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斯蘭國領土日漸喪失，不再可能發動大規模恐攻，但受到

暴力意識鼓舞的個人，以及返鄉的外國聖戰士，仍將伺機發

動攻擊，對各國國家安全仍具重大威脅。(文章轉載自清流

月刊) 

壹、軍事反擊，哈里發國瀕臨瓦解 

    伊斯蘭國（IS）前身「獨一真主與聖戰組織」屬蓋達組織分

支，利用伊拉克宗派衝突及政府貪瀆腐敗而坐大，2011年更

趁敘利亞內戰，蠶食鯨吞領土，2014年 6月宣布「建國」，定

都於敘利亞拉卡市（Al-Raqqa），該市成為中央指揮中心  

貳、領土喪失，仍具威脅 

一年前，IS是地表武力最強大、經費最富足的恐怖組織，但

在美、蘇等國強力轟炸下，領土、油田、銀行金庫已喪失泰

半，今日的 IS雖為維持正常運作而掙扎，但其威脅性仍在

且強，其原因分述如下： 

一、激進意識延續數代：英國「衛報」專訪時表示，伊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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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分子的威脅是持久的，在英國境內約有三千人接受

伊斯蘭激進意識的本土暴力分子，且於過去 3年中曾發

動 12件恐攻未遂案。 

二、不安及內戰仍滋養恐怖主義：伊拉克政府軍貪腐嚴重，

吃空缺、扣軍餉，士兵叛逃，人力不足，無法獨力作戰，

只得借重庫德族戰士、什葉派民兵及遜尼派部族戰士，

但各方的敵意及不和存在已久，歷經此次戰亂，益加難

解。 

三、川普政策弱化全球反恐聯盟：川普意外贏得美國第 45

任總統大選，任內將採行保護孤立主義，以美國本土為

優先，不再充當世界警察，緊縮海外反恐戰線龐大軍費，

勢將弱化全球反恐聯盟，帶給 IS等恐怖組織喘息及再起

機會。 

參、結語 

今日恐怖主義植基於意識形態，以無差別殺人為目標，「受

害人不確定性」是其最顯著特徵，已歸類於新興跨國犯罪，

預防之道除應加強國際合作以交換恐攻預警情資外，亦應在

推動新南向政策時考慮海盜、恐攻等威脅，將安全因素列入

評估變數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