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요  약  本文从正反两个方面简单的分析了脱欧对英国的影响。例如英国脱欧公投以来，短期内使英国摆脱了欧盟的束缚,远离
了难民的影响。但反过来看，可能会对英国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业造成巨大冲击，同时英国的国际地位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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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UK off Europe paper on bo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For example, in the UK after the EU referendum, out of the shackles of the UK's European Union in 
the short term, away from the impact of refugees. On the contrary, however, it can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UK's foreign trade and financial industry, while the UK's International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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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 脱欧公投结果已经过去近半年时间。“我们与

欧洲同音共律，但不会融为一体，我们休戚与共，但周而

不比”，早在1945年欧盟成立之初，温斯顿·丘吉 就 这

句话留与世人。10月2日，新首相特里莎·梅在保守党年会

上表示， 于2017年3月底前根据欧盟里斯本条约第50条

启动正式脱离欧盟的程序，触发该条约后英国有两年的时

间与欧盟 判，这意味着英国 于2019年夏天离 欧盟。

笔 作为留学生在英国恰好经历了整个脱欧的全过程。英

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是怎样的呢？我认为英国的未来既存在

着积极向上的因素，也存在着沉沦向下的因素，但真正决

定英国未来的还是其自身的变化与发展。 

1. 其积极向上的因素主要有： 

1. 脱欧之后，移民政策和边境管控完全回到英国政府

自己的手中。自叙利亚战争以来，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

中东及北非地区在地缘上靠近欧洲，加之欧洲高水平的生

活质量与福利政策，成为了难民潮流动的首选方向。西方

国家始终重视人权问题，整个欧盟在德国总理默克 的领

导下，敞 大门，制定了一系列的难民接收计划。相较于

自顾不暇的德国，偏安一隅并脱离欧洲的英国，不再受制

于欧盟的边境及移民政策，反而落得清静。

2. 英国经济的自主性增强。公投之前，作为欧盟成员

国之一，英国无法单独与其他非欧盟成员国缔结贸易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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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脱欧之后则可以完全自主。英国官方及普遍 论认

为，短期内英国经济会遭受打击，但其核心竞争力还在，

英国经济仍然保持活力。

3. 英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也是是英

联邦54个成员国的领袖。英国地处欧洲大陆之外，摆脱欧

盟政治框架的束缚，能拥有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

4. 英语作为全世界的通用语 与英国成熟而领先世界

的教育产业共同构成了英国独特的文化软实力。英国教育

严谨治学的高标准已经传承了几百年，其卓越的历史地位

远在欧盟成立前便已确立。

5. 英国在体育方面既有优良传统，又有辉煌成绩。其

发明了现代足球和乒乓球等运动，在体育方面有着特有的

优势。

2. 其消极因素主要有：

1. 伦敦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可能受到影响。如果英国脱

离了欧盟单一 场， 不再享有“牌照通行权”，届时英国

金融产业向欧盟区域内国家的服务出口 大大减 ，这对

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一个打击。许多银行及 业的

总部有可能从伦敦迁往欧洲大陆。巴黎及法兰克福都有提

出成为欧洲及世界金融中心的意愿。

2. 英镑汇率承受着持续下跌的压力。受近日脱欧进程

确定、 场对英国“硬脱欧”预测的增加以及新首相有关宽

松货 政策的影响，英镑兑美元汇率连日下挫， 低至

1.1841已创下自1985年以来的 低点。英镑兑欧元汇率也

创下三年新低，由于欧元区经济低迷，由英镑贬值带来的

出口增加效果可能也是有限的。加之10月1日后人民 正

式加入国 货 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

篮子，这之后英镑货 篮子占比8.09%，由第三沦为第

五，更使英镑的地位受到打击。

3. 联合王国存在着瓦解的可能性。由于在公投中的巨

大分歧，也给了苏格兰独立党人新的理由酝酿下一次可能

的独立公投。虽然英国首相及欧盟中法国、西班牙等国明

确表 不支持其独立，但也不能排除苏格兰独立导致的英

国分裂的可能性。

4. 为了杀鸡 猴，欧盟必 在脱欧 判中报复英国。

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陷入低迷，外来移民受限也 导致

业难以雇到熟练工人。英国还面临着无法加入欧盟共同

场的巨大风险，这可能给贸易造成重大影响。

5. 教育、旅游和餐饮等行业也 受到波及。由于欧盟

国家护照持有 入英门槛提高，数量的下降导致消费能力

降低。   

决定英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内因还在于其内部的发展变

化。首先，脱欧之后政党的执政能力是影响英国未来发展

的决定因素。目前来看，新首相及内阁较之前任更为强

势、执政更为有力，似乎有能力领导英国走出脱欧困局。

其次，未来英国脱欧的方式还是未知数， 要长时间的

判解决。英欧 判中不排除英国效仿“挪 模式”，谋求英

欧关系重构之后，以非欧盟成员国身份参与欧盟单一 场

的可能性。这 是对英国 有利的选择，但肯定 要在移

民问题和资金方面与欧盟进行拉锯。 后，不容 视的是

不列颠民族历史积淀下来的创造力，与面对困难时所激发

的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

根据个人观察，英国公投之后国家上下正在发生着潜

移默化的变化。第一个例子是里约奥运会上英国超越中国

取得金牌榜第二名的成绩，作为一个人口6450万仅相当于

中国湖南一省人口数量的国家，取得如此优 的成绩，使

大英帝国人民的自 心和自信心得到极大满足，同时也燃

起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大英帝国重新崛起的信心。另外一个

例子，我在利物浦接触的一位赴英 察足球的中国副省长

表示，“以前也来过英国，但这次感触很深， 长副 长

全程陪同，积极谋求合作。公投之后英国人明显有了紧迫

意识啦。”再有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位曾在中国工作十多

年的英国友人， 近见到他也深有感触：“十几年前来中

国时1英镑兑十五人民 ，现在只有当时的一半，不努力

工作是不行了。”通过这些例子，英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在

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正像首相特丽莎在上任时讲话所提

的一样，公投之后的英国必 是改变的时代。我们有理由

相信英国的未来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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