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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攻背後之因素

吳志中✽

2015年 11月 13日，9個恐佈分子包含 5個阿拉伯裔法
國人、1個摩洛哥裔比利時人及 3個可能都是來自敘利亞的
難民，組成了自殺突擊隊在巴黎市區展開攻擊行動。這一次

的恐怖攻擊，最後造成了 130位平民的死亡以及 300多位受
傷，是法國本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單一事件傷亡， 
也是法國歷史上最慘重的恐怖攻擊。1法國只有在 1961年阿 
爾及利亞戰爭時，國內的恐怖組織 OAS在一列史特拉斯堡駛
往巴黎的火車上放置炸彈，所造成 28位乘客死亡，才能找出
類似傷亡慘重的恐怖攻擊事件。

法國總統歐蘭德因此立即根據 1955年 4月 3日第 55-385
號法律案，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2並且宣示法國進入戰爭

狀態。事實上，這是法國自 1961年以來，因為戴高樂總統
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而遭到軍方政變的事件以來，法國首

次宣布整個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而法國政府總理 Valls則在
2015年 11月 14日說明，所謂法國進入戰爭狀態就是：「我

* 作者為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
1 請參考 Le Huffington Post 2015年 11月 16日的報導：”Attaques 

de Paris: le bilan le plus lourddepuis plus de 50 ans” , http://www.huff-
ingtonpost.fr/2015/11/14/attaques-de-paris-bilan-plus-lourd-france-50- 
ans_n_8562338.html。

2 請參考法國政府法律檔案處 Legifrance之資料：http://www.legi-
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00695350。 最
後參考日期 2016年 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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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打擊並且摧毀敵人，無論他們是在法國、敘利亞或者伊

拉克。我們將會以同樣的層次對付敵人⋯我們將會打贏這一

場戰爭⋯我們將會以牙還牙來反擊摧毀伊斯蘭國」（“Nous 
frapperons cet ennemi pour le détruire, bien sûr en France mais 
aussi en Syrie et en Irak. Et nous répondrons au même niveau que 
cette attaque. [⋯] Et nous gagnerons cette guerre. [...] Nous répli-
querons coup pour coup pour anéantir Daesh.“）3。 

造成巴黎恐怖攻擊的遠因：陷在戰亂中的阿拉伯 
世界

人類的社會在二十世紀，發生了歷史上最慘烈的兩次世

界大戰，分別造成二千萬人與六千萬人的死亡。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於 1945年結束後，國際社會深切反省，建立聯合國，
希望創造和平。但是，由於缺乏完善的運作機制，再加上鐵

幕陰影下冷戰國際結構的產生，國際社會間大小戰爭仍然不

斷。大家最熟悉的大規模軍事衝突如韓戰、越戰、蘇聯入侵

阿富汗、南斯拉夫戰爭、盧安達戰爭、達爾富戰爭⋯等等。

然而，更多的是在中東同一地區所不斷發生的戰爭。在這個

基督教、伊斯蘭與猶太教的發源地，除了以色列與阿拉伯世

界所發生至少 7次大型戰爭之外，還包含伊朗與伊拉克之間

3 請參考歐洲第一台 Europe 1與解放報 Le Libération的報導：在歐
洲第一台 :“Attentats de Paris : Manuel Valls jure que la France gag-
nera la guerre contreDaesh” http://lelab.europe1.fr/attentas-de-paris-
manuel-valls-jure-que-la-france-gagnera-cette-guerre-contre-la-daesh-
2620547。在解放報：“Manuel Valls : «Nous sommesen guerre»” http://
www.liberation.fr/france/2015/11/14/manuel-valls-nous-sommes-en-
guerre_141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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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爭、美國聯軍與伊拉克之間的兩次波斯灣戰爭、以及目

前世界所關注，與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簡稱 ISIL）之間的反恐戰爭。
事實上，中東的國家除了以色列之外，大都是威權政體。

例如伊拉克的海珊，埃及的納瑟、沙達特與穆巴拉克，敘利

亞的阿塞德，沙烏地阿拉伯的 House of Saud王室以及利比亞
的格達費⋯等等國家。冷戰後，美國學者福山甚至在 1989年
提出「歷史之終結」的說法，認為西方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

演化的終點。然而，1990年伊拉克領導人海珊揮軍入侵科威 
特，讓演化的終結點一直無法達到。此次的波斯灣戰爭，使

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國家均加入以美國為首所組

成的聯軍與海珊政權領導下的伊拉克對抗。十餘年後，美國

更在國際社會高度爭議下，於 2003年推翻海珊政權。
海珊政權的倒台，再加上 2010年 12月 17日自突尼西亞

開始所引發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使原來在中東地區以威權箝

制眾多宗教勢力的各個中東極權政府開始快速崩解。2011年
12月，美國歐巴馬總統為實踐其競選諾言，將傷亡慘重但卻
是維持區域秩序最後力量的美軍撤離伊拉克，使域內進入權

力真空，極端宗教組織伊斯蘭國因此得以在 2014年 6月 29
日，於伊拉克的摩蘇爾（Mossoul）與敘利亞的拉卡（Raqqa）
正式宣布成立並快速崛起。

近因：對法國軍事干預中東的報復

在殖民時代，法國、英國與鄂圖曼土耳其三大帝國一直

主宰中東地區，並且分配其帝國利益。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

國際社會裡，美國成為了最強大的外來勢力，但英國、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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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土耳其仍然是該地區的地緣政治要角。因此法國除了參與

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之外，也於 2013年 1月軍事干預北非
的馬利。法國總統在法軍進入馬利領土之後，宣稱：「法軍

在馬利的軍事行動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對抗恐怖主義」4。在 
敘利亞，由於敘利亞總統阿塞德使用化學武器對付反抗軍，

美國與法國均表示強烈抗議。5在這兩國的主導之下，聯合國

於 2015年 8月 7日通過第 2235號決議案，對敘利亞使用化
學武器一事開始進行調查。除此之外，為了對抗 ISIL，法國
更於 2015年 9月 27日起開始派遣飆風（Rafale）戰機轟炸敘
利亞境內 ISIL的軍事基地。6整體而言，由於法國派遣的是

有飛行員之戰機介入敘利亞，且是搶在聯合國開議前行動，

其媒體效果遠遠超過美國以無人飛機為主力之敘利亞轟炸軍

事行動。事實上，在從 2014年至 2015年 9月 22日之間，美
國總共對 ISIL轟炸了近 7000次，約佔總轟炸任務數目的八
成以上。7法國對中東的地緣政治政策，加上近期對伊斯蘭國

4 請參考法國世界報 Le Monde 2013年 1月 12日之報導：“Hollande : 
l'opération au Mali "n'a pas d'autre but que la luttecontre le terrorisme”，
http://abonnes.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13/01/12/la-france-demande-
une-acceleration-de-la-mise-en-place-de-la-force-internationale-au-
mali_1816033_3212.html

5 請參考法國法新社 2014年 4月 22日報導：”Nouvelle attaquechi
miqueenSyrie:Washington et Paris affirment disposer de "quelquesélé-
ments”，http://www.huffingtonpost.fr/2014/04/22/attaque-chimique-
syrie-washington-paris_n_5189156.html

6 請參考法國 HuffPost 2015 年 9 月 27 日報導：« Frappes enSyrie: 
l'aviationfrançaise a fait ses premiers bombardementscontreDaech »，
http://www.huffingtonpost.fr/2015/09/27/france-frappes-syrie-aviation-
francaise_n_8202194.html

7 請參考法國費加洛報 Le Figaro 於 2015年 9月 27日之報導：Hol-
lande annonce des frappes enSyrie à la veille de l'Assembléegénérale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戰略安全研析

27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　第一二八期│

的軍事行動，應該就是種下伊斯蘭國報復法國的近因。

伊斯蘭國攻擊法國的預期效益

法國為什麼要如此積極介入中東之地緣政治？從歷史的

觀點而言，法國從其主導的十字軍東征以來，與中東的關係

就從來沒有斷過。法國與中東國家的密切關係，既是歷史也

是現實主義下的國家利益，但除此之外，在二十世紀之後，

法國更主張基本人權的普世價值。因此，法國與中東各國的

衝突與合作，就成為其外交政策重要的組成與考量因素。

就地緣政治思維下的戰略與現狀而言，在恐怖主義成為

全球關心的議題之後，反恐戰爭就是由美國、英國與法國

所主導。俄國則在科加雷姆航空公司所屬之 A321民航機
（Metrojet 9268航班）於 2015年 10月 31日，在埃及西奈半
島上空遭到疑似炸彈爆炸之恐怖攻擊，造成飛機墜毀及 224
個乘客全數罹難之後，也開始積極投入反恐戰爭的行列。然

而，雖然有俄羅斯的積極介入，反恐戰爭還是以所謂「歐美

國家」為主。而這些「歐美國家」，事實上還是常常與「普世

價值」畫上等號的。也就是說，這個國際關係社會有相當大

的比例是相信包含民主、自由、人權屬於全人類的「普世價

值」。而這些普世價值正是與這些極端宗教組織的價值有所

衝突的。根據法國重要媒體 RTL轉述美國紐約時報於 2015
年 11月 14日的社論分析：「法國涵蓋了宗教極端分子所憎
恨的所有價值。」因此成為伊斯蘭國聖戰士選擇攻擊的重要原

de l'ONU ,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15/09/27/01003-
20150927ARTFIG00019-la-france-a-mene-ses-premieres-frappes- 
aeriennes-en-syri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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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8法國在 1789年大革命期間，是第一個向全世界宣告人
權宣言的國家，在 1948年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裡，法國政
治家 René Cassin也是主要的推動者，也就是說法國一直在推
動普世人權價值這件事情上扮演重要角色。1953年歐洲理事
會通過歐洲人權公約，更於 1959年將歐洲人權法院設在法國
的史特拉斯堡。這些都說明了法國在普世價值裡，所扮演的

重要領導地位。因此，如果能夠透過恐怖攻擊造成法國在人

權政策與價值的退讓，這將會是伊斯蘭國的大勝利。

就伊斯蘭國的戰略時機而言，法國在 2015年 12月舉辦
的地方選舉是一個重要機會。如果藉由在選舉前攻擊法國，

讓法國因為經濟問題而聲勢看漲的極右派獲勝，進而採取反

穆斯林世界的政策，這將是伊斯蘭國所期待的局勢發展方向。

就如同一般國家人民的反應，遭遇到恐怖攻擊的法國人

民在 2015年 12月 6日出爐的地方選舉第一輪投票選舉，果
然讓極右派的民族陣線（Le Front National，簡稱 FN）成為法
國第一大黨。9然而，經過一個星期的沉澱之後，法國人民最

後還是理性的在 2015年 12月 13日的第二輪選舉裡，轉而
支持傳統的政黨，沒有讓極右派的民族陣線贏得任何一區的

選舉，但極右派的支持度已經獲得空前的高漲。左派執政黨

的席次則遭到重大的挫敗，席次從 23區退到 7區，而右派則

8 法國 RTL於 2015年 11月 15日之報導：Attentats à Paris: pourquoi 
la France estunecibleprivilégiée des jihadistes?, http://www.rtl.fr/actu/
societe-faits-divers/attentats-a-paris-pourquoi-la-france-est-une-cible-
privilegiee-des-jihadistes-7780516649

9 在這一場選舉裡，執政的左派聯盟得到 23.12%的支持度，主要
右派反對黨 26.65%，而極右派得到 27.73%。請參考世界報 http://
abonnes.lemonde.fr/elections-regionales-2015/article/2015/12/06/elec-
tions-regionales-les-resultats-region-par-region_4825805_4640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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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3區成長為 8區。也就是說，如果法國未來政治的走向會
因為恐怖攻擊而轉成極右派主導的政局，這將可能造成法國

在普世價值、民主、人權等議題某種程度上的妥協，而這樣

的發展，將會使伊斯蘭國從法國社會獲得更多極端狂熱宗教

分子的加入而更加壯大。

事件之後續影響與台灣啟示

法國這次地方選舉的結果顯示，伊斯蘭國極端份子欲藉

恐怖攻擊散佈恐懼與仇恨，以激化法國國內宗教、族群對立

的企圖，最後並未得逞。同時，俄國與法國亦加強打擊伊斯

蘭國的軍事行動，英國、德國亦隨後跟進加入，再加上美國

原來的部署，短期內應該會讓伊斯蘭國的擴張遭受強大阻

力。根據英國 IHS Jane’s智庫的分析，伊斯蘭國所控制的領
土範圍與 2015年 1月比起來，已經縮減了 14%，面積大約
78,000平方公里，與捷克的領土大小差不多。10伊斯蘭國的

聖戰士更於 2015年 12月 27日被伊拉克政府軍擊潰而遭受重
大軍事挫敗，丟失了以遜尼派佔多數的重要省份 Anbar之首
府 Ramadi。但如果國際社會缺乏有系統性的協助當地人民，
解決中東現今許多地區的政治混亂、經濟破敗與社會衝突等

問題，中東地區的遜尼派與什葉派若不設法和解，11長期而言

10 請參考法國世界報 Le Monde 於 2016年 1月 2日之報導：La len- 
tereconquête  du terr i to i re  de  l ’EI ,  h t tp : / /www.lemonde.f r / 
journalelectronique/donnees/protege/20160102/html/1226614.html

11 在 2016年一月，因為沙烏地阿拉伯處決了 47位恐怖份子，包
含一位政府異議分子什葉派領袖 Al-Nimr。這一系列處決人犯
的動作立即引起伊朗的強烈抗議，並造成兩國斷絕外交關係。
而沙烏地阿拉伯的遜尼派盟邦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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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伊斯蘭國的狂熱分子只會以不同的形態不斷破壞這個國

際社會的秩序。

然而對於台灣而言，台灣的國家利益與國際反恐的切入

點在哪裡呢 ?我國是以國際經貿見長，而立足於國際社會 
的，因此我國必須捍衛的國家利益，首要條件即是協助創造

一個安定的國際環境，以利發展經濟並開拓國際貿易市場。

再者，台灣亦需要獲得盟邦的堅定支持，以利我國之國際地

位逐步正常化。由此觀之，中東地區的動亂長期看來絕對不

利於創造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亦可能損及我國之國家利益。

美國總統歐巴馬首先於 2015年 11月 23日在馬來西亞
出席東南亞國協高峰會時，公開表示台灣如同澳洲、日本等

國，是美國對抗伊斯蘭國的盟邦夥伴。12其次，歐巴馬總統

繼續於 2016年 1月 12日，其任內最後一次的國情咨文演說
時，將台灣再度列為 65個共同對抗伊斯蘭國的夥伴盟邦之
一。13歐巴馬總統連續在重要國際場合將台灣列為其反恐的

夥伴，將有助於穩定台灣與美國的盟邦關係，對於未來美國

協助台灣融入國際社會，更有其戰略上的意義與重要性。在

面對危機時，台灣對美國適時的支援，會是未來美國支持台

丹、巴林也紛紛追隨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斷交。請參看世界報
2016 年 1 月 2 日 的 報 導：http://abonnes.lemonde.fr/proche-orient/
article/2016/01/02/l-arabie-saoudite-execute-47-personnes-dont-le-
cheikh-chiite-al-nimr_4840883_3218.html，與2016年1月5日的報導： 
http://abonnes.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16/01/05/le-koweit-
rappelle-son-ambassadeur-a-teheran-l-iran-minimise-ces-effets-de-
rupture_4841796_3218.html

12 請參看中央通訊社於 2015年 11月 23日之報導：http://www.cna.
com.tw/news/firstnews/201511230009-1.aspx

13 請參看中央社於 2016年 1月 13日之報導：http://www.cna.com.tw/
news/firstnews/201601135009-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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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重返國際社會的重要依據與基礎。因此，建立穩定的國際

環境與支持重要盟邦之外交政策，是台灣在這一次的反恐戰

爭裡，所必須納入考量的重要國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