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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前，英国正在寻求与欧盟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包括离开单一
市场和关税同盟，第六轮谈判即将启动。英国政府称，将在退出欧盟后实施独立
的贸易政策。1957年，决定成立欧共体（欧盟的前身）的《罗马条约》签订。时光
流转，不知不觉，欧盟已近“花甲”。曾经前景一片光明的欧盟是否走到了生命的
尽头？重要成员英国的“出走”，带给这个“大家庭”怎样的忧伤？

外媒日前称，欧盟官员表示，欧
盟外交官已开始草拟英国“脱欧”过
渡协议，这或许会让英国在 2019年
3月“脱欧”后留在单一市场两年左
右。然而，一些官员和欧盟27国派
出的大使中参与准备首个“方针讨
论”的外交官警告称，英国不应该假
设在“脱欧”后关系方面的公开谈判
中能取得初步协议。针对讨论所准
备的文件显示，大使们将讨论过渡
期的“范围”和“期限”。数位官员表
示，英国在过渡期可能必须遵守所
有欧盟法律。

如今，最令英国头痛的事莫过
于“脱欧”谈判了。双方的五轮谈
判，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为
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欧盟委员
会主席容克不久前联合发表声明，
称要加速谈判进程。英国明确表
示，希望在明年 3 月底以前就“脱
欧”过渡框架达成一致。英国“脱
欧”会对欧盟发展产生怎样的影
响？欧盟未来的出路如何？《中国贸
易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业界专家。

“脱欧”会使英国经济受损

作为经贸大国、强国，英国一直
是欧盟的重要成员。自加入以来，
英国在欧盟内部事务中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专家
扈大威长期致力于欧盟问题研究，
他告诉记者，英国此前对欧盟对外
经贸政策的制订产生很大的影响。

“英国一直主张贸易自由，作为重要
成员，它的意见颇受重视，也影响了
欧盟的决策。”

此前，尽管出于利益考量，英国
保留了自己的货币，选择性参与一
体化进程，在金融方面没有与欧洲
大陆“步调一致”，但仍接受欧盟大
部分法规，成为企业进入欧盟市场
的“跳板”，很多欧盟以外的国家都
将其视为进入欧盟市场的重要商业
据点。因此，扈大威认为，很大程度
上，“脱欧”会使英国自身受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
中心专家叶江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他称，无论是“硬脱欧”还是“软脱

欧”，英国的经贸都会发生波动，“如
果双方间未实现合适的自由贸易安
排，那对英国的打击会更大。双方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特别是英国
一方。”

记者也了解到，目前“脱欧”对
英国金融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评
级机构标准普尔和惠誉日前警告有
可能再次调降英国信用评级；英国
五大企业协会致函“脱欧”事务大臣
戴维斯称，如不尽快达成英国退欧
过渡协议可能丧失就业岗位和投
资；一些金融公司考虑将办公地点
移出伦敦，搬到欧洲大陆，等等。

“伦敦试图保持和巩固金融中
心的地位，但这种努力在‘脱欧’后
很难实现，”扈大威说，“英国本身不
在欧元区，又不再是欧盟成员，法律
法规若难以衔接，这些尚在观望的
金融公司或许真会转移到法兰克福
等地。”扈大威表示，这对依赖服务
业和金融业、缺少制造业的伦敦经
济来说，无疑是一件不幸的事。

此举给欧盟提出警告

英国与欧盟经贸关系极为密
切：欧盟是英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
欧贸易额占英国外贸总量近一半。
与欧盟“一刀两断”，在业内专家看
来，几乎是“痴人说梦”。“‘脱欧’是
个很笼统的概念，怎样算数，很多英
国人士也说不清。”扈大威表示，双
方历经四十多年的磨合，情况复杂，
英国国内观点很多，纷争不已，欧盟
内部也各有看法，因此，谈判费时费
力，颇为艰难。

“总的来说，即使脱离欧盟，英
国也要同欧盟打交道，不可能做到

‘绝交’。”扈大威称，谈判双方尽可
能相互妥协才能解决问题。叶江也
称，利用两年时间达成一个过渡协
议，“两害相权取其轻”，平稳解决

“脱欧”问题，既减少了英国损伤，也
对欧盟有利。

英国“脱欧”对整个欧洲经济格
局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会不会影
响欧盟的进程？欧盟这些年到底遭
遇了什么？未来怎么办？

“欧盟东扩以来，纳入了许多
‘新欧洲’国家。一路高歌猛进，也
产生了许多问题。”扈大威介绍说，
东欧国家面临经济转轨和社会转
型，经济发展水准较低，成员复杂，
难以统筹，欧盟内部随之产生很大
的意见分歧。“虽然这些成员国被认
为便于‘老欧洲’资本输出，但在制
订经济政策时，各成员国原则上是
平等的，因此，加入者越多，意见多
元分散，统筹难度就越大。”

叶江则认为，英国“脱欧”给欧
盟发展提出了一点“忠告”：一体化

“步子”过快可行否？“尽管法国总统
马克龙提出希望通过加深一体化来
解决当前矛盾，欧盟委员会主席容
克也提出要‘扬帆起航走新道路’，
但在操作方面要兼顾各种利益方，
欲速则不达。”

英国此举会不会产生连锁反
应，引起大量成员国效仿？叶江的
看法是：不会。他表示，从法国大选
和德国大选的结果来看，欧洲的主
流思潮仍然是推动一体化，发生多
米诺骨牌效应的可能性不大，欧盟
不会因此解体。他也表示，欧盟也
很难因此而迅速形成一个更加强有
力的一体化机制。

目前，分离主义和保守主义大
行其道，英国“脱欧”被认为是去全
球化思潮的体现，这股思潮正对世
界经贸格局构成严重冲击。叶江则
认为，尽管有其它声音，但总体上，
特别是在与英国谈判过程中，欧盟
其他成员国普遍有较清醒的认识：
欧洲一体化还要继续。

英国“脱欧”考验欧盟未来发展

1 旧大陆上的“合众国”

盘旋旧大陆上空的盘旋旧大陆上空的
““十二星冠十二星冠””

2 一场爱恨交织的结合

3 “分手”之后能否再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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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统一思潮由来已久，早
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这一时期
的 法 兰 克 帝 国 和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等，都将欧洲许多地区统一在其
疆域之内。

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
被奥斯曼帝国攻破之后，波西米亚
国王就于 1646年称，欧洲基督教国
家应该组成联盟，以对抗奥斯曼帝
国的扩张。1776 年，美国独立战争
爆发，当时欧洲就有人设想仿效美
利坚合众国，建立“欧洲合众国”。
19 世纪初，拿破仑·波拿巴在大陆
封锁期间实行关税同盟，该关税同
盟对今天欧盟的建立和发展有着不
可磨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统一

思 潮 进 入 高 潮 ，最 终 化 为 行 动 。
1950 年 5月 9日，法国外长罗伯特·
舒曼提出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即
舒曼计划），意在约束宿敌德国。
第二年，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签订了
为期 50 年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
共 同 体 的 条 约》（又 称《巴 黎 条
约》）。1955 年，参加欧洲煤钢共同
体的六国外长在意大利墨西拿举
行会议，建议将煤钢共同体的原则
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并建立共同
市场。

1957 年 3 月 25 日，六国外长在
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两个条约，即

《罗马条约》，于 1958 年 1 月 1 日生

效。1965 年 4 月 8 日，六国签订了
《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
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
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统称欧洲共
同体。该条约于 1967年 7月 1日生
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总部设在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1991 年 12 月 11 日，欧共体马
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
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
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
1992 年 2 月 7 日，各国外长正式签
署“马约”。

经欧共体各成员国批准，“马
约”于 1993 年 11 月 1 日正式生效，
欧 共 体 开 始 向 欧 洲 联 盟 过 渡 。

1993 年 11 月 1日“马约”正式生效，
欧共体更名为欧盟。这标志着欧
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
过渡。

1986 年 5 月 29 日，布鲁塞尔上
空一面正式悬挂的旗帜引起了人
们的注意。只见天蓝色底上印有
12颗金黄色的星星，星星围成一个
圆圈——这面旗帜后来成为欧盟
的会旗。由于当时欧共体成员国
共有 12 个，因此有人认为 12 颗星
星代表的是成员国数字。其实不
然——它是圣母玛利亚以及完美
的象征。

卡梅伦黯然离场。他不愿看到
的结果还是出现了：公投之后，“脱
欧”一派胜出。他应该记得，在自己
11岁（1975年）时，英国人也搞过一
次公投。只不过那次，英国人选择
留在欧共体。急于“脱欧”的那些人
也许忘了，“入欧”时英国可是费了
一番周折，双方有着一段爱恨交织
的结合。

尽管英国长期奉行“大陆均衡”
政策，企图 实现“光荣孤立”，但是实
际上，欧洲一体化进程起初就有英国
的身影。早在 1946年，英国政治家
丘吉尔就提出“欧罗巴合众国”的概
念。在 1948 年，英国还与法国、荷
兰、比利时、卢森堡签订了共同防御
协定——《布鲁塞尔条约》。

但当欧洲一体化启动实质性进

程后，英国的身影却未出现。1951
年的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和 1957
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及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英国都没有加
入。英国政府当时认为，与欧洲大
陆“走得太近”同自身经济和政治目
标相悖。长期以来，孤悬海外的英
伦三岛试图玩弄“大陆均衡”，不愿
过多介入欧洲大陆事务。

然而，战后英国地位一落千丈。
为了寻找出路，恢复往日荣光，“傲
娇”的英国还是在 1960年申请加入
欧共体。尽管它认为自己是“放下了
架子”，却不承想遭到了欧共体成员
的反对。为了“报复”欧共体，英国与
奥地利、丹麦、葡萄牙等六国建立了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但该组织却无
力抗衡欧共体。无奈之下，英国随后

两度申请加入欧共体，又都被法国总
统戴高乐否决。

1973 年，英国首相希思重启加
入欧共体谈判，并最终于当年成功

“入欧”，成为欧共体第七个成员
国。不过，当时英国国会仅以微弱
多数通过了有关决议。“入欧”以后
不久，英国即与欧洲大陆“同床异
梦”。当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
油危机波及欧洲时，英国经济跟着

“遭罪”。很快，受到严重拖累的英
国人开始“变心”。

英国人很快付诸行动：政府发
起公投，以决定是否继续留在欧共
体。最后，66%的投票者选择继续
留在欧共体——这是 1975 年的结
果。近年来，随着英国独立党的崛
起，“脱欧”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接

受。英国与欧洲大陆出现越来越多
的“脱节”，英国执政党——保守党
的民意支持率开始大幅下滑。为了
巩固地位，首相卡梅伦不得不投出
一步“险棋”：承诺如果赢得大选，将
制定与欧盟关系的新原则，并就脱
欧问题举行全民公投——这才闹起
了这场“风波”。

有人说，作为欧盟的一员，英国
一直扮演着拖后腿的角色：它不仅
否决欧元，不参与《申根协定》，不参
加欧盟的危机救助方案，不为缓解
危机出力，而且反对一切金融监管
政策。有人质疑英国与欧洲大陆结
合的动机，认为英伦三岛抱有投机
心理，而一些观察家则冷静地说：英
国或许从未改变自己的理念，只是
大陆上的人们一厢情愿罢了。

路透社称，除英国以外的欧
盟成员国近日开始准备工作，讨
论英国退出后的过渡期问题以
及双方未来的关系，未来的系列
会议旨在为欧盟领导人 12 月峰
会拟定指导原则。欧盟领导人
已明确表示，目前英国脱欧谈判
尚未取得足够进展，还不能进入
未来关系的讨论。

欧盟领导人表示，他们现在
将开始为过渡期的谈判做准备，
这样如果到 12 月下次峰会取得
足够的进展，他们就做好了准
备。“这个过程现在就将开始，未
来一个月 ... 我们将连续开会，”
一位参与会谈的欧盟官员补充
说，11 月 20 日的部长级会议上
也可能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将为过渡期、双方未
来的关系以及可能为 12 月欧洲
理 事 会 (European Council) 会 议
提供的补充指导原则准备好我
们的意见。”这位官员说。多位
官员表示，如果领导人认为“脱
欧”问题已取得足够进展，他们
的工作成果可能会在 12 月峰会
的结论中体现。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
斯则表示，英国希望在 2018 年 3
月底前就“脱欧”后过渡期的安
排与欧盟拟定协议大纲。

欧盟官员称这是一个相当
艰巨的目标，但如果英国表现出
足够的诚意，或许有可能达成。

“在第一季结束前完成的可能性
并不高，但如果能够让英国参与
其中，就可能办得到。”这名官员
表示。

双方均预期过渡期大约有
两年时间。欧盟负责英国“脱
欧”事务谈判的首席代表巴尼尔
此前表示，这意味着维持现状，
在此期间英国须继续依循欧盟
法律与法院裁决。

欧盟官员称，额外的两年过
渡期，将为未来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赢得时间，但对于将“脱欧”协
商延长至过渡期之后，以促使英
国继续留在欧盟的想法，官员们
则是浇了一盆冷水。

“我认为没有人预期现有的
谈判期时间将延长，”这位欧盟
官员称，“我们已经围绕英国问
题谈论了这么长时间。最初是
与前英国首相卡梅伦，然后是他
们的公投，现在则是这件事。我
们必须在某个时点画下句点。”

巴尼尔则认为，英国不能指
望在“脱欧”后有一个为它量身
打造的贸易协议，并称既然英国
已经排除依循挪威与欧盟关系
的模式，那么其有可能参考加拿
大与欧盟关系的模式。

“如果我们在英国从欧盟有
序撤出的事项上达成一致意见，
例如设定一个过渡期，那么在我
看来，将这一过渡期覆盖金融年
就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英国
与 欧 盟 的 现 状 会 一 直 维 持 到
2020 年。这可以让双方有更充
分的时间来准备‘脱欧’事宜，商
讨 双 方 未 来 的 关 系 该 如 何 摆
放。”巴尼尔如是说。

另外，他还坚持认为，在这
一过渡期内，英国必须维持与欧
盟之间的一切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