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小武器问题调查》：第3章 概述

转折点
尼加拉瓜帮派演变

人们普遍认为帮派是后冷战时期中美洲的主要安全威胁。然而，无论是新闻报导、学术研究或者政策文献都对帮

派进行了频繁炒作。因而，现有绝大多数中美洲帮派资料均有误，与整个区域的官方统计结果严重不符。

现有绝大多数中美洲帮派资料均有误。

本章通过详细对比分析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两个贫穷行政区（聚居区）的帮派，对冷战后帮派演进轨迹作了深

入的首次探究。该研究以2012年6月至9月作者对30位现任及前任帮派成员的深入采访，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

两个聚居区纵向人种学研究（正在进行）为基础。

本章特别关注帮派成员使用小武器的演变模式，以探究不同时间点使用的不同武器类型、武器黑市的性质变

化、武装分子的兴衰以及帮派（俗称黑帮）与当地社区的演变关系。由于一些特定因素，上诉两个行政区的帮派的发

展方式截然不同。尽管帮派发展的初始阶段较为类似，但是后续轨迹差异明显。

本章重要发现包括：

• 后冷战时期尼加拉瓜黑帮的扩展和形态首先与20世纪80年代反对派战争的余波相关，尤其包括应征入伍的年轻

人复员。之后，各帮派通过本地领土化过程逐步实现了制度化。

• 不同城区的帮派进化动态各异，影响其枪支的使用及相应的暴力水平。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动态随时间

改变。

• 从内部来看，一两个个人可使尼加拉瓜单个帮派的演

进方式、暴力程度产生显著差异，特别是枪支使用专

业知识习得方面。

• 从外部来看，武器弹药的供应变化及其他武装分子的

参与从根本上影响了帮派成员的枪支使用。

• 黑帮成员的枪支使用不是以线性方式演变；在20世

界90年代期间枪支使用平稳增长，在之后的10年里

出现下滑，并在2010年再次回升。

• 20世纪90年代的枪支主要为工厂制造，在随后的十

年，自制武器更为普遍，乃至其成为了帮派武器中的

主体类型。

总的来看，尼加拉瓜帮派成员在其枪支使用方面不够

熟练，层次相对较低，在武器知识学习方面机会主义成分

多于系统学习方法。然而，帮派独特的演化动态影响了枪

2007年7月，马那瓜，前帮派成员展示其纹身及刀伤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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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的使用及相应暴力水平，该事实说明帮派不仅是“微

观”结构条件的反映，其动态也是一些微观内部和外部因

素作用的结果。

帮派成员枪支使用不单取决于枪支的获得，例如，

一项重要内部因素关系到枪支使用的专业知识传播。在

这两个被研究的聚居区，枪支专业知识首先在20世纪80

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由之前的入伍士兵传播；随后，

由于错误信息的传播使专业知识面目全非。值此世纪之

交，这些变化已导致这两城区的枪支意外事故大幅增

加；同时，由于缺少维护，枪支大幅损坏。其中一个区的

一位在1997年至2002年在军队服役的军人更新了帮派成员的枪支知识，终止了该区的这种趋势，但反而使该帮派

成为该区最为暴力帮派之一。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帮派的独特演化动态影响其枪支使用及暴力水平。

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这两个帮派演化轨迹也突出体现了个别领导人物的重要性，尤其是他们在某些暴力做法

制度化方面贡献巨大。在其后10年间，领导人物的地位下降，却并未减轻帮派暴力，该趋势使得黑帮变得更加难以

琢磨、易被外界因素操纵和支配。这与反帮派策略有关，该策略基于通过囚禁（或杀害）帮派头目的“斩首”行动。但

该方法与领导结构清晰的组织（暴行具有预见性、通常可控）相比容易导致更大的暴力及不安定。

有效的政策干预必须对帮派动态的定性认识有密切的了解。

同样，这两个区域的帮派演化对比突出体现了帮派“讲和”过程 （即弥合帮派之间的裂痕）既可以是暴力形式，

也可以是非暴力形式。该教训关系到整个中美洲地区，该地区反帮派的残酷镇压政策，即熟知的Mano Dura 显然已

经失败，事实上常会使帮派暴力升级。然而，最有效的政策干预应以背景为导向，且必须对具体帮派动态的定性认知

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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