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小武器问题调查》：第6章 概述

趋势线 
南非武装暴力

在南非从种族隔离向民主政治转变的19年中，该国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进步。比起1994年，南非在许多方面都有

实质性的改善，公共安全等方面也有所提高。包括枪杀案在内的凶杀案件自1994年起也在稳步递减，国内立法在此

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还需进一步努力。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均有提高。但南非的收入不平衡和凶杀案发生率

仍高居世界前列，有证据表明收入不平衡仍然是武装暴力事件的重要驱动力。

自1994年起，南非凶杀案率大幅降低。

南非凶杀案率约为全球平均值的四倍。根据现有数据，南非自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极高的暴力死亡率，每年的

凶杀案率超过每100000人30起。该国凶杀案率的最高记录发生在1994年，当年每100000人中有66.9人被谋杀。在

2011年至2012年期间，该比例下降到30.9，降幅为54%（见图6.1）。

本章以包括2011年、2012年在内的现有最新数据为重点，对1994年以来武装暴力的趋势进行了综述。本章重

点讲述了某些可能抑制和加剧武装暴力事件发生的因素。

国家伤亡率检测系统（NIMSS）从法医实验室和州立法庭实验室采集数据。虽然NIMSS覆盖率在过去不同时间

有所变化，但通过该数据可对2008年全国范围的蓄意枪击死亡率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在此期间，NIMSS记录的凶杀

案中有30%使用了枪支（见图6.3）。本章所采用的NIMSS省际数据显示在所选择的两个省份中使用枪支致人死亡的

比例降低了近5%，但锋利武器（利刃）的使用率在豪登省略有上升并且在普马兰加省增加了8%。

在立法方面，本章发现《2000年枪支控制法案》（FCA）的局部实施和枪杀案的减少呈正相关。据南非医学研究

委员会出版的研究资料显示，《枪支控制法案》有助于减少武装暴力。特别是，2010年《南非医疗杂志》刊登的一篇

评估2001至2004年间枪杀案率和非枪杀案率趋势差异的文章，指出 “虽然两种凶杀案率均有所下降，但枪杀案率

的下降速度更快”。

图6.1 1994年至2012年每100,000人中凶杀案发生比率
每100,000人中被杀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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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发表的后续研究再次确认《枪支控制法案》的逐步实施和枪

杀案的减少成正比。该研究对1999年至2009年被害妇女人数的对比研究

显示被害人数大幅降低，2009年被枪击致死的妇女人数较1999年减少了

529人，该下降趋势也与《枪支控制法案》有关。该发现说明加强该法案的

落实可进一步减少枪杀案。

本章同时探讨了南非警务（SAPS）在减少武装暴力方面发挥的作

用。虽然南非警务应成为防止武装暴力的中坚力量，但其作用一直受到内

部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制约。种族隔离时代的警务实践受到抑制但并未完

全转变；南非警务在减少武装暴力上，任重道远。在这方面，政府能够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并

实施与警察使用武力和枪支相关的执法程序。

种族隔离时代的警务实践受到抑制但并未完全转变。

广义上讲，许多州政府机构腐败、渎职和缺乏透明度等现象依然存在。本章认为武装暴力的预防工作由于缺少

武装暴力诱因和产生环境等数据而大打折扣。只有提高武装暴力相关数据的可用性并开放公众使用通道，才能以证

据为基础减少武装暴力并做好预防方案。通过每年分别公布致命和非致命暴力数据，政府可展示其坚持透明民主规

范的决心。这样做也能帮助研究者和健康专家开发出针对枪支暴力的干预手段并且评估以酗酒和性别歧视等暴力

诱因为中心的现有方案。

本章提出收入严重失衡和频繁武装暴力之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南非政府解决和降低失衡水平的国策收效甚

微。只有通过加强社会经济平衡才能消除引发暴力的某些因素且有利于卫生、福利和社保体制的完善。 

 利器（42%）        枪支（30%）
 钝器（20%）       不明器物（8%）

图6.3  2008年凶杀案中所用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