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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愛爾蘭問題源於英國數百年來對愛爾
蘭的殖民和宗教政策。北愛爾蘭即愛

爾蘭北部六郡，1922年愛爾蘭自英國獨
立，但北愛爾蘭留在聯合王國，區內人口
過半為來自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新教徒移民
後裔，奉行新教文化和新教價值觀，情感
上親英國；人口較少的天主教徒為愛爾蘭
居民，情感上較親南部的愛爾蘭共和國，
甚至有要求北愛與愛爾蘭統一的呼聲。

無視政府讓步 共和軍阻和談
自1967年起，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為了

爭取提高政治地位，開始拋棄以往的和平
示威手段，轉而支持由愛爾蘭共和軍領導
的暴力鬥爭，並呈現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
傾向。1969年8月，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爆
發激烈衝突，隨後暴力不斷升級，北愛政
府失去對局面的控制，要由英國軍隊進駐
北愛爾蘭恢復秩序，但天主教徒暴力進一
步升級，尤其是主張採用武力脫離英國管
治的愛爾蘭共和軍。
1971年至1972年間，北愛暴力不斷升
級，共和軍開始以暗殺和炸彈爆炸等恐怖
手段襲擊新教徒，即使1972年3月英國承
諾給予天主教徒與新教徒平等政治和社會
權利，衝突仍然持續。此後暴力血腥襲擊

及暗殺行動更蔓延至英國本土，造成無數
平民及英國政客傷亡，甚至在和平談判期
間，共和軍仍然不斷施襲以破壞和平進
程。一直到1998年英國、愛爾蘭與北愛各
方達成《受難日協議》，暴力衝突才基本
平息。

工業生產停滯失業人數倍增
長達30年的暴力衝突令北愛爾蘭經濟大

倒退，2012年有經濟學者研究發現，扣除
期內英國政府給予北愛的巨額補助，北愛
人均生產總值在1969年至1997年間，較
正常和平穩定發展的情況下，足足減少了
15%至20%。
1987年一項研究亦顯示，北愛爾蘭的

工業生產在衝突最嚴重的1970年至1979
年間幾乎完全停止增長，大幅跑輸南部的
愛爾蘭。1970年至1980年間，北愛爾蘭
失業人數大增130.6%，全數工業板塊就
業人數減少，減幅最多的紡織業更達
42.8%。研究也顯示，1971年至1978年
間，在天主教徒比率愈高的地區，失業率
上升愈多，部分地區1978年的失業率更
超過20%。

■綜合報道

恐怖主義為禍恐怖主義為禍 港須警惕港須警惕「「北愛化北愛化」」
3030年衝突死年衝突死35003500人人 炸彈槍擊無日無之炸彈槍擊無日無之

香港的暴力衝擊已經持續逾百日香港的暴力衝擊已經持續逾百日，，而且暴力程度而且暴力程度

不斷升級不斷升級，，令人憂慮香港會否令人憂慮香港會否「「北愛爾蘭化北愛爾蘭化」，」，重重

蹈蹈19671967年至年至19981998年間北愛爾蘭暴力衝突的慘痛覆年間北愛爾蘭暴力衝突的慘痛覆

轍轍。。這場長達這場長達3030年的北愛衝突不但導致超過年的北愛衝突不但導致超過33,,500500

人死亡人死亡，，亦嚴重打擊北愛爾蘭經濟亦嚴重打擊北愛爾蘭經濟，，令原本是愛爾令原本是愛爾

蘭島經濟火車頭的北部地區發展大倒退蘭島經濟火車頭的北部地區發展大倒退，，至今仍是至今仍是

英國最落後窮困的地區英國最落後窮困的地區。。香港必須警惕北愛爾蘭的香港必須警惕北愛爾蘭的

前車之鑑前車之鑑，，盡快止暴制亂盡快止暴制亂，，把恐怖主義消滅在萌芽把恐怖主義消滅在萌芽

狀態狀態，，令社會回復穩定令社會回復穩定，，經濟發展重回正軌經濟發展重回正軌。。

北愛爾蘭暴力衝突之所以持續30年之久，除
了當地政治及社會原因外，亦因為一直有「外國
勢力」從旁插手，例如美國民間便有不少愛爾蘭
裔移民後代支持北愛天主教徒，更有類似北愛爾
蘭援助委員會(NORAID)等組織為共和軍提供資
金和軍火。不過要數共和軍的最大海外盟友，則
非利比亞的卡扎菲莫屬。

共和軍獲輸送炸藥AK-47
1960年代末，愛爾蘭共和軍分裂，主張採用

暴力手段的一派成立「臨時愛爾蘭共和軍」(PI-
RA)，但當時PIRA武器裝備過時，部分甚至是
二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武器。1969年發動政變上
台的卡扎菲立即就看中PIRA，將他們視作對抗

英國帝國主義的同志，於是決定向PIRA提供現
代武器，而且更不止一次。
1973年，愛爾蘭海軍在海上截獲一艘船，船
上搜出多達5噸來自利比亞的軍火，是首次有確
實證據證明PIRA獲得利比亞支持。1987年，法
國軍方又在一艘被截查的船上，搜出1,000支正
準備運往北愛的AK-47步槍、超過50枚地對空
導彈，以及重達兩噸的塞姆汀塑膠炸藥。
塞姆汀炸藥由捷克製造，利比亞是其最大買

家，總共擁有多達700噸，造成270人死亡的
1988年洛克比空難便是由這款炸藥引起。PIRA
亦利用塞姆汀炸藥發動了多次炸彈襲擊，造成數
百人傷亡。

■綜合報道

恐襲不斷平民遭殃恐襲不斷平民遭殃 鐵娘子險遇刺鐵娘子險遇刺

長達30年的暴力衝突對北愛爾蘭經濟構
成嚴重打擊，影響持續至今，而且即使是
《受難日協議》已經簽訂逾20年後的今
天，當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仇恨仍然存
在，部分主張愛爾蘭島統一的共和派餘黨
或民兵組織仍然不時使用暴力，今年4月
在北愛發生、導致一名女記者中流彈身亡
的暴動，便是其中一例。

南北經濟逆轉差距超東西德
愛爾蘭共和軍決定完全解除武裝後，分裂
派系在2012年成立「新愛爾蘭共和軍」，並
於近年多次施襲，4月的暴動中也有他們的
身影。他們的根據地主要在北愛第二大城市
德里，當地是天主教徒聚居地，也是北愛衝

突初期暴力最嚴重的地區。
羅兵咸永道去年的分析指出，德里是全

英國47個主要城市中，經濟增長最慢的一
個，當地失業率也排在全國最差的3%之
內。德里超過1/3兒童生活在貧窮線以
下，在4月暴動發生的克里根區，這個數
字更高達近50%。
當愛爾蘭島在1921年南北分割時，北愛爾

蘭六郡的經濟發展遠超過農業為主的南部，
當時愛爾蘭島2/3工業生產力都在六郡之內，
貝爾法斯特也是全島最大城市。不過目前北
愛爾蘭與愛爾蘭的經濟實力已經反轉，愛爾
蘭是全球人均生產總值最高的地區，相反北
愛的人均生產總值卻只有南部的40%，比德
國統一前東西德的差異更大。 ■綜合報道

衝突致製造業就業人數大減
行業

食品製造

機械工程

電子工程

紡織

製衣

建造

失業人數

勞動人口

綜合報道

1970年

2.6萬

1.4萬

1.2萬

4.5萬

2.4萬

5.3萬

3.2萬

59.7萬

1980年

2.1萬

9,200

9,000

2.6萬

1.7萬

4.4萬

7.3萬

65.2萬

變幅

-17.7%

-35.2%

-26.2%

-42.8%

-30.6%

-16.5%

+130.6%

+9.1%

延禍至今 經濟落後全英

外國勢力供應軍火引發暴力升級

■1970年代，共和軍手持步槍及手榴彈在貝爾法斯特街頭
巡邏。 網上圖片

■貝爾法斯特1976年發生暴動，有孩童事後在現場玩耍。
網上圖片

■■一名共和軍女一名共和軍女
成員手持稱為成員手持稱為
「「寡婦製造者寡婦製造者」」
的美製的美製 AR-AR-1818
步槍步槍。。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共和軍1993年在倫敦金融區引爆汽車炸彈。
網上圖片

■1998年8月15日，共和軍
策動奧馬炸彈襲擊，造成29
死200傷，是北愛衝突
中最嚴重的單一暴力事
件。 網上圖片

天主教徒社區德里持續3日的暴力衝擊後，
英國政府首次派兵到北愛止暴制亂

1969年
8月

首名英軍士兵被愛爾蘭共和軍射殺
1971年
2月

英軍傘兵向遊行的天主教徒開槍，13人當
場死亡，史稱「血腥星期日」

1972年
1月30日

英國對北愛爾蘭實施直接管治
1972年
3月

共和軍在貝爾法斯特市中心引爆19枚炸
彈，造成9人死亡，130人傷，史稱「血腥星
期五」。10日後，1.2萬英軍進駐共和軍盤踞
的德里及西貝爾法斯特地區

1972年
7月21日

共和軍在英格蘭伯明翰兩個休班警員常去酒
吧引爆炸彈，造成21死182傷

1974年
11月21日

共和軍與英國政府秘密談判後宣佈暫時停
火，但一個月後以「打仗比和平達到更多目
標」為由中止停火

1974年
12月22日

英國駐愛爾蘭大使被共和軍暗殺
1976年
7月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一名親信在英國國會大
樓外被愛爾蘭民族解放軍汽車炸彈炸死

1979年
3月

英女王表兄蒙巴頓伯爵在愛爾蘭遊船上被共
和軍炸死，同日18名英軍在北愛沃倫點行軍
途中被伏殺

1979年
8月27日

共和軍趁戴卓爾夫人在英格蘭布賴頓出席保
守黨年會時策劃炸彈襲擊，5死30多人受傷，
戴卓爾夫人逃過一劫

1984年
10月16日

戴卓爾夫人與愛爾蘭總理簽署《英愛協
定》，首度同意讓愛爾蘭政府參與解決北愛問
題，以期削弱新芬黨支持度

1985年
11月15日

共和軍企圖襲擊北愛一個警署，英軍掌握情
報預先埋伏，擊斃8名共和軍成員

1987年
5月8日

共和軍在一個彌撒活動中引爆炸彈，11名
平民死亡

1987年
11月8日

共和軍在英格蘭沃靈頓的購物區垃圾桶內放
置炸彈，炸死兩名3歲和12歲男童，遭國際社
會譴責

1993年
3月20日

共和軍宣佈停火及完全停止軍事活動
1994年
8月31日

共和軍中止停火並在倫敦發動炸彈襲擊，炸
死兩人

1996年
2月9日

《受難日協議》簽署，成立新的北愛爾蘭議
會

1998年
4月10日

從共和軍分裂而成的「真愛爾蘭共和軍」在
北愛發動炸彈襲擊，造成29死逾200人傷

1998年
8月15日

■■「「血腥星期五血腥星期五」」其中一個爆炸現場其中一個爆炸現場。。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