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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为为母母亲亲写写下下““痴痴呆呆症症日日记记””

本报记者 赵恩霆

从卡梅伦到特雷莎·梅

时间回溯到四年前。
2013年1月23日，时任英国

首相卡梅伦正式就英国与欧盟
关系发表讲话，承诺如果他赢得
2015年大选，会在一年内批准所
需法律，制定与欧盟关系新原
则，然后就“脱欧”问题举行全民
公投，让人民有机会选择继续留
在或退出欧盟。

卡梅伦抛出“脱欧”公投的
目的有二，一来向欧盟施压加快
改革，朝着英国期待的方向推
进；二来随着欧债危机后国内疑
欧派力量上升，卡梅伦意图借此
留住可能流向疑欧派的选票，从
而赢得大选继续保守党执政。

当时预计，“脱欧”公投会在
2017年至2018年举行。但随着国
内外形势变化，2015年1月，在距
大选四个月之际，卡梅伦进一步
表态称，如果可能将在2017年底
前举行公投。两个月后，他再度
承诺一旦在5月大选中连任，将
重新协商与欧盟关系，并在2017
年前举行公投。

最终，卡梅伦成功连任。
2016年2月，英国与欧盟各成员
国就欧盟改革达成协议，同意英
国在欧盟中享有“特殊地位”。当
月20日，卡梅伦顺势宣布在当年
6月23日举行公投。

但卡梅伦失算了，公投以微
弱优势决定“脱欧”。卡梅伦承担
政治责任，宣布辞职。不久后，特
雷莎·梅当选保守党领袖并接任
首相。“脱欧”的担子落在了特雷
莎·梅的肩上，但前路坎坷。

虽然她上台前卡梅伦作为
看守政府首相，正式拒绝了400
多万人发起的二次公投请愿，但
接下来有人将“脱欧”这事告到
了法院。既然无法阻止“脱欧”，
那就给“脱欧”制造障碍。

进入司法程序后，谁来主导
“脱欧”成了英国国内争论的焦

点。特雷莎·梅认为公投直接赋
予了政府主导“脱欧”的权力，但
议会不干了。去年11月3日，英国
高等法院裁定，政府启动“脱欧”
程序前必须经议会批准。

英国政府随即上诉至最高
法院。今年1月24日，英国最高法
院做出终审裁决，维持原判。两
天后，英国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
份简短的“脱欧”法案。自此，英
国“脱欧”进入议会批准程序。

这份法案在议会下院顺利
推进，2月8日即获批准，但在被
提交至议会上院后遭遇阻力。上
院先是在3月1日要求加入“保障
在英居留欧盟公民权利”的修正
案，又在3月7日要求加入“只有
议会允许，政府才可在未能达成
谈判时‘脱欧’，否则政府必须继
续谈判”的修正案。

不过，这两项修正案在3月
13日被下院否决。几小时后，上
院无奈批准了“脱欧”法案。16
日，英国女王签署法案。20日，英
国政府宣布将在29日致信欧盟，
宣布正式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条，开始“脱欧”程序。至此，特
蕾莎·梅兑现了在2017年3月底
启动程序的承诺。

两年谈判加巨额分手费

英国正式宣布启动《里斯本
条约》第50条后，欧盟委员会将
在两天内初步答复。欧盟收到英
方书面文件后，将向其余27个成
员国发放“脱欧”谈判初步指南，
然后举行27国与欧盟领导人峰
会，敲定最终谈判细则。

细则或于5月初达成。随后，
欧盟委员会和负责内部市场与
服务的欧盟委员巴尼耶就可与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安
排谈判。程序一旦启动，有关各
方需在两年内完成谈判，如需延
长谈判，应得到其他27个欧盟成
员国的一致同意。而此前英国已
表示，无意延长谈判。

不过，同时身为欧盟英国
“脱欧”谈判代表的巴尼耶去年
12月曾强硬表示，留给英国完成
“脱欧”谈判的时间最多也就18
个月，因为还需要给英国议会、
欧洲议会和其余27个欧盟成员
国批准谈判协议留出时间。根据
规定，英国“脱欧”协议需经占欧
盟至少65%的人口、至少20个成
员国同意，再由欧洲议会批准，
方可生效。

欧盟自英国公投决定“脱
欧”以来，在谈判和未来双方关
系等问题上一直态度强硬，催促
英国“要走就抓紧走”。欧盟的

“绝情”，一方面源于英国在欧洲
危机重重之际搞“脱欧”，确实伤
了欧洲的心；另一方面欧盟也想
借对英国的强硬态度来“杀一儆
百”，压制住欧洲其他国家滋生
的反欧盟倾向。

然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也不甘示弱，她曾表示将代表

“每一位英国人和英国所有地
区”去谈判，“实现英国人民投票
所想要实现的”。同时，她也承
认，英国寻求与欧盟签订自贸协
议以“最大程度进入共同市场”，
但这一谈判将十分艰难，欧盟不
会对英国示弱。

特雷莎·梅1月17日发表有

关英国“脱欧”谈判立场的演讲
时强调，英国在退出欧盟后将不
会留在欧洲共同市场，要从欧盟
拿回边境控制权，以限制进入英
国的欧洲移民人数。

这是自去年英国公投决定
“脱欧”后，英国政府首次就“脱
欧”问题作出明确表态。同时，这
一表态也意味着英国将寻求“硬
脱欧”，彻底排除了此前部分英
国政客支持的“软脱欧”，即以放
弃部分边界主权、有条件允许欧
盟移民入境为代价而留在欧洲
共同市场的方案。

此外，英国还要面对一笔天
价“分手费”。欧盟委员会主席容
克2月21日曾警告英国将为“脱
欧”支付昂贵账单。据英国媒体
报道，欧盟要求英国未来6年支
付600亿欧元，用来分担其当初
入盟时认可的各种计划和项目
的费用。

虽然英国方面对这笔“分手
费”反应强烈，但容克和西班牙
等欧盟成员国的态度十分坚决：
绝不打折，甚至要求先敲定这笔
钱才能开始后续谈判。启动“脱
欧”程序后，摆在特雷莎·梅面前
的或将是二战以来英国面对的
最复杂的谈判。

英欧重新定位内外战略

无论是对英国自身，还是对
欧盟而言，“脱欧”都堪称一场伤
筋动骨的“大手术”。对于怎么进
行手术，以及术后康复，英国和
欧盟都有着各自的打算。

英国政府2月2日公布了77
页的“脱欧”计划白皮书，列出贸
易、移民、司法等方面的12项基
本原则。比如，寻求与欧盟建立
新的全面的自贸和关税协定，引
入新的体系管控欧盟移民，脱离
欧洲法院司法管辖，寻求建立新
的机制解决贸易争端等问题。

特雷莎·梅在白皮书前言中
说，“我们不仅要与欧洲建立新
的伙伴关系，还要建立一个更强
大、更公平、更全球化的英国。”

此前，她在1月17日的讲话中也
曾多次强调将打造一个“真正全
球性的英国”。

言语中有这么一丝酸楚：当
初半路入盟导致英国失去了“昔
日荣光”，从全球大国滑落为欧
盟的附庸，如今一朝“脱欧”的英
国将重拾全球影响力。目前，英
国已开始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印度等国进行初步的贸易谈判。

英国发布白皮书一个月后，
欧盟3月初也公布了英国“脱欧”
后欧盟未来白皮书，提出2025年

“27国欧盟”的五种设想：延续现
有改革路线；只专注于深化单一
市场；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特
定领域深化一体化；只专注于一
些特定政策领域的一体化；推进
所有领域一体化，共享更多权
利、资源和决策。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欧盟的设想注定要在27个成员
国中展开长期讨论，而且立场会
因选项过于丰富而更难契合。对
于未来欧盟如何发展问题，本月
6日，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
牙四国领导人表态，支持建设一
个“多速欧洲”，寻求让“一部分
国家在一体化方面走得更快”。
这一想法却遭到波兰、保加利亚
等中东欧国家的坚决反对，这些
后加入欧盟的国家本身就“底子
薄”，一旦欧洲“多速”，这些国家
势必会被西欧落下更多。

在英国“脱欧”的情况下，苏
格兰又动起了独立公投的念想，
寻求以独立身份留在欧盟共同
市场或重新入欧。本月13日，苏格
兰政府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
领袖斯特金表示，希望苏格兰在
2018年秋至2019年春再次举行独
立公投。

不过，特雷莎·梅16日明确拒
绝了斯特金的要求，称在“脱欧”
进程的关键时刻出来闹独立是在
分裂英国，她呼吁大家珍惜联合
王国。可屋漏偏逢连阴雨，英国伦
敦22日遭遇2005年以来最严重的
恐袭事件，特雷莎·梅的苦日子才
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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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梅式式脱脱欧欧””
3月29日，也就是下

周三，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将致信欧盟，宣布正
式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条，开始“脱欧”程序。
接下来，英国将有两年
时间完成与欧盟其余27
国的“脱欧”谈判，以便
最终顺利“分手”。

从去年2月20日卡
梅伦政府宣布公投时
间，到6月23日公投决定
英国“脱欧”，在经历谁
主导、怎么脱的内部博
弈之后，英国即将按下

“脱欧”的启动键。受此
影响，英国和欧盟都将
对各自的内外政策进行
调整。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