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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实地考察和中外材料为基础，从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相结合的角度，追溯了国外“东突”
分裂主义势力形成背景、历史沿革、分布区域及赖以生存的条件；剖析其思想体系、基本特征和不同
类型；揭示其各种组织的政治纲领、活动形式和变化规律；透析其插手国际事务，对国家关系特别是
给我国边境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稳定发展以及入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所在国政府的态度
、政策取向及其未来影响和趋向等诸多问题，并提出应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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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中文提要Abstract导论  一 研究现状  二 主要观点  三 体例定位和研究方法第一章 “东突”分裂主
义势力的由来及历史沿革  第一节 萌动之缘：国际列强角逐新疆，借端造乱(鸦片战争前夕至19世纪末)
 第二节 产生之由：周边和境内分裂分子互动影响，乘隙作乱(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一 “巴斯马奇
”：滋扰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一个潜在因素    二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英帝国主义推行“亚
洲战略”的产物    三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导源于苏联插手新疆事务  第三节 形成之因：分裂分子
叛逃国外，建立基地(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  第四节 内外因素结合引发“东突”分裂主义势
力活动指数上升(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一 外部因素    二 内部因素  第五节 国际问题错综复杂催化境
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恶性膨胀(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    一 分裂主义的世界性泛滥刺激了“东
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发展    二 中亚国家政治多元化为“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滋长提供了助推器    三 
周边国家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结合相促发为“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尺蠖求伸提供了土壤第二章“东
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思想体系和基本特征  第一节 鼓吹反动的国家观：“东突厥斯坦独立论”    一 “
东突厥斯坦”之说的来龙去脉    二“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与中亚“巴斯马奇”分裂思想生于同根    三 
“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是分裂主义势力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编造的谬论  第二节 追求极端的民族观：
“单一民族至上论”    一 苏联崩解后中亚的“主体民族化”趋势，西方极右势力根据需要为“东突”
分裂主义势力改换招牌    二 强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取向  第三节 宣扬颠倒的宗教观：泛伊
斯兰主义    一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对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依托    二 对“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产生深
刻影响的国际泛伊斯兰主义组织  第四节 坚持唯心的历史观念：泛突厥主义    一 泛突厥主义一“东突
”分裂主义势力的胚胎基因    二 唯心史观——“东突”分裂主义势力思想体系的原生点  第五节 散播
荒谬的文化观：“种族文化优劣论”和“突厥文化共同体”    一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文化观的思想
源流之一：“种族文化优劣论”    二“东突”分裂主义势力文化观的基本思想：“突厥文化共同体”  
 三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文化观的组成部分之一：“突厥语言共同体”第三章 境外“东突”分裂主
义势力的现实影响和发展趋势  第一节 境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主要组织和活动特点    一 聚集在
中亚国家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    二 盘踞在西亚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    三 滞留南亚的“东突”
分裂主义势力    四 某些西方国家的“冷战胜果”使欧美“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不弱反涨  第二节 境外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发展趋势    一 协调中冲突、合作中争斗    二 由分散化逐步走向横向联合    三 
与“台独”、“藏独”和其他分裂组织越走越近  第三节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现实影响    一 中亚
极端主义组织与“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加絮勾连    二 采取“南北两线渗透战略”影响新疆    三 跨国毒
品走私演变为政治问题给新疆社会安宁造成恶劣影响第四章 抵御国际反华势力文化渗透，维护国家意
识形态领域安全  第一节 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大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特性    一 苏联建立
周边“意识形态安全带”，对新疆实施控制政策，培植分裂主义势力    二 某些西方国家运用文化手段
，加大支持“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力度，为其对华战略目标服务    三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赋予具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的题中之意  第二节 境内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对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的冲击    一 国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向境内辐射，分裂宣传由隐蔽性走向公开化    二 借助传播媒体
，扩散分裂思想，抢占舆论阵地  第三节 利用民间文化活动，扩大渗透层面，争夺基本群众  笫四节 针
对我国政府的正面宣传教育，展开更大规模的反宣传舆论攻势第五章 打击“东突”恐怖势力是国际反
恐怖斗争的组成部分  第一节 “东突”恐怖势力的历史延续性    一 20世纪90毛代以前发生在新疆的暴
力恐怖事件    二 “巴仁乡事件”是“东突”恐怖势力形成的转折点  第二节“东突”恐怖势力与世界
恐怖主义同步并进    一 与国际恐怖势力联系的纽带：“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圣战者联盟”    二 以明显的
骑墙性卷入国际恐怖主义的“解放东突厥斯坦志愿军”  第三节“东突”恐怖势力具有当代国际恐怖
主义的特征    一 以推翻中国及有关国家政府和现行政治制度为目标，由“文攻”向恐怖主义转型    二 
明显具有当代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宗教为幌子，以恐怖为手段，以分裂为目的    三 
受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思想和行动毒化，介入国际政治    四 不断调整战略，采取多变活动方式，以适应
形势变化第六章 相关国家对“东突”分裂主义势力的态度及政策取向  第一节 美国等西方大国以“人
权”为借口或隐晦、或公开予以支持  第二节 中亚、南亚和西亚国家所采取的控制与坚决打击政策第
七章 启示与对策建议  第一节 树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加快西北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国家主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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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二 经济繁荣是政治稳定的物质基础  第
二节 正确认识和处理跨国民族成分问题，划清周边国家维吾尔聚居区不同性质社团组织的界限    一 从
政治范畴和民族范畴两个方面客观认识跨国民族成分    二 研究中亚维吾尔人居住地的各种组织必须划
清两种类型的界限  第三节 发展民族教育事业，重视青少年教育    一 境内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互
动，试图恶化新疆民族教育环境    二 利用宗教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    三 有的放矢
，采取应对措施  第四节 开展积极外交，强化对外宣传，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作用    一 开展
积极外交，抓住战略机遇，遏制国外“东突”分裂主义势力    二 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标本
兼治，消除地区恐怖主义根源    三 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及时抵制国际上的消极影响，维护国家形象参
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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