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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构成重大威胁。“伊斯兰国”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其长期经营和精心谋划

的结果。“伊斯兰国”借助中东变局带来的动荡局势，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实

现了从弱到强的转变。本文从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两个方面分析了

“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原因。首先，“伊斯兰国”通过招募成员和筹措资金

获取了大量资源，大幅提升其实力。其次，“伊斯兰国”确立了严格的组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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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尽管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伊斯兰国”的发

展势头，但未能彻底摧毁其资源动员和策略选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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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东恐怖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特点。各种恐怖主义组织活

动能力日渐增强，中东恐怖主义呈现强劲反弹的趋势。① 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简称“ISIS”

或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简称“ISIL”，下称“伊斯兰国”），它已

崛起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② 不过，直到 2014 年 6 月 10

日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首府、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Mosul）被占领后，

“伊斯兰国”才为世人所知。该组织狂热地攻城掠地，其凶悍的战斗力曾一

度使伊拉克安全部队溃不成军。2014 年 6 月 29 日，该组织宣布建国。虽然中

东恐怖主义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但“伊斯兰国”的迅速壮大使那些即使

长期关注该地区的人们始料未及。“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突然崛起不仅使

伊拉克局势骤然紧张，也为中东安全局势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目前，学术界对“伊斯兰国”的认识比较模糊。鉴于此，本文拟考察“伊

斯兰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考察其招募成员、筹措

资金的能力和制定战略战术的能力。本文借鉴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方式，认

为“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原因在于其具备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

能力。以往学者们在分析中东恐怖主义产生原因时，多集中于国际体系（中

东地区局势、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反恐政策）和国家层面（该地区各国的宗教

冲突、民族矛盾、经济低迷、政治腐败、民生问题等），而较少关注恐怖主义

组织自身的发展。结构层次的分析虽为认识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提供了一种

视角，但也容易忽视恐怖主义组织自身的能动性。21 世纪以来，动荡的中东

局势是“伊斯兰国”产生和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然而“伊斯兰国”自身的能

动性却使其迅速实现了崛起。因此，从资源动员和策略选择两个方面分析“伊

斯兰国”崛起的原因，一方面有助于深入认识中东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另

一方面也可为遏制和消除恐怖主义提供政策参考。 

按照上述思路，文章主要考察“伊斯兰国”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伊

斯兰国”的资源动员能力，包括成员招募、资金获取两个方面的策略；同时

① 刘中民：《恐怖主义缘何在中东强劲反弹？》，载《社会观察》2014 年第 8 期，第 52
页。 
② 董漫远：《“伊斯兰国”崛起的影响及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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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斯兰国”的策略选择能力，包括军事战略、管理战略以及宣传策略加

以分析；最后指出国际社会应对“伊斯兰国”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一、“伊斯兰国”的产生与发展 

 

“伊斯兰国”的发展过程贯穿 21 世纪初至今的十几年，其产生与发展和

中东局势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2014 年 6 月初，攻占摩苏尔标志着“伊斯兰

国”的正式崛起，也标志着其作为一支独立的极端力量开始影响中东政局和

全球安全。自 1999 年出现“伊斯兰国”的雏形至今，可大体将其发展历程划

分为五个阶段：初步发展阶段、依托“基地”组织发展阶段、缓慢发展阶段、

发展壮大阶段和发展成熟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1999—2003 年） 

“伊斯兰国”可追溯到 1999 年约旦人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创

立的“团结圣战团”（Jamaat al-Tawhid wa’l-Jihad，简称“TWJ”）。① 该组织

信奉马蒂斯（Abu Mohammed al-Maqdisi 或 Isam Mohammad Tahir al-Barqawi）② 

的教义，采取暴力方式反对约旦政府和什叶派穆斯林。“团结圣战团”创立时

势单力薄，为扩大影响，扎卡维回到阿富汗与“基地”组织开始接触。然而，

本·拉登和扎瓦希里（Aiman al-Zawahiri）刻意与扎卡维保持一定的距离。在

此背景下，扎卡维在阿富汗西部创立了一所训练营，并建立了黎凡特武装（Jund 

al-Sham）。2001 年塔利班倒台后，扎卡维迫于压力离开阿富汗前往伊拉克，

要求加入“基地”组织。在美国入侵阿富汗但尚未入侵伊拉克期间（2001—

2003 年），扎卡维籍籍无名，为招募“圣战者”和为“团结圣战团”寻找落脚

点而游走于伊朗、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叙利亚和伊拉克逊尼派三角地带。③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扎卡维将组织更名为“一神教和圣战”（Monotheism 

and Jamaat al-Tawhid wa’l-Jihad），以此表达对推翻逊尼派萨达姆政权的不满，

① Aaron Y. Zelin, “The War between ISIS and al-Qaeda for Supremacy of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Research Notes, 2014, p. 1. 
② 马蒂斯是当时最著名的萨拉菲主义鼓吹者，扎卡维和马蒂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相识，参

见 Richard Barrett,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Soufan Group, 2014, p. 11。 
③ Zelin, “The War between ISIS and al-Qaeda for Supremacy of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p. 2. 

 
105 

                                                             



20 15 年    20 15 年 第 3 期 

并开始在伊拉克发动恐怖袭击。2003 年 8 月，他组织发动了对位于巴格达的

约旦大使馆、联合国驻伊拉克办事机构总部、纳杰夫（Najaf）的伊玛目阿里

清真寺和一个重要的什叶派圣地的袭击活动。① 整体而言，从 1999 年至 2003

年，“伊斯兰国”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力量十分有限。其主要活动区域从约

旦到阿富汗再到伊拉克，目标已由推翻约旦政府转变为反对美国。在这一阶

段，扎卡维试图借助“基地”组织的力量实现“伊斯兰国”的发展，但由于

本·拉登的猜忌，“伊斯兰国”并未成为“基地”组织的正式分支。 

（二）依附“基地”组织发展阶段（2004—2006 年）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的 2004 年 10 月，经过与“基地”组织近八个

月的谈判后，扎卡维将“团结圣战团”更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l-Qaeda in 

Iraq，简称“AQI”），宣布效忠“基地”组织。这标志着“伊斯兰国”进入了

依附“基地”组织发展的阶段。AQI 的成员大多是激进的伊拉克人，他们的

目标是和“基地”组织一起将美军赶出伊拉克。美国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的

数据显示，2006 年 AQI 的成员为 1 000 多人，远低于美国军方估计的 2 万—3

万人。② 尽管成员数量较少，但 AQI 在这一时期活动频繁。据统计，仅在 2007

年上半年，AQI 发动的袭击事件就占伊拉克境内袭击事件总数的 15%。其中，

2007 年 3 月 AQI 制造的伊北部泰勒阿费尔镇卡车炸弹袭击事件共造成 150 多

人死亡，成为自伊拉克战争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单次袭击事件。③ 

AQI 之所以能实现与“基地”组织的联合，除了共同目标一致外，主要

原因在于：第一，对于 AQI 而言，如何募集更多的资源以维持组织的运作成

为关系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扎卡维认为，与“基地”组织联合，有助

于 AQI 招募到更多的人员并募集到更多的资金。第二，对“基地”组织而言，

本·拉登迫于美国的军事压力，希望在躲避美国打击的同时继续领导伊拉克

圣战运动以保持其影响力，也试图将“基地”组织打造成伊拉克最活跃的圣

战阵线。在此背景下，“基地”组织同意了 AQI 的加入。由此可见，AQI 和“基

地”组织的联合是形势使然，两者均认为与对方联合对自己有利，且都想借

① Barrett, The Islamic State, p. 11. 
② Andrew Tilghman, “The Myth of AQI,” Washington Monthly, October 2007, http://www. 
washingtonmonthly.com/features/2007/0710.tilghman.html#Byline. 
③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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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对方的力量发展和壮大自己。不过，这种权宜关系维系了不到两年就开始

出现裂痕。导致分歧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基地”组织并不认同 AQI 的

行动策略。为了尽快扩大影响，AQI 经常针对行动目标实施残忍的斩首行为

并利用自杀式炸弹袭击什叶派宗教目标、什叶派平民等。尽管这使扎卡维“声

名鹊起”，甚至许多外国人也受其“感召”加入 AQI；① 但是 AQI 的行动策略

导致“基地”组织对其排斥。2005 年，本·拉登和扎瓦希里认为 AQI 不加区

别地袭击穆斯林将削弱“基地”组织的支持基础；同年 7 月，“基地”组织对

AQI 的担忧加深，并明确质疑扎卡维的战略。在扎卡维不顾“基地”组织的

屡次劝告继续袭击什叶派文化遗址后，其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开始破裂。② 

但是，这并未导致双方之间彻底决裂，它们的关系一直维系到 2013 年年底。 

（三）“伊斯兰国”缓慢发展时期（2006—2010 年） 

从 2006 年至 2011 年，在叙利亚出现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并引发内战之前，

AQI 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处于被压制状态。这些因素包括：美国的打击、

什叶派的反击、逊尼派伊拉克人的支持减弱和“基地”组织的猜疑等。因此，

在此阶段，“伊斯兰国”进入了缓慢发展时期。为了摆脱被压制的状态，该组

织对其武装力量、领导结构和组织目标进行了部分调整。2005 年年初，扎卡

维将几个团体合并，组建了“圣战军舒拉理事会”（Mujahedeen Shura Council）。

2006 年 1 月，扎卡维又将其他几个伊拉克叛乱派系和 AQI 合并，建立了“协

商委员会”（MajlisShura al-Mujahedin，简称“MSM”）；2006 年 6 月，扎卡维

在美军的空袭中被炸死后，MSM 选举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Abu 

Abdullah al-Rashid al Baghdadi）为该组织新的领导者，并选举阿布·阿尤布·马

斯里（Abu Ayyub al-Masri）为首席伊斯兰法学家。马斯里于 2006 年 10 月 15

日将 MSM 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简称“ISI”），其

中将“圣战军舒拉理事会”纳入其中。ISI 在反对美国的基础上，将其斗争目

标扩展至推翻中东地区亲美的“傀儡政权”，并致力于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地

域范围内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③ 此时的 ISI 虽然依旧是“基地”

① Zelin, “The War between ISIS and al-Qaeda for Supremacy of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p. 2. 
② Zachary Laub and Jonathan Masters,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Greater Syria,” Backgrounders, 
June 12, 2014, p. 2. 
③ 董漫远：《“伊斯兰国”崛起的影响及前景》，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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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一个分支，但 ISI 的领土野心日益引起后者的担忧。① 2006 年下半年，

随着大多数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接受马利基政府和美国领导的联盟对他们提

供的承诺和保护，ISI 逐渐失去了逊尼派伊拉克人的支持。实际上，伊拉克逊

尼派并不想成为“伊斯兰国”的一部分，他们仅将 ISI 视为一支平衡政府的力

量。② 虽然 ISI 进行了各方面的调整，但并未走出低迷状态。不仅如此，在

2010 年 4 月马斯里与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死后，包括“基地”

组织在内的中东恐怖主义力量均处于低迷状态。从这一时期开始，知名的恐

怖分子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被选为 ISI 新的领导

者，他试图通过发动残酷的汽车炸弹和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极端方式重振 ISI。 

（四）“伊斯兰国”发展壮大阶段（2011—2013 年） 

2011 年叙利亚乱局为 ISI 搭建了施展拳脚的舞台。通过参与叙利亚内战，

“伊斯兰国”逐渐摆脱了低迷状态，不断发展壮大。不过，ISI 在叙利亚内战

初期持观望态度，它将叙利亚内战视为对其以伊拉克为中心的关注焦点的分

散，为此甚至阻止其成员参与叙内战。但随着叙内战愈演愈烈并变得更为暴

力，ISI 最终同意其九名成员在阿卜·默罕默德·戈拉尼（Abu Mohammed 

al-Golani）的领导下赴叙利亚北部参加叙内战以推翻巴沙尔政权，并希望在叙

利亚实行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戈拉尼获得扎瓦希里的支持，包括从

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抽调人员帮助。这样，戈拉尼到处招兵买马，很快建立

了有效的作战力量。叙利亚内战吸引了世界上数以千计的战斗人员，其声势

掩盖了巴格达迪在伊拉克的活动，削弱了其地区影响力。为此，阿布·巴卡

尔·巴格达迪在重新评估其地区影响力的基础上，于 2013 年 4 月宣布戈拉尼

是其下属，并要求戈拉尼领导的“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 li Ahl 

al-Sham 或 the Support Front for the People of the Levant）与 ISI 合并。然而，

戈拉尼拒绝承认“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是 ISI 的分支，它只是“基地”组织

的分支。这一龃龉持续了数月。最后，扎瓦希里拒绝了 ISI 与“黎凡特人民支

持阵线”的合并，并要求巴格达迪将其活动局限在伊拉克境内，同时委任戈

拉尼为“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代理人。2013 年底，在叙境内活跃的多个极

端组织合并为“圣战军”（Mujahedeen Army），它们要求 ISI 放弃叙利亚的领

① Laub and Masters,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Greater Syria,” p. 2. 
② Ben Connable, “Defeating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Testimony, 2014,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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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并离开叙利亚，① 2014 年 2 月，扎瓦希里公开表示“基地”组织与“伊斯

兰国”没有任何联系，这标志着“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关系的彻底破

裂。 

（五）“伊斯兰国”的发展成熟阶段（2014 年至今） 

ISI 在叙利亚的长期经营使其实力大增，为其恢复和扩大在伊拉克的影响

奠定了基础。参加叙内战期间，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于 2013 年将 ISI 更

名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即“伊斯兰国”。参加叙内战不久，ISI 便

成为叙利亚反对派中的一支主导性力量。② 然而，在“圣战军”的压力下，“伊

斯兰国”不得不退出叙内战，并把立足点转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后来又

深入伊拉克北部。自此之后，“伊斯兰国”开始在伊拉克大肆活动。通过攻城

掠地，“伊斯兰国”极大地扩展了其影响。2014 年 6 月 29 日，巴格达迪自称

为哈里发。2014 年 7 月 4 日在摩苏尔的大清真寺，巴格达迪作为哈里发发表

了第一次演说。他表示其是遵循了伊斯兰学者的要求而接受哈里发这一头衔。

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以及攻占摩苏尔，为“伊斯兰国”带来了一段短暂的招

募高潮，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4 年 8 月 8 日，奥巴马政府

宣布对“伊斯兰国”进行空袭；9 月 11 日，奥巴马又宣布组建军事联盟共同

打击“伊斯兰国”。自 2014 年 9 月以来，在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中东多个

国家的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共同打击下，“伊斯兰国”的发展势

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到 2015 年年初，“伊斯兰国”已初具国家架构，在其

实际控制的省份按国家的方式实行管理。这表明“伊斯兰国”已经步入成熟

发展阶段。 

“伊斯兰国”从创立至今经历了初步发展阶段、依托“基地”组织发展

阶段、缓慢发展阶段、发展壮大阶段和发展成熟阶段。其发展历程表明，中

东地区的动荡局势为“伊斯兰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更重要的是，“伊斯兰国”从与“基地”组织的联合中得到了一定支持（包括

物资、人员和影响力），然后又通过参加叙利亚内战得到了人员上的扩充，并

使其初步具备了组织、军事、管理等各方面的能力。在撤回伊拉克，与伊拉

克安全部队对抗的过程中，“伊斯兰国”已发展为一个具有极强进攻能力的极

① Laub and Masters,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Greater Syria,” p. 3. 
② Barrett, The Islamic State, pp.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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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主义组织。由于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的持续，国际社会与观察者们在很

大程度上忽视了“伊斯兰国”的发展动向。下文将从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

择能力的视角，剖析“伊斯兰国”能够实现迅速崛起的原因。 

 
二、“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能力 

 

“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其具备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对于

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崛起，首先需要具备人、财、物等资

源。资源是进行社会冲突的必要准备，就此而言，资源的集合体是理解“伊

斯兰国”崛起的关键。① 具体而言，“伊斯兰国”在成员招募、资金筹措等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从而确保资源的持续供给，同时实现组织的强劲发展。② 

第一，成员招募。就成员结构而言，“伊斯兰国”并不是一个本土的恐怖

主义组织。其战斗人员主要由国内战斗人员和国外（除伊、叙两国）战斗人

员构成。其中“伊斯兰国”的国内战斗人员是其骨干成员，主要来自原“基

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和车臣伊斯兰武装，同时也吸纳了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

的“圣战者”，这部分人员的数量大约为 3 000 人。③ 不过，“伊斯兰国”的国

外战斗人员数量远远高于其国内战斗人员。到 2014 年底，“伊斯兰国”吸引

了 80 多个国家的外国武装人员为其效力，其中大多数是青年人，有的来自西

亚、北非各国，有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外国战斗人员已经成为“伊斯兰国”

战斗人员中的主导力量。关于“伊斯兰国”国外战斗人员的构成，各方统计

结果不太一致。美国民间信息机构“搜帆组织”（Soufan Group）统计显示，

截至 2014 年 6 月，已进入叙利亚并有可能加入“伊斯兰国”的西方国家参战

者大约是 3 000 人，其中法国 700 人、英国 400 人、德国 270 人、澳大利亚和

比利时各 250 人，美国至少有 70 人。④ 而美国中情局 2014 年 9 月的统计显

①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6, 1977, p. 1216. 
②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 54-56. 
③ 董漫远：《“伊斯兰国”崛起的影响及前景》，第 55 页。 
④ 王鸣鸣：《中东乱局下的仇恨与杀戮——“伊斯兰国”突起的原因及挑战》，载《当代

世界》2014 年第 10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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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能召集的人员在 2 万—3.1 万人之间，

超过 1.5 万外国战斗人员已抵达叙利亚，其中有 2 000 多名来自西方国家。①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的国际激进化和政治暴力研究中心

（ICSR）对参与“伊斯兰国”的外国战斗人员进行长时间的跟踪研究后，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加入“伊斯兰国”

的外国战斗人员总数为 20 730 人，这是自 1945 年以来极端组织在伊斯兰国家

动员的最大规模的人员。其中西欧国家的战斗人员增至 4 000 人，与 2013 年

12 月的统计数据相比，增加了一倍。② 就外国战斗人员地区分布而言，首先

是中东地区，它是“伊斯兰国”外国战斗人员最大来源地，总人数达 1.1 万人。

他们或从陆路经埃及抵达约旦和巴勒斯坦，或通过水路从地中海偷渡到达巴

勒斯坦，最后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其次是欧洲，大约有 4 000 人。他们

通过东南欧国家进入土耳其，然后从土、叙边界进入叙利亚。再次是中亚，

中亚五国均有一定数量的人员参加，总人数为 1 400 名左右。他们通过伊朗和

阿富汗两国前往伊、叙两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中国参加“伊斯兰国”的

人员数量也较多。此外，爱尔兰、瑞士、阿富汗、巴林、科索沃、科威特、

马其顿、新西兰、卡塔尔、塞尔维亚、索马里、乌克兰、阿联酋等国也均有

人员参加“伊斯兰国”，其中绝大部分国家的人员数量在 100 人以下。不过，

据伦敦大学的评估，5%—10%（约 1 000—2 000 人）的外籍战斗人员已经死

亡；10%—30%（2 000—6 000 人）的人员已离开冲突地区，一部分已经返回

各自的国家，还有部分人员暂时逗留在一些中转国。③ 据此可以推测，目前

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国战斗人员的实际数量大约为 1.2 万—1.7 万人。可

见，如果这些外国战斗人员继续效忠“伊斯兰国”，那么在未来数年内，“伊

斯兰国”无疑依然是全球“圣战”运动的主导力量。 

如此庞大的战斗人员数量反映了“伊斯兰国”高超的动员能力，其招募

成员的方式多种多样。就招募本国战斗人员而言，“伊斯兰国”发现，在伊拉

① Jim Sciutto, Jamie Crawford, and Chelsea J. Carter, “ISIS Can ‘Muster’ between 20 000 and 
31 500 Fighters, CIA Says,”CNN, September 12, 2014, http://edition.cnn.com/2014/09/11/world/ 
meast/isis-syria-iraq/index.html?hpt=hp_t1. 
② Peter R. Neumann, “Foreign Fighter Total in Syria/Iraq Now Exceeds 20,000; Surpasses 
Afghanistan Conflict in the1980s,” ICSR, January 26, 2015, http://icsr.info/2015/01/foreign- 
fighter-total-syriairaq-now-exceeds-20000-surpasses-Afgh-anistan-conflict-1980s/. 
③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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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逊尼派穆斯林相对于其他宗教派别的信徒更容易被吸纳进该组织。因为

逊尼派穆斯林不满马利基政府的政策，将其视为是什叶派对逊尼派的压制。

许多逊尼派穆斯林初期反对加入“伊斯兰国”，不过，由于马利基政府压制逊

尼派穆斯林的政策一直在持续，逊尼派穆斯林认为“伊斯兰国”是可信任的，

这些因素相结合共同驱使越来越多的逊尼派穆斯林参与或支持“伊斯兰国”。

此外，劫狱也是“伊斯兰国”招募成员的一种方式。2013 年 7 月 21 日，“伊

斯兰国”同时袭击了巴格达以西和以北的两所监狱，释放了包括“基地”组

织成员在内的 500 多名囚犯；2014 年 6 月 11 日，“伊斯兰国”攻占提克里特

市后也释放了数百名囚犯。这些囚犯或被迫或自愿为“伊斯兰国”作战。 

“伊斯兰国”综合运用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招募外国战斗人员。一方面，

“伊斯兰国”非常善于利用英文社交媒体发布各种宣传材料招聘成员，配备

专门的“网络营销”专家。部分欧美人就是通过在线社交网站加入“伊斯兰

国”的。占领摩苏尔之后，“伊斯兰国”在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上传

视频、发布声明，大力宣扬“伊斯兰国”如何实现建立一个持久哈里发国家

的目标。广泛的宣扬让“伊斯兰国”“声名远扬”，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

的成员。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在各地设立秘密组织网络，召集并引导外国

人员前往伊、叙两国。例如在东南亚，“伊斯兰国”秘密组织的成员为不少东

南亚国家和中国新疆极端分子提供伪造证件，以方便甚至带领他们到达土耳

其；在中亚，“伊斯兰国”逐渐活跃，不少中亚人或为了“圣战”，或为了谋

生等目的加入“伊斯兰国”。不过，多数人是被“伊斯兰国”在当地的招募小

组所宣传的意识形态所引诱而加入的。在此背景下，截至 2015 年 1 月底，中

亚五国参加“伊斯兰国”的人数达 1 400 人。① 而且，大部分参加“伊斯兰国”

的中亚人随组织活动，短期内返回中亚的意愿并不强烈。② 

第二，资金筹措。“伊斯兰国”需要庞大的经费维持组织的正常运转。按

照资金需要的轻重缓急，“伊斯兰国”能够合理安排其资金用途。首先，“伊

斯兰国”必须保证战斗所需的大量武器装备、弹药、后勤供应、通信设备和

实战培训等所需资金。其次，为战斗人员提供充足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对在

① Ibid. 
② 《“伊斯兰国”渗透中亚：中国战略后方变前线？》，西陆网，2015 年 2 月 12 日，

http://www.xilu.com/20150212/1000010000742056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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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控制区内结婚的成员更是一切从优。① 此外，“伊斯兰国”奖励表现出色的

成员、发放薪水、向阵亡成员的家属发放抚恤金等。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和

国籍，“伊斯兰国”为 3 万多名战斗人员每月发放 200 美元到 600 美元不等的

工资，还为他们提供免费住房。“伊斯兰国”为其成员提供了丰厚的福利，吸

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再次，“伊斯兰国”要为已占领城镇和乡村的民用设施和

管理人员支付费用，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在其控制区，“伊斯兰国”为当地民

众兴建和改造整套的城乡生活设施。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和战略意义重要的地

区，为了达到有效管控这些地区的目的，“伊斯兰国”更是不惜重金投入。除

此之外，“伊斯兰国”还为这些地方的管理人员支付管理费用，高级管理人员

每月可得到 300—2 000 美元不等的收入。最后，“伊斯兰国”为能更有效地开

展宣传，资助新闻媒体使用高科技为其宣传服务。尽管开销巨大，“伊斯兰国”

仍被认为是目前最富有的恐怖组织。据来自“伊斯兰国”成员住所的一份文

档显示，占领摩苏尔之前，“伊斯兰国”拥有大约 8.7 亿美元的现金和资产。

占领摩苏尔后，“伊斯兰国”袭击了摩苏尔的伊拉克中央银行，获得了 4 亿美

元的资金。② 据伊拉克情报机构估计，“伊斯兰国”约有 20 亿美元的资产。 

“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分为外部支援和内部筹措。过去“伊斯兰国”

的大部分资金来自约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政府的支援。伊朗政府也

曾通过秘密渠道为 AQI 提供资金以反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不过，近年来，

“伊斯兰国”外部资金的来源已经由上述各国政府逐渐转移到海湾国家的个

人和慈善组织。“天课”（Zakat）是穆斯林每年一次的慈善捐款方式，主要扶

助对象是贫困的穆斯林群体。然而，出于对“伊斯兰国”的认同与同情，他

们将部分捐款用于资助“伊斯兰国”。尽管慈善组织受到当地和国际社会的严

格监控，但他们组织隐蔽的人员网络，以支持“圣战”的名义向富人索要捐

款。另据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消息，“伊斯兰国”

主动利用海湾国家相对开放的银行系统为其转移资金。当存入这些银行的资

金被“伊斯兰国”提走时，银行的监控系统并不会向银行发出警报。“伊斯兰

① 《“伊斯兰国”缘何“剿而不灭”》，新华网，2015 年 2 月 2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 
world/2015-02/27/c_127523414.htm。 
② Lina Khatib, “What the Takeover of Mosul Means for ISI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e 12, 2014,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6/12/what-takeover- 
of-mosul-means-for-isis/hd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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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是利用海湾国家银行的系统漏洞，并在这些银行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结

算业务之际，采取迂回方式取走资金。① 

尽管如此，“伊斯兰国”的大部分资金仍主要通过内部筹措获得，② 包括

石油收入、犯罪收入和强征强收。首先，石油收入是“伊斯兰国”最主要的

收入方式。“伊斯兰国”控制了许多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重要油田，包括 60%的

叙利亚石油，这为其提供了巨大的石油财富。③ 据估计，叙利亚和伊拉克被

占领区的石油产出为每天 3 万—8 万桶，如果以每桶 20—50 美元的价格出售，

“伊斯兰国”每天可获得 200 万—400 万美元的收入。其次，“伊斯兰国”还

通过走私、勒索、倒卖文物、绑架等犯罪手段获得部分收入。随着全球油价

的下跌，“伊斯兰国”加大了对历史古迹和文物的搜刮，将其走私到文物黑市

倒卖，甚至直接与国际军火走私商联系，将文物换成自行火炮、轻重机枪等。

联合国报告显示，仅 2014 年，“伊斯兰国”就通过绑架等方式获取了 4 500 万

美元赎金。④ “伊斯兰国”还洗劫什叶派、基督徒、政府支持者等与“伊斯

兰国”对立的个人和团体的财物。再次，强征强收。“伊斯兰国”掠夺杂货铺、

工厂和牧场，向大型能源公司、通信公司、水利公司等收取“保护费”。在其

所控制的地区，“伊斯兰国”向每个成年男子征收 720 美元的人头税。另据报

道，每辆进入摩苏尔的大卡车必须缴纳 400 美元，小型货运车 100 或 50 美元。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通过占领主要交通干线来敲诈过往司机。⑤ 最

后，战利品所得。“伊斯兰国”从被控制地区的国营或私营厂矿企业、银行、

博物馆等获得大量的文物珠宝以及农田作物和畜牧资源。⑥ 

根据以上考察可以发现，与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相比，“伊斯兰国”突出的

特点是成员较多，资金充裕。这表明“伊斯兰国”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

这是“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伊斯兰国”在人员招募

和资金筹措方面均有诸多不足之处。在人员招募上，以外国战斗人员为主体

① Haytham Mouzahem, “How Islamic State Gets Its Cash,” Middle East Eye, March 19, 2015, 
http://www.middleeasteye.net/column-s/how-isis-gets-cash-39592257. 
② Ibid. 
③ Laub and Masters,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Greater Syria,” p. 2. 
④ 《“伊斯兰国”渗透中亚：中国战略后方变前线？》，西陆网，2015 年 2 月 12 日，

http://www.xilu.com/20150212/1000010000742056_3.html。 
⑤ 董漫远：《“伊斯兰国”崛起的影响及前景》，第 55 页。 
⑥ 《“伊斯兰国”渗透中亚：中国战略后方变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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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构成潜藏着一定风险。各国普遍担心“伊斯兰国”回流人员会对本国

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也加大了对参加“伊斯兰国”的本国人员的监控和拦截。

进入伊、叙两国的外国战斗人员的数量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时，石油生

产设备需要常规的技术维护，且易成为军事联盟的空袭目标。在军事联盟打

击和全球油价下跌的背景下，“伊斯兰国”石油收入已经大幅减少。① 

 
三、“伊斯兰国”的策略选择能力 

 

“伊斯兰国”不仅具备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而且拥有一定的策略选择

能力。它将宗教激进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旨在建立单一

的伊斯兰国家。② 为此，“伊斯兰国”制定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通过军

事征服控制一定面积的领土；第二步通过建立“国家”进一步扩大影响。在

此战略之下，“伊斯兰国”还制定了包括宣传策略在内的许多具体策略。目前，

“伊斯兰国”在军事征服、管理“国家”、扩大宣传等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 

在军事征服方面，“伊斯兰国”将其控制下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领土视为

未来“国家”领土的一部分。这些领土通过持续的军事“扩张”所得，扩张

逐渐变成“伊斯兰国”最重要的原则、目标和战略。③ 因此，“伊斯兰国”将

“持续和扩大”（lasting and expanding）作为其进行军事征服的动员口号。从

2014 年起，“伊斯兰国”在军事“扩张战略”的指引下坚持“开疆辟土”。2014

年 1 月，“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安巴尔省（Al-Anbar）拉马迪（Ramadi）、费

卢杰（Fallujah）、卡尔马（Karma）；6 月 10 日，攻占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首

府摩苏尔；6 月 11 日，攻陷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6 月 21 日，攻占伊拉

克边境小镇加伊姆（Qaim）；到 2014 年 7 月，“伊斯兰国”完全控制了叙利亚

的拉卡（Raqqa）和阿勒波（Aleppo），并直接管控这些省的司法、教育、救

助、宗教和基础设施。同时，还不同程度地控制着哈塞克省（al-Hasaka）、霍

① “Pentagon: Oil is no Longer ISIS’ Main Source of Income,” Al Arabiya, February 5, 2015, 
http://english.alarabiya.net/en/news/middle-east/2015/02/05/Pentagon-oil-is-no-longer-ISIS-main
-source-of-income-.html. 
② Barrett, The Islamic State, p. 18. 
③ “ISIS on Offense in Iraq,” Al-Monitor, June 2014,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security/ 
2014/06/syria-iraq-isisinvasio-ns-streng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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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斯省（Homs）和代尔祖尔省（Deir ez-Zour）。① 8 月 24 日，“伊斯兰国”攻

占叙利亚拉卡省的塔布卡空军基地，彻底控制了拉卡省；2014 年 10 月以来，

“伊斯兰国”不遗余力地抢占叙利亚边境小镇科巴尼。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

“伊斯兰国”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协调性，特别是其仅以 800 多人就攻占

了摩苏尔，足以证明其高效的军事能力。 

“伊斯兰国”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的原因在于其熟练运用战略战术。从

进攻的方向来看，“伊斯兰国”先深入伊拉克中部，占领了巴格达北部的几个

城市，然后沿着底格里斯河一路北上攻占摩苏尔。此后，着手攻占底格里斯

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部分区域，随后又沿着幼发拉底河向北推进，跨过叙

利亚，最后占领拉卡，并“定都”拉卡。从其控制领土的地理范围来看，“伊

斯兰国”实际控制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地区及两河之间的部分地

区，不过尚未完全控制整个两河流域。整体而言，“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呈

条带状，因此《纽约时报》2014 年 8 月 20 日称，“伊斯兰国”看起来更像一

条条道路网络。② 从进攻的策略来看，“伊斯兰国”在具体操作中会灵活选择

和运用恐怖主义、叛乱、袭击、斩首、集体处决、种族清洗等军事策略。一

般情况下，“伊斯兰国”首先通过恐怖手段“软化”其目标。其次，向目标地

的居民和防卫力量重点渗透，以在进攻之前控制一部分地区。最后，尽可能

争取当地部落武装的支持并对其余部分发动进攻。③ 尽管“伊斯兰国”扬言

要在五年之内占领西亚、北非、中非和中国新疆等地，但其目前军事扩张的

重点依然是攻占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更多领土。虽然约旦和黎巴嫩国内也都有

“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但“伊斯兰国”尚未打算进入这些地区。 

“伊斯兰国”的管理战略集中体现为，致力于在占领地区树立完美形象

以赢得民众支持。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宣称要提供一种与腐败无能的阿萨

德政权不同的替代方案。在伊拉克，“伊斯兰国”利用逊尼派伊拉克人对什叶

派主导的政府的不满，依靠逊尼派部落的支持，设立部落事务机构处理所占

① Charles C. Caris and Samuel Reynolds, ISIS Governance in Syria,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2014. 
② Kathy Gilsinan, “The Many Ways to Map the Islamic ‘State’,” The Atlantic, August 27, 2014,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4/08/the-many-ways-to-map-the-islamic-st
ate/379196/. 
③ Barrett, The Islamic State,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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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内的安全问题、财产纠纷、资源分配等。在所有占领的领土内，“伊斯兰

国”以省为单位委任人员进行管理。对于那些对其世界观有异议的人和反对

派，“伊斯兰国”则执行“零容忍”政策，并构建非正式网络和安全机构以确

保其权威不受任何挑战。① 然而，“伊斯兰国”扰乱正常生活秩序、强推着装

和行为规范、粗暴惩罚犯罪等行为，使人们更多出于恐惧而非自愿选择服从。 

拉卡是“伊斯兰国”“首都”，其治理状况最能反映“伊斯兰国”的“治

国策”。“伊斯兰国”在拉卡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治理系统，涵盖宗教、教育、

司法、安全、慈善、基础设施项目等各个领域。“伊斯兰国”一般将治理系统

分为管理系统和服务系统。管理系统主要负责安全、宗教政策的宣传和执行，

法院和惩罚，教育计划、公共关系和部落事务。服务系统负责卫生、人道主

义援助，食物供给、道路清洁、水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维护。“伊斯兰国”

对其领土的治理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首先建立宣传中心和初级法院，在军

事上巩固之后，“伊斯兰国”一般会制定宗教政策、严格的惩罚制度和教育体

制，配备专职人员并投入一定的资金。当“伊斯兰国”完全控制领土时，通

常会扩大提供服务的范围，扩展至修复下水道、水管和电路等。“伊斯兰国”

也尝试接管诸如阿勒波省的大坝和火力发电厂等较大的工业设施。此外，“伊

斯兰国”还出版英文杂志 Dabiq，宣传其在管理穆斯林的宗教事务和政治生活

方面取得的成就。总之，“伊斯兰国”自视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管理者。② 

此外，“伊斯兰国”也高度重视宣传战略，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与其他

极端组织相比，“伊斯兰国”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早

在 2012 年，“伊斯兰国”就在推特上开设了自己的账户——“喜讯的黎明”（The 

Dawn of Glad Tidings），用阿拉伯语在该平台上宣传和发布相关信息。当用户

申请成为“喜讯的黎明”的好友时，就默许“伊斯兰国”向自己的账户发布

推特信息。这使“伊斯兰国”的推特账户好友多达数百甚至数千个，为“伊

斯兰国”营造了一种受欢迎的氛围。此外，包括 Facebook、Twitter、YouTube

和 WhatsApp 等在内的多个社交网站都有“伊斯兰国”的存在。这些活动都在

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这需要“伊斯兰国”具备较强的舆论塑造能力。为

此，“伊斯兰国”任命了一名负责媒体宣传的专职人员——阿布·埃米尔·沙

① Barrett, The Islamic State, pp. 41-42. 
② Caris and Reynolds, ISIS Governance in Syria,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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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Abu Amr al-Shami），他控制着一支由作家、博客主和社交媒体监督者组

成的信息工作队伍。他们一方面雇用市场营销、公关和视频制作领域的专家

以确保上传信息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教授人们避开政府网络审查的方法。① 

经过在诸多社交网站的长期经营，“伊斯兰国”最终建立了广泛、有效的网络

宣传平台，进一步提高了组织的宣传能力。 

“伊斯兰国”的社交网络直接为其军事目标和资源获取服务，其社会效

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树立“伊斯兰国”值得信赖的信念。“伊斯

兰国”每次在叙利亚占领村庄后，都会利用社交网络宣传和鼓吹其胜利，以

展现“伊斯兰国”的强大力量。二是招募成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占领摩苏

尔之后，“伊斯兰国”通过社交媒介发布了大量视频、声明，大力宣扬“伊斯

兰国”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不少人在其煽动下加入了“伊斯兰国”。② 三

是塑造自我形象。“伊斯兰国”社交专家的手段非常高明。他们既能利用网络

技术获取推特用户的电子邮箱向他们发送宣传资料，也善于利用温情攻势，

在社交平台上努力营造人畜无害的形象，比如发布“圣战”士兵与小动物的

温馨合影，消除潜在支持者的抗拒感。③ 此外，“伊斯兰国”还上传血腥的视

频传播恐怖情绪。2014 年 9月 2 日，“伊斯兰国”公布了杀死美国记者史蒂文·索

特洛夫的视频；10 月 3 日，发布了斩首英国人阿兰·亨宁的视频；11 月 16

日又上传了处死美国人彼得·爱德华·卡西格和斩首 15 名叙利亚军事人员的

视频。此举意在使叙利亚和伊拉克本地居民及武装人员产生恐怖心理，迫使

他们放弃抵抗。此外，也向西方国家传递其抵抗到底的决心。 

不论是军事战略、管理战略还是宣传策略，“伊斯兰国”都通过其高度集

权化的、具有严格等级制的组织制定和实施（见图 1）。④ “伊斯兰国”的组

织结构可分为四个层级。最高领导层是哈里发，由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

担任。他宣称，哈里发是“伊斯兰国”和世界上所有萨拉菲主义者的哈里发。

第二领导层是巴格达迪的地区代理人，包括伊拉克头目法迪勒·艾哈迈德·阿

① David Wallace, “ISIS: Terror Has Gone Social,” Infographic Journal, August 21, 2014, 
http://infographicjour-nal.com/isis-terror-has-gone-social/. 
② Khatib, “What the Takeover of Mosul Means for ISIS”. 
③ 叶敖：《社交网络上的恐怖阴影》，和讯网，2014 年 9 月 25 日，http://news.hexun.com/ 
2014-09-25/168844680.html。 
④ Barrett, The Islamic State, pp.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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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杜拉·海亚里（Fadil Ahmad Abdallah al-Hayyali）（“伊斯兰国”二号人物）

和叙利亚头目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Anbari）。两人都是前伊拉克复

兴党的成员。这两个领导层是“伊斯兰国”的决策层，巴格达迪和他的两名

高级顾问制定组织的战略目标，决定何时何地发起行动。第三领导层由舒拉

议会（The Shura Council）和沙里亚委员会（The Sharia Council）构成。舒拉

议会以阿梅利（Abu Arkan al-Ameri）为首，有 9—11 名成员，其主要任务是

将决策层的命令传达至具体的指挥官，以确保任务的完成。沙里亚委员会由

巴格达迪亲自监管，是“伊斯兰国”最有权力的机构，其职责是在宗教事务

委员会的协助下选举哈里发、执行伊斯兰教法、制定宗教政策和奖罚措施、

监督意识形态等。“伊斯兰国”特别重视伊斯兰法学者，因为后者可以赋予其

合法性。在舒拉议会和沙里亚委员会之下又分为 6 个具体的事务委员会，包

括负责巴格达迪的人身安全和挫败任何反对巴格达迪企图的安全与情报委员

会，负责发动战役夺取领土和保卫已占领土的军事委员会、负责监管“伊斯

兰国”各省民众的地方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及媒体委员会。

财务委员会和媒体委员会还负责共同照顾战斗人员及其家属。 

 

 

 

 

 

 

 

 

 

 

 

图 1“伊斯兰国”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Barrett, The Islamic State, pp.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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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伊斯兰国”在严密的领导体制下制定了明确的军事战略、管理战

略和宣传策略。在这些战略、策略的指导下，“伊斯兰国”一方面通过军事征

服不断获取领土；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国家”进一步扩大其影响。但是，在

实际运作过程中，“伊斯兰国”的军事战略、管理战略和宣传策略都暴露出一

些问题。军事策略过于残忍血腥，对其形象造成诸多负面影响。管理战略虽

然严密，但事实上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反叛。凡是参加“伊斯兰国”的外国

人员，必须宣誓效忠“伊斯兰国”。一旦被发现试图离开，他们就会被“伊斯

兰国”视为叛徒，遭到监禁、拷打甚至面临斩首的威胁。“伊斯兰国”处决的

外逃人员达数百人，而且“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成立一支“宪兵队”，专门搜

捕试图返回或逃跑的外国武装人员。① 宣传策略欺骗性强且教义吸引力不强，

部分外国战斗人员一度被“伊斯兰国”的宣传所诱导。但参加“伊斯兰国”

后，这些战斗人员往往发现自己面对的现实与其参加的初衷存在较大反差，

因此试图逃离伊、叙两国。 

 
余论：国际社会应对措施的不足 

 

本文梳理了“伊斯兰国”的产生与发展历程，重点考察了“伊斯兰国”

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笔者认为，中东地区长期的动荡局势是“伊

斯兰国”产生的重要结构性原因，而“伊斯兰国”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

其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伊斯兰国”崛起后，对中东政局造

成了重大的冲击与影响，也促使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的活跃期。② 

为了遏制与消灭“伊斯兰国”，从 2014 年 9 月起，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联

盟开始联合打击“伊斯兰国”。尽管美国早已意识到切断“伊斯兰国”资金链

与阻止外国战斗人员的参加至关重要，③ 但是在行动初期，以军事打击为主

① 《“伊斯兰国”组织处决百名外国“变节者”》，新华网，2014 年 12 月 2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22/c_127324183.htm。 
② 王雷：《“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兴起与中东政治变迁》，载《亚非纵横》2014 年第 6 期，

第 11 页。 
③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ISIL, 
September 10,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9/10/remarks-president- 
barack-obama-address-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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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伊斯兰国”资源动员能力的削弱。不过，西方

各国很快意识到这一问题。特别是进入 2015 年后，西方国家将应对“伊斯兰

国”的策略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军事手段与经济手段并举。为此，西方国

家将空袭的重点放在“伊斯兰国”的石油设施上，同时加强对“伊斯兰国”

金融交易的监管，取缔其非法资金流动，并清查与“伊斯兰国”有牵扯的国

际金融往来等。此外，各国均加强了对出入境人员的监控，以切断本国人员

参加“伊斯兰国”的通道。2014 年 9 月 24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

号召各国采取措施以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造成的威胁。在此号召下，

各国均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伊斯兰国”

迅猛的发展势头，但仍未能彻底摧毁其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主要

原因如下： 

第一，“伊斯兰国”的资金筹措渠道隐蔽化。石油收入不再是“伊斯兰国”

的主要收入来源。① 这是因为军事打击摧毁了“伊斯兰国”在伊、叙两国的

石油生产设施，且全球石油价格下跌也使黑市油价下降。在此背景下，“伊斯

兰国”将筹措资金的渠道转移至灰色收入、现金交易和非常规银行体系。其

资金来源更加多元，仅凭借传统的金融手段无法渗透到该系统中。② 第二，

如前文所述的几项评估显示，“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数量事实上呈上升态势，

且尚未找到有效手段阻止外国战斗人员参加“伊斯兰国”。由此可见，“伊斯

兰国”对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仍有较强的吸引力。而且为了招募更多的成员，

“伊斯兰国”放宽了成员招募程序，加强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人员招募，

并在两国建立了 46 处训练营。③ 第三，尽管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和安全部队

近日解放了北部尼尼微省多个村庄，并已推进至距摩苏尔市中心不足 20 公里

的地区，但“伊斯兰国”仍然控制着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及伊、叙两国

大面积的土地。即使已解放了一些地方，但另一些地方又落入“伊斯兰国”

之手。第四，在持续的战斗中，“伊斯兰国”的军事战略与管理战略均得到一

① “Pentagon: Oil is no Longer ISIS’ Main Source of Income”. 
② 董春岭：《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链：美国的金融“暗战”》，载《世界知识》2015
年第 1 期。 
③ 《“伊斯兰国”放宽招募审核大举扩军》，新华网，2014 年 11 月 6 日，http://news.xinhuanet. 
com/mil/2014-11/26/c_127250713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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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提高。“伊斯兰国”并没有被反恐联盟的空袭吓退，反而采取了诸多风

险规避措施，因而快速地适应了新形势。例如尽可能避免其武装人员大规模

集结在一起，遭遇进攻时让车队分散而行，且面临空袭时能够快速分散战斗

人员躲避战机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斯兰国”对其控制区的管理越来越细

化，它的管理已深入控制区的各个方面，包括从水电管道、医院等基础设施

的建设到日常生活秩序的维护等。因此，将“伊斯兰国”彻底赶出伊叙两国

仍然面临较大困难。 

鉴于此，除了继续军事打击外，西方国家应着力继续削弱“伊斯兰国”

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策略选择能力，尤其是资源动员能力，因为资源是“伊斯

兰国”实施军事战略、管理战略和宣传策略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国际社会

应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各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力度，禁止一切与“伊斯兰国”

有关的国际金融业务；加强情报收集，发动伊、叙两国群众的力量，鼓励他

们举报“伊斯兰国”的非法交易活动；在“伊斯兰国”非法交易活动频繁的

地区，广泛部署快速反应人员，及时挫败其交易活动。另一方面，投入更多

资源，例如在伊、叙两国设立国际秘密调查小组等，以跟踪、监控在外战斗

人员的一切活动及其发展趋势。各国政府不仅要允许安全机构在潜在战斗人

员外出之前切断其出境计划，而且要组织多重拦截防线。需要有针对性地在

边境和各国人员前往（或返回）伊叙两国的重要通道上，布置专门的国际监

控和拦截机构。此外，政府也应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引渡在外人员回国，以瓦

解“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今后如不能彻底摧毁“伊斯兰国”的资源动员

能力，那么“伊斯兰国”无疑将依然是全球“圣战”运动的主导力量。 

 

[收稿日期：2015-01-28] 

[修回日期：2015-02-13] 

[责任编辑：樊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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