ 他们熟

悉阿塔ꎬ 作战经验丰富ꎬ 追求继续 “圣战”ꎬ 是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的中坚力

量ꎬ 这也加剧了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与阿塔之间冲突的长期化和尖锐化ꎮ
为削弱阿塔统治ꎬ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采取 “城市暴恐、 乡村游击” 方

法ꎬ 其势力主要集中在阿富汗东部的库纳尔、 楠格哈尔两省ꎬ 但活动范围遍及全

国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已在阿富汗 ２５ 个省发动过恐袭ꎮ 在

２０２１ 年 “伊斯兰国” 全球共 ２ ７０５ 次袭击中ꎬ “呼罗珊省” 以 ３６５ 次位居第三ꎬ
仅次于 “伊拉克省” “西非省” 之后ꎬ 然其造成伤亡居 “伊斯兰国” 之首ꎬ 达

２ ２１０人ꎻ 相比 ２０２０ 年ꎬ 袭击数和造成伤亡分别增长 ４ ５ 倍和 ２ ６ 倍ꎬ 增幅在所

４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Ｒｏｓｈｎｉ Ｋａｐｕｒ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ＳＫＰ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ｓ Ｄｏｏｒｓｔｅ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ｉ ｅｄ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 ＩＳＫＰｐ － ｔｈｒｅａｔ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ｃｈｉｎａｓ － ｄｏｏｒｓｔｅｐ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ꎮ
Ａｓｆａｎｄｙａｒ Ｍｉｒꎬ “Ｔｈｅ ＩＳＩＳ － Ｋ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ｉｌｓｏｎ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ｓｉｓ －

ｋ －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ꎮ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ｗｅｎｔｙ － ｎｉｎ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３６８ (２０１７)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ＩＳＩＬ (Ｄａ’
ｅｓｈ)ꎬ Ａｌ － Ｑ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ｃｃｅｓｓ － ｏｄｓ ｕｎ ｏｒｇ / ｔｍｐ /
３３９２９９９ １７２２１０６９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ꎻ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ｉｒｔｙ － ｆｏｕｒ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７３４
(２０２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ＩＳＩＬ (Ｄａ’ｅｓｈ)ꎬ Ａｌ － Ｑ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２４ / １９１ / ９１ / ｐｄｆ / ｎ２４１９１９１ ｐｄｆ? ｔｏｋｅｎ ＝ Ｃｅａ４７Ｑ８ＸｐｌＳｏｔＰＪｘｌＢ＆ｆ
ｅ ＝ ｔｒｕｅ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 日ꎮ

中层一般是那些指挥 １０ ~ ２０ 人战斗队或充任地方宗教裁判官和炸弹专家的成员ꎮ
Ｃａｓｅｙ Ｇａｒｒｅｔ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ｒｉｓｅ － ａｎｄ － ｓｔａｌｌ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ｓｔａｔｅ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ꎮ



美国撤军以来阿富汗恐怖主义新态势及外溢影响　

有分支中最大①ꎮ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年ꎬ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袭击次数虽有下降ꎬ 但袭击

对象多为外国驻阿机构、 知名神职人员、 塔利班省级官员等高价值目标②ꎮ 当前ꎬ 为

躲避阿塔打击ꎬ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化整为零ꎬ 人员逐步由库纳尔、 楠格哈尔

分散到巴达赫尚、 赫拉特、 尼姆罗兹等边境省份ꎬ 为向周边转移作准备③ꎮ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活动猖獗ꎬ 折射其在阿富汗拥有强大社会基础ꎬ 而其

主要支持者来自当地基层的萨拉菲社区ꎮ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的意识形态与逊

尼派萨拉菲主义密切相关ꎬ 后者为其提供传统合法性ꎬ 实现宗教上的极端化和政

治上的激进化ꎮ 萨拉菲主义最初由外籍 “穆贾希丁” 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传入

阿富汗ꎬ 其在库纳尔省的传播间接推动成立了 “库纳尔伊斯兰酋长国”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ｏｆ Ｋｕｎａｒ)ꎬ 被视为萨拉菲首次 “建国” 实践ꎬ 与后来者 “伊斯兰

国” 崛起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④ꎮ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以 “萨拉菲捍卫者” 自

居ꎬ 称阿塔为 “萨拉菲迫害者”ꎬ 试图利用萨拉菲社区削弱阿塔统治⑤ꎮ
在阿塔连续打击下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在阿活动能力虽遭削弱ꎬ 但并未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Ｍｅｉ Ａｍｉ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ＩＳＩ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ｉｎ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ｉｎｆｏ ｏｒｇ ｉｌ / ｅｎ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ｏｆ － ｉｓｉｓ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ａｒｏｕｎｄ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ｅ － ｉｎ － ２０２１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２ 日ꎮ

２０２２ 年 ＩＳＫＰ 共发动袭击 １８１ 次ꎬ 造成伤亡１ １８８人ꎬ 在 “伊斯兰国” 所有分支中排

名第三位ꎮ 参考 Ｔｈｅ Ｍｅｉ Ａｍｉ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ＩＳＩ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 ｉｎ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ｉｎｆｏ ｏｒｇ ｉｌ / ａｐ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Ｅｉ＿
２００＿２２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３ 日ꎻ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ｉｒｔｙ －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６１０ (２０２１)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ＩＳＩＬ ( Ｄａ ’ ｅｓｈ )ꎬ Ａｌ － Ｑ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２３ / １８９ / ７４ / ｐｄｆ / ｎ２３１８９７４ ｐｄｆ? ｔｏｋｅｎ ＝ ｃＪｏｂｗｒＨＩＣＬＧｕＧＶ８ＶＷａ
＆ｆｅ ＝ ｔｒｕｅ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 日ꎮ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ｉｒｔｙ － ｆｏｕｒ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７３４ (２０２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ＩＳＩＬ (Ｄａ’ ｅｓｈ)ꎬ Ａｌ －
Ｑ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２４ /
１９１ / ９１ / ｐｄｆ / ｎ２４１９１９１ ｐｄｆ? ｔｏｋｅｎ ＝９ｎＹｈｙＭ８ＮｘｉｄｉｅＯＸＷｃＲ＆ｆｅ ＝ ｔｒｕｅ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 日ꎮ

Ｋｅｖｉｎ Ｂｅｌｌ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Ａ Ｌｏｏｋ Ｂａｃｋ ａｔ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ｏｆ Ｋｕｎａ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ｃ ｗｅｓｔｐｏｉｎｔ ｅｄｕ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ＣＴＣ －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 Ｖｏｌ９Ｉｓｓ ２８ ｐｄｆ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ꎮ
Ａｍｉｒａ Ｊａｄｏｏｎꎬ Ａｂｄｕｌ Ｓａｙｅｄꎬ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ｉｎｅｓꎬ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ｉ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ꎬ ＣＴＣ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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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弱化和瓦解ꎬ 相反ꎬ 其化整为零ꎬ 将暴恐方式由规模突袭转为制造爆炸和刺

杀活动ꎬ 成员或渗入萨拉菲社区ꎬ 或隐藏于阿塔内部ꎬ 更难以被侦测ꎮ 此外ꎬ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还将招募对象对准非萨拉菲派穆斯林ꎬ 特别是阿富汗大学

宗教学专业学生ꎬ 加强对其引诱和洗脑ꎬ 扩大了极端思想的传播范围①ꎮ 阿塔虽

在军事上成功遏制了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的袭击ꎬ 但其高层在遏制萨拉菲意

识形态扩张、 推动萨拉菲社区去极端化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ꎮ 在实践中ꎬ 阿塔

安全部队偏重以突袭抓捕、 未审处决、 强迫失踪等措施 “清扫” 萨拉菲社区极

端分子ꎬ 短期成效显著ꎬ 同时可能造成新的隐患ꎮ 目前ꎬ 阿塔还未建立完整的去

极端化工作体系ꎬ 彻底铲除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依存的社会土壤仍需作更多

努力ꎮ

三　 阿富汗周边地区恐怖主义危害上升

恐怖主义组织不仅能利用现代社会优势 /缺陷提高自身人员、 资金、 信息的

交换和流动效率ꎬ 增强组织韧性ꎬ 还善于利用国际政治的矛盾和冲突ꎬ 寻找反恐

缝隙延续组织生存ꎮ 近年来阿富汗恐怖主义外溢势头已有显现ꎬ 周边国家和地区

普遍面临阿富汗关联暴恐危害上升风险ꎬ 个别与阿接壤国家 (如巴基斯坦) 遭

受冲击尤为严重ꎮ 国家间地缘政治博弈助推了有关问题的发酵ꎬ 使地区反恐合作

蒙上阴影ꎬ 恐怖组织利用国家间龃龉ꎬ 通过制造重大恐袭挑动地区乱局以从中谋

利ꎮ 阿富汗恐怖主义外溢正成为 “塑造” 地区安全格局的重要变量ꎮ

(一) 巴基斯坦塔利班卷土重来ꎬ 加剧巴国内安全挑战

巴基斯坦政府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出台 “国家行动计划” 后ꎬ 通过连续反恐行动重

创巴塔ꎬ 迫其迁至阿巴边境阿富汗一侧休整ꎮ 经蛰伏休养ꎬ 巴塔实力已基本恢

复ꎮ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ꎬ 从巴塔分离出的 １７ 个小派别再次统一ꎬ 其战斗人员主要分

６４１

① Ｓｉｍｏｎ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ꎬ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ꎬ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ꎬ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ｓ Ａｆｇｈ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ｒ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 ｕｋ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４７７４ / ２３ －
０５２ － ０１＿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ｒｕｓｉ＿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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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阿东部、 东南部边境省份①ꎮ 为克服组织松散等问题ꎬ 巴塔强化进攻作战ꎬ
试图通过提升外部斗争烈度来缓和内部矛盾ꎬ 增强凝聚力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ꎬ 阿塔

在进军喀布尔途中ꎬ 从监狱释放了大量巴塔囚犯ꎬ 并给予其 “事实上的政治庇

护”ꎬ 允许其自由活动ꎮ 三年多来ꎬ 经过恢复和扩编ꎬ 巴塔已膨胀成为阿富汗

最大恐怖组织ꎬ 人数达 ６ ０００ ~ ６ ５００ 人ꎬ 若加上在巴人员ꎬ 总数有 １ ５ 万 ~ ２
万之多②ꎮ

巴塔在组织传统暴恐袭击和常规战争方面的能力已今非昔比ꎬ 成为威胁巴社

会稳定的首要恐怖组织ꎮ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 巴塔对巴边境要地、 政府机构、 基础设

施、 城市社区开展跨境恐袭ꎬ 重点攻击安全部队ꎮ 统计显示ꎬ 巴塔 ２０２１ 年共袭

击巴基斯坦目标 ５７３ 次ꎬ ２０２２ 年为 ７１５ 次ꎬ ２０２３ 年跃升至 １ ２１０ 次ꎬ 两年间增加

了 ２ １ 倍③ꎮ ２０２３ 年ꎬ 巴塔分支策划的 “１３０” 白沙瓦警察局清真寺爆炸造成

１０１ 人丧命ꎬ ２１７ 人受伤ꎬ 惨烈程度为十年之最ꎬ 引发民众对恐怖主义卷土重来

的恐慌④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ꎬ 巴基斯坦看守政府总理卡卡尔表示ꎬ 阿塔掌权以

来ꎬ 巴暴恐事件增加了 ６０％ ꎬ 自杀式袭击数量暴增 ５ 倍ꎬ ２ ８６７ 名无辜平民丧生ꎬ
盘踞阿富汗的巴塔对此负有直接责任⑤ꎮ

巴塔还仿效阿塔夺权路线ꎬ 加强政权建设ꎮ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３ 年ꎬ 巴塔在俾路

支省的两个地区先后建立了 “影子政府”ꎬ 进行征税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ꎬ 同

时四处建立分部ꎬ 其组织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地区ꎮ 巴塔在巴部落区建立领

地ꎬ 将为踞阿恐怖组织提供新庇护所ꎬ 加速其向周边扩散ꎬ 催化地区战略安全

危机ꎮ 此外ꎬ 恐怖组织占有土地和民众并进行 “治理”ꎬ 会加速地区的极端化ꎬ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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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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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美国西点军校反恐中心报告认为巴塔总人数变化范围在 ２ ５００ ~ ６ ０００ 人之间ꎬ 数据来

自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成员国报告ꎮ Ａｂｄｕｌ Ｓａｙｅｄꎬ Ｔｏｒｅ Ｈａｍｍ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ｃｔｃ ｗｅｓｔｐｏｉｎｔ ｅｄｕ / ｔｈｅ － ｒｅｖｉｖａｌ － ｏｆ － ｔｈｅ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ꎮ

Ｐａ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ａｋｐｉｐｓ ｃｏｍ/ ｗｅｂ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４ / ０５ / Ｆｉｎ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ＮＥ＿ ｗｉｔｈｔｈｉｔｌｅｓａｎｄｍａｐｓ －  ｐｄｆ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ꎮ

Ｉｂｉｄ
«巴基斯坦清真寺爆炸案: 白沙瓦再蒙恐袭阴影ꎬ 巴塔卷土重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２１７５８９９９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ꎮ
Ｓｙｅｄ Ｉｒｆａｎ Ｒａｚａꎬ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 Ｅｎａｂｌｅｒ’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Ｋａｋａ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ａｗ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７８７７２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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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同伙集聚ꎬ 造成新暴恐策源地ꎬ 而被占领地区内的极端主义问题将长期难

以解决ꎮ
巴塔袭击剧增也给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带来影响ꎮ 巴政府指责阿塔庇

护巴塔ꎬ 故意放纵其跨境袭击行为ꎬ 但阿塔坚称袭击者来自巴国内ꎬ 巴应加强本

国反恐①ꎮ 巴基斯坦亦多次派出空军打击阿境内巴塔据点ꎬ 但收效有限ꎬ 且造

成平民伤亡ꎬ 引起阿巴外交风波ꎮ 巴塔问题对阿巴双方都是牵涉内部稳定的结

构性挑战ꎬ 在当前条件下很难通过单纯强压或绥靖手段解决ꎬ 巴基斯坦不可能

放纵巴塔为所欲为ꎬ 而若严厉打击又可能招来阿塔内部的同情和报复ꎬ 引发阿

巴冲突ꎮ 对阿塔而言ꎬ 若管束巴塔不力ꎬ 后者肆无忌惮ꎬ 必然引起巴方敌视和

反弹ꎬ 而如果管束过严又可能将更多巴塔分子推向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ꎬ 给

阿塔自身招来祸患ꎬ 所以ꎬ 围绕巴塔症结ꎬ 阿巴双方还将进行反复博弈ꎬ 寻找

共同解决之道ꎮ

　 　 (二) 俾路支分离势力暴恐组织化加强ꎬ 威胁巴基斯坦和中国海

外利益安全

　 　 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势力视巴为 “殖民主义”ꎬ 近年来得到印度等国支持ꎬ
与巴塔、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等暗通款曲ꎬ 恐怖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加强ꎮ 近

年ꎬ 以 “俾路支解放军” 为代表的俾路支暴恐分离势力ꎬ 四处发动袭击ꎬ 已成

地区安全大害ꎮ
与过去基于部落体制并由部落上层领导的武装破坏相比ꎬ 当代俾路支分离运

动破坏力发生了质的 “飞跃”ꎬ 首先体现在其领导阶层的变化ꎮ 过去ꎬ 依托部落

组织的分离运动大多因部落上层与政府妥协而半途夭折ꎬ 运动的中下层力量被分

化ꎮ 如今ꎬ 以教师、 学生、 城市工商业主为主力的中产阶级成为运动中坚ꎬ 他们

掌握专业知识ꎬ 熟稔民族主义动员策略ꎬ “独立” 愿望更加强烈ꎬ 加之宗教极端

思想的渗透ꎬ 在理念上也更加激进排外ꎮ 上述因素导致当代俾路支分离运动的顽

固性和破坏性超过部落利益驱使下的传统暴乱ꎮ
外部支持与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影响俾路支分离运动的重要诱因ꎮ ２０１４

８４１

① Ａｓｆａｎｄｙａｒ Ｍｉｒꎬ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ｓ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ＴＰＰ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ｉｐ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ａｆｔｅｒ － ｔａｌｉｂａｎｓ －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 ｔｔｐ － ｐｒｏｂｌｅｍ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ꎮ



美国撤军以来阿富汗恐怖主义新态势及外溢影响　

年ꎬ 巴政府对俾路支省等西北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ꎬ 实施 “国家援助计划”ꎬ
俾路支分离势力在外部压力下发生内讧ꎬ 实力受到削弱ꎬ 地区安全形势一度好

转ꎮ 阿塔重掌政权后ꎬ 俾路支武装再次活跃ꎬ “俾路支解放军” “俾路支解放阵

线” “俾路支共和军” “俾路支联合军” 实现了联合重组ꎬ 与信德省的 “信德解

放军” “信德革命军” 等分离武装团体加强勾连ꎬ 对其予以援助①ꎮ ２０２３ 年ꎬ 俾

路支分离主义势力与巴塔建立了正式联系ꎬ 积极向其 “取经”ꎬ 强化组织建设ꎬ 效

法暴恐手段②ꎮ
印度等外部势力对俾路支暴恐分离势力的巨大支持ꎬ 使后者在目标选定上更

大胆ꎬ 更具冒险性ꎮ 长期以来ꎬ 为削弱巴基斯坦ꎬ 印度积极煽动和支持俾路支分

离运动ꎬ 包括直接操纵其恐怖行动ꎮ 阿富汗剧变使印度地缘战略受挫ꎬ 刺激莫迪

政府加大利用 “俾路支问题” 削弱巴基斯坦ꎬ 并破坏中巴政治互信和经济合

作③ꎮ 受此影响ꎬ 俾路支分离势力通过暴恐等极端方式破坏中巴合作的案件增

多ꎬ 巴政府虽努力加强安保ꎬ 但相关问题积弊已久ꎬ 发展演变至今日之势非 “一
日之寒”ꎬ 单纯通过加大行政和资金投入的方法ꎬ 无法短期内解决ꎬ 长期亦恐难

奏效ꎮ

(三) 中亚国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上升

阿富汗剧变后ꎬ 中亚 “三股势力” 进入新一轮活跃期ꎮ 中亚籍恐怖组织以

阿北部山区为基地ꎬ 谋划 “回流” “圣战”ꎮ 受多种因素作用ꎬ 中亚国家本土

“三股势力” 蠢蠢欲动ꎬ 社会面临的暴恐风险也处于较高水平ꎮ
阿富汗北部山区少数民族与中亚国家有族群亲缘关系ꎬ 法利亚布、 朱兹詹、 巴

尔赫、 昆都士、 塔哈尔、 巴达赫尚等省是中亚籍恐怖分子的主要聚集地ꎬ 也是阿富

汗与周边国家的冲突易发区地域ꎮ “乌伊运” “东伊运” “安萨鲁拉” “伊斯兰圣战

９４１

①

②

③

Ｆａｈａｄ Ｎａｂｅｅｌꎬ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ＢＲＡＳ － ＳＲＡ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ｃｓｃｒ ｐｋ / ｅｘｐｌｏｒｅ / ｔｈｅｍｅｓ /
ｄｅｆｅｎｓｅ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 ｂｒａｓ － ｓｒａ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ꎮ

Ｎｉｈａ Ｄａｇｉａꎬ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Ａｆｇｈａｎ Ｇａｍｂｌｅ Ｗｏｒｓｅｎ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 ａｆｇｈａｎ － ｇａｍｂｌｅ － ｗｏｒｓｅｎｓ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ｉｎ －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 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ꎮ
Ｐｒａｓａｎｔａ Ｓａｈｏｏꎬ “Ｉｎｄｉａ’ｓ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Ｔａｃｔｉｃ”ꎬ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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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 等十多个恐怖组织在此活动ꎬ 总人数约 ６ ０００ 人ꎬ 训练营有 ４０ 多个①ꎬ 与

“基地” 组织和阿塔关系密切②ꎮ 中亚籍恐怖组织尽管 “回流” 愿望强烈ꎬ 但

资费供给等皆仰仗阿塔ꎬ 阿塔在对其予以约束的同时ꎬ 还根据对中亚政策的需

要ꎬ 使其扮演 “工具人” 角色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以来ꎬ 塔吉克斯坦与阿塔

新政权之间龃龉不断ꎬ 塔政府表示不会承认任何忽视少数民族权益的阿富汗政

府ꎬ 塔阿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收留本国反对派ꎬ 并一度陈兵边境③ꎮ 塔总统拉赫

蒙表示ꎬ 阿塔掌权给阿富汗恐怖主义带来机遇ꎬ 对中亚危害将逐步显现④ꎮ 阿

塔针锋相对ꎬ 在 “安萨鲁拉” 的基础上成立了 “塔吉克斯坦塔利班” (成员约

２５０ 名)ꎬ 并命其驻扎与塔接壤的巴达赫尚省五个边境县⑤ꎮ 阿塔的支持ꎬ 刺激

了 “安萨鲁拉” 的冒险心理ꎬ ２０２３ 年ꎬ 其对塔发起至少两起旨在潜入城市进行

暴恐的越境行动⑥ꎮ
中亚还面临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威胁的加剧ꎮ 当前ꎬ “伊斯兰国呼罗珊

省” 在阿公开活动萎缩ꎬ 但加大了向周边拓展发展空间的力度ꎬ 并将目光重点瞄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ｂｕｂａｋａｒ Ｓｉｄｄｉｑｕｅꎬ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ｉｅｓ Ｇｒｏｗ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Ａｍｉ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ｌｏｓｕｒｅꎬ
Ｔｒｕｃｋ Ｓｅｉｚｕｒ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ｇａｎｄｈａｒａ ｒｆｅｒｌ ｏｒｇ / ａ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ｂｏｒｄｅｒ － ｔｒｕｃｋ －
ｓｅｉｚｕｒｅｓ / ３１８５８５０８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ꎻ Ｂｒｕｃｅ Ｐａｎｎｉｅｒꎬ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ｆｅｒｌ ｏｒｇ / ａ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ｔｈｒｅａｔｓ －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ｔｅｎｓｉｏｎ / ３１６５３１４８ ｈｔｍｌꎬ 访问

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Ｂｒｕｃｅ Ｐａｎｎｉｅｒꎬ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ｐｒｉ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ｎｅｗ － ｔｈｒｅａｔ － ｔｏ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ꎬ
ｐｐ５ － ７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ｓ ｅｘ －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ａｌｅ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Ｐａｎｊｓｈｉｒ ｆｏｒ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ｓ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１３３３９０７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１ 日ꎻ Ｐｏｕｌｏｍｉ Ｇｈｏｓｈꎬ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ｔｏ Ｄｅｐｌｏｙ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Ｂｏｍｂｅｒｓ
ａｔ Ｂｏｒｄｅｒｓꎻ Ｅｙｅ ｏ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Ｈｉｎｄｕｓｔａ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ꎬ ２０２１

“Ｓａｊｊａｄ Ｎｕｒｉｓｔａｎ’ ｓ Ｔｗｉｔｔｅｒ” . ｈｔｔｐｓ: / /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ｃｏｍ / ｓａｊｊａｄｎｕｒｉｓｔａｎ? ｓ ＝ ２１＆ｔ ＝ ＺｃＪｄＨＣｆｂｙａ
ｈｌａ ｅｘ１ｐＸｑ＿ ＹＡ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Ｂｉｆｏｌｃｈｉꎬ “Ｔｅｈｒｉｋ －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ｉ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ｕｒａｓｉａ ｃｏｍ/ ２０２２/ ０７/ ２５/ ｔｅｈｒｉｋ － ｅ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月１６日ꎻ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ｓꎬ “Ｔｅｈｒｉｋ － ｉ －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ｓｗｎｅ
ｗｓ ｃｏｍ/ ２４３７１ / ｔｅｈｒｉｋ － ｉ － ｔａｌｉｂａｎ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ｈａｓ － ｅｍｅｒｇｅｄ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Ａｇｅｎｃ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ｅꎬ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Ｋｉｌｌｓ Ｔｈｒｅｓｓ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ｒｒｏｎ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 ｋｉｌｌｓ － ｔｈｒｅｅ －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 ｆｒｏｍ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ｆ７７１１２ｂｄꎬ 访问时

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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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亚ꎮ 中亚的乌、 塔、 吉三国长期遭受 “三股势力” 荼毒ꎬ 宗教极端主义有

一定社会影响力ꎬ 部分青年人同情甚至渴望建立 “哈里发制度”ꎮ 为拉拢中亚人

员ꎬ ２０２１ 年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开始将其普什图语、 波斯语宣传翻译成塔吉

克语ꎬ 乌兹别克语ꎮ ２０２２ 年又专门增加了塔吉克语、 乌兹别克语、 吉尔吉斯语

宣传内容ꎬ 大力招募塔吉克斯坦籍恐怖分子①ꎬ 鼓吹 “征服” 整个中亚ꎮ 由于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渗透力度增强ꎬ 中亚国家相关涉恐案 (事) 件也随之增

加ꎮ ２０２４ 年ꎬ 哈萨克斯坦反恐行动抓获的相关涉恐犯罪嫌疑人增多ꎮ
中亚在地理上接壤阿富汗ꎬ 受阿安全环境变化的影响相对直接ꎮ 阿恐外溢带

来的挑战与新冠疫情影响下的经济、 社会、 政治等方面挑战发生共振的空间增

大ꎬ 加之 “三股势力” 暗流涌动ꎬ 中亚国家特别是吉、 塔两国面临的内外恐怖

主义挑战较为严峻ꎮ 近年ꎬ 哈、 乌、 塔先后发生动乱ꎬ 虽然被平息ꎬ 但暴露出中

亚稳定的脆弱性和隐藏的风险ꎮ 在阿恐外溢背景下ꎬ 作为欧亚大陆地理枢纽的中

亚ꎬ 是否会与阿富汗、 巴基斯坦连接形成 “暴恐之弧”ꎬ 将深刻影响地区乃至周

边更多国家安全发展的未来ꎮ

(四) 难民危机加剧恐怖主义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扩散

流散世界的阿富汗难民规模庞大ꎬ 仅阿周边国家就生活有阿富汗难民共 ５３０
余万人ꎬ 其中约 ９９ ６％集中在巴基斯坦和伊朗②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后ꎬ 有约 ２１０ 万阿

富汗难民涌入邻国③ꎮ 庞大的难民群体给接收国带来沉重财政负担和社会压力的

同时ꎬ 也为恐怖组织利用难民流动加大破坏提供了便利ꎮ
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阿巴关系的主要症结ꎮ 巴基斯坦长期承受阿富汗难

民带来的经济、 社会和安全压力ꎮ 联合国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ꎬ 阿富汗难

民约 ３２０ 万④ꎬ 主要集中在巴俾路支省和开普省ꎮ 其中ꎬ 至少 ２５ 万阿富汗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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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Ｌｕｃａｓ Ｗｅｂｂｅｒꎬ Ｒｉｃｃａｒｄｏ Ｖａｌｌｅ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Ｌｏｏｋｓ ｔｏ Ｒｅｃｒｕｉ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ａｊｉｋｓꎬ Ｉｎｆｌｉｃ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ꎬ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９ꎬ ２０２２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Ａｆｇｈａｎｓ ｉ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 ｌｉｋ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ꎬ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ｅｎ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ｉｒ /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ｉｎ － ｉｒａ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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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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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进入巴基斯坦①ꎮ 巴近年自然灾害不断ꎬ 能源短

缺ꎬ 外汇储备降低ꎬ 使难民救助工作雪上加霜ꎬ 不少难民铤而走险ꎬ 恐怖组织则

趁机加以招募ꎮ
巴方认为境内的阿富汗难民营已成为反叛、 动乱等犯罪活动的 “温床”ꎬ 恐

怖分子在难民营中长大ꎬ 勾结外部恐怖组织以实施暴恐ꎬ 使巴长期面临巨大安全

隐患②ꎬ 来自阿富汗的武装分子在难民营中转后进入巴境进行破坏ꎬ 致使近年暴

恐激增③ꎮ 鉴于边境地区恶化的安全形势和阿巴龃龉的加剧ꎬ 巴基斯坦政府采取

激进举措ꎬ 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启动驱逐 “非法难民” 计划 (其中 ９９％ 是阿富

汗人ꎬ 约 １７３ 万人)ꎬ 并没收其房产及企业ꎮ 此举遭到阿临时政府反对ꎬ 称 “完
全不可接受”ꎬ 国际社会广泛质疑此举将会加剧人权问题和民族仇恨ꎬ 恶化难民

困境ꎬ 反会导致更多暴恐活动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ꎬ 巴宣布延长难民登记证明 １ 年有效

期ꎬ 但表示仍将继续驱逐 “非法难民”④ꎮ
伊朗是阿富汗难民最大聚居国ꎬ 总数约 ４５０ 万人ꎬ 其中有约 ５０ 万人未注

册身份ꎬ 无法得到救助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后ꎬ 进入伊朗的阿富汗难民从日均

１ ４００ ~ ２ ５００人飚升至 ５ ０００ 人ꎬ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 总计有约 １００ 多万阿富

汗人进入伊朗ꎬ 是进入巴基斯坦人数的 ４ 倍⑤ꎮ 同期ꎬ 由于生计等原因又回到

阿富汗的难民约 ６６ ３ 万人ꎬ 分别是 ２０２０ 年的 １ ６ 倍和 ２０１９ 年的 ２ ５ 倍⑥ꎮ 跨界

活动剧增使边境筛查形同虚设ꎬ 给恐怖组织以可趁之机ꎮ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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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ＵＮＨＣ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ＢＡＰ)ꎬ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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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ꎮ

罗怿: «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问题及其安全挑战»ꎬ 载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朱永彪、 李慧: 巴基斯坦和伊朗驱逐阿富汗难民的背景与前景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２５０３９９０９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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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ｌ － ｈｎｋ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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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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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什叶派作为优先打击对象ꎬ 而进入伊朗的阿富汗难民主要由哈扎拉等什叶派

群体构成ꎬ 这也间接导致伊朗近年来面临来自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的更大渗

透压力①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５ 日ꎬ 伊朗马什哈德 (Ｍａｓｈｈａｄ) 发生难民持刀袭击什叶派清真

寺神职人员事件ꎬ 导致两人死亡ꎬ 一人受伤②ꎮ 伊朗官方称事件是阿富汗的逊尼

派极端分子 “定叛” (Ｔａｋｆｉｒ) 所致ꎬ 意在挑拨民族矛盾ꎬ 煽动教派冲突③ꎮ 事件

引发两国民间冲突ꎬ 伊朗驻阿富汗赫拉特总领馆被迫暂时关闭ꎮ ２０２２ 年和 ２０２３
年ꎬ 伊朗灯王清真寺 (Ｓｈａｈ Ｃｈｅｒａｇｈ) 不到一年内发生两次暴恐案件ꎬ “伊斯兰

国” 发布袭击视频声称对此负责④ꎮ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３ 日ꎬ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在

伊南部城市克尔曼制造两起连环爆炸ꎬ 导致 ８４ 人死亡ꎬ 近 ３００ 人受伤ꎬ 塔吉克

斯坦籍恐怖分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角色ꎮ 上述袭击地点及实施者身份ꎬ 显示近年

来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向伊朗腹地扩散的趋势增强ꎬ 恐怖分子利用伊朗因难

民压力而在边境管理和反恐甄别上出现的漏洞ꎬ 逐步在伊建立起地下网络ꎬ 策划

实施恶性暴恐来煽动宗教仇恨ꎬ 打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ꎬ 给伊朗国家安全带来新

的严峻挑战ꎮ

四　 国际政治对地区恐怖主义发展态势产生深刻影响

阿富汗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国际政治对本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ꎮ 当

前ꎬ 阿富汗虽已摆脱域外大国控制ꎬ 进入独立自主建设国家的时代ꎬ 但因其所处

地理位置、 复杂内外环境ꎬ 以及与周边、 域外国家长期形成的互动关系ꎬ 自身安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Ｃｏｌｉｎ Ｃｌａｒｋｅꎬ “ Ｉｒａｎ’ 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ｉｓ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ｉｒａｎｓ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ꎮ

“Ｃｌ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ｂｅｄ ｔｏ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Ｍａｓｈｈａｄꎻ Ｔｗｏ Ｉｎｊｕｒｅｄ ”. ｈｔｔｐｓ: / / ｉｆｐ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ｃｌｅｒｉｃ －
ｓｔａｂｂｅｄ － ｔｏ － ｄｅａｔｈ － ｉｎ － ｉｎ － ｍａｓｈｈａｄ － ｔｗｏ － ｉｎｕｒｅｄ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ꎻ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ｅｒｉｃ Ｄ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ａｔ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ｈｒｉｎ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ｆｅｒｌ ｏｒｇ / ａ / ｃｌｅｒｉｃ －
ｄｉｅｓ － ｓｔａｂｂｉｎｇ － ｍａｓｈｈａｄ / ３１７９２９４５ 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ꎮ

Ｍａｒｙａｍ Ｓｉｎａｅｅꎬ “Ｉｒ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Ｂｌａｍｅ Ｓｕｎｎｉ ‘ Ｔａｋｆｉｒｉｓ’ ｆｏｒ Ｋｎｉｆｅ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Ｃｌｅｒｉｃ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ａｎｉｎｔｌ ｃｏｍ / ｅｎ / ２０２２０４０６３６３７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ꎮ

“Ｉｒａｎ’ ｓ Ｓｈｉｒａｚ Ｓｈｒｉｎｅ Ｃｏｍ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ａｄｌｙ Ａｔｔａｃｋ ｉｎ Ｍｏｎｔｈ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３ / ８ / １３ / ｉｒａｎｓ － ｓｈｉｒａｚ － ｓｈｒｉｎｅ － ｃｏｍｅｓ － ｕｎｄｅｒ － ｓｅｃｏｎｄ － ｄｅａｄｌｙ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
ａｔｔａｃｋ － ｉｎ － ｍｏｎｔｈ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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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发展必然继续受制于国际政治ꎮ 阿富汗问题从来不限于阿富汗ꎬ 而是具有国际

和地区的双重维度ꎮ 今天ꎬ 国际政治依然影响着阿富汗恐怖主义的发展及外溢ꎬ
关联着本地区反恐议程的推进ꎮ

总体看ꎬ 阿富汗恐怖主义对周边国家的直接威胁更大ꎬ 对域外国家的威胁较

小ꎮ 鉴于威胁认知的差异和对外政策的迥异ꎬ 不同国家都基于自身利益采取对阿

政策ꎬ 影响并塑造了地区反恐形势新格局ꎮ

(一) 美国对阿制裁和选择性反恐阻挠地区打击恐怖主义努力

美国是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ꎮ 在阿富汗重建等问题上ꎬ 美国的实际举措与

阿人民利益相悖ꎬ 不利于周边国家争取地区和平的努力ꎮ
美国试图将重建责任淡化、 转嫁ꎬ 以政治、 金融手段干扰阿临时政府施政ꎮ

在阿富汗ꎬ 约 ２ ４００ 万人亟需人道主义援助ꎬ ９００ 万人正经受饥荒①ꎮ 美国为制

裁阿塔而采取的单边措施ꎬ 严重破坏了阿金融、 医疗、 援助等民生服务体系ꎮ 继

冻结阿富汗央行的 ７０ 亿美元资产和在德国、 阿联酋、 瑞士等国的另外 ２０ 多亿美

元资产之后②ꎬ 白宫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命令 “分割” 美所扣资产ꎬ 将其一半用于赔

偿 “９１１” 受害者ꎬ 另一半用于 “与阿富汗人民福祉和未来相关的 (事务)
中”③ꎬ 具体形式是注入阿富汗人道主义援助信托基金ꎬ 而实际上该笔资金可能

被美官僚系统内部消耗ꎬ 无法到达阿人民手中ꎮ 有国际非政府组织称ꎬ 美国政府

冻结和重分阿国家资产ꎬ 实际上将对阿塔的惩罚施加在了阿富汗人民头上④ꎮ 恢

复民生和发展经济对当前的阿富汗至关重要ꎬ 直接关系到阿民心的稳定ꎬ 能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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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ａｍｅｅｄ Ｈａｋｉｍｉꎬ Ｏｌｉ Ｂｒｏｗｎ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ｕｓ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ｏ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ｏｒｇ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ｃｈａｎｇｅ － ｍｕｓｔ － ｂｅｃｏｍｅ － ｐａｒｔ －
ｇｌｏｂａｌ － ａｇｅｎｄａ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ｇｃｌｉｄ ＝ ＥＡＩａＩＱｏｂＣｈＭＩｏｖｑＸ７ｄＯＹ － ＱＩＶ１ｒｍＷＣｈ１ＫＩＡＸＳＥＡＭＹＡｉ
ＡＡＥｇＬｏ － ＰＤ＿ ＢｗＥ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ꎮ

Ｓａｌｅｈａ Ｍｏｈｓｉｎꎬ “ＵＳ Ｆｒｅｅｚｅｓ Ａｆｇｈ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Ａｓｓｅｔｓ ｏｆ ＄ ９ ５ｂ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２１ / ８ / １８ / ｕｓ － ｆｒｅｅｚｅｓ － ａｆｇｈａ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ｂａｎｋｓ － ａｓｓｅｔｓ － ｏｆ － ９ － ５ｂｎꎬ 访

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ꎮ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Ａｓｓｅ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ｒｏ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１ / ｆａｃｔ － ｓｈｅｅｔ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 ｏｒｄｅｒ － ｔｏ －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 ｃｅｒｔａｉｎ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ｂａｎｋ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ｏｒ － ｔｈｅ － ｐｅｏｐｌｅ － ｏｆ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ꎮ

Ｊｏｈｎ Ｓｉｆｔｏｎꎬ “Ｂｉｄｅｎ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Ｓｅｉｚｅ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ｓ Ａｓｓｅｔ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ｒｗ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１ / ｂｉｄｅｎ － ｓｅｅｋｓ － ｓｅｉｚｅ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ｓ － ａｓｓｅｔｓ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ꎮ



美国撤军以来阿富汗恐怖主义新态势及外溢影响　

遏制恐怖主义扩散ꎮ 美国扣押 “救命钱”ꎬ 阻挠了阿富汗的反恐努力ꎮ
近年来ꎬ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ꎬ 将战略资源集中用于打压俄罗斯

和遏制中国ꎬ 全球反恐意愿降低ꎬ 反恐投入大幅缩减ꎮ 撤军阿富汗后ꎬ 美国执行

“超视距反恐” 策略ꎬ 以情报收集和无人机打击代替正面反恐作战ꎬ 专注打击

“基地” 等对美有直接威胁的恐怖组织ꎬ 忽视或纵容那些对己无威胁而对对手有

害的恐怖组织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 美无人机炸死 “基地” 头目扎瓦赫里后ꎬ 时

任美总统拜登宣称: “阿富汗从此再也不会成为恐怖组织 ‘避风港’ 和威胁

美国的策源地”①ꎮ 然而ꎬ 扎瓦赫里藏匿于喀布尔ꎬ 以及 “基地” 深度参与培训

踞阿恐怖组织的事实ꎬ 都说明恐怖组织与其庇护者之间、 恐怖组织相互之间存在

着十分复杂的关系ꎬ 国际恐怖主义经受多年打击依然保持韧性ꎬ 正是得益于这种

关系的支撑ꎬ 全球反恐斗争依然任重道远ꎮ 美国反恐专家认为ꎬ 即便对美而言ꎬ
阿富汗反恐战争远未结束②ꎮ 然而ꎬ 正是美国转向大国竞争ꎬ 降低反恐投入ꎬ
甚至 “纵恐用恐”ꎬ 导致事业未竟的国际反恐合作遭到了严重破坏ꎮ 如今ꎬ 国

际恐怖主义利用大国竞争的 “机遇”ꎬ 谋求卷土重来ꎬ “伊斯兰国” “基地” 等

国际恐怖组织核心在顽强存续的同时ꎬ 转入 “外线作战”ꎬ 加大吸引南亚、 非

洲等地恐怖组织投靠ꎬ 在战乱和贫穷地区加速扩张ꎬ 势头令人担忧ꎮ 尽管美国

表示ꎬ 将在专注大国竞争的同时继续应对恐怖主义ꎬ 但其性质和效能已难与反

恐战争相比ꎮ 美国在本地区执行的反恐政策ꎬ 除继续打击对自己有威胁的 “基
地” 组织ꎬ 还有服务大国竞争博弈的特定政治目的ꎬ 这可能在加剧地区国家反

恐负担的同时ꎬ 使地区反恐合作掺杂更多不必要的地缘政治因素ꎬ 阻碍反恐议

程的正常推进ꎮ

(二) 俄罗斯以反恐为切入点发展与阿富汗临时政府关系对地区安全有利

俄罗斯对阿富汗问题的首要关切ꎬ 是确保恐怖主义不向中亚扩散波及自身ꎮ

５５１

①

②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ｄｅｎ ｏｎ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ｒｏｏｍ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０１ / ｒｅｍａｒｋｓ － ｂｙ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ｂｉｄｅｎ － ｏｎ － ａ －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 －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ꎮ

Ｍｉｋｅ Ｎａｇａｔａꎬ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Ｒｅａｃｔ: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Ｃｈｉｅｆ Ａｙｍａｎ ａｌ － 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ｉｓ Ｄｅａｄ Ｗｈａｔ’ ｓ Ｎｅｘｔ
ｆｏｒ Ｕ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Ａ Ｂｉｔｔｅｒｓｗｅｅｔ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ｂｌｏｇｓ / ｎｅｗ －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ｉｓｔ / ｅｘｐｅｒｔｓ － ｒｅａｃｔ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 ｃｈｉｅｆ － ａｙｍａｎ － ａｌ － 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 ｉｓ － ｄｅａｄ － ｗｈａｔｓ － ｎｅｘｔ － ｆｏｒ －
ｕｓ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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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虽未承认阿临时政府合法性ꎬ 但维持驻阿使馆运作ꎬ 接受了阿塔 “驻俄代

表”ꎬ 并与阿塔加强政治、 安全、 经贸、 禁毒等领域对话ꎮ ２０２２ 年俄与阿临时政

府签订了增进经贸往来协定ꎬ 就石油、 天然气等大宗易货贸易事务达成了新协

议ꎬ 增强了俄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角色和话语权①ꎮ
美俄在中亚博弈的升级使俄更加重视阿富汗稳定ꎮ 中亚塔、 乌、 土在阿恐外

溢压力下安全诉求上升ꎬ 美趁机通过 “Ｃ５ ＋ １” 会议、 联合军演等方式对其拉

拢ꎮ 俄罗斯则继续依托地区既有多边机制ꎬ 特别是地区反恐合作架构进一步巩固

与中亚的伙伴关系ꎬ 警告中亚有关国家美 “中亚区域合作军演” 的 “高风险

性”②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普京将俄乌冲突后首访国家定于中亚塔吉克斯坦ꎬ 与拉赫

蒙总统就阿富汗问题交换了看法ꎬ 外界认为ꎬ 俄有意通过维护地区秩序突破俄乌

冲突困局③ꎮ 西方的全面制裁和极限打压使俄罗斯的安全环境、 发展条件和国际

合作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ꎬ 困境倒逼俄加速 “由西向东” 战略再平衡ꎮ 阿

富汗所在中南亚地区是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枢纽ꎬ 俄罗斯在本地区不存在核心竞争

对手ꎬ 集安、 上合等组织反恐机制成熟ꎬ 合作基础雄厚ꎬ 俄增加本地区战略投

入ꎬ 有助于反恐等安全合作的推进ꎬ 对促进阿富汗局势稳定和消除恐怖主义源头

有积极意义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ꎬ 俄罗斯莫斯科市近郊 “番红花城市大厅” 音乐厅发生恐

袭ꎬ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ꎬ 暴恐分子为塔吉克斯坦籍在俄务工人员ꎬ 被 “伊斯兰国

呼罗珊省” 线上招募ꎮ 事件显示ꎬ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向阿富汗周边转移暴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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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已取得重大进展ꎮ 同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俄达吉斯坦共和国发生协同恐袭ꎬ 造成

２７ 人死亡ꎬ ４５ 人受伤ꎮ 两起事件引发舆论对俄反恐能力的质疑ꎬ 也促使后者更

加重视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打击恐怖活动网络的问题ꎮ 基于此ꎬ 俄罗斯一方面继续

同阿临时政府增进接触ꎬ 一方面加大依托上合组织、 独联体ꎬ 推进地区反恐工作

一体化ꎬ 与成员国共同开展与阿塔对话ꎬ 试图将阿塔纳入符合俄在中亚反恐利益

的合作框架中ꎮ

(三) 印巴围绕阿富汗的地缘政治博弈将刺激地区恐怖主义

地区恐怖主义同印度—巴基斯坦战略博弈密切相关ꎬ “印巴对抗既为特定形

式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生存空间ꎬ 同时涉恐议题也成为印巴关系陷入僵

局的重要因素”①ꎮ 作为推动阿富汗问题演变的最重要地缘矛盾ꎬ 印巴关系对包

括地区恐怖主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产生推波助澜作用②ꎮ
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诉求源于其对国内安全的顾虑和对印度影响力的天然拒斥③ꎮ

巴需要一个掌控阿富汗且亲近自己的政权ꎬ 以保证边境部落地区的安全ꎬ 制约印

度的影响力和北上中亚的战略野心ꎮ 因此ꎬ 阿塔执政总体上有利于扩大巴对印的

“战略纵深”ꎮ 但是ꎬ 作为恐怖组织的 “盟友” 和国家主权捍卫者的结合体ꎬ 阿

塔更多从自身统治利益出发行事ꎬ 抵御外部干涉的决心和能力与过去相比不可同

日而语ꎬ 不会完全遵循巴基斯坦意愿ꎮ 印度在 ２０２１ 年后逐步调整策略ꎬ 为改变

阿富汗剧变后不利处境ꎬ 加强了同阿塔新政权的接触ꎬ 希望借阿塔之手约束 “基
地” 组织南亚分支和 “虔诚军” 等反印组织ꎬ 同时试图在阿巴关系中打入楔子ꎮ
关于 “俾路支问题”ꎬ 印度进一步加强在舆论、 资金、 武装、 训练等方面对俾路

支暴恐分离势力的帮助ꎬ 通过驻阿机构向其提供军事支持ꎬ 意在利用 “俾路支问

题”ꎬ 破坏巴安全局势ꎬ 使之疲于应付ꎻ 从历史上看ꎬ 阿富汗政权也曾利用 “俾
路支问题” 平衡巴基斯坦的影响力ꎬ 在战略态势上与印度形成 “呼应”④ꎮ 当前ꎬ
在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新形势下ꎬ 印度或利用阿塔对巴防备心理ꎬ 加大对阿富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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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吴兆礼: «南亚恐怖主义态势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及其应对»ꎬ 载 «南亚研究

季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王世达: «阿富汗地缘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７ 期ꎮ
Ｔｉｍ Ｂｉｒｄ ａｎｄ Ａｌｅｘ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ｏｓｔ Ｉｔｓ Ｗａｙꎬ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８６
张家栋、 韩流: «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状况及发展趋势»ꎬ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ꎻ 张元: «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的国际干预探析»ꎬ 载 «南亚研究季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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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投入ꎬ 谋求对巴战略优势ꎮ 不排除印阿在 “俾路支问题” 上扩大利益共同点ꎬ
协调对巴制约的可能ꎮ 印巴双方在新一轮地缘政治博弈中的相互倾轧ꎬ 可能助长

和加剧地区恐怖主义的危害ꎮ

(四) 西亚国家地缘政治诉求影响阿富汗内部安全

外来侵略与干涉是阿富汗恐怖主义顽固难除的外部诱因ꎮ 阿富汗 “弱国家、
强部落、 松散社会” 的特征使其对外来干预 “免疫力” 低下ꎮ 在大国真空状态

下ꎬ 中小体量国家对阿富汗发挥影响力的空间增大ꎮ
在西亚国家中ꎬ 土耳其是影响阿富汗突厥语族群的重要外部力量ꎮ 土以维护

“突厥兄弟” 利益为名ꎬ 在阿展开文化经贸交流ꎬ 加强对特定族群社区的影响ꎮ
阿富汗的塔吉克、 哈扎拉等少数民族在语言、 文化、 习俗和宗教上与伊朗关系密

切ꎬ 伊长期与阿富汗不同政治派别寻求建立或保持政治关系ꎬ 对阿内政有着举足

轻重的影响ꎮ 当前ꎬ 伊朗与阿塔在打击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打击毒品贩卖、
反干涉上存在共同利益①ꎬ 双方代表在 ２０２４ 年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第十次

国际科学与实践研讨会上共同表示ꎬ 美国等域外大国利用恐怖主义谋求地缘政治

目的ꎬ 损害地区国家主权和安全ꎮ 伊阿之间在包括反恐在内的务实交往中有更大

的合作空间ꎬ 但是ꎬ 双方在难民、 宗教、 边境安全等方面存在长期分歧ꎬ 在敏感

事件催化下ꎬ 双边合作可能受到干扰ꎮ 防止恐怖分子跨境制造 “克尔曼恐袭”
一类的重大恶性暴恐事件ꎬ 仍需伊阿互信合作的进一步增强ꎮ

(五) 中国积极有为ꎬ 为促进地区稳定贡献力量

习近平主席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ꎬ 倡导新

型安全之路ꎮ 面对安全挑战ꎬ 各国要在尊重他国主权、 领土完整的基本前提下ꎬ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ꎬ 重视相互间的合理安全关切ꎬ 统筹应对传

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ꎮ 美推行大国竞争ꎬ 致使国际反恐合作基础遭到破坏ꎬ
但恐怖主义的肆虐却未停止ꎬ 甚至有所增强ꎮ 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ꎬ 更要加

大对反恐合作的投入ꎮ 阿富汗所在中南亚地区牵动周边乃至全球地缘政治安全格

局ꎮ 对中国而言ꎬ 中南亚既是向西对外开放的 “第一站”ꎬ 也是拱卫西部安全稳

定的最后境外 “防线”ꎮ 阿富汗摆脱恐怖主义流毒、 实现稳定发展ꎬ 符合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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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利益ꎮ
在阿富汗问题上ꎬ 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ꎬ 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

互利、 不干涉内政原则ꎬ 不寻私利、 不搞势力范围ꎬ 在中阿友好关系基础上ꎬ 与

阿临时政府增进互信合作ꎬ 为阿富汗人民度过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难关作出

了重要贡献ꎬ 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合作发挥了 “穿针引线” 的积极作用ꎮ 推动实

现阿富汗 “无恐” 是中阿关系的重中之重ꎮ 中国多次敦促阿塔采取有效举措ꎬ
打击包括 “东伊运” 在内的恐怖势力ꎬ 确保阿富汗不再沦为恐怖主义聚集地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ꎬ 中国发布 «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 文件ꎬ 阐明中国处

理阿富汗问题的 １１ 点主张ꎬ 其中涉及反恐部分对推动解决阿富汗国内恐怖主义ꎬ
推进包含阿富汗在内的地区反恐合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中国、 阿富

汗、 巴基斯坦外长对话会通过了 «第五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外长对话联合

声明»ꎬ 明确强调 “有必要不允许包括 ‘巴塔’ ‘东伊运’ 等在内的任何个人、
团体和政党利用本国领土损害和威胁地区安全与利益ꎬ 从事恐怖主义行为和活

动”①ꎮ 这是阿塔首次在国际文件中同意将反恐写入声明ꎬ 明确列名 “巴塔”
“东伊运”ꎬ 对地区反恐合作具有重要推动作用②ꎮ 尽管阿富汗实现真正稳定尚需

时日ꎬ 但中国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互利共赢原则ꎬ 与有关国家一道ꎬ 不断

深化与阿富汗在政治、 发展、 安全三大领域的合作ꎬ 通过对话和建设性方式推动

阿富汗问题的解决ꎬ 给地区的安全发展前景注入了希望和动力ꎮ

结　 论

阿富汗剧变给地区安全带来的最直接影响ꎬ 是提升了恐怖组织集聚和外溢的

风险ꎬ 其实际危害已有所显现ꎮ 大国力量在阿富汗的缺位刺激了域内外国家争夺

优势地位的努力ꎬ 地缘政治对阿富汗和地区反恐保持着深刻影响ꎮ 阿塔反恐虽有

成效ꎬ 但长期动乱造成的社会 “痼疾” 还未得到根本解决ꎬ 阿富汗仍然处于

“亚稳定” 状态ꎬ 尚不能完全排除再次成为暴恐策源地的可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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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五次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外长对话联合声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３０５ / ｔ２０２３０５０９＿１１０７３５１８ ｓｈｔｍ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ꎮ

«阿塔首次明确承诺不容许恐怖主义ꎬ 中阿巴联合声明意义重大»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ｔｈｅｐ
ａｐｅｒ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２３０１３６４４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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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导国内议程的执政者ꎬ 阿塔对国家安全、 组织建设、 国际观瞻、 盟友

关系的权衡ꎬ 将决定阿富汗能否实现国际社会期待的施政效果ꎮ 阿塔虽能约束境

内大多数恐怖组织ꎬ 但是否能实现外界期望的 “稀释”ꎬ 有待进一步观察ꎮ “伊
斯兰国呼罗珊省” 依旧具有破坏阿塔统治秩序的野心和能力ꎬ 其向周边特别是中

亚扩张的趋势在不断增强ꎬ 境外暴恐网络建设已取得进展ꎬ 打击和彻底消灭该恐

怖组织成为地区国家反恐合作的优先目标ꎮ
恐怖主义外溢导致地区地缘战略矛盾共振增多ꎬ 恐怖组织破坏中巴关系的野

心膨胀ꎮ “东伊运” 向 “伊斯兰国” 主动贴靠ꎬ 加速 “回流” 为 “圣战” 作准

备ꎬ 中亚抵御 “三股势力”、 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ꎮ 难民问题已成为

影响阿富汗与周边国家关系、 干扰反恐合作的重要因素ꎬ 只有阿富汗安全环境逐

步改善ꎬ 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难民流动引发的一系列安全挑战ꎮ
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从外部制约阿富汗反恐进程及成效ꎬ 地区国家间的安全

内耗为恐怖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ꎬ 恐怖组织也愈加善于借力地缘政治来发动暴

恐ꎬ 以引爆更大危机、 提升国际关注ꎮ 外部势力对阿富汗动乱因素的利用ꎬ 诱发

了当地恐怖主义泛滥ꎬ 而阿恐外溢又危害整个地区安全ꎬ 甚至反噬域外国家

自身ꎮ
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ꎬ 中南亚地区能否进一步发挥连接中国与世界

发展的桥梁作用ꎬ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以阿富汗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ꎮ 面

对挑战ꎬ 中国应进一步统筹好安全和发展两大领域ꎬ 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战略引

领ꎬ 推动地区国家共同践行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ꎬ 在阿富汗问题

上共同发挥更积极作用ꎮ 国际社会应加强多边合作ꎬ 增进与阿塔的沟通协调ꎬ 支

持阿塔反恐努力ꎬ 确保阿 “由乱及治” 进程不反复ꎬ 逐步消除阿富汗恐怖主义

危害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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