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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从成立之

初的左翼武装转变为涉毒恐怖组织ꎬ 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

巨大危害ꎮ 在其性质转变时ꎬ 哥伦比亚政府没能迅速做出判断ꎬ 在

较长时间内仍将之视为传统安全问题ꎮ 在经过了长达 ２０ 年的政策

反复后ꎬ ２００２ 年上台的乌里韦政府大力摧毁古柯种植园ꎬ 切断毒

品贩卖路线ꎬ 在削弱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财力的基础上对其采取

严厉军事打击ꎬ 使其活动范围缩窄ꎬ 犯罪频率下降ꎬ 为 ２０１０ 年上

台的桑托斯政府赢得了谈判主动权ꎮ 随着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多

位重要领导人被击毙ꎬ 在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哥伦比亚政府最终

于 ２０１６ 年与其签署和平协议ꎬ 结束了双方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武

装冲突ꎮ 哥伦比亚政府打击恐毒合流犯罪的经验和教训为包括中国

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ꎮ 中国应高度重视中

亚、 东南亚等地区的恐毒合流犯罪问题及其给 “一带一路” 倡议

的实施带来的潜在风险ꎬ 要善于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ꎬ 加强国际与

地区合作ꎬ 共同打击恐毒合流犯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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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ꎬ 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ꎬ
严重威胁着国际安全ꎮ 随着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ꎬ 给世界各

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形势带来了负面影响ꎮ 而许多恐怖组织同贩毒活动联系

紧密ꎬ 贩毒团伙需要借助恐怖组织的武器供应、 军事技能ꎬ 并在恐怖分子掌

控的领地范围内从事毒品的种植和运输ꎮ 恐毒合流犯罪不仅仅是 “以毒养恐”
“以恐保毒”ꎬ 恐毒合流过程中二者还有着非常深刻的联系ꎮ 毒品交易的特征

是隐蔽性强ꎬ 能够在运输等方面为恐怖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ꎮ 恐怖活动和贩

毒活动在人员和资金方面有着相似的需求ꎬ 随着时代的发展ꎬ 二者都需要获

得媒体、 金融、 科技方面的支持ꎮ 同时ꎬ 多方面的利益交织使得恐毒合流犯

罪在全球范围内越发猖獗ꎬ 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ꎮ

一　 哥伦比亚恐毒合流犯罪的情况

哥伦比亚的恐怖主义和贩毒问题由来已久ꎬ 是美洲大陆受恐毒合流犯罪

危害最严重的国家ꎮ 尤其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哥伦比亚左翼武装抛弃意

识形态的约束ꎬ 开始参与贩毒活动ꎬ 大大增加了该国政府打击犯罪的难度ꎮ
(一) 哥伦比亚恐怖组织的形成过程

哥伦比亚有两大左翼武装组织ꎬ 分 别 是 哥 伦 比 亚 革 命 武 装 力 量

(ＦＡＲＣꎬ 简称 “哥武”) 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 (ＥＬＮ)ꎮ 哥武成立于 １９６６
年ꎬ 是拉美规模最大、 存在时间最长的游击队组织ꎬ 其纲领是开展土地革

命、 夺取政权并建立公平社会ꎮ 但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哥武的性质也逐

渐变化ꎬ 不仅开始参与贩毒活动ꎬ 还采取绑架、 敲诈勒索、 谋杀、 破坏基

础设施等手段来宣传自身主张ꎮ 哥武控制的人质数量一度高达千余人ꎬ 包

括政府官员、 警察、 记者等ꎮ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成立于 １９６２ 年ꎬ 建立之

初的理念是效仿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革命ꎮ 但该组织因反对自然资源私有

化ꎬ 长期从事破坏输油管道、 炸弹袭击石油公司及绑架勒索公司负责人等

活动ꎬ 其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ꎮ 相对而言ꎬ 哥武的规模和危害程度要

远大于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ꎮ
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抗衡关系的变化、 冷战的结束

和一些国家左翼政府的倒台ꎬ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哥伦比亚民族解放

军逐步失去了外部的精神支撑和物质支持ꎬ 两大组织的行为动机越发偏向

对自身经济收益、 势力范围的关注以及针对政府打击的报复ꎬ 打着意识形

—０４１—



针对恐毒合流犯罪的打击路径探究: 以哥伦比亚为视角　

态的幌子进行恐怖活动ꎬ 其性质也发生了质的转变ꎬ 有堕落为仅为私利而

存在的犯罪组织的嫌疑ꎬ 这些使得哥伦比亚国内的冲突问题转变成非传统

安全问题ꎮ
“９１１” 事件发生之前ꎬ 这两大左翼反政府武装长期以公开战争中的合

法组织的身份存在ꎬ 是被国际承认的内战交战方ꎬ 哥伦比亚国内的武装冲突

也被认为是传统的安全问题ꎮ 但是 “９１１” 事件之后ꎬ 这两大组织被明确地

列入美国、 加拿大和欧盟的恐怖组织名单ꎮ 目前全球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标准

尚未统一ꎬ 但哥伦比亚的两大反政府武装从行为手段和行为目的来看都符合

恐怖组织的表征ꎬ 具有明显的恐怖组织色彩ꎮ 他们组织较为严密ꎬ 拥有较强

的再生能力ꎮ 尽管他们在口号宣传上以意识形态为界ꎬ 以共产主义或者民族

主义为旗ꎬ 进行敌我友的划分ꎬ 有着自己的政治纲领ꎬ 但是他们对非武装人

员进行绑架和杀害ꎬ 这些行为并非游击战式的常规对抗ꎮ 他们通过绑架勒索

来向政府施压、 宣传其政治主张以扩大自身影响力ꎮ
(二) 哥伦比亚恐怖组织与贩毒活动的关系

哥伦比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毒品产销国之一ꎬ 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大麻贸易的繁荣、 ８０ 年代可卡因贸易的兴盛和 ９０ 年代海洛因贸易的兴起ꎮ 哥

伦比亚毒品业的兴盛与其国内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不无关系ꎮ①

哥武在成立初期拒绝参与任何与大麻或可卡因相关的活动ꎬ 坚决反对贩

毒活动ꎬ 认为这些活动有悖游击队精神ꎮ 但是由于毒品工业的逐渐兴盛和国

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ꎬ 哥武发现贩毒不仅能够获取资金ꎬ 还可以得到种植古

柯的农民的支持ꎬ 有利于其控制这些区域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哥武开始参与

毒品产业ꎬ 不但在其控制范围内抽取古柯种植税ꎬ 还直接为贩毒组织提供武

装保护ꎬ 甚至直接参与贩毒活动ꎬ 并在毒品产业中获取大量资金ꎮ 同样ꎬ 哥

伦比亚民族解放军也将毒品走私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ꎮ
两大反政府武装组织打着左翼组织的旗号ꎬ 号称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ꎬ

却无视民众渴望和平的呼声ꎬ 在从事暴力活动的同时ꎬ 还以暴力手段作为

威胁向民众收取保护费ꎬ 甚至强迫民众种植毒品作物ꎮ 而在武装组织直接

参与毒品生产和贩运后ꎬ 哥伦比亚毒品问题变得越发复杂ꎬ 禁毒形势也越

发严峻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哥武开始在古柯种植区域和可卡因生产区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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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青: «毒品何以泛滥———以哥伦比亚毒品工业兴盛的原因为例»ꎬ 载 «沧桑»ꎬ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６ － ７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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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统治体系ꎬ 涵盖法律、 规范、 教育、 军警和司法

等多个方面ꎮ
古柯种植税实际上就是一种保护费ꎬ 当农民受到右翼准军事组织攻击时ꎬ

哥武负责保护他们的土地不被掠夺ꎮ 除此之外ꎬ 哥武还直接参与贩毒活动ꎬ
在其控制范围内建有毒品实验室、 秘密基地和毒品运输通道ꎬ 哥武这种以从

事贩毒和暴力为主业的活动ꎬ 事实上已经偏离其成立的初衷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哥武与贩毒活动的关系更加直接和紧密ꎮ 哥武的中层领导人曾经在

采访中坦言ꎬ 毒品相关活动是哥武重要的资金来源ꎮ 根据哥武总司令曼努埃

尔马鲁兰达 (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ｒｕｌａｎｄａ) 签署的哥武内部文件ꎬ ２００６ 年哥武领导人

曾签署命令ꎬ 要求其下属征收高达 ２ ３ 亿美元的古柯种植税ꎮ①

有学者推测ꎬ 截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哥武从事绑架活动所获收入占收

入总额的 １ / ３ꎬ 而毒品相关活动的收入占比则高达 ５４％ ꎮ② 另一项更为精确的

推测认为ꎬ 贩毒收入占哥武总收入的 ４８％ ꎬ 敲诈勒索占 ３６％ ꎬ 绑架占 ８％ ꎬ
偷盗占 ６％ ꎬ 其他活动占 ２％ ꎮ 根据哥政府估算的数字ꎬ 毒品收入占哥武总收

入的 ４６ ４４％ ꎬ 其中 ４５ ９％ 为贩毒收入ꎬ ４１ ３１％ 的收入来自于敲诈勒索ꎬ
６ ７５％来自于绑架ꎬ １ ３９％来自于偷盗ꎬ ０ ５３％为保护费ꎬ 剩余 ７％来自于其

他犯罪活动ꎬ 如抢劫银行等ꎮ 基于这些数据ꎬ 许多学者推测ꎬ 仅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年间ꎬ 哥武在毒品活动方面的年收入就高达 ５ 亿美元ꎮ 相对于哥伦比亚

革命武装力量ꎬ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的规模和贩毒活动参与程度都较低ꎬ 其

６０％的收入来自敲诈勒索ꎬ ２８％ 来自绑架ꎬ ６％ 来自毒品相关活动ꎬ ４％ 来自

偷盗ꎬ 另外 ２％来自其他犯罪活动ꎮ③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 ２００１ 年在哥武覆盖的 ２０６ 个城市中ꎬ 仅有 ６２ 个城市有

毒品种植活动ꎬ 而 ２０１２ 年哥武的活动范围减少至 １９０ 个城市ꎬ 但其中 ９０ 个城

市有毒品种植活动ꎮ 这说明哥武主动加强了对毒品种植区域的控制ꎬ 对毒品

收入的重视和依赖程度不断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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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覆盖的城市数量和其中存在毒品种植的城市数量

资料来源: Ｊ Ｒíｏｓꎬ “Ｌａ Ｎａｃｏｔｉｚ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ｏ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ｅｒｏ ｄｅ ｌａｓ ＦＡＲＣ ｙ ｅｌ ＥＬＮ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２”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ＵＮＩＳＣＩꎬ Ｎｏ ４１ꎬ ｍａｙｏ ｄｅ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２０５ － ２３３

二　 哥伦比亚政府打击恐毒合流犯罪的成效和不足

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经过了几十年的打击和谈判ꎬ 最终由桑

托斯政府在 ２０１６ 年年末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了和平协议ꎮ 纵观哥政

府打击恐毒合流犯罪的历程ꎬ 我们可以发现进入 ２１ 世纪后政府政策的连贯性

和谈判时机的选择在解决哥武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但相关政策也存在许

多不足ꎮ
(一) 哥政府打击恐毒合流犯罪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１ 乌里韦执政时期加大打击力度ꎬ 赢得谈判空间

在 ２００２ 年的总统大选中ꎬ 一向对反政府武装持强硬态度的乌里韦获胜ꎮ
乌里韦总统上台后全面抛弃了对武装组织的和缓政策ꎬ 转而实施铁腕政策ꎬ
对反政府武装展开了全面打击ꎮ 在美国 “哥伦比亚计划” 的支持下ꎬ 乌里韦

总统推行 “民主安全政策”ꎬ 采用强硬的军事手段ꎬ 提高政府军队作战能力ꎬ
扩充军队规模ꎬ 通过空中播撒除草剂摧毁古柯种植园ꎬ 禁止在哥伦比亚境内

种植非法作物和从事毒品贸易ꎮ 乌里韦总统的铁腕政策既打击了毒贩的嚣张

气焰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反政府武装的财源ꎬ 削弱了反政府武装从事暴

力恐怖活动的能力ꎮ 除此之外ꎬ 哥伦比亚政府还鼓励游击队员脱离武装组织ꎬ
帮助他们在社会中妥善安置ꎬ 回归正常的生活ꎮ 面对政府军的各种高压手段ꎬ
哥两大反政府武装被迫化整为零ꎬ 潜入丛林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期间ꎬ 哥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国防方面的投入达到国内生产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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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的 ４％ ꎬ 此外美国在 “哥伦比亚计划” 框架内投入了 ７０ 亿美元ꎮ “哥伦

比亚计划” 和 “民主安全政策” 两方面共计投入了 １２０ 亿美元ꎬ 用于提升哥

伦比亚政府武装部队的现代化水平ꎬ 以便有效地打击反政府武装ꎮ① 在 ２１ 世

纪的第一个十年中ꎬ 哥伦比亚缉毒部队的人数从 ２０ 万增至 ２７ 万ꎬ 警察人数

从 １１ 万增至 １６ 万ꎮ②随着部队和警察力量的增强ꎬ 政府在打击哥武的行动中

也屡屡告捷ꎮ 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ꎬ 多名哥武主要领导人被捕ꎬ 并被控以贩毒、 绑

架等罪名ꎮ 在 ２００８ 年的 “菲尼克斯 ( Ｆéｎｉｘ) 行动”、 ２０１０ 年的 “所多玛

(Ｓｏｄｏｍａ) 行动” 和 ２０１１ 年的 “奥德修斯 (Ｏｄｉｓｅｏ) 行动” 中ꎬ 哥伦比亚政

府击毙了哥武的三位最高级别领导人劳尔雷耶斯 (Ｒａúｌ Ｒｅｙｅｓ)、 莫诺霍

霍伊 (Ｍｏｎｏ Ｊｏｊｏｙ) 和阿方索卡诺 (Ａｌｆｏｎｓｏ Ｃａｎｏ)ꎮ
１９９９ 年以来ꎬ 尤其是在乌里韦总统 ２００２ 年就任哥伦比亚总统后ꎬ 该国摧

毁毒品种植的面积逐年增加ꎬ 且增幅明显 (见图 ２)ꎮ 乌里韦政府试图对恐毒

合流犯罪进行重拳整治ꎬ 通过打击毒品种植ꎬ 从资金源头上击垮反政府武装

组织ꎮ 此外ꎬ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间ꎬ 在打击贩毒活动的过程中ꎬ 政府摧毁了 ２ 万

多个制毒实验室ꎬ 缴获可卡因 １２６９ 吨ꎮ 毒品种植面积也从 １３ 万公顷降至 ５ ８
万公顷ꎮ

图 ２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哥伦比亚政府摧毁的毒品种植面积 (单位: 万公顷)
资料来源: Ｊ Ｒíｏｓꎬ “Ｌａ Ｎａｃｏｔｉｚ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ｏ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ｅｒｏ ｄｅ ｌａｓ ＦＡＲＣ ｙ ｅｌ ＥＬＮ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２”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ＵＮＩＳＣＩꎬ Ｎｏ ４１ꎬ ｍａｙｏ ｄｅ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２０５ － ２３３

在打击恐毒合流犯罪过程中ꎬ 政府对毒品种植的打击遏制了恐怖组织的

收入来源ꎬ 对恐怖组织的直接军事打击也大大削弱了其实施犯罪的能力ꎮ 根

—４４１—

①②　 哥伦比亚国防部: Ｌｏｇｒｏｓ ｄｅ ｌ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ｄ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 Ｓｅｇｕｒｉｄａｄ Ｄｅｍｏｃｒáｔｉｃａꎬ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ｎｄｅｆｅｎｓａ ｇｏｖ ｃｏ / ｉｒｊ / ｇｏ / ｋｍ/ ｄｏｃｓ / Ｍｉｎｄｅｆｅｎｓａ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ｓ / ｄｅｓｃａｒｇａｓ [２０１４ －０２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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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哥伦比亚公安部门发布的犯罪数据ꎬ 哥武参与的绑架等暴力案件呈逐年减

少趋势ꎮ 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期间的年均犯罪案件数量 ８００ ~ ９００ 起相比ꎬ ２００４
年哥武绑架案为 ２９９ 起ꎬ 低于 ２００２ 年的 ９４３ 起和 ２００３ 年的 ６５４ 起ꎻ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间ꎬ 这一数字降至每年 １００ 起左右ꎻ ２０１２ 年这一数字进一步降至 ２０
起ꎮ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的情况同样如此ꎬ 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期间ꎬ 该组织的

绑架案每年高达 ７００ ~ １０００ 起ꎬ 而在乌里韦政府执政的第二年即 ２００３ 年ꎬ 这

一数据陡降至 ３２６ 起ꎬ ２００４ 年进一步降至 １３８ 起ꎬ 到 ２００７ 年后哥伦比亚民族

解放军组织每年的绑架案不超过 ４０ 起ꎮ 从图 ３ 中可以看出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 年间ꎬ
哥伦比亚两大反政府武装组织的绑架案数量在 ２００２ 年出现了拐点ꎬ 其后也基

本呈逐年下降的趋势ꎮ 与此同时ꎬ 两大恐怖组织的参与人数也出现了明显下

降ꎬ ２００２ 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共 １８０００ 人ꎬ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共 ４５００
人ꎬ 而 １０ 年后这两个数据分别降至 ８０００ 人和 １８００ 人ꎮ ①

图 ３　 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的绑架案数量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 年)
资料来源: Ｊ Ｒíｏｓꎬ “Ｌａ Ｎａｃｏｔｉｚ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ｏ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ｅｒｏ ｄｅ ｌａｓ ＦＡＲＣ ｙ ｅｌ ＥＬＮ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２”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ＵＮＩＳＣＩꎬ Ｎｏ ４１ꎬ ｍａｙｏ ｄｅ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２０５ － ２３３

尽管针对古柯种植播撒的除草剂在环境污染等方面有一定弊端ꎬ 哥政府

在实施强硬的打击政策过程中过分依赖美国的帮助也屡遭诟病ꎬ 但是乌里韦

政府在打击恐怖组织和毒品种植的问题上了取得了成效ꎬ 很大程度上遏制了

恐毒合流犯罪ꎬ 为下任总统进一步打击武装组织进而顺利开展和谈赢得了

空间ꎮ

—５４１—

①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ｏ ｄｅ Ｃｕｌｔｉｖｏｓ ｄｅ Ｃｏｃａ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ｒｏｐ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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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桑托斯政府成功与哥武签署和平协定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间ꎬ 哥伦比亚在国家安全和国防领域共投入约 １５０ 亿美元ꎬ
打击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共计 １７３１２ 次ꎬ 打击民族解放军共计 ３３００ 次ꎮ①

国内恐怖组织的活动范围收窄、 犯罪频率下降ꎮ 尽管武力手段并没有能够完

全解决冲突问题ꎬ 但为恐毒合流犯罪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随着哥武三大重要领导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间被政府军击毙ꎬ 该恐怖组织

新上任的领导层对继续抵抗的前景持悲观态度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ꎬ 桑托斯政府敏

锐地抓住和谈时机ꎬ 掌握了和谈主导权ꎮ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性接触后ꎬ
桑托斯政府于当年 １０ 月同哥武就其解除武装问题重新开启谈判ꎮ 古巴和挪威

作为谈判担保国提供谈判场所ꎬ 委内瑞拉和智利作为谈判参与国ꎮ 由于和谈

之前政府在打击哥武的行动中取得了重大胜利ꎬ 因此在与哥武的谈判中ꎬ 政

府在战略和实力层面均处于优势地位ꎮ 当桑托斯政府宣布重启和谈进程时ꎬ
反政府武装组织发言人立即做出回应ꎬ 表示愿意与政府和谈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ꎬ
哥伦比亚政府与哥武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启和平谈判ꎮ 经过近 ４ 年的曲折谈

判之路ꎬ 双方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签署和平协议ꎬ 结束了哥政府与哥武之间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武装冲突ꎮ 和平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彻底停火、 土地改革、
哥武成员参政、 打击毒品走私、 惩罚前游击队员罪行及受害人补偿六个方面ꎮ
根据协议ꎬ 哥武将放下武器ꎬ 释放人质ꎬ 放弃毒品走私ꎬ 未来转化为合法政

党ꎬ 双方彻底停火ꎮ 冲突期间的犯罪案件将由新设立的和平特别法庭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ａｒａ ｌａ Ｐａｚ) 进行审理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 桑托斯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ꎬ 得到了国际社会极大

的道义支持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ꎬ 哥伦比亚政府同哥武签署了最终版本的和

平协议ꎮ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解除武装是哥政府反毒反恐工作的重大突破ꎮ
作为恐毒合流犯罪组织的典型代表ꎬ 哥武问题的解决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打击恐毒合流犯罪提供了借鉴ꎮ
从哥伦比亚政府打击恐毒合流犯罪的实践来看ꎬ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对于恐怖组织参与毒品活动的情况要准确把握ꎬ 有针对性地打击毒品种植和

贩卖ꎬ 在切断 “以毒养恐” 资金链的基础上ꎬ 对恐怖武装组织进行打击ꎬ 削

弱恐怖组织的武装力量ꎬ 击碎犯罪分子 “以恐保毒” 的企图ꎬ 保障国家和地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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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ＳＣＩꎬ Ｎｏ ４１ꎬ ｍａｙｏ ｄｅ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２０５ － ２３３



针对恐毒合流犯罪的打击路径探究: 以哥伦比亚为视角　

区的安全和稳定ꎬ 打破恐毒合流的恶性循环ꎮ
(二) 哥伦比亚政府打击恐毒合流犯罪的不足

１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政府政策几经反复ꎬ 拉锯时间过长

反政府武装的活动严重扰乱了哥伦比亚国内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秩序ꎬ
一直是哥历届政府面临的难题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 哥伦比亚几届政府力

求通过对话方式谋求解除反政府武装ꎬ 还有几届政府注重实施武力打击ꎬ 但

是多次谈谈打打均以失败告终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在贝坦库尔担任总统期间ꎬ 政府成立了 “全国和平委员会”ꎮ

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签署了 «乌里韦协议»ꎬ 这是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签

署的第一份停火协议ꎮ 根据这一协议ꎬ 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开启和平谈判ꎬ 并

在和谈期间停止一切敌对行动ꎮ 为表诚意ꎬ 政府把乌里韦地区作为非军事区ꎬ
用于双方谈判ꎬ 游击队可以在那里驻扎休整ꎮ «乌里韦协议» 允许反政府武装

作为合法政治力量参政ꎮ １９８５ 年ꎬ 这支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会同哥伦比亚共产

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共同组成了 “爱国联盟”ꎬ 并在 １９８６ 年的选举中获得了 ５
个参议院席位和 ９ 个众议院席位ꎮ 但和谈遭到了部分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反对ꎬ
他们联合军队私下攻击左翼组织领导人ꎬ 严重损害了和谈的可信度ꎮ

在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巴尔科总统执政时期ꎬ 有 ４０００ 多名 “爱国联盟” 的成

员被杀害ꎬ 其总统候选人也未能幸免ꎮ① 在这种情况下ꎬ 反政府武装不再相信

政府作出的承诺ꎬ 和谈鲜有进展ꎮ 哥武的精神领袖哈科沃阿雷纳斯 (Ｊａｃｏｂｏ
Ａｒｅｎａｓ) 于 １９９０ 年病逝ꎬ 他也是哥武中反对参与毒品交易的核心人物ꎮ 其后ꎬ
哥武不再与非法作物种植和毒品贸易划清界限ꎬ 而是积极参与其中ꎬ 通过毒

品贸易获得巨额收入ꎬ 借此改善游击队的装备、 通信手段和生活条件ꎬ 武装

力量逐渐壮大ꎮ 因此ꎬ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年期间ꎬ 哥伦比亚政府与哥武的关系处于

僵持状态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帕斯特拉纳当选总统后重启和谈ꎬ 他同样在乌里韦地区划出了

一块非军事区作为和谈场所ꎮ 然而当时反政府武装通过贩毒活动势力得以增

强ꎬ 增加了其谈判筹码ꎬ 并未兑现和谈中做出的承诺ꎮ 和谈最终也随着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哥武的劫持客机事件宣告失败ꎮ 此后强硬的乌里韦总统上台执政ꎬ 军

事镇压行动再度回归ꎮ

—７４１—

① 钱二强: «试析哥伦比亚艰难曲折的和平进程及其原因»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４ － ５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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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 ２０ 年的政策反复没能有效地解决哥伦比亚的恐毒合流问题ꎬ 政府力

量有限、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社会贫富差距大等问题都是制约武力打击

和谈判效果的障碍ꎮ 几届政府没能认清武装组织性质的变化ꎬ 未能切断 “以
毒养恐” “以恐保毒” 的恶性循环ꎬ 反而在打击和谈判之间摇摆不定ꎬ 政策连

贯性的缺失也进一步削弱了政策的成效ꎮ
２ 没能有效解决右翼准军事组织的问题

导致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和平谈判反复破裂的原因除了政府与反政府武装

组织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方面的分歧外ꎬ 还源于一个实际上的军事阻

碍ꎬ 即哥伦比亚右翼准军事组织ꎮ 右翼准军事组织最早出现于 ２０ 世纪六七十

年代ꎬ 由从事毒品种植的大农场主、 从事毒品生产和贩运的商贩以及矿山企

业主组建ꎮ 它们也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毒品交易ꎬ 并与左翼游击队为敌ꎬ 加剧

了国家的动乱ꎮ
右翼准军事组织的典型代表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 (ＡＵＣ) 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ꎬ 号称整合了哥伦比亚 ９０％的右翼准军事力量ꎬ 成员一度多达两万人ꎮ 右

翼准军事组织作为毒枭的雇佣军ꎬ 时常染指政治谋杀和失踪事件ꎮ 而政府军

曾一度与右翼准军事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ꎬ 这无疑也是解决恐毒合流问

题的障碍之一ꎮ 在政府与左翼反政府武装组织进行停火谈判时ꎬ 右翼组织常

常乘虚而入ꎬ 对解除武装后的左翼成员进行暗杀ꎬ 加剧了左翼组织对政府的

不信任ꎮ
３ 没能有效开展同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和巴西等周边国家的合作

哥伦比亚国内的武装冲突导致许多国民被迫离开家园ꎬ 每年都有大批难

民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厄瓜多尔、 委内瑞拉和巴西境内ꎬ 给周边国家增加了

经济负担ꎮ 而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也将边界地区的居民卷入了古柯种植ꎬ 影

响了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ꎮ 同时ꎬ 哥伦比亚游击队在哥境内遭受重

创后ꎬ 往往前往邻国边界地区进行休整ꎬ 对周边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秩序都构

成了威胁ꎮ
尽管哥伦比亚恐毒合流犯罪问题给周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困扰ꎬ 但哥伦

比亚政府始终没能有效开展同邻国的合作ꎬ 甚至曾公开指责邻国为反政府武

装组织提供避风港ꎬ 进一步恶化了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ꎮ 哥伦比亚政府军曾

越过哥厄边境ꎬ 在厄瓜多尔境内袭击并击毙哥武领导人ꎬ 这导致哥伦比亚与

邻国之间关系激化ꎬ 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更是一度断绝了同哥伦比亚的外交

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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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合作方面ꎬ 哥伦比亚政府主要依靠美国的帮助ꎬ 而美国通过 “哥
伦比亚计划” 强化哥伦比亚政府的军事力量ꎬ 维护哥伦比亚的亲美政权ꎬ 不

断渗透其控制力和影响力ꎮ 但是ꎬ 美国向哥伦比亚提供的援助造成了哥伦比

亚邻国的忧虑ꎬ 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和巴西都希望哥伦比亚武装问题能够在

南美国家框架内解决ꎮ 实际上ꎬ 要想尽快解决国内和地区恐毒合流犯罪问题ꎬ
必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ꎬ 协调多方关系ꎮ 事实证明ꎬ 在最终的和平谈判

中古巴、 智利、 委内瑞拉等国也作为参与国加入其中ꎬ 没有这些周边国家的

共同努力ꎬ 和平谈判很难最终获得成功ꎮ

三　 哥伦比亚打击恐毒合流犯罪对中国的启示

“金三角” 和 “金新月” 地区的恐毒合流犯罪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和稳定ꎬ
同时也不利于中国在 “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开展全方位合作ꎮ 哥伦比亚恐毒

合流问题的解决为中国打击恐毒合流犯罪提供了宝贵借鉴ꎮ
(一) 中国应高度重视中亚、 东南亚等地区的恐毒合流犯罪问题

首先ꎬ 这些地区的犯罪问题严重危害中国新疆、 云南和广西等地区的安

全和发展ꎮ 虽然中国国内的禁毒斗争成效显著ꎬ 但境外毒品问题仍然危害着

中国社会的安全和稳定ꎮ 同时ꎬ 许多恐怖组织将毒品犯罪作为重要的资金来

源ꎬ 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更加关注周边地区的恐毒合流犯罪问题ꎮ 金三角地区

的贩毒集团与一些境外武装组织勾结ꎬ 一方面利用贩毒收入维持武装组织的

生存和发展ꎬ 获取更先进的武器ꎬ 招募战斗人员ꎬ 贿赂政府执法和安全机构

官员ꎬ 另一方面毒贩也依赖恐怖分子为他们的贩毒活动提供庇护ꎬ 通过暴力

手段对抗中国政府的禁毒工作ꎬ 威胁着中国西南部省份的安全和稳定ꎮ 中亚

地区目前也已经成为国际上主要的毒品生产和转运中心ꎬ 且与恐怖主义活动

联系紧密ꎮ 随着毒品犯罪同 “三股势力” 相互勾结ꎬ 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

治稳定和社会治安受到极大威胁ꎮ “金新月” 地区毒品向中国西北部渗透本就

是中国面临的巨大难题ꎬ 而 “三股势力” 参与其中后ꎬ 向包括中国新疆在内

的地区大量走私、 贩运毒品ꎬ 获取巨额资金用于购买武器ꎬ 支持民族分裂和

暴力恐怖等破坏活动ꎮ 这不仅使新疆毒品形势更加复杂ꎬ 加剧了打击毒品犯

罪的艰巨性ꎬ 也对国家和地区安全造成威胁ꎬ 恐毒合流犯罪问题已经在政治、
经济、 社会等各个领域危害着中国的安全和稳定ꎮ

其次ꎬ 这些地区的犯罪问题会给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带来风险ꎮ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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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和中亚国家均属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沿线国家ꎬ 恐毒合流问题给这些

国家造成了现实危害ꎬ 同时也会给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商业投资、 金融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服务等构成威胁ꎮ 因此ꎬ 中国要高度重视沿线国家的恐

毒合流问题ꎬ 积极推动同周边国家在打击恐毒合流犯罪方面的合作ꎬ 将其作

为 “一带一路” 倡议合作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培育反恐反毒共识、 帮助沿

线国家打击恐毒合流犯罪也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应有之义ꎮ 要坚决防止恐

毒合流犯罪在沿线国家蔓延ꎬ 积极维护沿线国家的安全和稳定ꎬ 营造出有利

于 “一带一路” 倡议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ꎮ
(二) 哥伦比亚政府的经验教训对当前中国处理恐毒合流问题的启示

首先ꎬ 要善于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ꎬ 不断更新观念ꎮ 当前世界恐毒合

流犯罪形势越发严峻ꎬ 中国应深入总结国内外打击恐毒合流犯罪的经验ꎬ
更新观念ꎬ 调整战略ꎮ 在恐怖组织的定性问题上要高度敏锐ꎬ 在传统安全

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做出正确判断ꎬ 切勿像哥伦比亚多届政府那样

摇摆不定ꎮ 要着重关注恐怖组织与贩毒活动的联系ꎬ 对恐毒合流犯罪的危

害要有清醒的认识ꎬ 充分了解反毒反恐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ꎬ 做好长期

作战的思想准备ꎮ
其次ꎬ 加强国际与地区合作ꎬ 共同打击恐毒合流犯罪ꎮ 打击恐毒合流犯

罪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ꎬ 应当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共同打击恐毒合流犯

罪ꎮ 在打击恐怖活动中ꎬ 国家之间要相互尊重主权ꎬ 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求

同存异ꎬ 不能侵犯他国主权ꎬ 如哥伦比亚在处理同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关系

时的做法就不可取ꎮ 要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ꎬ 开展跨境联合扫

毒行动ꎬ 重点打击跨境毒枭和境外毒品加工厂ꎬ 切断恐怖组织的收入来源ꎬ
灵活高效地对恐怖组织加以打击ꎮ 一方面防范境外武装势力向中国进行毒品

渗透的企图ꎬ 另一方面遏制恐怖组织的破坏能力ꎬ 在适当的时候予以重击ꎬ
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ꎮ

中国可以在国际执法合作、 禁毒法律法规、 情报信息交流等方面加强与

周边国家的合作ꎮ 打击恐毒合流犯罪是周边国家的共同职责ꎬ 可以在合作框

架内开展情报交流、 联合巡逻执法和案件协查ꎬ 加强区域性边境口岸重点人

员的管控ꎮ 要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ꎬ 增进国家之间的互信互助ꎬ 提升

互惠合作ꎬ 提高地区打击恐毒合流犯罪的总体实力ꎬ 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

有效实施保驾护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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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半个多世纪以来ꎬ 哥伦比亚饱受武装冲突之苦ꎬ 武装组织不仅从事绑架、
勒索、 抢劫等恐怖活动ꎬ 还参与毒品犯罪ꎬ 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ꎮ 恐毒

合流问题给哥伦比亚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ꎮ 由于政府力量不足、 政策反复、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 与周边国家合作不力等多方面的因素ꎬ 哥伦比亚恐毒

合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ꎮ ２００２ 年起ꎬ 在乌里韦和桑托斯两位总统的任期

内ꎬ 哥伦比亚政府充实军力ꎬ 以打击毒品种植和贩卖为切入点ꎬ 从财源上遏

制恐怖组织ꎬ 结合以武力打击ꎬ 使得哥武的势力大为削弱ꎮ 桑托斯总统在恰

当时机重启和谈ꎬ 掌握和谈主动权ꎬ 并在 ２０１６ 年与哥武签署最终的和平协

议ꎬ 堪称解决恐毒合流犯罪的典范ꎮ 桑托斯总统获得 ２０１６ 年诺贝尔和平奖ꎬ
一方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这一成就的充分肯定ꎬ 另一方面让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可以向其学习打击恐毒合流犯罪的模式和方法ꎬ 总结哥伦比亚政府的相

关经验教训ꎬ 以便更好地解决自身面临的恐毒合流犯罪问题ꎮ 中国西南部和

西北部边疆地区长期受到 “金三角” 和 “金新月” 地区毒品的危害ꎬ 而这些

毒源地区的贩毒集团与武装组织勾结的趋势日益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层面危

害着中国的安全和稳定ꎬ 对此须予以高度关注和重视ꎮ 此外ꎬ 中亚和东南亚

国家属于 “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国家ꎬ 中国应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与这

些国家加强安全合作ꎬ 以降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风险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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