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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 由于萨赫勒中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位于

尼日尔西北部的蒂拉贝里地区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重。 ２０１８ 年以

来，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袭击事件频发，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滋生发展是政府羸弱、 农牧民矛盾、 族群冲突等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解决该地区恐怖主义问题不仅需要国内外军

事力量的联合打击， 还需要尼日尔政府主动发挥治理和调节作用， 从经

济、 政治、 社会等方面缓解各种矛盾， 逐步实现稳定与发展。 基于价值

累加理论分析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问题， 有助于深入分析当地复杂的

安全局势， 为尼日尔乃至萨赫勒地区安全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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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０ 年中东剧变后， 北非地区陷入严重的政治动荡。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

组织”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ＡＱＩＭ） 南部分支以马里东北部基达尔

区 （Ｋｉｄａｌ） 为跳板， 逐步向阿尔及利亚南部、 尼日尔西部和北部、 毛里塔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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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马里北部和东部扩张。① 为了稳定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 自 ２０１３ 年起，
法国先 后 发 动 “ 薮 猫” 行 动 （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ａｌ ） 和 “ 新 月 形 沙 丘” 行 动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ｒｋｈａｎｅ）， 联合萨赫勒五国集团 （Ｇ －５ Ｓａｈｅｌ） 共同打击恐怖组织与

极端势力。 然而自反恐行动开展以来， 该地区安全局势未见明显好转， 恐怖主义

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甚至开始向邻近的几内亚湾国家蔓延。 ２０２０ 年以来， 马

里和布基纳法索相继发生军事政变， 两国与法国关系急转直下。 ２０２２ 年法国被

迫从马里撤军， 并结束 “新月形沙丘” 行动， 随后又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结束在布基

纳法索的 “佩刀” 行动 （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Ｓａｂｒｅ）。
在反恐行动接连遇挫后， 法国将目光投向其在萨赫勒地区 “最后的盟

友” ———尼日尔。 该国地处萨赫勒中部地区， 北邻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 西与马

里和布基纳法索接壤， 东与乍得毗连， 南同尼日利亚和贝宁交界， 是恐怖主义向

几内亚湾甚至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扩散的必经之地， 该国安全形势关系到非洲和

平与稳定的大局。 自 ２０２２ 年从马里撤军后， 法国就计划同尼日尔加强反恐合作，
在该国境内重新部署军队， 并重启 “新月形沙丘” 行动。 然而， 尼日尔及其邻

国马里、 布基纳法索经济社会治理问题严重， 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地区反恐前景

令人担忧。
近年来， 位于尼日尔与马里、 布基纳法索交界处的蒂拉贝里地区 （Ｔｉｌｌａｂéｒｉ）

是受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频繁遭到 “支持伊斯兰与穆

斯林” （Ｊａｍａ’ａ Ｎｕｓｒａｔ ｕｌ － Ｉｓｌａｍ ｗａ ａｌ － Ｍｕｓｌｉｍｉｎ，ＪＮＩＭ）、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ａｈａｒａ，ＩＳＧＳ） 等恐怖组织侵袭。 蒂拉贝里地区安全局

势已经引起国外学者关注， 但现有研究还未对该地区恐怖主义发生机制和具体演

进过程作出系统性解读。 有鉴于此， 本文尝试依据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斯梅尔塞

（Ｎｅｉｌ Ｓｍｅｌｓｅｒ） 提出的 “价值累加理论” （Ｖａｌｕｅ － Ａｄ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对蒂拉贝里地

区恐怖主义问题进行探究。 斯梅尔塞认为， 解释集体行为不能单纯地从心理学角

度出发， 而应该将集体行为与社会结构因素联系起来。 所有集体行为、 社会运动

和革命的产生， 都是由结构性诱因、 结构性怨恨、 一般化信念、 触发性事件、 有

效动员、 社会控制能力这 ６ 个因素共同决定。 他着重关注社会结构因素， 同时又

保留了社会心理学视角的内核。 将价值累加理论引入恐怖主义研究， 就是力求综

合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社会心理两个维度， 尝试论述恐怖主义的发生过程， 解释

其中的内在逻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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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有必要对恐怖主义和激进化的概念进行阐释， 厘清激进化与激进主义

之间的关系。 激进主义的提法早已有之， 一般是指支持进行全面彻底的政治或社

会变革的观点、 想法和原则， 与保守主义相对。① 而激进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

程， 以极端暴力为手段， 以政治诉求或社会改变为目的。② 其行为结果最终导向

极端暴力活动， 甚至恐怖主义。 一般认为， 激进化是恐怖主义形成的前提与基

础， 是恐怖主义形成的第一阶段。③ 因此可以说， 研究社会运动到恐怖主义的激

进化过程， 就是探究个体或群体如何接受极端思想， 逐渐由平民转变为恐怖分

子， 并最终采取暴力行为、 发动恐怖袭击的渐进发展过程。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蒂拉贝里地区的安全现状； 第二部分阐

述将社会运动理论引入恐怖主义研究的可行性， 并介绍价值累加理论； 第三部分

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 深入剖析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的发生机制和演进过程；
第四部分结合地区安全现状提出恐怖主义治理对策。 基于价值累加理论解读蒂拉

贝里地区面临的安全困境， 有利于通过该地区安全问题透视整个萨赫勒地区面临

的类似困境， 进而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 为地区安全治理提

供有益借鉴。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现状

中东剧变后，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通过其南部分支在阿尔及利亚南

部地区、 毛里塔尼亚、 马里东北部地区开展恐怖活动， 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与 “马
西纳解放阵线” （Ｋａｔｉｂａｔ Ｍａｃｉｎａ）、 “伊斯兰卫士” （Ａｎｓａｒ Ｄｉｎｅ） 和 “哨兵” 组

织 （Ａｌ － Ｍｏｕｒａｂｉｔｏｕｎ） 一起重组为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 组织，④ 并逐渐成为

萨赫勒中部地区最活跃的极端组织之一。 此外， “哨兵” 组织前领导人阿德南·
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 （Ａｄｎａｎｅ Ａｂｏｕ Ｗａｌｉｄ ａｌ － Ｓａｈｒａｏｕｉ） 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宣布

效忠 “伊斯兰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组建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在马里、 尼日尔

和布基纳法索边境地区活动。 自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以来， 在马里亲政府民兵组织阿扎瓦

德拯救运动 （ＭＳＡ） 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 （ＧＡＴＩＡ） 的协助下， 法

国 “新月形沙丘” 特遣队以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为主要打击目标， 加强在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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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加奥 （Ｇａｏ） 和梅纳卡 （Ｍéｎａｋａ） 地区的军事行动。① 随着反恐力度增强，
恐怖分子逐渐向尼日尔蒂拉贝里地区扩散， 导致该地区安全局势逐步恶化。

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发布的报告

《全球恐怖主义指数》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显示， 尼日尔恐怖主义指数已经

由 ２０１４ 年的全球第 ５８ 位攀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全球第 ２３ 位， 并于 ２０２２ 年跃居全球第

８ 位。② ２００７—２０２２ 年， 该国共有 １８４２ 人死于恐怖袭击。③ 其中 ２０２１ 年是近十

年来尼日尔恐袭致死人数最多的一年， 死亡人数高达 ５９５ 人， 是 ２０２０ 年的两倍

（见图 １）。 而蒂拉贝里地区又是尼日尔境内恐袭事件高发区， ２０２１ 年该地区发生

的恐袭事件数量占全国总数的一半， 死亡人数相比 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一倍多， 占全

国总数的 ６１％ 。 此外， 在 ２０２１ 年全球最致命的 １８ 起恐袭事件中， 有两起发生在

蒂拉贝里地区。 恐怖分子分别在 １ 月和 ８ 月袭击了蒂拉贝里的两个村庄， 共造成

１０７ 人死亡， １７ 人受伤。④

目前，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是马里、 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交界地带最

危险的极端组织。 ２０２１ 年， 该组织共造成尼日尔境内超过 ５６０ 名平民死亡， 占

尼日尔全年恐袭致死人数的近 ８０％ 。⑤ 在尼日尔， 大约每三次 “大撒哈拉伊斯兰

国” 的恐怖袭击就有两次针对平民， 尤其是在蒂拉贝里地区， 该组织在蒂拉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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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４：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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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ａｃｅ，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ｐｅａｃｅ.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３ ／ ０３ ／ ＧＴＩ －
２０２３ － ｗｅｂ － １７０４２３.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１，２０２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ｄｐｅａｃｅ.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ＧＴＩ － ２０２２ － ｗｅｂ － ０９０６２０２２. 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６，２０２２.
Ｈéｎｉ Ｎｓａｉｂｉａ， “ １０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ｏ Ｗｏｒ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ＡＣＬＥＤ，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ｌｅｄｄａｔａ. ｃｏｍ ／ １０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 ｔｏ － ｗｏｒｒｙ － ａｂｏｕｔ － ｉｎ － ２０２２ ／ ｓａｈｅｌ ／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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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活跃程度是其他伊斯兰激进组织的 １０ 倍。①

图 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尼日尔恐袭事件数量及致死人数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３ 数据整理而成。

如今， 恐怖主义是蒂拉贝里地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 并且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已

经严重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安全， 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萨赫勒地区安全治理难度， 也成为

尼日尔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新难题。 若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恐怖组织和极端

势力蔓延， 萨赫勒中部地区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沦为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地

盘， 并严重威胁非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斯梅尔塞 “价值累加理论”

近年来萨赫勒地区 “越反越恐” 的局面反映出国际社会恐怖主义治理的不

足。 曾向红指出， 国际恐怖主义仍在强劲发展的趋势说明目前的反恐路径仍然存

在明显不足， 突出表现为集中关注从立法和执法层面上治理恐怖主义， 而忽视了

消除或改变导致恐怖主义滋生和发展的结构性条件，② 因此无法彻底扭转恐怖主

义的整体发展态势。 即便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一定进展， 但域内国

家过度依赖国际社会的军事援助， 长期忽视自身政治、 经济等领域的治理， 因此

·２５·

①

②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ａｈａｒａ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ｓｔａｔｅ － ｉｎ －
ｔｈｅ － ｇｒｅａｔｅｒ － ｓａｈａｒａ －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 ｉｔｓ － ｔｈｒｅａｔ － ａｎｄ － ｒｅａｃｈ － ｉｎ － ｔｈｅ － ｓａｈｅｌ ／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６，２０２２.
曾向红： 《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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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安全局势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反而呈现出 “越反越恐” 的发展趋势。
社会运动理论可为恐怖主义治理提供有新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恐怖主

义是一种集体现象， 即使是独狼式恐怖主义也具有重要的集体属性， 故恐怖主义

可被视为人类集体行为的一种类型。① 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提出的价值累加理论就是一种结构功能取向的集体行为理论。 斯梅尔塞认为， 集

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同时受 ６ 个因素影响。 一是结构性诱因， 某些社会的结

构特征更有利于集体行为的产生。 二是结构性怨恨， 即在一定的结构性因素下，
人们会产生相应的结构性怨恨、 被剥夺感或被压迫感。 三是一般化信念， 指人们

对某个问题的认知及其解决途径产生了普遍认同。 四是触发性事件， 集体行为必

须由一个或数个触发性事件来引爆。 五是对参与者的有效动员， 动员那些受影响

群体， 让他们参与行动。 斯梅尔塞认为这 ５ 个因素之间存在递进关系， 只有在前

一个因素已经具备的前提下， 后一个因素才可能发生， 且随着累加因素越来越

多， 集体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大。 除上述 ５ 个因素外， 还存在第 ６ 个因

素———社会控制能力， 即动用社会能力阻止集体行为的发生。 这个因素可以从上

述 ５ 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入手， 与其他 ５ 个因素的作用相反， 其功能是阻止

集体行为的发生。 在斯梅尔塞看来， 只有上述 ５ 个促进因素同时具备， 并在与社

会控制这个阻碍因素的角力中胜出， 集体行为才有可能发生 （见图 ２）。②

图 ２　 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总体来看， 相较于以前任何一种集体行为理论， 价值累加理论的内容更为丰

·３５·

①
②

曾向红： 《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 第 ７７ 页。
郑杭生主编： 《社会学概论新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第 ４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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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逻辑也更为严整。① 然而， 一国反恐前景不确定性极大， 该理论也存在一定

局限性。 斯梅尔塞把促成社会运动的各个因素机械地排成一个序列， 把它们当作

在时间上有固定顺序的、 不断累积的一套充要条件。② 但实际上， 集体行为的发

生并不完全遵循这样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 模型中的六大因素也不都是集体行为

发生的必要条件。 例如， 赵鼎新指出， 斯梅尔塞模型强调触发性事件在社会运动

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 目前西方许多社会运动的产生主要是一些社会运

动专业人员寻找和创造议题的结果， 而不是产生于触发性事件。 对于社会控制能

力下降这一因素， 他也提到， 在当前西方社会里， 许多社会运动均已合法化， 换

句话说， 社会或国家的控制能力如何， 在这些运动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足轻

重。③ 由此可见， 在现实社会中， 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并不完全符合价值

累加理论。 即便缺少某个因素， 或者各因素之间并未严格遵循依次递进的参与顺

序， 集体行为仍然有可能发生。
本文认为， 蒂拉贝里地区安全局势恶化是六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但这一

过程并不完全符合价值累加理论。 其中， 结构性诱因、 结构性怨恨、 一般化信念

和触发性事件 ４ 个因素依次递进、 层层累加， 构成恐怖主义发生演进的基本环

节。 而有效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下降则作为外部驱动因素贯穿这一过程， 推动各

个环节有序衔接， 共同发挥作用 （见图 ３）。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的形成和演

进同时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不能将其简单划分为几个依次累加的环节并完全

分割开来进行分析。

图 ３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激进化的演进框架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４５·

①
②
③

冯仕政：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６８ 页。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６６ 页。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第 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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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的演进过程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经历了矛盾累积的演进过程， 受政府治理失效、 农牧

民矛盾、 族群冲突、 恐怖分子动员等因素共同影响。

（一） 结构性诱因

斯梅尔塞认为， 特定的社会结构为集体行为、 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提供了

特定的环境， 使其具备发生的有利条件， 包括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条件等，
这些要件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一旦其中的某一要件

无法达到民众的期待， 社会就有可能失序。①

自 １９６０ 年独立以来， 尼日尔经历多次政变， 经济发展落后， 人民生活水平

低下， 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２０２１ 年该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 １８９， 位列

全球倒数第三。② 据世界银行统计，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尼日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呈

骤降趋势， 由 １０. ５％ 暴跌至 １. ４％ （见图 ４）。 ２０１８ 年该国贫困人口比例高达

５０. ６％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 ５６７. ３ 美元。③ 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 近年来尼

日尔经济困难持续加剧， 贫困率由 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０. ８％上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２. １％ 。④

２０２１ 年该国共有超过 １０００ 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占总人口的 ４１. ８％ 。 此

外， 随着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大批邻国难民纷纷涌入尼日尔境内。 据

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底， 该国共有近 ３０ 万难民和近 ３５ 万流离

失所者。⑤

尼日尔经济多元化程度低， 延续了殖民时期单一的经济模式， 以农业为主要

生产经营活动， 农业年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０％ 。 但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萨赫勒地区气温升高， 降水量减少， 导致尼日尔植被覆盖率逐年下降， 从 １９７５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董天美、 张友国： 《价值累加理论视角下的恐怖主义发生机制研究———以中亚国家为案
例》， 第 １０５ 页。
ＵＮＤＰ，“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８，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ｌｏｂ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ｈｄｒ２０２１ － ２２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ｃｈｐｄｆ. 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ｅｂｕｒａｒｙ １５，２０２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Ｎｉｇ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ｎｉｇｅｒ，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ｅｂｕｒａｒｙ １５，２０２３.
《尼日尔国家概况》， 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ｇｏｖ. ｃｎ ／ ｎｒｅｒｇｋ ／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Ｍａｒｃｈ ２３，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ｎｉｇｅｒ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１，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８，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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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２０１６ 年该国沙地面积增加了 ２４. ８％ 。① 与此同时， 人口快速增长和粮食需

求增加导致尼日尔不得不进行农业开垦。 １９７５—２０１３ 年， 尼日尔耕地面积从

１２. ６％扩大到 ２４. ５％ ， 增长了 ９４. ２％ ， 农业开垦主要在蒂拉贝里地区的山谷进

行， 那里的农田正在侵占传统牧场。② 总之， 由于土地荒漠化和农业开垦， 蒂拉

贝里地区的牧场正在不断减少， 为了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 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

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 而人口过剩和难民增多又导致该地区粮食危机持续加剧。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蒂拉贝里地区共有近 ６０ 万人面临粮食危机。③

图 ４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尼日尔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 （单位：％）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而成。

（二） 结构性怨恨

社会秩序失衡后， 人们便会产生相应的结构性怨恨， 为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

的发生提供温床。 社会怨恨的起因基本来自两个途径： 第一是利益的相对受损，
即利益分化， 收入分配不均， 贫富差距日益拉大， 导致社会底层群体甚至部分中

等阶层相对剥夺感增强。 第二是利益的绝对受损， 即在现实中， 或因拆迁、 或因

征地、 或因环境污染、 或因移民搬迁等， 个体或某一群体公民实际利益受损， 且

·６５·

①

②

③

Ｍａｒｉｅ Ｇａｇｎé，“Ｎｉｇｅｒ—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Ｌａｎｄ Ｐｏｒｔ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ａｎｄｐｏｒｔａｌ. ｏｒｇ ／ ｂｏｏｋ ／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 ２０２２ ／ ｎｉｇｅｒ＃ｒｅｆ１，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５，２０２３.
“Ｎｉｇｅｒ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ｉｃｈｅｓ，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ｃｆ. ｕｎｅｐｇｒｉｄ. ｃｈ ／ ｎｉｇｅｒ ／ ｌ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５，２０２３.
ＯＣＨＡ， Ｎｉｇｅ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ｄ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１ ｏｃｔｏｂｒｅ ２０２１ ）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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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无法获得合理补偿或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①

尼日尔族群众多， 豪萨人 （Ｈａｏｕｓｓａ）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占全国人口的

５６％ ； 杰尔马人 （Ｄｊｅｒｍａ） 是第二大族群， 同样以农耕为主， 占全国人口的

２２％ ； 富拉尼人 （Ｆｕｌａｎｉ） 是尼日尔人数最多的游牧族群， 占总人口的 ８. ５％ ；
图阿雷格人 （Ｔｏｕａｒｅｇ） 是第二大游牧族群， 占全国人口的 ８％ 。 独立后， 尼日尔

政府延续了殖民时期单一的经济模式， 着重发展农业， 大力开垦农业用地， 导致

耕地不断向蒂拉贝里北部扩张， 逐渐侵占了游牧族群的牧场。 由于土地荒漠化，
富拉尼人和图阿雷格人则不断向南迁徙， 寻找新牧场。 因此， 几十年来， 为了争

夺土地资源， 农牧民之间时常发生暴力冲突。
为了缓解农牧民矛盾， 尼日尔政府曾在 １９９３ 年颁布 《农村法典》， 制定关

于土地和水资源使用的法律条例。 但有牧民组织认为该法典没有对牧民用地作出

明确界定， 只是赋予牧民对土地的次要使用权， 因此仍然对牧民群体不利。 此

外， 在许多政府官员看来， 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不符合国家利益， 这是因为

游牧业本身具有极强的流动性， 与农业、 渔业和采矿业等使用本地资源的经济活

动相比更难被监管和征税。② 因此， 尽管牧民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很大， 但是政府

更倾向于牺牲牧民利益来保障农业生产。 这样一来， 作为少数族群的富拉尼人和

图阿雷格人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 受到政府忽视和农耕族群排挤。 再加上耕地不

断扩大的趋势不可逆转， 游牧族群的土地使用权逐渐被剥夺， 在利益受损的情况

下， 他们对政府和农耕族群的怨恨情绪油然而生。

（三） 一般化信念

一般化信念是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形成的关键因素。 在集体行为发生之前，
人们的结构性怨恨必须转化为某种一般化信念， 即人们对某个特定问题的症结及

其解决途径产生一个共同认识。 一般化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再造、 深化甚至夸

大了人们的怨恨、 剥夺感或压迫感。③

在蒂拉贝里地区， 农牧民之间、 牧民与政府之间、 不同游牧族群之间积怨已

久， 而政府无力缓解各方矛盾， 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游牧族群普遍感到被边缘

化， 对政府的怨恨情绪日益加深。 例如， 在后殖民时期， 内部团结、 文化独特的

图阿雷格族被分割到不同国家， 沦为跨界游牧族群。 多年来， 由于所在国政府对

·７５·

①

②

③

朱志玲： 《结构、 怨恨和话语：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宏观条件形成机制研究———基于斯梅尔
塞加值理论的思考》，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９３—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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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第 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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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阿雷格人的忽视和经历多次自然灾害的冲击， 图阿雷格人对所在国政府普遍不

满， 认为他们已经被边缘化或被抛弃， 与所在国政府的积怨不断加深， 并爆发多

次冲突。①

富拉尼人是另一个被边缘化的族群， 他们不仅受到豪萨人和杰尔马人排挤，
还遭到图阿雷格族武装分子的袭击。 在怨恨情绪的驱使下， 他们走上了暴力抵抗

的道路。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起， 一些富拉尼人开始效仿图阿雷格人， 成立武装

组织或加入雇佣军， 以不断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２０１１ 年底， 马里北方的图阿雷

格人成立反政府武装组织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ｚａｗａｄ）， 随后发动武装叛乱。 由于担心图阿雷格人加入反政府武装

组织并获得武器， 蒂拉贝里边境的一些富拉尼青年开始加入 “圣战” 阵营。 在

他们看来， “圣战” 组织是 “抵御图阿雷格人霸权的堡垒”②。
正是由于怨恨情绪、 被压迫感和被剥夺感不断加深， 蒂拉贝里地区的游牧族

群开始寻求各种自我保护的途径。 在政府治理薄弱的边境地区， “以暴制暴” 是

唯一的生存法则。

（四） 触发性事件

有了一般化信念， 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的发生就不远了。 但是， 引发集体行

为或社会运动的直接原因， 往往是一个或数个触发性事件。③ 马里危机爆发后，
虽然萨赫勒地区安全局势逐渐恶化， 但是尼日尔受邻国恐怖主义外溢的影响相对

有限， 安全局势基本可控， 尚未成为恐怖主义重灾区。 直到 ２０１８ 年， 该国恐怖

主义指数才开始攀升， 恐袭事件增多， 死亡人数亦随之增加。
２０１８ 年初， 由于法国军队加强在马里东北部的军事行动， “圣战” 分子逐渐

向尼日尔蒂拉贝里地区扩散， 导致该地区安全局势明显恶化。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马

克龙总统在 Ｇ５ 国家反恐特别峰会 （波城峰会） 上宣布成立特遣部队， 重点打击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然而随着反恐力度进一步加大， 马里、 尼日尔、 布基纳

法索三国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不减反增。 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

（ＡＣＬＥＤ） 分析指出， 这一后果与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的暴行有着密切关系。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安全部队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近 ２５０ 人的峰值， 大约是 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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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二款： 《图阿雷格人 “独立建国” 问题的缘起、 演进历程及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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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平均死亡人数的 １０ 倍。① 由于反恐行动透明度低、 问责过程不完善， 安全

部队内部普遍存在有罪不罚现象， 不仅导致本土和外国军队侵犯人权的事件屡有

发生， 也降低了当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在蒂拉贝里地区， 人们甚至认为 “新月

形沙丘” 行动是图阿雷格人与道萨克人 （Ｄａｏｓａｈａｋ） 在尼日尔和法国的支持下，
对富拉尼人展开的种族清洗运动②。 由此可见， 随着反恐力度加强， 民众反而陷

入更加严重的安全危机， 对政府的怨恨情绪持续激化。
此外， 新冠疫情也给当地脆弱的安全局势带来致命打击。 为了应对疫情， 尼

日尔政府对牧业采取一刀切政策， 关闭了 ８０％ 的畜牧市场， 禁止跨境游牧， 限

制境内游牧。 在边境地区， 牲畜被聚集在一起， 给有限的放牧区和供水点造成巨

大压力， 导致许多牲畜染病， 而出行困难又限制了牧群接受兽医治疗的机会。③

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 农牧民之间、 不同游牧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加剧。 此外，
畜牧市场关闭和饲料支出上涨导致蒂拉贝里地区大批牧民破产， 游牧族群的怨恨

情绪达到极点。 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物资和安全保障， 许多牧民只得投靠犯罪集

团或极端组织， 进一步为 “圣战” 分子在当地动员和扩散提供有利条件。

（五） 恐怖组织动员

恐怖主义在蒂拉贝里地区的滋生和蔓延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 在此过程中，
恐怖组织的有效动员作为直接外因， 不断推动一般化信念形成， 并最终导致该地

区陷入恐怖主义泥沼。
萨赫勒国家长期将边远地区的管理权交给当地的权力中间人， 默许政府武装

实施集体惩罚， 授权当地部族武装自行处理冲突。 政府对跨境犯罪和走私活动也

采取放任态度， 前提是这些活动没有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际盟友的利益。④ “大
撒哈拉伊斯兰国” 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有利条件并加以利用。 自成立以来， 恐怖分

子长期扎根在安全力量薄弱的马里、 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三国交界地区， 通过实

施本地化发展策略， 该组织已经与当地某些族群建立了密切联系。
一方面，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巧妙利用当地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恨情

绪， 不断发动针对平民的袭击， 以降低民众对安全部队的信任度。 此外， 他们还

·９５·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ｎａ Ｓｃｈｍａｕｄｅｒ，Ｚｏë Ｇｏ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ｅ Ｂｅｒｇｅｒ， “ Ｔａｋｕｂａ：Ａ Ｎｅｗ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Ｊｕｎｅ ３０，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 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ａｋｕｂａ －
ｎｅｗ －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 ｓａｈｅ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０，２０２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Ｓｉｄｅｌ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Ｎｉｇｅｒ’ ｓ Ｔｉｌｌａｂｅ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２８９，２０２０，ｐ. ８.
Ｌｏïｃ Ｂｉｓｓｏｎ，“Ｗｈｅｎ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Ｍｅｅｔｓ Ｐｏｖｅｒｔｙ：Ｐａｎｄｅｍｏｎｉｕｍ ｆｏｒ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ＣＲＵ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ｐ. ３.
陈阿龙： 《中东剧变以来非洲萨赫勒地区安全研究》， 第 １００ 页。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利用当地复杂的族群关系， 通过充当 “保护者” 来拉拢和招募游牧族群。 在蒂

拉贝里地区， 被边缘化的游牧族群经常遭到抢劫或绑架。 为了赢得牧民信任和支

持， 恐怖分子会帮助他们找回被盗牲畜， 或在发生暴力冲突时向他们提供保护。
作为回报， “保护者” 会向牧民征收 “天课”， 但对后者来说， 与其遭到袭击丢

失所有牧群， 他们更愿意缴税， 以换取保护和帮助。 因此， “大撒哈拉伊斯兰

国” 首先赢得了当地游牧族群的忠诚， 这些游牧民主要是富拉尼人， 多年来饱受

其他族群侵害。 在当地， 人们甚至认为 “伊斯兰国” 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土地纠

纷并提供公共服务 （如保护牲畜免遭掠夺） 的执政机构。① 这是因为， 在现实生

活中它比政府和军队更加有用， 能够履行更多职能。
另一方面，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通过恐吓手段威胁和控制民众， 以确保他

们 “绝对忠诚”。 该组织领导人在当地建立线人网络， 与尼日尔政府合作或不愿

服从组织命令的地方领导人会被绑架或遭到暗杀， 民众也因为害怕被报复而不愿

透露恐怖分子的行踪。 边境地区的一位部落酋长说， “当阿布·瓦利德的手下经

过我们的地区时， 我们没有报告安全部队， 原因有两个： 首先， 我们认为安全部

队不会采取行动； 其次， 我们害怕， 如果那些土匪发现我们背叛了他们， 就会杀

了我们。”②

正是在被动动员与主动动员、 外部动员与内部动员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游

牧民主动加入 “圣战” 阵营， 并逐渐与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建立了密切联系，
而该组织也得以在当地不断渗透扩张， 最终形成复杂的动态犯罪网。 它不需要占

领特定的城镇或村庄， 而是可以动员整个边境地区的分散力量。 一旦发出号召，
几十名骑着摩托车的战士就会突然出现， 朝既定目标发起攻击， 并在攻击结束后

迅速退回灌木丛。 这种作战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 “伊斯兰国” 行动的影响

力和突击性。③

（六） 社会控制能力下降

社会控制能力是影响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外因。 这里的社

会控制能力主要是指国家通过暴力机器、 法律、 道德等对集体行为控制能力的强

弱， 主要工具包括警察、 法院、 媒体、 宗教权威、 社区领导者等， 通常是通过威

慑、 调适、 重新导向三种方式。④ 一旦社会控制力下降， 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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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爆发。
为了遏制蒂拉贝里地区安全局势恶化趋势， 尼日尔政府曾采取一些治理措

施， 但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 首先， 为了缓解农牧民矛盾， 政府在 １９９３ 年颁布

了 《农村法典》， 但在牧民看来该法典确认了 “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优先于牧

民”①， 这是不公正的。 于是政府又在 ２０１０ 年颁布了 《牧民法典》， 以支持游牧

民流动放牧。 然而， 该法典没有考虑到不同类型游牧民的生产需要， 导致游牧民

内部在土地使用权等问题上出现分歧。 例如， 为了保障来自其他地区的流动性强

的季节性游牧民对牧区的临时使用权， 法典进一步限制了牧区传统使用者的土地

权利。② 如此一来， 颁布 《牧民法典》 并没有达到缓解农牧民矛盾的预期效果，
反而引出不同游牧族群在资源使用上的潜在矛盾。

其次， 尼日尔政府曾呼吁加入 “圣战” 的牧民回归当地， 承诺将他们纳入

安全部队， 并提供粮食援助。 该项目由巩固和平高级管理局负责， 主要针对被边

缘化的富拉尼人， 旨在为他们在安全部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以重建他们对国家

的信任， 但结果令人失望。 为了获得更多粮食援助， 部落酋长夸大实际回归的战

士人数； 在安全部队招募过程中， 许多富拉尼战士因 “健康原因” 被拒之门外。
总之， 由于贪污腐败和族群歧视， 和平回归项目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反而进一步

加深少数族群的被压迫感和被剥夺感。
最后， 在反恐问题上， 尼日尔近年虽然积极开展联合反恐行动， 但安全部队

漠视民众生命， 导致侵犯人权的事件屡屡发生，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
反法情绪日益高涨， 为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的动员提供了可乘之机。

综上所述， 尼日尔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安全治理措施， 但由于治理能力

弱、 政策执行效率低， 安全局势始终没能得到有效控制。 在反恐行动负面效应等

因素刺激下， 恐怖组织通过煽动民众的不满与怨恨情绪， 不断招募成员、 扩充势

力， 逐渐从蒂拉贝里北部向西南部渗透， 最终导致该地区恐怖袭击数量上升， 安

全局势异常严峻。

（七） 蒂拉贝里地区社会运动到恐怖主义的激进化演变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 造成蒂拉贝里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

面： 一方面， 尼日尔政府无力解决当地冲突， 且国家安全部队及其盟友 （马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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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滥用暴力； 另一方面， 恐怖分子能够利用这种局面， 通过挑起族群冲突及不

满情绪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地方融合。① 随着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指数不断攀

升， 尼日尔正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同时， 恐怖组织不断向萨赫勒南部地区

扩散， 进一步威胁到几内亚湾国家的安全。
首先， 尼日尔是萨赫勒地区难民的主要过境国和收容国， 一直对马里、 布基

纳法索、 利比亚等国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由于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急剧恶

化， 尼日尔收容难民的数量不断增多， 人道主义援助工作面临巨大压力。 根据联

合国难民署数据， ２０２２ 年尼日尔收容了超过 ７１ 万寻求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 其

中难民占比 ３６％ ， 国内流离失所者比例高达 ５３％ 。② 而且， 寻求人道主义援助

的平民数量和难民比例均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这不仅给尼日尔带来巨大压力，
而且使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其次， 自 ２０１５ 年成立以来，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通过挑起族群对立， 趁

机招募富拉尼族和图阿雷格族激进分子， 以便更好地控制边境地区。 这一行为已

经引起豪萨人和杰尔马人的警惕， 他们成立了蒂拉贝里和平、 安全与社会团结联

盟委员会（Ｃｏｍｉｔé Ｕｎｉｏｎ Ｔｉｌｌａｂéｒｉ ｐｏｕｒ ｌａ Ｐａｉｘ，ｌａ Ｓéｃｕｒｉｔé ｅｔ ｌａ Ｃｏｈéｓ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 呼

吁建立自卫团体。 人们尤为担心尼日尔可能走上同邻国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一样的

道路， 这两个国家的恐怖组织和自卫团体通常以族群为基础进行招募， 导致族群

间杀戮的恶性循环。③ 总之， 在此趋势下， 族群不断分化导致暴力冲突逐渐升级

为恐怖组织与自卫团体之间、 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之间的对抗。 族群冲突恐怖

主义化趋势不断增强， 进一步加大了反恐难度。
最后， 近年来恐怖组织与极端势力不断向蒂拉贝里西部和南部扩散， 以该地

区为跳板逐渐向布基纳法索东部和贝宁北部蔓延， 已经影响到几内亚湾国家的安

全。 据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报告， 恐怖分子已经在贝宁北部扎根。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 组织和 “大撒哈拉伊斯兰

国” 在贝宁北部地区共发动 ２８ 起有组织的政治暴力事件。④ 几内亚湾安全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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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受到萨赫勒地区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外溢的影响， 打击恐怖主义迫在眉睫。

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的治理路径

蒂拉贝里地区的安全问题一度被尼日尔政府视为主要影响少数游牧群体的小

规模土匪活动， 但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巧妙地利用了当地内部矛盾， 短短数

年内就实现在该地区的渗透和扩散。 随着近两年该地区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尼日

尔政府不断采取新的安全治理措施， 取得一定成果， 例如积极促成与恐怖组织头

目的和平谈判， 并在蒂拉贝里某些地区休战； 使用无人机追踪恐怖分子， 联合空

军对恐怖分子实施精准打击。 然而， 该国反恐前景不确定性极大， 反恐局势不容

乐观。 为了确保反恐工作稳步推进， 尼日尔需要制定长期的反恐战略， 提高治理

能力及反恐政策的执行效率， 确保从根源上解决恐怖主义滋生与蔓延问题。
首先， 尼日尔政府应当对边境民生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尤其需要安抚牧民群

体。 国家忽视牧民利益导致他们普遍感到被边缘化， 陷入安全困境和生存困境，
逐渐丧失对权力中心的信任， 最终选择投靠 “圣战” 阵营。 针对这一问题， 尼

日尔政府需要完善现行 《农村法典》 和 《牧民法典》， 如对耕地与牧区的土地划

分做出明确界定， 合理分配不同游牧族群对土地和水资源的使用权。 另外， 尼日

尔政府需要给予牧民更多关怀， 提高对牧业的重视程度， 增加牧业投资， 加快促

进畜牧业转型， 以便缓解政府与牧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出现公共卫生危机等情

况时， 国家也需要充分考虑边境地区游牧民的生产需要， 适当放宽市场政策或提

供绿色通道， 发放畜牧业补贴， 切实保障游牧民的经济利益。
其次， 为了缓解族群冲突， 尼日尔政府需要加快建立国家认同， 促进民族融

合， 以便更好地维护边境地区安全。 尼日尔族群众多， 资源争夺是导致国内族群

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尤其在蒂拉贝里地区， 族群矛盾被恐怖分子利用， 导致当

地暴力冲突向恐怖袭击转化， 恐袭事件持续增多。 因此， 在缓解农牧民矛盾的基

础上， 尼日尔政府还应充分意识到促进民族融合及建立国家认同的重要性， 为当

地民众， 尤其是富拉尼人提供就业机会， 鼓励他们参与国家的政治、 经济、 军事

和文化事业， 改善他们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 帮助他们树立积极正面的民族形

象。 同时， 尼日尔政府也应从学校教育和语言政策入手， 加强对国家认同的培

养， 提高不同族群之间的包容度。 尼日尔政府还需要加强网络安全治理， 监管社

交媒体上宣传恐怖主义、 煽动族群对立的言论， 加大力度宣传民族团结和爱国主

义， 从意识形态层面巩固国家统一。 这样， 蒂拉贝里地区才能实现军民联合， 形

成以安全部队行动为主、 民众自卫团体抵抗为辅的联合反恐阵线， 从根源上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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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向蒂拉贝里地区渗透。
再次， 继续通过对话协商鼓励 “圣战” 分子回归当地， 同时招募民众加入

安全部队， 推进不同族群间合作。 蒂拉贝里地区部分民众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才

加入恐怖组织， 因此为了鼓励他们回归， 尼日尔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解决他们的

担忧， 如提供工作机会、 发放粮食补贴。 巩固和平高级管理局曾积极促成 “圣
战” 分子和平回归， 但由于政策执行不力， 少数族群与政府之间的隔阂反而加

深。 因此， 该机构需要吸取教训， 加强不同组织与机构的内部协调， 构建健全的

政策执行体系， 确保安全部队在招募过程中秉持公开、 透明、 合法原则， 杜绝贪

污腐败和族群歧视导致的不公平现象。 此外， 在鼓励安全部队与当地民众加强合

作的同时， 该机构也应积极调解族群纠纷， 促进不同族群融合， 以便助力军事反

恐， 保障民众安全。
最后， 加强联合反恐行动的协调与规范， 积极联合域内国家共同打击恐怖主

义。 在蒂拉贝里地区， 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的事件屡有发生， 导致民众对军队的不

满情绪日益加深， 愈发抵触反恐行动。 因此， 为了缓和军民间紧张关系， 尼日尔

政府有必要制定更加严格的军事行动规范， 建立健全反恐行动监督体系， 加大对

侵犯人权事件的处罚力度， 确保安全部队的行动更加谨慎， 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

民众生命安全。 另外， 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指出， 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和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 组织在尼日尔与布基纳法索交

界的特拉省 （Ｔéｒａ）、 戈特耶省 （Ｇｏｔｈèｙｅ） 和托罗迪省 （Ｔｏｒｏｄｉ）① 变得更加活

跃。 这一转变 （尤其是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可能是它们在法国军队重新部署

到尼日尔后作出的战术决定。 此前， 法国军队的行动多集中在蒂拉贝里北部和塔

瓦 （Ｔａｈｏｕａ） 西部。② 针对恐怖分子不断转移阵地的战术， 尼日尔安全部队需要

充分利用当地情报网， 密切监控恐怖分子行踪， 及时调整反恐策略和行动路线，
积极同域内国家开展联合反恐行动， 以便实现对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即时、 精

准打击， 遏制其向几内亚湾地区进一步蔓延。

余　 论

本文基于价值累加理论对蒂拉贝里地区恐怖主义问题进行分析， 发现该地区

·４６·

①
②

此三省均位于蒂拉贝里地区西部， 靠近尼日尔与布基纳法索的边境。
Ｈéｎｉ Ｎｓａｉｂｉａ，“１０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ｏ Ｗｏｒ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ｉｎ ２０２２：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Ｍｉｄ － Ｙｅａｒ Ｕｐｄａｔｅ，”ＡＣＬＥＤ，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ｌｅｄｄａｔａ. ｃｏｍ ／ １０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 ｔｏ － ｗｏｒｒｙ － ａｂｏｕｔ － ｉｎ － ２０２２ ／ ｓａｈｅｌ ／ ｍｉｄ － ｙｅａｒ －
ｕｐｄａｔｅ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２３.



价值累加理论视角下萨赫勒恐怖主义问题探析

安全局势恶化是矛盾累积的渐进过程， 受到内外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实际上， 蒂

拉贝里地区面临的困境不是个例， 农牧民矛盾、 族群冲突、 恐怖分子侵袭、 国家

治理不善、 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等问题是整个萨赫勒地区的通病。 探究该地区恐怖

主义， 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局势， 进而对地区安全治理

提供有益借鉴。
面对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危机， 域内国家需要提高治理能力， 尽快缓解农牧民

矛盾和族群冲突， 增强社会凝聚力，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 共同打击恐怖

主义和极端势力。 同时， 考虑到恐怖分子未来的活动趋势， 国际社会也需要积极

应对， 制定下一步安全治理策略， 防止萨赫勒南部地区安全局势恶化， 遏制恐怖

组织和极端势力向几内亚湾国家继续蔓延。
最后，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持续推进， 中非合作日益深化， 萨赫勒地区

恐怖主义的扩散也威胁到中国海外利益。 面对尼日尔及整个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困

境， 中国彰显大国担当， 在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中国企业利益的同时， 向该地区

提供多方面援助， 促进其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这也是践行 “全球安全倡议”
与 “全球发展倡议” 的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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