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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24 日，英国关于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结果揭晓：半
数以上投票者支持“脱欧”，英国最终选择离开欧盟。

观察人士认为，脱离欧盟后，英国国际地位、对外政策等
将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带
来影响。中欧、中英关系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中欧、中英
交往中的机遇与挑战可能同时增多。

影响中欧关系

作为欧盟内部的一支重要力量，英国在中欧关系发展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脱欧”后预计英国的对华态度不会出
现重大转折，但英国与欧盟“分手”后，将出现欧盟与英国各自
与中国“打交道”的局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英国原是欧盟大国，对华态度积极，英国的对
华政策对欧盟产生过不小影响。例如，在呼吁欧盟给予中国市
场经济地位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方面，英国持积极的对华

立场。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教授指出，英国

脱离欧盟，中国就缺少了一个影响欧盟对华政策的重要抓手。

英国经济地位发生变化

英国的国际地位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的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身份，还在于它是欧盟这棵“大树”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脱欧”后英国的国际重要性将会下降，这
将给中英关系，特别是双方的经贸关系带来新考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说，英国“脱欧”之后，欧盟
很可能会将原本交由伦敦处理的金融业务移交给法国巴黎、
德国法兰克福或其他城市，避免由一个非欧盟国家提供服务
带来的不便。而这将引发连锁反应，金融机构为获得更多业务
可能不得不外迁，伦敦金融业或将因此受到冲击。

冯仲平指出，中国企业之所以要进入英国，不只是因为看
中英国市场本身，更因为它们还把英国视为通往欧洲的门户。
对于这些企业，尤其是金融类企业来说，英国“脱欧”后作为欧
洲门户的作用必然弱化，中国企业对英国的看法也会发生改
变。

此外，英国“脱欧”后产生的不确定因素短期内可能导致
伦敦股市和英镑汇率出现剧烈波动，人民币汇率及中国的金
融市场将受波及。但总体来看，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及中英经贸往来的连续性，英国“脱欧”对中国经济及中英经
济关系的影响有限。

合作机遇可能增多

也有专家认为，英国“脱欧”对中国的影响不一定全是负
面的。英欧分家之后，双方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可能都会更加
重视与中国发展关系，从而给中英和中欧合作创造新机遇。

英国一向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中英关系已步入“黄金时
代”，各领域合作进展显著。2015 年以来，中英经贸合作成绩
喜人，中国的不少银行和金融企业选择在英国开展业务，伦敦
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加速推进。英国不少专家和金融界人士
纷纷看好中英金融合作和中英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前景。

周弘说，英国拥有不少全球化的产业，东亚地区有很多英
国的传统优势产业范围。英国“脱欧”后很可能继续向东看，甚
至更加向东看，中国与英国的合作机会将更多。

而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周弘认为，英国脱离欧盟后，中国
与欧盟其他国家在一些领域的对接会更加直接。“不需要绕弯
了，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可能会更加紧密。”

她说，与英国一样，欧盟也会更加积极向东看。中国正在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进一步把中国和欧洲联系
起来。欧盟和英国都向东看，中国同它们的合作机遇可能增
多。 (记者陈静、闫亮)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英国“脱欧”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英国民众呼吁

再次举行公投
据新华社伦敦 6 月 25 日电(记者吴丛司、黄泳)因不满公

投结果，当地时间 25 日下午，约 300 名民众在英国议会前自
发举行集会，抗议英国“脱欧”，呼吁举行第二次全民公投。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 24 日尘埃落定。一石激起千层浪，
英国首相卡梅伦当日宣布辞职，苏格兰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
宣布苏格兰“非常有可能”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全球金融市
场亦产生“过山车”式震荡。

英国议会前的草坪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举着“我爱
欧洲”“我希望留下来”“团结就是力量”等标语。

据悉，有民众 24 日在英国议会官网上发起请愿，要求英
国就“脱欧”问题举行第二次全民公投。这一请愿迅速得到许
多民众的响应。截至当地时间 25 日 15 时，请愿签名数超过
157 万。根据英国议会规定，任何英国公民或者英国居民都可
以发起一项请愿。如果请愿获得 10 万个签名，英国政府就会
对此做出回应，甚至可能在议会进行讨论。

一名年仅 16 岁的女学生激动地说道：“我只有 16 岁，我
没有投票权，我没机会发出声音。凭什么让别人来决定我的
未来！”另一名 17 岁的女学生莎拉表示：“我的未来被别人当
成赌注，这不公平。”

“脱欧”公投只是一个开始，英国政府未来恐怕将面临民
众的抗议与不满，英国与欧盟将开启漫长谈判，英国政局和
经济发展以及欧盟一体化进程均面临重大考验。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 24 日尘埃落
定，“脱欧”一方以 51 . 89% 的支持率赢
得公投。民意调查显示，按选民收入大致
划分，低收入阶层选民大多支持英国“脱
欧”；而高收入阶层、精英阶层选民大多
支持英国“留欧”。而从年龄来看，年纪较
大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脱欧”，“80 后”

等年轻群体则更支持“留欧”。

“贫富之争”

调查结果显示，低收入阶层是“脱
欧”阵营的主要力量。这些人认为，大量
移民涌入英国，不仅挤占了医疗、教育资
源，还抢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影响其生
活质量。疑欧派政客和媒体对移民问题
的渲染，进一步催生了中下层选民的“被
剥夺感”。英国《卫报》调查显示，多数“脱
欧”支持者的年收入低于 2 . 5 万英镑(约
合 3 . 4 万美元)。并且年收入越高，支持
“脱欧”的人就越少。

从选民职业来看，农民、产业工人等
低技能从业者更倾向“脱欧”；而企业家、
金融从业者、教育从业者更倾向“留欧”。

分析人士指出，在与欧盟的贸易中，
英国长期保持服务贸易顺差和商品贸易
逆差。因此，“留欧”带来的经济收益主要
流向服务行业，特别是高收入的金融行
业，带来的成本却主要由中下阶层的产
业工人和农民来承担。

公投前，1000 多家企业老板发表联
合公开信，呼吁英国留在欧盟。信中写
道：“英国离开欧盟将给公司带来不确定
性，企业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额将下降，工
作岗位也将处于危险境地。”

英国“脱欧”还可能给教育业带来负
面影响。布里斯托尔大学一名王姓博士
后说：“英国高校申请项目资金的主要来
源有两个，一是英国政府，二是欧盟。英
国脱离欧盟，我们就不能向欧盟申请项
目资金，资金来源就会减少很多。”

“新老之争”

民调同时显示，按英国选民年龄划
分，年纪较大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脱欧”，
而“80后”等年轻一代则更支持“留欧”。

公投前，英国首相卡梅伦曾呼吁年长投票者考虑他们
子孙的“希望和梦想”，为了孩子的未来，投票留在欧盟。他
表示，一旦英国选择“脱欧”，就没有回头路，而年轻一代将
不得不承受由此产生的后果。

年近 70 岁的马克斯告诉记者：“与我年纪相仿的朋友
们大多支持英国‘脱欧’。英国加入欧盟那年，我正好 26 岁，

我很清楚没有加入欧盟的英国是什么样子，英国需要在自
身经济和移民问题上取得绝对话语权。但我的孩子们以及
那些在 1980 年后出生的人，大多支持英国‘留欧’。因为他们
只知道留在欧盟的英国是什么样子，他们害怕‘脱欧’带来严
重后果。”

总体来看，“留欧派”心态更趋于保守，他们认为这样可
以避免不确定性及由此产生的巨大风险；而“脱欧派”心态
更趋于投机，他们认为支出较低的机会成本便可寻求更大
机遇。 (吴丛司)据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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