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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英国脱欧那些事1

在 2017 年 12 月 14～15 日举行的欧盟冬季峰会上，经 27 个成员（英国除外）

一致通过，欧盟对英国的脱欧谈判进入第二阶段。自脱欧谈判启动以来，围绕“分

手费”等核心问题的谈判一直是难有进展，直到峰会前夕，才在双方妥协的基础

上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回顾历史，英国的入欧之旅，不仅是不顺利的，也是不完全的。显然，脱欧

的情绪在英国加入欧盟之时就存在，只是英国对脱欧的系列工作和影响没有非常

清晰的认知，在心理与程序上都未准备好。历史上，英国更像是一个“离岸平衡

手”，对欧洲大陆而言，它显得若即若离。当在 1960 年首次申请加入欧共体的

时候，英国遭到否决，13 年之后英国才最终加入欧共体。入欧两年之后，英国

就发生了围绕是否继续留在欧共体的第一次公投。1984 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又盘算着不能白白为欧共体贡献公共产品，接着通过谈判实现了欧共体根据贡献

程度给予英国部分退款的外交成果。即使欧盟之意在于将欧元打造成为欧洲的单

一货币，英国还是拒绝使用欧元。如此，英国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未曾全面加入

欧元区，也使得它能够保有一定的出口竞争力，“非对称地”从欧盟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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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享受好处。然而，不完全的成员国身份进一步削弱了英国针对欧盟事务参政议

政的“话语权”，也为英国脱欧做了情绪上的准备。

尽管矛盾重重，欧盟的核心国家仍在不断努力，希望维系欧洲的一体化事业，

包括对希腊、意大利等国保持很高程度的宽容，这都显示了它们的希望。如此，

欧盟及其核心国家德法显然也没有意料到，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英国成了“离家

出走”的第一只“出头鸟”。因此，不难理解欧盟“英国脱欧”问题首席谈判官

巴尼耶的强硬态度。

第一阶段谈判：缓慢而艰难

2013 年，备选中的卡梅伦首次提出给予英国民众决定是否留欧的选择机会。

欧洲经济不景气，困难重重的背景之下，媒调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英国内部经济

社会矛盾的认知，并将矛头指向欧盟的痼疾和难民问题。如此，脱欧的情绪在不

知不觉中漫延，直至无法轻言回头。时至 2017 年 3 月，伊丽莎白女王批准“脱

欧”法案，并授权特雷莎·梅正式启动脱欧程序。

英国脱欧谈判的第一阶段将问题聚焦在“分手费”、爱尔兰边界，英欧公民

权利等议题上。在现实谈判中，难以打破双边对话的僵局，英国和欧盟都不肯轻

易做出妥协。英国希望脱欧后也能够维持作为欧盟成员的大部分权益；相反，面

对只想占便宜却不想分担责任的英国，欧盟坚守立场，绝不退缩。这样，英国脱

欧谈判只能是被一再延缓，难以推进。

首先，围绕“分手费”的谈判包括：是否要支付“分手费”以及其内容和金

额。英国与欧盟围绕是否存在“分手费”的争论，无非是欧盟为加入国设立的准

入门槛，既然在加入时做出了承诺，那么，欧盟希望英国可以履行分担准入时认

可的计划和项目费用。再者，“分手费”的内容包括了原英国籍欧盟员工的退休

金、英国认可的应需向欧盟财政支付的项目及计划费用，以及在英欧盟机构所需

的搬迁费用等。这一笔账算下来，欧盟向英国索取的“分手费”达到了 500 亿～

600 亿英镑，远超英国最初乐意支付的 200 亿欧元。不菲的“分手费”一度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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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英国民众后悔脱欧。

其次，爱尔兰边界问题说的是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的 300 公里模糊

边界的问题。根据双方约定，在此区域内，人员与货物可以免边检和海关地自由

流动。然而，一旦英国启动脱欧程序，该地区接壤的将是欧盟区和非欧盟区国家。

如何处理这 300 公里的“软边界”，将是一个难解的双层博弈。谈判多次卡在这

个问题上。如果英国接受爱尔兰单方面的要求，在农业等问题领域开放入境管控，

就等于将整个英国继续置于欧盟关税同盟的框架之下；而不顾北爱问题的特殊

性，又可能带来局势不稳。但是，如果仅把北爱留在关税同盟里面，则在某种形

式上将北爱与整个英国的经济联系割离开来。因此，保护“软边界”的问题成为

谈判中相当棘手的问题。

最后，英欧公民权益的问题。相对于前面两个问题的棘手，该问题则涉及法

律权益等方面的细节谈判。英欧公民主要指两类人，一是留在欧盟的英国公民；

一是留在英国的欧盟公民。在脱欧后，他们的权利该如何维护，也就成为一个关

注的焦点。两者是否能够获得对等的公民权利是谈判的重点。

第二阶段谈判：仍不容乐观

现在，第一阶段的基础性谈判已经完成，第二阶段谈判将主要聚焦英国在脱

欧过渡期的待遇问题上，此外还有欧英未来关系等。其中，围绕贸易领域的谈判

是双方关注的重点。是“硬脱欧”还是“软脱欧”，对于英国的企业来说至关重

要。一旦谈不成，必须选择“硬脱欧”，将给英国企业带来巨大的挑战。政府层

面想要保持经济稳定、维系英镑地位，企业层面想要继续从欧盟单一市场中获利。

这两者都是非常困难的。好在有两年的过渡期，英国在政府和企业层面能够有所

准备和缓冲。

展望第二阶段的谈判，依然是乌云笼罩。内政和外交两个层面上看，英国在

第二阶段的脱欧谈判都不那么乐观。

从内政层面上看，英国内政困境为第二阶段的脱欧谈判增加了难度。特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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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梅的误判致使英国保守党政府陷入僵局。提前举行的大选没能赢得更多的支

持，相反却导致了少数派政府的现状。特雷莎·梅陷入党内不团结、党外团结任

务同样艰巨的困境。一方面，保守党内部不团结，新老两代党员之间的分歧颇多。

另一方面，她也一度努力争取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在脱欧公投中梅站在

留欧阵营，这也成为她在保守党内部的“原罪”，很难得到保守党右翼的全权信

任。加之，保守党实际上在如履薄冰地维系着微弱优势。那么，保守党内部势力

对特雷莎·梅的要价也会越来越高。处理不好平衡事务，特雷莎·梅的首相之位

很容易被“架空”。不满情绪在英国社会有所漫延。在这种情况下，提振国内士

气、稳定局势，都是和推进脱欧进程同样重要的方面。

从外交层面上看，欧盟认为英国在欧债和难民危机困扰欧洲之际只求自保坚

持脱欧的行为，可谓“釜底抽薪”，因此欧盟很难接受跟英国“友好离婚”。这

样英国希望通过谈判，谋求维持部分对欧利益的夙愿很可能难以达成。不少脱欧

支持者认为，挪威或瑞士模式可能会值得借鉴，其与英国脱欧的夙愿几近相似，

在操作层面上又能够把脱欧的损失降到最低。自然，从操作层面看，这种模式可

行，只是面对一个能做出“釜底抽薪”之举的英国，欧盟很难做出进一步的让步。

欧盟很难同意英国“随意挑选自己想要的规则”，不负担成本，却想继续享受好

处。在这种情况之下，脱欧后的英国很可能要努力适应一套独立于欧盟区的新规

则、新制度。

很难判断英国脱欧对欧盟的影响

最后，说脱欧带来的影响。从短期看，脱欧对英国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将为

英国节省 80 亿英镑向欧盟财政缴纳的款项。而且历史上，英国对欧盟地区的经

济依存度并不是那么大。因此，部分专家认为，脱欧对英国经济贸易带来的震荡

效应并不大。然而，英国一旦完全脱欧，将不能以优惠条件进入欧盟市场。从体

量上看，欧盟这个外部市场是大于英国绝大多数经济合作伙伴的。再者，即使贸

易依存度没有那么大，其他非贸易部门的经济损失也是要纳入计算范围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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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少金融机构随着脱欧进程撤离英国，将会使英国丧失很多机会，不仅仅是投

融资业务的缩水，还包括丧失大量的就业岗位。相反，法兰克福等其他欧洲城市

反而可能成为这场“大搬迁”的受益者。

一时间，很难判断英国脱欧对欧盟的影响。但是，没有了英国的欧盟，在经

济体量上将有所减小。实际上，如上所述，在金融能力培育等方面，其他欧洲国

家和城市反而会收获利好。随着欧元区经济缓慢向好，也让人们开始不那么担忧

英国脱欧将会带给欧洲的负面震荡效应。在国际话语权方面，英国脱欧无疑会给

欧盟带来一定的影响。失去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英国，欧盟将在部分

领域内丧失国际话语权优势。从这个角度看，在英国脱欧后，若能实现欧盟与英

国的良性互动，对双方来说都将大有裨益。I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