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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

前言

我认识陈敏华老师已久，知道她社会学功底厚实，一直在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乐此不疲，意
趣盎然，持之以恒，成果迭出，为国际问题研究另辟蹊径，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研究风格。她不久前出
版的《问题、关系与行为》就是研究社会学视野中的世界变迁。《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
社会学视角》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精心修订而成的优秀专著，是作者多年来学术探索之路的硕
果。20世纪末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发展之一是该研究领域的社会学转向，强调国际体系以及行
为体在互动过程中的社会性建构，强调后验实践互动的结果，强调文化和观念的作用，强调国际社会
需要规则、制度、规范加以维系等等，这一切使得国际问题分析框架中广泛具有社会的成分，并给非
国家行为体带来了广泛的活动空间，也使得全球社会公共问题的共治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新
一轮国际关系理论论争、发展、创新中的亮点和特点。其实，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一直
占有一席之地，比起美国来，欧洲学界的社会学倾向持久而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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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社会学视角》全书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把中东
极端组织的行动视为一个“国际社会问题”和一个“完整的社会行动过程”，涉及到社会环境、社会
互动、行为过程和行为主体四项要素。作者运用社会学整体主义方法，论证这四项要素与暴力行动之
间的因果关系和建构关系，以及这四项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提出：中东极端组织之所以采用暴
力行动，是因为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中东地区处于相对边缘化和相对落后状态，并且成为美国
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和西方发达国家欲加以改造的对象。这里的广大民众，既看不到改善自身经济状况
、社会处境的希望，又不满意本国政府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作出
的各种妥协；因“共有知识”缺失导致的文化偏见和文化曲解，在双方互动中发展为文化敌意他们内
心不平和失望的感受日积月累，需要寻找宣泄的通道及出口。在具有偏执宗教激情，且一直觊觎政权
的极端组织领导层的诱导下，一部分人把造成中东地区相对边缘化和相对弱势身份的责任，完全归咎
于外部环境。同样是在这些极端组织领导层的教化下，愤懑和绝望的激进分子趋向极端。他们把暴力
手段纳入“合乎伊斯兰教法”的“圣战”范畴，铤而走险，采用自杀性袭击等暴力手段去报复与威慑
他们判定的“行动目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色列、中东国家现政权乃至无辜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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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敏华，博士、副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科点硕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上海大学文学
院社会学系，主要从事国际社会文化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同时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的社会心理
学教学工作。历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支部书记、社会科学研究院总支书记、副院长，现
任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 1996年冬季与1999年夏天，先后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学国际学术会议和
在东京召开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国际研讨会，分别递交论文并发言。著有《问题、关系与行为——
社会学视野中的世界变迁》一书。发表论文三十余篇、综述及译文十余篇。参与并完成教育部课题《
崛起的“大东盟”与现代中国》。目前承担校级科研项目《中东极端组织行为的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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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社会环境对中东极端组织的影响——各类冲突交汇导致的失望与愤懑第二章　经济环境：石
油利益冲突中的中东地区中东问题的研究者都知道，中东石油从来就不能被视为纯粹意义上的经济物
质，在大国的竞争和争夺中，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和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外来干预过程中，石油是中东
政局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考量，是地区和大国等各种力量都企盼利用的重要对象。石油资源是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交汇点，与此同时也是引起他们政策冲突的重要
原因。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尚未充分意识到之前，石油资源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最宝贵的
能源之一，他们一直为能够得到足够多的石油而进行全球战略布局。冷战结束以后，石油作为经济资
源和战略能源的价值，以及其包含的地缘政治意义更进一步凸显。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都已看到，美
国之所以积极插手中东，除了保证其盟国以色列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和输出西方“民主”以外，始终
怀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要保证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对西方的稳定供应。中东伊斯兰世界是拥有丰富
石油资源的地区，但它却在世界能源市场中长期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由
于各种内外矛盾的牵制，他们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而且，美国
关于控制石油的动机表白，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对此的理相距甚远，与中东极端组织的解读更是大相径
庭。涉及经济公平的石油利益，对中东伊斯兰世界造成了极大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的压力，使中东
乃至世界穆斯林倍感不满甚至愤怒，以下案例是极端分子汇愤的代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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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6年，笔者从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毕业，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前身为苏联问
题研究所）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20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探索一条用社会学视角研究国际
问题的新路径。不久前，笔者将部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现在又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补充拓展形成
本书。故此，本书可以被视为这条探索之路的阶段性小结。本选题缘起于“9·11”事件。2001年9
月11日，震惊全球的“9·11”事件发生以后，面对重新趋于活跃的恐怖活动，尽管国际舆论纷纷表示
谴责，但是也有部分公众和媒体对此表示同情，认为诸如“9·11”事件之类的暴力恐怖行动，是在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由于实力悬殊无力抗争而作出的无奈之举。西方则有观点把它
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联系起来，认为此类事件印证了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观点。美国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中东地区长期缺乏现代化的信仰和价值体系，致使恐怖活动在那里
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活动市场。关于如何应对中东极端组织的暴力恐怖活动，在国际社会中大致有
两种主张及对策。一种是“以暴制暴”加上“强行民主改造”，另一种是“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方
针。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大国主张动用武力在前，“民主制度”输出在后。但是，“以暴制暴”的单
边黩武政策和一厢情愿的“民主改造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相反却激起了暴力恐怖活动的剧烈
反弹和恶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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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战后中东极端组织行动研究:社会学视角》：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基地丛书。中东极端组织
行动的动机、目标与手段社会环境：各类冲突交汇导致的失望与愤懑社会互动：“共有知识”缺失导
致的文化敌意行为过程：极端观念内化导致的行为选择行为主体：“团体”特征与“集群”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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