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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伦胜选与退欧公投1

刘丽荣

英国大选的结果令布鲁塞尔多少有些不安。卡梅伦胜选，意味着英国将在
2017年之前举行退欧公投。5月11日，卡梅伦率领保守党新内阁亮相，并与党
内疑欧派代表举行会晤。卡梅伦承诺，将寻求与欧盟进行谈判，为英国人争取更
多的利益，他本人则明确表示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希腊债务问题和乌克兰危
机久拖不决，地中海难民潮冲击欧洲的难民政策，现在英国又以退欧作为要挟，
倒逼欧盟改革，令布鲁塞尔再添心病。从昔日成员国有关欧盟宪法改革的公投经
验来看，结果不容乐观。
卡梅伦当年提出退欧公投只是一种策略，旨在安抚保守党内自欧债危机以来

不断壮大的“疑欧”和“脱欧”力量，保持党内团结，为赢得2015年的大选做
准备。保守党在本届大选中以绝对多数胜出，出乎各方的意料。
希腊和英国是欧盟目前的两个问题儿童。作为欧盟的第三大经济体和安理会

的常任理事国，英国在欧盟中的存在并非可有可无。但是，相对于欧洲大陆国家，
英国一贯特立独行，不断给布鲁塞尔制造难题。对于英欧关系，欧洲人形成一种
共识：迎合英国挑肥拣瘦的政策，只会唤起更多任性的诉求。
卡梅伦推动欧盟改革，主要有两个目标：限制欧盟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降

低欧盟法律保障的社会福利。限制人员的自由流动，主要是迫于英国国内就业市
场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压力。随着欧盟东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涌入英国的就业市
场。但是金融危机之后的英国，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攀升，社会保障基金捉襟
见肘。大选期间，英国工党主张征收富人税，禁止剥削性的劳动合同，限制房租
上涨，但是最终不敌保守党。新政府上台后，有望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
为了筹办伦敦奥运会，英国政府一度投入重金用以提升英国的国家形象。但

是涉及到移民问题，英国人发现在全世界广受欢迎并不是一件好事。为了阻止移
民潮，英国人想出各种奇葩招数，希望借助负面宣传纠正欧洲人对于英国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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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招数之一，是在部分东欧国家张贴有关英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宣传画，吓退
有意移民英国的民众。多雨的天气，灰色的天空，少得可怜的工资，都有可能成
为宣传画的主题。在网络论坛，英国人高姿态地向移民推荐德国，那里各方面都
和英国差不多，而且运行状况良好。
欧债危机以来，德国的国家形象迅速提升。德国外交部网站援引英国广播公

司的全球民调结果，德国的国家形象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与此同时，德国
也成为全球难民和移民向往的目的地之一。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2012年，德
国接纳外国移民的数量仅次于美国，远远高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
德国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基督教社会联盟，近期也提出限制欧洲移民申请社会福
利。德国网民呼吁效仿英国，发起反德国的海报运动，告诉世界人民：现实中的
德国并不完美。
虽然卡梅伦强调，英国推动欧盟改革是为了全体成员国的利益，寻求一个更

为灵活、开放和欧洲化的欧盟，但是很难得到其他成员国的认同。许多欧盟国家
政府认为，英国的改革建议看似合理，实际上是出于本国的利益，用退欧作为要
挟的手段，也不具有合法性。此外，卡梅伦限制人员自由流动的目标，触动了欧
盟的底线。人员的自由流动，与货物、资本在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一样，是欧盟
宪法的核心内容，不容质疑。
未来英欧关系如何演变，仍有待观察。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愿与卡梅伦在欧

洲议题上进行对话与合作，但是卡梅伦目前面临诸多党内困扰。保守党单独组阁，
有利于贯彻执行各项改革措施，但是没有执政联盟的掣肘，保守党内的疑欧派未
来可能在欧洲议题上制造更多的压力。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保持自由进入统一市
场的渠道，同时不需要接受新的一体化制度的束缚，英国会努力留在欧盟。同样
可以肯定的是，法德不会趁机把英国推出欧盟，在维系欧盟的国际影响力方面，
英国的作用不可或缺。不确定的是，英国和欧陆国家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做出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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