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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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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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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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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本文主要研究 阿拉伯世界公众对
“

伊

斯兰 国
”

的政治 态度及其影 响 因 素 ， 分别从 宗教认知、

经济体验 、 政治环境 、 社会文化认知四个维度考察 了 可

能使民众对
“

伊斯兰 国
”

的 支持产 生正面或 负 面影响 的

因 素 。 基 于 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７ 年 第 四 波
“

阿 拉伯 晴 雨 表
”

（
Ａｒａｂ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ＳｕｒｖｅｙＷａｖｅＩＶ

） 的 民调数据 ， 本文通

过回 归分析 ，
发现经济体验和政治环境并没有显著影响

阿拉伯 民众对
“

伊斯兰 国
”

的 态度 ， 宗教认知和社会文

化认知则对民众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政治 态度有更直接的

影响 。 本文还发现 ， 在一 些 宗教和社会文化 因 素方 面 ，

“

伊斯兰 国
”

的一般支持者与深度支持者存在显著 区 别
，

深度支持者往往在此类观念上更加复杂和 多样化 。

［ 关键词 ］ 阿拉伯世界
“

伊斯兰 国
”

政治 态度

恐怖主义



宗教与美国社会

２０ １ 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叙利 亚 民 主 力 量 （
Ｓｙｒｉａ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ｔ 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 宣布 ， 在上巴古兹 （

ＵｐｐｅｒＢａｇｈｏｕｚ
） 击败了叙利亚境内

最后一片 占领领土上的
“

伊斯兰 国
”

武装分子 ，
全球反恐被认

为进入 了
“

后
‘

伊斯兰 国
’

时代
”

。

① 然而 ，

２０ １ ９ 年 ８ 月 ５ 日
，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 古特雷斯 （
Ａｎｔ＆ｉｉｏＧｕｔｅｒｒｅｓ

） 在联合

国报告中警告称 ，

“

伊斯兰 国
”

虽然失去 了物理形态 的
“

哈里

发国
”

， 但其领导人仍掌握着高达 ３ 亿美元 （ 约合 ２ １ ．１ 亿人民

币 ） 的资产 ， 目标是为 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

心脏地带
”

创

造复兴条件 。

？
２０ １ ９ 年 ８ 月 ６ 日

， 美 国 国 防部监察长办公室

（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Ｉｎｓｐｅｃ 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 发布了一份报告 ， 指出
“

伊斯兰国
”

在叙利亚的势力有所 回升 ， 不但有
“

死灰复燃
”

之迹 ， 还巩 固

了伊拉克的叛乱能力 。

？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３ 日

， 约旦 国王阿 卜 杜拉

警告称 ：

“

在过去一年里 ，

‘

伊斯兰 国
’

已经明显地开始重建和

崛起 ， 不仅在叙利亚东南部 ， 而且在伊拉克西部
”

， 并强调 国际

社会应共同应对
“

伊斯兰 国
”

的重新崛起。

④ “

伊斯兰 国
”

的这

①
“ ＂

ＴｏｔａｌＥ 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ＳＩＳ ｉｎ￥
ｙ
ｒｉａ ？ＵＳ

＿

ｂａｃｋｅｄＦｏｒｃｅｓＣｏｎｆｉｒｍ
，ＤａｍａｓｃｕｓＣａｌｌｓ ｉｔａ

Ｂ ｌｕｆｆ
，

＂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ｒＬｃｏｍ／ｎｅｗｓ／４５４５５５

－

 ｓｄｆ 

—

ｄｅｃ ｌａｒｅ 
—

ｖｉｃｔｏ ｒ
ｙ 

—

 ｓ
ｙ
ｒｉ ａ／ ． ２０ １ ９ 

—

０３
－

２３ ／２０ １ ９

－

０５
－

１ ０ （ 上网时间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

“

伊斯兰 国
”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 ｔａｔｅ

） ， 原名
“

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斯兰国
”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 ｔａｔｅｏｆ  Ｉｒａ

ｑ
ａｎｄＬｅｖａｎ ｔ

， ＩＳＩＬ
） 。

“

黎凡特
”

（
Ｌｅｖａｎｔ

） 是西方世界

对地中海东岸的大叙利亚地区 的称呼 ，
阿拉伯世界称之为

“

沙姆
”

（
Ａｌ

－

Ｓｈａｍ
，士５ １ １

） ， 因此

该组织有时也写作
“

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 国
”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 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Ｓｈａｍ
，ＩＳ ＩＳ ） 。 ２０ １４ 年

宣布建立
”

哈里发国
“

后 ， 该组织改名 为
“

伊斯兰 国
”

（ ＭａｍｉｅＳ ｔａｔｅ
，ＩＳ

） 。 在阿拉伯世界 ，

对该组织的主要称呼是
“

达伊沙
”

Ｄａ
’

ｅＳｈ
） ， 该词是

“

伊拉克 和沙姆伊斯兰 国
”

一词 的 四个首字母 ｊｔ
１Ｊ 缩写而成的 。

②
“ ‘

伊斯兰 国
’

死灰 复 燃 ， 后 哈 里 发 时 代 将 到 来 ？

”

ｈ ｔｔ
ｐ
ｓ

：／／ｎｅｗ．

ｑｑ
． Ｃ＿／〇ｍｎ／

２０ １ ９０８０７／２０ １ ９０８０７ Ａ０ Ｉ３ ８６００ ． ｈ ｔｍｌ （ 上网时间 ： ２０２０ 年 ３月２５日 ） 。

③
“

美军撤离后叙利亚
‘

伊斯兰 国
’

死灰复燃
”

，

ｈ ｔｔｐ ｓ
：／／ｗｗｗ． ｚａｏｂ ａａｃｏｍ＊ ｓｇ

／ ｚｎｅｗｓ／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 ＜ｍａｌ／ ｓｔｏｒ
ｙ２０ １ ９０８０７

－

９７９ １ １ １ （ 上 网时间 ：
２０２０ 年 ３月２５日 ） 。

④
“

约旦 国王警告 ：

‘

伊斯兰 国
’

或将死灰复燃
”

，

“

ｈ ｔｔ
ｐ
ｓ

：／／ｎｅｗｓ ＊ ｓ ｉｍ ｃｏｎＬ ｃｎ／ｗ／

２０２０
－

０ １
－

 １ ３ ／ｄｏｃ 

－

 ｉ ｉｈｎｚａｈｋ３ ８ ５ １ ６５ １ ．ｓｈ ｔｍｌ （ 上 网时间 ：
２０２０年 ３月２５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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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动 向表明 ， 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的军事溃败并不意味

着该组织的彻底消亡 ， 更不意味着其所倡导 的
“

萨拉菲圣战
”

运动的销声匿迹 。

作为当代
“

伊斯兰极端主义
”

与
“

恐怖主义
”

相结合的最

典型代表 ，

“

伊斯兰 国
”

继承了
“

基地
”

组织 的现代圣战萨拉

菲主义的意识形态 ，

？ 将伊斯兰世界视作一个超国家的穆斯林共

同体 （ 乌玛 ） ，

？ 认为乌玛 的正道就是忠实地实行源 自 《古兰

经》 和 《圣训 》 的沙里亚法 ， 而西方枪炮与文化的侵入与本地

世俗政权的统治都构成了对穆斯林共同体的攻击和对沙里亚法

的背叛 ， 因而穆斯林必须通过
“

圣战
”

的方式 ， 即 以暴力 与恐

怖的方式来实现乌玛的团结和沙里亚法的治理。

③ 虽然
“

伊斯兰

国
”

与
“

基地
”

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但在行为模式上与

包括
“

基地
”

组织在内 的绝大多数恐怖组织有很大不同 ： 首先 ，

“

伊斯兰 国
”

具有
“

基地
”

组织所没有的强烈的宗派主义色彩 。

逊尼派的圣战萨拉菲主义一 向将什叶派视为异端和叛教者 ， 但

①圣战萨拉菲主义本身是散布各地的萨拉菲主义三派 中的一支一 ？远离政治的传统萨

拉菲 （
Ｐｕｒｉｓｔ

） 、 政治活跃但强调非暴力 的政治萨拉菲 （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

） 、 强调暴力使用 的圣战萨拉

菲 （ Ｊ ｉｈａｄｉｓｔ
）

——而萨拉菲主义本身又是 １ ９ 世纪以来伴随着奥斯曼帝 国衰落和西方入侵而

在伊斯兰世界各地兴起的各式伊斯兰复兴运动 中 ，

一个较晚 、 较为激进而广为传播的派系 ，

其主要在埃及和部分海湾 国家拥有较多信奉人 口 。

② 即
“

：Ｕ
”

， 音译作
“

乌玛
”

。

“

乌玛
”

原意为共同体或社群 ， 最早指先知时期 围绕在

穆罕默德周 围 的全体穆斯林的社群 ， 该词在现代阿拉伯语 中有时 引 申 意为
“

国族
”

（
ｎａ ？

ｔｉｏｎ
） ，如联合国 即

“

ｂＵ ｉ ；有时指全体穆斯林组成的共同体 ， 即

③ 参见Ｈｕｓｓｅ ｉｎＳｏｌｏｍｏｎ
，／ｓ／ａｍ ｉｃ ｆ／ ｉｅＣｏｍ ｉｎｇ以ｏ ６ａ Ｚ （ 

ＮｅｗＹｏｒｉｃ
：

Ｓｐｒ ｉｎ
ｇ
ｅｒ

，２０ １ ６
）  ，ｐｐ ． １ ５

－

２２
；Ｈａ ｉｍＭａｌｋａ

，
ｗ

Ｊ ｉｈａｄ ｉ 
－

ＳａｌａｆｉＲｅｂｅ ｌｌ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ｏｆ Ａｕ ｔｈｏ ｒｉ

？

ｔ
ｙ ，

Ｈ

 ｉｎＣＳ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 ｕ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Ａ ｒａｂＵｐｒｉｓ ｉｎｇ （ 

Ｗａｓｈｉｎ
ｇ

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Ｃｅｎ ｔｅｒ ｆｏｒ Ｓ ｔｒａ ｔｅ

ｇ
ｉｃ ａｎｄ

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 １ ５

）  ，ｐｐ
． ９ 

－

３５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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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
“

基地
”

组织往往与什叶派保持 良好关系并对其传道 ，

？

而仅仅将西方作为圣战的对象 。 然而 ，

“

伊斯兰国
”

却将什叶派

视为与西方或世俗阿拉伯政权一样危险的敌人 ， 并将这种敌意

转化为话语和行动 。 这样 明确 的宗派主义色彩为其贏得 了相 当

多对什叶派不满的逊尼派人士的支持——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黎

巴嫩 。

？ 其次 ，

“

伊斯兰 国
”

建立 了 实质上 的有效治理。 据估

计 ， 自 ２０ １ ３ 年在叙利亚内 战 中崛起以来 ，

“

伊斯兰 国
”

在巅峰

时控制 了超过 １ ０ 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和超过 １ １ ００ 万的人 口
，

？ 在

利 比亚 、 也门和巴基斯坦 － 阿富汗边境呼罗珊地区 （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

）

发展了直属分支 ， 获得 了埃及西奈半 岛 、 阿尔及利亚 、 菲律

宾 、 尼 日 利亚 、 加沙 、 索马里 、 北高加索等地 的伊斯兰极端

组织的效忠 ，

？ 并通过走私石油获得了每 日 １ 〇〇 －

２００ 万美元的

财政收人 。

？

①
“

基地
”

组织头 目扎瓦希里甚至就此做过公开说明 ， 参见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Ｉｓｓｕｅｓ Ｊｉ
－

ｈａｄＧｕ ｉｄｅ ｌｉｎｅｓ
，

＂

ｈｔｔ
ｐ
ｓ

：／／ｗｗｗ． ａｌ
ｊ
ａｚｅｅｘａ ． ｃｏｍ／ｎｅｗｓ／ｅｕｒｏｐｅ／２０ １ ３／０９／２０ １ ３９ １ ７２２９３３２０ １ １ ３８ ．ｈｔｍｌ

（ 上网时间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

② 逊尼派 占伊拉克人 口约 ４０％
， 什叶派 占 ５５％

－

６０％ 。 伊拉克临时政府组建后迅速

为什叶派政治力量主导 ，
逊尼派为主的复兴党人被系 统性地从 国家政权 中边缘化和清除 ，

使得大量逊尼派人 口走向 了什叶派政府的对立面 ，

“

伊斯兰 国
”

在 ２０ １ ３ 年崛起之初便利用

这一点 ， 吸纳 了大量前萨达姆政权的武装人员 和逊尼派 民兵 ， 详见 Ｈ ． Ｒ ＡＩ
－

Ｑａｉａｗｅｅ
，

／ｒ〇^

■Ｓｅｃｔａｒ ｉａｎＣｒｉｓ ｉｓ（ Ｂｅ ｉｒｕ ｔ
：Ｃａｒｎｅ

ｇ
ｉｅＭ 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 １４
） 。 逊尼派 占黎巴嫩人 口约 ２７％

， 什

叶派也有 ２７％ 。 自 ２００５ 年逊尼派前总理拉菲克 ？ 哈里里被谋杀后 ， 黎 巴嫩境 内什叶派真主

党主导政治的境况使得反什叶派的
“

伊斯兰 国
”

一度在逊尼派 民众 中有 了相 当 的支持基础 ，

尤其是在其第二大城市 、 也是主要 的逊尼派 中心 的黎波里 ， 参见 Ｈ ｉｌａｌ Ｋｈａｓｈａｎ
，

“

Ｄａｔｅｌｉｎｅ
：

Ｗｈ
ｙ 
Ｌｅｂａｎｏｎ

＊

ｓ Ｓｕｎｎ ｉｓ Ｓｕ
ｐｐ

ｏ ｒｔ ＩＳ ＩＳ
，

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 ３（
２０ １ ５

）  ，ｐｐ
． １

－

８ 〇

③Ｓｅ ｔｈＧ ． Ｊｏｎｅｓ ，
ｅ ｔｃ ？

，
及ｏ／／ｉｎｇ如 ／ｓ／ａｍｉｃ Ｓｔａ ｔｅ （ 

Ｗａ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 Ｄ ． Ｃ ． ：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２０ １ ７
） ，ｐｐ

． ２０
－

２２ ．

④ Ｉｂ ｉｄ ．

⑤
“

Ｈｏｗ ＩＳ ＩＳＦｕｎｄｓ Ｉ ｔｓＲｅ ｉｇｎ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

”

ｈ ｔｔ
ｐ
ｓ

：／／ｗｗｗ ． ｒａｎｄ ， ｏｉｇ／ｂ ｌｏ
ｇ
／２０ １４／０９／ｈｏｗ

＿

 ｉｓｉｓ

—

ｆｕｎｄ ｓ 
－

 ｉ ｔｓ 

－

ｒｅｉ
ｇ
ｎ 

－

ｏｆ 

－

 ｔｅ ｒｒｏｒ ， ｈ ｔｍｌ（ 上网时间 ：
２０２０年 

３月２５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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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世界公众对
“

伊斯兰国
方

的政治态度研究

治理的 常态化不仅使得
“

伊斯兰 国
”

从传统恐怖组织 的

“

流寇
”

形态向
“

坐寇
”

转型 ， 也成为其 自 证
“

合法性
”

的重

要依据 。 自 封为
“

哈里发国
”

的
“

伊斯兰 国
”

在其鼎盛期构成

了
一个拥有领土的实体治理机构 ， 且在统治范围 内维持了相 当

程度的政治 、 经济和社会秩序以及相当数量的民众支持 。

？ 来 自

周边国家与全球各地的
“

圣战
”

分子不断涌入叙利亚和伊拉克

加人
“

伊斯兰国
”

，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组织在周边国家和全球

伊斯兰群体中 的影响力 。 这种支持与影响力是如何产生 的 ？ 在

阿拉伯世界 中 ， 究竟有哪些政治 、 经济 、 社会或文化 因素促成

或阻碍了 民众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 ？ 本文基于 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 ７ 年

进行的第 四轮
“

阿拉伯晴雨表
”

调查数据 ， 系统探讨阿拉伯世

界公众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政治态度及其影响 因素 ， 这对于我们

理解未来中东局势和 国际反恐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一

、 问 尨 伪 世 界 么 众 对
“

ｆｆ 斯 董 图
”

的

政 殆 鑫度的碑 究 现述

既往对
“

伊斯兰 国
”

的研究可 以划分为三类 ， 即 国家与 国

① 参见Ｈｕ ｓｓｅ ｉｎＳｏ ｌｏｍｏｎ
，

／ｓ ／ａｍ ｉｃＳｔｏ ｉｅａｎｄ ｆＡｅＣｏｍｉｎｇ （７〇咖）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Ｓｐｒｉｎｇｅ
ｒ

，
２０ １ ６

） ， Ｐｐ
． １ ５

－

２２
；
王晋 ：

“ ‘

伊斯兰 国
’

与恐怖主义的变形
”

， 载 《外交评论 （ 外

交学院学报 ） 》 ，

２０ １ ５年第 
２期 ， 第 １ ３ ８

－

 １ ５ ８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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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

ｙ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 ｒｄＵ ｎ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 １ ６
） ；

“

Ｗｈｙ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ｉｓＢｏｏｍｉｎｇｕｎｄｅｒ Ｉｓ ｌａｍｉ ｃＳ ｔａｔｅＯｎｅＹｅａｒ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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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 ｔｔ
ｐ
ｓ

：／／

ｗｗｗ ．  ｔｅ ｌｅ
ｇ
ｒａ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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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ａｔｅ／ １ １ ６５７９ １ ８／Ｗｈ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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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 ｓ ｉｎｅ ｓ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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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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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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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 ｌａｍｉｃ 
－

Ｓｔａｔ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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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
ｅａｒ 

－

ｏｎ ＊ ｈｔｍｌ（ 上网时间 ：
２０２０年 ３月２５日 ） 〇



宗教与美国社会

际关系层面的研究 、

？ 组织层面的研究 ，

？ 以及个人层面的研究 。

其中 ， 前两类文献总体上较为宏观 ， 以描述性 、 介绍性为 主 ，

主要研究了
“

伊斯兰 国
”

在其崛起与衰败过程 中 ， 如何与阿拉

伯世界中各原有政治和社会行为体进行互动并造成影响 。

①如 Ｓｅ ｔｈＧ ．Ｊｏｎ ｅｓ
，

ｅ ｔｃ ．

，
瓜ｒａ

ｇ 
ＢｏｃＡ ：  ｆ ／ｉｅ ／ｓ ／ａｍ ｉｃ Ｓｔｏ Ｊｅ （

Ｗａ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Ｄ ．Ｃ ． ：ＲａｎｄＣｏｒ
ｐ
ｏｒａ

－

ｔｉｏｎ
，２０ １ ７

）  ；Ａ ．Ｓ ．Ｈａｓｈ ｉｍ
，

Ｍ

Ｔｈ ｅ Ｉｓ ｌａｍｉ ｃＳｔａｔｅ
：ＦｒｏｍＡ１ 

－

Ｑａｅｄａ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ＴｏＣ ａｌｉｐｈ
ａｔｅ

，

Ｍ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 ｌ ｉｃｙ 
ｔＶｏＬ ２ １

，Ｎｏ ． ４（
２０ １ ４

） ，ｐｐ ． ６９
－

８ ３
；ＪｏｂｙＷａｒｒｉ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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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Ｒ ｉｓｅｏｆ 
ＩＳＩＳ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ｃｈｏｒ
，２０ １ ５

） ；
王雷 ：

“ ‘

伊斯兰 国
’

极端组织兴起与 中东政治变迁
”

， 载 《亚

非纵横 》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

１ ４ 页及第 １ ２５
、

１ ３ ０ 页 。 关于
“

伊斯兰 国
”

在 阿拉伯世界

特定 国家或地 区 的活动和特定 国家地 区的应对措施 ， 可见 Ｅｍａｎ Ｒａ
ｇ
ａｂ

，
“

Ｔｈｅ Ｇｕ ｌｆ Ｃｏｏ
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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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ｈ ，
Ｖ〇Ｌ ９

，

Ｎ 〇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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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７７

－

５ ９５
；
王晋 ：

“ ‘

伊斯兰 国
，

组织西奈分支的 演进及影

响
”

， 载 《 阿拉伯世界研究 》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５２
－

６４ 页及第 １ １ ９ 页
；

Ａｎｄｒｅｗ Ｅｎｇ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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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２０ １ ５
） 〇

② 关于教派 冲突如何促成了
“

伊斯兰 国
”

的产生 ，
可参见 Ｈａｒｉ ｔｈ Ｈａｓａｎ Ａ ｌ

－

Ｑａｒａｗｅｅ ，

Ｉｒａｑ

ｉ

ｓ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 ｉｓ
： Ａ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Ｅｘｃｌｕｓ ｉｏｎ （ Ｂｅ ｉｉｕｔ
：Ｃａｒｎｅ

ｇ
ｉ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 ｅｎｔｅｒ

， 
２０ １ ４

）  ；

济因素如何促成了
“

伊斯兰 国
”

的产生 ，
可参见 Ｃｏｄ

ｙ
Ｍ ｃＣ ＩａｉｍＢｒｏｗｎ

，

“

Ｍｏｂ ｉ ｌｉｚ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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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ａ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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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ｈａ 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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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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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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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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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ｒｅｄ ｔｏ Ｄｅ ａｔ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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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 （
２０ １ ８

）ｐｐ
． ｌ

－

２０
； 关于

“

伊斯兰 国
”

的组织运作 ，
可参见 Ａｙ

ｍｅｎｎＡＩ 
－

Ｔａｍｉｍ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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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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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ｓ Ｄｏｈａ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ａｌ

ｙｓ
ｉｓ Ｐａｐｅｒ

， ２０ １ ４
） ；
王奇 、

梅建明 、 刘 明辉 ：

“ ‘

伊斯兰 国
’

情报机构 的架构 、 职能与运作研究
”

，
载 《情报杂志 》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７ 期 ，
总第 ３７ 期 ， 第 １ ６

－

２４ 及第 ３０ 页 ；
李景然 ：

“

论
‘

伊斯兰 国
’

的资金链及

其影响
”

，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６ 期 ， 第 １ ０７
－

１ １ ８ 页 。 关于
“

伊斯兰 国
”

与

“

基地
”

组织的联系与异 同 ，
可参见 ＨＭａｌｋａ

，

“

Ｊ ｉｈａｄ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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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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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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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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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ａｅｄａｆｏｒＳｕｐ
ｒｅｍａｃ

ｙ
ｏｆ  ｔｈ ｅＧ ｌｏｂａｌＪ ｉｈａｄ ｉｓ ｔ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７％ｅＷ ｔｗ／ ｉ ｉｎｇｔｏ Ｔｉ你 为 ｒ

爪狀 ￡如 户〇 ／办 ，
￥〇１ ２〇

，

１＾ 〇 ． １
（
２〇 １ ４

） ， ０＞ １
－

１ １
；
刘乐 ：

“ ‘

伊斯兰 国
’

组织与
‘

基地
’

组

织关系探析
”

，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 ，

２０ １ 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１ ９
－

３ ３ 及第 １ １ ８ 页 。 关于
“

伊斯

兰 国
”

在
“

圣战
”

组织发展脉络 中 的性质 与地位 ，
可参见 Ｆａｗａｚ Ａ ． Ｇｅｒ

ｇｅ
Ｓ

，

“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 ｉｒｄ Ｗａｖｅｏｆ
Ｊｉｈａｄ ｉｓｍ ／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１ １ ３
，Ｎｏ ． ７６７（

２０ １４
） ，ｐｐ

． ３ ３９
－

３４３ 〇



谁在支持
“

伊斯兰国 ＇ 阿拉伯世界公众对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态度研究

个人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
“

伊斯兰 国
”

如何影响和吸引 了

域外国家尤其是西方 国家的公民 。 在此类研究 中 ， 有两个主要

的研究方向 ：

一是研究
“

伊斯兰 国
”

所采取的社交 网络宣传策

略 ；

？ 二是研究西方或域外 国家民众对
“

伊斯兰 国
”

的态度与

支持情况 。

？ 例如 ， 埃弗莱因姆 ？ 本莫拉克 （
Ｅｆｒａｉｍ Ｂｅｎｍｅｌｅｃｈ

）

和埃斯特班 ？ 科勒尔 （
ＥｓｔｅｂａｎＫｌｏｒ

） 基于沙姆地区以外各国加

人
“

伊斯兰 国
”

的
“

圣战
”

分子人数统计 ， 采用计量方法系统

研究了不同 国家的各类经济社会因素对滋生
“

圣战
”

分子的影

响 。 他们的研究发现挑战 了过往知识界的一些通行观点 ， 即
一

国 民众参与
“

伊斯兰 国
”

的可能性与该 国 的经济发展水平 、 社

会发展水平 、 穆斯林人 口 多少 、 族群 同质化程度呈正相关。 恰

恰相反 ， 他们发现
“

伊斯兰 国
”

在非伊斯兰世界所获得的支持

往往并不源 自 经济困顿 、 社会不平等或政府无能 ， 而更多源于

个体融人非伊斯兰世界的失败 。

？

相比之下 ， 有关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民众对
“

伊斯兰

①此类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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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ｉｄ ｅｄ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 ６ ｔｈ Ａｎｎｕａ 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

ｅｎｃｅ ｏｎＧｏｕｅｍｍｅｎ ｔ ｉ？ ｅｓｅａｒｃ ／ｉ
，
ＡＣＭ

，２０ １ ５
； 柳思思 ：

“ ‘

伊斯兰 国
’

的互联网攻势及其影

响
”

， 载 《现代 国际关系 》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２ 期 ， 第 ３２
－

３９ 及第 ６３ 、 ６５ 页 。

② 参见 Ｒｕｋｍｉｎ ｉＣａｌｌｉｍａｃｈｉ
，

“

ＩＳ ＩＳａｎｄ ｔｈｅＬｏｎｅ ｌ
ｙ 
Ｙｏｕｎ

ｇ 
Ａｍｅｒ ｉｃ ａｎ

，

”

７％ｅ  ＴＶｅｕ ；ｙ〇 ｒＡ ７Ｖｍｅｓ
，

Ｎｏ ． ２７ （
２０ １ ５

）  ；Ａｎ ｉ ｔａＰｅｒｅ§ｉｎ
，

ｗ

Ｆａｔａｌ Ａｔ 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Ｗｅｓ ｔｅｒｎ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ｎｄ ＩＳＩＳ ／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Ｔｅｒ－

ｒ〇 ｒｉ５ｍ
，
Ｖ〇Ｌ ９

，
Ｎ〇 ． ３

（
２０ １ ５

） ； 李宁 ：

“ ‘

伊斯兰 国
’

影响下 的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分析
”

，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 第 ８ ８

－

１ ０６ 贾 。

③ＥｆｒａｉｍＢｅｎｍｅｌｅｃａｎｄＦｓ ｔｅｂａｎＦ ． Ｅｓｔｅｂａｎ
，

“

Ｗｈ ａ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Ｆ ｌｏｗｏｆ Ｆｏｒｅ ｉｇ
ｎＦ ｉｇｈ ｔｅｒｓ ｔｏ

ＫＩＳ ？

Ｍ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ｎｄ Ｐｏｌ ｉｔ ｉｃａｌＶｉｏ ｌｅｎｃｅ （
２０ １ ８

）  ，ｐｐ
． １

—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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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的政治态度 的研究相对较少 。 这主要 出 于两方面 的原 因 ：

一方面 ， 由 于战乱的缘故 ， 当地
一手资料较难获取 ； 另

一方面 ，

“

伊斯兰国
”

的海外招募对域外 国家构成了实质性的安全威胁 ，

因而较易吸纳研究资源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 有
一些机构和学

者对阿拉伯世界公众针对叙利亚 内 战 的态度进行了研究 ， 由 于

其考察主题与
“

伊斯兰 国
”

高度相关 ，
也值得研究者关注 。 主

要有三项 由咨询机构或智库开展 了相关调研 ， 分别为佐格 比研

究服务 （
Ｚｏｇｂ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 ＯＲＢ国际 （
Ｏｐ ｉｎ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和马里兰大学国家恐怖主义和反恐研究联

合会 （
ＳＴＡＲＴ

） 。

① 这三项调查都在 ２０ １４ － ２０ １ ６ 年间进行的 ， 主

要考察了叙利亚内 战 中各政治派别或 中东地区各 国所受到的支

持情况 ， 对
“

伊斯兰国
”

的受支持情况均略有涉及。

？

此外 ，
也有一些学者 的研究对本文具有重要 的启 示意义 。

例如 ， 马 克 ？ 特斯勒 （
ＭａｒｋＴｅｓｓｌｅｒ

） 在 ２０ １ ０ 年基 于第一 期

“

阿拉伯晴雨表
”

的调查数据 ， 分析 了 阿拉伯世界的 民众对 民

主 、 公民精神和伊斯兰政治的看法 。

？ 丹尼尔 ？ 科斯滕 （
Ｄａｎ ｉｅｌ

Ｃｏｒｓｔａｎｇｅ ） 于 ２０ １ ５ 年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 民 中进行了一次覆盖

了２０００ 名成人的访谈 ， 并通过计量方法测算 了叙利亚难 民 中对

内战各派的支持情况 ， 以及一些社会经济 因素对支持情况 的影

响 。 他发现 ， 政府支持者总体上要 比世俗和伊斯兰反对派更富

①Ｚｏ
ｇ
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
Ｔｏｄａｙ

’

ｓ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
ｅ ｓ

，

Ｎｏｖ ．

，
２０ １４

；

ＯＲＢ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ｒｉａ Ｐｕｂ ｌ ｉｃ Ｏｐ ｉｎ ｉｏｎ

ｔＪ
ｕＬ ， ２０ １ ５

 ；ＳＴＡＲＴ ，Ｓｙ
ｒｉａ Ｂａｒｏｍｅ ｔｅｒ Ｓｕｒｖｅ

ｙ ：Ｏｐ ｉｎｉｏｎｓ Ａ－

ｂｏｕ ｔＷａｒ  ＩｎＳｙ
ｒｉａＡｎｄＡｂｏｕｔ Ｒａｄ ｉ ｃａｌ Ａｃ ｔｉｏｎ

 ｙ２０ １ ６ ．

② 总体而言 ， 这些调査都发现阿萨德政府拥有接近半数且相 当坚实 的支持基础 ，
而

“

伊斯兰 国
”

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率都很低 。

③ＭａｒｋＴｅ ｓｓ ｌｅｒ
，

“

Ｒｅｌ ｉ
ｇ

ｉｏｎ
，Ｒｅ ｌ ｉ

ｇ
ｉｏｓｉ ｔ

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Ｐｏ ｌｉ ｔ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 Ｉｎｓ ｉ

ｇ
ｈ 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ＡｒａｂＢａｒｏｍｅｔｅ ｒ Ｓｕｒｖｅ
ｙ
ｓ ／

＊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Ｌａｗ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 ２

，Ｎａ ２ （
２０ １ ０

） ，ｐｐ ． ２２ １
－

２５ ．



谁在支持
“

伊斯兰国
”

： 阿拉伯世界公众对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态度研究

裕 （ 战前 ） 、 教育水平更高 、 更年轻 、 更世俗 ， 而逊尼派／少数

派的教派族群分野也十分明显 。

？ 科斯滕还与艾琳 ？ 约克 （
Ｅｒｉｎ

Ｙｏｒｋ
） 合作 ，

？ 运用计量方法研究 了不 同 的
“

对立叙事
”

框架

如何影响人们对叙利亚内战各方的支持情况 。

？

当然 ， 仍有一些机构和学者对于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

公众对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态度进行 了考察。 有 四个机构针对

“ ‘

伊斯兰国
’

在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支持情况
”

这一主题进

行了专 门 的调研 ， 分别是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 （
ＡＣＲＰＳ

） 、 皮尤

研究中心 （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

） 、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费

克拉论坛 （
Ｆｉｋｒａ Ｆｏｒｕｍ

） 和阿斯达博雅公关 （
ＡＳＤＡ

’

Ａ Ｂｕｒｓｏｎ－

Ｍ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ｒ
） 。

？ 然而 ， 这类机构报告仅包含 了 民众 （ 或青年 民

众 ） 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率情况 ， 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其原

因 。 当然 ， 有部分学者 的研究极具启 发意义 ， 例如 ， 马格迪

（
Ｍａ

ｇ
ｄｙ ） 等人在 ２０ １ ５ 年的研究 中 ， 爬取了１ ５ 万名 曾在推特 中

提及
“

伊斯兰国
”

的阿拉伯语推特用户 ， 通过语义识别判别每

个用户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政治观点 ， 并结合该用户在 ２０ １４ 年一

年内的历史推特记录 ， 分析究竟哪些因素可能与对
“

伊斯兰 国
”

①Ｄａｎ ｉｅ ｌＣｏｒｓ ｔａｎ
ｇ
ｅ

，
ｕ

ＴｈｅＳ
ｙ
ｒｉａｎ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ａｎｄＰｕｂ ｌｉｃＯｐ ｉｎｉｏｎＡｍｏｎ

ｇ
Ｓ
ｙ
ｒｉａｎｓ ｉｎＬｅｂａｎｏｎ

，

Ｍ

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 ｏＬ ４６

，Ｎｏ ． １ （
２０ １ ９

） ｔｐｐ
．１ ７ ８

－

２００ ．

②Ｄａｎｉ ｅ ｌＣｏ ｒｓｔａｎ
ｇ
ｅ ａｎｄＥｒｉｎ Ａ ． Ｙｏｒｉｃ

，
ｕ

Ｓｅｃ ｔａｒｉａｎＦｒａｍｉｎ
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Ｃ ｉｖｉｌ Ｗａｒ
，

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 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６２

，Ｎｏ ． ２ （
２０ １ ８

）  ，ｐｐ
． ４４ １

－

４５ ５ ．

③
“

对立叙事
”

的例子诸如
“

民主 ｖｓ ？ 独裁
” “

逊尼派 Ｖ Ｓ ？ 阿拉维派
”“

宗教 ｖｓ ？ 世俗
”

“

外来者 ＶＳ ？ 叙利亚
”

。

＠ＡｒａｂＣｅｎ 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ｏ ｌ ｉｃ
ｙ
Ｓｔｕｄ ｉｅ ｓ

，
Ｍ

ＴｈｅＭ ｉｌｉ ｔａｒ
ｙＣａｍｐａ

ｉ
ｇ
ｎＡ

ｇ
ａｉｎｓ ｔ ｔｈｅ Ｉｓ ｌａｍ ｉｃ

Ｓ 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ｔｈ ｅＬｅｖａｎ ｔ

：ＡｒａｂＰｕｂ ｌｉｃＯ
ｐ

ｉｎ ｉｏｎ
，

Ｍ

Ｄｏｈａ
，Ｎｏｖ ． ２６

，２０ １ ４
；ＪａｃｏｂＰｏｕｓｈ ｔｅｒ

，
Ｍ

Ｉｎ

Ｎａｔｉ ｏｎ ｓ ｗｉ ｔｈＳ ｉ

ｇ
ｎｉ＾ ｃａｎｔ Ｍｕ ｓ ｌ ｉｍＰｏ

ｐ
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ｕｃｈＤ ｉｓｄａｉｎｆｏｒ  ＩＳＩＳ ／
＊

Ｗａ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

，Ｄ ．Ｃ ． ：ＰｅｗＲｅ ？

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
，Ｎｏｖ ． １ ７

，
２０ １ ５

 ；
Ｄａｖｉｄ Ｐｏｌｌｏｃｋ

，
Ｍ

ＩＳＩＳＨａｓ Ａｌｍｏｓ ｔ Ｎｏ Ｓｕ
ｐｐ

ｏｒｔ  ｉｎ Ｅ
ｇｙｐ ｔ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 ｉ
－

ａ
，
ｏｒ Ｌｅｂａｎｏｎ

—

Ｂｕ ｔＡｍｅｒ ｉ ｃ ａＨａｓＬｉ ｔ ｔｌｅＭｏｒｅ
，

＊ ＊

Ｆｉｋｒａ Ｆｏｒｕｍ
，Ｏｃ Ｌ １４

，２０ １ ５
；ＡＳＤＡ

＊

ＡＢｕｒｓｏｎ 
－

Ｍａｒｓｔｅ ｌｌｅｒ
，

Ｍ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 ｅＨｅａｒ ｔｓａｎｄＭ ｉｎｄｓｏｆ ＡｒａｂＹｏｕ ｔｈ ／
＊

Ｄｕｂａｉ
，２０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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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存在相关性 。

？ 他们发现 ， 领土的得失会显著地影响推特

阿语用户对
“

伊斯兰 国
”

的总体支持程度 ； 就个人层面而言 ，

“

伊斯兰 国
”

支持者比反对者对推特有更高的使用粘度 ，
也对西

亚北非局势动荡更加不满 。

由咨询和智库机构进行的调研及报告 ， 其结论往往局限于

支持率 ， 缺少进
一步的社会经济分析 ， 其对外披露的部分数据

也不足以支撑深入研究 ； 另
一方面 ， 尽管学术界在部分邻近议

题 （ 如公众对叙利亚 内战的政治态度 、

“

伊斯兰 国
”

的
“

圣战
”

分子全球招募 ） 上有一些相对严谨的经验研究 ， 但对于
“

阿拉

伯世界民众
”

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情况 ， 仍缺少系统的经验

研究 ， 尚未有文献能够 回答
“

什么样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因素

促进抑或阻碍了阿拉伯世界公众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
”

这一

问题。 有鉴于此 ， 本文将从宗教认知 、 经济体验 、 政治环境与

社会文化认知 四个维度人手 ， 整理和归纳影响阿拉伯 民众支持

“

伊斯兰国
”

的潜在因素 ， 并基于 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 ７ 年第 四波
“

阿拉

伯晴雨表
”

的调查数据 ， 对这些因素 的显著性与重要性进行经

验验证 。

二 、 髟 响 汉 ；ａ ｉ 捋
“

妒 斯 董 图
”

的 纟 裘 ？ 砉

“

政治态度
”

 （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ａｌＡ ｔｔｉｔｕｄｅ

） 是一个运用广泛 的概念 ，

其近似或相关概念还包括
“

政治信念
”

（
Ｐｏ ｌ ｉ ｔｉｃａｌＢｅ ｌｉｅｆ

） 、

“

政

①Ｗａｌ ｉｄＭａ
ｇｄｙ

ＫａｒｅｅｍＤａｒｗｉｓｈａｎｄ Ｉｎｇｍａｒ Ｗｅｂｅｒ
，

“

＃ＦａｉｌｅｄＲｅｖｏ ｌｕ ｔ ｉ ｏｎｓ
：Ｕ ｓｉｎ

ｇ 
ＴＶｉｔｔｅｒ  ｔｏ

Ｓ ｔｕｄ
ｙ

ｔｈｅ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 ｔｓｏｆＨｅａｒｔｓａｎｄＭｉｎｄ ｓｏｆＡｒａｂＹｏｕ ｔｈ
：ＡｒａｂＹｏｕ ｔｈＳｕｒｖｅ

ｙ２０ １ ６
，

＇ ＊

Ｄｕｂａ ｉ
，

２０ １ ６ ． ＫＩＳＳｕ
ｐｐ

ｏｒｔ ／
＊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 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Ａ ｒｔ ｉｆｉｃｉａ ｌ Ｉｎｔｅｌｌ ｉｇ
ｅｎｃｅ


ｔ２０ １ ５

，ｈ ｔｔ
ｐ
ｓ

：／／ａｒｘ
－

ｉｖ ． ｏ ｔ
ｇ／Ｐｄ＾ ｌ ５０ ３ ． ０２４０ １ ．

ｐ
ｄｆ（ 上 网时间 ：

２０２０ 年 
３月２５日 ） 。



谁在支持
“

伊斯兰国
”

： 阿拉伯世界公众对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态度研究

治观点
”

（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ａｌＯｐｉｎｉｏｎ

） 或
“

公众舆论
”

（
ＰｕｂｌｉｃＯｐ ｉｎｉｏｎ

） 。

限于主题和篇幅 ， 本文不对这些概念及其理论进行详细的综述

和辨析 ， 而仅回溯其在经验研究领域 的应用 。 现代政治科学对

“

政治态度
”

的经验研究主要源 自 两个传统 ： 第一个传统可以追

溯到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 ， 彼时方兴未艾的选举预测行业

带动了政治学界 、 媒体界和知识界对候选人和选举纲领在民众

中支持程度的考察 ，

？ 成为美国选举生态和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 。 在这一传统中 ，

“

政治态度
”

往往被简化为一系列介

于社会经济因素与特定选举结果之间 的 中 间变量 ， 被各类公共

或私人机构以
“

民意调查
”

的方式加 以收集 、 分析 ， 分辨不 同

政治派别或不 同候选人 的支持基础 ， 以便解释或预测选举结

果 。

② 第二个传统则来 自政治社会学中关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

的研究 ，
以及 国 际关系学 中关于非 国 家冲突 的研究 。 如果说

“

美国 民众的政治态度
”

是
“

政治态度
”

在高度组织化和高度

制度化的社会情境 中 的展开 ， 那么 ， 这一传统则主要考察 由社

会变迁或国家能力不足造成的低制度化情境下
“

政治态度
”

如

①政治学界最早关于政治态度的研究是基于 １ ９４０ 年美 国大选 中俄亥俄某社区 民众在

投票前受大众媒体的影响情况 ， 见 ＰａｕｌＦ ．Ｌａｚａｒｓｆｅ ｌｄ
，
Ｂ ｅｍａｒｌｄＢｅｒｅｌｓｏｎａｎｄＨａｚｅ ｌＧａｕｄ ｅ ｔ

，
７７ｉｅ

Ｐｅｏｐ
ｌｅ ｄＣｈｏ ｉｃｅ

：Ｈｏｗ ｔｈｅＶｏｔｅｒ ＭａｋｅｓＵｐ
ＨｉｓＭｉｎｄ ｉｎａＰｒｅｓ ｉｄｅｒｕｉａ ｌＣａｍｐａ ｉｇｎ （ 

ＮｅｗＹ ｏｒｋ
：Ｄｕｅ ｌｌ

，

Ｓ ｌｏａｎｅａｎｄＰｅａｒｃｅ
， １ ９４４

） 〇

② 可参见 Ｈｅｎｒ
ｙ 
Ｅ ． Ｂｒａｄ

ｙ 
ａｎｄＰａｕｌＭ ．Ｓｎ ｉｄｅｒｍａｎ

，

“

Ａｔｔｉ ｔｕｄ ｅＡ ｔ ｔｒ 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ＡＧｒｏｕ

ｐ
Ｂ ａｓ ｉ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 ｔｉ 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

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ＶｏＬ ７９

，Ｎｏ ． ４ （
１ ９ ８５

） ，ｐｐ
．  １ ０６ １

－

 １ ０７８
；

又可见 ＪｏｈｎＡ ＊ Ｆｌｅｉ ｓｈｍａｎ
，

“

Ｔ
ｙｐ

ｅｓｏｆ Ｐｏｌ ｉ ｔｉ ｃａｌＡ ｔｔｉ ｔｕｄｅ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Ｒｅｓｕ ｌ ｔｓｏｆ ａＣ ｌｕ ｓ ｔｅｒＡｎａｌ

ｙ
ｓｉｓ

，

”

Ｐｕｂｌ ｉｃＯｐ ｉｎ 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５０

，Ｎｏ ． ３（
１ ９８６ ） ，ｐｐ

． ３７ １
—

３ ８ ６ 〇



宗教与美国社会

何引发社会中 的组织化行动 。

① 在这一传统中 ，

“

政治态度
”

不

再仅仅是选举结果 的成 因 ， 而更多被用于解释冲 突性行为 。

？

“

９
？

１ １

”

事件后 ， 关于
“

宗教极端主义
”

和
“

恐怖主义
”

的研

究则成为这一传统的新发展 。

基于既有研究 ， 本文从经验角 度 出发 ， 将
“

政治态度
”

简

单定义为 ： 由诸多经济 、 社会和历史文化因 素共 同决定的 、 民

众对于具有政治价值的议题或事件的观点和态度 。 它与群体的

制度化政治行为 （ 如选举 ） 或非制度化政治行为 （ 如非 国家冲

突或恐怖主义 ） 有着密切关系 。 既有 同类研究往往将影响某一

组织或理念之受支持情况的 因素分成几个大类进行探讨 。 如马

克 ？ 特斯勒在针对
“

政治伊斯兰
”

（
Ｐｏｌ ｉ ｔｉｃａｌＩｓｌａｍ

） 观念的研究

中 ，
区分了三类成因 ：

一是个人特质与社会环境 （ 贫富 、 年龄 、

教育水平 、 性别 ） ；

二是政治与经济感受 （ 对政府表现的满意

度 、 对政府腐败的感知度 、 对经济现状的评价 ） ；
三是宗教信仰

程度 （虔诚程度 、 保守程度 ） 。

？ 丹尼尔 ？ 科斯滕在针对民众对

叙利亚内战各派系支持情况 的研究 中 ，
主要检验了五类可能产

生影响的 因素 ， 分别是 ： 经济社会条件 、 年龄和性别 、 教派与

①如 Ｈｅ ｒｂｅｒｔＢ ｌｍｎｅｒ 就提出 ，
社会变化导致个人生活变化 ， 进而引 发不安 ， 从而推动

了一种 由
“

循环反应
”

（
Ｃ ｉｒｃｕ ｌａｒ 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

） 造成的聚众过程 ， 使得观点 、 态度或舆论在社会

中大面积传播 ；
Ｎｅ ｉ ｌ Ｓｍｅｋｅｒ 则更进一步建立 了

一个在
“

社会控制力下降
”

的背景下 由
“

结

构性诱因／怨恨
”

引发的
“
一般化信念

”

经 由
“

触发性事件
”

， 最终导致
“

有效社会动员
”

的社会运动全程理论 ， 详细讨论可见赵鼎新 ： 《政治与社会运动讲义 （ 第二版 ） 》 ， 北京 ：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６ １
－

８７ 页 。

② 如 ＴｅｄＧｍｒ 在探讨 内 战时提 出 的
“

相对剥夺感
”

概念便成 为 主导
“

非 国家 冲 突
”

研究 的重要理论之一 ，
可参见ＰａｕｌＣｏｌｌ ｉｅｒａｎｄＡｎｋｅＨｏｅｆｉｌｅ ｒ

，

“

ＧｒｅｅｄａｎｄＧｒｉｅｖａｎｃ ｅ ｉｎＣ ｉｖｉｌ

Ｗａｒ，￡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ＶｏＬ ５４

，
Ｎｏ ． ４ （ 

２００４
） ， ｐｐ ． ５ ６３ 

－

５９５的讨论 。

③ＭａｒｋＴｅｓｓｌｅｒ
，

“

Ｒｅ ｌｉ
ｇ

ｉｏｎ
，Ｒｅ ｌｉ

ｇ
ｉｏｓｉ ｔ

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ｃ ｅｏｆ  Ｉｓｌ ａｍ  ｉｎ Ｐｏ ｌｉ ｔｉ ｃａｌ Ｌｉｆｅ

： Ｉｎ ｓ ｉ

ｇ
ｈ 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Ｂａｒｏｍｅ ｔｅｒ Ｓｕｒｖｅ
ｙ
ｓ

，

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Ｌａｗ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 ２

，Ｎｏ ． ２（
２０ １ ０

） ，ｐｐ
． ２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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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支持
“

伊斯兰国
”

： 阿拉伯世界公众对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态度研究

族裔归属 、 公私领域内 的宗教观念 、 政治热情 。

？ 基于既有的相

关研究与数据情况 ， 本文把影响阿拉伯世界民众对
“

伊斯兰国
”

的支持的主要因素按照 四个维度进行分类 ， 分别为 ： 宗教认知 、

政治认知 、 经济体验与政治体验 。

（

一

） 宗教认知

作为宗教极端组织 ，

“

伊斯兰 国
”

吸引公众支持乃至加入的

一个重要因素 ， 便是其所标榜的伊斯兰教正统性 。 因此 ，

一个直

接影响其支持情况 的宗教认知 因素之一 ， 便是个人的宗教虔诚

度 。 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 、 阿拉伯世界诸国的现代化进程 、 尤

其是近十年来的社交媒体的发展 ， 使得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世界民

众 （尤其城市年轻一代 ） 的宗教观念逐渐淡化 ， 而诸多教法约束

也不再被严格执行 ， 如不再严守五时拜 ， 或女子不再包头 巾 等

等 。 对于这一批逐渐去宗教化 的群体而言 ， 其支持以极端复古

而著称的
“

伊斯兰 国
”

的可能性也会相应下降 。 因此 ， 本文提

出第一个假设 （
Ｈ ｌ ａ

） ．

？ 宗教虔诚度较高的个人更易支持
“

伊斯

兰国
”

。

值得注意的是 ， 伊斯兰教教派林立 ， 不 同 的教派和分支 、

甚至不同 的宗教领袖或信众个人 ， 都会对具体教义和社会现象

有着各不相 同 的解读 。 因此 ， 在
“

虔诚
”

这一维度之外 ， 个人

所信奉的具体教义同样可能会影响个人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

程度 。 在
“

伊斯兰 国
”

的意识形态中 ， 有着很强的反西方叙事 ，

认为西方的诸多社会观念 （ 如性别平等 、 同性恋 ） 是瓦解伊斯

兰共同体的毒药 ， 并 以 此为依据 ， 号 召 对西方世界发动
“

圣

①Ｄａｎｉｅ ｌ Ｃｏｒｓ ｔａｎ
ｇ
ｅ

，
Ｍ

ＴｈｅＳ
ｙ
ｒｉａｎＣｏｎｆｌｉ ｃ ｔａｎｄＰｕｂ ｌｉｃＯｐ ｉｎｉｏｎＡｍｏｎ

ｇ
Ｓ
ｙ
ｒｉａｎｓ ｉｎＬｅｂ ａｎｏｎ

，

Ｂｒｉｔ 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 ｔｅｒ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 １（
２０ １ ９

） ，ｐｐ ． １ ７ ８
—

２００ ．



宗教与美国社会

战
”

。 因此 ， 个人所信奉的宗教教义与全球化时代主导 的 自 由 主

义
“

普世价值
”

距离远近有可能对个人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

产生很大影响 。 于是 ， 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
Ｈ ｌ ｂ

） ： 对 自 由 主

义观念更排斥 的个人更易支持
“

伊斯兰国
”

。

即使剥除
“

普世价值
”

这一外部坐标系 ，

“

伊斯兰 国
”

自 我

标榜的正统性也在其他方面受到 了诸多教派和世俗民众的广泛质

疑 ， 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 。

一方面 ， 部分

伊斯兰教派别 （如什叶派主体的十二伊玛 目派 ） 有不干预政治的

传统 ； 另
一方面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诸阿拉伯 国家独立以来 ， 阿拉

伯社会主义思潮和长期世俗政府执政使得政教分离的观念 ， 在阿

拉伯世界民众间存有相当影响力 。 因此 ， 尽管
“

伊斯兰 国
”

自 封

为
“

哈里发国
”

， 其政教合一 、 推行伊斯兰教法的行为仍旧受到

了广泛抨击 。 本文据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
Ｈ ｌ ｃ

） ： 支持伊斯兰教干

预并参与政治的个人更易支持
“

伊斯兰国
”

。

此外 ， 还有一些可能对支持情况产生影响的重要教义分歧并

未被本文采用 。 如
“

对暴力认可程度
”

就是一个在伊斯兰教各派

中分歧很大的主题 ， 然而该条在本文 中被用作反映对
“

伊斯兰

国
”

支持情况 的 因变量 ， 因此在影 响 因 素 中不再考虑 。 此外 ，

“

伊斯兰国
”

与其他绝大多数逊尼派宗派对什叶派的态度也存在

分歧 ， 甚至连
“

基地
”

组织也就该问题与
“

伊斯兰 国
”

存在矛

盾 。 然而 ， 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仅覆盖了 中东北非七国 （ 阿尔

及利亚 、 埃及 、 约旦 、 黎 巴嫩 、 摩洛哥 、 突尼斯和 巴勒斯坦 ） ，

其中有六国为逊尼派 占绝对主导的国家 ， 因此 ，

“

逊尼／什叶派
”

的身份区分不足以构成有效数据 ， 而数据中也没有
“

对什叶派的

态度
”

这一问题 ， 因此 ， 什叶派问题不被纳人
“

宗教认知
”

的考

察中 。 对宗教认知维度的三个假设中对应的 自变量 （ 宗教虔诚度 、

政治伊斯兰支持度 、 对 自 由主义的排斥度 ） 的测量及描述见表 １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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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Ｋ 柄 箱 嚭 编 觫
擊 孽 胀 胀 胀 胀

ｋ ，

菌 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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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美国社会

（
二

） 经济体验

“

经济决定论
”

是一个在政治学中 由来已久的观念 ，
也是冲

突研究和恐怖主义研究 中涉及最广泛的
一个主题 。

一般传统观

点认为 ， 个人贫困和社会总体贫 困是引发恐怖主义行动的结构

性因素 ， 有不少案例的研究支持这些观点 。

？ 然而 ， 也有相当多

的经验研究对经济决定论提出 了质疑 。

？ 现有 的针对
“

伊斯兰

国
”

海外招募 的研究表 明 ， 有大批流入境 内 的海外
“

圣 战
”

分子来 自 区 域外 经济较好 的 国 家 ， 就参加
“

圣 战
”

的 概率

（

“

圣战
”

分子人数与穆斯林人 口 总数之比 ） 而言 ， 来源 国 的

经济条件与其并无显著相关性 。

？ 然而 ， 当研究视角落在阿拉

伯世界域内 国家的政治态度上时 ， 则可能与海外流人存在不 同

的机制 。

本文将从
“

个人经济状况
”

和
“

社会总体经济状况
”

两个

侧面来考察经济体验与恐怖主义之间 的关联 ： 其一 ， 个人经济

状况直接决定了一个人参加恐怖主义行为的物质成本与机会成

本 ，
也从侧面反映了个人的社会整合情况和对社会的适应程度 。

贫困和贫富分化易导致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减弱 。 因此 ， 本文提

出假设 （
Ｈ２ ａ

） ： 个人经济状况越差的人越易支持
“

伊斯兰 国
”

。

其二 ，

一般来说 ，

一

国总体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 国

①ＥｄｗａｒｄＭ ｉ

ｇ
ｕｅ ｌ

，Ｓｈａｎｋｅｒ Ｓａ ｔ
ｙ
ａｎａｔｈａｎｄ Ｅｍｅｓｔ Ｓｅｒ

ｇ
ｅｎ ｔｉ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ｏｃｋ ｓ ａｎｄＣ ｉｖ ｉｌ Ｃｏｎ
－

ｆｌｉｃ ｔ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 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 ｌｅｓ 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ｏ ｌ ｉｔ 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

ｙ ，ＶｏＬ １ １ ２
，Ｎｏ ． ４ （

２００４ ） ，

ＰＰ
． ７ ２５

－

７ ５ ３ ． 此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很好的综述 。

②Ｊａｍｅ ｓ Ａ ．Ｐ ｉａｚｚａ
，

“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Ｐｏｖ ｅ ｒｔｙ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ｏｏｒ Ｅ ｃ ｏｎｏｍ ｉ ｃ 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ｍｅｎ ｔ
，
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ｌ

Ｃ Ｉｅａｖａ
ｇ
ｅｓ

，

？ ，

Ｔ ｅ ｒｒｏ ｒｉｓｍａｎｄ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 ｌＶｉｏ ｌｅｎｃｅ
７ＶｏＬ １ ８

，Ｎｏ ． １ （
２００６ ） ，ｐｐ

．１ ５９
－１ ７７

；Ａｌａｎ

Ｂ ．Ｋｒｕｅ
ｇ
ｅｒ ａｎｄＪ ｉ ｔｋａＭａｌｅ ｃ ｋｏｖｄ

，
ｗ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ＣａｕｓａｌＣ ｏｎｎｅｃ

－

ｔｉｏｎ ？

ｗ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

ｐ
ｅｃｔ ｉｖｅｓ

，Ｖ ｏ Ｌ １ ７
，Ｎｏ ． ４ （

２００３
） ，ｐｐ

． １ １ ９
－

１４４ ．

③Ｆｆｒａ ｉ ｒｎＢｅｎｍｅ ｌｅｃｈａｎｄＥ ｓｔｅｂａｎＦ ．Ｋｌｏｒ
，

ｕ

Ｗｈａ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 Ｆｏｒｅ ｉ

ｇ
ｎＦｉ

ｇ
ｈ ｔｅ ｒｓ ｔｏ Ｉ

－

ＳＩＳ ？

ｆ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ｎｄ Ｐｏ ｌｉｉｉｃａ ｌ Ｖｉｏ ｌｅｎｃｅ（
２０ １ ８ ）  ，ｐｐ

． １
－

２４ ．



准在支持
“

伊斯兰国 阿拉伯世界公众对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态度研究

有与私人部门对民众有着更好的就业吸纳度 、 民众获得更多生

活资源进而改善对政治和政府 的态度 以及较弱 的 民众对反政

府或暴力组织 的支持度 。 相应地 ， 糟糕 的 国 内 经济表现则更

易使民众产生不满 ， 甚至迫使 民众转投反政府或暴力 组织 。

因此 ， 本文提出假设 （
Ｈ２ ｂ

） ： 对所在 国社会总体经济状况不

满的人更易支持
“

伊斯兰 国
”

。 对以上两个假设中 的
“

个人经

济状况
”

与
“

社会总体经济状况
”

两个变量 的测量及描述见

表 ２
〇

（
三

） 政治环境

正如 冲 突 研 究 领 域 中 的 经 典 议 题
“

贪 婪 还 是 不 满
”

（
Ｇｒｅｅｄｏｒ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

） 所指 出 的那样 ， 促使个体参与 冲突 的重

要结构性 因素之一 ， 是对政治和社会现状的不满 。

？ 阿拉伯 国

家在 ２０ 世纪独立后 ， 长期处于强 国家弱社会背景下 的威权统

治 中 。 在西亚北非局势动荡 中 ， 各 国爆发 的大规模集体行动

也直接与诸多 国 家政治公信力 、 绩效和 回应性不足 、 腐败横

生有关 。 这些集体行动所 引 发 的 冲 突 与 地 区 动 荡 ， 不仅 为

“

伊斯兰 国
”

的崛起提供了 如科利尔 （
Ｐａｕ ｌＣｏ ｌ ｌｉｅ ｒ

） 和霍埃弗

勒 （
Ａｎｋｅ Ｈｏｅｆｆｌｅｒ

） 所描述的政治机会结构 ， 也动员 了一大批心

怀不满的民众。

？

①关于
“

ｇ
ｒｅｅｄｏｒ

ｇ
ｒｉｅｖａｎｃｅ

”

的讨论 ， 可参见Ｐａｕ ｌＣｏ ｌｌ ｉｅｒ
，Ａ ｎｋｅＨｏｅｆｆｌｅｒａｎｄＤｏｍ ｉｎ ｉ ｃ

Ｒｏｈｎｅｒ
，

＊ ＊

Ｂ ｅ
ｙ
ｏｎｄＧｒｅｅｄａｎｄＧｒｉｅ ｖａｎｃｅ

：Ｆｅａｓ ｉ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ａｎｄＣ ｉｖｉ ｌＷ ａｒ
，

Ｍ

Ｏｘｆｏｒ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Ｐａｐｅｒｓ ’

Ｖｏ ｌ ． ６ １
，

Ｎｏ ． １（
２００９

） ， ｐｐ
．１

－

２７ 。

②Ｐａｕｌ ＣｏｌｌｉｅｒａｎｄＡｎｋ ｅＨｏｅｆｆｌｃｒ
，

“

ＧｒｅｅｄａｎｄＧｒｉ ｅｖ ａｎｃ ｅ ｉｎＣ ｉｖｉ ｌＷａｒ，￡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Ｖｏ ｌ ． ５ ６

，Ｎｏ ． ４ （
２００４ ）  ，ｐｐ ． ５ ６３

－

５ 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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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支持
“

伊斯兰国
”

： 阿拉伯世界公众对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态度研究

在叙利亚 、 利 比亚的 内 战和伊拉克的疲软国家能力 的衬托

下 ，

“

伊斯兰 国
”

短期 内 的有效治理 、 其对领土 内秩序的维持使

其获得 了一定 的政治合法性 。 作为 当代
“

正统
”

的
“

哈里发

国
”

，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动员包括号召全世界穆斯林移居
“

哈

里发国
”

， 这为对本国政府不满的 民众提供了一个改善政治境况

的选择 ， 进而促使他们选择支持
“

伊斯兰 国
”

。 因此 ， 本文提出

一组假设 （
Ｈ３ ａ

） ： 对政府机构不信任 、 对政府执政绩效不满 、

对政府 回应性存在不满 、 感受到腐败 、 缺乏安全感 的个人更易

选择支持
“

伊斯兰国
”

。

尽管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是阿拉伯诸 国

长期威权政体下政治 自 由 的缺乏 ， 但是对于世俗派 、 什叶派和

非极端逊尼派而言 ，

“

伊斯兰 国
”

在政治 自 由方面是一个比任何

世俗威权政府更坏的选择 。 由此 ， 本文提出假设 （
Ｈ３ ｂ

） ： 更重

视政治 自 由 的个人更不易支持
“

伊斯兰 国
”

。 对政治环境维度两

个假设中对应 的一系列 自 变量 （ 政府公信力 、 执政绩效 、 腐败

程度 、 个人安全感 、 政治 自 由度 、 政府 回应度 ） 的测量及描述

见表 ３
。

（ 四 ） 社会文化认知

本莫拉克和科勒尔 曾在研究 中将西方国家流人
“

伊斯兰 国
”

的圣战者的主要动机解释为无法融入西方社会。

？ 阿尔贝托 ？ 阿莱

希纳 （
ＡｌｂｅｒｔｏＡｌｅｓ ｉｎａ

） 和艾莉亚那 ． 拉 ． 费拉拉 （
Ｅ ｌ ｉａｎａＬａＦｅｒ

？

ｒａｒａ
）也在其经典文献中揭示了社会信任缺失与社会分裂和极端

０Ｅｆｒａ ｉｍＢｅｎｍｅｌｅｃｈａｎｄＥｓｔｅｂａｎＦ ． Ｋｌｏｒ
，

Ｍ

Ｗｈａ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Ｆｌｏｗｏｆ 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Ｆｉ

ｇ
ｈ ｔｅｒｓ ｔｏ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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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ＩＳ ？

＊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ｃｄＶｉｏ ｌｅｎｃｅ （
２０ １ ８ ）  ，ｐｐ

．  １ ８ 
—

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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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之间 的 因果联系 。

？ 因此 ， 对于
“

支持恐怖组织
”

这种带

有强烈分裂性 的政治态度 ， 考察个人的
“

社会信任
”

（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 ｓｔ
） 就显得尤为必要 。 因此 ， 本文提出假设 （

Ｈ４ ａ
） ： 对周边

社会抱有不信任感的个人更易支持
“

伊斯兰 国
”

。

而另一方面 ，

“

伊斯兰 国
”

本身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

历史长期积累下来的什叶
一逊尼的教派对立 ， 其宗教意识形态对

非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存在强烈排斥 。 因此 ， 对异 己 的包容程

度也可能直接影响民众对
“

伊斯兰国
”

的态度 。 由此 ， 本文提出

假设 （
Ｈ４ｂ

） ： 对异己包容程度更低的人更易支持
“

伊斯兰 国
”

。

从本质上说 ，

“

伊斯兰 国
”

所强调 的
“

乌玛共同体
”

也是

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全球共同体叙事 ， 这与 当前西方主导

的全球化叙事形成了竞争 ， 而
“

伊斯兰 国
”

承袭 自
“

基地
”

组

织的强烈的反西方传统更进
一步加剧 了这种对立 。 但需要注意

的是 ， 尽管今 日 的全球化主要是西方秩序和价值的全球传播 ，

但这种全球化同样带来 了伊斯兰共同体所希望看到 的景观 ， 如

南亚 、 中东北非和撒哈拉 以南非洲 的地区 内整合 （ 如今 日 海湾

国家就存有数量庞大 、 甚至超过本 国人 口 的南亚穆斯林移 民劳

工
） 。 因此 ， 尽管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者和潜在支持者在
“

反

西方
”

方面可能具有很强的共性 ， 但在
“

全球化
”

方面可能并

不存 在 此 类 单 一 影 响 。 本 文 由 此 提 出
一 对 假 设 ， 即 假 设

（
Ｈ４ ｃ

） ： 对西方国家和世界更排斥 的个人更易支持
“

伊斯兰国
”

，

以及假设 （
Ｈ４ｄ

） ： 对全球化的态度并不单 向影响个人对
“

伊斯

兰国
”

的支持 。 对以上四个假设中的
“

社会信任
” “

个体包容度
”

“

对西方的态度
”

及
“

对全球化的程度
”

四个变量的测量及描述

见表 ４
。

①Ａ ｌ ｈｆｔｒｔｎＡ ｌａｓ ｉ ｎａ ａｎｄ Ｅ ｌｉａｎａ Ｌａ Ｆｅｎａｒａ
Ｔ

Ｍ

Ｗｈｏ Ｔｒｕ ｓ ｔｓ Ｏ ｔｈｅｒｓ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Ｐｕｂ ｌ 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ＶｏＬ ８５
，Ｎｏ ． ２ （

２００２ ）  ，ｐｐ
． ２０７

－ ２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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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教旖 乌 龛 ｆ

（

一

） 数据来源 ：

“

阿拉伯晴雨表
”

（
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 ７ 年第 四

轮调查 ）

“

阿拉伯晴雨表
”

（
Ａｒａｂ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 是一项 由普林斯顿大学

牵头 ， 密歇根大学 、 卡塔尔大学 、 约旦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

的一批资深阿拉伯学者合作进行的
一项针对阿拉伯世界民众的

政治 、 经济 、 社会价值与态度 的调查项 目 。

？
自 ２〇〇６ 年 以来 ，

一共进行了 四轮调查 ， 其中第 四轮调查于 ２０ １ ６
－ ２０ １ ７ 年进行 ，

首次覆盖了 民众关于
“

伊斯兰 国
”

的态度问题 。 该调查数据库

此前主要被用于研究阿拉伯 民众对民主的态度 、 对宗教宽容 的

态度以及对性别和妇女问题的态度 。

？ 第 四轮调查采用 了具有 国

家代表性的成年人 口 样本 ， 覆盖 了 阿尔及利亚 、 埃及 、 约旦 、

黎巴嫩 、 摩洛哥 、 突 尼斯和 巴勒斯坦七个 国 家 的 民众 （ 每 国

１ ２００ 人 ） ， 另外还包含 了
一部分黎巴嫩和约旦 的叙利亚籍 民众

（ 各 ３００ 人 ） ， 样本总量 ９０００ 人 。 数据库中 的数据主要为主观态

度数据 ， 其中大部分是定序变量 ，

一般分为三至五个类别 ， 多

覆盖
“

完全赞 同
”

至
“

完全不赞同
”

；
也有部分主观态度数据

为二分变量 ， 即
“

是／有
”

和
“

否／无
”

。 此外 ， 数据库 中还有

部分涉及地域 、 教育状况 、 年龄等变量的客观条件数据 ，
主要

为字符和离散型数值变量 。

①详见 阿拉伯 晴雨表数据库官 网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ａ＾ｂａｒｏｍｅ ｔｅｒ． ｏｒ

ｇ（ 上 网 时 间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

② 详见 ｈ ｔｔｐ ：／／ｗｗｗ ． ａｒａｂ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 ｒ
ｇ
／ｐ

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
ｕｂｌ ｉｓｈｅｄ 

＿

ｐ
ａｐ

ｅｒｓ／ｐ
ａ
ｇ
ｅ／３／ （ 上 网 时

间 ：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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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支持
“

伊斯兰国
”

： 阿拉 彳白世界公众对
“

伊斯兰国
１ Ｊ

的政治态度研究

（
二

） 被解释变量 ： 对
“

伊斯兰国
”

的支持情况

本文选取了第 四轮调查 中关于 民众对
“

伊斯兰 国
”

支持程

度的三个问题 ， 即
“

教义合规度
”“

目标认可度
”

和
“

暴力认

可度
”

。

１  － 教义合规度 ：

“

Ｔｏｗｈａｔｅｘｔｅｎｔｄｏ
ｙｏｕｂｅｌ ｉｅｖｅＤａｅｓｈ

’

ｓｔａｃｔｉｓ

ａｒｅｃｏｍｐ
ａｔｉｂ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

ｇ
ｓｏｆＩｓ ｌａｍ ？

”

（
“

你认为
‘

伊斯兰

国
’

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伊斯兰的教诲 ？

”

）

２ ． 目标认可度 ：

‘ ‘

Ｔｏｗｈａｔｅｘｔｅｎｔｄｏ
ｙ

ｏｕａｇ
ｒｅｅｗｉｔｈｔｈｅ

ｇｏａ
ｌｓｏｆ

Ｄａｅｓｈ ？

”

（
“

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
‘

伊斯兰国
’

的 目标 ？

”

）

３ ． 暴力认可度 ：

ｕ

Ｔｏｗｈａｔｅｘｔｅｎｔｔｏｄｏ
ｙ

ｏｕｓｕｐｐｏｒｔＤａｅｓｈ
５

ｓｕｓｅ

ｏｆ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

”

（

“

你在多大程度上支持
‘

伊斯兰国
’

对暴力 的使

用 ？

”

）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均为有序变量 ， 其具体的测量及描述性

统计的结果见表 ５
。 基于这三个原始问题 ， 本文创建了 四个支持

指数 ：

“

加成支持指数
”“

合成支持指数
” “

浅度支持指数
” “

深

度支持指数
”

。 为了从不同视角整体地反映民众在不同程度上对

“

伊斯兰国
”

的支持 ， 前三个支持反映的是对
“

伊斯兰 国
”
一

般性的支持 ， 或者说较低要求的支持 ， 而
“

深度支持指数
”

对

“

支持
”

的定义门槛则更高 。

“

加成支持指数
”
——

由 三个原始变量经数值加和而成的

量 ， 数值越大则表明个体对
“

伊斯兰 国
”

支持程度越深。

“

合成支持指数
”
——经 ＫＭＯ 检验 ，

三个基础变量的 ＫＭＯ

值为 ０ ． ６５ ５
， 符合进行因子合成的要求 ， 基于这三个基础变量的

因子分析合成了一个新的变量 ， 代表受访者对
“

伊斯兰 国
”

的

综合支持水平 。

“

浅度支持指数
”

二分变量 ， 在
“

教义合规度
”“

目标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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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度
”

和
“

暴力认可度
”

三个问题上至少有
一项是赞 同或部

分赞同时 （ 即
“

加成支持指数
”

多 ３
） ，

“

浅度支持指数
”

取值

为 １
， 否则为 ０

， 该变量是对民众的支持态度最低程度的定义 。

“

深度支持指数
”
—— 二分变量 ， 在

“

教义合规度
”“

目 标

认可度
”

和
“

暴力认可度
”

三个问题上至少有两项表示 同意时

（ 即
“

加成支持指数
”

多 ６
） ，

“

深度支持指数
”

取值为 １
， 否则

为 ０
， 该变量反映了 民众对

“

伊斯兰国
”

更深层次的支持 。

（
三

）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如前文所述 ，
影响阿拉伯 民众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度 的

自 变量包含 ： 宗教认知 （ 宗教虔诚度 、 对 自 由 主义的排斥度 、

政治伊斯兰支持度 ） 、 经济体验 （个人经济状况 、 社会总体经济

状况 ） 、 政治环境 （ 政府公信力 、 执政绩效 、 腐败程度 、 个人安

全感 、 政治 自 由 度 、 政府 回应度 ） 、 社会文化认知 （ 社会信任

度 、 个体包容度 、 对全球化的态度 、 对西方的态度 ） ， 共四个维

度 、 十五个类别 ， 亦即十五个变量 。

这些类别的操作化主要有三类 ： 第一类直接采纳 了单个问

题的信息作为变量 ； 第二类针对
一组问题进行 了基于 因子分析

的合成 ，
以合成结果为变量 ； 第三类则是针对

一组问题进行了

数值加和 ， 以加和结果为变量 。 所有合成原问题的 回答的数值

都以最小值为最强正面答复 ， 最大值为最强负面答复 。

此外 ， 本文还采用 了年龄 、 性别 （ 是否为男性 ） 和教育程

度 （ 文盲 、 小学 、 初 中 、 高 中 、 大学 、 硕士及 以 上依次排列 ）

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 各 自 变量之间 的相关性见图 １
。 总体来

说 ， 除了政治环境维度 的相关变量呈现较高的相关性外 ， 其他

变量的相关系数都比较低 。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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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变量之 间 的相 关 系数 图

注 ： 相关系数 ｅ［

－

０ ． ４０
，

０ ． ５ ４
］ ， 颜色越深代表相关性越 高 。 总 体而言 ， 除 了政治

环境维度的相关变量呈现较高 的 相关关系外 ， 其它变量 的 相关系数都 比较低 。

？
、 ？ ３ 菜 泛 與 分锊

（

―

） 对
“

伊斯兰 国
”

提供不 同 程度支持的成 因分析

表 ６ 是四个基础模型 的 回归统计结果 。 模型 （
１

） 、 （
２

） 分

别 以
“

加成支持指数
”

和
“

合成支持指数
”

两个连续性变量为

因变量 ， 进行线性 回 归 。 模型 （
３

） 、 （
４

） 分别 以
“

浅度支持
”

“

深度支 持
”

两 个二分 变 量 为 因 变 量 ， 进 行 逻 辑 （
Ｌｏ

ｇ
ｉ ｓ ｔ ｉ ｃ

）

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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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对不同程度支持指数的回归结果

模型 ⑴ 模型 （
２

） 模型 （ ３ ） 模型 （
４

）

变量 加成支持指数 合成支持指数 浅度支持指数 深度支持指数

宗教认知 １
： 宗教虔诚度 － ０ ． ０２９

＊“
－ ０ ． ０ １ ８ 

？“
－

０ ． ０８ ３
－ ０ ． ０８ １

宗教认知 ２
： 政治伊斯兰支持度 ０ ． １ ５ ９ 

…

０ ． １ ３ ６
＊ ＊ ＊

０ ？ ２５ ８ ０ ． ８ ２５

宗教认知 ３
： 对 自 由主义的排斥度 ０ ？ ０２９ 

＊ ？

０ ． ０ １ ７
＊ ＊

０ ． ０９ １

＊ ＊

０ ． ０ １ ２

经济体验 １
： 社会总体经济状况 －

０ ． ００９
－

０ ． ００５
－

０ ． ０５ ３ ０ ． ０８４

经济体验 ２
： 个人经济状况 －

０ ． ０ １ ６
－

０ ． ０ １ ６
－ ０ ． ０３０

—

０ ． ０７６

政治环境 １
： 政府公信力 －

０ ． ０４６
－

０ ． ０３０
－

０ ． １ １ ８
－

０ ． １ ５５

政治环境 ２
： 执政绩效 ０ ． ０２９ ０ ． ０２４ ０ ． ０２ １ ０ ． １ ９ １

政治环境 ３
： 腐败程度 －

０ ． ０４２
－

０ ． ０２６
－

０ ． １２２
－

０ ． １ ２８

政治环境 ４
： 个人安全感 － ０ ． １ ２８

． ＊ ＊
－

０ ． ０８Ｖ －

０ ． ３３３
＂窣

－

０ ． ２３０

政治环境 ５
： 政治 自 由度 －

０ ． ０８ ８
＂ ＊

－ ０ ． ０ ５ ９ 

…
－

０ ． １ ７ １

＂
－

０ ． ６５ ５ 

ｗ

政治环境 ６
： 政府 回应度 ０ ？ ０３ ２ 

＊ ＊

０ ． ０２０ 

“

０ ． １ ２ １

＊ ？

０ ． １ ６ １

社会文化认知 １
 ： 社会信任度 －

０ ． ０５ ０
＊ ＊ ＊

－ ０ ． ０３ １

…
－

０ ． １ ３９
＊“

－ ０ ． ０８６

社会文化认知 ２
： 个体包容度 ０ ■ ０７２ 

＊ ＊ ？

０ ＿ ０５３ 

？“

０ ． １４４＊ ０ ． ３２６ 

＊

社会文化认知 ３
： 对全球化的态度 － ０ ． ０３ ３＊

－ ０ ． ０２３＊
—

０ ． ０７２
－ ０ ． ０５ １

社会文化认知 ４
： 对西方的态度 ０ ． １ １ ０

＊”

０ ． ０７７ ０ ． ３ ０６ 

ｗ

０ ． ５ ８５

控制变量 Ｉ
： 年龄 －

０ ． ０００ １ ０ ． ００ １
－

０ ． ００６ － ０ ． ００ １

控制变量 ２
： 性别 －

０ ． ０８２ 

＊ ＊
－

０ ． ０７０
＊“

－

０ ． ３ ２０
“

－ ０ ． ５ ５９

控制变量 ３
： 教育 ０ ． ００５ ０ ． ００３ ０ ． ００９ ０ ． ０６４

注 ：

＊ ＊ ＊

ｐ
＜ ０ ． ０ １

，

＊ ＊

ｐ ＜ ０ ． ０５
，

＊
ｐ ＜ ０ ． １

第一 ， 关于
“

宗教认知
”

维度的影响 ， 如表 ６ 中模型 １
－

３

的结果所示 ， 与假设的预期截然相反 ，

“

宗教虔诚度
”

变量与衡

量对
“

伊斯兰 国
”

的态度 的两个总和指标 （ 即
“

加成支持指

数
”

和
“

合成支持指数
”

） 以及
“

浅度支持指数
”

有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 ， 然而在模型 ４ 中 ， 其与
“

深度支持指数
”

的关系却

并非如此 。 这是一个与大众观念相左的重大发现 ，
至少有两层

启示意义 ： 其一 ，

“

宗教虔诚度
”

的系数为负意味着更虔诚 、 祷

告和读经更勤 的信众更不支持
“

伊斯兰 国
”

。

一种可能 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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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虔诚的个人往往与本地清真寺 、 本地阿訇和本地穆斯林群

体有更紧密的联系 ， 这种情况下 ， 作为外来宗派 的圣战萨拉菲

主义也就更难渗入该个体的生活 中 。 其二 ，

“

宗教虔诚度
”

与

“

深度支持指数
”

的非显著关系意味着 ， 高度支持
“

伊斯兰 国
”

的民众的意识形态组成可能非常复杂 ， 与其宗教虔诚度没有必

然联系 。 既有非常虔诚的穆斯林 ， 也有不太虔诚的穆斯林 ， 这

意味着将伊斯兰信仰等同于极端主义 、 恐怖主义是错误的成见 。

“

对 自 由 主义的排斥度
”

和
“

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度
”

之间的关系 同样呈现 出 与
“

宗教虔诚度
”

类似的规律——模型

１
－ ２ 的两个综合支持指标和模型 ３ 的

“

浅度支持指数
”

与个体

对 自 由主义观念的排斥联系在一起 ， 这与假设 Ｈ ｌ ｂ
—致。 然而 ，

模型 ４ 中的
“

深度支持指数
”

却与个体对 自 由 主义的排斥没有

显著相关关系 。 这意味着 ， 在深度支持
“

伊斯兰 国
”

的人群 中 ，

可能存在不少并不排斥 自 由 主义价值的个人 ， 从而再一次印证

了
“

伊斯兰国
”

的深度支持者 （ 相 比一般支持者 ） 在价值观上

的多样性 。

在宗教认知维度 的三个测量指标中 ，

“

政治伊斯兰支持度
”

拥有最为显著且一致的影响 ， 与 四个支持都呈现高度正相关 ，

且支持程度越高 、 相关系数越高 ， 这符合假设 Ｈ ｌ ｃ 的预测 以及

学界和舆论界对
“

伊斯兰 国
”

的普遍看法——对政教合一观念

支持程度越高的人往往对
“

伊斯兰国
”

有更高的支持度 。

第二 ， 关于
“

经济体验
”

维度 的影 响 ， 假设 Ｈ２ ａ 和假设

Ｈ２ ｂ 都没有得到证实 。 两项经济变量都没有对 四个支持指数产

生足够显著的影响 ， 这与 以往反驳经济决定论的文献结论相吻

合 。 在经济因素与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之间存在更加复杂的

因果机制 ， 需要借助更多的经验材料进行研究 。

第三 ， 关于
“

政治环境
”

个人体验的影响 ， 出乎意料的是 ，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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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公信力
”“

政府执政绩效
”

和
“

腐败现象
”

都与支持
“

伊

斯兰国
”

没有显著联系 ， 这与假设 Ｈ３ ａ 的预期完全不
一致 。 这

可能是因为这些现象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存在 ， 使得它们早 已

成为民众生活中的常态 ， 故而难以成为
一个刺激民众转 向支持

“

伊斯兰 国
”

的新因素 。

“

政府回应度
”

的影响也同样出人意料 ： 虽然它对
“

深度支

持指数
”

没有显著影响 ， 但对三个
一般性支持指标的影响都具

有显著性 （ Ｐ 值为 〇 ． 〇５
） ， 这意味着感知到政府回应度越高 的个

体反而越容易产生对
“

伊斯兰 国
”

的一般性支持或者浅层支持 ，

这可能与
“

伊斯兰 国
”

作为一个实体治理机构 的特性有关系 ，

其背后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

在
“

安全感
”

方面 ， 再
一次 出 现 了 此前反复 出 现 的现象

—－两个综合支持指标和
“

浅度支持指数
”

与个人安全的感知

呈负相关 ， 即越感到生活受到威胁的人越易对
“

伊斯兰 国
”

产

生一般性支持 ， 而深度支持者却并无此规律 。

“

政治 自 由度
”

的 回归结果则 与假设 Ｈ３ ｂ
—致 ， 即越支持

政治 自 由 的人越不易对
“

伊斯兰国
”

产生支持 。

第四 ， 关于
“

社会文化认知
”

的影响 ，

“

社会信任度
”

和

“

对西方文化的认可度
”

都与支持度产生了足够显著而符合假设

的相关性 ： 个体对周遭社会信任程度越低 ， 该个体越易产生对

“

伊斯兰 国
”

的浅度或一般支持 （ 然而深度支持仍然没有足够

显著联系 ） ；
而越欣赏西方文化的个体越难 以对

“

伊斯兰 国
”

产生认同 。 此外 ，
全球化观点与对

“

伊斯兰 国
”

支持间不存在

显著联系 ，
也支持了最初的假设 。

“

社会文化认知
”

维度上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
“

个体包容

度
”

的正效应 ， 即包容度越高 的个体反而越易产生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 ， 这与假设 Ｈ４ ｂ 的预期恰恰相反 。 为 了解释这
一现

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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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本文将合成变量
“

社会文化认知 ２
： 个体包容度

”

还原为

原来的 四个基础变量 ， 即
“

对不 同宗教的包容
”“

对不 同种族

的包容
” “

对移 民和外来劳工的包容
”

以及
“

对不 同教派的包

容
”

， 并以
“

加成支持指数
”“

浅度支持指数
”

和
“

深度支持指

数
”

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

研究结果显示
“

伊斯兰 国
”

的浅度和一般支持者往往更愿

意包容不同族群的他人 ， 而在另一方面却也更易仇视其他教派 。

这为前文包容度 的 问题提 出 了
一种可能 的解答一伊斯兰 的

“

乌玛共同体
”

本身是一种超越 民族 国家和族群边界的
“

世界

主义式
”

的意识形态 ，
也正因此 ， 它可 以支撑

“

伊斯兰 国
”

吸

纳来 自全世界各地各族的逊尼派穆斯林信众成为圣战者 。 支持

“

伊斯兰国
”

与
“

包容不同族群
”

是可共存甚至相适应 的 ， 因

为族群边界是位于
“

乌玛共同体
”

内部的亟待被其消解的对象 ；

而另一方面 ，

“

伊斯兰 国
”

版本的
“

乌玛共 同体
”

外部边界恰

恰首先是 由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边界构成的 ， 因此教派对立

被 自然地凸显了 出来 。

此外 ， 关于三个控制变量的影响 ， 只有性别变量与对
“

伊

斯兰国
”

的一般性支持度存在显著联系 ： 男性 比女性更倾向 于

支持
“

伊斯兰国
”

。

（
二

） 对
“

伊斯兰国
”

提供不同类别的支持的成因分析

表 ７ 的模型 ５
－

７ 分别以
“

教义合规度
” “

目标认可度
”

和

“

暴力认可度
”

三个四分类的定序变量为因变量 ， 采用定序逻辑

（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 ｓｉ ｔｃ

） 回归模型 ， 进一步分析了可能影响阿拉伯 民

众对
“

伊斯兰 国
”

不同类别的支持的潜在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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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对不同类别支持指数的定序逻辑回 归结果

（
５

） （
６

） （
７

）

变量 教义合规度 目 标认可度 暴力认可度

宗教认知 １
： 宗教虔诚度 －

０ ． ０９３ 

…
－

０ ． ０８６
＊

－

０ ．  １ ０６
＊ ＊

宗教认知 ２
： 政治伊斯兰支持度 ０ ． ２００ 

？ ＊

０ ． ６６５ ０ ． ５９０ 

ｗ

宗教认知 ３
： 对 自 由 主义的排斥度 ０ ■ １ １ １

＊ ＊ ．

０ ．  １ ０６ 

＊

０ ． １ ２０ 

“

经济体验 １
： 社会总体经济状况 －

０ ． ０ １ ６ ０ ． ００９
－

０ ． ０２８

经济体验 ２ ： 个人经济状况 ０ ． ００ １
－

０ ． ０７６
－

０ ． ００４

政治环境 １
： 政府公信力 －

０ ． ２０８
＊

—

０ ． ２２７
－

０ ． ２９６
＊

政治环境 ２
： 执政绩效 －

０ ． ０ １ ３ ０ ． １ ４４ ０ ． ２４７ 

＊

政治环境 ３
： 腐败程度 －

０ ． １ ０３
－

０ ． １ ６４ －

０ ． ２２６
＊

政治环境 ４
： 个人安全感 －

０ ． ３３０ 

ｗ
－ ０ ． ３ ２６

“ ＊
－

０ ． ４４６
＊“

政治环境 ５
： 政治 自 由度 －

０ ？ １ ９９
“

－ ０ ． １ ４０
＊ ＊

－

０ ． ２８ ７
“

政治环境 ６
： 政府回应度 ０ ． １ ３９ 

＊ ＊ ＊

０ ． ０９５ ０ ． ０５７

社会文化认知 １
： 社会信任度 －

０ ． １ ８ ５
＊ ＊ ＊

－

０ ． １ ８７
＂ ＊

－

０ ． ０９０

社会文化认知 ２
： 个体包容度 ０ ． １ ０５ ０ ． １ ８９

＊

０ ． ３２０
＊ ＊ ＊

社会文化认知 ３
： 对全球化的态度 －

０ ． ０８ ９ －

０ ． １ ６２
＊

－

０ ． １ ５４
＊

社会文化认知 ４
： 对西方的态度 ０ ． ２６８ ０ ． ２８ １

＊ ＊

０ ． ３０６ 

”

控制变量 １
： 年龄 －

０ ． ００３ ０ ． ０ １ ３
＊

０ ． ００５

控制变量 ２
： 性别 －

０ ． ０４６ －

０ ． ３６３
＊

－

０ ． ２４８

控制变量 ３
： 教育 －

０ ． ０ １ ５
－

０ ． ０２８
－

０ ． ０７２

注 ：

＊ ＊ ＊

ｐ ＜ ０ ． ０ １
，

＂

ｐ ＜ ０ ． ０５
，

？

ｐ ＜ ０ ． １

在
“

宗教认知
”

维度上 ，

“

宗教虔诚度
”

仅与
“

对教义合

规度
”

的支持产生有限的负相关 ， 即越虔诚的人越不认可
“

伊

斯兰国
”

是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组织 。

“

政治伊斯兰支持度
”

与

“

对教义合规度
”

没有足够稳定的显著性联系 ， 却与
“

对
‘

伊

斯兰国
’

的 目标和暴力的认可
”

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 。 这表明 ，

持有鲜明的政教合一立场的个体往往更易赞同
“

伊斯兰 国
”

的

目 的和实现 目 的的暴力手段 ， 却不一定认为
“

伊斯兰 国
”

是一

个恰当 的 、 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组织 。

“

对 自 由主义的排斥度
”

仅



谁在支持
“

伊斯兰国
”

： 阿拉伯世界公众对
＊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态度研究

仅与
“ ‘

伊斯兰 国
’

的教义合规度
”

有一定的相关性 ， 却并不

与
“

对其 目标或暴力手段的认可度
”

有相关性 。

在
“

经济体验
”

维度上 ， 两项经济条件依然没有任何显著

相关性 。

在
“

政治环境
”

维度上 ， 各变量的总体情况与表 ６ 模型 １
－

４ 基本一致 。

“

政府公信力
”

、

“

执政绩效
”

和
“

腐败现象
”

的

影响并不显著 ；

“

个人安全感
”

与
“

政治 自 由度
”

同样产生 了

与模型 １
－ ４ 相类似的相关关系 ；

而
“

政府回应度
”

则也同样产

生了不够稳定但却出人意料的影响 。

在
“

社会文化认知
”

维度上 ， 对周遭社会信任度更高 的人

更难对
“

伊斯兰国
”

的教义和 目 标产生认可 ， 但这种联系却并

不影响其对暴力 的认可 。

“

个体包容度
”

和
“

对西方的态度
”

则同样产生 了 与模型 １
－ ４ 相近的诧异结果 ： 民众的包容度越

高 ， 越可能支持
“

伊斯兰国
”

的教义 、 目 的和暴力手段 。

最后 ， 在控制 变量 中 ， 在
“

目 标认可度
”

和
“

暴力认可

度
”

上 ， 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大程度 的支持 ， 但是在
“

教义合

规度
”

上 ， 这一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明显 。

总体而言 ， 阿拉伯 民众个体对
“

伊斯兰 国
”

的认知与政治

态度是可 以被拆分的 。 在其中 ， 教义 、 目 标与暴力行为三方面

所获得的支持情况略有所不同 。

以 福

综上所述 ，

“

经济体验
”

与
“

政治环境
”

两个维度上的 因

素对
“

阿拉伯世界 民众是否支持
‘

伊斯兰 国
’ ”

的影响并不十

分显著 ， 尤其是个人的经济体验 、 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 以及政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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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执政表现。 相对而言 ，

“

宗教认知
”

和
“

社会文化认知
”

两个维度上 的 因 素与支持
“

伊斯兰 国
”

有更加 明确且显著 的

联系 。

基于以上分析 ， 本文可 以为
“

伊斯兰 国
”

在阿拉伯世界的

支持者勾勒 出
一幅简略的速写 图 ， 其类似于一般大众的观点 ：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者者往往是男性 ， 且更支持政教合
一的政治

伊斯兰理念 、 更反对现代意义上的各类政治 自 由 、 对西方世界

和文化抱有更加负面的态度 、 更加缺乏安全感 、 更少信任周遭

社会 ，
也抱有更强的宗派观念 。 然而 ，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者还

有着一些与常识不符的特质 ： 基于
“

阿拉伯 晴雨表
”

的调查结

果 ， 不支持
“

伊斯兰 国
”

者往往 比支持者要更虔诚 ； 在对待

“

他者
”

（ 即来 自 不 同宗教 、 教派 、 不 同种族、 不 同 国家的人 ）

的问题上 ， 支持者则反而比不支持者显得更包容 。

更重要的是 ，

“

伊斯兰 国
”

的两类支持者般支持者与

深度支持者
一一在许多 因素上都表现 出 了显著差异 。 相 比一般

支持者的对 自 由 主义观点 的排斥 、 个人安全感的缺乏 、 对周遭

社会信任的缺失 、 对异族的包容和对其他宗派的敌视 ；

“

伊斯兰

国
”

的深度支持者与这些 因素并没有显著联系 ， 这说明
“

伊斯

兰 国
”

的深度支持者可能存在着与一般支持者完全不 同 的政治

态度形成机制 。 事实上 ， 前人在关于
“

伊斯兰 国
”

海外招募的

经验研究中就 已发现 ， 被
“

伊斯兰 国
”

所吸引并付诸
“

圣战
”

行动的 ， 往往并非最虔诚 、 最典型的伊斯兰教极端分子 ， 许多

海外
“

圣战者
”

事实上对伊斯兰教仅有最基本的 了解 ，
而促使

他们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战 的常常是其他原 因 ， 比如 ， 社会



谁在支持
“

伊斯兰国％ 阿拉泊世界公众对
“

伊斯兰国
”

的政治态度研究

融人的失败 、 失业或是想要追求刺激。

？

本文 旨在对
“

阿拉伯晴雨表
”

的调查数据进行 回归 ， 但在

抽样过程 、 问卷访谈以及统计分析等方面 ， 仍然存在非典型性 、

有偏性 、 主观性等问题 ， 这是所有基于调研数据开展的经验研

究或多或少存在 的 问题 ， 因而无法为 因果推断提供充足支撑 ，

更无法替代个案研究 、 历史分析等其他研究方法所提供的证据 。

应该说 ， 本项研究恰恰急需这类研究方法提供补充性的经验支

持 。 即便如此 ， 本文的发现足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启发性线索 。

比如 ， 对于阿拉伯 民众而言 ， 他们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既可

能源于安全感的丧失 、 对西方世界的排斥 、 对什叶派的仇视等

传统原因 ， 也可能源于与海外圣战分子类似的动机 （ 如社会融

入的 困难或失败 ） 。 而一些经济 、 政治与社会因素 ， 如经济条件

优劣 、 政府治理绩效 、 政府公信力和腐败状况等 ， 与阿拉伯 民

众对
“

伊斯兰 国
”

的支持并无显著相关性 。 显然 ， 其中存在更

复杂的因果机制 ， 需要借助更多的历史和经验材料进一步发掘 。

尽管
“

伊斯兰 国
”

在叙利亚 和伊拉克 的实体 已经被消灭 ，

但它留下的 阴影仍在游荡 。 近年来 ， 该组织死灰复燃的迹象更

让全球反恐的警钟长鸣不 已 。 此前 ， 全球各地宣布 向其效忠 的

极端组织仍活跃在从苏尔特到棉兰老岛 的广大伊斯兰世界 中 ，

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意识形态也远未过时 。

“

后伊斯兰国
”

时代的

伊拉克仍难摆脱宗派势力缠斗 的 困境 ， 对于 曾使
“

伊斯兰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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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发芽的逊尼派民众而言 ， 弱势处境仍难改变 ， 伊拉克和叙

利亚的和平与繁荣在短期之 内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 的梦 。

？ 因

此 ， 本文是一项适时的 、 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 ， 能为发

掘
“

伊斯兰国
”

的支持网络以及部署全球反恐行动 （ 尤其是打

击
“

伊斯兰 国
”

的行动 ） 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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