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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批港警合法拘暴徒侵人權 現肆意使用人臉識別技術

英國發生

十幾年來最

嚴重的極右

反 移 民 騷 亂

後 ， 局 勢 近 日 漸 漸 受 到 控

制，不少英國傳媒評論都指出，

這主要歸功於英國警察果斷執法，大舉搜捕

滋事分子，加上當地司法部門迅速起訴並判

刑，均形成巨大阻嚇力，令極右分子短期內

不敢再生事端。不過很多讀者看到這應該也會

心想，為何現在英國政府對騷亂採取的措施和

官員口吻，都與當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英國

對香港特區政府止暴制亂措施的無理批評竟有

這麼大的差別，到底是英國人已經雙標到人格分

裂的地步，還是當年英方的言論，根本就是別有

用心的陰謀？

過去兩星期，我們可以看到辦事從來不是以效

率見稱的英國政府，在止暴制亂的工作上做得可

謂又快又準又狠：先是調動大批防暴警力圍捕極右暴

徒，事後再調用遍布大小城市街頭無數閉路電視的畫面，

利用人臉識別技術快速鎖定在逃暴徒，然後火速對被捕暴

徒作出起訴並送上法庭，再由法官對暴徒下達極具阻嚇性

的刑罰，部分情節最嚴重者，在短短一兩日內就由襲警燒

警車的暴徒，淪為要在監獄待起碼兩至三年的階下囚。

在這些過程中，英國當局採取的手法比起香港特區政府

當年在修例風波期間的措施，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尤

其是大規模廣泛使用人臉識別技術上。讀者應該還記得，

當年英國政府和媒體是如何將黑暴的種種暴行稱作「和平

表達訴求」，又是如何批評香港特區政府的止暴制亂工作

是「侵犯人權」，如今當英國自己遇到同類騷亂，英國政

府和媒體的口徑就截然不同了，就連英王查爾斯三世也罕

有地走出來公開讚揚警方，如此鮮明對比，何其諷刺。

除了針對街頭暴徒外，英國政府亦動用大量網絡資源，

追捕於騷亂前後在網上散播虛假及煽動資訊的人，其中一

名26歲男子就因為在網上煽動仇恨，被火速逮捕、審訊並

判監3年2個月。但當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治港，對在網上散

布煽動訊息人士採取行動時，卻被英國政府批評是「騷擾

和打壓異見聲音」，這種雙重標準也未免赤裸裸得太過

分。

筆者絕對同意英國政府在今次極右反移民騷亂中採取的

執法行動及相關措施，更直接地說，筆者認同任何地方政府在遇上騷亂

暴動事件時，都有權採取任何手段迅速止暴制亂。不過筆者也強調，任

何國家都應該尊重其他地方的政府採取的止暴制亂措施，而不是「我做

就是止暴制亂，你做就是侵犯人權」，肆意對其他地方的做法作出無理

批評和抹黑，這樣只會顯得虛偽，並令人懷疑這些無理批評和抹黑背後

是否別有用心。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極右反移民騷亂持
續，當局據報擬重新收緊「反蒙面法」。
《每日郵報》報道，新任工黨政府有閣員
擔心，騷亂者會故意遮住臉部，避免執法
部門識別其身份並拘捕他們。2019年香
港修例風波期間，英國政客和傳媒曾無理
指責香港的《禁止蒙面規例》會侵犯人
權，相較英國當局面對自家示威不斷收緊
規定的做法，對比鮮明。

批港府「打壓市民權利」
《每日郵報》報道，前首相蘇納克政府
在早前的支持巴勒斯坦抗議活動蔓延時，
已考慮收緊《反蒙面法》，違者可被判囚
或罰款1,000英鎊（約9,948港元）。蘇納
克政府還曾計劃頒布修正案，禁止示威者

抗議期間使用燃燒彈、煙花和閃光彈等，
不過修正案在上月大選前被撤回。
英國警方多名代表均揚言支持收緊反蒙
面法，前警官布萊克斯利直言，「示威者
別想戴上面罩就能扔磚，這種做法愚蠢又
懦弱。」工黨政府新任警務、消防及預防
犯罪國務部長約翰遜也聲
稱，「不要告訴我，那些
攜帶汽油彈和煙花的人、
戴上面罩遮住臉的人，或
是揮舞棍棒的人只是為了
抗議。他們就是危險的暴
徒，我們的警察部隊已做
好一切應對準備。」
以英國廣播公司（BBC）
為首的英媒曾聲稱，香港

實施《禁止蒙面規例》屬於「打壓市民權
利」、「會帶來反效果」。對於今次英國
當局可能收緊反蒙面法，曾對香港警方咄
咄逼人的英媒卻普遍噤聲。甚至在紐卡斯
爾市，當局上周六（8月10日）已頒布臨
時法令，禁止示威者佩戴面罩。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當局加緊拘捕
大批極右反移民騷亂示威者，然而
早已人滿為患的監獄或再度「爆
煲」。《觀察家報》報道，司法大
臣馬哈茂德稱，英國刑事訴訟法院
已積壓超過6.8萬宗案件，上月還剛
宣布由於囚室不足，需要在今年聖
誕節前提前釋放5,000名囚犯，預計
今次騷亂將打擊重建英國「支離破
碎司法系統」的努力。
馬哈茂德在《觀察家報》撰文
稱，英國司法系統能應對反移民騷
亂挑戰，「每一個罪犯都會被繩之
以法。」然而馬哈茂德承認，英國
法院積壓的刑事訴訟案已創下歷史
新高，將其歸咎於前任保守黨政府
施政不力，「我們的監獄已人滿為
患，這警示我們如果政府不及早作

出決定，盡快解決刑事司法系統的
危機，情況會變得多差。」
監獄爆煲令許多英國囚犯僅服完
所有刑期的40%，即可提前獲釋。
報道指出，今次反移民騷亂後，當
局正緊急尋找空置的囚室，用作關
押至少500名被捕的騷亂者。然而多
地監獄長已經警告，囚犯人數激增
會進一步破壞英國監獄系統的穩
定。英國檢方截至上周六（8月 10
日）已控告約350名騷亂示威者，罪
名包括暴力擾亂公共秩序，最高可
判囚5年。
檢方尚未控告任何人涉及騷亂
罪，該罪行需檢方證明被告參與至
少12人或以上的團隊，為了「共同
目的」製造或參與騷亂，罪成可判
囚10年。

英利用監控拘示威者顯雙標英利用監控拘示威者顯雙標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修例風波期間，英國政府官員和傳媒屢屢開

腔，聲稱香港警方合法拘捕暴徒、確認個人資料的做法是所謂「侵

犯人權」。到近日英國的極右反移民騷亂蔓延，當局態度卻截然不

同，極力要求加強執法。《衛報》上周六（8月10日）發布詳細報

道，總結英國警方如何利用街道監控、閉路電視、人臉識別等技術

拘捕示威者，徹底暴露出英國的雙重標準和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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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離破碎監獄系統再受打擊

昔稱港黑暴「和平表達訴求」
今指極右「 跨越恐怖主義」

傳重新收緊反蒙面法 曾撐港暴徒英媒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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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警方可識別蒙面暴徒臉型等特徵鎖定其身份。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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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指出，騷亂爆發後，英格蘭和北愛爾蘭警方投入19個專
項小組，大範圍搜索社媒關於騷亂的影片，對照警方的閉

路電視和執法紀錄儀畫面，確認示威者身份。倫敦大都會警察局
顧問奧利薩表示，「警方會調取所有閉路電視，互相對比示威者
的個人特徵，獨特的紋身或胎記都不會放過。」

示威者遮面部也可識別
奧利薩稱，英國執法部門近年已在多地加設監控設備，「地方
當局在交通樞紐內設有監控，許多營業場所都有，民眾安裝在自
家門前的閉路電視，令警方更容易收集證據。犯罪者的所有資料
會被儲存在全國警察系統中。」他還披露警方會利用關聯技術尋
找共犯，「例如一夥示威者有6人，其中5人戴了面罩，但警方
只要鎖定剩下一個人的身份，就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
英國國家警察局長委員會公眾秩序負責人哈靈頓還稱，警方正
徵用更多科企的人臉識別軟件，處理收集到的影片資料。利用部
分軟件，即使畫面中的對象用面罩或墨鏡遮掩面部，軟件也可以
識別其臉型等特徵鎖定其身份。

使用先進科技不受監管
然而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英國政界和傳媒多次聲稱或暗示，
香港警方利用人臉識別技術收集所謂「和平示威者」的個人信
息。英國廣播公司（BBC）當時報道稱，有示威者擔憂會被人臉

識別技術收集資料、遭到所謂
「監控」。
英國埃塞克斯大學社會學教授福希從2019年起，一直獨立審查

英國警方使用的人臉識別軟件。福希指出，現時各地警方人臉識
別軟件的辨識準確度不一，「許多進入市場的科技產品希望得到
更多投資，相關企業會大肆宣傳（產品獲得警方使用）。」
福希質疑，英國警方今次大張旗鼓宣稱使用精確技術追捕示威

者，「警方使用先進科技時非常傲慢，幾乎不受監管，法律依據
也存在不確定性。這些技術愈不準確，無辜者在凌晨被警方追上
門的事件就會愈來愈多。」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政客及傳媒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屢屢將
黑暴分子形容作「和平表達訴求」。然而面對今次英國國內的極
右反移民騷亂，示威者同樣肆意襲警、阻塞交通、破壞公共設施
的做法，英國當局不再視而不見。英國前反恐警務負責人巴蘇直

言，當地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跨越了恐怖主義的界限」。
巴蘇於2018年至2021年擔任英國警方反恐事務最高職務，巴

蘇向英國廣播公司（BBC）表示，「我認為我們已看到嚴重暴力
行為，旨在針對性地恐嚇部分社群。我希望我的繼任者密切關注
（潛在的恐怖主義）問題。」巴蘇還表示，對於今次反移民騷亂
期間的暴力事件，「人們應當非常仔細地審視英國關於恐怖主義
的法律定義。」
曾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鼓吹所謂「言論自由」，無視黑暴分子

利用網絡煽動暴力的英媒，今次紛紛強調英國極右示威者在社媒
上掀起「暴力浪潮」。巴蘇稱，「今次騷亂由社媒群體傳播的謊
言引起，我們需要對此採取行動。」
巴蘇還批評稱，「社媒巨擘多年來在英國處於法律灰色地帶，

平台有能力煽動充滿暴力的辯論，製造出我們如今所見的各種混
亂。」他呼籲廣告商削減對部分大型社媒的資助，「如果這些平
台仍被視為沒有違法，那麼我們的政府和社會都要思考，這個法
律門檻是否放錯了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