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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虽然恐怖主义活动由来已久，但是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发生敲响了新世纪恐怖主义进攻的
“号角”，非国家行为体可能发动的恐怖袭击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重点防范对象。
而在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及核材料的世界，恐怖主义与核在非国家行为体身上的结合无疑会给社会、
国家的稳定以及人类文明本身造成巨大的威胁，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生此类核恐怖主义事件，但是对此
世界各国都应该高度警惕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防范乃至打击。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编的这本《应对核恐怖主义：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与核安全》在此问题
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能够增进大家对核恐怖主义的认识和提高对其的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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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为非营利的全国性社团组织。
本会旨在通过资助和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为国家培养研究人才，提高国际战略研究界的学术水平，增
进国际了解与互信，为国家决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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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的另一项援助项目是协助这些国家防止核技术人才的流失，既防止他们被一些试图发展核武
器的国家所雇用，也防止他们被恐怖组织所利用。
为此，美国国务院先后于1993年和1995年建立了国际科学技术中心、乌克兰科学技术中心。
中心建立后，苏联数个加盟共和国的许多核科学家成为中心的成员，他们在中心进行科学研究，将其
技术能力转向民用、商用领域，用于和平目的。
技术中心的建立，使许多核科学家得到资助，解决了生计问题，防止了智力流失，降低了核扩散的危
险。
能源部也在核领域开展了类似的援助项目。
　　加强对核武器和核材料的管控是防范非国家行为体从事核扩散的第一道防线。
如果这一道防线出现了纰漏，第二道防线就至关重要了。
第二道防线的主旨是对已获取了核装置或者核材料的非国家行为体进行阻止、探测、追踪，乃至拦截
。
　　加强“第二道防线”尤其适用于以下几类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核武器或者核材料，但尚未建立起
有效出口管制体系或者边界控制比较薄弱的国家；第二类是自身虽然并不拥有核武器或者核材料，但
邻近拥有核武器或者核材料的国家，这类国家有可能成为非国家行为体转移核武器或者核材料的通道
；第三类是国内存在恐怖活动，或者位于恐怖活动比较活跃地带的国家；第四类是容易成为恐怖组织
袭击目标的国家。
具有上述某一个特点或者多个特点的国家，尤其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建立有效的第二道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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