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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费”外
这些变数会“干扰”谈判

谈判初期，英国和欧盟双方重会相互交流，摸清对方在

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和底线，寻找可以妥协的空间。对

于双方而言，整个谈判既是一场技术和法律层面的唇舌之

战，更是一场政治和外交上的激烈角力。

比如在英国“脱欧”账单数额问题上，虽然欧盟方面认

为应该高达600亿欧元，但并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关键

还在于双方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政治交易。

正式谈判就要展开，最终结果难以预料：双方会达成什

么样的协议，还是根本达不成协议。总的来说，这场旷日持

久、牵扯多方的谈判面临着三大变数，甚至可能出现出人意

料的结局。

第一大变数是英国国内政局和民意。由于在6月8日

议会下院选举上的政治“豪赌”失败，梅的“硬脱欧”主张受

到来自保守党内外的质疑和挑战。梅已经宣布，保守党将

与北爱尔兰的民主统一党组建联合政府。

但梅究竟能在保守党党魁的位子上坚持多久？“脱欧”

谈判期间，英国会不会再次大选？这些问题都无法确定。

德国《明镜》周刊日前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几乎可以确

定，今后数年英国会出现“一个有兴趣重新加入欧盟的政

府”。投资家乔治·索罗斯也认为，英国“脱欧”是一个至少

要持续5年时间的漫长过程，其间英国会进行新的大选，下

一个议会“可能会赞同重回”变革后的欧盟。

目前，很难确定剧情反转的可能性有多大，但英国国内

民意似乎已经发生变化。皮尤研究中心6月15日公布的民

调显示，在英国，54%的受访者对欧盟持正面态度，比一年

前增加了10个百分点。

第二大变数是欧盟谈判和妥协意愿。英国公投“脱欧”

之后，欧盟内部出现一种声音，那就是要借机“惩罚”英国，

起码不能让英国退盟后反而获得更好待遇，以免其他国家

效仿。

更有一些国家希望“接盘”英国在欧盟的优势地位和资

源。比如德国法兰克福正在积极谋划，希望借英国“脱欧”

的时机，取代伦敦金融城的地位。

由于欧盟两大机构欧洲银行业管理局、欧洲药品管理

局总部设在伦敦，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也有意成为这两家机

构的新总部所在地。此外，欧盟官员日前还公布了在英国

“脱欧”后迁走大型结算机构的计划，想要撬走伦敦欧元结

算业务。

因此，“脱欧”谈判中，目前略占上风的欧盟能在多大程

度上展示妥协意愿，成为关键问题之一。

第三大变数是欧盟未来改革方略。归根到底，英国决定

“脱欧”，在于不看好继续留在欧盟内的发展前景。当前，欧

盟已提出多种改革方案，期望缓解自身面临的“生存危机”。

因此，未来几年，欧盟能否在改革上取得成效，能否更具吸引

力和竞争力，也会影响到“脱欧”谈判的结果。 据新华社

英国和欧盟即将“面谈离婚”
这些变数可能阻碍脱欧进程

在英国“脱欧”公投举行近一年之后，来自英国和欧盟的谈判代表终于将在6月19日坐到
谈判桌前，面对面商议“脱欧”事宜。

这场谈判被不少媒体形容为“世纪谈判”，足见其重要性和复杂性。
那么，“脱欧”谈判究竟如何进行、谈些什么，又难在何处？谈判受到

哪些因素左右，最终会如何收场？

英国和欧盟“离婚”
拢共分几步？

1 准备

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自从英国确定“脱欧”后，无论是英国

还是欧盟，都在为这场不可避免的谈判做各种准备，争取主动，把握

节奏。

一是各自任命谈判代表和组建谈判团队。英国任命了“脱欧”

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欧盟则推出首席谈判代表、法国人米歇尔·

巴尼耶。

二是各自表明谈判原则和立场，划定底线。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确定了“硬脱欧”方案，要与欧盟分个干净、重新开始，而欧盟则强

调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三是各自发动舆论攻势和摆出自信姿态。在梅表达“没有协议

总好过达成一个坏协议”的同时，欧盟也展现出团结一致和决心改

革的一面。

2 谈啥

真正坐到谈判桌前，英国和欧盟主要谈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现在如何分家。自1973年入盟以来，英国与欧盟之间

的关系通过大量的法律或协定确定下来，想要解除只能一项项谈。

另一方面是今后如何相处。英国虽然可以脱离欧盟，但离不开

欧洲，欧盟也需要英国。因此，双方还需要确立一个新的关系框架，

尤其是在经贸领域。

3 咋谈

具体到谈判步骤，欧盟希望分两个阶段进行，也就是先算旧账，

再谈未来。

第一阶段重点是公民权利、英国的“脱欧”账单以及英国与爱尔

兰的边界安排。只有这个阶段谈判取得进展后，才能商讨欧盟和英

国未来关系。根据欧盟方面的消息，如果第一阶段进展顺利，欧盟

将在今年12月份授权进行第二阶段谈判。

4 时限

谈判是否会按照欧盟设定的节奏进行，尚不确定。但根据欧盟

相关法律，留给双方的谈判时间并不充裕，最终期限在2019年3月，

也就是梅向欧盟递交“分手信”的两年之后。

但考虑到协议还需要双方相关机构的批准，双方要在2018年

10月前完成全部谈判。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5 过渡

按照梅的谈判计划，英国和欧盟会达成一个“过渡性协议”，让

英国逐步脱离欧盟，但过渡期不会超过3年。这意味着如果谈判

顺利，英国最晚在2022年彻底离开欧盟，双方关系进入一种新的

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