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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东突”问题、“东突厥”、“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等概念为切入点，对“东

突”问题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进行了细致梳理，进而阐述了“东突”恐怖主义的实质与国际因素。研究

发现，“东突”问题受国内和国外因素的双重影响，是 21 世纪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化、跨国化和全球化

的一部分。“东突”问题与中东恐怖主义存在内在关联，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

的恐怖主义与“东突”分裂势力之间在人员、资金和技术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反恐工作客

观上要求它与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合作，建立长效反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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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重新凝聚、

组建和整合。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集团用各种方式表达不同的观点，预示着 21世纪的国际社会
并不太平，在不和谐的声音中，被称为“邪恶之花”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已经制造或试图制造一

系列恐怖事件以表达其政治诉求，尤其是被称为“恐怖大亨”的本•拉登“基地”组织于 2001 年
9月 11日发动的针对纽约世贸双子楼的袭击最为世人所震惊，被称为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
登峰造极的事件。它刺激着一批批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在世界各地继续制造一系列血案，挑战了现

行国际体系和社会结构。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影响，中国国内恐怖组织也对社会稳定构成

了严峻挑战，且这些恐怖组织开始利用因特网和经济全球化，与境外恐怖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威

胁社会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其中，“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如冰山一角，浮出水面，出现在人

们的视野之中，“东突”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日益影响中国的边疆安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受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双重影响，“东突”问题成为 21 世纪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化、跨国化和全球化
趋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东突”问题与中东恐怖主义存在内在关联。 

 

一、“东突”问题的性质 
 
毋庸置疑，“东突”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负面影响。“东突”即“东突运”，又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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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独”，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简称，系指一批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

出去、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采取的非法活动。“9·11”事件
以前，在我国学界和媒体中统称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或“疆独”。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

问题，自从新疆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国际形势不断演变，尤其是英、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

深入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渗透，新疆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从某种

程度上说，“东突”是西方殖民者怂恿和鼓动的结果。20 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受国际复杂形势和
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暴力恐怖活动日益猖獗，我国也一直进行着坚决斗争。

但“东突”这个词正式出现在中国大众媒体的报道中，为人们所熟知，并迅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影响中国边疆安全，却是在 2001年 10月之后。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为积极支持和配合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有效打击危害我国

新疆地区及有关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恐怖组织，使打击行动更具针对性，打击对象更具确定性，我

国根据其行动组织的名称和具体的行动纲领，简称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 
2001年 10月 10日，中新社报道说，外交部长唐家璇表示，中国深受“东突”恐怖分子的危

害。这是“东突”这个词汇首次正式出现在中国大众媒体的报道中。此后，在 2001 年 10 月 19
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再次提出：确实有一批民族分裂分子想通过暴

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我们称之为“‘东突’恐怖分子”。

11月 14日和 12月 9日，朱邦造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又分别向新闻界透露了“东突”恐怖分
子在境内外制造的一系列血案以及他们与国际恐怖主义密切联系的案例，说明我国受“东突”恐

怖势力的威胁已是不争的事实。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关“东突”恐怖势力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有

50多个，其中 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其中包括公安部 2003年 12月 15日第一批认定的 4个“东
突”恐怖组织。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

突厥新闻信息中心”[1]。2002年 9月 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东突”列入恐怖组织名单。[2]9
月 12 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中外记者会上指出，“东突厥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恐怖主义组织，其宗旨就是要通过恐怖主义活动分裂中国。随之，我国单独或与邻国联合举行了

反恐怖军事演习。“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已被国际上公认为最暴力化的组织，经过这些年的发

展，“东突”组织基本上形成了 4个活动中心，即中亚、土耳其、美国与德国。中亚的“东突”组
织大约有 11个，其中 4个直接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约有 20个在土耳其活动，其中 3个训练恐怖
分子的武装组织，向中国境内运送武器。[3] 
 

二、“东突”问题的历史背景 
 
提到“东突”，就不能不提到“突厥”，“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等概念，

“突厥”，“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泛突厥主义”概念有其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历史意义。 
严格意义上说，“突厥”（Turk）指的是公元后6～8世纪活跃在亚洲草原北部的一个古代游牧民

族。突厥最初属柔然人统治，6 世纪中叶归并铁勒部，灭柔然汗国，建突厥汗国。势力十分强盛，6
世纪末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后相继归顺于唐王朝。唐末，东西突厥衰败，突厥人逐渐融入到其

他民族中去。
[4]31
其中西突厥有两支迁移到今土耳其国境内。至此，突厥作为一个民族从历史上消失。 

“突厥斯坦”中的“斯坦”一词源于波斯语，意为“地方”或“区域”之义。“突厥斯坦”

意思是“突厥人的地域”。古代突厥人并没有固定的地域，故“突厥斯坦”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

最初是中亚伊朗—塔吉克人对与自己语言完全不同的北方邻人居住地的泛称。10世纪时，欧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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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开始使用这个名词。[5]23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国外的一些殖民主义者企图分裂中国，有
意将我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苏联的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殖民主义者遂编造了一
套“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6]，鼓吹“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等等。 

泛突厥主义是“东突”的思想根源，产生于 19 世纪末期，沙俄境内的鞑靼人仿效泛斯拉夫
主义而提出泛突厥主义，最早提出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俄国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麦尔•伽思普

林斯基（1851～1914），其理论根据是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及其他一些
语言（所谓的乌拉尔阿尔泰语）同源。[7]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泛突厥主义分子相继流亡土耳

其，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并有力地推动了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运动的发展。土耳其人孜牙·乔

加勒甫（1876～1924）是泛突厥主义的祖师和主要代表人物。 
简言之，19世纪末出现的泛突厥主义，是一种主张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国及

中亚诸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具有“民族同一性”的跨国民族主义思潮，时至今日土耳其仍

是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三、“东突”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幅员辽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地缘政治相当复

杂。近代以来，新疆一直是国际上各种势力争夺的热点之一。中亚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一

经产生，就千方百计地向中国新疆渗透。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早在 1914 年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就曾潜入新疆阿图什，以办

学为名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4]37此为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传入新疆之始，继之

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新疆伊犁人麦斯武德是宣传“双泛”的主要代表人物。 
20 世纪三十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策动下，利用“东突厥斯坦”这

面旗帜，几次策划了新疆“独立”的政治动乱。1932年，老牌“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
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在和田建立了所谓的“伊斯兰教王国”。20世纪三十年代也是“泛突厥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势力利用新疆政局变动频繁之机，企图变中取胜，以宗教首领沙比提大毛拉为首

的“东突分裂主义”分子，借用“东突厥斯坦”一词，试图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

和国，目的是永远脱离中国”[8]70。这是“东突”分裂主义分子妄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最初尝

试，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只存在了 100 天就垮台了，成为历史的笑
柄。 

20世纪四十年代，新疆发生了“三区革命”，以艾力汗·吐列为首的“双泛”分子，叫嚣“为

东突厥斯坦独立而前进”。企图把三区革命引入歧途，但这一阴谋被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

阿巴索夫等爱国革命力量所粉碎。 
20 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东突”恐怖势力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配合国内外

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制造事端，图谋分裂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东突”势力成为苏联牵

制中国、搜集情报的力量。1969 年破获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党的章程写道：“要依靠苏联武装夺取
政权。”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先后在新疆策划了一系列反革命暴乱和武装

叛乱，比较典型的有 1950 年的乌斯曼反革命暴乱和 1951 年以哈里拜克为首的反革命暴乱。[9]109

由于不得人心，暴乱很快被平息。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以及对外交流的增加，“双泛”分子认为有

机可乘，纷纷潜回新疆，主要是借机组织游行，制造骚乱，体现出极端宗教化倾向。 
20 世纪九十年代，国际政治势力处重组之际，“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我国的活动也出现了

频繁作乱的态势。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迅速出现了 5 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对主张新疆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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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主义分子无疑是个极大的刺激。中亚地区的“东突”组织从苏联解体前的 5个发展到 90年代
的 36个，仅 1991～1995年 5年时间就新增 26个。在新疆周边国家活动的“东突”恐怖势力组织
之一“雅那—阿亚特”（汉译“新生”）由一些滞留境外的新生代组成。自 1997年成立以来，其主
旨是从事“除奸”活动，目标是采取极端恐怖手段暗杀在我国政府、军队任职的少数民族领导干

部和爱国宗教人士，其行动口号是“与中国进行坚决斗争，为了最终取胜，宁可牺牲民族”[10]65。

同时，在这个阶段，国内外“双泛”分子相互勾结，打着“人权”，“民主”和“民主自决”的旗

帜，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东突”势力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他们组建恐怖主义集团，大

肆歪曲历史，为分裂制造舆论，并肆无忌惮地进行爆炸、抢劫、杀人等暴力恐怖活动。“东突”分

子认为苏联解体使新疆从中国分裂出来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东突”恐怖势力日益嚣张并叫嚣要“争

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他们制定了所谓“十年宣传发动，十年游击战争，十年

正规战争”的“新疆独立三步战略”，公开宣称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目的。在警方查获的“东

突伊斯兰党”、“东突反对党”等组织的纲领中就明确提出了“走武装斗争道路”，“在人口集中的

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在其编印的小册子《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中毫不掩饰地宣称不惜一

切代价在幼儿园，医院和学校制造恐怖气氛。[11]据不完全统计，从 1990年到 2001年，“东突”恐
怖分子在新疆制造了 200起暴力恐怖犯罪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 162人
丧生，440人受伤。据了解，2003年 3月 27日，“东突解放组织”两名武装分子在吉尔吉斯斯坦
劫持了一辆开往喀什地区的运输公司客车，将 21位乘客和司机全部枪杀并焚车灭迹。[12]公发部反

恐局局长赵永琛在 2005年 9月 5日举行的世界法律大会上说，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东突”
恐怖势力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 

自 2007年以来，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一直谋划对奥运会实施破坏活动，其中，“东伊
运”和“东突解放组织”这两个恐怖组织活动最为活跃，2008年初境外恐怖组织对我境内发布了
七条命令。[13]2008年 4月，东突恐怖主义分子企图策划南航飞机空难未遂。2008年 8月，奥运召
开前夕，“东突”分子于 2008年 8月 4日在新疆喀什制造了暴力袭击事件，共造成 16人死亡，16
人受伤。[14]2008年 8月 10日凌晨，“东突”分子在库车县城的一些超市、酒店、政府机关制造了
多起爆炸事件，共造成 1名保安死亡，2名公安民警，1名保安人员和 2名群众受伤，多处房屋受
损。[15]这些行径充分暴露了他们与人民为敌、与国家为敌的本性。 

21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之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有了更多关注。2002年 9月
联合国将“东突”恐怖组织中最为激进、势力较大的“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列为恐怖组织。“东

突”恐怖组织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活动向境内转移。但此时由于受国际打击恐怖主

义势力的影响，其在国内的活动也有所收敛，尽管各组织章程里仍有鼓吹暴力行动的条文，仍在

从事恐怖活动，但它们现在都强调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企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其斗

争策略也出现了新特点，境外的“东突”恐怖组织，呼吁所有“东突”组织放弃暴力，把活动主

张和方式统一到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活动原则上，强调以“和平方式”开展斗争。 
在国际新形势下，面对当前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强烈呼声，“东突”恐怖势力为了保存实

力，“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势必调整战略，采取多变的应对方式。“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不会轻易

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我们应着眼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着眼于国内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

有效性。对外应加强国际协作，对内要立足改革开放，以民生为本，不给“东突”恐怖主义势力

以可乘之机，保持新疆的稳定发展。 
 

四、“东突”问题与中东恐怖主义的联系 
 
20世纪初至 21世纪新疆境内外分裂主义者进行的分裂活动具有旋兴旋败、骤强骤衰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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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其近百年的分裂活动中留下的是一连串失败的记录，是一出

出历史闹剧。“东突”在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未来，尽管“东突”恐怖

主义势力难逃其失败的命运，但仍会伺机东山再起，“东突”恐怖主义分子不会停止其分裂祖国的

活动，主要原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受“基地”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支持。主张新疆独立的“东突”

分裂主义者不但得到了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中亚和西亚恐怖网络的

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残余势力存在一天，“东突”恐怖主义

势力就不会停止其活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以来，“本•拉登”与中亚、西亚的恐怖组

织头目多次密谋，要帮助“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在新疆进行“圣战”，要把中国新疆建设成一

个标准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东突”恐怖组织得到了境外恐怖组织在经费、物资和精神

上的大力支持。1997年 12月，受“本·拉登”资助的沙特阿拉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将 26
万美元转交给新疆境内恐怖组织，作为周边国家的“东突”恐怖组织的活动经费。1999年初，本·拉
登又会见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许诺提供资金援助的同时，要求

其“一切行动与塔利班协调”。2001 年 2 月，本·拉登及塔利班高层人士在坎大哈与“东突”恐

怖组织达成协议，帮助后者训练骨干成员，并承诺负责 2001 年的活动经费。此外，塔利班、“基
地”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恐怖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

通工具、通讯设备等。据报道，曾先后有来自 10个“东突”恐怖组织的 1000多名骨干分子在“基
地”组织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中接受过诸

如爆炸、暗杀、投毒等恐怖活动训练。近年来，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暗杀恐怖事件，大多与

这些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我国警方已抓获 100 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他国家接受过恐
怖活动训练、然后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 10多名在恐怖活动
中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事实证明，本·拉登与塔利班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东突”分裂
恐怖主义活动的幕后推手。 

第二，“东突”问题受土耳其恐怖主义势力的影响。“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是 20 世
纪初首先在俄属中亚地区，继之在土耳其兴起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个组

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传入新疆。当时，土耳其派

遣的人员在新疆的阿图什以办学为名，传播“双泛”思想，继而一些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民族知

识分子也参与其中，鼓吹和宣传“双泛”，成为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之后，经过 20 年左右
的时间，新疆形成了以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一小撮以“双泛”为

旗帜的分裂势力，他们建立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政党和组织，企图分裂新疆，这就是“东突厥斯

坦独立运动”。“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深受其影响，并从“双泛”活动中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

大力支持。如新疆 “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早年留学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系统地接受了“泛
突厥主义”，回国后又一度高踞新疆省政府主席之位。时至今日，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书刊中经常

有大量的关于建立“东突厥斯坦独立政府”的鼓噪，持续不断地公开煽动分裂主义思想，大力鼓

吹“新疆独立”，并指责土耳其政府对境外“受压迫突厥人”的冷漠态度。 
第三，“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受中东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影响。后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

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成为诱导国家和国内冲突的最重要的原动力之一。民族分离主义运

动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中最主要、也是最具破坏力的一种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多民族国家中的一

个或多个少数民族努力推动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进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或与其他邻国的同

一民族合并的运动。这种民族分离现象在一些国家早已存在，只是影响不大。如土耳其、伊朗、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加拿大的魁北克和法国的科西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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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进入冷战后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开始狂飙突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了中欧、东欧和

南欧，使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并且迅速向世界范围蔓

延，至今余波未平。据统计，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积极推动从其母国分离或具有分离倾向的民族

就有 20多个。现在仍在为“独立”而斗争的重点地区中，有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
尔德人聚居区，俄罗斯的车臣，英国的北爱尔兰，斯里兰卡的北部和东部地区，格鲁吉亚的南奥

塞梯、阿布哈兹，加拿大的魁北克，法国的科西嘉，西班牙的巴斯克，印度的旁遮普，印度尼西

亚的伊里安、亚齐、马鲁古、西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等省和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等。[16]后冷战时

期，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对新疆稳定也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受恐怖主义全球网络化影响，中国的“东突”问题日益凸现出深刻的国际背景，

境内外恐怖组织建立了密切的人员链、资金链和技术链，中国国内反恐成为全球反恐的重要组成

部分。近代以来，新疆一直是国际上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之一。国际上“泛突厥主义”、“泛伊斯

兰主义”一经产生，就千方百计向该地区渗透。“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东突”分裂

主义势力的思想根源。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为达到分裂中国的政治目的，不仅名称几经变更，而且斗争手段也随

着国际政治斗争形式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换。这些组织逐步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构成了民族

分裂主义性质的恐怖主义类型，具备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 
尽管东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难逃其失败的命运，但仍会伺机东山再起。首先，“东突”势力

受到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支持，主张新疆独立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不但得到了“基地”组织

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本·拉登领导下的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证明，本·拉登与塔利

班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东突”分裂恐怖主义活动的有力推动者；其次，“东突”分裂恐怖主义

势力的活动是在土耳其兴起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东

突”分裂恐怖主义势力受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的影响。后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裂主义运

动风起云涌，成为诱导国际和国内冲突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当前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强，为保存实力，“东突”恐怖势力势必会调整战略，

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方式，以适应变局，伺机再起。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作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组

成部分，“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形式和手段方式也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破坏有关国家稳定与

安全、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施暴目的不会改变，这股恶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与“东

突”恐怖势力之间的分裂与反分裂、恐怖与反恐怖的斗争还将是长期而复杂的。研究表明，土耳

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和中亚国家的恐怖组织与“东突”分裂势力之间存在千丝万

缕的联系，中国的反恐工作客观上要求它与部分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合作，在双边和多边关系

框架内建立长效反恐合作机制，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功能，切断“东突”恐怖组织的国际联

系渠道，维护国家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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