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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恐怖主义既是当代世界的一大突出公害，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本书力图对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基本类型、基本特点、原因和机理、全球影响、发展趋势、反恐怖
主义的基本措施、反恐怖主义的历史教训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阐述了我们对恐怖主义问题
应采取的基本立场，以及我国如何有效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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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红军派”活动的强盛期在1968～1976年。
1976年其主要首领巴德尔、迈因霍夫等人相继被捕，并在1976～1977年相继自杀身亡。
此后，“红军派”的活动大幅减少，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新的骨干成员崛起，其恐怖活动
一度又呈现新的严重泛滥态势。
后经严厉打击，恐怖活动虽有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仍没有消失。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它才消声匿迹，宣布自行解散，不再进行恐怖活动。
自1968年以来，德国“红军派”发动了一系列严重的恐怖活动。
例如，60年代末70年代，它针对政府、外交、新闻、银行以及其他目标进行大量的爆炸、暗杀活动。
80年代以后，“红军派”的恐怖活动仍在继续。
1981年8月，它在美国驻欧洲空军总部制造定时炸弹爆炸案，造成20多人伤亡；同年9月，它在海德堡
用火箭榴弹袭击驻欧洲的美军总司令克鲁逊的座车。
80年代中期以后，它曾与法国的“直接行动”和比利时、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激进组织组成“西欧政
治军事联合阵线”，针对德国、美国以及北约其他国家的目标掀起新一轮的恐怖浪潮。
例如，1985年1月，它在一周内制造3起爆炸事件；同年2月，暗杀德国大军火商齐默尔曼；1986年7月
与10月，它先后暗杀德国西门子公司的董事贝库尔茨和德外交部高级官员布劳恩；1989年11月，它炸
死了德意志银行董事长赫尔豪斯。
1990年10月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统一后，“红军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恐怖活动攻势，并将攻击范围扩
展到原民主德国的区域内。
其打击的重点虽然仍包括德国、美国等帝国主义目标，但增加了新的对象：一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如那些出卖原民主德国利益的“上层人物”；二是把打击对象扩展到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的政治人
物、军队和警察首领、经济界的富翁和头面人物等。
但是，在德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下，其活动逐渐式微，有的领导人更宣布停止“红军派”的活动，到90
年代中期它基本上已没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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