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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展报告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发布会暨
“中英关系论坛”综述

夏　 添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由北京外国语大

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ꎬ北京外

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承办的«英国发展

报告(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发布会暨“中英关系论

坛”在京举行ꎮ 来自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南京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外国

语大学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机构的

３０ 多位专家学者与会ꎬ新华社、中央电视

台、人民日报等十多家媒体派代表参加了

新书发布和论坛活动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和中国

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共同完成的«英国

蓝皮书»ꎬ对英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

交等方面的形势逐年进行阐述和分析ꎬ是

国内首部以英国为研究对象的皮书出版

物ꎮ «英国发展报告(２０１４－２０１５)»是«英

国蓝皮书»的开篇之作ꎬ内容涵盖 ２０１４ 年

和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英国政治、经济、社会形

势ꎬ以及外交政策的发展情况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在发布会致

辞中指出ꎬ«英国蓝皮书»的出版是北外教

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英国研究中心建

设的新成果ꎬ学校将进一步发挥多语种、多

学科的优势ꎬ主动服务国家战略ꎬ推进国别

和区域研究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

杨群、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副会长

刘绯在致辞中认为ꎬ国内学者协同合作编

写与出版«英国蓝皮书»将有力地推动中

国英国研究的深入发展ꎮ 英国驻华使馆代

表白乔生(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ａｃｏｎ)、教育部国际司

欧洲处处长杨晓春分别就中英关系的现状

和中英人文交流的新进展做了发言ꎮ

«英国蓝皮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国研究中心王展鹏教授做了皮书主题报

告ꎬ指出“英国大选与保守党新政府政策走

势”与“迈向‘黄金时代’的中英关系”是

«英国蓝皮书»年度报告的两大主题ꎮ 王

展鹏教授认为ꎬ英国 ２０１３ 年以来较为强劲

的经济复苏是保守党大选获胜的关键ꎬ也

暂时缓解了英国政治碎片化和联合政府成

为常态的压力ꎮ 作为老牌的工业化国家ꎬ



英国老到的国家治理经验、经济发展的韧

性、注重传统而又不失改革创新的能力在

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 迈向“黄

金时代”的中英伙伴关系呈现出战略化、长

期化、互惠性不断增强的态势ꎬ表现出一定

的示范效应ꎮ 他还就 ２０１５ 年大选后英国

国内政党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权力下

放、对外政策等层面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

２０１４ 年苏格兰独立公决、英国“退欧公决”

前景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ꎻ介绍了«英国

蓝皮书»在中英投资领域合作、伦敦离岸人

民币业务、英国高铁二号线项目、中英电影

合作等方面的内容ꎮ

在“中英关系论坛”中ꎬ南京大学陈晓

律教授提出ꎬ当前的英国外交与以往相比ꎬ

从注重英美关系的外交转为开始回归其传

统模式ꎬ即更加切实地按照自身的战略利

益行事ꎮ 当下日趋活跃的中英合作正是在

此基础上的现实选择ꎮ 中国同样也在经历

广泛而深刻的转型ꎬ在中国民间亦有与英

国合作的广泛基础ꎬ英国作为发达国家的

风向标ꎬ能够为中国的转型提供可借鉴的

经验与教训ꎬ中国需要英国这一战略合作

伙伴ꎮ 陈晓律教授还认为ꎬ英国作为世界

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ꎬ在历史上较为平稳

地渡过了多次危机ꎮ 近期的苏格兰公决问

题虽然暂时得以平息ꎬ但值得警惕的是ꎬ在

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前提下ꎬ苏格兰为何

能够启动独立公决进程ꎮ 我们应该反思的

是为什么在一个历史、政治经验如此丰富

的国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

平研究员对英国外交和中英关系的走向做

出了判断ꎮ 他认为英国外交正在经历二战

以来最重要的转型ꎬ这一转型具有务实性

的特征ꎮ 媒体的“退场论”不能准确概括

英国外交的变化ꎬ转型并不意味着英国要

放弃大国地位ꎬ反而是追求更大的国际影

响力ꎮ 他还指出ꎬ英国外交的多元化不可

避免ꎮ 这是英国在国际战略环境变化下因

时而动做出的选择ꎬ从以往的重视英美、英

欧关系到当下越发关注对中国、印度等新

兴市场国家的外交ꎮ 英国外交的多元化过

程也是“去特殊化”的过程ꎬ英美关系正在

发生变化ꎬ英国会努力维持与美国的稳定

关系ꎬ但不会盲目跟从美国ꎬ将更加关注自

身的利益ꎮ 就退欧问题ꎬ冯仲平研究员认

为英国会留在欧盟内部ꎬ但双方的关系会

有所变化ꎬ英国在欧盟的影响可能会边缘

化ꎮ 关于对俄罗斯的关系ꎬ冷战后欧洲和

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未能理顺ꎬ英国应和欧

盟寻求共同与俄罗斯对话ꎬ在这方面发挥

建设性作用ꎮ 此外ꎬ英国也越来越重视软

实力的运用ꎬ如尽管实施财政紧缩政策ꎬ卡

梅伦政府对海外援助的力度始终未减弱ꎮ

最后ꎬ英国外交转型表现出更强的务实性ꎬ

其定位和实际开展都是相当务实的ꎮ 在中

英关系问题上ꎬ当前中英双方都感受到了

双边关系的迅速升温ꎬ两国政府友好互动

频繁ꎬ政治合作意愿强烈ꎮ 此外ꎬ中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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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互补性也在发生变化ꎬ过去双方的经

济互补性主要集中在市场、资本和技术领

域ꎬ而当前英国、欧洲渴望中国扩大投资ꎬ

中国对英国的金融、教育媒体、艺术等服务

业不断增加投入ꎬ中英双方新的经济互补

性正在形成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

建研究员强调了中英关系中的第三方因

素ꎬ表示如果冷静看待中英关系ꎬ需要考虑

其他因素ꎮ 他认为ꎬ不能忽视英国民众和

媒体对中英关系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怀疑情

绪ꎮ 一些媒体针对中英关系的迅速升温ꎬ

发出了“英国付出的代价是否太大”、“中

英经济合作是否会威胁到英国的安全”等

声音ꎬ但主流的声音仍是ꎬ英国期待中国的

进一步开放ꎬ尤其期待双方真正达成政治

共识ꎮ 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应该不只

是延续十年ꎬ而是要一直持续下去ꎬ为此ꎬ

要正视现有问题并着手解决ꎬ不能把友好

关系延续的所有期待寄托在某一两个领导

人身上ꎮ 崔洪建研究员还谈到中英关系的

溢出性效应ꎬ以及英国如何处理与欧盟的

关系等问题ꎮ 他强调了公投的不确定性和

民意的善变ꎬ并希望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

开放的市场取向成为欧盟的主流立场ꎮ 在

英美关系方面ꎬ英国带头加入亚投行虽然

重要ꎬ但并不意味着英美关系发生了决定

性的变化ꎮ 这反映英国外交表现出的一种

自信ꎬ对英国来说ꎬ同时处理好中英、英美

关系并不矛盾ꎮ 最后ꎬ他表示需要关注英

国在亚洲进行的平衡外交ꎬ关注英国和日

本的合作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吴必康研究

员提出了英国近现代民族问题及其对中国

的启示ꎮ 他认为ꎬ民族问题非常关键ꎬ不仅

影响到英国本身的存续、国际格局的演变ꎬ

也影响到中国对英国投资等项目的顺利进

行ꎬ乃至中英关系的正常发展ꎮ 两国的民

族问题的历史、经验教训都可以交流探讨ꎬ

相互借鉴ꎮ 吴必康研究员将英国民族问题

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

武力征服、财富掠夺为特征的中世纪时代ꎮ

英国历史上的民族大部分是外来的ꎬ民族

格局也经历了罗马征服、盎格鲁－撒克逊征

服、诺曼征服等演化ꎬ形成了今日民族格局

的历史根源ꎮ 第二个时期是以经济融合、

政治控制为特征的 １５、１６ 世纪至 ２０ 世纪

初ꎮ 在这一阶段ꎬ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ꎬ英

国国家统一ꎬ国内诸多民族矛盾得到缓解ꎬ

也造就了辉煌的大英帝国ꎮ 第三个时期是

２０ 世纪至当下ꎮ 民族问题的表现是矛盾

缓和ꎬ维持可控状态ꎬ主流政党采取各种手

段缓和英国国内的民族矛盾ꎮ 就英国民族

问题的特点来看ꎬ英国是世界上民族问题

的制造者ꎬ其本身的民族问题也有内在的

历史逻辑ꎬ比如在地缘因素上ꎬ受欧洲的影

响非常大ꎬ内部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

和北爱尔兰也相互影响ꎬ英国内部本身的

复杂性也值得关注ꎮ 近代英国的兴衰与民

族问题凸显与否也有一定的同步性: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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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英帝国兴盛时期ꎬ英国国内的民族问

题相对缓和ꎻ二是在帝国衰落时期ꎬ民族问

题更加凸显ꎮ 关于英国民族问题的启示ꎬ

吴必康研究员认为ꎬ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

难以在短期内解决ꎬ英国民族问题的根治

需要防止旧病复发ꎬ也需要更多的调整时

间ꎮ 此外ꎬ关注各民族间的公平、公正问

题ꎬ确立共同的利益目标ꎬ达成双赢也对民

族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志洲

教授作了题为“从工党新变化看英国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处境”的发言ꎮ 他简要回

顾了英国工党社会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历

史ꎮ 英国工党有着一百多年历史ꎬ遵循改

良主义的路线ꎬ二战后与保守党轮流执政ꎬ

撒切尔时代英国工党经历了长达 １８ 年的

在野时期ꎮ 如今英国正经历从“工业化时

期”到“后工业化时期”的转型ꎬ布莱尔的

“第三条道路”难以应对当前的挑战ꎬ工党

似乎又面临新的危机ꎮ 张志洲教授重点谈

到工党在大选落败后所遭遇的危机ꎬ介绍

了新上台的党魁杰里米科尔宾激进的左

翼政治纲领ꎬ如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

开支、取消大学学费、对富人增税、反对核

武与加入北约、铁路重新国有化等ꎬ并提出

了左翼政治为何在当下处境艰难的问题ꎮ

他认为科尔宾的主张在工党内部具有深刻

的历史根源ꎬ从费边社时期到战后ꎬ从布莱

尔时期到当下的科尔宾ꎬ工党政策的制定

经历了“温和－激进”到“温和－再激进”的

演变ꎬ对于工党来说ꎬ这是涉及纲领性的问

题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ꎮ 张

志洲教授还谈到当前英国意识形态变化的

影响因素ꎬ如全球化和资本的自由扩张挤

压了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空间ꎬ从全球反

映到国内ꎬ英国工党亦受到挤压ꎬ英国工党

意识形态的回归是对这些挑战作出的回

应ꎮ

(作者简介:夏添ꎬ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

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ꎻ责任编辑:莫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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