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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暴動的過程

8月，夏日正長陽光正暖，通常是英國人外出渡假的好時光。但今年的8月，英國卻發生了震驚世
界的暴動事件。事件的源頭，始自8月4日，倫敦警察在托特漢區(Tottenham)執行臨檢時，不幸
射殺了一名29歲的黑人青年馬克(Mark Duggan)。警方強調馬克先開火，警察被動防衛方導致傷
亡。但馬克的親友堅信警方說謊，而其後《衛報》報導測試結果顯示，現場所有開火的子彈都是
「警用」子彈 1。於是8月6日，馬克的親友在托特漢區發動了一場遊行，要求警察給個說法。

      遊行本來是和平有序的，但隨著人潮聚集，加入的分子愈來愈複雜，零星的衝突脫序行為
在街頭出現。本來，經歷了去年的反高學費遊行，名校大學生們為了捍衛自身權益不惜走出校園
和警察對峙的記憶猶新，倫敦民眾已經習慣街頭抗議帶來的短暫脫序行為，預期一天過後，托特
漢的衝突也即將平息。誰知到了8月8日傍晚，失序狀態不但沒有停止，反而由托特漢區延伸至倫
敦其他區域，街頭湧出一票票連面罩都懶得帶、不在乎被監視器錄下面孔的青年。他們作風既有
傳統犯罪因素也充分利用現代科技：例如一邊火燒車子、破壞建築、搶奪物品、毆打市民......一
邊以手機簡訊和推特迅速互通聲息，到處串連。 

      但面對這群年輕而看似無組織的烏合之眾，站在第一線的英國警方卻居然束手無策，迫使
民眾不得不起身捍衛自己的家園，不久，有人在衝突中死亡，暴動開始惡化。8月9日，倫敦增加
警力戒備，倫敦市暫時平靜，但類似的暴動行為，延伸至英國中北部的伯明罕，利物浦、曼徹斯
特、布里斯托、和諾丁漢等大城，警方的無能鼓舞了暴動的氣氛，亂局愈來愈擴大。10日，倫敦
警方逮捕了數百名參與暴動的嫌疑分子，但在伯明罕市，有三個抗拒暴徒的民眾被惡意用車撞死
，同時之間，趁火打劫、流血暴力的新聞並
不時傳來2

，電視與網路上不斷播放燒車襲警、火燒建築、無辜民眾流血被挾持脫下全身衣物、暴民四處打
家劫舍的畫面，一時之間，讓全世界的人以為英國警方名存實亡。

貳、 暴動的原因
   

      對這次的暴動成因，人言言殊。英國民眾怎麼看呢？據《太陽報》做的民調顯示，42%的
民眾認為這次暴動是一場集體
犯罪，26%認為黑幫應該負最大責任3。而《獨立報》則刊出另一家民間公司
Comres的調查結果，指出有50%的人認為英國政府先前大幅縮減社福支出是暴動的根本原因4。 

      分歧的並不只是民調，英國媒體和學界對此次暴動的發生，也是眾說紛紜。最直接的原因

5，警察臨檢所依據的法律過於粗糙，特別是針對年輕的黑人族群，警察於實務上的執行手法也值
得檢討，長期下來必然讓社會的有色族群對法治充滿憎恨。 

      賈斯教授的說法，固然言之成理，但也無異暗示此次暴動的原因是有色種族的幫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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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次暴動歸責於「幫派文化」，認為就是幫派分子在後面鼓吹、組織犯罪，但關於這樣的說法
，信者恆
信，不信者恆不信
。根據英國一位網路部落客自行抽取
少數樣本調查分析顯示6

，超過50%以上的暴動分子是黑人，不管這分調查的結果是否正確，這份報告在網路上廣為流傳
，顯示了人們對有色種族的疑慮。此外，幫派組織也被認為和有色種族有密切關聯，尤其托特漢
區正是黑人族群的聚居區，更加強了人們的想像。 

      政界則有兩派看法：一派以英國前首相布萊爾(Blair)為代表，一派以英國現任首相卡麥隆(
Cameron)為代表。布萊爾在《衛
報》觀察家專欄寫了一篇文章7

，指出暴動的成因不是空泛的「缺少道德」，而是深層的社經結構因素，參與暴動的分子是一些
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年輕族群，他們長期被邊緣化又失業，社經地位偏低，因此以暴動行為表達
對社會的不滿情緒。而卡麥隆則刻意淡化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強調這次暴動不是單由犯罪分子主
導，從不少人對暴動中的犯罪行為袖手旁觀、甚至跟著一起加入打劫，可以看出「英國整體社會
的道德淪喪」。首相卡麥隆並在國會痛批這群暴動的青年是社會的病態現象。 

      許多媒體評論則紛紛指出英國暴動和世界政經變化的連動關係：例如金融海嘯後英國政府
財政困難，縮減公共與社福支出，而整體經濟景氣下滑，所以導致失業率劇增，也因此，部分媒
體報導甚至將此次英國暴動與「阿拉伯之春」相提並論，批評英國社會的結構已到了革命的燃點
。 

     
除了種族、幫派、以及社經結構的因素8

，也有人由社會學、心理學方面提出解釋。例如有學者認為，現代科技進步，年輕一代使用社交
網站和智慧型手機，製造了某種「社交媒體」的氛圍，加速暴動分子的聯絡，讓暴動成為一場大
型社交活動9

，強化了人們參與暴動的意願。也有人認為，警方的無能才是根本原因，讓許多原本心存觀望的
分子，看到犯罪行為沒有立即被控制、被懲罰，也產生了「犯罪無責」的錯覺，無形中鼓舞了暴
動的擴大。 

     
拋開各界的主觀判斷，據BBC統計至今年9
月1日的資料10

，全英超過3000人因此次暴動事件被逮捕，而1566名在法院現身的嫌疑犯中，91%
是男性，22%
的人未滿18歲，其中約三分之二的罪名是偷竊，其他則是暴力犯罪和違反公共秩序11。而The
Telegraph更進一步分析暴動分子的年紀12

，發現52%的人是於18-24歲，11%的人位於25-29歲，30-39歲的未滿9%，40歲以上只占不到6%
。易言之，光是24歲以下的人就占了四分之三。青年世代的怒吼，顯然是這次暴動不可忽視的因
素。

參、 青年世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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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暴動是上述各項原因的總結，但若從青年世代的角度觀察，則這次英國的暴動事件早
有蛛絲螞跡可尋。就最切身的青年權益來說，2010年，英國政府大幅提高大學生學費(一口氣提高
至三倍)，同時縮減公共與社福支出，對正面臨經濟低潮和失業高點的青年，可謂雪上加霜，大型
的抗議遊行出現過好幾次，也有幾次在街頭擦出衝突的火花。 

      而由歷史面來看，2008年以來，英國接連發生金融危機、國會議員貪污、到2011年梅鐸
關掉《世界新聞報》......這些事件在在暴露英國社會的危機：尤其全球經濟不景氣，就業惡化經
濟停滯，通膨升高，始作俑者(金融界)卻始終未受懲罰，而國會議員和警察，本應負起守衛法治
的責任，卻竟然也是金錢收買下的罪犯......一次又一次的打擊，愈來愈讓新生世代對現有秩序的
公共信心下降。 

      如果說，此次暴動的發生，引爆點是警察處理不當，中期的因素則是外來移民與種族的社
經資源不均，較長期的，結構性的因素，則是民眾對這個日益不公的社會，累積的不滿情緒。這
種不滿，愈年輕的族群感覺愈強烈。因為他們未必參與過去的錯誤，卻顯然是要負擔未來的債務
。 

      首當其衝的高學費，弱就業市場與縮減社福，都讓青年們感到，即將要進入一個前所未有
的黑暗時代。國會與媒體的共犯結構，終於攤在陽光之下，則讓這些未曾深刻體驗民主榮光的年
輕一代們，先認識到民主政治的黑暗。尤其在網路科技的推波助瀾下，他們對公共政策與事件的
憤怒互相強化，世代之間的割裂，可能較英國社會階級之間的分歧更加嚴重。今年六月，英國失
業人口已達249萬人，而失業率高升至7.9%13

，而這其中，16-24歲的族群，正好進入一個相當弱勢的就業市場，失業率達20%，顯然更高於其
他人口。 

     
這也可
以由參與暴動
的成員也有一些不尋常的分
子，說明這場暴動絕非純粹起於黑幫犯罪14

。例如富家女，法律系的大學生，公教人員等，這些原本不該出現在暴動中的面孔，正說明幫派
實不足已解釋這場暴動的成因。一
名參加暴動的少年不滿的說15

：「學費漲得那麼高，國家沒錢，人民生活苦哈哈，政府卻把錢拿去打利比亞。」而另一位曾經
參與去年的反高學費遊行的學生也在受訪時表示，和平遊行引不起政府的重視，對他而言，街頭
暴力是反抗政府暴力的必要之惡。 

而顯示於世人面前的，這群青年暴徒既了解自己的所作所為涉及犯罪，又漫不在乎似乎這只是娛
樂和生活的一部分：例如接受媒體採訪時很明確的嗆聲說「一切都是政府的錯，暴力才能讓政府
重視我們的訴求」，但同時搶了東西時不忘露出笑容擺出姿勢，要求同伴拍照留念，並將照片上
傳至社群網站和朋友分享。這群青年，或許並沒有像先前的世代們舉出條理清析的理念與訴求，
但卻在網路科技的洗禮下，發出了自己獨特的文化怒吼。

肆、 英國政府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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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暴動開始，首相卡麥隆正在渡假，和多數民眾一樣，並沒有認真看待這次暴動，直到情
況迅速惡化，媒體的批評聲浪愈來愈大，他才驚覺事態不妙，在8月11日返國坐鎮，召開緊急會
議，態度轉為強硬。由具體措施到心理喊話，卡麥隆所提出的對策可以說是多管齊下。

      首先是針對警察無能，由於警方自己也承認，在暴動開始時，太慢採取行動逮捕暴民和打
劫者，導致情況惡化。卡麥隆遂強調「民眾大肆搶劫、破壞和偷竊，讓舉國震驚，這就是犯罪，
沒有藉口」。他不顧警政體系的反對聲浪，由美國請來負責1992年洛杉磯暴動善後工作的前警察
局長布列頓，任英國警政總顧問，並考慮實施宵禁，關閉推特等社群網站，甚至強調可以出動軍
隊協助平亂。 

      其次，針對種族和幫派的介入，觸及到英國敏感的多元種族和社福資源分配的神經。按照
現行規定，英國人如果被判刑即自動失去福利給付，但判刑畢竟曠日費時，且微罪者可能只有罰
金，英國就業及福利事務大臣
史密斯遂主張納入不必服刑的犯罪人16

。由於政府財政困難，利用多元種族間共享社福的矛盾先安撫英國中產階級，顯然是符合多方利
益的政策，不意外的，卡麥隆支持取消這些滋事者的社會福利17。 

      為了安撫一般的民眾，卡麥隆強調所有受害者都能申請賠償，政府並成立2000萬英鎊基金
協助遭破壞的商家。其他措施包括要求地方政府將暴民趕出向政府承租的社會住宅；撥款1000萬
英鎊給市府清理街道；所有家園被毀而無家可歸者的臨時住宿由政府埋單；延長幫派禁令等。並
強調只要暴動罪名成立的人，都應去坐牢。 

      最後，卡麥隆對全國民眾喊話，召回原本在休假的議員，把這次暴動提升至二次大戰的高
度，呼籲全國團結，他說：「現在是我們國家團結起來的時候了，我要對絕大多數守法的人說，
反擊已開始，我們會保護你們，你們的生計和財產若受到損害，我們會補償你們，我們力挺你們
。」 

      卡麥隆採行的諸多政策，都相當符合英國社會的集體情緒。首先是將箭頭指向第一線的警
方，請來美國強硬派的警政專家，暗示英國警方的軟弱無能。由於英國警方在前不久的《世界新
聞報》醜聞中，被爆出長期收受賄賂，對《世》報的竊聽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此民眾對警
方的不信任情緒，可說正在高點。而自金融危機以來，經濟景氣不振，英國民眾對外來移民及有
色種族分享就業機會和社會資源的不安感，也逐漸提高，政府此時以縮減暴動者的社福(暴動分子
被認為偏向移民及有色種族)來安撫受暴動所害的良民，就長期來看，雖可能因讓這些邊緣人種下
未來暴動的潛因，但就短期而言，不失為一項取得民心的政策。至於不惜考慮限制網路言論、宵
禁以及出動軍隊，雖
剎時之間，讓人覺得英國彷彿在「茉莉花
革命」的前夕18

，但這些不妨看成是卡麥隆「硬起來」的政治表演，最後那些誇張的措施並沒有一項落實，一點
也不令人驚訝。 

但真正核心的公共資源緊縮問題，英國政府似乎並沒有打算改變，僅在日前承諾要對社會政策做
全面的檢驗19

。高學費政策仍將繼續執行，其他原本是政府公共服務的品項，在財政困難下，也可能逐一步上
高學費的後塵。未來英國縮減公共和社福支出的趨勢不變，對外來種族和移民的政策，也可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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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嚴格。苦悶的青年世代，未來面臨的處境只會愈加艱難。

伍、 民間的力量 英國的未來

 

      當年卡麥隆在競選之時，曾經提出「大社會」(Big
Society)的概念，強調包容不同
的族群，在此次暴動之後備受質疑20

。如果世代之間傳承的資源縮減是這次暴動的導火線，社區意識無寧是這次重建的功臣。雖然被
指為衝突起源的托特漢區，是有色種族和外來移民的根據地，但起身保衛英國最力的，有趣的也
是外來移民-其他族群，特別是穆斯林社區，強烈的社區共同意識，讓他們聯手對抗這些非洲和加
勒比海區的移民21

。而在這次街頭暴動之後，倫敦居民也自動自發的組成清潔隊，並透過網路號召有心者一起重整
市容22

。當政府已無能維持一個讓青年信賴的社會環境，民間可否透過自己的力量重新建立一個符合公
平理想的大英共同體？青年的怒吼能不能改變愈來愈困難的生存環境？對這些問題，筆者在此無
法提出答案，只能懷抱希望，並繼續觀察英國的未來。

作者江雅綺為英國杜倫(Durham)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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