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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是否标志区域一体化的退潮*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历史进程分析和数据分析，研究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利益博弈过程，

分析英国脱欧后未来可能的发展模式。认为英国脱欧反映出欧盟共同贸易政策在全球化新阶

段所面临的困局，英国“脱欧”将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产生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区域

一体化的退潮，而是表明在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的新形势下，区域合作需要融入新的治理理

念与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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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曾经是全球高水平、深度融合的区域经济合作典范，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欧洲一体化

的进程一直引领全球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持续低迷的欧洲经济

形势让欧洲一体化的内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从 2012 年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威胁，到 2016 年 6 月英国经过

公投后确定脱离欧盟，欧洲一体化正频繁遭遇挑战。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国让渡了一部分国内管辖权，

由此取得了分享区域统一政策收益的权利。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在英国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经济力量对

比发生调整的过程中，英国对于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也在逐步发生变化。英国脱离欧盟后将通过复杂的

谈判过程来重新塑造其与欧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英国脱欧折射出欧盟共同贸易政策在

全球化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困局，也预示全球区域一体化需要融入新的发展理念。 

 

一、 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利益博弈：历史进程分析 

 

在欧盟扩张的过程中，欧洲一体化在深度上的加深和广度上的扩展符合欧盟的整体利益，但英国和欧

盟整体利益的冲突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剧。从历史角度来理清英国与欧盟之间的矛盾将有助于进一步理

解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利益博弈。 

英国参与欧盟政策事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初创阶段，英国游离之外（1958 年-1973 年）  

在 1958 年建立之初，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即确定建立关税同盟。根据 Viner(1950)的关于“关税

同盟”的最初定义，关税同盟是比自由贸易区约束程度更高的区域一体化形式。自由贸易协定（FTA）规

定缔约方之间采取关税优惠等措施，但缔约各方保持各自独立的对外关税；关税同盟（CU）在自由贸易区

（FTA）的基础上，还规定成员国采用共同的对非成员国的关税。为了保证关税同盟的有效运行，欧共体

在 1968 年成立之后设置了共同的商业政策（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制度，规定由欧共体制定统一

的对外关税税率、与区外其他国家或经济体进行贸易自由化谈判并负责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共同的商业政

策曾被称为欧洲一体化中最成功的典范。 

在欧共体成立之初英国并没有直接加入。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最早进入工业革命的英国依旧

秉承“日不落帝国”的荣耀；英国在地理位置上独立于欧洲大陆，具有相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立精神；

英国的政治体制具有不支持关税同盟之类组织的内在倾向，英国的宪法规定任何权利机构均不能影响到英

国议会的决策过程。英国其更加倾向于与其他国家采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合作模式，以维护其对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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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政策的自主性； 

 

第二阶段：加入欧共体初期矛盾初现，英国开启首次脱欧公投并以失败告终（1973-1993） 

二战结束后，英国的地位逐渐被美国取代，已无力独自应对来自于欧洲大陆各国的压力。同时，战后

联邦德国、法国等国迅速恢复，并逐渐拉近与英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促使英国最终于 1973 年加入欧共体。

1974 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导致英国并未取得预期中的经济成就，1975 年，英国进行了首次“脱欧”公投，

结果是三分之二的投票人选择留在欧共体。公投前一年英国与欧共体进行了英国入欧的重新谈判，并且取

得了成功，由此增强了选民对英国参与欧共体的信心。虽然英国留在了欧共体内，但却开启了英国“脱欧”

公投的先例。 

 

第三阶段：欧洲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但英国拒绝加入欧元区并逐渐被欧盟核心权力边缘化

（1993-2008） 

1992 年，欧共体各国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欧盟正式成立，这是欧洲一体化取得的重大进展。此

前，由于英国拒绝加入申根区且撒切尔夫人施行民族主义政策，英国已逐渐被边缘化。另一方面，英国在

1992 年退出“欧洲汇率体制”，并在 1999 年欧元区成立后从未加入欧元区。法德大力倡议欧洲一体化逐渐

偏离英国的理念。矛盾的逐渐积累为此后的发展埋下伏笔。 

 

第四阶段：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经济持续低迷，多重叠加因素加重了英国的脱欧意愿（2008-2016） 

近几年，全球经济疲软，欧盟经济的不景气对英国经济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减小，很多英国人认为欧盟

降低了英国自身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受南欧国家潜在危机拖累，英国财务难以实现自由自由。财政投入

也给英国带来了压力。英国每年需要缴纳给欧盟的费用大约为 80 亿英镑，相当于英国整体 GDP 的 0.5%，

在欧盟各国中，英国的这一指标仅排在德国之后。从政策指定权方面，根据规定，欧盟的法律约束力高于

各成员国的法律，大约百分之七十的英国法律受限于欧盟法律的约束。移民的涌入也对英国产生了压力，

对英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造成负面影响。多重因素的叠加，让英国脱离欧洲一体化束缚的意愿愈

加强烈，2016 年 6 月英国公投后确立脱欧。 

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表明，是否参与区域一体化，各国需要对所承载的责任和享受的利益进行

权衡，对于具有较强经济自主性和独立政治理念的大国来说，这一权衡和博弈的过程将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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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经济考量：数据分析 

 

一国参与区域一体化的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经济收益、地缘政治、非传统收益等（李向阳，2003）。

虽然欧洲一体化最初的动力主要是政治因素，但随着一体化的深入，经济收益的重要性加强。本节通过对

英国与欧盟各国及非欧盟国家之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分析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经济考量。 

 

1. 英国与德国、法国等主要欧洲经济体人均收入差距变动影响其谈判实力 

图 1 显示了 1970 年以来欧盟（或欧共体）主要经济体及其自身的人均 GDP 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英国的人均收入同德国和法国的差距逐渐增加，在欧洲一体化构建的过程

中，英国在欧洲一体化的发言权下降，德国和法国主导欧洲一体化进程；2000 年以来，英国的人均收入逐

渐增加，欧债危机后，英国虽然受到牵连，但恢复较快，2015 年英国经济呈现了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和

高经济增长率、各产业均衡增长的较好的发展态势。然而，欧债危机后欧盟整体复苏速度低于预期，英国

和欧盟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双方政策目标存在偏差的内在矛盾日益加强。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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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债务危机的冲击改变了英国贸易政策，但相比于非欧盟国家，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活动往来更

加平稳    

表 1 展示了 2008 年至 2015 年间英国的对外贸易情况，从总量上看，英国自身贸易在金融危机后保持

了温和增长的态势，但 2014 年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其贸易呈现萎缩态势，近两年均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下降。 

英国同欧盟与非欧盟间的贸易各占英国贸易的半壁江山。金融危机后英国同非欧盟国家间的贸易逐渐

超过了欧盟内部贸易，一方面说明债务危机后欧盟经济复苏状况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说明内外部经济不

利的情况对英国的冲击导致其贸易政策发生了转变。 

 

表 1 英国与欧盟及非欧盟之间的贸易总量 

单位：百万英镑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欧盟 319,926 286,283 326,657 359,892 356,900 367,524 368,026 352,032 

非欧盟 292,417 274,419 325,730 380,499 388,175 404,004 363,112 363,802 

贸易总量 612,343 560,702 652,387 740,391 745,075 771,528 731,138 715,834 

数据来源：HM Revenue & Customs 

 

具体来看，对比图 2 与图 3，英国对欧盟国家的进口呈现上升趋势，而对非欧盟国家的进口在 2012

年达到顶峰后迅速下降；而出口方面则表现出与进口截然相反的态势：其对欧盟国家的出口不断下降，对

非欧盟国家的出口则迅速提升，根据英国官方的统计，平均出口增速达到 5.04%。从贸易差额的角度来看，

尽管英国同欧盟内部贸易逆差有不断拉大趋势，但其进出口增降程度明显小于与欧盟外的外部贸易，即使

在金融危机期间也只是温和下降，随后则基本呈现平稳态势。反观与欧盟外部的贸易，受到冲击的表现非

常强烈。因此，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英国同欧盟的经济活动往来表现更为平稳， “脱欧”对英国与欧盟的经

贸关系将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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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HM Revenue & Customs 

 

 

 

 

 

 

 

 

 

 

 

数据来源：HM Revenue & Customs 

 

3. 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资本来源地，脱欧后可能引起英国境内的欧盟资本外流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统计，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资本来源地，2014 年

其资本存量中有 45.9%来自于欧盟，而排名第二位的美国则仅占 24.4%①。同时，超过半数的非欧盟跨国

                                                             
①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Statistical bullet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volving UK Companie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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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总部均设置在英国。英国“脱欧”后，这些公司很有可能需要重新申请牌照并改变营业方式，对从欧

盟内部输出到英国的大量资本的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4. 欧盟为平衡各成员国利益的政策选择，限制了英国服务业和农业等主导产业的开放水平 

欧盟统一的贸易政策使成员国可以对内享受欧洲统一市场带来的诸多收益，如规模经济、贸易创造、

投资创造、促进竞争等，欧盟对外拥有比单一国家更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然而对于英国这样的大国，在

享受收益的同时，在贸易政策制定方面无疑也受到了约束。由图 4 可见，英国经济中服务业是主导产业，

服务业接近其经济总量的 80%，而制造业在 GDP 的比重约为 20%，且服务业的比重仍在扩大。此外英国

具有高效率、小规模的农业。英国可以接受较高水平的贸易开放，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将对英国具有更为

较为重要的意义。欧盟各成员国的经济和贸易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欧盟的贸易政策需要平衡各成员国的

利益，如设置对纺织服装业、农业等行业的保护性关税，这些方面对英国经济无明显利益。而当英国作为

欧盟成员国来参与贸易协定谈判时，只能实现低水平的开放（东艳，2016） 

 

 

 

 

 

 

 

 

 

 

数据来源：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Economic Review: August 2016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英国和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也逐年变化，为了推进欧洲一体

化，欧盟要兼顾发达程度较低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英国的开放水平和经济发展。但是相对于非欧

盟国家，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平稳，脱欧将会有可能影响英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稳定性。 

                                                                                                                                                                                                          
http://www.ons.gov.uk/economy/nationalaccounts/balanceofpayments/bulletins/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volvingukcompanies/2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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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脱欧后英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重塑 

 

英国脱欧公投后，欧盟与英国的关系面临重塑。英国让渡给欧盟的国内政策制定权将重新回到英国手

中。但这一过程将涉及复杂的利益重构，需要通过艰难的谈判来确定双方的新型关系。 

 

（一）英国面临的新挑战 

英国脱欧后面临如下新挑战： 

1.英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英国是否能继续与欧盟国家保持紧密的关系，如何从原来

的关税同盟关系向其他模式调整？ 

2英国与欧盟现有的其他 FTA伙伴国的关系如何维持？英国是否有动力重新进行与这些国家进行谈判？

在谈判中如何依据英国的利益重新对 FTA 条款进行考量。 

3.英国与欧盟潜在的FTA伙伴国的关系如何开拓？英国具有独立的贸易谈判权后会采取何种区域贸易

谈判策略？ 

4.英国与欧盟如何实现互利共赢？英国由欧盟的从属国变成竞争伙伴，战略上来看，其他国家是否会

考虑优先和欧盟构建紧密经贸合作关系？欧盟与英国的整体对外经贸谈判力量均会下降。在贸易政策制定

权方面，英国虽然赢得了一定的对外谈判的自主权，但谈判中的讨价还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将有所

下降。如何维护双方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 

 

（二）英国未来经贸发展模式  

英国未来发展可以借鉴和考虑的模式包括：挪威模式、土耳其模式、瑞士模式、FTA 模式和 MFN 模

式等（Schoof，2015）。 

表 2：英国未来的经贸发展模式 

 挪威模式 土耳其模式 瑞士模式 FTA 模式 MFN 模式 

1      

1.1 不分摊欧盟预算 否 是 否 是 是 

1.2 自主控制移民 否 是 待定 是 是 

1.3 对欧盟法规的影响力 不确定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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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是受关税壁垒限制 是 是 是 是 否 

2.2 保留完整的单一市场准入权 是 否 否 否 否 

2.3 避免原产地规则 是 是 否 否 否 

2.4 对出口公司单一规则要求 是 否 是 否 否 

2.5 独立签订贸易协定 否 否 是 是 是 

参考文献：Ulrich Schoof: “Brexit: The Impact on the UK and the EU”, Bertelsmann Stiftung Report“, June 2015. 

Anne Therese 

1.挪威模式：分摊预算，开放移民，法律受限，享受 FTA，但矛盾仍在 

在挪威模式下，虽不是欧盟的成员国，但是可以加入欧洲经济区（EEA），继续享受自由贸易协定的

收益，保留全部的单一市场准入权，对出口公司设定单边规则，留有英国银行的通行证，但是将面临更高

的非关税壁垒，没有实行独立贸易协定的特权，必须采用欧盟标准和法律法规，在法律制定中没有发言权。

而且照样分摊预算，对欧盟的预算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也承担开放边境和接纳移民的责任，并允许劳工跨

境自由流通，然而，这些仍存在的要求其实正是导致英国脱欧的部分原因。因此，挪威模式并没有从实质

上解决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核心政治问题。 

2.土耳其模式：不摊预算，控制移民，不理想的妥协 

土耳其模式下，英国将不用分摊欧盟预算，也有了加强移民控制的特权，但是需要采用许多欧盟现有

的产品市场准则,借以消除内部关税壁垒，然而关税联盟所能覆盖的行业却不完整。此外，英国还将被要求

实行欧盟外部关税,不能对第三方产生影响或者实行有担保的准入。因此，土耳其模式是对欧盟的一种不理

想的妥协。 

3.瑞士模式：分摊预算，双边协议，无关税壁垒限制，但没有吸引力 

瑞士模式下，英国不是欧洲经济区（EEA）的成员，通过和欧盟达成的双边协议，允许英国准入某些

特定行业的单一市场，从而参与到欧洲统一市场中去，例如，布鲁塞尔的樱桃采摘行业可能就会受到限制。

没有关税壁垒的限制,但仍需缴纳预算分摊额，能对出口公司设置单边规则。英国将是这些所涵盖行业的规

则的追随者,但是需要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单独谈判。因此英国有可能选择瑞士模式，但这种模式可能不会

对欧盟产生吸引力。 

4. FTA 模式：不摊预算，控制移民，无关税壁垒，协议取决于交易 

FTA 模式下，英国能够独立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因此，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本身就是由一个自由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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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维系的，不会存在关税壁垒，也不用缴纳欧盟预算分摊额，能控制移民，但英国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

定需要权衡深度——这意味着每次都要单独签订通用标准和规则。因此，瑞士模式下协议的签订取决于交

易。 

5.MFN 模式：对外共同关税，非关税壁垒较高 

在最惠国待遇模式下，英国的政策自主权比较大，定,但承担欧盟的共同对外关税将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会损害英国与欧盟的在商品以及服务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关税壁垒对贸易，尤其

是服务业的影响就会暴露出来，这与英国力主的自由贸易不相一致。 

 

（三）对英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对于已经高度统一的欧洲市场，英国脱离这一体系存在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1. 恢复对外关税制定权，但会导致成本增加，影响效率 

上述各类发展模式均存在一定的风险。假定英国具有独立的关税制定权，则在和欧盟的关系方面，英

国需要考虑相应提高对欧盟的关税水平，以避免货物通过其他欧盟国家进入英国而产生贸易偏转。在维护

对外关税的独立权的过程中，则需要提高非关税壁垒，如增加英国与欧盟之间的监管措施等，复杂的贸易

模式的谈判，以及新增加的壁垒等会增加政策制定成本，影响经济效率。 

2.无法享受欧洲统一市场的规模经济效益，影响贸易和投资发展 

根据第二部分的数据可以看出，英国对欧洲市场的依赖性较强，英国脱离欧洲后，将有可能降低进口

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无法享受欧洲统一大市场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收益。同时，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不确定

预期，在欧洲的区域价值链已经成熟和深化的条件下，英国脱欧会影响企业在欧洲的生产布局，产生投资

转移，从而影响投资者对英国的经济信心。 

3. 对外影响力下降，自由贸易谈判受阻，地缘政治格局改变 

英国对外的影响力将可能下降。欧盟作为统一的整体，在多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合作中具有加强大的谈

判实力，而英国脱欧无疑损失了英国在这方面的利益。在贸易协定制定方面，目前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面

临重塑期，各国的利益博弈加强，欧盟的 TTIP 等谈判正在深入进行。脱离欧盟后，英国处于无法参与欧

盟的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但却不得不接受相应规则的尴尬局面。英国作为欧盟成员中自由贸易的支持者，

支持欧盟进行ＴＴＩＰ谈判，支持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但脱离欧盟后，英国与大国自由贸易谈判的进

程可能受阻。一些大国，如美国会将贸易投资协定谈判的对象优先锁定为欧盟，而把英国至于后面，美国

总统奥巴马在英国脱欧公投阶段已经明确表明了这一立场。此外，欧盟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较多，脱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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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英国在贸易争端解决等方面的影响力可能下降。(东艳，2016) 

 

四、 英国脱欧折射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深层次矛盾 

     

当前全球区域一体化出现新的发展变化趋势，英国脱欧影响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大选

中两党候选人对 TPP 均持有的反对态度， TTIP 的发展也暂时陷入了困境。现实的发展需要我们对世界经

济格局变化中区域一体化发展中深层次矛盾进行研究。 

 

（一）区域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加大了区域一体化参与国面临矛盾。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需要更加深度的区域一体化，而更加深度的区域一体化，则要求更加集中的共

同政策，这进一步削弱了各国的独立的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区域化深入使区域一体化内在的矛盾加深，为

区域合作的破灭打下了伏笔，英国脱欧的进程中就是这一矛盾深化和爆发的典型案例。 

深度一体化是全球区域一体化的显著特点。根据霍克曼（Bernard Hoekman）和柯南(D.E.Konan)的观

点，作为一种明示的政府行为，深度一体化的目的是通过协调与合作来降低国内管制政策所导致的市场分

割。对于深度一体化的参与国，通过协商，来自愿放弃在特定国内法律或管制政策上的管辖裁量权来获得

区域合作的收益（东艳、冯维江、邱薇，2009）。欧洲一体化是深度一体化的典型代表，欧洲一体化通过

构建统一大市场，在区域一体化静态收益基础上，谋求实现动态经济收益，包括规模经济，促进竞争，促

进增长等。而以 TPP 为代表的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协定，更加强调边界内规则，除了传统议题的深化外，包

括政策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等深度一体化议题、监管一致性、合作和能力建设、国有

企业和指定垄断、中小企业、竞争力和商务便利化、发展、透明度和反腐败等横向新议题。监管一致性的

要求由国内监管一致性向成员国的区域监管一致性扩展，管制的目标是边界后的国内管制制度，而非各缔

约方的管制协调。 

 

（二）区域一体化更加扩展到地缘政治领域，对一个国家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经济领域 

 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掌握独立的贸易政策制定权和贸易协定谈判权的意义显著提升。当今贸易政

策与外交政策日益紧密结合，地缘政治博弈更多的通过贸易协定来体现出来。同时贸易协定谈判的内容和

意义已经远超越单纯的关税减让，而涉及投资、知识产权、环境、劳工、人权，标准制定等更广泛的领域，

签订贸易协定是过去 20年来大多数国家实现贸易政策改革的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如瑞士属于非欧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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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通过与重要贸易伙伴，如日本，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有效提升了该国的地位和收益。2013 年签署的

《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一揽子自贸协定，高质量、涵盖的范围广，

包括服务贸易、环境等诸多领域，并体现互利共赢的特点。英国作为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国，更希望在当前

的地缘政治博弈中拥有更多的掌控权。 

 

 (三)国内政策博弈增加了区域一体化的不确定性 

作为一项重要的对外经济政策，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中需要兼顾其外交政策中的国家安全目标和经济

政策中的经济繁荣目标，不仅考虑国家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背景，同时也对国内选民与利益集团的利

益进行权衡。英国国内的留欧派与脱欧派的利益纷争，美国大选期间的两党竞争，均体现了国内政治博弈

对区域合作的影响加深。 

 

五、 结语：区域一体化需要融入新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  

 

英国脱欧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欧洲一体化曾经的辉煌似乎正在褪去。事实上，英国脱欧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影响，对欧盟其他成员国将会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英国脱欧并不意味全球区域一体化的退潮，区域经贸合作仍将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

要推动力。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等一体化形式在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全球贸易中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近年来，在多边谈判踯躅不前的情形下，区域贸易协定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是全

球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欧盟作为经济一体化目前发展的最高形式，其必将从此次脱欧事件中

吸取教训从而巩固自身获得的成就。对于欧盟来说，英国脱欧未必全是不利的影响。事实上，英国从始至

终均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持有警惕态度，英国对于欧元区的整合和发展在实际上起着一定阻碍的作用。

作为欧盟经济的带头人，德国一直致力于欧元区的发展和欧盟政治一体化的进程，英国退出欧盟为德国实

现其战略目标提供了某种契机。 

从全球视角看，英国脱欧，以及围绕 TPP, TTIP 产生的争论表明：全球区域一体化需要根据新的形势

进行调整，融入更多新的区域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包容、协调发展。 

 

（本文将发表于《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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