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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如何牵动几大国神经1

2019 年伊始，英国能否、何时、又将以何种形式脱欧都还是未知数。英国

脱欧也将迎来几个重大时间节点。2019 年 1 月为脱欧协议正式批准的截止日期，

英国议会需就首相的脱欧协议做出最终表决，表决将决定英国脱欧走向的不同结

局（继续延迟、重启脱欧公投、无协议无序脱欧）。根据《脱欧法案》，英国的

正式退欧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29 日；根据 2018 年 3 月欧盟与英国达成的广泛协

议，英国与欧盟如能最终达成脱欧协议，将自动进入为期 21 个月的过渡期，即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双方可以继续就贸易问题展开协商。在世界局势不确定

性激增的今天，英国脱欧已非仅是英国和欧洲的“家务事”，它可能牵动其他世

界主要经济体的决策选择。那些或多或少都受之牵动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又是如何

看待英国脱欧事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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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欧盟战略受之牵动

英国脱欧对德国在欧盟内与欧盟外的战略都产生了影响。就英国脱欧对欧洲

一体化的内部效应，德国担忧其会助长离心力在欧盟内部的滋生。德国曾做出了

巨大的投入，企图挽救欧元区于崩溃的边缘，扭转离心力不断滋生的势头。英国

离开欧盟显然危及了德国的不懈努力，加之英在进行脱欧谈判中肆意挑选条款也

引发了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严重不满。一旦其他成员国效仿举行公投，或提出特别

要求，英国的行为可能触发的溢出效应将可能吞没半个多世纪的欧洲一体化努

力。英国脱欧使德国不得不思考经由改革塑造新版本欧盟的问题，例如有关“多

速欧洲”的设想。然而，这些改革很可能远远超出德国的控制范围。

此外，英国脱欧的行为对欧盟内部的资源配置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德国

而言可谓有利有弊。诸多在英的跨国公司面对脱欧后续影响的不确定性，很可能

选择将总部从英国迁至欧盟内其他国家，作为主要经济体的德法两国将可能成为

他们的首选考虑。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还有大量的常驻金融机构。为确保仍

能进入单一市场，他们很可能迁址到一直想成为欧洲金融中心且具有一定生长潜

力成为欧洲金融中心的法兰克福等欧洲大陆城市，而这将带来超过 4.1 万个工作

岗位。此外，欧盟区内外的经济动荡效应与英国脱欧产生相互叠加效应，很可能

产生大量待岗和有迁移需要人员，但他们却不能自由进入英国，给英国外欧盟国

家带来了新的创造就业压力。此外，脱欧的不确定前景也可能使诸多欧盟其他国

家在英人才反流至德法及其他成员国。

对欧洲一体化的外部效应来说，英国脱欧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在一些德国

智库眼中，德国规划中的欧盟尚未设想“无英国欧盟”的可能性。默克尔设想中

的欧盟也不是内向发展的，而是要谋求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

首都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英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使英成为德国实现振

兴欧洲愿望的天然盟友。德国有很大的兴趣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与英国开展合

作，拥抱经济全球化。此外，贸易、创新和竞争力等领域内的合作也都是联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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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两国的强大纽带。英国离开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欧盟中心”的偏移。德国国

内常出现的观点是，英国脱欧将导致欧盟权力向法国和“南方国家”转移，而这

不利于德的利益。此外，英国对欧洲安全的贡献有目共睹，英国脱欧意味着欧盟

失去了最雄心勃勃的国际事务和军事事务参与者之一。虽然英国脱欧意味着德国

在欧盟的影响力会有所提升，但在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德国将持续面临

来自法国、波兰等国家的压力，要求其弥补英国脱欧带来的防务“空白”，为欧

盟的国防和安全作出更多贡献。同时，德国还必须找到与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英

国的新合作方式，且这种方式不能违背欧盟的利益。

法英双边关系定义错位与矛盾心理

法国对英国的态度向来矛盾，脱欧更是凸显了这种矛盾心理。这种矛盾根植

于两者对双边和区域关系定义的错位。此外，法国对于英国脱欧效应的感知更多

是集中在安全防务领域和对外关系领域的。

英法两国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定义也存在错位。英国仅想要一个基于欧洲经济

圈规模效应的有限度的一体化，而法国则倾向于塑造一个高度政经一体化的区域

联合体，但这种联合体可以存在不同等级的差异性群体。可包括追求高度一体化

且经济能力高的核心国家群体、相对边缘国家以及边缘国家，如此形成了“多速

欧洲”的图景。

在安全防务领域，英国脱欧使得法国的相关倡议在欧盟通过的概率大为提

高。毕竟，以往英国长期反对法国推动提高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的一体

化力度，两国在开设欧盟常设运营总部和加强欧洲防务局预算等方面长期处于对

立面。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离开很可能意味着在欧盟内制定共同防务政策的难

度骤然下降。但与此同时，英国的离开又降低了 CSDP 的整体权重，影响了其区

域乃至全球影响力，而军事实力较为强大的法国可能就此成为欧盟区域内较多诉

诸武力手段的最后一支主要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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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关系领域，英国脱欧对法国可谓利弊兼备。首先，英国的离开可能给

法国带来了成为“跳板”国家的外交机遇。随着脱欧，英将不再是其他国家选择

进入欧洲市场“跳板”的首选国家。英国脱欧的震荡效应让诸多之前寻求通过英

国进入欧盟大市场的国家不得不思考另谋新的“跳板”国家。对于域外国家，英

国脱欧后法国作为战略伙伴的价值增加，其重要程度在未来几年可能持续上升。

由于相比德国而言，法国在安全和国防合作方面更为活跃，因此在英国脱欧后，

法也有望成为其他域外国家在该领域内谋求与欧洲国家合作的重要对象。在没有

英国的欧盟中，究竟是相对“克制”的德国还是更为“激进”的法国会在后英国

脱欧时代中占据核心地位，也将意味着欧盟会走向不同的历史岔道。

在经贸等领域，英国脱欧后的利差或利好（包括难民、投资或人才的转移）

有多少会流入法国尚属未知，且法国在欧盟中的地位会得到提升还是会需承担更

多的义务和“烦心事”（例如难民的安置）也属未知。有一点值得提及，即英国

脱欧后法国将取代英国成为第六大经济体，然而这种地位的转变能否转化成为发

展质量和竞争力也尚未可知。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英国又是法国不想失去的重要

伙伴，例如英法在核能开发领域有着共同利益。

美国对英国的战略定位发生变化

在欧洲外部，美国对脱欧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特朗普个人的态度，二

是美国政府的态度。特朗普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英国脱欧的支持，认为这是英国

基于主权的主张。他甚至在访英期间发话，认为英首相特雷莎·梅应“起诉”欧

盟，并期待英脱欧后英美可以达成自贸易协议。相比总统，美国政府层面到目前

为止的立场比较中立，更多是关注相对有限的议程，即侧重于经贸问题。自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底，美英贸易投资工作组相继召开了五次会议，会议议题主要

定位在为在脱欧后达成美英自由贸易协定奠定基础。

英国脱欧之影响也会波及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其中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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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英国“无协议脱欧”的情形可能牵动美英在部分经济领域内的关系。美国与

欧盟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向来紧密，英国是美国在欧盟内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

投资伙伴。虽然总体上看，英国脱欧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某些行业

内的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例如那些把欧洲总部设在伦敦并借此进入欧盟市场的

美国企业将深受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影响。受到最显著影响的可能是部分金融公

司。华尔街在全球金融业内的地位可能更稳固。此外，如果脱欧使伦敦作为全球

金融中心的地位动摇，诸多金融公司将可能离开或至少大幅缩减驻英人数和业务

规模。

脱欧也可能使英国在美国全球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发生变化。首先，英美在许

多领域内紧密的特殊战略同盟关系可能会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以往美国借助英

国得以在欧洲内部的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发声，但英国的离开势必将削弱美国在欧

盟内的影响力。无协议脱欧则可能进一步引发英国和欧盟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势必影响到美国在政策制定领域内设想的跨大西洋统一的“宏伟目标”。其次，

英国国防投入呈现走低趋势，与美国的高预期产生错位。此前美国前防长马蒂斯

表达了对英国军队的担忧，并警告英国有朝一日可能不再是美国“首选合作伙

伴”，除非英国增加国防投入。然而，即使英国继续将约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2%的经费投入到国防领域，其购买力也会受到英国经济增速放缓或因无

协议脱欧而走弱的英镑的影响。此外，英国脱欧也可能重新带来涉及英国领土完

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牵动美英关系，例如就北爱边界问题，英国脱欧会

冲击乃至颠覆在美国斡旋下通过的 1988 年“耶稣受难日协议”。同时，因拥有

皇家海军的核潜艇，苏格兰的去留与美国的安全利益关系重大。在脱欧公投中反

对脱欧票数达到总投票 62%的苏格兰可能会“援引”英国脱欧的“案例”谋求独

立。维系领土统一的“内忧”会使英国无暇“外顾”，这将进一步影响英国以往

作为美国主要战略合作伙伴角色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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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系：坚持开放包容，抓住新机遇

英国脱欧对中国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英国脱欧给中英和中欧关系带来

了新的不确定性，一时间可能让个人、企业和国家层面都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当然不同领域受到冲击的程度会有所差异。另一方面，新的情景也意味着更多的

可能、更多的机遇。这关键取决于中国自身应对外部变动的态度和具体措施，这

将直接或间接塑造一个不同的未来。例如，与欧盟机构不同，英国倾向于承认中

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有不少评论认为脱欧后的英国会有更大的自主权与中国进行

经贸谈判。当然，脱欧后的英国也可能将与欧盟的关系放在首位，而将中英自贸

协定谈判置于一个不那么优先的地位。再如，在政治关系领域，英国脱欧可能意

味着英国更愿意以务实的态度拓展与外部世界的合作；英国脱欧还可能意味着法

国和德国作为中国在欧盟重要合作伙伴的地位更为凸显，因此中欧关系可能会迎

来稳步向前、不断夯实的未来。此外，随着中国的整体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

力不断扩大，不管英国是否脱欧，中国始终欢迎愿意与中国共同践行合作共赢理

念的国家一道前行，这也被英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视为重要的发展机遇。有理由

相信中英关系、中欧关系都将稳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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