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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脱欧时代英欧关系的制度化演进
———外部差异性一体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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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英国脱欧是欧洲一体化经历的一场严重危机ꎬ标志着英国和欧盟关系制

度化关系的退化ꎬ促使双方重构未来合作框架ꎮ 英欧以«脱欧协议»和«贸易与合作协

议»为基础对双方合作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建设ꎮ 本文聚焦后脱欧时代英欧关系制

度化演进的趋势ꎬ根据制度断裂、保留和重构三种典型表征ꎬ评估英欧在经贸、外交、防务

与内部安全等领域的制度化趋势ꎮ 在后脱欧时代ꎬ作为第三国的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

过程中显示出不同领域的差异性特征ꎮ 这些特征在不同领域的制度化合作中表现出持

续性ꎬ反映了英国在脱欧后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复杂和多元化关系ꎮ 英国对欧盟规则的

接纳程度不一ꎬ致使后脱欧时代的英欧关系在各领域制度化程度和进度各异ꎬ呈现出明

显的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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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脱欧阵营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英国脱欧公投中的意外胜利改变了英国与欧盟关系

(以下简称“英欧关系”)走向ꎬ成为冷战结束以来英欧关系的重要分水岭ꎮ 这是英国历

史上“直接民主”首次战胜“间接民主”ꎬ大部分英国选民支持英国脱欧ꎬ而大部分政府官

员和议会议员支持英国留欧ꎮ① 时任首相卡梅伦将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ꎬ为了

遏制保守党内疑欧主义浪潮造成的党内分裂ꎬ轻率诉诸政治豪赌而遭遇惨败ꎮ 在卡梅伦

被迫辞去首相之职后ꎬ英国进入长达七年的政治乱局ꎮ 脱欧不但将英国保守党作为“天

然执政党”的声望败坏殆尽ꎬ而且给英欧关系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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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经济形势同时受到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的负面影响ꎬ全面

评估脱欧对英国的长期影响还为时过早ꎮ 但现有证据表明ꎬ英国脱欧已经对其经济造成

严重损害ꎬ脱欧给英国带来的额外经济成本明显大于经济收益ꎮ 根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欧洲

改革中心的分析ꎬ相比英国不脱欧这一假想情形ꎬ脱欧后的英国 ＧＤＰ 总量下降 ５.５％ꎬ投

资下降 １１％ꎬ货物贸易下降 ７％ꎮ① 脱欧后的英国成为第一个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的欧洲国家ꎬ成为“全球英国”战略的标志性成果ꎮ② 尽管如

此ꎬＣＰＴＰＰ 成员国身份给英国带来的经济收益犹如杯水车薪ꎮ 根据英国商业和贸易部

预测ꎬ到 ２０３５ 年ꎬＣＰＴＰＰ 平均每年对英国 ＧＤＰ 总量的贡献率仅为 ０ ０８％ꎮ③

倘若卡梅伦能够带领留欧阵营赢得脱欧公投ꎬ英欧关系可能会走向截然不同的轨

道ꎮ 在 ２０１６ 年英国脱欧公投前夕ꎬ卡梅伦政府与欧盟就英国留在欧盟的条件达成一

项协议ꎮ 根据该协议ꎬ英国在充分享有欧洲单一市场带来的经济便利之时ꎬ拥有更多

政治自主权ꎬ可以选择性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ꎮ④ 但是ꎬ脱欧阵营在公投中以微弱优

势胜出ꎬ欧盟承诺的特权也随之化为泡影ꎮ 英国政府开启的脱欧进程逐渐撕裂了与欧

盟之间绵密复杂的制度化关系ꎬ双方从先前欧盟框架内的一体化关系转变为两个独立

实体之间的伙伴关系ꎮ 在处理与欧盟的关系上ꎬ英国由原本预期的“顺境”转变为充

满不确定性的窘境ꎮ

对于欧盟而言ꎬ脱欧后的英国成为一个无法享有成员国全面权利的国家ꎮ 与脱欧

前英欧正式关系相比ꎬ脱欧后的英国与欧盟基于«脱欧协议»和«贸易与合作协议»构

建的制度化合作关系单薄、脆弱且疏离ꎬ无法在国际风云骤变之际为双方关系厘定清

晰进路和奠定坚实基础ꎮ 自英国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正式脱欧之后ꎬ国内外学界从多个角

度探讨和研判英欧关系的演变ꎮ 有学者着重关注脱欧过渡期的英欧谈判及其«贸易

与合作协议»对未来英欧关系的影响ꎮ⑤ 一些学者从英国政党政治角度分析了影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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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梅伦政府与欧盟达成的协议ꎬ英国可以永久脱离“更紧密的联盟”(Ｅｖｅｒ Ｃｌｏｓｅｒ Ｕｎｉｏｎ)ꎬ选择性参
加欧洲一体化进程ꎻ不加入欧元区的英国拥有对欧洲单一市场规则的发言权ꎬ不因未加入而被歧视ꎬ欧盟针对欧
元区的规则不能强加于英国ꎻ英国可以行使阻止不受欢迎的欧盟“红牌” (Ｒｅｄ Ｃａｒｄ)举措ꎬ维护英国议会主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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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时代英欧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ꎮ① 另一些学者细致考察了英国脱欧后与欧盟在

贸易、金融、北爱尔兰、防务等各个议题领域的关系演变ꎮ② 相比当前国内外学界对后

脱欧时代英欧关系的研究ꎬ本文的贡献如下:首先ꎬ从制度化和外部差异性一体化视角

梳理和分析了后脱欧时代英国与欧盟在经贸、外交、防务与内部安全等关键领域的合

作关系及其发展变化ꎬ探讨了这些领域合作的深入程度和面临的挑战ꎻ其次ꎬ专注于研

究自苏纳克执政以来英欧关系的新动向ꎬ并对 ２０２４ 年英国大选后英欧关系的可能走

向进行前瞻性分析ꎬ尤其关注可能出现的政府更迭与政策导向转变对英欧合作关系的

影响ꎮ

在后脱欧时代ꎬ主动脱离欧洲一体化进程ꎬ试图拥抱更广阔世界的英国并未与欧

盟分道扬镳ꎮ 受俄乌冲突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双重影响ꎬ英国和欧盟面临的国际战略环

境愈加恶化ꎬ促使双方重新审视因脱欧受损的合作关系ꎬ重构共同利益和制度化合作

关系ꎬ相向而行ꎮ 英国在坚守主权红线的同时ꎬ试图维系或重构部分欧洲一体化的制

度化成果ꎬ作为欧盟域外国家继续选择性参与一体化合作ꎬ使英欧制度化合作关系呈

现出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特征ꎮ

二　 制度化、外部差异性一体化与英欧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

(一)制度化及其重要性

在阐述制度化内涵及其重要性之前ꎬ有必要对“制度”的定义进行梳理ꎮ 坚持理

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学者将“制度”定义为“规定行为角色ꎬ约束活动ꎬ塑造可预期的、持

续的且相互关联的一套规则(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ꎮ③ 斯蒂芬克拉斯诺认

为ꎬ“国际制度是指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里组织和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准则、规范和

决策程序ꎮ 其中ꎬ原则是指对事物的信念、因果关联和忠诚的行为ꎻ准则是指行为的标

准、权利和义务ꎻ规范是指行为的具体准绳ꎻ决策程序是指做出和贯彻集体决定的主导

实践”ꎮ④ 坚持建构制度主义的学者将制度定义为“除了正式规则、程序或者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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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还包括指导人类行为且提供释义框架的道德模板、符号系统和认知脚本ꎮ”①坚持

历史制度主义的学者将制度定义为“融入国家政体和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的

和非正式的程序、常规、标准以及传统ꎮ”②

基于各学派对“制度”的定义ꎬ本文认为ꎬ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组织和合作机制ꎬ也

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准则、决策程序或传统ꎮ 据此ꎬ“制度化”可界定为“由于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体之间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协议、准则或者共同参与一些国际组

织及正式合作机制ꎬ使得各个行为体的行为规范标准化ꎬ相互之间的互动常态化”ꎮ③

制度化可能导致路径依赖ꎬ有助于维系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关系ꎮ 皮尔森指出:

“路径依赖意味着朝某个方向进行的步伐会引发更多与该方向一致的运动ꎮ”④利韦将

路径依赖比作“爬树”ꎬ认为“尽管攀爬者可能掉头或者从一条树枝换到另一条树枝ꎬ

但是如果选择的树枝枯死了ꎬ那么攀爬者起初选择的那个树枝就是他(或她)要再次

选择的树枝”ꎮ⑤ 制度化产生惯性或者黏性ꎬ将相关行为体紧紧连在一起ꎬ促使它们形

成良好的合作习惯和战略互信ꎮ 习惯往往抗拒变化ꎬ霍普夫指出“习惯是现状的强大

守护者”ꎮ⑥ 制度化程度越高ꎬ行为体之间的良好合作习惯就会越稳固ꎬ从而使得行为

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更紧密ꎮ

(二)外部差异性一体化

差异性一体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是指并非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在同一时间

以相同程度参与所有欧盟一体化政策ꎬ从而使得欧盟成员国的领土范围与欧盟规则的

有效范围不一致ꎮ⑦ 它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以来英欧关系制度化发展的显著

特征ꎮ 英国退出欧盟是欧洲一体化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冲击ꎬ引发众多一体化理论学

者的关注ꎮ 其中ꎬ差异性一体化理论延续了脱欧前英国消极参与欧洲一体化建设的相

关讨论ꎮ 长期以来ꎬ作为欧盟“尴尬伙伴”的英国参与各领域欧洲一体化的方式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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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特殊性ꎮ 英国“选择性退出”(ｏｐｔ－ｏｕｔ)一系列欧洲一体化合作ꎬ如拒绝加入申根

区、拒绝签署«社会宪章»、不加入欧元区等ꎬ因而成为差异性一体化理论的现实典型ꎮ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以及欧盟成员国数量的扩充ꎬ欧盟内部政策分化趋势愈发显著ꎬ

同步一体化(ｕｎｉｆｏｒ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难以为继ꎬ于是出现了“多速欧洲”“菜单欧洲”和“灵活

一体化”等相关讨论ꎬ成员国合作意愿和能力的差距催生了差异性一体化现象ꎮ①

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ꎬ部分学者丰富了“差异性去一体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ｄｉｓ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的概念———“成员国从原先的一体化进程收缩ꎬ有选择性地减少原先参与的一

体化机制”ꎬ认为这一概念在动态上与差异性一体化存在差异ꎬ更加突出欧盟成员国

“选择性退出”对欧洲一体化总体进程的消极影响ꎮ② 常见的差异性一体化或去一体

化实证研究往往以研究对象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为前提ꎮ 然而ꎬ欧盟成员国身份并非限

定差异性一体化理论研究范畴的决定性条件ꎮ 差异性一体化理论本身包含合作深度

和成员范围等多个研究维度ꎬ在不同维度中又产生了多种模式分类ꎮ

英国退出欧盟之后ꎬ差异性一体化理论涉及英国的讨论从内部差异性一体化向外

部差异性一体化转变ꎮ 内部和外部差异性的分类使差异性一体化理论的研究对象不

再局限于欧盟成员国ꎬ赋予该理论分析后脱欧时代英国和欧盟制度化关系的适用性ꎬ

体现其理论的张力ꎮ 一体化的差异性可以分为水平差异性(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和垂直差异性(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两种类型ꎬ前者体现一体化的地域差异ꎬ而后者

体现某一领域一体化的深度差异ꎮ 其中ꎬ水平差异性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内部差异性和

外部差异性ꎬ前者主要针对欧盟成员国选择性参与一体化进程的行为ꎬ而后者则针对

包括英国在内的第三国选择性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行为ꎮ

在英国脱欧之前ꎬ外部差异性一体化较为典型的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ＥＦＴＡ)成

员国选择性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案例ꎮ 这些国家同欧盟成员国参与单一市场的形

式不尽相同ꎬ而产生不同选择的主要动因在于它们与欧盟在个别领域具有较高的相互

依赖且该领域政治化水平较低ꎮ③ 迪尔克洛芬(Ｄｉｒｋ Ｌｅｕｆｆｅｎ)等学者将水平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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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为四个子类别:(１)无水平差异性ꎬ即欧盟规则适用于全体成员国ꎻ(２)外部差异

性ꎬ即欧盟规则适用于成员国ꎬ但非成员国亦可选择适用部分规则ꎻ(３)内部差异性ꎬ

即部分欧盟成员国“选择性退出”ꎻ(４)内外部差异性ꎬ即部分成员国“选择性退出”、

非成员国选择性加入ꎮ① 卡塔琳娜霍尔辛格(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和弗兰克希梅

尔芬尼希(Ｆｒａｎｋ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ｆｅｎｎｉｇ)则将一体化的差异性细化为六种类型ꎬ其中一种是

“仅适用于成员国与欧盟域外非成员国 /地区的差异”ꎮ②

关注差异性一体化的学者认为ꎬ欧盟制度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实现政治上可接受、

制度上可持续、民主上具有合法性值得探索ꎬ而外部差异性和英国脱欧亦在研究范围

之内ꎮ 英国脱欧是欧盟无法满足英国差异性需求不可避免的结果ꎬ是欧盟从内部差异

性向外部差异性过渡的典例ꎬ主要体现在经济治理、安全与防务以及移民管理等领

域ꎮ③ 广义上ꎬ欧洲一体化涉及的国家不仅限于欧盟成员国ꎬ还包括第三国和候选成

员国ꎮ 英国脱欧是欧洲去一体化的独特过程ꎬ是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的新模式ꎬ也可能

对一体化内部差异性以及欧盟与第三国关系的差异性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ꎮ④

此前ꎬ一些学者借用外部差异性一体化概念分析土耳其、挪威、瑞士、冰岛、列支敦士

登等域外国家与欧盟的发展关系ꎮ⑤ 欧洲经济区(ＥＥＡ)和申根区的建立和运行均涉及

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的讨论ꎮ 同时ꎬ英国脱欧后可参考的英欧合作模式ꎬ即所谓“挪威模

式”“瑞士模式”等欧盟和域外国家典型的合作模式ꎬ都属于外部差异性模式的代表ꎮ 外

部差异性一体化旨在协调多样性和异质性问题ꎬ这些欧盟域外国家通过差异性制度和定

制安排形成适合自身的合作模式ꎮ 加入欧盟并不一定是参与欧洲一体化、同欧盟开展合

作的先决条件ꎬ一种新的“欧盟从属”(ＥＵ－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模式正在流行ꎮ⑥

需要强调的是ꎬ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的研究对象虽然包含欧盟域外国家ꎬ但并不意

味着所有域外国家与欧盟的制度化合作都可以借用该理论进行分析ꎮ 外部差异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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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ｎｉｋｅ Ｗａｃｈｏｗｉａｋ ａｎｄ Ｆａｂｉａｎ Ｚｕｌｅｅｇꎬ “Ｂｒ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ꎬ Ｖｏｌ.５７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１４２－１５９.

Ｄａｍｌａ Ｃｉｈａｎｇｉｒ－Ｔｅｔｉｋ ａｎｄ Ｍｅｌｔｅｍ Ｍüｆｔüｌｅｒ－Ｂａç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４０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９３９－
９５９ꎻ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ｒｏｍｍｅｌｔꎬ “Ｔｈｅ Ｓｗｉ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ｅ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 Ａｎ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ꎬ” ｉ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Ｌｅｒｕｔｈꎬ Ｓｔｅｆａｎ Ｇäｎｚｌｅ ａｎｄ Ｊａｒｌｅ Ｔｒｏｎｄａｌꎬ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４８２－５０１.

ＤｉＣＥ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２１ Ｄ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ｐｐ.４－５.



体化的研究范畴仅限于曾经(如英国)或有意(如土耳其)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国

家ꎮ 路径依赖或制度要求使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执行欧盟的规则或决定ꎬ受到欧盟

机构的约束和管辖ꎮ 因此ꎬ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ꎬ中国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与欧盟之

间形成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的合作关系并不属于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研究范畴ꎮ 毕竟ꎬ中

国并不受欧洲一体化规则和欧盟机构的制约ꎮ 同理ꎬ虽然美国与欧盟形成了制度化水

平较高的合作关系ꎬ但由于美国并不受欧盟规则或欧盟机构的管辖ꎬ美欧关系亦不属

于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研究范畴ꎮ

在脱欧之前ꎬ英国与欧盟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合作关系ꎮ 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绵密

丛杂、盘根错节ꎬ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进程一再延期ꎮ 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的日期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推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ꎮ 脱欧是英国去一体化的极端后果ꎬ也是

欧盟无法满足英国差异性制度化需求的结果ꎬ最终撕裂了英国与欧盟此前高度制度化

的合作关系ꎮ 当前ꎬ鉴于双方依然存在广泛的共同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ꎬ脱欧后的英

国与欧盟在各个领域重构了制度化合作关系ꎬ作为非成员国踏上了与欧盟的外部差异

性一体化之路ꎮ 不过与脱欧前英欧关系相比ꎬ后脱欧时代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

明显呈现弱制度化态势ꎬ英国脱欧后参与的差异性一体化进程因而一直在低水平徘

徊ꎬ间或停滞和倒退ꎮ

在后脱欧时代ꎬ英国与欧盟在经贸、外交、防务与内部安全等关键领域重构了不同制

度化程度的合作关系ꎬ不但与目前其他任何第三国已有的合作模式存在水平差异ꎬ而且

在不同领域也表现出垂直差异ꎬ具有一定的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特征ꎮ 本文将对以上关键

领域合作模式的差异性水平进行评析ꎬ从而把握英欧关系制度化发展程度和趋势ꎮ

(三)当前英欧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

制度框架和监管执行机构的建立是英欧重构制度化合作关系的基本保障ꎮ 基于

«脱欧协议»和«贸易与合作协议»建立的“双头”治理结构(ｄｏｕｂｌｅ－ｈｅａｄ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是

管理后脱欧时代英欧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ꎬ分别以联合委员会(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和伙

伴关系理事会(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ｕｎｃｉｌ)为最高管理机构ꎬ并下设一系列专门委员会(见图

１)ꎮ 目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同时担任联合委员会和伙伴关系理

事会欧方主席ꎬ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担任这两个机构的英方主席ꎮ① 随着«贸易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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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大卫弗罗斯特辞去欧洲特遣队首席谈判代表(Ｃｈｉｅ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ｏｒ ｏｆ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Ｅｕ￣
ｒｏｐｅ)之前ꎬ内阁办公室负责集中管理所有脱欧事务ꎬ弗罗斯特同时兼任内阁办公室国务大臣ꎬ是联合委员会和伙
伴关系理事会英方主席ꎮ 弗罗斯特辞职之后ꎬ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简称“外交部”)成为管理脱欧事务
的主要部门ꎬ时任外交大臣特拉斯兼任欧洲特遣队首席谈判代表ꎬ因而是联合委员会和伙伴关系理事会英方主
席ꎮ 自此ꎬ英国外交大臣担任联合委员会和伙伴关系理事会英方主席成为惯例ꎮ 特拉斯之后ꎬ克莱弗利和卡梅伦
相继担任此职ꎮ



作协议»的达成ꎬ欧盟委员会下设的对英关系特别工作组(ＵＫＴＦ)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被新

成立的“欧英协议服务机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ＵＫ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取代ꎮ 欧英协议服务

机构隶属总秘书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负责监督«脱欧协议»和«贸易与合作协议»

的落实ꎮ①

图 １　 当前英欧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基于«脱欧协议»ꎬ联合委员会下设 ６ 个专门委员会ꎮ 欧盟委员会总秘书处与相

关英方代表共同主持«温莎框架»执行专门委员会和公民权利专门委员会ꎮ 其他 ４ 个

专门委员会(分别涉及财务条款、塞浦路斯的主权基地区、直布罗陀、其他分离条款)

由相关的欧盟委员会总司(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与英方代表共同主持ꎮ

基于«贸易与合作协议»ꎬ伙伴关系理事会下设 ８ 个专门委员会②和 １０ 个贸易专

门委员会ꎮ③ 欧盟委员会各总司也根据其具体职能与相关英方代表共同主持伙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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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ｉｍｏｎ Ｕｓｈｅｒｗｏｏｄꎬ “Ｊｕｓ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Ｂｒｅｘｉｔ Ｉｓ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ｐａｇｅｓꎬ Ｄｏｅｓｎ’ｔ Ｍｅａｎ Ｉｔ’ｓ Ｓｅｔｔｌｅｄꎬ” ＵＫ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ｕｋａｎｄｅｕ.ａｃ.ｕｋ / ｊｕｓ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ｂｒｅｘｉｔ－ｉｓｎｔ－ｏｎ－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ｐａｇｅｓ－ｄｏｅｓｎｔ－ｍｅａｎ－ｉｔｓ－ｓｅｔｔｌｅｄ / .

这 ８ 个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社会安全协调、能源、渔业、执法和司法合作、航空运输、航空安全、道路运
输、联盟项目参与ꎮ

这 １０ 个贸易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货物、海关合作和原产地规则、检验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
和投资及数字、知识产权、公共采购、监管合作、公平竞争及可持续发展、增值税及税款和关税索赔行政合作ꎮ



系理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和贸易专门委员会的工作ꎮ 例如ꎬ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

(ＤＧ ＴＲＡＤＥ)代表欧盟主持 １０ 个贸易专门委员会ꎮ

不同于«脱欧协议»治理框架ꎬ英国与欧盟在«贸易与合作协议»框架下还为双方

议员和公民参与设立了专门机制ꎬ以便集思广益ꎬ向伙伴关系理事会提供有关提升英

欧合作关系的建议ꎮ 如欧盟—英国议会伙伴关系代表大会(ＰＰＡ)由 ３５ 名欧洲议会议

员和 ３５ 名英国议会议员组成ꎬ每年会晤两次ꎮ① 除了向伙伴关系理事会提供建议ꎬ

ＰＰＡ 还有权要求伙伴关系理事会提供有关«贸易与合作协议»实施的相关信息ꎮ 欧洲

议会的英国联系小组(ＵＫ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Ｇｒｏｕｐ)负责监督«贸易与合作协议»的实施ꎬ是欧洲

议会与欧盟委员会在涉英事务上对接的主要机制ꎮ② 此外ꎬ为了及时汇集英欧工商业

各利益攸关者对«贸易与合作协议»实施的建议ꎬ英欧双方在该协议框架下设立公民

社会论坛(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ｕｍ)ꎬ由欧盟委员会和英国外交部牵头ꎬ并在英国国内和欧

盟内部各设立一个内部咨询小组(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ꎬ主要由各方的工商业机

构和工会构成ꎮ③

依照英国与欧盟之前达成的协议ꎬ双方设立的联合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

议ꎮ 然而ꎬ由于双方在«北爱尔兰议定书»(简称“议定书”)的实施问题上存在显著的

分歧ꎬ２０２２ 年联合委员会的召开频次仅为 １ 次ꎮ 这与 ２０２０ 年的 ６ 次及 ２０２１ 年的 ４ 次

相比ꎬ显著减少ꎮ 自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达成«温莎框架»协议以来ꎬ联合委员会已经召开 ３ 次

会议ꎬ而专门负责实施«温莎框架»协议的专门委员会已经召开 ４ 次会议ꎮ 这表明«脱

欧协议»框架下的英欧合作机制已经开始步入正轨ꎮ④

与«脱欧协议»相比ꎬ根据«贸易与合作协议»构建的治理框架启动较为缓慢ꎬ英欧

双方在该框架下的互动频率较低ꎬ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次数较少ꎮ 截止到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伙伴关系理事会只召开了 ２ 次会议ꎬ分别是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和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ꎮ 英

国上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建议苏纳克政府与欧盟在«贸易与合作协议»框架下增加接

触ꎮ 但是ꎬ苏纳克政府认为«贸易与合作协议»主要是一项自由贸易协议ꎬ并非旨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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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ｒｉｇｉｄ Ｆｏｗ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ＵＫ－ＥＵ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 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４－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
ｓｅｔｓ. ｃｔｆａｓｓｅｔｓ. ｎｅｔ / ｎ４ｎｃｚ０ｉ０２ｖ４ｌ / ４ＮＬ２ＨＬＡ４ＭｚｒｉＴＰａＩ５ｐ３ＹｒＪ / １ｆ４ｆ６ａｅ９ｅ８１９０ｃ０ｅｄ２２０ａ１ｆ９７５０７０ａ８１ /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Ｈａｎｓａｒ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Ｎｏｖ＿２０２２.ｐｄｆ? 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Ｈａｎｓａｒ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英国联系小组创建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由欧洲议会欧盟—英国议会伙伴关系代表大会代表团(Ｄ－ＵＫ)主席
和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ＡＦＥＴ)及国际贸易委员会(ＩＮＴＡ)的主席共同主持ꎮ 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ＵＫ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Ｇｒｏｕ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ｕｋｃ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ꎮ

Ｃｌｅｏ Ｄａ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Ｋａｓｓｉｍꎬ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ＥＵ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Ｋ Ｐｏｓｔ－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ＵＫ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１０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ｋａｎｄｅｕ.ａｃ.ｕｋ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ｒｓ / ｈｏｗ－ｄｏｅｓ－ｔｈｅ－ｅｕ－ｏｒｇａｎｉｓｅ－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ｋ－ｐｏｓｔ－ｂｒｅｘｉｔ / .

Ｃｌｅｏ Ｄａｖｉｅｓ ａｎｄ Ｊａｎｎｉｋｅ Ｗａｃｈｏｗｉａｋꎬ “ＵＫ－Ｅ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Ｑ３ꎬ” ＵＫ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３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ｐ.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ｋａｎｄｅｕ.ａｃ.ｕｋ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 / ｕｋ－ｅｕ－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ｃｋｅｒ－ｑ３ / .



立政治联盟ꎬ因此不应期待英国官员与欧盟之间的互动频率与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时

相同ꎬ也不应将此作为评估«贸易与合作协议»成功与否的标准ꎮ①

三　 后脱欧时代英欧经贸关系的制度化演进态势

(一)英欧经贸合作模式

如上文所述ꎬ脱欧后英国与欧盟构建的合作模式成为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的新型案

例ꎮ 此前围绕非欧盟成员国展开的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研究均与经贸合作模式密切相

关ꎬ且英国在脱欧前选择性参与欧洲一体化的重点亦为经贸领域ꎮ 鉴于英国当前的特

殊身份ꎬ英欧经贸合作新模式的形成对于欧盟成员国和试图同欧盟加强经贸联系的第

三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和英国在选择脱欧路径时参考挪威和加拿大等模式一样ꎬ

欧盟成员国和第三国也会将“英国模式”作为参照ꎬ根据其实际效能决定在哪些领域

以何种程度参与欧洲一体化ꎮ “英国模式”若取得成功ꎬ第三国可能受到吸引而向欧

盟靠拢ꎬ疑欧程度较深的欧盟成员国也可能考虑内部差异性一体化转向外部差异性一

体化的路径选择———脱离欧盟ꎮ

关于英国采取何种模式脱欧ꎬ与欧盟保持多大程度的制度化经贸关系ꎬ英国政界曾

有五种设想ꎬ包括新加坡模式②、挪威模式③、“挪威＋”模式(Ｎｏｒｗａｙ Ｐｌｕｓ)④、瑞士模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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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Ｋ－ＥＵ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 ２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４０６８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１９８３３１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

英国前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接受«世界周日报»采访时ꎬ提出“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ｏｎ Ｔｈａｍｅｓ)设想ꎮ 假如英国无协议脱欧ꎬ英国将改变经济模式ꎬ形成一个自由放任、低税收、减少监管的
经济体ꎬ与欧盟这一“监管巨兽”(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ｂｅｈｅｍｏｔｈ)形成鲜明对比ꎮ 然而ꎬ英国政府并未将新加坡模式作为脱欧政
策选项ꎮ 包括约翰逊在内的硬脱欧派认为ꎬ英国脱欧的主要目的是恢复英国监管自主权ꎬ自主打造高水准的英式监
管体系ꎬ并非放松监管ꎮ 参见 Ｊｉｌｌ Ｒｕｔｔｅｒꎬ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ｏｎ Ｔｈａｍｅｓ Ｉｓ Ｄｅａｄ. Ｌｏｎｇ Ｌｉｖ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ｏｎ Ｔｈａｍｅｓꎬ” ＵＫ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２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ｋａｎｄｅｕ.ａｃ.ｕｋ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ｏｎ－ｔｈａｍｅｓ－ｉｓ－ｄｅａｄ－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ｏｎ－
ｔｈａｍｅｓ / ꎮ

挪威模式设想脱欧后的英国仿效挪威加入 ＥＦＴＡꎬ并作为 ＥＦＴＡ 成员国加入欧洲经济区(ＥＥＡ)ꎬ从而以非
欧盟成员国身份享有对欧洲单一市场的大部分准入权(对农渔业产品有部分限制)ꎬ成为欧洲单一市场的一部分ꎬ同
时不加入关税同盟ꎮ

英国保守党议员尼克博尔斯(Ｎｉｃｋ Ｂｏｌｅｓ)等政客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提出“挪威＋”模式ꎮ “挪威＋”模式比挪
威模式更进一步ꎬ设想脱欧后的英国在加入 ＥＥＡ 后ꎬ同时单独与欧盟建立关税同盟ꎮ 参见 Ｎｉｃｋ Ｂｏｌｅｓꎬ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Ｎｏｒｗａｙ Ｐｌｕｓ’ Ｐｌａｎ Ｃａｎ Ｓａｖｅ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２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８３３ｄｄ０ｂ６－ｆ１６８
－１１ｅ８－９３８ａ－５４３７６５７９５ｆ９９ꎮ

瑞士虽然是 ＥＦＴＡ 成员国ꎬ但没有加入 ＥＥＡꎮ 通过与欧盟签署双边协议ꎬ瑞士成为欧洲单一市场的一部
分ꎮ 瑞士需要自动对标欧盟法律ꎬ经常更新这些协议ꎬ与欧盟监管规则保持同步ꎮ 除了 ＥＥＡ 成员国ꎬ瑞士是与欧盟
关系制度化程度最高的第三国ꎮ



和加拿大模式①ꎮ 英国政府最终选择把加拿大模式作为脱欧模板ꎬ与欧盟达成«贸易

与合作协议»ꎮ 这主要是因为相比其他模式ꎬ加拿大模式没有违背英国政府设定的 ４

条脱欧谈判红线ꎬ即排除欧洲法院(ＣＪＥＵ)管辖权ꎬ拒绝向欧盟继续提供财政支持ꎬ限

制劳动力(或移民)自由流动ꎬ以及维护贸易监管自主权(见表 １)ꎮ

表 １　 英国脱欧模式设想

属于单一市场 属于关税同盟

英国政府脱欧谈判“红线”
限制人员　 　 停止欧盟　 　 拒绝欧洲　 　 维护贸易
自由流动　 　 财政贡献　 　 法院管辖　 　 监管自主

挪威模式  × × × × ×
“挪威＋”模式   × × × ×
瑞士模式  × ×  × ×
加拿大模式 × ×    
英国现有模式 － ×   －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表示英国脱欧后ꎬ北爱尔兰仍然是欧洲单一市场的一部分ꎬ以及处理

北爱尔兰贸易问题的«温莎框架»协议须受到欧洲法院的管辖ꎮ

基于«贸易与合作协议»的“英国模式”类似于一种低配版的加拿大模式ꎮ 除了为

北爱尔兰量身定制的特别贸易安排外ꎬ该协议中关于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以及劳动力流动权利的规定ꎬ与加拿大和欧盟在这些方面的规定大体相似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脱欧过渡期结束后ꎬ英国正式退出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ꎮ 尽

管北爱尔兰因其独特地位仍然是欧洲单一市场的一部分ꎬ但大不列颠地区已经完全脱

离了欧洲单一市场ꎮ 与大不列颠地区类似ꎬ北爱尔兰也不再是关税同盟的一部分ꎬ尽

管其贸易仍需遵循欧盟的部分贸易规则ꎮ

除了«全面经济和贸易协议»ꎬ加拿大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涵盖政治、经

济、安全、司法、战略、环境和社会领域ꎬ其中专门规定了双方在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

方面的合作关系ꎮ② 但是ꎬ«贸易与合作协议»并不涵盖英欧之间的外交、安全和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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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加拿大与欧盟分别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达成«全面经济和贸易协议»(ＣＥＴＡ)和«战略伙伴关系
协议»(ＳＰＡ)ꎮ ＣＥＴＡ 逐步取消了加拿大和欧盟贸易中大多数商品的关税和税费ꎬ允许加拿大 ９８％的商品免税和
免配额进入欧洲单一市场ꎬ但不涉及劳动力自由流动ꎬ同时加拿大也不受欧洲法院管辖ꎮ 参见 Ｒｏｂｙｎ Ｍｕｎｒｏ ａｎｄ
Ｈａｎｎａｈ Ｗｈｉｔｅꎬ “Ｂｒｅｘｉｔ Ｂｒｉｅｆ: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Ｋ’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ｕｋ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ｒｔ / ｂｒｅｘｉｔ－ｂｒｉｅｆ－ｏｐｔｉｏｎｓ－ｕｋｓ－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ｅｕꎮ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Ｐａｒｔꎬ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ａ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３ Ｄｅｃｅ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ｕｒｉｓｅｒｖ:ＯＪ.Ｌ＿.２０１６.３２９.０１.００４５.０１.ＥＮＧ＆ｔｏｃ＝ＯＪ:Ｌ:２０１６:３２９:ＦＵＬＬ.



关系ꎬ英国与欧盟也没有单独签署有关外交、安全和防务关系的合作协议ꎮ①

«贸易与合作协议»是英国与欧盟激烈博弈后的产物ꎬ而背后有 ２７ 个成员国团结

支持的欧盟在这场拉锯战式的博弈中占据上风ꎬ保障了欧盟及其成员国根本利益的最

大化ꎮ 该协议主要涉及英欧货物贸易而非服务贸易ꎬ②几乎满足了欧盟在货物贸易和

服务贸易上的所有要求ꎮ 欧盟在货物贸易上具有相对优势ꎬ该协议允许欧盟出口英国

的货物享受免关税和免配额优惠政策ꎮ 英国在服务贸易上具有相对优势ꎬ但由于该协

议在服务贸易上达成的共识较少ꎬ英国对欧服务出口受限ꎬ从而为欧盟企业抢占市场

份额创造了大好机会ꎮ③

欧盟成功阻止了英国的“蛋糕主义”(ｃａｋｅｉｓｍ)政策ꎬ从而维护了欧洲单一市场完

整性原则的底线ꎮ 英国“硬脱欧派”严重高估了脱欧给英国带来的收益及欧盟在规则

问题上妥协的意愿ꎬ严重低估了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及欧盟成员国在

脱欧谈判中的团结程度ꎮ④ 约翰逊在脱欧事务上奉行“蛋糕主义”ꎬ认为英国既可以保

留本国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各种特权和优待(尤其在欧洲单一市场议题上)ꎬ又能够避

免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ꎮ⑤ 欧盟对英国选择性参与欧洲单一市场的做法十分反感ꎬ认

为英国不能既要保留进入欧洲单一市场的权利ꎬ又要偏离欧盟的商品标准和监管规

则ꎮ⑥ 欧盟在脱欧谈判中坚定反击英国的“蛋糕主义”倾向ꎬ主要是为了将英国脱欧对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冲击烈度降至最低ꎬ警告其他欧盟成员国慎重选择外部差异性一体

化路径ꎮ

为防止制度化合作关系的完全瓦解导致双边贸易关系遭受重大打击ꎬ英国和欧盟

在经贸领域重新构建了制度化的合作框架ꎮ 英国曾深度参与并受益于欧盟经济一体

化ꎬ脱欧后与欧盟建立的经贸合作机制相对脆弱ꎬ不仅减弱了彼此经济互动的强度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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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ｈｉｔ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ＵＫꎬ Ｂｒ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ａ Ｍｏｄｅｌꎬ” ＵＫ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２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ｕｋａｎｄｅｕ.ａｃ.ｕｋ / ｃａｎａｄａ－ａｎｄ－ｂｒｅｘｉｔ / .

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ꎬ欧盟对英国货物贸易一直是顺差ꎮ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欧盟对英国服务贸易一直是逆差ꎮ
参见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Ｗｅｂｂꎬ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ＵＫ－ＥＵ Ｔｒａｄｅꎬ”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１１ Ｍａｙ ２０２３ꎬ ｐ.
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ｆｉｌｅ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ＢＰ－７８５１ / ＣＢＰ－７８５１.ｐｄｆꎮ

Ｊｉｌｌ Ｒｕｔｔｅｒꎬ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Ｔｗｏ ｔｏ Ｒ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ａ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ａｌ—ａｓ Ｋｅｉｒ Ｓｔａｒｍｅｒ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２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６ｂｄｃ４ｅ８８－ｃ２ｅｄ－４４ａｄ－ａａ７ｄ－ｃ７０ｂｃ３５８ｅ０２７.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ａｔｈ ｔｏ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ꎬ ５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ｃｏｍ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５ / ａ－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ｐａｔｈ－ｔｏ－ａ－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ｕ.

Ｎｉｃｋ Ｃｏｈｅｎꎬ “Ｃａｋｅｉｓｍ Ｉｓ Ｂｏｒｉ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ｓ Ｔｒｕｅ Ｌｅｇａｃｙꎬ”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ꎬ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ｐｅｃｔａ￣
ｔｏｒ.ｃｏ.ｕｋ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ａｋｅｉｓｍ－ｉｓ－ｂｏｒｉ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ｔｒｕｅ－ｌｅｇａｃｙ / ꎻ Ｇｉｄｅｏｎ Ｒａｃｈｍａｎꎬ “Ｂｏｒｉ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Ｃａｋｅ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ｌｉｔｚ Ｓｐｉｒｉｔ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１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６ｆ４８ｆ０ｃａ－ａ６ｄ７－１１ｅ９－ｂ６ｅｅ－３ｃｄｆ３１７４ｅｂ８９.

“ＥＵ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ｏ ＵＫ ｏｎ Ｂｒｅｘｉｔ: ‘Ｙｏｕ Ｃａｎ’ｔ Ｈａｖｅ Ｙｏｕｒ Ｃａｋｅ ａｎｄ Ｅａｔ Ｉｔ’—Ｖｉｄｅｏ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２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ｖｉｄｅｏ / ２０２０ / ｏｃｔ / ２１ / ｅｕ－ｃｏｕｎｃｉｌ－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ｕｋ－ｂｒｅｘｉｔ －ｃａｎｔ－
ｈａｖｅ－ｙｏｕｒ－ｃａｋｅ－ａｎｄ－ｅａｔ－ｉｔ－ｖｉｄｅｏ? ＣＭＰ ＝ｇｕ＿ｃｏｍ.



给双方经贸关系带来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ꎬ对双方的经济利益产生显著负面影响ꎮ 因

此ꎬ“英国模式”虽独一无二ꎬ却收效欠佳ꎬ体现了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的局限性和欧盟

成员国资格的重要价值ꎮ 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米歇尔巴尼耶直言ꎬ英国脱欧

是一场“痛苦而代价高昂的离婚”ꎬ对英国和欧盟而言都是“双输博弈” ( ｌｏｓｅ － ｌｏｓｅ
ｇａｍｅ)ꎬ同时损害了英国和欧盟各自的经济利益ꎮ①

(二)英欧贸易壁垒

当前影响英欧经贸关系制度化发展的主要阻碍是贸易壁垒问题ꎬ也是经贸领域外

部差异性一体化局限性的集中体现ꎮ 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标志着英国与欧盟之间货

物、人员、资本、服务自由流通时代的终结ꎮ 这一变化使得从事英欧贸易的英国企业不

仅面临非关税壁垒的挑战ꎬ还承受关税壁垒的风险ꎮ 非关税贸易壁垒主要涉及三个方

面:配额、原产地规则和监管壁垒ꎮ② «贸易与合作协议»确立了零关税、零配额的贸易

安排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后脱欧时代英欧贸易关系可能面临的障碍ꎮ 原产地规

则的应用对未来英欧关系构成潜在风险ꎬ只有满足特定原产地标准的商品才能享受

«贸易与合作协议»中规定的关税优惠ꎬ这可能限制了某些商品的贸易流通ꎬ增加企业

在供应链管理和商品认证方面的负担ꎮ 监管壁垒是阻碍英欧经贸关系深入发展的最

大障碍ꎮ 这些壁垒涉及不同的法规标准和合规要求ꎬ给企业带来额外的合规成本和操

作复杂性ꎮ
１.原产地原则与潜在关税壁垒风险

«贸易与合作协议»规定了零关税、零配额的贸易安排ꎬ但同时也明确了这一优惠

措施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满足“原产地原则”的货物ꎬ主要包括:(１)完全产自英国和欧

盟的货物ꎬ如本土饲养的活体动物和本土种植的植物ꎻ(２)原产材料完全来自英国和

欧盟的货物ꎻ(３)英国和欧盟生产的包含来自其他地区原产材料的特定类别产品ꎮ③

虽然«贸易与合作协议»也明确了“原产地累积原则”(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ꎬ允许英国

和欧盟之间原产地互认ꎬ但这一累积原则只是单纯的双边累积(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而非对角累积(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后者将具有类似原则或签订类似协议的第三国

１２１　 后脱欧时代英欧关系的制度化演进

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ｅｌ Ｂａｒｎｉｅｒꎬ “Ｂｒｅｘｉｔ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Ｌｏｓｅ－ｌｏｓｅ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ａｉｎꎬ”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ꎬ ２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ｕｋ / ｖｏｉｃｅｓ / ｍｉｃｈｅｌ－ｂａｒｎｉｅｒ－ｂｒｅｘｉ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ｅｕ－ｌｏｓｅ－ｌｏｓｅ－ｂ２３６２５４５.ｈｔｍ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ａ.

“Ｎｏｎ－ｔａｒｉｆｆ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１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ｕｋ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ｒ / ｎ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Ｐａｒ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ꎬ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ꎬ” Ｅｕｒｏ－Ｌｅｘꎬ ３０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ｕｒｉｓｅｒｖ％３ＡＯＪ.Ｌ＿.２０２１.１４９.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ＥＮＧ＆ｔｏｃ ＝
ＯＪ％３ＡＬ％３Ａ２０２１％３Ａ１４９％３ＡＴＯＣ＃ｄ１ｅ３２－１０３２－１.



纳入原产地互认范围ꎮ① “原产地原则”要求出口商提供相应的产地证明ꎬ若不能提供

证明或不满足该原则限定条件ꎬ将被要求缴纳全额关税ꎬ这对供应链和分销路径提出

了极高的要求ꎮ

对于原产材料或生产部件来源复杂的产业ꎬ“原产地原则”的束缚尤为突出ꎮ 以

电动车电池为例ꎬ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ꎬ英国出口到欧盟的电动汽车根据规定必须

有 ６０％的电池和 ４５％的零部件(按总价值计算)来自欧盟或英国ꎬ否则将面临 １０％的

关税ꎮ② 苏纳克政府与欧盟委员会就延期对英国电动汽车征税进行谈判ꎮ 起初英方

希望延期三年ꎬ而欧盟委员会只愿意暂缓一年对从英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ꎮ③

倘若英国和欧盟未在截止日期前达成协议ꎬ那么从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开始ꎬ欧盟制造的电动

汽车价格将平均每辆涨价 ３４００ 英镑ꎬ而英国向欧盟出口的电动汽车则每辆涨价 ３６００

英镑ꎮ④ 不仅仅是雷诺、奔驰、法拉利、沃尔沃等欧洲汽车制造商ꎬ丰田、福特、路虎等

第三国企业由于在英国建有制造工厂ꎬ也面临同样的困境ꎮ 在欧盟汽车制造商和英国

汽车制造商联合施压下ꎬ欧盟委员会最终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初同意延期三年对从英国进

口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ꎮ⑤

２.货物贸易监管壁垒

在英国退出欧洲单一市场后ꎬ英国对欧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欧盟

监管壁垒的负面影响ꎮ 在货物贸易中ꎬ出口到欧盟的货物要遵循欧盟监管规则ꎬ如何处

理北爱尔兰与英国本土地区之间货物贸易的监管壁垒成为困扰英欧关系的最大症结ꎮ

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脱离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英国开始以非成员国身

份与欧盟进行经贸往来ꎬ爱尔兰海“硬边界”则横亘在英国本土和北爱尔兰之间ꎮ 烦

琐的海关手续、额外的贸易成本、严格的检验检疫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ꎬ严重掣

肘了英国本土与北爱尔兰之间的货物贸易ꎮ 约翰逊政府与欧盟在议定书执行问题上

产生了严重分歧ꎮ 在此过程中ꎬ约翰逊政府采取一系列单边措施ꎬ如推行«内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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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ꎬ“Ｐｏｓｔ－Ｂｒｅｘｉｔ Ｔｒａｄ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Ｃｏｕｒｓｅꎬ” ＫＰＭＧ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ｋｐｍｇ.ｃｏｍ / ｕ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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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ｓｐｅｒ Ｊｏｌｌｙꎬ “Ｄｅｌａｙ ＥＵ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ａｒｓꎬ Ｓａｙｓ ＵＫ Ｃ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１７ 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０２３ / ｏｃｔ / １８ / ｄｅｌａｙ－ｅｕ－ｔａｒｉｆｆｓ－ｔｏ－ｈｅｌｐ－ｓａｌｅ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ａｒｓ－ｓａｙｓ－ｕ
ｋ－ｃａ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ｙ Ｂｏｕｎｄｓ ｅｔ ａｌ.ꎬ “ＥＵ ｔｏ Ｌｏｏｓｅｎ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ＥＶ Ｓａｌｅｓ ｉ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Ｄｅｆｕｓｅ Ｒｏｗ ｗｉｔｈ ＵＫ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９０５０９ｅｅｂ－ｂ１ａ５－４４ｆ１－ｂ４ｂｃ－ｅ１００７２２９ｅｃ５５.

Ｎｉｃｋ Ｃａｒｅｙꎬ “ＥＵ－ｍａｄｅ ＥＶｓ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ｓｔ ＄４ꎬ１００ Ｍｏｒｅ ｉｎ ＵＫ ｕｎｄｅｒ Ｐｏｓｔ－Ｂｒｅｘｉｔ Ｒｕｌｅｓ—ＳＭＭＴ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１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ａｕｔｏ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ｅｕ－ｍａｄｅ－ｅｖｓ－ｗｏｕｌｄ－ｃｏｓｔ－４１００－ｍｏｒｅ－ｕｋ－ｕｎ￣
ｄｅｒ－ｐｏｓｔ－ｂｒｅｘｉｔ－ｒｕｌｅｓ－ｓｍｍｔ－２０２３－１０－１７ /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 Ｊａｃｋꎬ “ＥＵ ｔｏ Ｄｅｌａｙ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ｏｎ ＵＫ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ａｒｓ ｕｎｔｉｌ ２０２７ꎬ” ＢＢＣ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６７６３４７０６.



法案»和«北爱尔兰议定书法案»①、单方面延长宽限期(ｇｒａ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ꎮ② 欧盟认为英

国的这些单边举措违反了国际法ꎬ③不但强烈谴责英国政府ꎬ而且向其提起了多项侵

权诉讼ꎮ④ 尤其是«北爱尔兰议定书法案»ꎬ堪称约翰逊和特拉斯留给苏纳克的“定时

炸弹”ꎬ是妨碍英欧在北爱尔兰贸易问题上实现和解的最大障碍ꎮ 欧盟因此冻结了有

关科研项目“地平线欧洲”计划(Ｈｏｒｉｚ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 地球观测项目“哥白尼” (Ｃｏｐｅｒｎｉ￣

ｃｕｓ)以及金融服务监管合作协议的谈判ꎮ⑤ 在此阶段ꎬ英欧政治互信严重受损ꎬ经贸

关系制度化进程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ꎮ

苏纳克执政后ꎬ英国政府转变谈判风格ꎬ主动向欧盟释放妥协信号ꎬ采取积极举措

提升与欧盟委员会之间的政治互信ꎬ并就议定书执行细节问题与欧盟谈判团队进行秘

密谈判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苏纳克政府与欧盟委员会达成«温莎框架»协议ꎬ打破双

方在议定书执行问题上的长期僵局ꎮ 该协议是对议定书的修订和补充ꎬ事实上取代了

原先的议定书ꎮ 在解决北爱尔兰边界海关检查问题上ꎬ«温莎框架»协议提出“双轨通

道”方案ꎬ可将货物检查率降至 ５％:继续进入欧盟市场的货物走“红色通道”ꎬ严格按

照欧盟规则履行海关检查手续ꎻ只停留在北爱尔兰市场的货物走“绿色通道”ꎬ仅需进

行数字申报ꎬ免除烦琐的海关检查手续ꎮ 此外ꎬ该协议允许原先禁止的英国本土冷鲜

肉和部分农作物进入北爱尔兰市场ꎬ北爱尔兰终端消费产品遵从英国标准ꎮ 英国对欧

盟做出的最大让步是对欧洲法院管辖权地位的认可ꎬ承认欧洲法院是继续在北爱尔兰

适用的欧盟规则的唯一裁决者(ｓｏｌｅ ａｒｂｉｔｅｒ)ꎬ拥有最高解释权ꎬ不再执着于追求绝对

监管自主权ꎮ

«温莎框架»协议是英欧经贸关系制度化的最新成果ꎬ为改善英欧关系、便利北爱

尔兰边界货物流通创造了制度条件ꎮ 不过ꎬ它并不能保障北爱尔兰边界问题得到彻底

解决ꎮ 一方面ꎬ该协议中的大部分安排并未完全实施ꎬ其实际效果犹未可知ꎮ 即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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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内容能够得到充分落实ꎬ英欧经贸关系的制度化程度也远不如脱欧之前ꎮ 虽然欧盟

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开始对来自英国的农业食品进行严格的海关检查ꎬ但英国迄今未对从

欧盟进口的农业食品进行全面海关检查和检验检疫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英国政府发布边

境贸易目标运营(ＢＴＯＭ)模式草案ꎬ规定自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起ꎬ分阶段对从欧盟进

口的货物实行全面管控ꎬ届时欧盟农业食品也将面临提供检验检疫证明、配合完成文

书核验、实物检查、安全申报等海关手续ꎮ 这是英国政府自 ２０２１ 年以来第 ５ 次延期对

从欧盟进口的动植物产品进行边境检查ꎮ① 倘若 ＢＴＯＭ 模式全面实施ꎬ而欧盟没有做

好应对准备ꎬ届时可能出现新的贸易摩擦ꎮ
３. 服务贸易监管壁垒

在服务贸易中ꎬ英国金融服务机构受到欧盟监管壁垒的负面影响最大ꎮ «贸易与

合作协议»仅包括关于金融服务业的少量条款ꎬ②较低的制度化水平给脱欧后英国与

欧盟在金融服务领域的贸易关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英国和欧盟就金融服务监管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ꎬ仿照欧美合作模

式ꎬ成立英欧金融监管论坛ꎬ至少每半年举行 １ 次会议ꎬ以便欧盟和英国在金融监管事

务上开展定期对话与合作ꎬ促进双方监管一致性并减少监管分歧所带来的风险ꎮ 英欧

金融监管论坛并非«贸易与合作协议»下设的合作机制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英方代

表和欧方代表在英欧金融监管论坛机制下举行首次会议ꎬ该会议由英国财政部金融服

务总司和欧盟委员会金融稳定、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联盟总司(ＤＧ ＦＩＳＭＡ)共同主

持ꎮ③ 但是ꎬ欧盟委员会坚称不会在金融监管论坛机制下与英国政府商讨有关英国金

融服务准入欧盟市场的问题ꎮ
脱欧使得英国金融机构的欧盟“金融通行证”失效ꎬ从而失去了自由进入欧盟金

融市场的权利ꎮ④ 与美国、香港地区或新加坡相比ꎬ英国在脱欧后获得的欧盟金融市

场准入权限明显较少ꎮ 截至目前ꎬ伦敦的清算服务机构是英国金融业里唯一获得欧盟

基于对等(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⑤原则的市场准入授权的金融机构ꎬ并且宽限期到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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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授权是一方的单边行动ꎮ 在过渡期英欧有关未来关系的谈判中ꎬ有关金融服务的“对等”授权的讨
论被排除在外ꎮ 欧盟委员会明确表示ꎬ«贸易与合作协议»不包括任何有关金融服务“对等”框架的内容ꎬ“对等”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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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日结束ꎬ此后伦敦的清算服务机构将不能服务于欧盟客户ꎮ① 英国脱欧后ꎬ随着以

欧元计价的股票交易从英国转移到欧盟ꎬ阿姆斯特丹超越伦敦成为欧洲最大的股票交

易中心ꎮ②

为了提升欧盟内部清算能力并增强欧盟资本市场的战略自主ꎬ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发布草案ꎬ要求欧盟内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将欧元衍生品的清算业务

从伦敦转移到法兰克福等中心ꎬ这在欧盟内部引起广泛争议ꎮ③ 目前ꎬ欧洲议会和欧

盟各国正在审查这项清算法草案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包括欧洲资产管理协会(ＥＦＡＭＡ)、

国际掉期及衍生工具协会(ＩＳＤＡ)以及荷兰养老基金联合会在内的 ８ 家欧盟基金和衍

生品行业协会发表联合声明ꎬ呼吁欧盟放弃这一草案ꎬ以维护全球清算市场的稳定

性ꎮ④ 鉴于内部出现反对声音ꎬ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立场有所软化ꎬ不再坚持采取强制

措施要求欧盟内的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放弃使用伦敦清算机构ꎬ而是要求它们同时在

欧盟本土的清算服务机构开设账户作为备选ꎬ以对冲潜在的金融风险ꎮ⑤

尽管英国和欧盟都不愿看到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的产生ꎬ但这显然是欧盟针对英

国的策略所致ꎮ 英国选择脱离欧盟ꎬ放弃其成员国的身份ꎬ并由内部差异性一体化转

向外部差异性一体化ꎬ才导致欧盟的“区别对待”ꎮ 目前ꎬ欧盟仍然拥有制定规则的主

导权ꎬ英国与欧盟经贸关系制度化的障碍难以避免ꎬ随之而来的利益损失也是英国不

得不承受的后果ꎮ

(三)英欧监管规则差异

参与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的国家均非欧盟成员国ꎬ虽然它们持有一体化的“入场

券”ꎬ却无法参与规则制定ꎮ 因此ꎬ外部差异性一体化可能产生的后果便是英欧双方

监管规则的分化ꎮ 这一现象在经贸领域尤为明显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经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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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ｅｘｉｔ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ｅｕｒｏｐｅ /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ｒｅｔａｉｎｓ － ｓｈａｒｅ － ｔｒａｄｉｎｇ － ｓｕ￣
ｐｒｅｍａｃｙ－ｏｖ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ｙｅａｒ－ａｆｔｅｒ－ｂｒｅｘｉｔ－２０２２－０１－０６ / .

Ｈｕｗ Ｊｏｎｅｓꎬ “ＥＵ Ｓｅｔｓ ｏｕｔ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Ｓｈｉｆｔ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ｏ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２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ｅｕｒｏｐｅ / ｅｕ－ｓｅｔｓ－ｏｕｔ－ｐｌａｎｓ－ｓｈｉｆｔ－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２０２２－
１１－２８ / .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ꎬ “Ｂ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Ｓｔｅｐ ｕｐ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Ｕ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Ｐｌａｎｓ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７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７５６ａ９４９４－２８１９－４ｅ６８－ａ８ｅ０－４６７ｅｂａ３ａｄｃｃ５.

Ｈａｎｎａｈ Ｂｒｅｎｔｏｎꎬ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ｇａｉｎꎬ ｂｕｔ ＥＵ ａｎｄ ＵＫ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Ｎｏｗｈｅｒｅ Ｆａｓｔ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ꎬ ７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ｅ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ｆｒｉｅｎｄｓ － ａｇａｉｎ － ｂｕｔ － ｅｕ － ａｎｄ － ｕｋ － ｈｅａｄｉｎｇ － ｎｏｗｈｅｒｅ － ｆａｓｔ － ｏｎ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ꎻ Ｊａｃｋ
Ｓｃｈｉｃｋｌｅｒ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ｅｅｋ ｔｏ Ｕｎｓｈａｃｋｌｅ ｆｒｏｍ Ｕ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Ｅｕｒｏｎｅｗｓꎬ 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６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ｓｅｅｋ－ｔｏ－ｕｎｓｈａｃｋｌｅ－ｆｒｏｍ－ｕｋ－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
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规则的“去欧洲化”(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①趋势ꎮ “去欧洲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ꎬ如

拒绝向欧盟授权、反对实施欧盟法律、“拆解、减少或取消”欧盟政策等ꎬ反映了外部差异

性一体化对相关国家国内政策的潜在影响ꎮ 挪威、瑞士等从未加入欧盟且选择性参与一

体化进程的国家ꎬ其国内监管政策可能在主动接纳欧盟规则的过程中呈现“欧洲化”的

特点ꎮ 相反ꎬ英国作为前成员国可能会调整国内政策ꎬ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欧盟规则

而呈现“去欧洲化”的特点ꎮ 部分学者根据“去欧洲化”的不同结果ꎬ将其大致分为三种

模式:“有意识去欧洲化”(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被动去欧洲化”(ｐａｓｓｉｖｅ ｄ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以及“失败的去欧洲化”(ｆａｉｌｅｄ 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ꎮ 这三种模式分类

的主要依据是英国和欧盟在某一领域产生规则差异的形式ꎮ 其中ꎬ“有意识去欧洲化”

是指有意拆解现存欧盟规则和框架ꎬ从而导致规则差异的过程ꎻ②“被动去欧洲化”是指

不打破已有的欧盟规则ꎬ也不跟进调整ꎬ随后逐渐分化而产生规则差异的过程ꎻ③“失败

的去欧洲化”则是指未产生或者产生有限的规则差异的情况ꎮ④

基于这一分类ꎬ本文引用英国智库“变动欧洲中的英国” (ＵＫ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ｕ￣

ｒｏｐｅ)有关英欧监管规则趋势的数据ꎬ对 ２０２１ 年至 ２０２３ 年第三季度期间英欧在经贸

领域产生的监管规则差异进行数据统计(见表 ２)ꎮ 该智库将监管规则差异分为 ４ 个

主要类型:(１)积极监管差异ꎬ即英国通过立法等形式主动偏离欧盟规则ꎻ(２)消极监

管差异ꎬ即英国不追随欧盟改变自身规则ꎻ(３)积极监管趋同ꎬ即英国对标欧盟规则ꎻ

(４)消极监管趋同ꎬ即欧盟对标英国规则ꎮ⑤ 根据上述“去欧洲化”分类标准ꎬ可将积

极监管差异作为“有意识去欧洲化”的判断指标ꎬ将消极监管差异作为“被动去欧洲

化”的判断指标ꎬ将两种监管趋同作为失败的“去欧洲化”的判断指标ꎮ 通过对比脱欧

过渡期结束后各类监管差异产生的数量ꎬ可以大致把握英欧在经贸领域存在的主要政

策分歧ꎬ评估英国经贸政策“去欧洲化”的水平和演进趋势ꎬ从而进一步推断英欧经贸

关系一体化的发展态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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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字面表述为“去欧洲化”ꎬ实际上指的是监管规则的“去欧盟化”ꎮ 脱欧后的英国依
然身处欧洲ꎬ但其监管规则的“去欧盟化”趋势越发明显ꎮ

Ｐａｕｌ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Ｋ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ｄａｓ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９４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１１２４－１１３９.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 Ｂｕｒｎｓ ｅｔ ａｌ.ꎬ “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ｉｎｇ ｏｒ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Ｅ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Ｂｒｅｘｉｔ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８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２７１－２９２.

Ｓｃｏｔｔ Ｊ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Ｌｕｃｉａ Ｑｕａｇｌｉａ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Ｄ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ＵＫ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Ｂｒｅｘ￣
ｉ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３０ꎬ Ｎｏ.１１ꎬ ２０２３ꎬ ｐｐ.２４４５－２４６７.

Ｊｏëｌ Ｒｅｌａｎｄꎬ“ＵＫ－ＥＵ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ＵＫ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４ Ｍａｙ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ｋａｎｄｅｕ.ａｃ.ｕｋ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 / ｕｋ－ｅｕ－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ｒａｃｋｅｒ－ｓｅｖｅｎ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 ꎻ Ｊｏëｌ Ｒｅｌａｎｄꎬ
“ＵＫ－ＥＵ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ｒａｃｋｅｒ: Ｅｉｇｈ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ＵＫ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２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ｋａｎｄｅｕ.
ａｃ.ｕｋ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 / ｕｋ－ｅｕ－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ｒａｃｋｅｒ－ｅｉｇｈ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 / .



表 ２　 英欧监管规则差异统计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贸易与海关检查
●(９)
○(５)
▲(１)

●(５)
○(６)
▲(１)
△(１)

金融服务 ●(４) ●(５) ●(３)
○(２)

税　 　 收 ●(３) ●(２) ●(２)

政府补贴 ●(１) ●(１)
○(２)

●(２)
○(１)

医　 　 药
●(３)
○(１)

●(１)
○(２)

○(１)
▲(１)

产品标准
●(６) ●(５)

○(３)

●(１)
○(４)
△(１)

数字经济
●(３)
○(４)

●(５)
○(３)

●(６)
○(４)
▲(１)

总　 　 计
●(２０)
○(５)

●(２８)
○(１５)
▲(１)

●(１９)
○(１８)
▲(３)
△(２)

　 　 资料来源:ＵＫ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ｕｋａｎｄｅｕ.ａｃ.ｕｋ / ? ｓ ＝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２０ｔｒａｃｋｅｒ＆ｐｏｓｔ＿ｔｙｐｅ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ꎮ

注:●代表积极监管差异ꎻ○代表消极监管差异ꎻ▲代表积极监管趋同ꎻ△代表消极监管趋同ꎮ

数字代表相关议题当年出现监管差异或趋同的次数ꎮ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可知ꎬ英欧在经贸领域存在的积极监管差异占主导地位ꎬ其中大

部分情况是英国寻求削弱欧盟规则、降低监管压力ꎮ “有意识去欧洲化”反映出英国追

求政策独立性的决心ꎬ以减少欧盟规则带来的行政负担ꎮ 例如ꎬ２０２１ 年英国提出«补贴

管控法案»ꎬ试图通过立法建立自我监管体系和测评模式ꎬ从而摆脱欧盟的干预ꎮ 虽然

«贸易与合作协议»赋予英国自行设计补贴监管机制的权力ꎬ但英国认为其规则仍然缺

乏灵活性ꎬ在可能影响欧盟贸易的情况下ꎬ仍需提前征得欧盟同意ꎬ缺乏监管自主权ꎮ 因

此ꎬ英国尝试增加补贴监管灵活性ꎬ减少繁文缛节ꎬ从而促进国内市场公平竞争ꎮ① ２０２３

７２１　 后脱欧时代英欧关系的制度化演进

① Ｊｏëｌ Ｒｅ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ꎬ“ＵＫ－ＥＵ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ｒａｃｋｅｒꎬ” ＵＫ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ꎬ １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ｕｋａｎｄｅｕ.ａｃ.ｕｋ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 / ｕｋ－ｅｕ－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ｒａｃｋｅｒ / .



年«补贴管控法»正式生效ꎬ第一个依据该法做出判决的案例同样反映出英欧在补助

规则上的细节差异ꎮ 不同于欧盟规则ꎬ英国补贴管控仅限于企业ꎬ而未涉及政府业务

部门ꎮ① 又如ꎬ随着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ＦＳＭＡ)获得御准ꎬ正式成为

英国法律ꎬ未来 ５—１０ 年内英国与欧盟在金融领域的监管分歧会越来越大ꎬ欧盟更不

情愿给予更多英国金融机构“对等”授权ꎮ② «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旨在修改、废除

或替换金融服务和保险领域保留的欧盟法律ꎬ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责任ꎬ以增强英国

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促进英国经济增长ꎮ③ 与英国以“竞争力和增长”为导向的金

融监管模式不同ꎬ欧盟的金融监管模式更强调“稳定和公平”ꎬ致力于维护金融稳定、
保护投资者和保持欧洲单一市场内部的公平竞争环境ꎮ④

此外ꎬ消极监管差异同样普遍存在ꎬ尤其在数字服务领域ꎬ欧盟出台了一系列推动

“单一数字市场”(Ｓｉｎｇ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的举措ꎬ旨在围绕技术监管领先制定全球规则ꎬ
从而强化自身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ꎬ而英国落后的步伐将导致双方监管规则差异拉大ꎬ
从而出现“被动去欧洲化”的局面ꎮ 其中ꎬ比较突出的案例是欧盟于 ２０２２ 年通过的两个

里程碑式的立法:«数字市场法»(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ｃｔ)以及«数字服务法»(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ｃｔ)ꎮ 这两个法案旨在削弱大型科技公司的市场主导地位对社会的消极影响ꎮ 欧盟全

球领先的规则标准将通过“布鲁塞尔效应”影响世界其他管辖区ꎬ部分美国官员也表达

了对欧盟立法的支持ꎮ⑤ 对此ꎬ英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其相关业务企业要遵守欧盟新

规则ꎬ更需要思考在该领域制定怎样的规则以缩小与欧盟的差距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积极监管差异和消极监管差异此消彼长的同时ꎬ英欧双方出现

了监管趋同的情况ꎮ 英国药品监管机构对于其他国家“可靠监管机构”批准的药品和

技术予以“快速批准”政策⑥并不针对欧盟一方ꎬ其目的是减少审批程序ꎬ保障药品供

应ꎮ 又如英国对五类钢材的进口限制政策⑦虽是效仿欧盟的做法ꎬ但其目的可能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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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国内钢铁产业ꎬ而非刻意对标欧盟标准ꎮ 虽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积极监管趋同

体现了英国主动寻求“欧洲化”的举措ꎬ但是随着监管差异不断加大ꎬ造成贸易摩擦ꎬ

英国也可能做出妥协ꎬ被动接受“欧洲化”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ꎬ英国政府宣布无限期延长使

用欧盟 ＣＥ 认证的有效期ꎮ 英国政府原本要求本土生产的商品在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底用

ＵＫＣＡ 认证标志替代 ＣＥ 认证标志ꎮ 然而ꎬ由于 ＵＫＣＡ 认证在欧洲经济区内不被认

可ꎬ英国本土的出口商将不得不承担申请两个标志的额外费用ꎮ 为了简化烦琐手续并

降低英国制造商的生产成本ꎬ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使用 ＣＥ 认证标志ꎬ主动向欧盟监

管规则靠拢ꎮ① 为数不多的消极趋同案例同样无法证明欧盟有意采纳英国标准ꎬ例如

欧盟效仿英国对肯尼亚实施“不对称关税减免”政策ꎬ其主要目的是推动其“全球门

户”政策在非洲的落实ꎬ而非接纳英国规则ꎮ 再如欧盟通过的基因编辑技术提案ꎬ主

要出于环保考虑ꎬ通过基因技术减少化肥的使用ꎬ虽然与英国在 ２０２１ 年放宽基因编辑

法规的主张类似ꎬ但其具体技术标准是否吻合尚未可知ꎮ②

综上所述ꎬ英欧在经贸领域产生的监管分歧呈现了“去欧洲化”的国内政策变化

总体趋势ꎬ这是脱离欧盟后外部差异性一体化发展可能出现的后果ꎮ 英国脱欧使得英

欧弱制度化的经贸关系受困于持久的结构性不确定性ꎮ 英格兰银行经济学家专家组

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联合撰文ꎬ认为不同于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机、两次海湾战争以及“９１１ 事

件”所诱发的短暂性经济不确定性ꎬ英国脱欧使得英欧经贸关系面临持久的结构性不

确定性ꎮ③ 每当欧盟推出新的经贸规则时ꎬ英国政府都要决定是跟欧盟的新经贸规则

保持一致ꎬ还是保持差异性ꎮ 英国监管体系针对欧盟监管体系的动态调整使得未来英

欧经贸关系的演变一直处于不确定性状态中ꎮ④

四　 英欧外交、防务与内部安全关系的制度化演进态势

欧盟外交和国际安全事务主要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ＣＦＳＰ)框架下开展ꎬ“共

同安全与防务政策”(ＣＳＤＰ)是其重要组成部分ꎮ 脱欧过渡期结束后ꎬ英国正式退出 Ｃ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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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 与 ＣＳＤＰꎬ在获得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自主权的同时ꎬ也失去了在 ＣＦＳＰ 和 ＣＳＤＰ 框

架内的决策权ꎮ 自此ꎬ英国与欧盟在外交、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合作关系失去了正式合作

机制的支撑ꎮ 欧盟内部安全事务主要是在“自由、安全和正义领域”(ＡＦＳＪ)框架下开展ꎮ

２０１４ 年ꎬ英国针对 ＡＦＳＪ 行使了“选择性退出”权利ꎬ选择性参与了刑事领域警务与司法

合作机制ꎬ其中包括欧洲逮捕令、欧洲刑警组织ꎮ 随着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之

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且相互交织ꎬＣＳＤＰ 框架下的“安全”议题与 ＡＦＳＪ 框架下的“安全”议

题不再泾渭分明ꎬ二者重合度越来越大ꎮ① 比如恐怖主义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和非法移

民问题②同时属于 ＣＳＤＰ 框架和 ＡＦＳＪ 框架下关注的安全议题ꎮ

英国和欧盟在外交、防务领域的合作关系基本维持了脱欧以前的弱制度化模式ꎮ

尽管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ꎬ欧盟表现出增强与域外国家合作关系的趋势ꎬ且英国也显

露出相应的合作意向ꎬ但双方能否在外交和防务领域加强制度化建设以及推动外部差

异性一体化的进程ꎬ目前仍有待观察ꎮ 在内部安全事务方面ꎬ英国和欧盟基于«贸易

与合作协议»保留了部分制度化成果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部差异性一体化合作ꎮ

(一)英欧外交关系

对大英帝国昔日荣光的怀旧情绪在英国政治阶层中根深蒂固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来的历代英国领导人都主动担负着阻止国家衰落的历史使命ꎮ 以英国前首相约

翰逊为代表的硬脱欧派也希望维护本国的大国地位ꎮ 然而ꎬ不顾脱欧行动可能加速国家

衰落的警告ꎬ硬脱欧派精英依然强力推动英国脱离欧盟ꎮ 在硬脱欧派精英看来ꎬ英国脱

欧有助于提高本国国际地位ꎮ 摆脱欧盟的束缚ꎬ提高英国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行动自

由ꎬ更有利于本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ꎬ发挥大国作用ꎮ 而制度化的发展必将带来规

则上的约束ꎬ尤其是在政治化程度较高的外交领域ꎬ拒绝约束预示着制度化程度受限ꎬ更

不用说选择性参与欧盟外交一体化进程ꎮ 尽管苏纳克主导的“２０２３ 年综合评估更新报

告”刻意避免使用华而不实的“全球英国”话语ꎬ但是与约翰逊主导的“２０２１ 年综合评估

报告”一脉相承ꎬ也认为英国是一个有能力“塑造国际环境”③的大国ꎮ 后脱欧时代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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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英国通过参与加莱集团(Ｃａｌａｉｓ ｇｒｏｕｐ)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合作应对非法移民问题ꎬ维护边境安全ꎮ 加莱集

团成员包括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边境及海岸警卫(Ｆｒｏｎｔｅｘ)ꎮ 苏纳克政府与欧盟委员会已
经就英国边境部队与欧盟边境及海岸警卫队之间的信息共享达成初步协议ꎮ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Ｍｏｌｏｎｅｙꎬ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ＥＵ Ｈｅｌｐ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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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ａｌｌ－ｂｏａｔｓ / ꎻ Ｌｉｓａ Ｏ’Ｃａｒｒｏｌｌꎬ “ＵＫ Ｎｅａｒ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ＥＵ Ｂｏｒｄｅｒ Ｆｏｒｃｅ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１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３/ ｓｅｐ / １２/ ｕｋ－ｓｕｎａｋ－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ｅｕ－ｂｏｒｄｅｒ－ｆｏｒｃｅ－ｆｒｏｎｔｅ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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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３ꎬ 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１１４５５８６ / １１８５７４３５＿ＮＳ＿ＩＲ＿Ｒｅｆｒｅｓｈ＿２０２３＿Ｓｕｐｐｌｙ＿ＡｌｌＰａｇｅｓ＿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７＿ＷＥＢ＿ＰＤＦ.ｐｄｆ.



国若要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ꎬ必须先处理好与欧盟的关系ꎮ 刻意冷落和忽视欧盟ꎬ

无益于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英国正式脱欧后ꎬ欧盟开始在英国设立驻英使团ꎮ 约翰逊政府

刻意将英国与欧盟关系降级ꎬ其中一个举措是宣布欧盟新任驻英国大使若昂瓦莱德

阿尔梅达(Ｊｏａｏ Ｖａｌｅ ｄｅ Ａｌｍｅｉｄａ)不享有主权国家大使待遇ꎬ其外交待遇与其他国际组织

驻英代表等同ꎮ① 这其实反映了英国保守党硬脱欧派对国家绝对主权的教条式理解ꎬ贬

低欧盟的国际地位ꎮ② 欧盟在其他 １４３ 个国家的大使都享有主权国家大使的全部外交

待遇ꎮ 因而ꎬ英国降级欧盟驻英大使外交待遇的做法被视为对欧盟的“羞辱”和“贬低”ꎬ

招致欧盟的强烈反对ꎬ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拒绝会见英国新任欧盟大使林赛

克罗斯代尔－阿普尔比(Ｌｉｎｄｓａｙ Ｃｒｏｉｓｄａｌｅ－Ａｐｐｌｅｂｙ)ꎮ③ 直到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英国才最

终妥协ꎬ同意给予欧盟驻英大使等同于主权国家大使的全部外交待遇ꎮ④

«贸易与合作协议»未涵盖外交政策领域ꎬ因此英国与欧盟在此领域缺少定期正

式对话的机制ꎮ 在英国脱欧前ꎬ作为欧盟成员国ꎬ英国每年都参与欧洲理事会首脑会

议(即欧盟峰会)ꎮ 而脱欧后的英国不再具备参加欧盟峰会的资格ꎮ 脱欧大臣弗罗斯

特认为ꎬ英国与欧盟在外交领域“不需要过于制度化的正式安排或条约框架”ꎬ⑤主张

保持独立于欧盟的外交决策自主权ꎬ推动英欧之间形成两个平等主权实体间的外交关

系ꎮ 英国上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敦促苏纳克政府定期举行英国—欧盟峰会ꎬ以促进高

级别对话ꎮ 但是ꎬ苏纳克政府对这一提议反应冷淡ꎬ并未寻求与欧盟建立领导人峰会

机制ꎮ⑥ 截止到目前ꎬ与欧盟建立年度领导人会晤机制的第三国共 １０ 个ꎬ包括中国、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乌克兰、南非和巴西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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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ｄｏｒ－ｔｏ－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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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Ｋ－ＥＵ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 ２８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ｐａｒｌ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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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国集团(Ｇ７)里ꎬ英国目前是与欧盟外交关系制度化程度最低的成员国ꎮ 除

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欧盟成员国ꎬ美国与欧盟外交关系制度化程度最高ꎬ加拿

大和日本次之ꎮ① 除了美欧领导人年度峰会机制ꎬ美国与欧盟在具体议题领域建立了

一系列协调机制ꎬ便于双方进行常态化沟通和互动ꎮ 比较有代表性的协调机制包括美

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ＴＴＣ)、美欧安全和防务战略对话机制、美欧“中国问题”对话机

制、美欧“俄罗斯问题”对话机制、美欧“印太问题”高层磋商机制、美欧“网络问题”对
话机制ꎮ 迄今为止ꎬ英国与欧盟在这些议题领域都未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ꎮ 欧盟委员

会对英国脱欧的不满情绪仍未完全平息ꎬ加之在贸易和金融监管模式上与英国存在明

显分歧ꎬ短期内英国可能难以融入 ＴＴＣ 机制ꎮ
由于保守党硬脱欧派的强烈反对ꎬ苏纳克政府对于建立英欧官方双边对话机制持

谨慎态度ꎮ 这反映了英国政府在处理与欧盟关系时的战略考量ꎬ尤其需要考虑国内政

治氛围和脱欧后遗留的敏感问题ꎮ 在此背景下ꎬ苏纳克政府倾向于在国际多边机制中

与欧盟进行外交政策协调和政治对话ꎬ例如在联合国、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Ｇ２０)、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及欧洲政治共同体等平台上ꎮ 通过这种方式ꎬ英国旨在加强与欧

盟的协作ꎬ同时避免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和分歧ꎮ 苏纳克通过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在第 ２７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进行的首次双边首脑会晤ꎬ主动释放妥协信号ꎬ
赢得了冯德莱恩的信任ꎬ从而为英欧达成«温莎框架»协议奠定了政治基础ꎮ 此外ꎬ英
国通过加入欧洲政治共同体彰显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加强与欧盟及其成员国政治对话

与合作的强烈意愿ꎬ体现了英欧外交关系的积极转变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构想ꎮ 对此ꎬ时任英国外

交大臣特拉斯表示公开反对ꎬ并拒绝英国加入该共同体ꎮ② 为了消除英国的顾虑ꎬ马
克龙明确表示该共同体将采取政府间主义原则ꎬ旨在促进欧洲各国之间的直接对话与

协调ꎬ而非增强超国家机构的权力ꎮ③ 尽管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亦出席

了相关峰会ꎬ但他们在其中的作用被有意弱化ꎮ 特拉斯当选为英国首相后ꎬ改变了先

前立场ꎬ支持英国加入欧洲政治共同体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她参加了首届欧洲政治共同

体峰会ꎬ此举为改善英欧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ꎮ 在峰会期间ꎬ特拉斯首次宣布英国将

２３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①

②

③

除了领导人年度峰会机制ꎬ日本在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与欧盟正式建立了外交部长级战略对话ꎮ 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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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参与北海能源合作组织(ＮＳＥＣ)ꎬ并计划加入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ＰＥＳＣＯ)框架

下的军事机动性项目(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ꎮ① 此外ꎬ她还通过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的会晤ꎬ有效地促进了英法关系的解冻ꎮ 苏纳克成为英国首相后ꎬ于 ２０２３ 年出席了第

二届和第三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ꎮ 英国计划于 ２０２４ 年春季承办第四届欧洲政治共

同体峰会ꎬ表明苏纳克政府对于加强与欧洲各国关系的重视ꎮ 此举反映了苏纳克政府

在后脱欧时代重塑英国在欧洲政治版图上的积极角色的决心ꎮ
(二)英欧防务关系

在脱欧之前ꎬ英国通常被认为是欧盟防务一体化的“不情愿伙伴”ꎮ 英国历届政

府将北约视为其安全和防务政策的核心ꎬ对欧盟防务一体化可能削弱北约在欧洲安全

架构中的作用表示担忧ꎮ 因此ꎬ在大多数情况下ꎬ英国对参与欧盟的防务一体化持谨

慎态度ꎬ有时甚至成为阻碍欧盟防务一体化走深走实的绊脚石ꎮ② 相比经贸领域和外

交领域ꎬ脱欧前的英国在防务领域参与欧洲一体化的程度最低ꎮ 因此ꎬ在后脱欧时代ꎬ
英欧防务合作的制度化水平难以有效提升ꎬ英国也不太可能积极寻求选择性参与欧盟

防务一体化建设ꎮ
在特雷莎梅执政期间ꎬ英国政府曾热切希望在脱欧后与欧盟建立制度化的防务

合作关系ꎬ并公布了关于后脱欧时代防务领域合作框架的具体设想ꎮ③ 但是ꎬ以欧洲

研究小组成员(ＥＲＧ)为代表的硬脱欧派强烈反对梅政府的这一设想ꎬ认为与欧盟建

立制度化的防务合作关系是对英国国家安全及防务自主的巨大威胁ꎮ④ 约翰逊执政

后ꎬ英国政府逐渐放弃了与欧盟建立制度化防务合作关系的设想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约
翰逊政府发布的新版政治宣言包含了涉及未来英欧防务合作框架的相关内容ꎮ⑤ 为

迎合党内硬脱欧派ꎬ约翰逊在 ２０２０ 年年初主动宣布放弃寻求与欧盟在防务方面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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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关系ꎬ转而集中努力加深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或小多边防务合作ꎮ① 欧盟委员会

原本希望与英国就防务达成正式合作协议ꎬ尽可能维系与英国密切的防务合作关系ꎬ

因而对约翰逊的冷漠态度十分失望ꎮ 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耶在其回忆录中坦

言:“我唯一的遗憾是英国政府在这一阶段不愿就外交政策、防务和发展达成协议ꎮ”②

«贸易与合作协议»在塑造后脱欧时代英欧防务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短板或“缺

位”ꎮ 该协议只是规定了英国和欧盟就反恐和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定期对话ꎬ并未涉及

更广泛防务领域的制度化合作机制ꎮ 欧盟对外行动署(ＥＥＡＳ)下设英国分部(ＵＫ ｕ￣

ｎｉｔ)ꎬ负责监管英欧反恐和网络安全定期对话的实施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时任英国外

交大臣克莱弗利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举行«贸易与合作协议»伙伴关系理

事会第二届会议ꎬ一致同意在未来启动反恐和网络安全对话ꎮ③ 迄今为止ꎬ英国和欧

盟尚未启动这一对话ꎮ

在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后ꎬ英国与欧盟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关系主要是在更广泛制

度框架(北约和七国集团)下或以临时性、个案处理的方式( ａｄ ｈｏｃ ｃａｓｅ ｂｙ ｃａｓｅ)推

进ꎮ④ 这使得英国在处理与欧盟的防务关系时ꎬ保持较大的自主性ꎬ可以与欧盟在涉

及共同安全利益的领域进行选择性合作ꎬ但同时也使得英欧防务合作关系的制度化程

度较低且未来充满不确定性ꎬ双方难以深化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关系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俄乌

冲突的爆发促使英国与欧盟意识到提升双方防务合作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ꎮ 通过

在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上的紧密协调ꎬ英国与欧盟增强了防务领域的合作动力ꎬ使得

英国更积极地参与欧盟防务倡议ꎮ

继加拿大、美国和挪威之后ꎬ英国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正式加入 ＰＥＳＣＯ 框架下的军事

机动性项目ꎮ⑤ 该项目是欧盟与北约合作的旗舰项目ꎬ旨在消除成员国在欧洲调动和

部署军队与军事装备的物理障碍和法规障碍ꎮ⑥ 土耳其也申请加入军事机动性项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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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地利以土耳其违背欧盟价值观为由ꎬ否决了它的申请ꎮ① 欧盟基于候选国是否对

欧洲防务增值(ｖａｌｕｅ－ａｄｄ)和是否遵循欧盟价值观这两个标准ꎬ选择性邀请多个北约

非欧盟成员国加入军事机动性项目ꎬ展现了在推进防务一体化进程中与第三国发展防

务关系的外部差异化(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策略ꎬ也预示着 ＰＥＳＣＯ 逐渐从欧盟防务

机制升级为美欧联合防务机制ꎮ② 参加欧盟军事机动性项目反映了俄乌冲突背景下

英国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欧洲化”趋势ꎬ及其继续在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强烈

意愿ꎮ③

ＰＥＳＣＯ 是欧盟 ＣＳＤＰ 的一部分ꎬ旨在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合作ꎮ 英国加入

ＰＥＳＣＯ 的军事机动性项目标志着后脱欧时代英国与欧盟 ＣＳＤＰ 机制之间首次正式互

动ꎮ 尽管这是英国与欧盟防务关系改善的一个积极信号ꎬ但距离双方恢复制度化的防

务合作关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ꎮ④ 由于保守党硬脱欧派对英国参与欧盟防务倡议持

怀疑态度ꎬ苏纳克政府并未在防务产业领域寻求与欧盟更密切的关系ꎮ 除了军事机动

性项目外ꎬ英国并未进一步参与 ＰＥＳＣＯ 下设的其他项目ꎮ⑤ 欧洲防务局(ＥＤＡ)与欧

盟对外行动署共同构成 ＰＥＳＣＯ 的秘书处ꎬ负责协调成员国对 ＰＥＳＣＯ 项目的参与并评

估相关项目的落实情况ꎮ⑥ 英国目前尚未与欧洲防务局达成行政安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协议ꎮ 截至目前ꎬ与欧洲防务局达成行政安排协议的第三国共有 ５ 个ꎬ

分别是挪威、瑞士、塞尔维亚、乌克兰和美国ꎮ 其中ꎬ美国于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同欧洲防务局

签署行政安排协议ꎮ⑦

尽管英国与欧盟在防务领域的互动有所增加ꎬ但双方在防务能力发展上的差距日

益扩大ꎮ 英国并未参与欧洲防务基金(ＥＤＦ)框架下的联合研发项目ꎮ 与 ＥＤＦ 类似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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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欧盟成员国才能参与欧洲和平设施(ＥＰＦ)项目ꎬ共同采购弹药ꎮ 在俄乌冲突爆发

后ꎬＥＰＦ 机制的重要性提升ꎬ欧盟通过该机制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ꎮ① 而英国依

然被欧盟排除在 ＥＰＦ 机制之外ꎮ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欧盟更为积极地推动成员国联合采购军事装备ꎬ并通过向

防务公司提供资金以扩大欧盟内部的武器生产规模ꎮ 英国认为ꎬ非欧盟国家(第三

国)参与 ＰＥＳＣＯ 和 ＥＤＦ 项目的条件过于严苛ꎮ 在防务一体化上ꎬ欧盟致力于在知识

产权或出口控制方面避免对第三国的依赖ꎮ 如果第三国参与欧盟的这些项目ꎬ相关知

识产权不能从欧盟转移出去ꎬ且第三国不能阻止在 ＰＥＳＣＯ 和 ＥＤＦ 框架下开发的军工

产品向其他国家出口ꎮ 欧盟在防务产业领域的新倡议ꎬ如«欧洲防务工业共同采购法

案»(ＥＤＩＲＰＡ)②和«支持弹药生产法案»(ＡＳＡＰ)③ꎬ加剧了英国对被排除在欧盟加深

防务能力发展的倡议和项目之外的担忧ꎬ认为欧盟排他性的防务市场重组对己不利ꎮ

参与 ＰＥＳＣＯ 下设的防务能力发展项目是英国测试第三国参与欧盟防务项目边界的一

种方式ꎬ以了解欧盟当前关于知识产权或出口控制的规则ꎮ 如果欧盟在这方面具有灵

活性ꎬ则为英国更积极地参与 ＰＥＳＣＯ 和 ＥＤＦ 铺平道路ꎮ④

欧盟为促进防务一体化而采取的新举措尚未对英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和

小多边防务合作产生重大影响ꎮ 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仍然是英国在防务能力发展方面

的重要伙伴ꎬ且在许多领域深化合作的可能性很大ꎮ 然而ꎬ随着欧盟防务一体化加深

对成员国之间的防务合作方式的塑造ꎬ英国有可能被排除在越来越多的欧盟防务合作

项目之外ꎮ⑤

俄乌冲突重塑了英法德三边防务关系态势ꎮ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英国分别与法

国和德国强化了防务合作关系ꎬ但法德防务关系却遭遇困境ꎬ彼此不断疏远ꎮ 在俄乌

冲突背景下ꎬ英国与德国之间的防务关系得到加强ꎬ这与法国和德国之间因俄乌冲突

而不断加深的嫌隙形成鲜明对比ꎮ 目前ꎬ法德之间的政治互信削弱ꎬ德国对马克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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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防务工业共同采购法案»是欧盟旨在加强其防务产业的重要举措ꎮ 根据该法案ꎬ在 ２０２２ 年至
２０２４ 年期间ꎬ欧盟预算中的 ５ 亿欧元用于俄乌冲突爆发后应对迫切和关键的防务产品需求ꎮ

«支持弹药生产法案»是欧盟旨在增强其防务工业能力的重要举措ꎬ特别是在弹药和导弹的生产领域ꎮ
根据该法案ꎬ欧盟计划在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分配 ５ 亿欧元支持发展弹药和导弹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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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和防务政策中持续的哗众取宠(ｇｒ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ｉｎｇ)表现颇有微词ꎮ① 法国对乌克兰的

支持在英国和德国的援乌规模面前相形见绌ꎮ 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到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法国对

乌克兰的援助总额为 １６.９３ 亿欧元ꎮ 相比之下ꎬ英国和德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更大规模

的支持ꎬ两国对乌援助总额分别达到 ２０８.６３ 亿欧元和 １３７.６７ 亿欧元ꎮ 这种差异凸显

了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与其作为欧洲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军事支出国的地位不相

称ꎮ 此外ꎬ英国在维护北欧安全方面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ꎬ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ꎬ英
国通过领导联合远征部队(ＪＥＦ)在该地区的安全中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ꎮ② 联

合远征部队包括 １０ 个成员国ꎬ其中有 ７ 个欧盟成员国ꎮ 通过联合远征部队这一机制ꎬ
英国提升了与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制度化防务合作关系ꎮ

(三)英欧内部安全关系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创造了增进欧盟合作的三大支柱ꎬ其中之一便是司法与内

政合作(ＪＨＡ)ꎮ «里斯本条约»生效后ꎬ这一支柱逐渐演变为欧盟主要合作领域之一ꎬ
即自由、安全与正义领域(ＡＳＦＪ)ꎮ 脱欧之前ꎬ英国依托欧盟在内部安全合作领域的制

度化建设成果ꎬ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在打击恐怖主义、开展刑事司法合作、管控非法移民

等方面进行密切合作ꎮ 英国具有使用欧盟信息共享机制的大部分权限ꎬ包括第二代申

根信息系统(ＳＩＳ ＩＩ)、欧洲犯罪记录信息系统(ＥＣＲＩＳ)、乘客姓名记录指令(ＰＮＲ)和普

吕姆框架(Ｐｒüｍ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等ꎬ并可使用欧洲逮捕令(ＥＡＷ)、欧洲调查令(ＥＩＯ)和欧

洲监管令(ＥＳＯ)等刑事司法工具ꎮ 英国退出欧盟以后ꎬ其非成员国身份将致使该领域

部分制度化合作关系断裂或削弱ꎮ
脱欧过渡期结束后ꎬ失去成员国地位且未加入申根区的英国无法继续享有 ＳＩＳ ＩＩ

系统权限ꎮ 英国不得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 Ｉ－２４ / ７ 数据库获取与罪犯行动相关的信

息ꎬ而相对于 ＳＩＳ ＩＩ 系统ꎬ这一信息渠道的传递效率将大打折扣ꎮ Ｉ－２４ / ７ 系统能否成

为 ＳＩＳ ＩＩ 系统的替代品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将 ＳＩＳ ＩＩ 系统中的

数据同步上传到这一“后备系统”中ꎮ③ ＳＩＳ ＩＩ 系统主要用于传递犯罪人员和失踪人员

的个人信息并发出警报ꎬ在追踪跨境犯罪相关人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ꎬ亦是充分利用

欧洲逮捕令实现快速逮捕的前提ꎮ 英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后不再具有该系统的

访问权限ꎬ这意味着欧盟成员国的犯罪分子抵达英国后ꎬ英国无法收到相关警报并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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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应对ꎮ ＳＩＳ ＩＩ 系统在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期间储存的预警信息逐年增长ꎬ而在 ２０２１ 年

经历首次下降ꎬ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删除了系统数据ꎮ① 此前ꎬ英国是该系统数据的主

要贡献者之一ꎬ因此ꎬ它的退出对于欧盟而言亦是一种损失ꎮ 但是ꎬ欧盟依然坚持只有

成员国或者加入申根区的第三国才有权使用 ＳＩＳ ＩＩ 系统ꎮ② 目前除了欧盟成员国以

外ꎬ瑞士、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等申根区国家也可以使用 ＳＩＳ ＩＩ 系统ꎮ 限制人员自

由流动是英国政府坚持的红线之一ꎬ因而申根区途径不在其选项列表中ꎮ
与 ＳＩＳ ＩＩ 情况类似ꎬ英国亦无法继续直接使用欧洲犯罪记录信息系统ꎬ该系统可

以使欧盟成员国获取第三国家被定罪人员信息ꎮ 过渡期结束后ꎬ英国若要继续共享

ＥＣＲＩＳ 数据ꎬ需要根据«贸易与合作协议»附件中的技术和程序规范ꎬ进行信息共享基

础设施建设ꎬ建立与 ＥＣＲＩＳ 系统兼容的 ＵＫＲＩＳ 系统ꎬ从而满足电子数据传输要求ꎮ③

目前英国尚未建立 ＵＫＲＩＳ 系统ꎬ因而无权使用 ＥＣＲＩＳ 的信息ꎮ

虽然失去了部分数据系统权限ꎬ但并不等于英国与欧盟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合作机

制将逐步瓦解ꎮ 英国依然可以作为非成员国ꎬ通过与欧盟签订合作条约ꎬ选择性地保

留部分合作ꎮ «贸易与合作协议»对刑事执法与司法合作进行了总体规划ꎬ赋予英国

“选择性退出”合作机制的权力ꎬ同时也保留了英欧刑事司法合作的部分内容ꎮ 英国

和欧盟之间可以继续共享普吕姆框架下的 ＤＮＡ 档案、指纹数据、国内车辆登记信息等

数据ꎻ航空旅客 ＰＮＲ 数据保持互通ꎻ欧洲刑警组织继续向英国提供专业意见、一般报

告、战略分析等情报支持ꎻ欧洲司法合作组织(Ｅｕｒｏｊｕｓｔ)与英国互派联络官员ꎮ 此外ꎬ
虽然英国无法继续使用欧洲逮捕令ꎬ但双方在«贸易与合作协议»中达成了人员移交

协议ꎬ基本复制了欧洲逮捕令系统的大部分功能ꎮ④

英国政府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发布«超越脱欧:治安、执法与安全»报告ꎬ对«贸易与合

作协议»中的安排进行审查ꎮ 报告强调了安排的开放性和灵活性ꎬ对未来规则的实施

进行了规划ꎬ为双方是否执行新规则提供了选择的余地ꎮ 同时ꎬ英国政府也意识到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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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将其待遇与成员国进行区分的坚决态度ꎮ①

英国未来同欧盟形成何种制度化合作模式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的战略选

择ꎮ 不同于在其他领域合作中“尴尬伙伴”的角色ꎬ英国积极参与欧盟刑事执法和司

法合作ꎬ并做出较大贡献ꎮ 同时ꎬ英国并非对该领域合作毫无顾虑ꎮ 一方面ꎬ英国重视

加强业务工作联系ꎬ从而提高跨境执法与司法效率ꎻ另一方面ꎬ英国担忧欧洲刑法敏感

领域合作对国家主权构成威胁ꎮ 此前考虑到公民隐私权、执行开销等因素ꎬ英国于

２０１４ 年“选择性退出”普吕姆框架等部分合作ꎬ经过风险评估又于 ２０１６ 年申请加入该

框架ꎮ 这一过程体现了英国和欧盟关于人权保护的分歧ꎬ英国的外部差异性一体化路

径可能导致双方在公民权利问题上渐行渐远ꎬ成为后脱欧时代阻碍双方刑事司法合作

的关键因素ꎮ②

面对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ꎬ英国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点ꎬ长期参与欧洲刑事

司法合作导致“欧洲化”程度不断增加ꎬ在担心主权问题的同时又害怕失去高效的欧

洲工具ꎮ 在主权争议方面ꎬ警务司法问题相对于移民管理问题政治化程度较低ꎬ这使

得英国政府寻求同欧盟的继续接触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或再接触 ( ｒｅ￣ｅｎｇａｇｅ￣

ｍｅｎｔ)ꎮ③ 因此ꎬ在刑事司法领域ꎬ通过外部差异性一体化路径ꎬ英国正在经历有限的

“去欧洲化”历程ꎬ在无法完全保留原有合作模式的情况下ꎬ仍然主张同欧盟寻求替代

性合作方案ꎬ从而与欧盟在该领域形成有限度的一体化关系ꎮ

五　 英欧关系制度化发展前景

根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英国舆观(ＹｏｕＧｏｖ)民意调查ꎬ５２％的英国人认为英国脱欧是个

错误选择ꎬ７２％的英国人希望英国与欧盟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ꎬ并且 ５７％的英国人

愿意投票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洲单一市场ꎮ④ 同样ꎬ根据雷德菲尔德和威尔顿战略公

司(Ｒｅｄｆｉｅｌｄ Ｗｉｌｔ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的民意调查ꎬ５９％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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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欧盟ꎮ①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表示ꎬ英国正明确

地“行进”在重返欧盟的道路上ꎬ并敦促年轻人推动英国撤销其脱欧决定ꎮ② 首相苏纳

克的发言人驳斥了这一看法ꎬ表示苏纳克“专注于实现脱欧的好处”ꎮ③ 英国目前的政

治气候显然不适宜公开探讨重新加入欧盟的可能性ꎮ
后悔脱欧的英国人比例之所以大幅增加ꎬ主要是因为保守党硬脱欧派在 ２０１６ 年

脱欧公投中的诸多承诺并未兑现ꎬ使得大部分英国人对脱欧产生愈加严重的幻灭感ꎮ
自 ２０１６ 年脱欧公投以来ꎬ英国经济非但没有强劲表现ꎬ反而更加低迷ꎻ民生非但没有

改善ꎬ反而深陷生活成本危机ꎻ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ＮＨＳ)的经费非但没有充盈ꎬ
反而更加短缺ꎻ④英国的净移民数量非但没有降低ꎬ反而大幅增加ꎻ英国与欧盟的贸易

关系非但没有保持基本不变ꎬ反而增加了贸易壁垒ꎻ英国非但未能快速与美国达成自

由贸易协定ꎬ反而遥遥无期ꎮ⑤ ３７％的脱欧派选民认为英国脱欧是失败之举ꎬ其中

７５％的人将脱欧失败归咎于保守党ꎮ⑥ 这对苏纳克政府是不祥之兆ꎮ 苏纳克政府再

也无法说服 ２０１９ 年支持保守党的脱欧派选民不在 ２０２４ 年大选中转投工党ꎮ⑦

根据当前英国民调数据⑧、２０２３ 年英国地方选举结果⑨以及英国议会补选结果ꎬ
英国工党很可能在 ２０２４ 年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保守党ꎬ赢得单独执政的机会ꎮ 目

前英国工党内部对未来英欧关系走向依然存在分歧ꎮ 以工党领袖斯塔默为首的工党

高层明确表示不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ꎬ主张在维持脱欧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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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约翰逊为代表的脱欧阵营在 ２０１６ 年脱欧公投中ꎬ鼓吹脱欧可以让英国政府每周额外为 ＮＨＳ 增加 ３.５
亿英镑经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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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ｕＧｏｖ”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Ｏｐｉｎｉｕｍ” “Ｗｅ Ｔｈｉｎｋ”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 ＆ Ｗｉｌｔｏｎ” “Ｄｅｌｔａｐｏｌｌ”等多家民意调查机
构显示ꎬ英国工党的民意支持率自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开始反超保守党ꎬ目前依然比保守党高出超过 ２０％的百分点ꎮ

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的英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ꎬ工党成为最大赢家ꎬ增加 ５３７ 个地方议席ꎬ２１ 年来首次成为地
方议会第一大党ꎮ 保守党成为最大输家ꎬ丧失 １０６３ 个议席ꎬ退居地方议会第二大党ꎮ 自由民主党新斩获 ４０７ 个
议席数量ꎬ增幅仅次于工党ꎮ

２０２３ 年ꎬ英国议会共在 ７ 个选区进行了补选选举ꎬ其中保守党选区有 ５ 个ꎬ工党和苏格兰民族党选区各
１ 个ꎮ 工党不但保住了自己的选区ꎬ而且从保守党夺取了 ３ 个选区ꎬ从苏格兰民族党夺取了 １ 个选区ꎮ 这使得工
党在英国议会中的议席增加了 ４ 个ꎮ



情形下尽力提升与欧盟的合作关系ꎮ 与斯塔默相悖ꎬ以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和斯特

拉克里西为代表的部分工党议员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ꎮ①

工党影子外交大臣大卫拉米公开表示ꎬ如果工党赢得 ２０２４ 年大选ꎬ工党政府将对

«贸易与合作协议»“逐页审查ꎬ寻找消除障碍和改善商业机会的方法”ꎬ并在不加入欧

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前提下ꎬ乐意遵守更多欧盟规则ꎬ以促进英欧经贸关系的提

升ꎮ②

英国工党领袖斯塔默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ꎬ如果工党

赢得 ２０２４ 年大选ꎬ他将借 ２０２６ 年英欧评估«贸易与合作协议»之机寻求对该协议进行

重大修改ꎬ希望在不重新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前提下ꎬ通过与欧盟达成有

关兽医边检(减少对动物和食品的繁重边境检查)、符合性评估(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ｓ)和专业资格互认以及劳动力流动的新协议提升英欧贸易关系的紧密度ꎮ③ 此

外ꎬ工党将寻求与欧洲达成一项新的安全协议ꎬ该协议将包括共享有关嫌疑人的实时

数据和情报ꎬ以取代英国在脱欧后失去访问权限的 ＳＩＳ ＩＩ 系统ꎬ并寻求增加更多英国

警察和边境部队官员进驻欧洲刑警组织ꎮ④ 斯塔默在英欧关系上的立场旨在吸引更

多选民在 ２０２４ 年大选中投票支持工党ꎮ 一方面ꎬ通过承诺与欧盟签署补充协议减轻

后脱欧时代英欧双方在制造业和食品进口等特定领域的贸易摩擦ꎬ吸引留欧派选民以

及后悔脱欧的脱欧派选民的支持ꎻ另一方面ꎬ通过承诺不寻求让英国重新加入欧洲单

一市场和关税同盟ꎬ吸引强硬脱欧派选民的支持ꎮ⑤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法德联合专家组发布有关欧盟体制改革的报告ꎬ提出“四重欧

洲”(ｆｏｕｒ－ｔｉ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的设想ꎬ将欧洲国家分为 ４ 个圈层:核心圈是欧元区和申根区的

欧盟成员国ꎻ次核心圈是欧元区和申根区之外的欧盟成员国ꎻ次外围圈是加入欧洲单

一市场的非欧盟成员国ꎬ被称为欧盟的准成员国(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ｍｅｍｂｅｒ)ꎻ外围圈是加入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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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政治共同体的所有其他欧洲国家ꎮ① 欧盟期望英国将来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ꎬ加入

欧洲单一市场ꎬ并接受欧洲法院的管辖权ꎮ 这为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的扩大和深入发展

提供了更多开放性ꎬ但英国工党对欧盟的这一提议表示反对ꎮ

欧盟委员会目前对«贸易与合作协议»框架下的英欧关系发展较为满意ꎬ并未表

现出重新谈判协议的积极态度ꎬ认为 ２０２６ 年的评估应专注于协议的执行情况ꎬ而非对

协议条款进行实质性修改ꎮ② 对于英国工党提出的模仿新西兰模式的兽医协议(互认

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以减少海关检查)ꎬ欧盟委员会持反对立场ꎮ 欧盟委员会此前已

经两次拒绝约翰逊政府的类似提议ꎮ 在欧盟委员会看来ꎬ与英国签署类似于新西兰模

式的兽医协议将对欧盟农民的市场竞争力构成巨大威胁ꎬ呼吁英国政府接受瑞士模

式ꎬ完全接受欧盟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ꎮ③ 英欧双方在 ２０２６ 年能否以及如何对«贸

易与合作协议»进行重大修改ꎬ主要取决于英国和欧盟各自的政治意愿ꎬ以及评估开

始前该协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规模及严重程度ꎮ④ 此外ꎬ英国工党希冀的加强版

«贸易与合作协议»并不能消除英国脱离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所带来的贸易壁

垒ꎮ 要解决脱欧对英国增长前景造成的损害ꎬ需要英国与欧盟发展更深层次的一体化

关系ꎮ 这意味着英国需要在挪威模式和加拿大模式之间走中间道路ꎬ以瑞士模式⑤为

例ꎬ探索与欧盟加深一体化经济关系的可能性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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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为缓和英国脱欧的巨大冲击ꎬ英国与欧盟通过以«脱欧协议»和«贸易与合作协

议»为核心的制度化建设重塑英欧关系ꎬ以第三国身份参与外部水平差异性一体化进

程ꎮ 目前双方虽已搭建起以联合委员会和伙伴关系理事会为主导的组织架构并在众

多领域达成部分共识ꎬ但双方合作关系的制度化深度和广度并不能满足双方合作需

求ꎮ 组织机构的低频互动、合作模式的“红线”障碍、货物贸易的层层壁垒、服务贸易

的监管分歧、监管规则的差异扩增、外交对话的机制不足、防务合作的制度缺位、内部

安全的合作受限是横亘在英欧关系制度化之路的众多阻碍ꎬ也是未来英欧关系制度化

进一步紧密发展需要克服的难点ꎮ

脱欧过渡期结束后ꎬ英欧关系制度化演进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特

征ꎮ 这一方面是英国试图挣脱欧洲一体化的枷锁、收回国家主权、实现政策独立而主

动追寻的结果ꎬ另一方面是欧盟坚持内外有别、拒绝“蛋糕主义”、坚守国际规则而有

限妥协的结果ꎮ 尤其在货物贸易海关检查、欧洲法院管辖权等涉及边界和主权的高度

政治化议题上ꎬ英欧规则差异依然明显ꎮ 然而ꎬ不可否认的是ꎬ在刑事执法与司法合作

等政治化程度较低的领域ꎬ由于路径依赖ꎬ英国依然试图同欧盟保持接触ꎬ部分保留欧

盟规则ꎬ英欧关系制度化仍具有趋同发展的走势ꎮ 简而言之ꎬ后脱欧时代英欧关系的

制度化演进体现了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的总体特征ꎮ

英国如今既是“非成员国”ꎬ也是“前成员国”ꎬ这使得后脱欧时代英欧关系既不似

成员国之间一般紧密ꎬ也不似与普通第三国一般疏远ꎬ因而完全保留或完全否定原有

制度化成果都不是最佳选择ꎮ 这促使英欧双方在后脱欧时代构建合作关系上不断进

行制度创新ꎮ 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ꎬ英欧双方基于各自原则和利益ꎬ不断调整内外政

策ꎬ在竞争和妥协中寻找“脱欧最优解”ꎬ实现外部差异性一体化的持续发展ꎮ 对于英

国而言ꎬ如何平衡主权原则与英欧务实合作收益之间的微妙关系ꎬ对塑造稳定互利的

英欧关系至关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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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　 后脱欧时代英欧关系的制度化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