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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興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崛起效應，不僅升高中東區

域衝突情勢，博科聖地（Boko Haram）在西非勢力日增，也

誘發阿富汗塔里班勢力捲土重來。甚至，引發歐盟分裂，除

了對敘利亞政府與難民問題產生歧異，也加劇英國「脫歐」、

土耳其「入歐」、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獨立等議題複雜程度。

從而輿論普遍伴隨著明哲保身的政治效應，以為我國與國際

社會因無端捲入美國反恐行動，反而成為恐怖襲擊目標。事

實上，這種效應更加說明，吾人有重新認識恐怖襲擊特性與

反恐情勢之必要性。 

 

新興暴力恐怖主義襲擊趨勢 

2015 年11 月13 日，法國巴黎市連續發生槍擊和爆炸恐怖

襲擊事件，所造成之生命財產損失，使之成為自美國911 事

件以來最嚴重之恐怖襲擊事件。國際新興恐怖組織「伊斯蘭 

國」，宣稱此次連環襲擊「目標是事前精心選擇」，法國「繼

續是伊斯蘭國的主要目標」，警告法國「這次襲擊只是風暴

的開始」。隨即「伊斯蘭國」對以美國所主導的反恐戰略合

作夥伴國家包括我國，散布恐怖威脅訊息，並進行大型恐怖

殺傷襲擊。事實上，巴黎年來數起恐襲事件，說明全球幾乎

都面臨著無差別的恐怖威脅或危害風險。即使未參與美國軍

事反恐行動的泰國、西班牙與中國大陸等，亦都發生暴力恐

襲。尤其自911 事件後，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反恐行動以來，

不僅讓美國本土未受二度大規模恐怖襲擊，蓋達恐怖組織之

傳統形式卻已正在解構，一種複雜而渾沌的新興趨勢，包括：

1、有組織犯罪與恐怖活動相互聯繫，尤其是涉毒恐怖主義

（Narcoterrorism）不斷產生全球擴溢效應，直接對國家與

區域之間，在防制洗錢、人口、武器販運犯罪之合作效能上

造成挑戰；2、民族與國家分裂主義的極端、恐怖行動興起；

3、恐怖組織改變傳統形式，向經濟停滯、失業率上升、通



貨膨脹失控的中東、南亞、非洲擴散，朝向國際化、年輕社

群，行動更隱密且危害能力升高；4、針對美國反恐盟邦或

計劃派軍進駐國家的軟性目標，如金融中心、交通運輸、經

濟航道、旅遊勝地等，進行劫持或襲擊。 

 

新興恐怖主義之防制創新途徑 

借鏡美國防制恐怖主義「融合中心」模式所謂「融合」乃在

於確保國土安全與降低犯罪活動，發揮應對與預防的關鍵而

全面之戰略高度。「融合」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機轉或方案觀

念，既非傳統或實體性的情報中心，亦非與緊急事態中心扮

演相同的功能。「融合」是藉由多個部門合作提供資源、專

業與資訊，使在偵查、預防、調查、逮捕犯罪與防制恐怖活 

動能力上，產生最大化之目標。故而，未來暴恐或犯罪型暴

戾襲擊預警之重要情報，不再只是政府機關的單方面責任，

甚至是藉由從事犯罪控制的相關私部門，以及其他日常活動

中獲得。顯見「融合」具備跨越傳統公部門疆域，進而涉及

多領域與提高社會參與公共事務的效能感之特殊內涵。同理，

對我國執法機關與社會如何在防制恐怖主義上，建立合作夥

伴關係，借鏡提高社會效能感（social efficiency）經驗，

將是務實可行之途徑。倡議與創新公私部門合作夥伴關係 

當我國公私部門在防制恐怖主義合作上得以相互融合，之所

以具有獨特的啟發性，乃在於既可快速確認各類新興威脅，

也對涉及科際整合、反應時效與跨域社群的特殊需求，提供

解決問題之方案。甚至，「融合」可以支援各類預警資訊分

析，改善緊急事態與常態行動資訊傳遞之效能。從而，犯罪

與恐怖資訊交叉融合的分析過程，對官員、專家而言，即可

由非法毒品活動、洗錢、詐欺、身分盜用（identitytheft）

等資訊之融合傳遞，提高對恐怖分子判斷之準確率。例如，

對於2013 年4 月15 日「波士頓馬拉松賽爆炸案」（Boston 

Marathonbombing）嫌犯身分進行交叉分析，既有助於釐清

其係一般刑事案件或恐怖主義襲擊，亦有利於創新情報、執

法與偵查部門間的跨域合作。這種公私部門合作夥伴關係，

充分說明美國國土安全部倡議「發現可疑人事物，請立即舉



報」（If you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的旨趣，

即在融合公私部門，以共同防制恐怖主義複合犯罪之危害。 

結論 

目前全球對恐怖主義並無一致之定義，固然有其現實因素，

但卻不能阻止防制恐怖主義之合作。相對地，即使我國仍非

恐怖主義直接襲擊之目標，若因不了解恐怖主義新興情勢，

不僅可能使得反恐戰略或亞太區域安全上出現漏洞，甚至讓

我國因而被邊緣化。而今，隨著各種不同層次的反恐合作機

制加大，固然有助於摧毀恐怖核心組織，而國防與執法部門

缺乏整合的反恐漏洞，卻仍會強化恐怖主義犯罪心理。若得

進一步認識恐怖主義的原生、擴溢與遠端等各種不同易變行

為樣態，就反恐戰略高度而言，將有助於改變對恐怖主義刻

板或片面的認知。從而，看似靜態的反恐制變國防政策以及

國際執法合作，將轉化為積極防禦，反而產生防制恐怖主義

擴散的積極效能。事實上，反恐制變並非全新的發明，其內

涵只在於心理與態度上，能對反恐戰略需求，有所改變創新 

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