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必对英国脱欧过分悲观 

 

 

 

 

自近日英国公投宣布脱欧以来，对各种关于英国脱欧的冲击与影响的分析充斥在

媒体与微信圈。绝大部分分析都是偏负面的。例如，有观点认为，英国脱欧意味着全

球化的退潮，意味着大国实施孤立主义的开始。又如，有观点认为，英国脱欧会引发

新一波冲击，造成未来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甚至引发新的危机，再如，有观点认为，

英国脱欧会对中国产生显著的外部冲击，例如对人民币汇率、进出口贸易以及中国对

外投资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英国脱欧的确是当前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确可能对世界经济前

景产生重要影响。但目前，要全面评估英国脱欧给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造成的系统性

影响，还为时过早。这是因为，从英国脱欧到未来英国如何重塑与欧盟的全方面关系，

还需要旷日持久的时间， 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从目前来看，我们其实没有必

要对英国脱欧过于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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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英国脱欧未必意味着全球化的退潮，它其实仅仅意味着欧洲特色的区域一

体化发生了调整。其实，从 2010 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区域一体化就引发了很

多讨论与质疑。总体判断是，自欧元区成立以后到欧债危机爆发前，欧元区扩张速度

太快，以至于把竞争力、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存在很大差异的国家强力捆绑到一起，

实施统一的货币与统一的货币政策，这最终为欧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众所周知，

在各种要素的流动性中，劳动力的流动性是最差的，且劳动力跨境流动通常会引发流

入国公众的强力反弹。本次英国公投离开欧盟，也与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高度相关。

因此，英国脱欧仅仅意味着对欧盟特色的区域一体化的调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区域

化的退潮。从目前来看，TPP、TTIP、RCEP 与一带一路均可能成为未来新一代区域化

模式的雏形。举个例子，两个人离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婚姻失去了信心。因此，我

们不必对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未来过度担心。 

    其次，英国脱欧，并不意味着大国开始实施孤立主义。众所周知，英国历史上之

所以率先强盛，恰好是因为英国最早地拥抱了全球化。作为一个岛国经济，英国从来

就没有实施孤立主义的资本。从世界经济史来看，能够持续实施孤立主义的，都只能

是国内具有战略纵深的大国。英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恰好在于成为金融全球化过程

中的金融中心。因此，英国脱欧，并不意味着英国会置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之外，而是

意味着英国可能会以一种新的姿态去拥抱全球化。 

    再次，英国脱欧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的冲击，不仅是可控的、而且可能大部分已

经被市场所消化。毕竟，英国并不是欧元区成员国，而是有着独立货币与独立货币政

策的国家。英镑是全球货币，英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这会帮助

英国缓冲脱欧对英国经济自身造成的冲击。在英国宣布脱欧前的几周之内，全球市场

风险规避情绪已经明显上升，安全资产价格已经显著攀升，英镑对主要货币汇率已经

大幅贬值，这意味着英国脱欧的风险已经被市场较为充分的 Price in了。除非英国

脱欧继续滥觞并导致苏格兰与北爱尔兰脱英，否则全球金融市场短期内难以持续大幅

动荡，短期内引发大规模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算太高。 

    第四，英国脱欧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也是可控的。一方面，

英国脱欧的确会造成全球投资者风险规避情绪上升，从而引发全球资本流向安全港，

进而给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造成贬值压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

其一，英国脱欧很可能会推迟美联储下一次加息的时机，缓解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

给人民币造成的冲击；其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近期弹性明显增强，人民币汇率可



 
 

 
 
 
 

3 

以通过同时对美元与对 CFETS 篮子贬值来释放压力；其三，中国政府从去年下半年起

已经显著加强资本账户管制，短期资本持续大规模外流的难度明显上升；其四，中国

政府还可以通过降准来释放流动性，对冲资本外流对国内货币市场造成的冲击。因此，

不必过分担心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出现一次性大幅贬值的风险。 

    第五，英国脱欧，在短期内也未必对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造成显著负面冲击。我

们需要明白，英国脱欧，并不意味着英国经济与欧盟经济在贸易与投资方面一夜之间

完全割裂开来。一方面，从英国脱欧到英国与欧盟重新谈判贸易投资关系，具有一段

时间的缓冲期。另一方面，英国与欧盟双方都心知肚明，合则双赢，分则两败俱伤。

因此，笔者认为，在经过英国与欧盟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后，双方依然可能在很大程度

上保留英国与欧盟经贸合作的现状。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英国作为到欧盟投资跳

板的意义可能有所削弱，但一则英国与欧盟的联系未必会全面弱化；二则英国作为全

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未必会显著削弱。此外，英国脱欧之后，在双边层面上与中国政府

的关系可能会显著增强，例如率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总之，英国脱欧本身

既可能不会对中国原本就疲弱的出口增速雪上加霜，也可能不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快速增长的格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英国脱欧这一事件正处于演进过程中，本身仍具有较强的

不确定性。因此，要综合评估英国脱欧冲击尚需时日，有待观察。市场在经历了英国

脱欧造成的恐慌之后，可能慢慢趋于平静。相比于英国脱欧造成的冲击，我们可能更

加需要观察美国的总统大选。万一特朗普上台（正如我们之前认为英国脱欧不可能一

样，真实世界的复杂性通常会打破我们的预期），这对于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与中

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才真正值得我们担心呢。 

 

（笔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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