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化非国家行为体对区域安全 的威胁及治理
——基于私营军事公司和极端主义恐怖组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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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私营军事公司

是雇 佣军的继承者 ， 以信仰意识

形态为掩饰的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是动荡地 区的 非 国 家武力持有

者 ，两者都是军事化的特殊非 国

家行为体 。 私营军事公司和极端

主义恐怖组织因冲突 外包和安全

私有化而成为 区域安全威胁 。 对

军事化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和应

对需要依照他们的行为模式 ， 切

断动源 、 完善法律 、阻断 资金链

条 、隔绝两者联系 。 政治力 量应

集 中在容易被介人地区的不安定

根源 ， 其中关键在于提升动荡地

区的国家 能力 ， 援助执政府进行

国家建设 ＊ 而不是盲 目推翻现有

政治结构 ，培植搜局者 。

【关键词 】 军事化非 国家行

为体 ，私营军事公 司 ，极端主义恐

怖组织 ， 冲突外包 ，安全私有化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ＴｈｅＰｒ ｉｖａｔｅＭｉ
ｌ
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ｐ ａｎ ｙ
ｉｓｔ

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 ｒｏｆｍｅｒｃｅｎａ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ｒ ｅｌｉｇ
ｉｏｕｓｅｘ ｔｒ ｅｍｉ ｓｔ ｔｅｒ ？

ｒｏｒｉｓｔ
ｇ

ｒｏｕｐ
ｉｓ ｔｈｅ ｎｏｓｔａ ｔｅｍｉｌｉ ｔ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ｈｏｌｄ ｅｒ ．Ｂｏｔｈ

ａｒｅｍｉ ｌ
ｉ
ｔａｒｉｚｅｄｎ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ａｃｔｏｒｓ ．
Ｃｏｎｆｌ ｉｃ ｔａｎｄｒｅｂｅｌｌ

ｉ
ｏｎ

ｅｎ
ｇａｇ

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ｉ
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ｎｏｎ
－

ｓｔ ａ ｔｅ ａｃ ｔｏｒｓｉｎ
？

ｔ ｉｍｉ
ｄａｔｅ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ｔｈｒｏｕｇ
ｈｏｕ ｔｓｏｕｒｃｅｄｗａ ｒａｎｄ

ｍａｋ ｉｎｇｔｈｅｐｒ ｏｔｅｃｔ ｉｏｎｆｕｎｃ ｔｉ
ｏｎｓｗｈｉ

ｃｈｓｈｏｕ ｌ
ｄｂｅ

ｐｒ ｏｖｉｄｅｄｂ
ｙ

ｓｔａｔ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ｐｒ ｉｖａｔ ｉｚ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ａ


ｃｏｍ

？

ｐ
ａｒ

ｉ
ｓ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ａｃ ｔｏ ｒｓ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

ａｔ ｔｅ ｒｎｓ ，ｔｈｅ
ｇｏ

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ｇｉｏ 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ｈｏｕ ｌｄｃｏｎｃｅｎｔ ｒａｔｅｏｎ

ｂｕｉｌ 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ａ

ｃ ｉｔ
ｙ
ｂ
ｙ
ｍｅａｎｓｏｆｍｏｎｉ ｔｏｒ ｉｎ

ｇ
ｅｘｔｒｅｍ

？

ｉｓｍ ｔ ｉｍ
ｐ
ｒｏｖ

ｉ
ｎ
ｇ

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 ｒｉｓｔｆｉｎａｎｃ ｉ

ｎ
ｇ

ｒａｔｈ ｅｒｔｈａｎ ｆｏｓｔ ｅｒｉｎ
ｇ

ｒｅｂｅｌ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ｉ
ｎ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ｉＫｅ
ｙ
Ｗｏｒｄｓ！Ｍｉｌ ｉｔａｒ ｉｚｅｄＮｏｎ ｓｔａｔ ｅＡｃ ｔｏｒ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 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ＰＭＣｓ

，Ｅｘｔｒｅｍ ｉｓ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Ｇ ｒｏｕｐ ，

Ｏｕｔ ｓｏｕｒｃｅｄ Ｗａｒ
，
Ｐｒｉ ｖａ ｔｉ ｚｉｎ

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

（项 目编号 ： １ ６ＺＤＡ０９６ ）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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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 十一辑

“

非 国家
”

是指不同于主权民族国家 ，也不强调 国家归属 的涉政治 团

队 。 军事化 的 非 国 家行为 体是指持 有武装 的 非 常规
“

非政府 组织
”

（ＮＧＯ ） ，他们和普通非政府组织和跨国非 国家行为体最大的不同在于他

们不以 和平交往为主要表达方式 ， 他们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 ，是地区安全

的真实威胁 。 军事化的非 国家行为体 以私营军事公司 和恐怖组织为典

型 ，后者近年来尤以极端主义背景 的恐怖组织最为受人关注 。

私营军事公司被视为是 当前世界安全私有化的表现 ，极端主义的恐

怖组织是全球化条件下宗教复兴的负 面产物 。 随着美 国在其主导的
“

全

球反恐战争
”

的深人 ，美国政府将伊拉克和 阿富汗等动荡地区的部分安全

以及军事支持工作进行了外包 。
？这些安全类项 目外包的承包者是私营军

事公司 ，有的称私营安保公司 。 私营军事公司 从美国政府手中承担业务

后在那些 目 的地国非常活跃 。

私营军事公司和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在 冲突 、 内 战频发地区有
一定的

活动空间 。 他们在不稳定区域的资源汲取行为对安全造成了多重威胁 ，

需要符合时代 、地域和文化特性的治理思路 。 本文认为能够打破国家军

事垄断的军事化非国家行为体 ，其理性行为逻辑在驱动 、法律关系 、资金

来源 、行动方式 、交互联系等方面影响 着区域安全 ，对他们的治理需要从

上述方面分别应对 ，最终 以提升动荡地 区的国家能力来防 止外部军事力

量渗人 。

一

、 威胁地 区安全的特殊非 国 家行为体

全球交往 日盛的时代 ，非 国家行为体在传统政治的军事领域愈加深

入地参与跨境冲突 ，影响着地区局势 ，威胁着地区安全 。 积极介人政治性

话题的宗教群体赋予传统局限于私人领域的宗教更多 的公共性身份 。 宗

教进人世界政治舞台 的副产品是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对宗教在群体动 员和

组织成员效忠性方面优势的利用 。 当政府不再能给国家和 国 民提供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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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化非 国 家行为体对 区域 安全的 威胁及治理

的保护 ，暴力将不再 由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所垄断 。 非本国 的非国

家行为体得以染指安全力量缺失的权力真空地区 ，成为提供安全的替代

者和竞争者 。 从威胁地区安全的角度 ， 持有武装的军事化非 国家行为体

中 ，私营军事公司和极端主义恐怖组织与 冲突性互动的关联性更为密切 。

（
一

） 私 营军事公司

私营军事公司 （ Ｐｒｉｖａｔ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①是历史上的雇佣军在新

时期的更新形式 。 私营军事公司是雇佣军的成功转型 。
？乐观者认为对于

全球的国家军队 、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群体来说 ，私营军事公司是不可或缺

的 。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私营军事公司
一类经营范围是受 民间雇佣 ，保护

民间企业和个人的矿产 、财物 、生命不受武装分子侵害 ，此类活动属于安

保范围 。 但私营军事公司的另
一

类经营范 围就是参与武装冲突和军事战

争 。
？在战争频仍的地区 ， 民间承包商正在取代国家军事部门 ，行使对国家

而言最重要的安全功能 。 私营军事公司 的业务范 围包括后勤运输 、培训

战斗人员 、提供并维护武器系统 、重建基础设施 ，更敏感的 还涉及参与对

羁押人员 的审讯 ，包括对恐怖分子的审讯 ，是向承包 目 的地供给静态安全

和动态安全 。

虽然私营军事公司和漫长人类文明史 中各种合约部队有很大程度的

重合 ，但仍与历史上的雇佣军有差异 。 《 日 内瓦公约 》明确反对雇佣军 ，但

是调整业务和人员构成之后私营军事公司事实上行走在国际条约 的灰色

地带 。 以组织人员构成为例 ，私营军事公司 的成员不仅配备战斗人员 ，还

包含相 当比例的 民事雇员和技术平民员工 。 当前的私营军事公司在保有

传统的战斗业务以外 ，也提供比如军事情报收集 、 战争策划 、军事培训等

非直接参与 冲突的服务 ，并在组织外宣时强调非冲突领域 的内容 。 尽管

①有研究支持更细化地区分私营 军事公司 ，应分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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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且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如此 ，许多研究？仍然认为换了名 字的军事公司并没有改变其雇佣军的实

质内涵 ，至少组织主体根本就是雇佣军 ，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是对合法制

度的挑战 。

目前活跃的私营军事公司多来 自 美国 、英国 、南非 、法国 、
以色列等国

家 ， 比如美国的
“

军事职业资源公 司
’’

（Ｍｉｌ ｉｔａｒ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英国 的
“

国 际沙线
’’

（ Ｓａｎｄ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 ） ，南非的
“

执行结

果
＂

（Ｅｘｅｃｕｔ ｉｖｅ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 ） 。 这些国家私营军事公司 的兴盛 ，结构性原因是

他们可以帮助政府绕开 国会进行跨境军事干涉 、 维持已 撤军地区更隐蔽

的军事存在 ，是大国对地区控制力 的保存和保护 ，是对军事输出 国 国 内反

战情绪的规避 。

（ 二 ） 持有武装 的极端主义恐怖组 织

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出现的时代和结构背景与宗教复苏有关 。 更具体

地说 ，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国际宗教运动始于政治伊斯兰的兴起 、宗教右

翼的政治觉醒和解放神学三个宗教思想 的发展 。 而昭示着宗教的国际政

治 回 归是伊斯兰革命 、苏东剧变和
“

９？
１ １

”

三个历史事件 。

？常见 的研究认

为极端主义利用了宗教 ： 虽然宗教教义 的区 别不至于成为诉诸暴力 的根

源 ，但它们有可能被政治家利用来增强或降低冲突 的风险 。

③宗教思想的

强势复兴让政治领导者意识到他们必须尊重选民 的宗教虔诚情况 ， 而不

论国家在法律上是否要求保持严格回避宗教 的世俗政治体系 。 政界如果

对政教分离传统在社会的渗透度过度信任 ，将会阻碍宗教变化及时反馈

到政治领域 ，也会忽视宗教在政治领域的真实参与 ，从而造成在宗教政治

化问题上应对迟缓 。

恐怖主义 的主体处于 不断变化演化过程 中 ，早期恐怖组织多与 制造

恐怖环境和气氛 ，动摇政权 ，推翻现行政府相联系 ，常与革命有重合 。 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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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事化非 国 家行为 体对 区域 安全的威胁及治理

新世纪以来独立运动恐怖组织已经不再
“

主流
”

，而以
“

基地组织
”

和
“

伊斯

兰国
”

为代表的极端主义恐怖组织承担了大多数对恐怖主义的责难 。
２０１７

年 ４月 １０ 日西班牙寻求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巴斯克地区独立建国的

分裂武装埃塔组织宣布完全解除武装 。 之前 ，２０１１ 年 １ ０ 月埃塔就已经宣布

实现永久停火 。 曾经武力争取独立的北爱独立运动也已不再有军事活动 。

不同于 ２０世纪的分离主义恐怖组织 ，

“

伊斯兰国
”

曾拥有类国家的政

治结构 、领土以及完整军队 ，在组织招募和凝聚忠诚的原则和形式上有浓

厚的宗教内涵 。 尽管在多国联合打击下逐渐走向式微 ，但
“

伊斯兰 国
”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造成世界政治极大不安 ，并且遗留的问题将持续蔓延 。 边境

黏连与极端主义的建国努力存在覆盖关系 。 寻求建立实体宗教王 国的极

端主义恐怖组织对周边 国家而言都是威胁 。 按照约瑟夫 ？ 奈 （ ＪｏｓｅｐｈＳ ．

Ｎｙｅ）的归纳 ， 目前最吸引政界关注的
“

伊斯兰国
”

由三个部分组成 ：跨 国恐

怖主义组织 、雏形国家 （ ｐｒｏ ｔｏ＾

ｓｔａｔｅ） 和基于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 。
？

“

伊斯

兰国
”

掀起的冲突也就往往同时兼具恐怖袭击 、建
“

国
”

护
“

国
”

和宣教排除

异端的三重意义 。

正是认识到伊斯兰反恐不可 回避的重要宗教因 素 ，
２０ 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沙特宣布组建被视为
“

穆斯林北约
”

的
“

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
”

，该军事联

盟反恐行动之
一就是邀请宗教学者来参与消除极端主义的影响 。

与因雇佣而破坏区域安全的私营军事公司不 同 ，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是在理性基础上主动选择参与冲 突和战争 ，通过暴力扩大所在群体的影

响力 ，实现那些以宗教为动源之名 的政治收益 ；而私营军事公司是
“

待租

的枪炮
”

？
，是凭借冲突 的外包而带来安全的私有化和战争的私有化 。

二
、 冲 突外 包和安全私有化

从雇佣军演化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变化源于冷战结束的 时代原因 ，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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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有了两极直接军事髙张力对峙 ， 原有 由超级强 国提供的军事空 间 出 现真

空 ，而裁军之后空置的军事人员 和武器装备都面 临寻找新运作领域的 问

题。 军事真空和闲置的军事设备 、 军事人员 随着全球私有化浪潮成为全

球经济新 自 由主义盛行下的次生产品 。

我国学界对雇佣军的早期认知还有很大 的疏离感 。
①随着 《黑水 ：世

界最强大雇佣军的崛起 》书 中详述的？黑水安保咨询公司在伊拉克战争

中辱尸事件引来外界关注到
“

安全市场化
”

③现象 。 客观地说 ，我国对极

端主义恐怖组织的认知 同样有
一

定 的疏离感 。 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威胁

到领土安全的 ，但从国 内宗教事件外溢为 国际性宗教冲突所带来的结构

变化来看 ，宗教并非天然地具备分裂性 ， 因为分裂行为实 际上是 以 另一

种方式追求群体聚合 。 引 发武装冲突 和战争 的宗教分裂与宗教挂钩 只

是表象 ，本质是信仰以外的 因素干预和异化的结果 。 从打破国家的 武力

垄断角度来看 ，极端主 义影响下 的恐怖组织武装也符合安全私有化 的

语境 。

（
一

） 冲 突外包

冲突外包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
“

掠夺经济
＂

（ ｐｌｕｎ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的
一部

分 ，其背后的经济驱动力常见于资源汲取 ，是发达国家维持和升级资源所

在地的冲突来抢夺动荡地区的能源矿产的所有权或经营权 。
？跨国公司雇

佣私营军事公司来保护 自 己 的采矿特许权 。 民营跨国公司依赖私营军事

公司提供安全保护 ，发达 国家政府也愿意借助私营军事公司 的军事介人

去维持发达国家在资源丰厚但政治动荡地区 的丰厚利益 。 单纯逐利而不

遵守道德惯例的私营军事公司甚至会接受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的雇佣 ，帮

助提升极端主义恐怖组织的战斗能力 。

新 自 由主义对待军事化的特殊非 国家行为体的立场是允许经济地位

①阎文虎 ： 《论国外雇佣军对我 国安全的影响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 第

７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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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化非 国 家行 为体对 区域安全的 威胁及治理

类似可变利益实体的私营军事公司获得法律规制下的发展空间 ，而用
“

白

天组织
”？反击 、打击 、管制 、压制持有武器的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防止恐怖

主义扩散 ，其初衷是保护人权 ，尊重 国际人道主义 。

国际社会反对雇佣军的立场非常明确 ，以 １９８５ 年生效 、被 ２７ 个非洲

国家签署的 《非洲消除雇佣军公约 》 （ Ａ
／
Ｗｃａｒａ Ｃｏｎ ｖｗｆ ｉｏ／ ｉ

／ｏｒ

ｏ／Ｍｅｒｃｅｎａｒ／ｅｓ ）为例 ， 国际条约认为政府有责任约束雇佣军行为 ， 政

治党派也不应该支持雇佣军 。

？对私营军事公司的 态度则较为模糊和微

妙 。 ２００８ 年多国签署的《蒙特勒文件ＫＭｏＷｒｅ ｔｕ： ＤｏｃＭｍｅｎＯ 总结了武装

冲突期间各国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公司 营业方面的 国际法律义务

和 良好惯例 ，是规范 、 监管私营军事安保公司行为的 国际规制 ，尽管并不

具法律约束力 ，但是对缔约 国而言 ， 毕竟有 了监督相关行为体遵守情况

和确保问责的制度 。 国际规制的基本态度是抑制私营军事和安保服务

公司行动的冲 突外包业 务 ，强调安全私有化意义上 的国 家保护能力 的

补充 。

（
二 ） 安全私有化

冷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 ， 民营公司 、
非政府组织等国际行为体 ，越来

越多地转向市场寻求安全力量 ，而不是求助于国家军事体系 。 私营军事

公司能够实现安全私有化归 因于两个向度上的安全需求变化 ： 自 上而下

的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主动将安全功能外包 ， 国家以下层面的 国际行为体

当安全公共产品缺失时 自发补充安全赤字的努力 。

？私营军事公司也就有

了市场和生存空间 。 私营军事企业在安全私有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于有

利于军事 、安保领域的科技化 、专业化 ，正面使用有保护生命安全的意义 。

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对控制 区域的治下居民提供 的也是安全 ， 是正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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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 际关系评论第二十
一

辑

军事力量没有触及地域的替代防卫 ，但这种安全不论是能力还是合法性

都是脆弱的 。

私营军事公司和雇佣军的资金来源常得益于政府 的私下行为 ，许多

破坏 、 蹂躏 部落人 权 的雇 佣军 ， 比 如 印 度境 内 的
“

和平 行 动
’’

（ Ｓａｌ
ｗａ

Ｊｕｄｕｍ ）是 国家出 资并加 以武装 的 ， 是 国家将垄断 的暴力转让给私营公

司 ，是国家 自 愿的安全私有化的 行为 。
？军事化的 非 国家行为体不是本

地民兵组织 ，是与 冲突方无直接关系 的军事团体 。 没有 私营军事公 司

外衣包裹 的雇佣军身份是摇摆的 ， 与海外 战士有重合 ， 也与恐怖主义

有重合 。

私营安保公司在
一个地区的崛起和活 跃能够从侧面证 明该 国家沦

为政治结构坍塌 、失序和碎片化的失败国家 。 政府丧失对 国家的控制能

力之后 ，雇佣私营军事公司武力 保护资源矿产说明在统治者看来 ， 保护

贵重资源的安全顺位高于保护 国 民 。 只需要通过保护 国家最重要的 资

源客观上就能够保护统治者的统治 。

②往往是国家的政治首脑为绕过该

国国家军事力量而与独立安全力量签约 ，要求私营军事公司提供对矿产

等利润丰富的资源进行保护 ，确保特定个人或集 团可 以直接强有力地控

制 国 内资源 。 比如塞拉利 昂 因为总统政令无法有效到达国家各地 ， 因而

雇佣南非军事公司来保护本 国钻石矿产 ，保证开发的利益都能到达特定

群体 。
＠私营军事公司也是被在塞拉利 昂 钻石矿 吸引 ， 主动接触潜在客

户 。

？私营军事公司在非洲低烈度的 国 内冲突 中的存在对战略矿产有关键

影响力 。

安全私有化 、安全市场化与 民主和平发展状况 、 冲突后 国家建设都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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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化非 国家行为 体对 区 域安全的威＊及治理

切相关 。

？新 自 由 主义的全球化为私营军事公司 提供了市场机会 ， 弥补了

崩溃国家造成的安全隐患 。 依靠制度逻辑 ，
安全的秩序被重新分配来控

制权力 ，这种再分配 由 发达国家发挥作用 。 但是私有化的安全力量是不

能与 国家所提供的长期性安全相比的 。 美 国对新 自 由 主义的坚持导致非

洲 的不安面被暴露给雇佣军 。 冲突外包和安全私有化都是私营军事公司

和军事化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卷人地区政治动荡而引发的乱象 。
？不管是私

营军事公司还是武装化的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都不是冲突后 国家建设的

可靠安全供给者 ，相反会导致冲突机会的增长 。

三
、 私 营军事公 司 和极端主义

恐怖组织的 比较

当前各种势力在慢性不安全区 （Ｚｏｎｅｓ ｏｆｃｈｒｏｎ ｉｃ ｉｎ 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③和战争

区域的斗争持续地反抗着全球秩序 。 思想上 ，原教 旨主义 、 民粹主义 以及

针对资本主义和 自 由 主义现代化的道德批判都是反全球秩序力量 的
一

部

分 ，都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变迁中的道德相 对主义 。
④但是这些势力无法

形成统一的对外发声的聚合实体力量 。 私营军事公司 和极端主义恐怖组

织在这场时代变革中是少见 的高调的实体力 量 ，
是强硬的武力使用者 。

从事普通商业行为的跨国企业是中性的可变利益实体 ， 是国际交往 中常

规的非 国家行为体 。 下表是将可变利益实体作为 中性参照 ，对军事化的

非国家行为体 、私营军事公司和极端主义恐怖组织行为模式的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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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模式 比较

可变利益实体 私营军事公司 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驱动 经济收益 经济收益 、技术进步 意识形态 、政治叛乱

法律关系

规避本国经济政策

控制 ， 自 主选择所

受的法律限制

接受本 国 的 法 律制

约 ，受到相关 国际法

的指导

建立新的法律关系

资金来源 商业行为 雇佣关系
犯罪 、洗钱 、恐怖主义

融资

行动方式
成本收益衡量下的

经济利益最大化

提高军事科技含量 。

安保 和参 战 。 降 低

成本

低成本的不确定攻击

为主 ， 以 高成本武器

为恐吓手段

彼此联系

（交集 ）

洗钱
不排除使用恐怖主义

手段
可雇佣前两者

后果
本国国民经济利益

流失

政治行政能力之外制

造战争顽疾
不安定之源

外部力量

引导的

基本趋势

鼓励 合 法 的商 业

活动

降低 冲 突 推动 者色

彩 ，推崇
“

企业责任
”

，

维和补充

消 减 极端 主义 影响

力 ， 武力消灭

治理和

应对方向
支持 管制 打击

资料来源 ：作者 自 制 。

（
一

） 驱 动

可变利益实体的驱动是经济利益 ，私营军事公司在逐利驱动之外 ， 还

强调 自 身在职业军事领域技术进步的驱动 。 军事化的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的驱动则要复杂得多 。 比如
“

伊斯兰 国
”

的驱动包含复兴哈里发国 、建立不

同的政体国家制度 、对外输 出极端主义文化 、争取运转国家所需的物质支

持等等 ， 在硬政治 、软政治 、意识形态和心理认知上都有涉及。

全球社会的道德相对化的现实允许
“

基地
”

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依赖

世界各地阴暗角 落里的 同情心 ，通过同情者 ，戏剧化地扩大影响力 和潜

力 。 地缘上的距离和传统文化的隔阂并不是信仰人群的 聚合障碍 。 然而

极端主义者能够影响的信仰群体 ，有强烈的带有传教热情的沟通意愿 ，但

对于另
一个不同宗派的群体而言 ，这种过于热情的拓展心灵疆域 的行为

２２６



■ 军事化非 国家行为 体对 区域安全的 威游及治理

会强化异质性 ，反而破坏合作的土壤 。

恐怖主义是
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 ，

至少包含三个看似不同 的阶

段 ： 被推动卷人参与 ；参与 明确的恐怖主义活动 ；可能导致随后 的非激进

化的脱离 。

①即便具体的某个恐怖组织 、恐怖分子失败了 ，但仍然会给追随

者留下潜在的心理后遗症 ， 这个变化可能是非激进化但也可能是更加极

端化 。 反恐要结合恐怖组织阶段性的心理特征 ，特别在脱离阶段避免衍

生为新的心理驱动 。

需要区别的是世俗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只是利用宗教作为其合法性的来

源 ，又或者将宗教作为进行国际动员 的意识形态资源 。 世俗化的极端主义

恐怖组织被认为较为灵活 ， 制度上比较松散 ，规模上较为庞大 ，但是由 于其

实用主义的策略 ，这些组织的凝聚力不够强 ，成员不够虔诚 ，战斗力也因此

受到削弱 。 宗教在组织化程度 、忠诚度上的优势对恐怖组织有巨大的吸引

力 。 量化恐怖主义团体和非恐怖主义的对照研究表 明集团隶属关系 和权

力动机意象基于意识形态的恐怖组织在群体归属动机意象中 明显高于对

照组 ，这些结果强调 了群体动员在恐怖主义团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
？另

一组恐怖主义持续时间 的生存分析量化研究也支持宗教重要性的观点 。

这组研究的样本包括 １９７０ 年到 ２００７ 年期间的 ３６７ 个恐怖组织 。 这些恐

怖组织群体生存 的决定因 素包括他们的策略 、 规模 、 思想基础 、经营地域

和作战基地特色 。 研究的结论是如果恐怖主义组织规模较大 、 攻击方式

多样化 ， 以宗教信仰为主要思想基础 ， 而不是长期 的政治 目 标 ，恐怖主义

组织运行得更好 ，尤其以在中东和非洲的运作为典型 。

？但是对于军事化

的极端主义恐怖组织而言 ，宗教方面的收益并不是真正的利益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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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且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二 ） 法律关 系

可变利益实体跨国公司 为 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往往选择规

避本国经济政策和相关法律的控制 ，选择在经济政策更为宽松的地区接

受该地的法律管辖 。 私营军事公司主要在发达国家注册 ，服从注册国的

法律管制 ， 国际法层面主要 由 《蒙特勒文件 》为代表的国 际规制进行指导 ，

但国际法对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没有足够的惩罚力 。 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不服从现存的法律关 系 ，试图建立起
一

套新的法律体系 。 国际法对于恐

怖组织只有以何种方式反恐的探讨 ， 比如是否使用武力 、如何反对恐怖组

织融资 ，对消除恐怖组织则是国际法的共识 。

从法治的角度来看 ，雇佣军也好 ，后起的私营军事公司也好 ，都游离

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 私营军事公司 的暴力行为是刑事行为 ，属 于有组织

犯罪 ，是被介人国家的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 但另
一

方面 ， 因为许多公司雇

员是前战斗人员 ，这些前战斗人员原本可能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这些人因

私营军事公司的雇佣而被纳入有组织的监管中来 ，对他们的所在国 而言

有融人社会的正面作用 。

（三 ） 资金来源

常规跨国企业的资金来源是商业行为 ，私营军事公司 的资金来 自雇

用行为和军事相关产品开发 。 极端主义恐怖组织的 自 主财务支持来源多

为非法资金 ， 比如国际毒品贸易 、军火走私 、人 口贩卖 ，等等 。 研究表 明 ，非

法药物生产和鸦片 、 可卡 因 的批发价格是跨 国和国 内恐怖主义袭击的重

要正 向预测因子 ，而毒品作物根除和毒 品截 留是恐怖主义的重大负 向预

测因子 。 鉴于此 ，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 ， 国际禁毒政策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打击恐

怖主义 ，阻止和根除 国家内部和跨国恐怖主义活动 。
①

恐怖组织的外部资金来源多为那些对在恐怖组织所在特定地域有特

殊兴趣的外国组织 ， 这些资金常会装饰 以人道主义组织资助的伪装 。 比

如科索沃 从塞尔维亚争取独 立期间 ，科索沃解放军 （ＫｏｓｏｖｏＬ
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用来 自 沙特 、科威特原教 旨主义背景组织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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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化非 国 家行 为体对 区域安全的 威胁及治理

成反抗部队 。

？比如 巴勒斯坦政府
“

袍道者基金
”

（Ｍａｒ ｔｙｒｓＦｕｎｄ）资助本地
“

圣战者
”

家属 。 据报道 ，近 ５００万名 巴勒斯坦难民散落在约旦 、黎巴嫩 、叙

利亚以至西欧 。 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是极端主义恐怖组织的潜在招募对象 。

成本上看 ，恐怖主义袭击的主流形式都是低成本的 。 利益驱使下 ，能

够施行恐怖行为的团体其组织性 、武力能力 等专业技能也都始终在极大

提升 ，雇佣化程度加深 。 那些长期 以来就不具备有效政府行使行政能力

的 国家内恐怖组织更是如此 。

？
自杀性爆炸 、劫机 、挟持人质都不需要很高

的购买成本 ， 即便购买常规性武器 ，也有成熟的市场和足够的资金支持 ，

并不需要庞大的战略规划成本 。 与恐怖主义袭击想造成和能够造成的外

界严重持续性的不安全感相比 ，恐怖主义者的
“

收益
”

远远超过成本 。

一方

面是恐怖组织有资金支持可以雇佣专业性很强的私营军事公司 ， 另
一方

面是他们 自 己 的技术能力也在提升 。

（ 四 ） 行动方式

跨国企业的行动方式基本是成本收益权衡下 的经济利 益最大化 ，私

营军事公司的行动是安保和直接参战两个主要方 向 ，并追求提高军事方

面的科技水平同时降低成本 。 同是来 自境外的暴力行为者 ，需要区别 的

是雇佣军 、私营军事公司和受
“

圣战
”

观念影响而被招募的海外军事志愿

者 。 托马斯 ？ 艾格海默 （ＴｈｏｍａｓＨｅ
ｇｇ

ｈａｍｍｅｒ ）划定了 四个判定
“

海外战

士
”

的标准 ： （ １ ）参与有限领土内 的暴力叛乱 ； （ ２ ）不具备冲突发生或者交战

方国家的公民身份 ；
（３ ）不隶属于任何官方军事组织 ；

（４ ）无报酬 。
③同时符

合这四个标准才是海外战士。 依艾格海默 的观点 ，海外战士 只参与固定

地区内部的冲突 ， 而不是在全球范围挑起恐怖袭击 ，从而与国 际恐怖分子

区别开来 。 至于雇佣军 、 私营军事公司则 因收取报酬 的特质而与 其他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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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力 团体区分开来 。

全球交往手段的提升让恐怖组织指导着境外 同情者如何最好地服务

于组织的利益 ，却不必访问恐怖组织实际的军事训练营 ，甚至不需要直接

与基地组织对话 。 恐怖主义组织也许在本土的外观有些随意和不起眼 ，

但依靠特定的组织培训手册 、音频 、视频录像 、互联网聊天论坛 ，能建立起

全球性联系 。 那些包括女性在内 的受蛊惑的年轻人 ，可能与任何恐怖组

织没有正式接触 ，但他们可以通过仔细研究其网络知识库并对认定 的敌

人进行恐怖袭击 ，成为恐怖组织的虚拟合作伙伴 。 美 国 的执法调查发现

了恐怖组织成熟的
“

企业家
”

网络 ，潜伏在欧洲和北美的许多主要城市 。

①

恐怖组织仿效了跨 国企业的 运作逻辑 ， 在发达国家本土安插起分支 代

理人 。

需要警惕的是极端主义恐怖组织的慈善行为 。 即便是忙于挑起战乱

的恐怖组织有时也会投人大量资源进行社会工作 ，特别是以慈善和 ＮＧＯ

的外衣掩盖进行恐怖投资 。

？恐怖组织的慈善行为没有偏离其意识形态的

追求 ，是为了宣传其事业 ， 以提高 民众的支持 。

从技术手段上来看 ，恐怖主义近年有杀手本土化 、武器轻便化 的变

化 。 哪怕是ＷＭＤ规模有小型化的趋势 ，从而更增加了恐怖组织拥有核

武器的可能性 。 成熟恐怖主义构筑起低成本策略 ，绑架 、劫持人质 、 劫机 、

爆炸袭击都是如此 。 然而这些低成本的恐怖主义行为却可以持续制造着

周 而复始的不安全感 ， 持有高成本武器的可能性恐吓着周 围加 深了不安

全感。 私营军事公司 同样可 以藉由 支持恐怖主义行为塑造政府行政能力

无法触及的特定区域 。

（五 ） 彼此联 系

拥有合法身份的可变利益实体可能被恐怖主义组织雇佣作为洗钱的

工具 。 对私营军事公司和极端主义组织普遍行为 的彼此联系的分析 ，应

剔除政治动机 、
意识形态动机和宗教动机 ，集 中于犯罪 、雇佣等无政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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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化非 国 家行为 体对区 域安全的 威胁及治理

义的经济性行为去无限贴近客观 。

？恐怖袭击是反政府群体常常选择的攻

击手段 。 与恐怖组织大多数情况下 比较粗放的暴力使用能力相 比 ，雇佣

军和雇佣军身份的继承者私营军事公司对军用武器的掌握能力和技术水

平要高很多 。 但是 ，恐怖袭击也同样是私营军事公司 的重要的有效暴力

手段 。 比如因为哥伦 比亚政府对国 内 控制能力有限 ，雇佣军曾经在哥伦

比亚大量使用绑架的恐怖主义手段 。

一方面是私营军事公司存在被恐怖组织雇佣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尽

管有争议 ，但国际层面慢慢接受甚至推动私营军事公司作为联合 国维和

力量的补充来介人动乱地区 ，

？增强联合国的作用 ，缓解 国际维和力量的

不足 ，前提是强化私营军事公司在保卫和平方面的
“

企业责任
”

。

（六 ） 后果

可变利益实体躲避本 国经济管制 的行为 ， 比如避税会导致本国 国 民

经济利益的流失 。 极端主义恐怖组织是国 内政治和 国际政治不安定的搅

局者 ，破坏的是思想 、心理 、制度 、法律结构 ，争夺实体领土的尝试更是将冲

突程度上升到了 战争 。 过去在莫桑比克 、安哥拉和阿富汗 ，私营军事公司

已经承担起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保护重建和援助活动的责任 。 但同样是

为 了重建的努力 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伊拉克使用私营军事公司却陷人

了 困境 。 广泛的私营部 门参与重建伊拉克 ， 除了扩大援助活动 ， 意味着私

营军事公司的使用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 。 导致的后果是文职和军事活动

之间 的界限正变得模糊不清 ，这给人道主义援助带来了新的危险 。 私营

军事公司的安全功能应仅作为整体安全响应的
一

部分进行讨论 ，而不是

作为提供援助和主导重建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 。 私营军事公司 在非政府

组织参与的重建活动中与冲突加剧之间存在正相关 。 所以重建工作需要

区分他们对和平的贡献和为了和平所做的军事行动的消极暴力后果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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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且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为私营军事公司的军事干预与人道主义援助之间的混乱 ，雇佣军事化组

织需要了解当地居民的看法 ，依照本地认知作为组织分析的起点 。

对外部力量而言 ，可期待的未来引导趋势是鼓励可变利益实体合法

的商业活动 ，降低私营军事公司冲突推动者的色彩 ，推崇他们在和平领域

的
“

企业责任
”

，消减极端主义影响力 ，不惜动用武力 消灭恐怖组织 。 简言

之 ，基本支持常规商业行为 ， 管制 私营军事公司破坏安全 的冲 突参与行

为 ，坚决打击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

四 、 应对和治理建议

对军事化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和应对需要依照他们的行为模式 ， 切

断动源 、完善法律 、阻断资金链条 、 隔绝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和私营军事公

司 的联系 。 反极端主义的合作亟待全球性团结 ， 既要保护多元主义宗教

文化 自 由 ，又要避免因惩罚极端主义暴力而滋生新的暴力 循环 。 维护边

境安全 ，减少冲突外包 ，依靠国际机制进行全球层面 的治理 ，依靠反恐 、消

除雇佣军条约 。 对冲突后地区 的国家建设需引 人多种援助来源 ，稀释恐

怖组织在乱局中 的重建行为和慈善行为 ，避免恐怖主义借此进行新
一轮

宣传 。

恐怖主义行为表面是
“

非常的
”

，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却反驳

即便 自杀式恐怖主义也符合理性选择模式 ，至少从激励反应不力 、偏离狭

隘的 自身利益和理性预期的失败三种产生恐怖主义行为 的感情来看 ，对

恐怖主义的理性应持有
一

种客观的中间立场 。
①威慑仍然是

一个可行的反

恐战略 ，但偏离理性预期的激进的恐怖分子会增加威慑的难度 ，降低威慑

的有效性 。

在法律方面对军事化非 国家行为体的治理需要完善限制雇佣军性质

的私营军事公司方面的国 内法律和 国际法律 ，建立多元的国 际反恐机制 ，

既在联合 国框架下促进反恐全球合作 ，也推进地区性的反恐合作 ，实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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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化 非 国 家行为 体对区域 安全 的威胁及 治 理

国家行为体去军事化 。 规制雇佣军和私营安保公 司的国际公约有 《禁止

雇佣军活动法 》 、 《蒙特勒文件 》 、 《私营安保公司 国际行为守则 》 、 《关于规

制 、
监督和监控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 国际公约草案 》

， 国 内 层面美国 、南

非 、英 国等国制定了一些在规制海外军事援助 、控制武器出 口 、 反对侵害

海外人权等方面能够监管控制私营军事安保公司海外行为的 国 内法律法

规 。 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 ，对私营军事公司的法律涉及内容和效果上都

还有很大的修订和完善空 间 。 联合国框架下针对反恐的法律文书有 《制

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的国 际公约 》 、 《联合国打击跨 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 、

《反对劫持人质 国际公约 》 、《消 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 》 、 《消除 国际恐怖

主义措施 》、 《消除 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的宣言 》 、安理会 １３７３ 号决议等

等 ，但未覆盖恐怖主义行为的各个方面 ，也没有对恐怖主义的统
一

定义和

反恐的统一标准 ，常常需要平衡军事反恐和干涉内政 。

在阻断资金链条方面 ，首先要 区分 向恐怖主义注资方是决定成为
一

个积极的恐怖主义者 、支持恐怖分子还是 出于对反恐政策的逆反 。

？第一

种情况的资金来源方应被纳人军事反恐的对象 ，后 面两种情况才是经济

领域反恐的内涵 。 各国和 国际社会采取有限的措施来处理恐怖主义融资

问题 。 资金仍通过国家发起人 ，慈善机构和犯罪活动抵达恐怖主义集团 。

在阿富汗 、沙特阿拉伯 、 巴基斯坦 、伊朗等地 ， 恐怖主义融资仍然是
一

个巨

大的 问题 。 尽管有反恐怖主义金融制度 ， 比如 Ｇ２０ 的反恐融资议程 ， 但仍

然存在监管和执法方面的重大差距 。 处理恐怖主义的财政问题要有 以 国

际合作落实更细致的金融战略 ，对富有国家国 内金融部 门进行监管 ， 冻结

恐怖组织资金库 ，对走私和高价商品流动抱有警惕 ，加强联合国支持的反

恐怖主义执法和惩罚力度 。
？在动荡地区要迅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 以提

供社会服务来破坏恐怖组织附属的慈善机构 。 要剥夺恐怖主义的经济资

源还需要消减恐怖组织从受影响地区吸取财富的资源汲取行为 。

隔绝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和私营军事公司 的联系要打破他们 的行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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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且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

式 。 恐怖主义威胁从来不是一个地区就可以 清除的工作 。 曾经发生巴厘

岛爆炸事件的东南亚国家的反恐能力正在提高 ，减少 了近期该地区恐怖

主义者对西方 目标发生重大攻击的可能 。 然而 ， 印度尼西亚的圣战理念

已经扎根 ，而该地区最大的恐怖主义组织
“

伊斯兰祈祷团
”

既重视冲突也

重视重建 ，其成员是其他极端主义恐怖群体的重要招募对象 。

①信息共享

在跨国反恐方面极为重要 。 如果能够通过控制企业帮助恐怖组织洗钱和

融资 ，切断 了恐怖主义的经济来源 ，那么极端主义恐怖组织也没有足够的

能力去雇佣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私营军事公司 ，而能够坚守
“

企业责任
”

的

私营军事公司不该采用恐怖主义手段 ，也不该承接恐怖组织的雇佣业务 。

高度活跃的恐怖主义组织往往和持续的 内战相联系 。
？针对军事化非

国家行为体造成的区域安全威胁 ，结构性治理是阻止不安定的根本 ，切断

混乱滋生的土壤 ，关键在于提升所在 国家的国家能力 ，援助执政府帮助培

养塑造 国家能力 ，而不是扶持推翻现有政治结构 ，培植揽局者 。

尽管我国国 内还没有私营军事公司的军事介人 ，但是随着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的推进和深化 ， 中 国的海外利益将与私营军事公司的服务内容

和打击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密切相关 。 治理军事化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威

胁 ，屏蔽极端主义对中 国的渗透 ，在合乎法律的前提下 ， 中国 走出去的企

业和项 目在海外合理运用私营军事公司的武装保护 、后勤运输 、情报咨询

和安全培训功能 ，才是符合中国长远 国家发展的实践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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