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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骚乱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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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警察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0) 

摘要：骚乱是西文话语权体系中“街头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我国则统称为“群体性事件”。伦敦骚乱给全世界 

带来震撼，英国在平息骚乱过程中的教训和做法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具体为：第一，变异性是群体性事件失控 

的最基本特征 ；第二，对互联网的管理是各国的共同课题 ；第三，对骚乱必须刚性应对；第四，民众始终是正义力量之 

源；第五，技术支撑是依法处置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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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8月 4日，已有 4个孩子的 29岁黑人马 

克·达根乘坐一辆出租车在伦敦街头遭警方拦截 双 

方随后发生枪战，达根身中两弹当街死亡。随后 ，英 

国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介入调查，认定反枪支犯罪 

警队怀疑达根非法持有枪械，于是提前在街道布控， 

拦截达根。枪战事实证明，达根持有一支未注册手 

枪。他朝警方射击时，一枚子弹打中一名警察的对讲 

机，警察受伤。 

但达根的亲友却认为，达根从来不是一个主动 

攻击的人，他收藏枪械完全出于爱好。达根当街死亡 

的消息见诸报端后。一些民众对警方在公共场所以 

暴力方式抓捕嫌疑人的做法表示不满。由于英国警 

察通常都是把子弹上膛来执勤。枪击事件引发了公 

众对公共安全的忧虑。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专员蕾 

切尔·瑟冯泰恩说：“警方开枪致命极为罕见，令公众 

极为不理解。我个人完全体会死者家人与死者所在 

社区公众有多么悲伤和沮丧。”【 】6日晚，在达根亲友 

的组织号召下，从伦敦城北郊的托特纳姆开始，一场 

示威活动突然演变为暴力事件，一些青年在夜色中 

焚烧警车、公共汽车和沿街建筑，切断交通，占领高 

速路，劫掠店铺，用砖块、酒瓶围攻警察，而且暴力活 

动迅速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布里斯托、诺丁汉和利 

物浦等地蔓延开来 ，震惊世界的伦敦骚乱开始了。 

如今导致 3000余人被逮捕、200多名警察受伤 

的伦敦骚乱已经平息，伦敦正在努力恢复人们对下 

一 届奥运会举办地的信心。但对一个社会保障相对 

完善、社会治理相对成熟的国家，对于一个拥有良好 

的福利和舒适的生活环境的国度 ，为何会因一起治 

安事件引发多日暴力骚乱的反思却没有停止。而这 

场骚乱所造成的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影响也 

在不断发酵中。对于这次骚乱的原因，各方面都有不 

同的解读。认为外来移民融合有问题，移民受歧视的 

有之(如骚乱发源地的托特纳姆位于伦敦北郊．是多 

种族混居区，这里居民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低收入 

人群相对集中．近半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该地区的 

犯罪率也高于伦敦平均值，居民平均寿命比伦敦平 

均值低 5年)：认为是长期以来高福利制度造成的 

“欧洲病”的有之；认为是英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青少 

年教育问题的有之：认为是右倾的联合政府鲁莽的 

财政紧缩政策的亦有之。智仁各异，言皆有理。受时 

空限制，笔者无法到第一现场去进行系统调查 ，但从 

国内各种媒体对事件报道的字里行间之中，对事件 

发生发展及平息过程进行仔细梳理之后，我们仍然 

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变异性是群体性事件失控的最基本特 

征 

对群体性事件变异性特征的关注和讨论，笔者 

曾在文稿和讲课中多次提及。变异性又称可变性、可 

收稿 日期 ：2011—12—30 

作者简介：周忠伟(1962一)，男，江苏无锡人，副院长，教授，从事公安学研究；周煜川(1989-)，男，江苏无锡人，侦查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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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化性。有些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之初．并非是大规模 

的群体行为。也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而事件发生 

后 ，常常受到许多难以预料的外界因素的影响，各种 

消极因素相互作用 。往往会对群体性事件的更大爆 

发起催化加剧的作用，会诱发原来与事件无关的人 

卷入事件之中，促使参与者改变原先的设想和方式， 

转换攻击目标，造成更大的危害和后果，导致事态扩 

大。如球迷起哄会演变成打、砸、抢、烧或者侮辱妇女 

等恶性骚乱和违法犯罪事件；一般的游行请愿行为， 

若被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所利用，也有可能转化为 

带有政治色彩的反政府活动。[21笔者一直坚持认为， 

警方在对现代群体性事件诸多特征的认识之中，有 

两大特征是最重要的．即变异性和非特殊利益群体 

的主动介入。伦敦骚乱发生之后。英国的民众和媒体 

严厉批评了警方对局面的控制不力．认为警方完全 

无法控制如此大规模的骚乱。从已有资料看，伦敦警 

方的作为不力开始无疑是受制于警力不足和警察公 

信力下降的影响。但从发生的过程看。当黑人移民嫌 

疑犯被警方当街击毙于治安较为混乱的特殊街区。 

并且已经引发简单的游行示威之后。警方对此敏感 

事件走向的预判出现了错误或真空 ．没能及时发出 

预警信号，更勿谈提前采取防控措施 ，调动和储备警 

力，以致使事件在发生初期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对 

此，英国首相卡梅伦也批评说，警方在骚乱发生之初 

对形势作出错误评估 ，导致骚乱蔓延。 

启示二：对互联 网的管理是各国的共同课题 

基于互联网技术而不断衍生的各种新媒体，已 

极大改变了当前的舆论生态，不论何种国体和政治 

制度，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 

课题。一方面，网络使信息发布的门槛越来越低，任 

何人都有权在网络上留下 自己诚实或不负责的各种 

痕迹；另一方面，各种信息生成和传播的即时性空前 

增强，所谓一人发帖，百万人浏览。这种状况已客观 

上带来了两种极端化的后果 ：一种是信息通畅、激浊 

扬清，成为“信息集散地”、“舆论扩音器”：一种是无 

中生有、争吵不休 ，成为“谣言策源地”、“是非搅拌 

机 ”。事 实上 ，中外的各种社交 网站已成为 “善恶交 

锋”的新战场，“正与邪”对垒的新舞台。在伦敦骚乱 

中一些肆意滋事的青少年不仅乐于将犯罪照片放在 

推特(Twitter)和脸谱(Facebook)上炫耀，还通过黑莓 

手机互相联络告知潜在的洗劫地点。煽动更多人加 

入抢劫者队伍。[31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依曼曾提出 

“沉默的螺旋”理论。指出：公众舆论的形成是一个螺 

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 ，人们在预计受到鼓励时会以 
一 种方式说话或行动，而预计受到敌意或忽视时则 

会保持沉默或另外采取行动。与“主导意见”不一致 

的人 。因为害怕不能被周围的人所赞同，则会保持沉 

默。结果 ，一方的“沉默”造成了另一方意见的强势。 

“主导意见”的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 

见的人转向“沉默”。f41 

这一理论至少可以提醒我们 ：对网络 “主导意 

见”的掌控和对“谣言制造者”等的依法处置到底应 

如何进行。近年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 

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利比亚到叙利亚 ，在国家急剧动 

荡的幻影中，无不游动着网络的“魔影”，正如有文所 

言，埃及革命源于脸谱(Facebook)的推动。网络正在 

影响着社会 的进程 ．对西方 国家在民主、自由的旗帜 

下，借网络之手对他国的干预．我们更应保持足够的 

警惕。但对西方而言网络也是把双刃剑，早在布雷维 

克制造挪威血腥惨案后。西方社会就猛然意识到。 

“不知不觉之间互联网竟然成了极端主义躁动最猖 

獗的平台。原本用来 ‘交友’的虚拟世界如今却成了 

‘独狼’四处活动的危险之地”。嘲伦敦骚乱再一次证 

明了这种担心绝非多余 ，但愿西方国家不要继续 自 

食其果。 

启示三：对骚乱必须刚性应对 

如何处置包括骚乱在内的群体性事件，一直是 

我国警察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学者们争议不 

休的问题，更是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很为敏感 

的话题，虽然国内各种培训班不断传道授计 ，但一旦 

面对真实事件，各级官员们仍是呈如履薄冰、噤若寒 

蝉之状。依笔者观察，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实践部 

门已从乱作为、不作为的走向了不敢作为的另一极 

端。这里固然有维稳之重、尊重民生、行政问责、媒体 

炒作等因素影响，但官员害怕担责。保住官帽的思维 

起着更为重要的支配作用，这种思维和操作实际上 

是以牺牲法律的尊严和对违法行为过度沉默为代价 

的，受害的是党和政府的权威以及社会秩序和公众 

利益。 

伦敦骚乱发生后，英国首相卡梅伦结束国外休 

假回到伦敦，即召集会议发表谈话，一方面将伦敦警 

力从 6000人增加到 16000人，同时宣布将采取“更 

强硬的手段”重建骚乱后的秩序．他敦促加快对此事 

件的司法处理程序，呼吁警方采取更强有力的行为， 

强调要让肇事者“必须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代价”。更 

有甚者。他的“考虑禁止骚乱分子使用社交媒体”之 

言，带来了对社交媒体与言论自由的世界性讨论。 

在英国这样一个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西方国 

家。作为一国首脑能有如此之言行实属罕见，我们不 

从更多的角度去评判卡梅伦的举动。但他面对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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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负责，旗帜鲜明的态度就值得充分肯定和尊重。 

事实上正是在此背景下 ，伦敦骚乱很快被平息 ，而且 

在骚乱过后，警方还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场规模空 

前的抓捕行动，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将骚乱肇事者绳 

之以法。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对大规模游行示威等群 

体性事件，英国警方一直在严格奉行事后追究制度 。 

将寻衅滋事的不法分子捉拿归案。据媒体报道，伦敦 

警察代理专员蒂姆·弋德透露．“共有三千多人将因 

参与不久前伦敦发生的大规模骚乱活动受到审判 ． 

这也将是英国现代最大规模的审判。”嘲值得推崇的 

是，在事件处置中伦敦警方既没有“法不责众”之说， 

也没有“特殊人物”之行，在被捕的 3000多人中也包 

括伦敦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切尔西·艾夫斯。这位 18 

岁的女足明星因为打砸警车、抢劫手机商铺而被捕。 

因参与骚乱被抓的还有百万富翁的女儿、正在舞蹈 

学院学习芭蕾的高材生、小有名气的歌星等等用。伦 

敦警方这种视法律高于一切秋后算账的举动令人肃 

然起敬。 

反观发生在我国大陆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过 

程，则是柔性有余．冈0性全无。例如，就在伦敦骚乱发 

生的同期 8月 4 13．长期从事工程承包业务的南方 

某市公民蒋某．因对法院工程款纠纷案件判决不服． 
一 直试图以各种方式表达诉求、发泄不满。经策划当 

日下午 18时许．蒋某、熊某夫妇组织亲友数十人统 
一 扎头巾、打着横幅，一同步行聚集到连接该城市和 

高速公路的主要桥面上，导致桥面交通阻塞。其子则 

在桥下拍照，上传到互联网上，虚构数百人跳桥集体 

自杀的耸人听闻的“新闻”。这本是一起严重的违法 

行为，为保证交通畅通，理应使用警力强行驱散 ，抓 

捕为首者，但当时警方采取的措施只是“立即赶到进 

行劝说和制止”，三个半小时之后 ．“这伙人员才退至 

大桥桥面两侧，其组织者被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劝至 

XX区政府院内进行对话”。阎对类似行为的类似处 

理 ，在我 国大陆似成 通例 。如此 ，“医闹”、非正 常死 

亡、改制等引发的利益冲突方，便会轻易选择堵塞交 

通 ，围堵政府等行为，挟持对方进行妥协和退让。令 

人欣慰的是，面对非法群体行为，一些公安机关也敢 

于刚性维法了，例如 ，2011年 12月 10 13江西省南 昌 

市主干道之一 的洪城路发生一起车祸 ，死者家属刘 

XX聚众几十人将洪城路围堵，后被公安机关行政拘 

留 15天。[91利益诉求应当尊重，但法律的尊严不容践 

踏，刚性处置也是维稳应守之道。 

启示四：民众始终是正义力量之源 

依靠群众 ．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之 
一

。 在众多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文章和教科书中，这一 

点在理论上也得到了充分论证。但是在处置实践中． 

如何借助民众和媒体的力量去保护公益、伸张正义， 

平息事态，从而达到依靠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却还 

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期待着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大 

背景中，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对此，伦敦骚乱的平 

息也给了我们一扇可爱的窗户。 

在伦敦骚乱的起始阶段 。针对警方的软弱无力． 

英国网民也同样表示了不满，认为警方应该施以重 

手，民众肯定会支持的。网民认为。阻止这种疯狂行 

为的时候到了，“必须严惩那些试图让我们的城市陷 

入无政府状态的暴乱”。英国民众的观点也得到主流 

媒体的认同。英《泰晤士报》发表题为《重新夺回街 

道》的文章说，首都伦敦的骚乱已经演变成失去理智 

和目标的暴力与破坏行为．警方应该采取更强硬的 

姿态予以应对。文章指出，在伦敦经受了三天的浩劫 

之后 ，伦敦警察局瞻前顾后的做法已经成为软弱的 

表现，在警方将街道拱手让给那些残暴的年轻人之 

后，是把它重新夺回来的时候了。 

舆论换来的是行动。英国民众在网上发起“暴乱 

清理”行动，并即得到广泛响应。诸多英国年轻人 自 

愿当志愿者清扫街道，还自己社区一片整洁，一名 2O 

多岁的女志愿者说 ：“我想 ，应该用一种建设性 的方 

式发泄自己的愤怒。”当伦敦市长约翰逊也到受损街 

区感谢志愿者时，被愤怒的商店业主和居民围住，质 

问他为何不尽快应对骚乱。 随着“清扫行动”的进 

行，当有人在网上号召大家支援警察维持秩序后，一 

天内就有 100万人报名加入。警方在各大媒体和社 

交网站发布了从监控摄像头截取的犯罪嫌疑人的照 

片，鼓励民众协助警方追捕。在骚乱中曾起推波助澜 

作用的社交网站，又成网民“人肉搜索”骚乱者的主 

战场。另外，在英政府开放的电子请愿网站上，要求 

剥夺骚乱者享受国家福利权利的联名信在短时间内 

有超过 1O万人签名，并有望提交到议会讨论。民意 

不可违 ，民心不可背 ，在如此众多有 良知 民众的支持 

下 ，骚乱焉能不平。 

启示五 ：技术支撑是依法处置之盾 

英国全国密布着 420万个摄像头，在伦敦尤其 

密集。借助遍布伦敦大街小巷百万只摄像头，英国警 

方在骚乱开始 48小时内，就 已经锁定 了大量犯罪嫌 

疑人，并开始搜捕。此次骚乱中，摄像头记录的场景 

成为警方破案最重要的证据。例如，大卫·贝斯威尔 

德在法庭上承认 自己从同伴处接过了一台 37寸电 

视机放进自己车中．被以“处理赃物”罪判刑 18个 

月；而 23岁的尼古拉斯在法庭上承认路经一家正在 

遭劫的超市时顺手牵羊拿走了一盒价值 3．5英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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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水，被判入狱 18个月；23岁的大学生罗宾逊因 

为趁乱偷了～箱矿泉水被判刑 6个月；一名叫奥邦 

亚努的42岁男子。承认公开羞辱并妨碍一名警察． 

被判 14个月⋯⋯【l】】依靠证据打击处理各种违法犯罪 

行为是各国警方共同之路。包括骚乱在内的各种群 

体性事件之所以最终难以依法处理，就在于复杂环 

境下的现场取证工作非常艰难，难以及时、有效的收 

集、固定、保全证据 ，而从防范、打击出发，在大街小 

巷、主要道口、重要部门所在地等大量事先安装好的 

各种监控设备却能为警方提供及时、有效的证据．对 

此，我国在一些大中城市虽然已有安装，但从数量分 

布和有效使用而言，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 

果各级政府也将其视为公益事业、民生工程 ，并从伦 

敦骚乱中悟出其维稳之妙，也许我们可能会加快缩 

短这个路程。 

结束语 

如前所述，伦敦骚乱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由草根 

底层引发的骚乱以及随后在美国爆发的 “占领华尔 

街”运动，暴露出西方国家的社会深层矛盾都是基本 

共识。我国亦是个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国家，在经济社 

会日益发展的时候，对自我问题的警醒是必要的。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本文肤浅的解剖能对我国维 

稳之路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西安晚报【N】，2011—08—08． 

【2】 周忠伟，丁文跃，阿不力克木．群体性事件处置教程【M】．北 

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3】 英伦怒火，因何点燃．新华网，2011—08—10 

【4】 肖潘潘．伦敦骚乱给互联网管理的启示【N】．人民日报·海外 

版 ．2011-08-24． 

【5】 陈甲妮．欧洲要围捕网络“独狼”IN]．世界新闻报 ，2011— 

08-02． 

[6】 天下远见，伦敦骚乱，英国不相信“法不责众”【N]．南方周 

末 ．2011-08-05． 

【7】 王剑华．“南昌大桥数百人跳桥 自杀”?谣言!【N】．信息 日 

报 ．2011-08—07． 

[81 程志强，王欢．聚“堵”洪城路 ，带头人被拘 15天 ．信息 

日报 ．2011-12—16． 

【9】 赵风娟．伦敦市民举扫帚向暴力宣战IN]．信息日报，2011— 

08-11． 

【1 o】殷贝贝．英国骚乱后，现在开始吃药 ．南方周末，2011— 

08-25 

责任编辑：章 剑 

我院3个学科被列为江西省高校“十二五"重点学科并予以立项建设 

根据《关于公布江西省高校“十二五”重点学科的通知》(赣教研字[2011】12 g-)，我院申报的《侦查学》、《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治安学》等 3个学科被列为江西省高校“十二五”重点学科并予以立项建设，学科带头人分 

别是程小白、邓国良、周忠伟，这是我院升本后学科建设取得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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