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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萨赫勒地区是非洲恐怖主义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ꎮ 受到

族群矛盾、 武装冲突、 贫困和自然灾害困扰ꎬ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 乌克兰危

机等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ꎬ 近年来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频度和烈

度明显上升ꎬ 活动范围不断扩大ꎮ 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

点: 恐怖组织分化重组加速ꎬ 两大极端组织集团对抗加剧ꎻ 恐怖组织与本土

社会融合程度加深ꎬ 对本土社会控制能力增强ꎻ 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
气候变化叠加效应凸显ꎮ 国际及地区组织、 域外大国、 地区国家政府、 地方

自卫民兵组织等不同层级行为体介入了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治理ꎮ 由于治理

主体缺乏有效协调ꎬ 治理方式过度依赖军事手段ꎬ 多维反恐理念未被充分重

视等问题ꎬ 导致恐怖主义治理成效不彰ꎬ 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依旧存在ꎮ 未

来ꎬ 在推动地区国家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发挥各国在

反恐事务自主性的基础上ꎬ 制定并实施协同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战略ꎬ 系应

对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有效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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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萨赫勒地区国家在独立后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ꎮ 近年来ꎬ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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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 “外部因素对西亚非洲国家治理影响研究” 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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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饱受族群矛盾、 武装冲突、 贫困和自然灾害的困扰ꎬ 是非洲恐怖主义活

动 为猖獗的地区之一ꎮ 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较为单一的经济结构、 错综

复杂的族群构成、 流动性突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萨赫勒地区国家在国家建

构过程中面临严峻挑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启民主化进程以来ꎬ 地区国家在民

主转型过程中发生了诸多积极变化ꎬ 却未能孕育有效的政治制度ꎬ 塑造出国

家解决结构性矛盾的能力ꎮ 在国家建构进程中ꎬ 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使政府难

以向民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ꎬ 甚至失去对领土的有效管控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马里、 乍得、 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等国发生军事政变ꎬ 加剧了

原有的内部失衡状态ꎬ 使地区安全形势面临更多不确定性ꎮ 同时ꎬ 在新冠肺

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下ꎬ 美国等域外大国回归地缘政治逻

辑ꎬ 将非洲视为大国博弈的新场域ꎬ 损害反恐行动的协同性ꎬ 地区反恐面临

更大阻力ꎮ 极端组织以此为契机加紧争夺地盘ꎬ 扩大影响力ꎮ 由此ꎬ 恐怖主

义在萨赫勒地区的扩散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相关国家的安全治理困境ꎬ 而且对

中国企业、 公民的海外安全和利益构成挑战ꎮ 现有关于萨赫勒恐怖主义的研

究多涉及其扩散原因及影响、 极端组织的分化与重组ꎬ① 或聚焦某个极端组织

和反恐行为体ꎬ② 而对该地区各层级恐怖主义治理分析不足ꎮ 鉴此ꎬ 本文拟在

阐释现阶段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特点的基础上ꎬ 厘清参与反恐行动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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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为体ꎬ 剖析当前恐怖主义治理困境ꎬ 为中国更好地保护海外利益、 深化

对非安全合作提供参考ꎮ

一　 现阶段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特点

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 ３ 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ꎬ 阿尔及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 (后更名为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

织ꎬ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向萨赫勒地区转移ꎬ 与马里境内的图

阿雷格族反政府武装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ｚａｗａｄ) 相互勾连ꎬ 催生出 “西非统一与圣战运动”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ｉｈａｄ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信仰捍卫者” (Ａｎｓａｒ Ｅｄｄｉｎｅ) 等本土极

端组织ꎬ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占领马里北部市镇ꎬ 继而建立 “阿扎瓦德伊斯兰酋

长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ｍｉ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ｚａｗａｄ)ꎮ 第二阶段为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ꎬ 在法国 “薮
猫” 军事行动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ａｌ) 的打击下ꎬ 极端组织失去对马里北方市镇的

领土控制ꎬ 转而在农村地区组织零散的恐怖袭击ꎬ 进入短暂的低谷重组期ꎮ
第三阶段为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极端组织活动频度烈度明显上升ꎬ 活动范围不断扩

大ꎬ 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显著增强ꎮ 该阶段恐怖组织活动与社会叛乱高度结

合ꎬ 极端组织建立据点ꎬ 利用族群矛盾和民众不满情绪进行社会动员ꎮ 具体

而言ꎬ 该阶段恐怖主义发展的新特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恐怖势力分化重组且对抗加剧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极端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活动范围扩大至马里中部、 布基

纳法索ꎬ 并开始向科特迪瓦、 贝宁、 多哥等几内亚湾沿海国家扩散ꎬ 形成了

以马里、 尼日尔、 布基纳法索三国交界地带和乍得湖盆地两大重点活动区

域ꎮ① 由于内部身份的差异与利益诉求的分歧ꎬ 极端组织经历了复杂的分化重

组过程ꎮ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ａｈａｒａ) 和 “支持伊斯

兰教和穆斯林” (Ｊａｍａ’ａ Ｎｕｓｒａｔ ｕｌ － Ｉｓｌａｍ ｗａ 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ｉｎ) 成为该地区两大主要

极端组织集团ꎬ 分别是全球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 和 “基地” 组织的分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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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来ꎬ 极端组织向几内亚湾沿海国家扩散势头迅猛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贝宁境内发生第一起恐

袭事件ꎮ ２０２０ 年起ꎬ “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在科特迪瓦北部建立据点ꎬ 并组织发动多起恐袭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多哥境内也发生首起暴恐事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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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 于 ２０１４ 年在伊拉克兴起后不断向非洲扩散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博科圣地” 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 (Ａｂｕｂａｋａｒ Ｓｈｅｋａｕ) 宣布效忠 “伊斯兰

国”ꎬ 成立 “伊斯兰国西非省”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 (Ａｄｎａｎ Ａｂｕ Ｗａｌｉｄ ａｌ － Ｓａｈｒａｏｕｉ) 带

领部分具有极端倾向的 “守卫者” (Ａｌ － Ｍｏｕｒａｂｉｔｏｕｎｅ)② 成员分离出来ꎬ 组

建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ꎬ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得到 “伊斯兰国” 的承认ꎮ 尽管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在组织架构上附属于 “伊斯兰国西非省”ꎬ 但近些年因

其制造恐袭的能力迅速提升而逐步发展为 “伊斯兰国” 在萨赫勒地区 重要

的分支ꎮ 与此同时ꎬ 为了应对外部竞争和整合内部资源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

地组织” 撒哈拉分支、 “守卫者” “信仰捍卫者” “马西纳解放阵线” (Ｋａｔｉｂａｔ
Ｍａｃｉｎａ) 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联合成立 “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ꎬ 实现了 “基地”
组织在萨赫勒地区跨族群的联合ꎮ 该组织任命本土极端组织 “信仰捍卫者”
头目、 图阿雷格族裔武装分子阿格加利 (Ａｇ Ｇｈａｌｉ) 为领导人ꎬ 以实现领导

层的本土化ꎮ
虽然 “伊斯兰国” 和 “基地” 组织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分支存在公开冲突

对抗ꎬ 但是成立初期的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和 “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在组织协调、 情报、 后勤等方面的合作较为紧密ꎬ 共同谋划组织恐怖袭击ꎬ
应对政府军打击ꎮ 这一现象被视作 “萨赫勒例外论” 的表现ꎮ③ 然而ꎬ 双方

的合作仅是迫于外部反恐压力、 基于实用主义的短暂联盟ꎮ 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以

来ꎬ 两大极端组织集团之间竞争日益加剧ꎬ 其激烈程度甚至高于与政府的对

抗程度ꎮ 仅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间ꎬ 两大极端组织之间共发生了 ６５
次冲突ꎬ 造成至少 ４９０ 人死亡ꎮ④ 实力差距缩小是两个极端组织之间竞争加剧

的主要原因ꎮ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在成立初期人员规模和行动能力远不及

“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ꎬ 但是利用地方族群间的矛盾成功利诱和拉拢了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由于内部意识形态分歧ꎬ 阿布巴卡尔谢考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被驱除出 “伊斯兰国西非省”ꎬ 其

领导地位被巴纳维 (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 － Ｂａｒｎａｗｉ) 取代ꎮ “博科圣地” 继而被分裂成巴纳维领导的 “伊斯

兰国西非省” 派和阿布巴卡尔谢考领导的 “博科圣地” 派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 与从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分化出来的 “血盟

旅” (Ａｌ － Ｍｕｌａｔｈａｍｕｎ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合并为 “守卫者”ꎮ
Ｅｄｏａｒｄｏ Ｂａｌｄａｒｏ ａｎｄ Ｙｉｄａ Ｓｅｙｄｏｕ Ｄｉａｌｌꎬ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ｉ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Ｃｌａｓｈ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Ｍａｌｉ”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ꎬ Ｖｏｌ ５５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６９ － ８３
Ｈéｎｉ Ｎｓａｉｂｉａ: “Ｍａｌｉ: Ａｎｙ Ｅ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ｍ?”ꎬ ＡＣＬＥＤ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ｌｅｄｄａｔａ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１７ / ｍａｌｉ － ａｎｙ － ｅｎｄ － ｔｏ － ｔｈｅ － ｓｔｏｒｍ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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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中的部分成员ꎬ 逐渐发展壮大ꎮ 到 ２０１９ 年ꎬ “大撒

哈拉伊斯兰国” 的活跃程度已与 “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基本相当ꎮ① 此

外ꎬ 两大极端组织集团存在意识形态分歧ꎮ “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侧重建

立和维护与地方社群之间的联系ꎬ 主张以据点形式在各地实行伊斯兰教法ꎬ
建立伊斯兰主义政权ꎮ②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则主张严格践行保守的伊斯兰

教法ꎬ 在全球范围建立统一的哈里发帝国ꎬ 多以暴力打压的方式实现社会控

制ꎮ③ 两大极端组织的意识形态差异加剧了二者间的矛盾冲突ꎮ
极端组织进一步实现重组且对抗加剧增加了地区恐怖主义治理的难度ꎮ

其一ꎬ 极端组织集零为整ꎬ 实现了资源整合ꎬ 提升了制造恐袭的能力ꎮ 例如ꎬ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吸纳了其他极端组织中思想 为极端的成员ꎬ 进一步巩

固了暴力 “圣战” 的意识形态基础ꎬ 增强了自身战斗力ꎮ 其二ꎬ 整合后的极

端组织集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ꎬ 使反恐安全力量难以辨识集团下属成员组

织ꎬ 实现各个击破ꎮ 例如ꎬ “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采用 “伞型” 组织架

构ꎬ 其下属成员组织之间的关系相对独立ꎮ 这种相对松散的组织形式既能使

其成员在实施暴恐行动中保持一定的灵活度ꎬ 又能增加其行动的隐蔽性ꎮ 其

三ꎬ 恐怖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对抗进一步破坏了地区安全形势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双方在马里北部加奥地区发生暴力冲突ꎬ 造成该地区塔贾拉特 (Ｔａｄｊａｌａｌｔ)、
蒂纳吉 (Ｔｉｎａｇｇｈｙ)、 巴卡尔 (Ｂａｋａｌ) 等多个村庄居民被迫迁移ꎮ④ 恐怖组织

之间的矛盾关系不仅威胁当地民众安全ꎬ 而且增加了恐怖主义治理的复杂性ꎮ
(二) 恐怖组织与本土社会融合程度加深且控制能力增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ꎬ “信仰捍卫者” 联合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

动” 在马里北部成立了 “阿扎瓦德伊斯兰酋长国”ꎬ 并推行伊斯兰教法ꎮ 继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④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ａｈａｒａ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ｓｔａｔｅ － ｉｎ － ｔｈｅ － ｇｒｅａｔｅｒ －
ｓａｈａｒａ －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 ｉｔｓ － ｔｈｒｅａｔ － ａｎｄ － ｒｅａｃｈ － ｉｎ － ｔｈｅ － ｓａｈｅｌꎬ ２０２２ －１２ －１１

Ｈａｆｅｚ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ꎬ “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Ｊｉｈａｄｉｓｍ: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ｓ Ｐｕｒｉｔａｎｉｓｍ ｖｓ Ａｌ － Ｑａｉｄａ’ ｓ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ꎬ ＣＴＣ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９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４０ － ４６ꎻ Ａｄｉｂ Ｂｅｎｃｈｅｒｉｆꎬ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ａｎｄ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ꎬ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１００ － １１８

Ｃｌｉｏｎａｄｈ Ｒａｌｅｉｇｈ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３４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ｃｈéꎬ “Ｖｉｏｌｅｎｔｓ ａｆｆｒｏｎｔｅｍｅｎｔｓ ｅｎｔｒｅ ｇｒｏｕｐｅｓ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ｅｓ ｒｉｖａｕｘ ｄａｎｓ ｌｅ ｎｏｒｄ ｄｕ Ｍａｌｉ”ꎬ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ꎬ ｆéｖｒｉｅｒ １５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ｆｉ ｆｒ / ｆｒ / ａｆｒｉｑｕｅ / ２０２２０２１５ － ｍａｌｉ － ｖｉｏｌｅｎｔｓ －
ａｆｆｒｏｎ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ｅｎｔｒｅ － ｇｒｏｕｐｅｓ －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ｅｓ － ｒｉｖａｕｘ － ｄａｎｓ － ｌｅ － ｎｏｒｄ － ｄｕ － ｍａｌｉ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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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ꎬ 法国通过 “薮猫行动” 挫败了 “圣战” 组织在该地区实现极端伊斯兰化

的图谋ꎮ 此后ꎬ 极端组织转而以国内外安全力量、 地方政府代表为主要目标

进行零散的恐怖袭击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６ 年前后ꎬ 极端组织开始转变策略ꎬ 在以

“游击战” 方式扩大活动范围的同时ꎬ 在其占领地区实行 “准国家” 统治ꎮ 主

要体现在: 其一ꎬ 为地方民众提供医疗、 教育服务和社会救济ꎬ 以快速博取

当地民众支持并实现社会动员ꎮ 例如ꎬ “安萨鲁伊斯兰” 在布基纳法索东部向

民众提供药品ꎬ “马西纳解放阵线” 在马里中部为当地群众提供大米等ꎮ① 其

二ꎬ 征收伊斯兰税 (Ｚａｋａｔ)ꎬ 以低暴力形式获取较为稳定的财政来源ꎮ 例如ꎬ
“马西纳解放阵线” 自 ２０１７ 年起在其所控制地区开始征收伊斯兰税ꎬ “支持伊

斯兰教和穆斯林” 也在布基纳法索东部穆翁大区 (Ｍｏｕｈｏｕｎ) 征收伊斯兰税ꎮ
其三ꎬ 建立以伊斯兰法官 (Ｑａｄｉｓ) 为支撑的司法诉讼体系ꎬ 取代本土法律体

系ꎮ 地方社群间争端频发ꎬ 但由于国家司法体系不健全且司法部门腐败问题

严重ꎬ 极端组织试图代替国家司法部门提供司法服务ꎮ “马西纳解放阵线”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分别在其控制地区成立了伊斯兰教法法庭ꎬ 以协调解决

土地争端ꎮ② 其四ꎬ 派遣治安专员处理安全问题ꎬ 保障社区基本安全ꎮ “马西

纳解放阵线” 采取措施保障游牧民享用牧场的权利ꎬ 并降低牲畜失窃的发生

率ꎮ 同样ꎬ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也帮助当地牧民寻回被盗牲畜ꎮ③ 其五ꎬ 对

社会文化生活实行严格的管控ꎬ 并设立严苛的道德规范ꎮ 例如ꎬ “大撒哈拉伊

斯兰国” 在其所辖地区禁止民众播放音乐、 参与足球运动、 饮用酒精类饮品

等ꎻ “马西纳解放阵线” 在公共场所实行性别划分ꎬ 限制女性外出ꎮ④
极端组织通过实行 “准国家” 统治为当地民众提供保护和基本的社会服

务ꎬ 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在地方管理的缺失ꎬ 填补了政府的治理空间ꎮ

９３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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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ꎬ 圣战分子以征税名义抢掠牲畜的事件时有发生ꎮ Ｓｅｅ Ｍｏｒｔｅｎ Ｂøåｓ ｅｔ ａ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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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ꎬ 极端组织实行 “准国家” 统治的根本目的是复兴萨拉菲主义政权ꎬ 建

立政教合一治理体制ꎬ 此类统治通常以暴力威胁为手段ꎬ 在各方反恐行动力

度加大的情况下可能消失或崩塌ꎮ 因此ꎬ 它们的行为具有反社会性、 暴力性

和反复性ꎮ
(三) 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 气候变化叠加效应凸显

历史上ꎬ 由于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ꎬ 萨赫勒地

区的商品贸易和人员互动十分频繁ꎮ 独立以来ꎬ 非洲国家继续以沿海城市及

首都为中心发展经济ꎬ 萨赫勒地区大部分被边缘化ꎬ 加之地区国家疏于边境

管理ꎬ 使之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盛行的主要地区ꎮ 自 ２０１２ 年 “圣战” 分子入

侵马里北部以来ꎬ 极端组织与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相互勾连ꎬ 共同危害地区

安全ꎮ 但是ꎬ 起初二者互动是零散的、 偶发的ꎬ 有时甚至带有冲突性特征ꎮ
然而ꎬ 随着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不断恶化ꎬ 恐怖组织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

之间形成了联合协作、 互利共生的关系ꎬ 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一是极端主

义者直接参与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ꎮ 例如ꎬ “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分支组

织领导人及成员直接参与贩毒活动ꎮ① 二是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活动之

间界限日渐模糊ꎬ 其人员可以灵活实现身份转换ꎬ 降低了极端分子的辨识度ꎬ
使反恐安全力量很难精确锁定恐怖分子并实施打击ꎮ 极端组织同跨国有组织犯

罪团伙构成了复杂的武装集团网络ꎬ 社会普遍呈现军事化、 暴力化趋势ꎮ
恐怖组织与跨境有组织犯罪人员之间的互动勾连愈发频繁紧密ꎬ 其目的

主要有: 其一ꎬ 获取食物、 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武器、 摩托车、 汽油、 通

信设备等作战工具ꎮ② 一些走私人员还选择在极端分子所在据点周围活动ꎬ 以

便向其兜售商品ꎮ 其二ꎬ 获取资金ꎬ 用于组织运作和人员招募ꎮ 极端分子对

走私物品征收过路费ꎬ 向毒品、 人口和武器等贩运提供庇护并收取高额费用ꎬ
为维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资金保障ꎮ 例如ꎬ “信仰守卫者” 在马里北部控

制了毒品走私路线ꎬ 并收取税费ꎮ③ 其三ꎬ 与当地社会建立联系ꎬ 获取所占领

地区民众的支持ꎮ 布基纳法索政府对其东部边境多个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０４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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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捕猎活动实施统一管理ꎬ 以捕猎为生的当地民众仅能在周边从事盗猎活动ꎬ
并将猎取的野生动物皮毛、 象牙等物品走私至贝宁、 多哥、 尼日利亚等国ꎮ
极端组织于 ２０１８ 年占领该区域后ꎬ 支持当地民众直接参与捕杀野生动物活

动ꎮ 从中受益的当地民众ꎬ 尤其是一些青年人因此加入极端组织ꎬ 为其提供

情报服务ꎮ
恐怖主义活动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也日益凸显ꎮ ２０１４ 年ꎬ 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 (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秘书处的一份报告指出ꎬ
恐怖袭击在荒漠化严重的地区更加频繁ꎮ① 萨赫勒地区处于干旱与半干旱地

带ꎬ 生态环境脆弱ꎬ 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ꎮ 萨赫勒地区的气温上升速度

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１ ５ 倍ꎮ 受气候变化影响ꎬ 该地区干旱程度加剧ꎬ 水资源

严重紧缺ꎬ 牧场面积不断缩小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马里、 尼日尔、 布基纳法索部

分地区多次发生洪灾ꎬ 加剧水土流失程度ꎬ 造成农获量大幅降低ꎬ 大量人口

背井离乡ꎮ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ꎬ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发生的洪灾造成萨赫勒地区

１１２ 人死亡ꎬ ３５０ 万人被迫离开家园ꎮ② 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天气进一步加剧

了迅猛增长的人口数量与日益稀缺的水草资源之间的矛盾ꎬ 加速了恐怖主义

在该地区的发展ꎮ③ 气候变化对恐怖主义扩散的作用路径主要有: 其一ꎬ 该

地区 ２ / ３ 以上的民众从事农牧业ꎬ 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较高ꎬ 在极端气

候事件频发的影响下ꎬ 人们失去基本经济来源ꎬ 为极端组织招募成员提供

了便利条件ꎻ 其二ꎬ 常年干旱导致可耕种面积缩小ꎬ 使地区居民面临严重

的粮食短缺问题ꎬ 政府难以满足居民基本生存需求ꎬ 使其进一步失去了民

众的信任ꎬ 使极端组织协调土地、 水以及牧场等资源分配成为可能ꎻ 其三ꎬ
牧场面积不断缩小ꎬ 导致游牧民迁移节奏紊乱ꎮ 游牧民长时间侵占尼日尔

河湾南部地区的农耕用地ꎬ 激化了牧民内部以及农、 牧民之间的矛盾ꎮ④ 由

此ꎬ 极端组织利用恶化的地方矛盾进一步实现本土化ꎬ 对所在地区施加影

响力ꎮ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ＵＮＣＣＤꎬ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ꎬ ＵＮＣＣ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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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ｙ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１２ － １８
农牧民冲突是马里族群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ꎬ 具体参见陈阿龙: «族群冲突、 极端主义与马里

安全形势»ꎬ 载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１０ ~ １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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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多层级治理

恐怖主义在萨赫勒地区持续扩散ꎬ 构成了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ꎮ 国际及

地区组织、 域外大国、 地区国家、 地方自卫民兵组织等不同层级行为体介入

萨赫勒地区安全事务ꎬ 试图遏制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发展ꎮ 虽然萨赫勒地区

恐怖主义的多层级治理使极端组织难以实施大规模的恐怖袭击ꎬ 长期据点面

积不断缩小ꎬ 但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频次仍然居高不下ꎮ
(一) 国际及地区组织层面

联合国、 非盟、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简称 “西共体”) 等国际及地区

组织积极参与反恐行动ꎬ 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ꎬ 形成了以马里为重心ꎬ 以

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 (Ｇ５ Ｓａｈｅｌ Ｊｏ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 为主要抓手的反恐前哨ꎮ
第一ꎬ 联合国在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治理中发挥着引领作用ꎬ 是应对萨

赫勒地区恐怖主义 重要的多边平台ꎮ 在反恐战略上ꎬ 联合国提倡采取标本

兼治的综合战略应对萨赫勒安全威胁ꎮ 联合国于 ２００６ 年出台 «联合国全球反

恐战略» (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 文

化、 民族、 宗教之间的对话ꎬ 支持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ꎬ 消除恐怖主义蔓延

的基础ꎮ① 具体到萨赫勒地区ꎬ 联合国于 ２０１３ 年制定了以促进善政、 建立复

原力、 加强和平与安全为支柱的 «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ꎮ 为推进该战略的实施ꎬ 联合国于 ２０１８ 年出台

了 “联合国萨赫勒支助计划” (ＵＮ Ｓａｈｅ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ｌａｎ)ꎬ 促进萨赫勒地区的可

持续和平与包容性增长ꎮ 在反恐方式上ꎬ 联合国致力于协调其他国际合作伙

伴ꎬ 提升反恐行动的协同性ꎮ 联合国鼓励相关 (次) 区域组织创建反恐机制ꎬ
并加强联合国系统在促进国际反恐合作中发挥作用ꎮ 联合国协调非盟、 西共

体和萨赫勒五国集团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成立萨赫勒地区安全与发展问题独立高级

别小组ꎬ 开展联合战略评估ꎮ② 在反恐行动方面ꎬ 联合国主要通过反恐怖主义

２４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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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向萨赫勒五国集团及其成员国在刑事司法、 边境安全管理、 极端化预

防 ３ 个方面提供支持ꎮ① 此外ꎬ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简称 “马
里稳定团”ꎬ ＭＩＮＵＳＭＡ)ꎬ 也在反恐行动中发挥支持和协助作用ꎬ 包括保障安

全、 实现稳定和保护平民、 支持全国政治对话与和解等内容ꎮ 尽管打击恐怖

主义并非其第一要务ꎬ 但是马里稳定团向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 萨赫勒五国

集团联合部队、 法国部队等其他安全力量提供信息、 行动和后勤支助ꎬ 间接

为地区反恐作出重要贡献ꎮ②
联合国通过反恐支助项目提升了地区组织和国家的反恐能力ꎬ 帮助其优

化反恐战略和反恐工具ꎮ 但是ꎬ 作为建立在尊重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基础

上的政府间国际组织ꎬ 联合国在协调反恐合作中仅能发挥倡导、 推动作用ꎮ
随着以美国为首西方大国对参与多边治理的意愿下降ꎬ 马里稳定团的执行任

务能力受限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ꎬ 德国、 英国等国宣布不再参与马里维和行动ꎬ 马

里稳定团面临严重的人员、 资金短缺问题ꎮ③ 此外ꎬ 东道国质疑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有效性ꎬ 认为自身实际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尊重而不愿积极协助配合ꎬ
马里稳定团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ꎮ 由于就政权合法性、 政府军是否存在侵

犯人权行为等问题存在分歧ꎬ 马里稳定团与马里过渡政府之间矛盾不断激

化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 马里联合国维和部队发言人因在社交媒体发表 “有
偏见且不能让人接受” 的言论而遭马里过渡政府驱逐ꎮ 马里稳定团的空中、
地面行动也因此受到限制ꎬ 成为其执行维和任务的主要障碍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应马里政府要求ꎬ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２６９０ 号决议ꎬ 结束马里稳定

团授权ꎮ
第二ꎬ 非盟、 西共体是参与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治理的主要传统 (次)

区域组织ꎮ 非盟通常能比全球性国际组织更快速地应对非洲突发事件ꎬ 而非

洲次区域组织则在处理本区域事态时更为高效ꎮ④ 在反恐战略上ꎬ 非洲统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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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即非盟前身) 于 １９９９ 年出台 «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公约» (ＯＡＵ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ꎮ 公约强调反恐政策的

自主性和适用性ꎬ 提倡调动非洲大陆资源ꎬ 协调次区域组织反恐机制应对恐

怖主义安全威胁ꎮ① 就萨赫勒地区安全问题ꎬ 非盟于 ２０１４ 年出台了以善政、
安全、 发展为三大支柱的 «非盟萨赫勒地区战略»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ꎮ 在反恐行动上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非盟协调西共体派出 “非
洲领导的驻马里国际支持特派团”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ｌｉꎬ ＡＦＩＳＭＡ)ꎬ 协助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击退占领马里北部的伊斯兰极端分

子ꎮ 该特派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被纳入马里稳定团ꎮ 为继续在萨赫勒地区反恐行

动中发挥作用ꎬ 非盟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在马里首都巴马科成立马里—萨赫勒非盟

特派团 (ＡＵ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ｌ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ꎬ ＭＩＳＡＨＥＬ)ꎬ 在非洲大陆范围调动

资源应对萨赫勒地区安全威胁ꎮ 非盟还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启动了由 １１ 个萨赫勒—
撒哈拉地区国家参与的 “努瓦克肖特进程” (Ｎｏｕａｋｃｈｏｔ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以加强该

地区反恐行动的安全合作和情报共享ꎮ 在次区域组织层面ꎬ 西共体于 ２０１３
年出台了 «西共体反恐政治宣言和共同立场» (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ｌ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ｅ ｄｅ ｌａ ＣＥＤＥＡＯ ｅｎ ｍａｔｉèｒｅ ｄｅ ｌｕｔｔｅ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ｅ)ꎬ 制定了

西非预防和根除恐怖主义及相关犯罪行为的行动框架ꎬ 并提出 “预防”
(ｐｒéｖｅｎｔｉｏｎ)、 “追踪” (ｐｏｕｒｓｕｉｔｅ) 与 “重建” (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三大反恐支

柱ꎬ 在加强早期预警与情报协调的同时促进反恐训练与能力建设ꎮ 在这一战

略指引下ꎬ 西共体于 ２０１９ 年出台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４ 年行动计划»ꎬ 在协调西非地

区反恐行动、 促进族裔对话、 预防极端化等方面加强恐怖主义治理ꎮ 随着近

年来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ꎬ 西共体成员国领导人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举

行的西共体峰会上宣布计划组建一支地区维和部队ꎬ 以帮助成员国应对安全

和恐怖主义威胁ꎮ②

非盟和西共体在马里危机爆发初期及时协调非洲国家向马里派出军队ꎬ
有效遏制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进攻ꎬ 但由于资源配置不均、 机制供给不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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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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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ꎬ 非盟难以推进非洲常备军建设ꎮ① 成员国贡献能力差异及参与意愿不足

导致非盟和西共体长期面临人员、 资金匮乏问题ꎮ 域外大国出于自身战略利

益考虑倾向于同主权国家或较容易操纵的临时性安全联盟建立合作ꎬ (次) 区

域组织在恐怖主义治理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ꎮ
第三ꎬ 萨赫勒五国集团等临时性安全联盟是地区国家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的专门机制ꎮ 临时性安全联盟ꎬ 又称 “特立联盟” (ａｄ ｄｏｃ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ꎬ 通常聚

焦特定议题ꎬ 仅由少数利益攸关方构成ꎬ 具有行动力强ꎬ 灵活性高的特点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ꎬ 马里、 毛里塔尼亚、 尼日尔、 布基纳法索、 乍得成立萨赫勒五

国集团 (Ｇ５ Ｓａｈｅｌ)ꎬ 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组建反恐武装力量———萨赫勒五国联合

部队ꎬ 其首要任务是加强成员国间边境地区协调配合ꎬ 通过执行跨境巡逻任

务确保边境稳定ꎬ 应对地区安全与发展问题ꎬ 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ꎮ
但由于萨赫勒五国集团缺乏内部决策机制且资金过于依赖外部援助ꎬ 其行动

的有效性和自主性有限ꎮ 萨赫勒五国集团设定的安全和发展目标难以实现ꎬ
地区国家和民众对其信任度和期待值不断降低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马里过

渡政府因原定在首都巴马科召开的萨赫勒五国集团峰会未如期举行而宣布

退出萨赫勒五国集团所有机构ꎮ 作为萨赫勒地区反恐行动的关键国家ꎬ 马

里退出萨赫勒五国集团将对该地区反恐机制造成严重冲击ꎮ
阿克拉倡议 (Ａｃｃｒ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是在传统 (次) 区域组织框架外的又一

“特立联盟”ꎮ② 为防止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向几内亚湾地区进一步外溢ꎬ 几

内亚湾沿海国家贝宁、 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 加纳和多哥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发

起 “阿克拉倡议”ꎬ 马里和尼日尔于 ２０１９ 年以观察国身份加入ꎮ 该倡议旨在

促进信息情报共享、 训练安全和情报人员以及开展联合跨境军事行动ꎬ 每两

个月举行一次专家会议ꎬ 每 ５ 个月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ꎮ 该倡议具有诸多优

势: 一是行政架构较为简单ꎮ 中央协调部门设立在加纳国家安全秘书处ꎬ 在

各成员国的相关部委中设有联络点ꎮ 二是自主性较强ꎮ 该倡议由各成员国出

资ꎬ 不依赖于外部援助ꎮ 三是将安全与发展项目相结合ꎮ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期

间ꎬ 成员国在边境进行了 “库达尔古” (Ｋｏｕｄａｌｇｏｕ Ｉ、 ＩＩ、 ＩＩＩ) 联合军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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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逮捕了近 ７００ 名武装分子并缴获了大量自制武器ꎮ① 但该军事行动持续时

间较短ꎬ 缺乏持续性ꎬ 只是暂时阻止了恐怖组织在该地区的行动ꎮ②

(二) 域外大国层面

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不仅关乎地区安全ꎬ 而且是域外大国关注的重点ꎮ
法国和美国是介入萨赫勒恐怖主义治理较多的域外大国ꎬ 但其根本动机都是

为了实现自身在萨赫勒地区的战略目标ꎬ 为其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服务ꎮ
作为萨赫勒主要国家的前殖民宗主国ꎬ 法国与地区国家保持着深入的军

事合作关系ꎬ 主要通过开展军事行动维护地区国家的政权和领土安全ꎮ 在结

束 “薮猫行动” 后ꎬ 法国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启动 “新月形沙丘行动”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ｒｋｈａｎｅ)ꎬ 向萨赫勒地区派遣约 ４ ０００ 名军人ꎬ 力图通过与萨赫勒五国集团

的军事合作协助地区国家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ꎮ 在反恐策略上ꎬ
法国注重反恐的 “地区化”ꎬ 即借助和动员地区安全力量和欧盟等多边机制开

展反恐行动ꎬ 以减少人员和财力投入ꎮ③ 例如ꎬ 法国支持地区国家创建本土反

恐机制萨赫勒五国集团ꎬ 并在其推动下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创立了由多个欧洲国家

特种部队组成的武装力量 “塔库巴特遣队”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Ｔａｋｕｂａ)ꎮ 法国在萨

赫勒的一些军事行动虽击毙了多个恐怖主义集团高级头目④ꎬ 但它对非安全援

助根本上是维护自身主导权⑤ꎬ 其在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方面收效甚微ꎬ 引起马

里当局和民众的强烈质疑ꎬ 终不得不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宣布正式结束 “新月

形沙丘行动”ꎮ 在从马里撤出后ꎬ 法国军队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结束了其驻扎在布

基纳法索代号为 “佩刀”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Ｓａｂｒｅ) 的特遣部队行动ꎮ 在其军事行动

受挫后ꎬ 法国开始重新审视其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部署ꎬ 试图通过武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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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支援、 特种部队培训等形式优化其在萨赫勒地区的反恐投入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美国迅速提升反恐在美国对非外交中的战略层级ꎬ 其

中萨赫勒地区是美国在非反恐的重要战线ꎮ 在反恐机制上ꎬ 美国于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先后推出 “泛萨赫勒倡议” (Ｐａｎ Ｓａｈｅ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和 “跨撒哈拉反恐

伙伴计划” (Ｔｒａｎｓ － Ｓａｈａｒａ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旨在加强相关国家对

边境的控制能力ꎬ 压缩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空间ꎮ① 随着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

持续恶化ꎬ 美国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在萨赫勒地区设立特使职位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ꎬ
美国在其组建的全球打击 “伊斯兰国” 联盟下专门成立了非洲焦点小组ꎬ 以

遏制 “伊斯兰国” 在非洲的扩张ꎮ 美国参与地区反恐的方式主要有: 其一ꎬ
建立军事基地ꎮ 美军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基地多为临时训练营ꎬ 主要分布在

乍得、 马里、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布基纳法索、 塞内加尔等国ꎬ 其中尼日尔

为美军部署军事力量的重心ꎮ② 美国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和北部城市阿加德兹

建有无人机空军基地ꎬ 为地区反恐行动提供信息情报ꎮ 其二ꎬ 组织军事训练ꎮ
美军在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 马里等萨赫勒地区重点反恐国家组织 “燧发枪”
(Ｆｌｉｎｔｌｏｃｋ) 联合军事演习ꎬ 以提升地区国家反恐能力ꎮ 由于萨赫勒地区恐怖

主义向几内亚湾沿岸国家扩散势头迅猛ꎬ ２０２３ 年度 “燧发枪” 军演于 ３ 月在

加纳、 科特迪瓦举行ꎮ 其三ꎬ 派遣特种突袭队ꎮ 为直接打击恐怖主义ꎬ 美军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向尼日利亚派出 “跨领域救援队”ꎬ 介入营救奇博克镇

(Ｃｈｉｂｏｋ) 被绑架女中学生的行动ꎮ 但是ꎬ 此类直接军事介入的反恐行动较

少ꎬ 美国更侧重通过双边途径向相关国家提供反恐援助ꎮ 同时ꎬ 借助法国在

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存在ꎬ 美国通过在情报收集、 空中补给、 战略物资运输等

方面向法方提供支持ꎬ 以较少的军事投入实现其战略利益ꎮ③ 实际上ꎬ 美国介

入萨赫勒安全事务的根本目的并非反恐ꎬ 而是维护其在非战略利益并抑制俄

罗斯、 中国等其他大国的地区影响力ꎮ 近年来ꎬ 俄罗斯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

７４１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Ｌｅｓｌｅｙ Ａｎｎｅ Ｗａｒｎｅｒ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 Ｓａｈａｒａ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ꎬ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ꎬ ｐ １

Ｎｉｃｋ Ｔｕｒｓｅꎬ “Ｕ 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ａｙｓ Ｉｔ Ｈａｓ ａ ‘Ｌｉｇｈｔ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ｓ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ｗ ａ Ｖａ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Ｂａｓｅ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１ / ｕ － ｓ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ｓａｙｓ － ｉｔ － ｈａｓ － ａ － ｌｉｇｈｔ －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ｈｅｓｅ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ｈｏｗ － ａ － ｖａｓｔ －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ｏｆ －
ｂａｓｅｓꎬ ２０２２ －１２ －２９

Ｍｕｒｉｅｌｌｅ Ｄｅｌａｐｏｒｔｅꎬ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Ｓａｈｅｌ: Ａｌｌｉｅｓ ａｔ Ｗｏｒｋ”ꎬ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Ｍａｙ １４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ｍ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ｕｓ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ｉｎ － ｓａｈｅｌ － ａｌｌｉｅｓ － ａｔ － ｗｏｒｋꎬ ２０２２ －
１２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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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作引起了美国的警惕ꎮ① 为对抗俄非军事合作ꎬ 美国通过了 «打击俄罗斯

在非洲恶意活动法案»ꎮ 在萨赫勒地区反恐事务上ꎬ 美国以零和博弈思维将其

国家利益置于首位ꎬ 难以契合地区国家需求ꎬ 弥补地区安全缺口ꎮ 美国提供

的军事训练没能有效转化为反恐行动中的战斗力ꎬ 反而为军人力量干预政治

权力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准备和人脉网络ꎮ 近年来ꎬ 曾受美国训练的军官在西

非频繁发动政变ꎬ 一定程度上导致地区局势动荡不安ꎮ
(三) 地区国家层面

地区国家在萨赫勒恐怖主义治理中发挥着支柱作用ꎬ 主要从法律框架、 机

构设置、 国防投入、 去极端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恐怖主义安全威胁ꎮ
第一ꎬ 地区国家出台了反恐相关法律ꎬ 为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及相关犯

罪行为提供法律依据ꎮ 例如ꎬ 尼日尔于 ２０１０ 年出台了一系列打击恐怖主义及

相关融资活动的法律ꎮ② 毛里塔尼亚和乍得也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出台了 «打击恐怖主义法»ꎮ 上述法律不仅用于严惩恐怖主义行为ꎬ 也旨在约束

和规范反恐安全力量ꎬ 防止其在反恐行动中出现滥用职权行为ꎮ 此外ꎬ 地区国

家设立打击恐怖主义专门机构ꎬ 以提升相关部门的协调性ꎮ 例如ꎬ 为协调相关

部门的反恐行动ꎬ 布基纳法索政府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设立国家恐怖主义危机管理行

动委员会 (Ｃｏｍｉｔé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ｌ ｄｅ ｇｅｓｔｉｏｎ ｄｅ ｃｒｉｓ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ｅ)ꎮ 该委员会由

政府总理直接领导ꎬ 成员包括开展反恐行动的核心部门负责人ꎬ 即国防部部长、
司法部部长、 领土管理部部长、 武装部队和宪兵总参谋长以及国家警察局、 国

家安全局和国家情报局总干事ꎮ③ 尼日尔政府也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设立国家打击恐

怖主义、 恐怖主义融资、 暴力极端主义融资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协调委员会ꎮ
该委员会由尼亚美民事法院院长担任ꎬ 是统领全国反恐工作的专门机构ꎮ④

８４１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２１ 年下半年ꎬ 马里与俄罗斯雇佣兵集团 “瓦格纳” 秘密签订了安全服务协议ꎬ 在马里部署

１ ０００ 名俄罗斯雇佣军ꎬ 协助马里军队打击恐怖主义并巩固过渡政府政权ꎮ 同样ꎬ 布基纳法索过渡政府

总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对俄罗斯进行秘密访问ꎬ 将与俄罗斯深化军事安全合作ꎮ
“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ｄéｌéｇａｔｉｏｎ ｎｉｇéｒｉｅｎｎｅ ａｕ ｄéｂａｔ ｇéｎéｒａｌ ｓｕｒ ｌｅｓ ｍｅｓｕｒｅｓ ｖｉｓａｎｔ à éｌｉｍｉｎｅｒ ｌ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ｇａ / ｓｉｘｔｈ / ７０ / ｐｄｆ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ｎｉｇｅｒ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１２ －２３
Ｎｉａｇａｌé Ｂａｇａｙｏｋｏ ｅｔ Ｍａｈａｍｏｕｄｏｕ Ｓａｖａｄｏｇｏꎬ 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 ｓéｃｕｒｉｔé ｉｎｔéｒｉｅｕｒｅ ｂｕｒｋｉｎａｂé ｆａｃｅ à ｌａ

ｇｅｓｔｉｏｎ ｄ’ ｕｎｅ ｃｒｉｓ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ｎｅｌｌｅ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８９８ꎬ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１２ － １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à 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ｓ éｃｏｌｅｓ 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ｉｒｅ ｅｔ 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à ｌａ ｌｏｉꎬ ｌｕｔｔｅ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ｅ ａｕ Ｎｉｇｅｒꎬ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Ｏｆｆｉｃｅ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ｅｓ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ａ ｄｒｏｇｕｅ ｅｔ ｌｅ ｃｒｉｍ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ｃｊｓ － ｓａｈｅｌ ｏｒｇ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Ｎｉｇｅｒ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ｅ －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Ｊａｎ －２０１８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０２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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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地区国家将安全事务视为优先事项ꎬ 不断加大国防投入应对恐

怖主义带来的安全威胁 (见表 １)ꎮ 例如ꎬ 萨赫勒五国集团成员国的国防预

算在政府支出中占比较大ꎮ 除尼日尔外ꎬ 其他四国占比均将近甚至超过

１０％ ꎬ 其中布基纳法索 ２０２１ 年的国防预算比 ２０１６ 年增加了近 ３ 倍ꎮ 但受到

经济实力限制ꎬ 地区国家国防预算仍处于较低水平ꎮ ２０２１ 年萨赫勒五国集

团成员的国防预算之和仅为法国国防预算的 ３％ ꎮ 从军队人数看ꎬ 萨赫勒五

国集团成员国均面临不同程度的缺口ꎮ 同时ꎬ 有限的国防安全力量地域分

布十分不均衡ꎬ 其部署仍集中于城市和城郊地区ꎬ 难以在全国领土范围内

建立统一有效的安全保障网ꎮ 此外ꎬ 军队内部存在待遇分配不平衡、 培训

机会不均等、 腐败现象严重、 族群身份过于突出等问题ꎬ 影响了军队的忠

诚度和战斗力ꎮ
表 １　 ２０２１ 年萨赫勒五国成员国防预算与军队规模

国家 国防预算 (亿美元) 国防预算占政府支出比例 (％ ) 正规军人数 (人)
布基纳法索 ４ ６４ ９ ６ １１ ０００
乍得 ２ ８９ １５ ７ ３３ ０００
马里 ８ ６３ １０ ５ ２１ ０００
毛里塔尼亚 ２ １２ １２ ５ １６ ０００
尼日尔 ２ ０５ ５ ５ ５ ０００

　 　 资料来源: ＳＩＰＲＩ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ｌｅｘ 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 / ｓｉｐｒｉ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４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２０２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５２３ꎬ ５２５

第三ꎬ 地区国家积极推动去极端化进程ꎮ 一方面ꎬ 有关国家政府通过动

员宗教领袖、 传统权威与极端分子建立对话ꎬ 向其阐释和宣讲伊斯兰教的温

和性ꎬ 说服其放弃反政府的极端暴力行为ꎮ 另一方面ꎬ 面向抓获的伊斯兰武

装分子组织职业技能培训ꎬ 为其回归社会创造条件ꎮ 例如ꎬ 在毛里塔尼亚ꎬ
该国政府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以和平对话方式使 ４７ 名极端分子放下武器ꎬ 重归社

会ꎮ①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毛里塔尼亚未再遭受过恐怖袭击的侵扰ꎮ 同样ꎬ 尼日

９４１

① Ｈａｓｓａｎｅ Ｋｏｎé ｅｔ Ｏｒｎｅｌｌａ Ｍｏｄｅｒａｎꎬ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ｒ ａｖｅｃ ｌｅｓ ｄ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ｅｓ: ｅｎｓｅｉｇｎ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ｕｒｉｔａｎｉｅｎｓ ｐｏｕｒ
ｌｅ Ｓａｈｅｌ ”ꎬ Ｍａｒｓ ２８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ｓｓａｆｒｉｃａ ｏｒｇ / ｆｒ / ｉｓｓ － ｔｏｄａｙ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ｒ － ａｖｅｃ － ｌｅｓ － ｄ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ｅｓ －
ｅｎｓｅｉｇｎｅｍｅｎｔｓ － ｍａｕｒｉｔａｎｉｅｎｓ － ｐｏｕｒ － ｌｅ － ｓａｈｅ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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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政府于 ２０１７ 年在西南部城市古杜马里亚 (Ｇｏｕｄｏｕｍａｒｉａ) 建立了一所去极端

化中心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共有 ３８６ 名伊斯兰武装分子在该中心完成了去极

端化和再社会化过程ꎮ① 此外ꎬ 地区国家加强双边安全合作ꎬ 谋求自主型反恐

路径ꎮ 例如ꎬ 尼日尔与布基纳法索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２ 月开展了两次 “坦利”
(Ｔａａｎｌｉ) 联合军事行动ꎬ 歼灭了上百名恐怖分子ꎮ②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贝宁与卢

旺达签署安全协议ꎬ 以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安全威胁ꎮ
(四) 地方自卫民兵组织层面

在地区国家安全治理方面面临资金、 装备缺乏、 成效有待提高的情势下ꎬ
自卫民兵组织遂成为混合安全体系的一部分ꎮ 自卫民兵组织指协助国家安全

力量保障公民安全的武装人员ꎮ③ 萨赫勒地区自卫民兵组织的出现起初是为了

应对盗窃等一般犯罪行为ꎬ 之后应对恐怖主义成为其主要任务ꎮ ２０１４ 年起ꎬ
布基纳法索的自卫民兵组织开始增多ꎬ “森林守卫者” (Ｋｏｇｌｗｅｏｇｏ) 便是其中

之一ꎮ 马里、 科特迪瓦也存在此类自卫民兵组织ꎬ 如 “狩猎者兄弟会”
(Ｄｏｚｏｓ)、 “信仰上帝的狩猎者” (Ｄａｎ Ｎａ Ａｍｂａｓｓａｇｏｕ) 等ꎮ

在恐怖威胁较为严重的地区ꎬ 自卫民兵组织成为民众获取安全保障的主

要途径之一ꎮ 但此类武装组织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风险和问题: 其一ꎬ 打破族

群平衡ꎬ 造成族群关系的恶化ꎮ 自卫民兵组织通常基于族群属性吸纳成员ꎮ
“森林守卫者” 的成员大多来自莫西族 (Ｍｏｓｓｉ)、 古芒切族 (Ｇｏｕｒｍａｎｔｃｈé)ꎬ
“狩猎者兄弟会” 主要成员由迪乌拉人 (Ｄｉｏｕｌａ) 构成ꎬ “信仰上帝的狩猎者”
的主要成员为多贡人 (Ｄｏｇｏｎ)ꎮ 富拉尼族 (Ｆｕｌａｎｉ) 由于被认为是 “圣战”
者的同伙通常被排除在招募范围之外ꎮ④ 以族群为单位的自卫民兵组织成员结

构加剧了原有族群隔阂ꎬ 甚至造成社群间冲突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在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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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赫勒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及其应对　

纳法索中北部村庄伊尔古 (Ｙｉｒｇｏｕ)ꎬ 不明持枪者杀害了莫西族村落的首领及

其儿子ꎬ 引起 “森林守卫者” 的反击ꎬ 造成 １００ 多名富拉尼平民遇害ꎮ① 此类

族群冲突刺激更多的富拉尼人加入极端组织ꎬ 给恐怖组织扩大其影响力创造

条件ꎮ 其二ꎬ 自卫民兵组织的合法化使军民界限模糊ꎮ 自卫民兵组织参与反

恐行动使极端组织将平民视为武装人员ꎬ 并对其进行无差别袭击ꎮ 根据武装

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库项目 (ＡＣＬＥＤ) 的研究报告ꎬ 极端组织通常以自卫民

兵组织成员及支持者为袭击目标ꎬ 有针对性地对其实施报复行动ꎮ② 例如ꎬ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在布基纳法索东部村庄科杰尔

(Ｋｏｄｙｅｌ) 杀害了近 ３０ 名村民ꎬ 以报复当地村民向自卫民兵组织输送人员ꎮ
其三ꎬ 尚不健全的相关法律难以对自卫民兵组织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ꎮ 为加

强对自卫民兵组织的管理ꎬ 布基纳法索国民议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通过了 «保卫

祖国志愿者法» (Ｌｏｉ ｄｅｓ ｖｏｌｏｎｔａｉｒｅｓ ｐｏｕｒ ｌａ ｄéｆｅｎｓｅ ｄｅ ｌａ ｐａｔｒｉｅ)ꎮ 根据该法案ꎬ
１８ 岁以上的布基纳法索公民通过与政府签署合同可作为国防安全的补充力量ꎬ
在必要时使用武器保障所属村庄或居住辖区的安全自卫民兵组织成员必

须尊重族群、 性别差异以及信仰自由ꎬ 不得执行司法警察和治安警察的职

能ꎮ③ 但一些自卫民兵组织成员仍出现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审问、 监禁以及其他

侵犯人权的行为ꎮ④ 同样ꎬ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 马里军队发表公告指控部分自卫民

兵组织对民众实施复仇性质的暴力行为ꎮ⑤ 此外ꎬ 国家允许社群武装化但不具

备相应的监管能力ꎬ 加剧了社会暴力化趋势ꎮ 民兵组织成员仅在接受 １４ 天培

训后便可获得使用武器的权力ꎮ 尽管法案规定民兵组织成员仅能在服役期间

且经指挥官授权后使用枪支ꎬ 但是这些武器的管制和储存规范并不明确ꎬ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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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支的非法流通创造了条件ꎮ①

三　 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治理面临的困境

尽管反恐已成为萨赫勒地区国家的第一要务ꎬ 但恐怖主义在该地区的扩

散势头仍十分迅猛ꎬ 恐怖主义治理成效不彰ꎬ 恐袭事件数量及死亡人数呈直

线上升趋势ꎮ② 当前ꎬ 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治理主要面临以下困境ꎮ
(一) 治理主体缺乏有效协调

面对安全治理需求的激增ꎬ 尽管各层级治理主体提供了不同的安全治理

机制和手段ꎬ 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ꎬ 严重影响了反恐有效性ꎮ
第一ꎬ 治理机制叠加ꎬ 消耗反恐资源ꎮ 例如ꎬ 萨赫勒五国集团的成立对

西共体构成了路径、 资金以及合法性竞争ꎬ 造成了不同地区安全机制之间的

资源消耗ꎮ③ 尽管临时性安全联盟具有灵活性突出、 高度本土化等优势ꎬ 但与

传统 (次) 区域组织存在重叠和竞争ꎬ 交叉的成员关系对政策计划实施的有

效性产生负面影响ꎮ
第二ꎬ 治理主体的目标优先级存在差异ꎬ 反恐行动难以协调ꎮ 例如ꎬ 在

反恐行动中ꎬ 马里稳定团将保护民众安全置于首要地位ꎬ 萨赫勒五国联合部

队则注重边境地区管控ꎬ 而 “新月形沙丘行动” 的重点目标为剿杀恐怖组织

头目、 正面打击恐怖集团ꎮ 反恐机制的目标差异导致反恐力量分散ꎬ 削弱了

反恐的实际效力ꎮ
第三ꎬ 治理主体的战略诉求不同ꎬ 阻碍反恐合力的形成ꎮ 一方面ꎬ 在地

缘博弈和权力逻辑回归的背景下ꎬ 域外大国难以形成共识性合作ꎮ 西方大国

把萨赫勒安全问题作为争夺非洲和平安全事务主导权的重要筹码ꎬ 以自身战

略利益为核心制定反恐政策ꎬ 导致参与恐怖主义治理的积极力量被分化ꎬ 不

利于国际反恐合作的推进ꎮ 另一方面ꎬ 马里、 布基纳法索等地区国家对西方

主导的反恐行动丧失信心ꎬ 试图通过拓展安全合作伙伴、 加强地区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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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等方式谋求自主型反恐路径ꎮ 尽管地区国家自主意识的增强有助于提高

反恐政策的适用性和反恐行动的有效性ꎬ 但萨赫勒地区国家普遍面临反恐资

金和装备短缺、 军队作战能力有限等问题ꎬ 短期内仍难以独自遏制极端组织

的扩散势头ꎮ 可见ꎬ 域外大国、 地区国家等治理主体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关系

使萨赫勒地区反恐合作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ꎮ
(二) 治理方式过度依赖军事手段

当前ꎬ 军事行动仍是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治理倚重的 重要方式ꎮ 法国

和萨赫勒五国集团集中于马里、 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三国边界的联合军事行

动ꎬ 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极端组织的内部运转ꎬ 短期内破坏了其实施暴恐行

为的能力ꎮ 但是ꎬ 局限于军事层面的反恐行动难以有效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ꎮ
２０２２ 年ꎬ 马里、 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因恐怖袭击等暴力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

较上年增长了 ５０％ ꎮ① 习惯传统正面战争的安全力量难以应对极端组织 “游
击式” 袭击ꎬ 无法在非对称、 非常规战争中完全剿灭暴恐人员ꎮ 相反ꎬ 反恐

行动的 “安全化” 和 “军事化” 导致恐怖分子与国内外安全力量之间的对抗

性增加ꎬ 并刺激极端组织的分化重组ꎬ 形成 “愈反愈恐” 的局面ꎬ② 如 “支
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极端组织在反恐军事行动的外

部压力下进行力量整合的结果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ꎬ 反恐军事行动中侵犯人权、 违反法律现象的存在ꎬ

不仅损害了地区国家政府和军队的公信力ꎬ 而且严重影响反恐成效ꎮ 尽管联

合国将尊重人权和实行法治视为反恐斗争的根基ꎬ 西共体也将遵守国际法和

保护人权纳入反恐政治宣言ꎬ 但反恐力量多元ꎬ 无法完全避免 “以暴制暴”
行为的发生ꎮ 同时ꎬ 极端分子、 犯罪分子、 武装分子身份的重叠使反恐安全

力量难以对其进行分辨ꎬ 进而导致反恐对象的扩大化ꎮ 反恐安全力量将某一

族群 (如富拉尼族) 机械地等同于极端分子或其同伙的做法使民众丧失对安

全力量的信任ꎬ 将更多的平民推向极端组织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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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维反恐理念未得到充分重视与践行

尽管萨赫勒地区恐怖组织受到 “圣战” 异化思想的蛊惑ꎬ 组织上接受全

球恐怖组织的控制和支持ꎬ 但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萨赫勒地区的根基并不深ꎬ
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产生和扩散更多与经济发展落后、 族群矛盾凸显、 族

群构成复杂、 部落矛盾激化等本土变量密切相关ꎮ 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扩

散本质上是相关国家经济政治结构性问题在安全层面的集中体现ꎮ 经济上ꎬ
以农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较高ꎬ 气候变化的加速以

及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有限的资源加重了民众的生存压力和不同社群间的矛

盾ꎮ 极端组织利用被边缘化社群的不满情绪和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招募成员ꎬ
进而实施暴恐行为ꎮ 政治上ꎬ 在多党代议民主制下ꎬ 中央政权治理注重维护

其在政治精英和选民集中的中心城镇ꎬ 难以有效触及边远地区ꎮ 由此ꎬ “圣
战” 组织利用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在所控制地区建立 “准国家” 统治ꎬ 与其所

控制地区的民众之间建立起另一种性质的社会契约ꎬ 使国家角色在社会治理

机制中逐渐淡化ꎮ①

针对萨赫勒恐怖主义的复杂性ꎬ 各层级治理主体制定了多维反恐战略ꎬ
主张通过全领域的综合手段来遏制和消除恐怖主义ꎬ 但在反恐实践中萨赫勒

地区经济政治根源性问题未能得到充分重视ꎬ 促进地区发展的相关项目并非

恐怖主义治理的优先事项ꎮ 例如ꎬ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出台十年后ꎬ 联合

国秘书长在关于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指出ꎬ 与加强执

法和安全措施相比ꎬ 消除恐怖主义蔓延条件等预防工作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

资源投入ꎮ 同样ꎬ 萨赫勒五国集团成立的宗旨为安全与发展并重ꎬ 通过改善

区域治理、 恢复发展来减小恐怖主义带来的安全威胁ꎮ 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ꎬ
法国更侧重安全特别是军事领域ꎬ 而发展等其他政策支柱主要由萨赫勒五国

集团及其成员国承担ꎮ② 由于后者缺少必要的资金和技术ꎬ 大部分发展项目难

以推进ꎮ 可见ꎬ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国家治理能力不足ꎬ 亦即萨赫勒地区

未能有效实现社会、 经济、 政治共享性发展ꎬ 是滋生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

根源ꎮ③ 这决定了地区反恐事业的长期性ꎬ 根除恐怖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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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自 ２０１２ 年极端组织入侵马里北部以来ꎬ 萨赫勒地区遭受恐怖主义的侵扰

已逾十年ꎮ 极端组织利用萨赫勒地区不平衡的政治经济结构、 不同社群间的

矛盾以及地方治理的缺失加速分化重组ꎬ 增强与本土社会的联系ꎬ 在巩固原

有据点的同时迅速向几内亚湾沿海国家扩散ꎮ
面对恐怖主义袭击在萨赫勒地区爆发式增长之势ꎬ 国际社会难以开展步

调一致的反恐行动予以遏制ꎮ 在长期存在的内部失衡问题与新冠肺炎疫情、
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叠加冲击下ꎬ 地区反恐治理困境日益加剧ꎮ 地区国

家经济与民生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ꎬ 治理能力孱弱不能满足民众的基本生存

需求ꎬ 造成主要地区国家政变频发、 政局震荡ꎬ 进一步削弱了地区国家应对

恐怖主义安全威胁的能力ꎮ 军人政府的政权合法性问题亦限制了国际反恐合

作的开展ꎮ 在逆全球化浪潮下ꎬ 大国之间的消极互动多于积极合作ꎬ 萨赫勒

地区反恐治理合作让位于地缘政治博弈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根据其自身

利益制定的反恐战略无法弥补地区安全缺口ꎮ 地区国家试图掌握反恐行动的

自主权ꎬ 但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在短时期内仍不足以独自应对安全威胁ꎮ 因此ꎬ
只有破解地区国家经济发展欠佳难题这一影响社会不稳定的 “震荡源”ꎬ 提升

国家治理能力回应本土社会的基本诉求ꎬ 切断极端组织与本土社会的联系ꎬ
制定持续、 协同的国际反恐合作战略ꎬ 发挥地区国家在反恐事务上的自主性

才是应对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有效路径ꎮ 具体而言ꎬ 在战略上ꎬ 推动地区

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ꎬ 实现以发展促安全ꎻ 在策略上ꎬ 将反恐治理的主导权

赋予地区国家ꎬ 践行以促进萨赫勒地区内生性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反恐策略ꎻ
在机制上ꎬ 建立以西共体、 非盟等 (次) 区域组织为主导的多边反恐治理平

台ꎬ 发挥域外治理主体的资金、 武器、 技术支持作用ꎬ 优化全球反恐治理资

源ꎮ 由于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具有高度复杂性ꎬ 滋生恐怖主义的本土经济社

会土壤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ꎬ 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保持长期的战略定力ꎬ 进

行持久战是 终根除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关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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