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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与“脱欧”绑在了一起

这份协议能否获批，不仅决定着英
国以何种形式“脱欧”——— 在协议框架
下“软脱欧”或者“无协议硬脱欧”，更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特雷莎·梅在首相位
置上还能坐多久。

自从2016年6月23日英国全民公投
决定脱离欧盟以来，英国的“脱欧”进程
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关键节点：

2016年7月13日，特雷莎·梅接替辞
职的卡梅伦出任英国首相；2017年6月8
日，英国议会下院提前选举，“梅姨”领
导的保守党未能如愿获得过半数议席，
不得不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组成联
合政府；

2017年6月19日，英国与欧盟正式
开启“脱欧”谈判；2018年11月13日，历
时近17个月艰难谈判，英国与欧盟达成

“脱欧”协议；2018年11月25日，欧盟特
别峰会上除英国外的27国首脑一致通
过这份协议。

在出任首相之前，“梅姨”在内政大
臣的位子上坐了6年之久，是英国历史
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内政大臣。在她的管
理之下，那几年间英国的国内安全形势
保持了总体稳定。以至于在她作为唯一
竞选人当选保守党党首，继而成为撒切
尔夫人之后英国第二位女首相时，舆论
一度将其视作又一位“铁娘子”。

正是从那时起，“梅姨”的政治命运
与“脱欧”紧紧捆绑在一起。

从接手并组建政府，到平抑“脱欧”
公投后民众反悔声浪，再到应付政府和
议会之间的“脱欧”主导权之争，在与欧
盟正式开始“脱欧”谈判之前，“梅姨”实
际上一直在跟自己人做斗争。

内阁中，像“梅姨”这样当初的“留
欧派”，不得不转换角色成为“软脱欧
派”，同时还得平衡“硬脱欧派”的力量。
在保守党内部，两派分歧泾渭分明，以
至于多次发生内阁大臣因反对特雷莎·
梅的“软脱欧”协议而辞职的情况。去年
10月、11月和今年9月，保守党议员已有
过三次“逼宫”。

或许是因为在与议会的“脱欧”主
导权之争中落败，“梅姨”去年4月突然
决定提前大选，试图通过扩大保守党的
议席优势，确保政府将来谈出来的“脱
欧”协议能在议会过关，同时巩固自己
的政治威信和执政地位。

但去年6月初议会下院选举的结果
是，总数650个议席中，保守党从330席
降为315席，非但没能扩大优势，反倒陷
入未过半数无法单独组阁的尴尬境地。

“梅姨”的首相地位和党首威信被削弱，
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联合执政又增
加了政府内部协调的难度。

此外，“梅姨”还必须应对来自工党
等反对党的反对声。她多次在议会下院
与工党党首科尔宾面对面交锋，不久

前，后者更是将“脱欧”协议形容为“世
界上最糟糕的”。但何谓“不糟糕”的协
议呢？毕竟谈判就是相互妥协的过程。

民粹风潮下的最好答卷

当民粹主义风潮席卷欧洲、极右翼
政治势力在欧洲多国纷纷崛起时，人们
往往认为这是大西洋彼岸特朗普当选
美国总统引发的“蝴蝶效应”所致。可
是，作为飞出的第一只“黑天鹅”，英国
公投“脱欧”的时间显然更早，而且本质
上就是民粹主义泛起的结果。

与美国两党政治日益沦为“为了反
对而反对”的党争类似，英国保守党内
部，以及保守党与工党之间围绕“脱欧”议
题的纷争，均已脱离了良性争论的议事轨
道，满眼是简单粗暴的政治倾轧，在决定
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大变革来临之际，丝
毫看不到本该出现的政治团结。

客观来讲，特雷莎·梅政府与欧盟
达成的这份协议，基本做到了既避免被
欧盟狠敲竹杠，又尽可能减少英国经济
损失，确保英欧关系平稳过渡。但在保
守党内“硬脱欧派”和工党等反对党看
来，梅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仍
是个“不平等条约”。

他们认为，英国不但吃了亏，而且
“脱欧”还脱得不彻底。但正如“梅姨”所
说，这份协议呼应了英国民众的“脱欧”
初衷，即在限制移民、收回相关主权权

利的同时，与欧盟保持一个于双方而言
都有利的关系。

实际上，2016年6月公投决定“脱
欧”之后，英国民众就捶胸顿足表达悔
意，十多天就有超过400万人签名请愿
举行二次公投。但英国政府同年7月9日
便正式予以拒绝。

这两年来，英国民众要求继续留在
欧盟的游行和呼声不曾间断。但公投绝
非儿戏，覆水难收。11月28日，特雷莎·
梅在议会下院接受议员质询时也谈到
第二次公投话题，她明确表示，英国不
会在2019年3月29日正式“脱欧”前举行
第二次公投。

“在我看来，与举行二次公投相比，
更重要的是落实英国民众（先前）公投
的结果。”按她的说法，如果有人执意推
动再次公投，将意味着英国推迟“脱欧”
日期或面临“无协议脱欧”。

接下来，协议在欧盟其他27国议会
获批应该不成问题，最大的难点就在于
英国议会这一关能否闯过。眼下，就保
守党内“硬脱欧派”和工党的反对立场
来看，协议闯关的难度很大。

目前，“梅姨”已经开始为期两周的
全国游说之旅，首站造访北爱尔兰和威
尔士，为“脱欧”协议争取更多支持。此
外，她还计划与反对党工党党首科尔宾
就“脱欧”协议问题进行电视辩论。毕
竟，这份协议是她能为英国“脱欧”交出
的最好也是最后的答卷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有协议总比无协议要好

从今天算起，还有119天，英国就将
正式脱离欧盟。现在，决定英国能否顺
利“脱欧”的，不是欧盟，也不是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而是英国议会下院650名
议员。12月4日开始，英国议会下院将就

“脱欧”协议作5天辩论。12月11日，议会
下院将就“脱欧”协议进行投票表决。

根据英欧达成的“脱欧”协议，英国
需支付“分手费”390亿英镑；2019年3月
29日英国正式“脱欧”后，至2020年12月
31日之间为过渡期。如果双方在过渡期
结束前半年仍未达成贸易协定，英方可

在2020年7月1日前申请延长过渡期。
过渡期间，英国暂留欧盟统一市场

和关税同盟，以防经济遭到重挫。这意
味着，这段时期内英国仍需遵守欧盟相
关规则，但自身已无欧盟事务投票权。
过渡期内英国可与他国缔结国际协定，
但只能在过渡期结束后方能生效。

英国“脱欧”后，欧盟给予英国类似
美日的对等金融市场准入待遇。但这一
待遇适用范围有限，商业银行借贷之类
重要金融业务将受到限制；而且，英国
今后数年仍需遵守欧盟的金融规则。

即使已过正式“脱欧”日期或者过
渡期也已结束，英国仍要履行作为欧盟
成员国时所承诺的一切财政义务。英国
政府估计履行该义务需350亿至390亿
英镑资金。在2020年前，英国还将继续

参加欧盟每年的财政计划，2020年后，
即便过渡期延长，英国也不再受财政义
务的束缚。

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欧盟成员国
爱尔兰之间的边界在英国“脱欧”后将
成为“硬边界”，而协议则将双方不设边
境检查作为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内容。
至于如何确保不出现“硬边界”，协议仅
规定英欧继续商议过渡期结束后解决
英爱边界问题的方案。

实现“软边界”的前提是英国“软脱
欧”，并按协议暂留欧盟统一市场或与
欧盟缔结新的贸易协定。而一旦“无协
议脱欧”，英国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之间
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硬边界”。

其实，“脱欧”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对
等，由于英国是首个退出欧盟的国家，

为了教训英国“以儆效尤”，欧盟极为强
势。同时，特雷莎·梅作为“软脱欧派”又
想继续与欧盟在贸易上保持某种密切
关系，即有求于欧盟。

因而，无论是“分手费”数额、未来
英欧关系再定位、双方贸易关系、北爱
尔兰与爱尔兰边界等重要问题上，英国
都必须向欧盟作出一定妥协，才能避免

“无协议脱欧”给英国经济造成的巨大
冲击。

英国财政部的分析报告指出，如果
按目前达成的协议“脱欧”，英国GDP15
年后将较留在欧盟时萎缩3 . 9%；如“无
协议脱欧”，这一数字将高达9 . 3%。英
国央行也发布报告指出，“无协议脱欧”
对英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将大于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

梅式“脱欧”
经过近17个月漫长且艰难的谈判，英国政府与欧盟在11月13日

终于达成“脱欧”协议，涉及英国“脱欧”过渡期、公民权益和爱尔兰
边界等内容。这份协议与重新定位过渡期结束后英欧贸易和安全关
系的未来关系宣言一道，于11月25日在欧盟特别峰会上获得27国一
致通过。

眼下，距离2019年3月29日英国正式“脱欧”不足4个月。个人政治
命运与“脱欧”进程紧密捆绑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必须确保“脱
欧”协议闯过12月11日英国议会表决这一关，否则“无协议脱欧”将使
英国经济面临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严重的衰退，并将对欧盟经
济产生连带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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