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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信息化与高技术背景下的国际恐怖主义

杨 　勉
(北京广播学院 国际传播学院 , 北京 100024)

　　[摘要] 　恐怖主义国际化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来的负面现象之一。恐怖主义的“国际”含义

在于:一是目标的国际化 ,二是行动的国际化 ,三是组织系统的国际化 。国际恐怖主义手段的日益

残暴是借助了电子信息与高技术创造的条件 。今后生物 、化学 、放射 、黑客武器都会成为战争手段。

弱者可以利用信息与高技术获得袭击强者的有力手段 。信息时代教育的普及也为恐怖分子更多地

掌握高技术提供了可能。信息社会的传媒和网络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对恐怖主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

作用 ,提升了恐怖主义的国际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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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11 事件 , 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邪恶“杰

作” 。它是在阿富汗策划 、在欧洲组织 、在美国实施

的一场国际行动 。在另一种意义上讲很像是跨国公

司的一件产品 ,其设计是源自某个发达国家 ,而各部

分构件则是由某些发展中国家生产 ,最后则又由某

个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统一组装而成的。

恐怖主义的“国际”含义是什么 ?其一是目标的

国际化 ,其二是行动的国际化 ,其三是组织系统的国

际化。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冲突中的一方 ,或者某一

政治性质的暴力组织 ,到另一个国家 、地区 、大洲从

事绑架人质 、爆炸暗杀 、劫持飞机等恐怖主义行为;

或者是以某种宗教和文化精神形态为旗帜的暴力组

织在目标所在地 ———这一目标可以是他们所敌视的

任何国家或组织的人与成员 ,这一所在地可以是任

何国家和地区———进行恐怖袭击活动 。如巴勒斯坦

“黑九月”突击队在慕尼黑奥运会上绑架并杀害以色

列运动员;再如本·拉丹的“基地”组织炸毁美国驻肯

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又如 9·11事件 。

一方面 ,这些不同国别 、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日

益加强相互间的联系 ,一方面泛地区 、泛民族 、泛宗

教的恐怖主义组织不断涌现和发展。他们拥有世界

性的组织网络 ,开办有各种名目的掩护与筹资公司 ,

掌握了先进的通讯联络手段和电子网络系统。

而恐怖分子能够这样作 ,借助的正是世界的日

益国际化 ,借助的正是世界出现的“地球村”现象。

不少恐怖分子本人也正是借助大规模的跨国人员流

动现象而大批进入“目标国家” ,并能长期居留 ,甚至

就地学习实施恐怖行动所需要的技术 。美国人自己

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美国国防部在 9·11事件 20天

后发表的新的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 ,经济全球化和

旅行贸易的增加 ,使敌对国家和敌对角色得以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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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 ,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美国兰德公司受美国空

军委托于 20世纪 90年代末就“新恐怖主义”问题撰

写的文件中就已经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险成为跨

国现象。而且随着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日益增

多 ,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也变得不是属于某一国 ,而是

带有全球性 。”
[ 1] (P.133)

可以说今日世界如果不是如此

的开放 ,就不会出现如同 9·11事件规模的国际化恐

怖活动 。在某种程度上 ,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是全

球化的一个副产品。

国际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层面的全球化现

象 ,与毒品 、艾滋病 、疯牛病的全球传播一样 ,说明即

便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进程也会出现不

可避免的负面伴生物 ,因为 ,全球化并不自然意味着

世界的平等化。全球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

求和产物 ,同时也是资本谋取利润运动的结果 。仔

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 ,恐怖主义猖厥的地区和人群 ,

往往是全球化运动的边缘地带或是全球化过程中面

临边缘化压力最大的人们群体 。中国军方学者子规

认为:“恐怖主义的存在和盛行有其深刻而广泛的社

会基础 ,它根植于由极端社会不公而产生的普遍仇

恨 、绝望的社会心理土壤之中 , ……当美国将根除恐

怖主义作为这次战争的目的 ,向全球恐怖主义宣战

时 ,也就等于在`向贫穷宣战' ,向仇恨和绝望心理宣

战。”
[ 2] (P.26)

二

“9·11”事件中 ,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楼被恐怖

分子操纵的波音飞机撞毁 。利用本身属于高技术设

备的大型民航飞机 ,撞毁用高技术工艺设计和建造

起来的摩天大厦 ,恐怖分子这样完成了一个轰动事

件。随后美国又发生了炭疽菌的传播。今后 ,生物

武器 、化学武器 、放射性武器 、还有黑客武器都是日

益令人担忧的恐怖手段。恐怖行动的手段无疑将愈

来愈高技术化 ,可供选择的破坏方法会愈来愈多 ,造

成的结果也会愈来愈恐怖 。正如我国著名学者南菁

所指出的:“恐怖活动正在向智能化 、高科技化方向

发展 , ”“近年来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 ,很多

恐怖组织有了自己的炸弹专家 、爆破专家 、解密专

家 、电脑专家 ,使当今的恐怖活动更具隐秘性和危害

性 。恐怖分子可以通过互联网传播恐怖信息和作案

技术 、进行联络 、筹集经费 ,还可以通过网络窃取保

密情报 、散布谣言 、制造混乱。”
[ 3] (P.10)

小布什在 2002

年 6月对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的讲话中指出 ,对自

由的最严重威胁在于激进主义与技术的危险结合 ,

一旦核 、生化武器以及弹道导弹技术扩散 ,就连弱国

和小组织都能获得袭击大国的力量。

现在 ,掌握利用核技术已不是什么难事 ,核材料

的失窃 ,爆炸技术的发展和炸弹的精巧化 ,使核恐怖

手段被使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带放射性的非常规

或常规“肮脏炸弹”的威胁已成为美国当局极为关注

的问题 。其现实危险愈来愈大。

信息时代教育的普及也为恐怖分子更多地掌握

高技术提供了新的可能 。今天 ,受过教育的———其

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级学衔的 ———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恐怖分子 ,经过训练是完全可以掌握比较

复杂的技术的 。如操纵劫持飞机 、引爆小型放射性

“脏”炸弹 、播撒生物病菌 、配制毒气并施放 、发明电

脑病毒 、开展黑客战争等等 ,这就类似现在刑事犯罪

中的“白领犯罪”和高技术犯罪现象日益普遍一样。

另外 ,恐怖分子还可以根据掌握的知识 ,利用高

技术的“死区” 、“空档” ,避开高技术;或用低技术手

段借助高技术设施进行攻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 。

三

信息社会中建筑在高技术基础上的传播媒体和

网络革命也对丰富恐怖主义的行动手段和想象力起

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正是在信息全球化的条件下 ,音像 、影视 、电子

游戏这些“软”产品以工业时代从未有过的规模 、速

度和方式在全球传播。它们为取悦受众 ,吸引“眼

球” ,获取广告利润而设计出种种别出心裁的“犯罪”

技巧和模式 ,不仅提升了社会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的

犯罪率和犯罪技巧 ,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启发

26



了各种恐怖分子的“灵感” 。反过来犯罪行为中那些

令人发指的惊险恐怖暴力行为则被各种传播媒体和

载体作为扩大销量的“材料来源”和编造更加离奇情

节故事的“源泉” 。当代电视媒体的普及和网络媒体

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强了恐怖活动的传播力 ,进一步

满足了恐怖分子的“表现欲望” 。

恐怖主义本身重要的诉求之一就是“作秀” ,以

谋求最大宣传效果和心理效果 。这方面广播电视媒

介大大帮了他们的忙 。恐怖分子利用媒体争取轰动

效应一直是其最常用的战术之一。“9·11”事件后炭

疽病菌大都是寄给媒体 ,包括网络媒体的。制造劫

机事件的恐怖分子往往都会要求让电台 、电视台播

发其有关要求 ,许多恐怖组织则会在行动开始时用

电话向媒体发出警告或在行动结束后向媒体声明其

对发生的事件负责 ,有时甚至会出现“多家”' 竞相宣

称负责的现象。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被击败和塔利

班政权被推翻后 ,其残余仍不时借助电视媒体乃至

网络媒体出现 ,向世人昭告其存在 。

信息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与大众传播之间有

了一个奇特的“互动”关系 ,这是人们所没有料想到

的。大众文化的制造与传播机构对未来社会犯罪现

象的大胆构思对恐怖主义手段与方法的升级起了多

大的作用? 纽约世贸中心的倒塌 ,是很能说明问题

的。如果说在启发设计“9·11”事件犯罪技巧的灵感

上好莱坞一点影响都没有 ,显然是难于让人信服的 。

“9·11”事件后美国的一些恐怖大片立即被推迟放

映 ,说明“梦工厂”的老板们并非不清楚其副作用 。

国际恐怖主义与大众传媒两者互动的契点在于:传

媒追求文化传播效果带来的商业利润 ,恐怖分子则

借助传媒文化提供的情节构思和表现舞台。

四

进入后冷战时期 ,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一

个事实 ,即:在高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作用下 ,无

论是在综合国力还是军事技术上 ,国际斗争中的弱

者与强者之间 ,力量对比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现在

颇有些类似于 18-19世纪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

之间的差距一样 ,一方是坚船利炮 ,一方是大刀长

矛 。弱者在用高技术武装起来的强大对手面前往往

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毫无还手之力 。伊拉克 、巴拿

马 、南斯拉夫 、阿富汗 、巴勒斯坦概莫能外 。游击战 、

人民战争都无法施展过去曾经产生过的魔力 ,想用

越南战争式的方法把对手套住拖住 ,但人家利用高

技术优势避开了这种“游戏” 。强者掌握着高技术电

子信息化战争的游戏规则和国际是非评判的“话语

霸权” 。同时 ,弱者一方对世界的了解程度和文化层

次又不再像 18-19世纪那样的绝对不对称 。这样 ,

极易产生一种思想上的极端情绪 ,引发绝望感 ,导致

拼一个鱼死网破的“亡命徒”心理的形成。现在由个

人和组织进行的针对美国 、西方和以色列目标的恐

怖主义行动会遭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 无人敢说

“好” ,而对美国 、以色列等国政府的国家恐怖主义大

行其道 ,人们却眼睁睁奈何不得 。

像中东冲突中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基本失去了

用常规战法打击以色列的可能 ,所以“人体炸弹”日

益成为常用手段 ,杀不了军人 ,就杀平民。巴勒斯坦

激进分子将以色列平民看成是以政府的支持基础。

国际社会显然的无能为力使巴勒斯坦人幻觉破灭 ,

采取了血亲复仇的方式 ,杀红了眼。以至于连英国

首相布莱尔的夫人在谈到巴勒斯坦的恐怖袭击时都

失口说出:只要年轻人觉得除了自爆之外别无希望 ,

(巴以和平)就根本不可能取得进展。

在今后的国际对立与冲突中 , 恐怖主义手段将

会更多地被使用 , 既便是出现无所不用其及的情况

都是有可能的 , 它实际上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战争模

式 , 成为“超限战”的内容之一 。“超限战”这一概念

已突破了旧的战争定义和规范 , 西方有人将恐怖主

义袭击称为一种新的 “战争范式” , 认为很有可能

成为信息全球化时代常用的 “非对称” 的战法。上

个世纪 90年代末已有美国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

异化:“恐怖主义可以表现为一种 `非对称' 战略

……当他们认识到美国和整个西方(包括以色列在

内)是常规战争手段所无法攻破时 , `战争范式' 中

的恐怖主义最有可能出现。希望改变本地区政治现

状或领土现状的地区竞争对手不会看不到 , 军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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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已经使最发达的军事强国占有无可比拟的优

势。”
[ 1] (P.135-136)

所以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恐怖主

义行为———确切地说已变成一种战争手段———仅仅

用呼唤人类良知 ,谴责其反人道反人类也是难以抑

制住的。目前巴以冲突中的自杀性爆炸现象是最好

的例证。在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强大军事机器

的武力镇压和野蛮进攻下 ,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根本

不管是不是什么“恐怖主义” ,一个又一个“人体炸

弹”接连不断地爆炸 ,这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恐

怖主义” ,而是作为一种战争手段来实施的。原因不

仅在于丧失理智 ,而且因为它几乎是唯一能够用来

打痛以色列的手段。难怪连领导实施对巴勒斯坦攻

击行动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本人在亲自审问了被俘的

未遂自杀性攻击者后都认为:以色列军队应对制造

巴勒斯坦“恐怖温床”负部分责任。上世纪下半叶政

治斗争中的恐怖主义作为城市游击战的一种手段 ,

曾一度成为激进分子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作 ,

事件制造者的目的并非是“零和”毁灭 ,但现在正演

变成自杀性同归于尽的毁灭行动 。对此必须注重其

背后的心理变化原因 ,否则不可能消除恐怖主义 。

五

中东怨怨相报的冲突 、“9·11”事件 、新阿富汗战

争 ,这一系列已发生的事件和将发生的对伊拉克等

国家的“先发制人”的“反恐战争” ,像不祥的预兆 ,使

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受到严重的动摇 ,恐怖与反

恐怖成为21世纪的开场白 ,美国也竭力利用经济全

球化的趋势推进“西方文明全球化 ,世界政治一体

化” 。深入探讨全球化 、信息化与高技术背景下的国

际恐怖主义仍将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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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框架 ,欧盟委员会 、欧洲议会等一体化机构在其

运作机制中的权力十分有限 ,而欧洲理事会 、欧盟理

事会则处于这一支柱的中心。目前的欧盟共同外交

和安全支柱存在着许多问题 ,而其中两个重要的问

题是国家主权与超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和其运作机

制本身的制度缺陷 ,这些问题将制约该支柱的进一

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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