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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脱欧白皮书看英国脱欧进程1

英国脱欧事宜可谓几经波折，乃至近期数位主持脱欧事务的核心官员因意见

不一而离职。在巨大压力下，英国政府还是于 7月 12 日最终公布了脱欧白皮书。

围绕这个白皮书的合法性、可行性和连带影响，依然争议颇多，且其最终是否会

为欧盟所接纳也尚未可知。本文暂且从白皮书文本的基本内容入手，推断英国脱

欧的此番进程意味着什么。脱欧白皮书主要关乎经济、安全与法律行政事务，洋

洋洒洒九十多页。总结起来，核心条款大概有以下几种：贸易、金融、欧洲法院、

移民和安全。

白皮书核心条款分析

首先，围绕贸易条款的争议最大，整体表现出一定的保留态度。白皮书宣布，

英国即将退出欧盟关税同盟与欧洲共同市场，但“软脱欧”的迹象明显。在国内

层面，包括曾负责脱欧事务官员在内的不少人坚持认为，特雷莎·梅的“商业友

1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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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型”脱欧显示了并不坚决的脱欧态度，且难以最终被欧盟接受。但是，她做出

反对严厉且区别化重置英欧关税、产品限额和原产地规则等决策，皆显示了对“硬

脱欧”会冲击英国商贸能力的担忧。因此，白皮书还表示，希望以非欧盟成员形

式，继续参加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欧洲航空安全局以及欧洲药品管理局。毕竟，

保留与这些授权机构的良好互动，将会保护产业供应链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分布的

厂商，进而确保包括航空、汽车业在内的英国制造业免受巨大冲击。例如，空客

之前对“硬脱欧”的态度相对激烈，而航空制造业创造的税收和就业机会远远超

过其他行业部门。因而，从维持英国经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脱欧白皮书中体

现出来的中庸态度还是很容易理解的。围绕脱欧后英欧之间依然可以实现通关便

利化，白皮书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建立“英国－欧盟货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甚

至成为整本脱欧白皮书的亮点。由此可见，英国的脱欧算盘打得很精：不仅逃避

区域治理义务，还借此为自己“松绑”，获得与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缔结贸易协

议的自由。

其次，围绕金融业的条款中同样表现出英国对与欧盟保持良性开放与互动

的期望。金融业是英国的优势产业。在宣布脱欧伊始，就有专家担忧，脱欧可能

动摇英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而法兰克福等其他欧洲金融中心城市则纷纷表示

希望取而代之。就伦敦金融城来说，潜在损失已然如此，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

则更不容忽视。因此，面临脱欧的任务，为避免这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部门

受到致命冲击，英国政府在脱欧白皮书有关金融业的提案依然延续了中庸和保守

的态度。例如，白皮书为避免伦敦金融公司因脱欧而丧失与欧盟区域内交易的“通

行牌照”，进而提出了“同等性规则”，即在政府层面，希望保持与欧盟金融监

管机制之间监管对话与合作；在企业层面，希望金融企业依然能够通过遵守欧盟

规则获得进入欧盟市场的“同等性权限”，尽管是以非成员国的身份。

再次，行政与法律层面的条款显示英国和欧盟之间相关活动的交易成本在

脱欧后将出现骤升。白皮书涉及行政和法律的段落依然遵循政治谈判（实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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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退出欧盟的政治目标）与技术谈判（尽可能通过保留条款保留英国在欧盟的利

益）相分离的路线。例如，白皮书明确指出，作为欧盟司法机构的欧盟法院不再

对英国享有直接管辖权，将由英国法院和欧盟法院各自执行基于协议的权利，与

欧盟法院的“切割”简单明了。但是，白皮书又表示当英国加入由欧盟法院辖下

的其他欧盟相关机构时，需尊重欧盟法院的审议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脱欧

无疑将增加英国和欧盟机构共同处理区域事务的交易成本，如白皮书还特别指出

需要设立相应的机关和技术委员会，负责监管和辅助仲裁。但是，在法律执行层

面，技术谈判和政治谈判分离的脱欧路径，尚未得到欧盟主要成员国的赞同。承

载着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制造业就可能遇到相关法律问题。如果英国离开单一市

场，那么首先遭到冲击的就是如飞机、汽车之类的制造业企业，进而会冲击英国

的劳动力市场。这是英国极为不想看见的。所以，英国依赖中间产品的制造业企

业呼吁政府，不要因为脱欧导致中间产品无法合法地在其他欧盟国家生产。例如，

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的空客可能会因此停产。正是因为面临这种压力，英国脱欧

白皮书的措辞相当保守而中庸，希望在脱欧之际可以保留英国的部分法律权限，

甚至在某种限度上在中间产品涉及的法律层面上“继续留在单一市场”。但是，

欧盟主要国家是否会接受这种只寻求权益，不承担接受人员自由流动等区域治理

义务的行为，仍要打上一个问号。

第四，围绕人员流动的条款细分了流动人员的种类，包括移民、旅游游客

以及难民等。白皮书明确区分了各类人员流动，虽然在整体上叫停了欧盟人员向

英国的流动，但对商业目的或优质劳动力导向的移民，仍然采取了非常欢迎的政

策。具体表现为，英国计划与欧盟寻求互惠的“流动协议”，将允许企业调动员

工的行为，学生和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流动也受到欢迎，还对可以带来商业利益的

欧盟人员入境英国游和短期投资等商业行为也给予欢迎。此外，白皮书还强调了

在欧盟成员国家的英国人的退休和医疗等权益应同样应受到保护。但是，这种明

显区分流动人员种类的做法，很可能进一步激化欧盟主要国家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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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围绕安全问题条款的争议相对来说并不大，但敏感问题领域仍难有

共识。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属性决定了其无法在闭门锁国的状态下予以治理，

这一共识在英国和欧盟之间还是有的。围绕共同安全的基本条款还是没有引起过

大规模争议的，例如，就共享航空纪录、犯罪记录以及其他相关逮捕和引渡问题，

英国希望与欧盟达成新的协议。在对外安全问题方面，冲突也不明显，保持高层

次对话交流，依然是英国与欧洲的共识。但是，在一些相对敏感的安全技术合作

领域，欧盟并不欢迎选择了“离群”的英国。英国想保留参与欧盟高精尖安全技

术领域的合作权限，但欧盟其他成员国家明显是排斥的，例如它们明确拒绝英国

继续留在欧盟伽利略(Galileo)卫星导航系统研发项目组中。

脱欧主旋律中庸

综上，此番英国脱欧白皮书在文本层面体现了推进脱欧进程的意愿，而“软

脱欧”、商业友好型脱欧、保守型脱欧依然是脱欧的主旋律。英国脱欧白皮书包

括了以上五大类别条款为重点的诸多脱欧细节，描述了脱欧后英国与欧盟关系的

基本蓝图。白皮书条文细致、几经斟酌、多方设计，一方面显示英国在经济社会

方面尚未对脱欧做好完备的准备，而梅首相的中庸选项则表达了一种保护商业和

维护社会稳定的期望；另一方面，也再次应证了脱欧初期，外界对脱欧带来英欧

之间极高交易成本的担忧。不仅脱欧谈判本身耗时、费力，而且虽说针对脱欧后

的英欧关系做出了各种针对性的新式机制设计，但将这些机制创新从纸面上落到

实际操作中，同样是耗费极高的一项任务。

英国脱欧还可能对欧美关系和全球格局带来的连带效应。特朗普主政下的美

国期待一个相对“碎片化”的欧洲，因此更偏好于英国会做出更为彻底的脱欧决

策。特朗普更看重英国和欧盟将会在美国的经贸战略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此，特朗普并不关心脱欧后的英国在国内层面会面临

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从美国自身全球战略布局层面看待英国和欧盟这两枚“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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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早前，特朗普曾接受《太阳报》专访，严厉批评不坚决的脱欧，认为其将

会不利于美国全球经贸战略的铺开。英国选择跟欧盟并不决绝的切割，虽然是出

于保护英国本国产业和经济的稳定之考虑，但可能有碍美国与欧洲达成新的跨大

西洋贸易协定。当然，英国脱欧会走向何方更多是取决于英国自身的决断，外界

只能猜测和观望。但毋庸置疑，保护脱欧后的平稳过渡，是英国的利益所在。日

前看似中庸的脱欧白皮书，恰是英国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后做出有益权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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