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聖節來臨之際狂歡，韓國首爾梨泰院前日

發生釀成至少153人死亡的人踩人慘劇。身為

香港人，不禁勾起29年前元旦日凌晨在中環蘭

桂坊發生的同類慘劇傷痛記憶，當日現場堆起

5層「人牆」，造成21人死亡及63人受傷，全

城哀慟。防範永遠勝於治療，據事後成立的獨

立調查委員會報告，揭示多個釀成慘劇的原因

及隱患，包括現場有斜路及濕滑、警方未實施

人潮管制、大量擠壓的人群因前方有人跌倒致

造成骨牌效應等。之後香港作出三大改變，警

方接納報告建議，對所有大型活動均實施人群

控制，至今未再發生同類嚴重事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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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韓國首爾
梨泰院發生的恐怖人踩人慘劇震撼全球。多
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當年香港蘭桂坊慘劇發生後，當局隨即
成立委員會進行獨立調查，事後建議在大型
活動實施人潮控制措施，成效顯著。議員們
建議市民參與眾多人聚集的活動時，應特別
注意安全。

陳克勤：措施可按實況改善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陳克勤憶及，當年蘭桂坊慘劇發生

後，警方在所有大型活動上，都實施人潮控
制措施，運作也很暢順。當然任何措施都應
該按照社會轉變及實際環境，作出適當改
善，若場地是窄巷等位置，應該限制進入人
數，避免出現疏散問題。

黎棟國囑勿潑酒致路面濕滑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新民黨立

法會議員黎棟國憶述，蘭桂坊慘劇發生後，
當年政府召開緊急會議，會後宣布委任時任
高等法院大法官包致金籌組委員會作獨立調
查，之後該委員會的報告提出多項建議，最

主要的一點為實施人潮控制措施，限制人潮
須從一方進入，並由另一方離開，警方並會
在入口處限制進入人數，確保不會發生人推
人、互相爭位等混亂情況。他認為，該份報
告撰寫得非常好，有關建議也落實執行多
時，成為香港管制人潮的手冊。
黎棟國認為，市民參與活動之餘，也應該
注意人身安全，這次首爾發生人踩人慘劇，
也再次提醒市民，在參與眾多人聚集的活動
時要特別小心，如在玩耍時勿將啤酒潑在地
上，否則容易導致他人滑倒，引起嚴重意
外。

議員：控人潮可免人推人

啟動緊急聯合應變 設心理輔導熱線 完善港人全球救援機制
汲蘭桂坊教訓 港三大改變奏效

全球近年重大死傷人踩人事件

蘭桂坊踩踏事件後，香港認真汲取教訓，作出了三大
改變，收到成效：

其一，是緊急應變系統。在這個系統下，一旦香港發生
重大事故，特區政府會按照情況嚴重等級的不同，啟動不
同部門的聯合應變行動。除醫院外，警察、消防、飛行服
務隊也會共同參與。蘭桂坊事件後，香港在救助的過程
中，還採用了四色分級制度，即按人員受傷程度以「黑、
紅、黃、綠」作區分，提高救助效率。另外，香港在後續
的大型活動中不但加強了巡邏和管制，還會設置路障來限
制人潮，比如現在的蘭桂坊就會在人潮過多的時候封鎖區
域，直至人潮壓力緩解後才會繼續放行。

警方現場觀察評估 採必要應對措施
一般來說，在處理每個公眾活動時，警方首先會作出
全面的風險評估，從而制定整體策略，包括人員及設備
的調配以及應變方案。警方會考慮主辦者提供的活動人
數和資料、以往處理同類或同樣規模活動的經驗和其他
風險因素等，評估活動期間所需要的人群管理措施、道
路交通安排、人員的調配及分工。為了制定適當的人群
管理措施，警方會作出特別人潮管制，以及安排參加活
動的人士經不同路線進入會場或前往遊行起點等，並與
運輸署等有關部門，協調交通和公共運輸服務，包括改
道及管制時間等。
此外，警方在場的指揮官及其他人員也會時刻觀察及
評估現場情況，保持警惕，按實際環境，採取必要應對
措施。
其二，是香港在蘭桂坊悲劇後設立了首條災後心理輔導
熱線，由臨床心理學家接聽。如今，香港的心理輔導熱線
和平台已經數不勝數，從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提供的24
小時情緒支援熱線，到非營利專業組織推出的心理輔導熱
線，再到高校推出的類似心理輔導平台，不僅選擇更多、
輔導方式更多，服務的人群更加精準。
其三，香港不僅會對本地發生的事故啟用相應救援機
制，目前身在香港以外的香港居民如果遇到困難，也有求
助途徑。香港入境處成立的「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會
針對身在內地或海外的香港居民提供必要的協助。

事故回放：近2萬人聚集遠超預計
1993年1月1日，中環蘭桂坊經歷香港人最悲痛的元旦

日。1992年12月31日大除夕晚上，大批市民及遊客到酒
吧和餐廳林立的蘭桂坊慶祝。商業電台亦在現場轉角處架
設舞台及巨型氣球，舉辦新年倒數流行音樂會，並由電台
及電視台直播現場盛況。而當日申請活動牌照時預計人數
只有1,000人，卻吸引近2萬人在倒數前聚集，並擠往舞
台位置，令現場一帶街道明顯過度擠擁。
及至午夜倒數時，再有很多市民及遊客從酒吧或餐廳
湧出街上迎接新年，情緒高漲。有人噴射噴霧綵帶和噴
霧雪花、噴灑飲料等，令現場路面非常濕滑，不少人走
避免被噴中。人群中更有外籍青年投擲酒樽、磚塊並焚
燒報紙，場面開始失控，終在迎來1993年不足10分鐘釀
成慘劇。
當時分別在蘭桂坊及榮華里聚集的人潮，沿斜度1:8.86
的德己立街往下走離開，人群擠滿整條街。同時在德己立
街的十字路口兩旁街道，亦不斷有人群湧出，也有少數人
試圖沿德己立街往上走，場面混亂。其間，人群中差不多
同一排的若干人近乎同時跌倒，隨後的人因受身後人群擠
壓而失平衡倒在已倒地的人上方，如是者多人相繼倒下，
造成骨牌效應，直至人堆疊到一定的高度，受擠壓的人不
再倒在人堆上方，而是以直立姿勢緊緊地壓着人堆，即形
成一些目擊者形容的「人牆」。
事後證實慘劇共釀成21人死亡及63人受傷，死者包括

14男7女，年齡介乎15歲至30歲。事件成為香港開埠以
來最多人死亡的人踩人慘劇。
當局事後下令要求調查事件，委任當時的高等法院大法官
包致金籌組委員會作獨立調查。此後，香港警務處在大型節
日慶祝地點均採取人群管制措施，地鐵則於同年12月起每年
新年前夕提供通宵服務，以免慘劇再次發生。

盛智文：韓慘劇現場較蘭桂坊窄
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昨日表示，韓國梨泰院情況跟香
港不同，當地現場是一條小路，不是一條街道，而且很長
及非常窄，比蘭桂坊更窄。他形容「現在的蘭桂坊已不是
29年前」，現時的蘭桂坊會有巡邏及管制，當有太多人時
會封鎖區域，民眾需在外等待直至有人離開才可以進入，
以確保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根據獨立委員會調查報告，當年蘭桂坊
發生人踩人慘劇涉及多個因素及隱患，包括現場人群極度擠迫，有公眾娛
樂節目舉行，以及現場有斜路及濕滑、警方未實施人潮管制，以及有人醉
酒、噴霧、推擠、交界路口的人潮匯集及有人逆流往上行等，皆可能導致
有人跌倒，而大量擠壓的人群因前方有人跌倒致造成骨牌效應，並引發慘
劇。
根據獨立委員會當年的調查報告，警方當時派駐118名警員在場維持秩
序，但沒有意圖去控制人群數量，只勸喻一對推着嬰兒車的夫婦及一名坐輪
椅的人士切勿進入，亦正因沒有管制人潮，才引致具危險性的過度擁擠。報
告又提到蘭桂坊人群極度擠迫，主因之一是有公眾娛樂節目舉行，當日的舞
台猶如「磁石」般吸引人潮，而商業電台為節目申請活動牌照時預計人數只
有1,000人。
調查報告又將意外的關鍵時間收窄在0時01分02秒至0時08分04秒之

間，雖沒有一個獨立目擊者可清晰說出事發時情況，但確定當時差不多同一
排的若干人失足跌倒後，尾隨的人潮繼續向前擠壓，造成骨牌效應，直至出
現目擊者所形容的「人牆」。而當晚現場路面充斥香檳、啤酒、噴劑、泡沫
而變得濕滑，加上路面有斜度，推擠等皆可能導致人跌倒。

禁設舞台設置免人潮聚集
為免日後舉行大型的活動發生同類悲劇，報告中亦列出多項改善建議。包

括警務處、消防處、中西區政務處、市政總署和蘭桂坊協會針對參與大型活
動的人數進行評估及執行必要的人潮密度和年齡限制措施；分開出入口、控
制出入口人潮密度，以及實施人潮管制，包括人潮單向移動的措施；禁止在
蘭桂坊作任何舞台設置或其他吸引注目的行為，以防大量人潮被吸引至一個
地點；將路面改為粗糙的表面、安裝欄杆及行人路增加梯級。

設交通配套接載人群離開
報告亦建議在計劃活動前盡早給予通知，以便作任何需要的預防措施；在

活動前舉辦宣傳活動需強調安全規則；劃出行人專用區；設立觀察點；派出
警員於人群中巡邏，監控活動場地的邊緣位置，當有需要時可採取快速行動
以控制人群的行為；與活動主辦單位合作，準備應變方案以應對天氣、交
通、火警等情況發生；採取有效方法與吵鬧人群進行溝通，以及安排額外交
通工具以配合人潮，包括額外的列車及巴士以接載人群前往或離開場地等。

◀ 汲取當年慘劇教訓汲取當年慘劇教訓，，昨日警方一早就做昨日警方一早就做
好人潮管制的準備措施好人潮管制的準備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事發當日事發當日，，警員協助傷者離開警員協助傷者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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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有人在現場噴射噴霧綵帶和酒精等當日有人在現場噴射噴霧綵帶和酒精等，，令現場路面非常濕滑令現場路面非常濕滑。。 無綫當年報道截圖無綫當年報道截圖

2013年1月1日 科特迪瓦 至少60死
非洲國家科特迪瓦大批民眾觀看新年煙花後發

生人踩人，造成至少60人死亡，當中許多是年輕
人。

2013年10月13日 印度 至少115死
印度中部馬德雅邦舉行廟會時發生人踩人，造

成至少11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被踩死或淹
死，超過110人受傷。

2015年9月24日 麥加 2,300人死亡
一年一度的朝覲期間，沙特阿拉伯聖城麥加的

「擲石驅魔」現場發生大規模人踩人事件，造成
約2,300人死亡，當中464人來自伊朗。

2016年10月2日 埃塞俄比亞 至少52死
埃塞俄比亞首都阿的斯阿貝巴一場慶祝雨季結束

的宗教慶典演變成反政府示威，警方施放催淚氣體
驅散時引發人踩人，官方表示造成52死，反對派聲
稱死亡逾百人。

2020年1月7日 伊朗 56死
伊朗為被美軍擊殺的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

萊曼尼舉行葬禮期間發生人踩人，導致56人死
亡。

2021年4月30日 以色列 45死
以色列慶祝猶太篝火節期間，民眾落樓梯時引

發人踩人，造成至少45人死亡。

2022年10月1日 印尼 至少133死
印尼東爪哇省一場球賽有球迷鬧事，警方施放

催淚氣體試圖控制局勢，反而令民眾恐慌逃走觸
發人踩人，造成至少133死。

2022年10月29日 韓國 至少153死
首爾梨泰院萬聖節派對期間發生人踩人意外，

最少153人死亡，當中26人是外國人。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