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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恐恐袭袭中中，，他他遇遇到到了了““天天使使””

本报记者 赵恩霆

身为“留欧派”
肩负“脱欧”重担

两年前，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接
近52%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英国的命运由此改写。同时
改变的，还有时任英国内政大臣特雷莎·梅的仕途。

作为卡梅伦政府最稳定的内阁大臣之一，特雷
莎·梅从2010年5月卡梅伦刚上台时就执掌英国内
政部，到英国“脱欧”公投时，她已在这个“最难干的
内阁职位”上卓有成效地工作了6年，成为英国自
1892年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内政大臣。

卡梅伦之后，谁来领导执政的保守党，领导英国
“脱欧”，很快有了答案。2016年7月11日，特雷莎·梅赢
得党首竞选，而此前呼声最高的鲍里斯·约翰逊却没
参选。7月13日，特雷莎·梅获得英女王任命，正式入主
唐宁街10号，新“铁娘子”的政治巅峰拉开序幕。

对于“脱欧”，特雷莎·梅虽然持比较开放的态
度，但在公投时她明确站在“留欧派”一边。她担任
首相的这两年，对于“硬脱欧”还是“软脱欧”，英国
上下一直争论不休。

特雷莎·梅政府起初倾向“硬脱欧”。
一来公投结果提振了“脱欧派”士气，鲍里斯·

约翰逊、戴维·戴维斯和利安·福克斯三大代表人物
在特雷莎·梅内阁中担当外交、“脱欧”事务和贸易
三大要职，选择“硬脱欧”是必然结果。

二来面对决定“脱欧”的英国，欧盟决定狠狠教
训这个“叛徒”，并以此警
告其他成员国“后果很严
重，效仿须谨慎”。因此，欧
盟的强硬立场，也迫使特
雷莎·梅考虑“硬脱欧”。

为此，上任刚一周，特
雷莎·梅就毅然宣布放弃
接任2017年欧盟轮值主席
国，展现出决绝的“脱欧”
立场。但她同时也表示，英
国不会在2016年内开启正
式“脱欧”谈判。

特雷莎·梅深知接下来
困难重重。2016年9月，英国
议会上院发布报告，要求政
府启动“脱欧”谈判须经议
会批准，拉开围绕“脱欧”主
导权的“府院之争”。

此外，同年8月，一位
反对“脱欧”的投资经理人
吉娜·米勒发起“脱欧程序
案”诉讼，将英国政府告上
法庭。最终，2017年1月24
日，英国最高法院终审裁
定，政府启动“脱欧”程序
须经议会批准。两天后，英
国政府将一份启动“脱欧”

程序的法案提交至议会下院。
在这之前，特雷莎·梅先是在2016年10月公布“脱

欧”时间表——— 2017年3月底前正式启动“脱欧”程序，
这意味着英国必须与欧盟在2年内完成谈判；又在
2017年1月首次明确阐述包括移民管控、司法独立、贸
易关系等12项内容的“脱欧”方案，摆明要“硬脱欧”。

2017年3月，议会上院与下院也结束了两个月的
拉锯战，最终批准政府提交的“脱欧”程序法案，在经
英女王签署授权后，特雷莎·梅于3月29日正式致函欧
盟，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启动“脱欧”谈判。

恐袭、大选、逼宫
“铁娘子”忙中有变

好不容易结束“脱欧”主导权的争夺，就在特雷
莎·梅准备启动“脱欧”谈判前一周，2017年3月22
日，伦敦地标议会大厦附近发生恐怖袭击，袭击者
驾车在威斯敏斯特桥上冲撞行人，并冲击议会大
厦，造成6死50伤。5月22日晚，曼彻斯特一场演唱会
遭炸弹袭击，造成22死59伤。紧接着6月，伦敦又先
后发生两起袭击者驾车冲撞民众的恐袭事件，造成
严重伤亡。同时，伦敦西部一栋24层公寓楼“格兰菲
尔塔”发生严重火灾，导致79人遇难。

过去几年，英国也有偶发性袭击事件，但总体
安全形势稳定，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时担任内政
大臣的特雷莎·梅，但在“脱欧”的节骨眼上，恰恰是
恐袭给特雷莎·梅添了乱。

一连串恶性公共安全事件，使深陷第一次执政

危机的特雷莎·梅面临极大挑战。2017年4月，为赢
得稳固执政地位、强化自身权威和合法性，特雷莎·
梅突然宣布6月8日提前举行议会下院选举。

然而，这一次她赌输了，保守党席位不增反减，
因未获过半议席而不得不与小党北爱尔兰民主统
一党联合执政，确保议会下院简单多数。此后，特雷
莎·梅对内威信削弱，党内逼宫暗流涌动；对外颜面
扫地，加剧了英国在“脱欧”谈判中的弱势地位，成
了欧盟手里的“软柿子”。

在这种局面下，去年6月19日，英国与欧盟展开第
一阶段谈判。去年12月初，双方在“分手费”、英国与爱
尔兰边界以及在英欧盟公民权利三大问题上达成一
致，为涉及贸易关系的第二阶段谈判扫除了障碍。

第一阶段谈判期间，英国国内发生两个微妙变
化。其一，由于提前大选失利、在与欧盟谈判中过于
让步妥协，执政的保守党内部40名议员要发起对特
雷莎·梅的不信任案。虽然这次逼宫因未达到发起
不信任案所需48名议员的门槛而不了了之，但已经
显示出党内强硬“脱欧派”对她的不满正在积聚。

其二，也是“脱欧派”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在与欧盟围绕“脱欧”讨价还价过程中，特雷莎·梅的

“硬脱欧”立场出现松动，并朝着“软脱欧”方向转变。
就在几天前，前“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前

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相继辞职，原因就是不满特
雷莎·梅的新“脱欧”方案。该方案提议在“脱欧”后设
立“英国-欧盟货物自贸区”，被普遍认为是“软脱欧”。
特雷莎·梅此前曾要求内阁成员一致支持新方案，否
则就辞职走人，显示出其“软脱欧”的坚定立场。

差别化对待中美俄
力推“全球化英国”

今年3月19日，英国与欧盟达成一份“脱欧”过
渡期协议，明确2019年3月29日之后，英国将拥有21
个月的“脱欧”过渡期，到2020年12月31日结束。看
上去这有利于英国“脱欧”后英欧各领域关系“软着
陆”，但过渡期之后双方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与“脱
欧”相关的关税和贸易等关键问题仍悬而未决。

“硬脱欧”固然可以让英国大气体面地跟欧盟说
再见，但前提是双方能够达成一份“和平分手”的协
议。如果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一刀两断，预计脱离欧
洲关税同盟和统一市场的英国损失将远大于欧盟。

关键是如果英国政府坚持“硬脱欧”不退让，与
欧盟达成分手协议的可能性就更小。因此，特雷莎·
梅转而寻求“软脱欧”更符合英国的现实利益。在短
期内无法与主要贸易伙伴重构双、多边贸易框架的
情况下，特雷莎·梅选择有选择地与欧盟“藕断丝
连”，尽可能地将对英国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特雷莎·梅如此定位英欧关系，或许还有另一
个原因———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眼下，美国总统
特朗普正在英国访问，但他与特雷莎·梅、美国与英
国的关系，已不再像他刚上台在白宫率先会晤特雷
莎·梅时那般“特殊”。

抛开其他分歧，单就贸易问题而言，美英立场
近乎相反。特朗普痴迷于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加征
关税等单边行径挑起贸易战，严重扰乱和挑战全球
贸易秩序。这恰恰与特雷莎·梅的“全球化英国”目
标格格不入。因此，以某种形式与欧盟继续关联，也
可被视为特雷莎·梅借此规避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带
来的不确定性。

今年1月底，特雷莎·梅终于实现访华。其实，她
上台后，中英关系曾出现过小波折，以她叫停中法
英三方合作建设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为代表。不
过，中英迅速在继续推进双边关系“黄金时代”上取
得共识。特雷莎·梅心里清楚，“全球化英国”离不开
中国，特别是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局的背景
下，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持扩大开放的中国，是英
国“脱欧”之后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

两年来，特雷莎·梅重新认识和定位了与欧盟、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唯独对俄罗斯是个例外。英国
海、空军不仅加强对俄罗斯舰机的跟踪监视，还将
俄罗斯视为英国的安全威胁。

今年3月，俄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国中毒事
件，引发英俄外交风波，并在英国号召下，形成一波
西方国家集中驱逐俄外交官的外交危机。这一行动
反映出特雷莎·梅的“全球化英国”不局限于经贸领
域，更延展到政治和外交方面，以此彰显英国作为
大国的各领域影响力。

两年了，特雷莎·梅的内政外交几乎都与“脱
欧”密切相关，而这正是历史交给她的最重要的任
务。现在，随着戴维斯等强硬“脱欧派”去职，内阁杂
音不再，看似一场危机，但如果特雷莎·梅能善加利
用，转危为机，或许她的“软脱欧”方案会更容易推
进，毕竟英国真正“脱欧”的日子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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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月月1133日日，，特特雷雷莎莎··梅梅
迎迎接接到到访访的的美美国国总总统统特特
朗朗普普时时，，也也一一并并迎迎来来自自己己
作作为为英英国国首首相相上上台台执执政政
两两周周年年纪纪念念日日。。两两年年前前的的
这这一一天天，，特特雷雷莎莎··梅梅告告别别
执执掌掌66年年之之久久的的内内政政部部，，
办办公公地地从从伦伦敦敦威威斯斯敏敏斯斯
特特的的马马舍舍姆姆街街22号号，，搬搬到到
相相距距不不远远的的唐唐宁宁街街1100号号，，
成成为为撒撒切切尔尔夫夫人人之之后后英英
国国历历史史上上第第二二位位女女首首相相。。

彼彼时时英英国国公公投投决决定定
““脱脱欧欧””，，全全国国上上下下人人心心惶惶
惶惶，，前前首首相相卡卡梅梅伦伦挂挂冠冠而而
去去，，留留下下““怎怎么么‘‘脱脱欧欧’’、、未未
来来咋咋整整””的的烂烂摊摊子子。。特特雷雷
莎莎··梅梅临临危危受受命命，，经经历历过过

““脱脱欧欧””主主导导权权的的府府院院之之
争争，，熬熬过过恐恐袭袭频频发发等等艰艰难难
时时刻刻，，从从提提前前大大选选失失利利、、
党党内内议议员员逼逼宫宫到到地地方方选选
举举大大胜胜，，特特雷雷莎莎··梅梅有有惊惊
无无险险地地走走到到今今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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