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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脱欧过渡期结束后的英国迅速在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出台以“全球英国”为核心

理念的«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防务、发展与外交综合评估»报告ꎬ并于 ２０２３ 年对报

告进行更新ꎮ 这两份报告从国家战略层面展示了英国意图重振领导力的雄心ꎮ 将郝思

悌的角色理论与符号互动主义角色理论相结合ꎬ可以构建一个分析脱欧后英国国家角色

变迁的新框架ꎮ 相较于脱欧前ꎬ“全球英国”战略的出台体现了英国国家认知的新变化ꎮ

以“务实独立者”“地区领导者”和“地区—次体系合作发展者”为代表的新角色ꎬ决定了

英国以提升其在全球的竞争力与影响力为根本的国家利益ꎬ并最终左右其外交政策选

择ꎮ 英国采取的一系列外交行动将对欧洲“战略自主”产生“联结”与“拆解”作用ꎮ 一方

面ꎬ“全球英国”战略中务实、合作与发展的认知反映了英国的实用主义特点ꎬ且英欧双方

价值观的相似性促使二者在具有共同利益的议题领域ꎬ特别是在防务与安全领域展开合

作ꎻ另一方面ꎬ英欧的战略目标存在冲突ꎬ且双方实现目标的手段相互竞争ꎬ尤其体现在

印太地区ꎮ 未来ꎬ英欧双方将在不同层面和多个领域展开竞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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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国家走向联合发展的道路并开启欧洲一体化进程以

来ꎬ英国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欧共体)的态度始终在“犹豫与怀疑”和“务实与合作”

之间徘徊ꎮ 从拒绝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ꎬ到成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对抗欧洲经济共

同体ꎻ从被法国总统戴高乐称为被美国放入欧洲的“特洛伊木马”ꎬ到艰难加入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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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ꎻ从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获得不参加货币联盟的“例外权”ꎬ到拒绝加入欧元

区ꎬ①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始终处于斗争与妥协之中ꎮ 直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英国举

行脱欧公投ꎬ５１.９％的民众表示支持英国脱离欧盟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ꎬ英国正式退出

欧盟ꎬ结束了其 ４７ 年的成员国身份ꎮ②

脱欧后的英国不仅要处理与欧盟的关系ꎬ还要重新规划自身在欧洲和全球的位

置ꎮ “全球英国”(Ｇｌｏｂａｌ Ｂｒｉｔａｉｎ)的概念由此应运而生ꎬ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由时任外交大臣

约翰逊在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时提出ꎬ随后ꎬ特雷莎梅在脱欧演

说、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多个公开场合提及ꎬ并逐渐发展成为梅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ꎮ

约翰逊任首相后进一步将这一概念充实拓展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英国内阁办公室发布了

«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防务、发展与外交综合评估» 报告 (以下简称 “«报

告»”)ꎬ首次将“全球英国”理念作为国家战略提出ꎮ «报告»称ꎬ英国将继续在集体安

全、多边治理、应对气候变化和卫生风险、解决冲突和减贫等方面发挥国际引领作

用ꎬ③并称脱欧给予英国基于自身利益重新思考英欧关系的机会ꎮ ２０２３ 年ꎬ苏纳克政

府基于«报告»出台了«综合评估更新 ２０２３:应对更具争议和动荡的世界» (以下简称

“«更新报告»”)ꎬ指出英国将塑造全球战略环境ꎬ并与具有相似价值观的伙伴展开合

作以维护英国的国家安全ꎮ④

尽管«更新报告»已不再使用“全球英国”这一概念ꎬ但其基本肯定了 ２０２１ 年的

«报告»对世界形势的判断ꎬ并延续了«报告»中的诸多理念和战略规划ꎮ «更新报告»

认为ꎬ全球不稳定和国家间竞争的趋势正在加速ꎬ尤其俄乌冲突爆发之后ꎬ英国国家安

全面临的挑战增多ꎬ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跨国安全挑战以及系统性竞争持续加

剧ꎮ 据此ꎬ«更新报告»延续了«报告»中将科学与技术发展作为核心政策ꎬ以及增强全

球治理能力的战略规划ꎮ 此外ꎬ与«报告»相比ꎬ«更新报告»更加强调提升英国国防能

力与维护国家安全ꎮ 而且ꎬ两份报告均显示出英国想要重塑全球领导力ꎬ自主发展同

欧盟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意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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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脱欧公投举行的两天前ꎬ欧盟出台了一份题为«共同愿景ꎬ共同行动:一个

更强大的欧洲»的报告ꎬ首次将“战略自主”这一概念上升至全球层面ꎬ表示欧盟将更

加自主地在全球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ꎮ ２０１９ 年ꎬ欧盟又发布了针对 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年的

战略议程ꎬ指明了未来五年战略的四个优先事项ꎬ并表示将进一步增强战略自主能

力ꎮ① 随后ꎬ欧盟在经济、贸易、外交、防务、供应链、数字技术和全球问题等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行动以提升其战略自主水平ꎮ

“全球英国”战略与欧洲的“战略自主”在理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ꎬ两个行为体

均试图独立自主地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ꎬ然而ꎬ英欧双方在战略目标上存在竞

争ꎮ 尤其在脱欧后ꎬ英国在处理与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时更加谨慎ꎮ 作为联合

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ꎬ英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ꎬ其对外政

策和行为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ꎮ 在此背景下ꎬ探究为什么英国选择以“全球英国”为

外交战略、“全球英国”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将承担怎样的国家角色ꎬ以及其对欧洲的

“战略自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三个问题ꎬ可以更好地理解英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战

略定位和国家利益ꎬ为了解后脱欧时代英国外交政策对欧盟和欧洲地区的影响提供了

重要视角ꎮ 本文拟基于角色理论ꎬ从约翰逊政府和苏纳克政府时期出台的相关政策文

件ꎬ以及英国推行“全球英国”战略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入手ꎬ构建一个英国对外政策调

整的分析框架ꎬ从而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回答ꎮ

二　 角色理论中的国家角色

角色理论最早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ꎬ是解释环境中一个人或多个

人的特征的理论ꎮ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加拿大学者郝思悌(Ｋａｌｅｖｉ Ｊ. Ｈｏｌｓｔｉ)将角色理论

引入国际关系领域ꎮ 他认为ꎬ彼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家的分类过于单一ꎬ如摩根

索仅将国家分为现状国家、帝国主义政策国家和追求威望的国家ꎬ且多数理论对国内

政治的关注较少ꎮ 鉴于此ꎬ郝思悌根据国际关系的现实提出了国家角色这一概念ꎮ

国家角色是一个国家对于其位置、功能和适合自身采取的行动的认知ꎮ③ 根据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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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悌的分析ꎬ现有的角色理论不足以分析国际关系的现状ꎬ但对国际关系有一定的借

鉴作用ꎮ 比如角色理论认为ꎬ行为体的“角色表演” ( ｒｏ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主要受到“位

置”(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影响ꎬ而“他者的预期”(ａｌｔｅｒ’ｓ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和“自我角色观念”(ｅｇｏ’

ｓ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又对角色的“位置”产生作用ꎮ 然而ꎬ若将其应用至外交领域ꎬ一个

显著的问题是ꎬ在国际环境下“他者的角色预期”具有不同影响ꎮ 例如ꎬ不同的国际制

度或国际条约对于不同的国家角色和国家的对外政策起到迥异的作用ꎬ但这并不能完

全否认“他者的角色预期”对于“对外政策角色表演”的作用ꎮ 鉴于此ꎬ他将外交决策

中的“角色表演”定义为政府的一般外交政策行为ꎬ包括对决定、承诺、对他国的态度

和对事件的回应等方面ꎮ① 在此定义下ꎬ“对外政策角色表演”受到“决策者的国家角

色观念”“国家状态”和“他者的角色预期”三种因素的影响ꎮ 其中ꎬ影响“决策者的国

家角色观念”的要素包括位置、国家资源和能力等ꎻ影响“他者的角色预期”的要素则

包括体系结构、“普世价值”和普遍法律原则等(见图 １)ꎮ 在上述框架下ꎬ郝思悌基于

７１ 个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声明ꎬ共收集了 ９７２ 种不同来源的数据ꎬ总结出 １７ 种国家

角色的类型ꎮ② 其中ꎬ英国的国家角色观念主要有五种ꎬ包括“地区保护者”“调解者—

调停者”“地区—次体系合作者”“发展者”和“忠诚的同盟者”ꎮ③ 在他看来ꎬ不同的国

家角色反映出不同的外交功能ꎬ“地区保护者”暗含一定的领导责任ꎬ但更多强调的是

保护周边地区的功能ꎻ“调解者—调停者”指国家负有消除分歧和减少冲突的责任ꎻ

“地区—次体系合作者”则倾向于与他者合作从而建立更广泛的共同体ꎻ“发展者”意

味着帮助欠发达国家的特殊责任和义务ꎻ“忠诚的同盟者”是指某一国政府明确承诺

支持另一国政府的政策ꎮ④ 尽管郝思悌承认“他者的角色预期”对于“国家状态”和

“决策者的国家角色观念”有间接的作用ꎬ且这种作用具有不确定性ꎬ但并未进一步研

究“他者的角色预期”对“对外政策角色表演”的直接作用ꎬ也忽略了二者之间的相互

建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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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角色理论和对外政策:作为自变量的国家角色观念和预期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相关资料参见 Ｋａｌｅｖｉ Ｊ. Ｈｏｌｓｔｉ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

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２４５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随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和发展ꎬ角色理论学者发现ꎬ

关于“角色观念”和“角色预期”的观点本身就具有建构主义的特征ꎬ而郝思悌的角色

理论在解释行为体外交政策选择方面仍然存在缺陷ꎮ 因此ꎬ部分学者接受了建构主义

的基本假定ꎬ试图将其理论纳入建构主义的框架以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ꎬ由此衍生出

符号互动主义角色理论ꎮ① 该理论将语言和社会的互动对角色形成和变化的影响作

为分析重点ꎬ②认为观念、规范和文化在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即国

家在与国际体系结构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国家身份ꎬ这种身份决定了国家利益ꎬ进而影

响国家行为ꎬ最终反作用于国际体系结构ꎮ 然而ꎬ角色理论学者对角色与身份的关系

存在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角色为个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身份”ꎬ即角色→行为

→身份ꎻ另一种观点认为角色和身份处在互构的“双向过程”中ꎬ行为体在角色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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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选择行为ꎬ而这种行为既受身份的影响ꎬ又对身份进行反作用ꎮ① 此外ꎬ以亚历山大

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ꎬ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ꎬ可

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ꎬ其中“角色”是“身份”的一种类型ꎬ角色身份并非内在属性ꎬ

而是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中并受文化的影响ꎮ②

由此可见ꎬ不同流派的角色理论学者都认为ꎬ观念、规范或文化将影响国家的对外

政策ꎮ 然而ꎬ相关学者在“角色”与“身份”的概念与关系上ꎬ以及与外部环境(包括其

他行为体与结构)的关系上的认知存在差异ꎮ 郝思悌的角色理论强调国家角色的多

样性和静态性ꎬ但未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的角色会在与外部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发

生动态的变化ꎮ 接受建构主义理论前提假设的符号互动主义学者讨论了身份与角色

的关系ꎬ部分学者认为二者相互建构ꎬ共同影响了国家对外行为ꎬ其中身份是行为体的

“内在属性”ꎬ是基于传统文化而形成的ꎬ并在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中发生变化ꎻ而角

色则是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ꎬ是行为体的“外在属性”ꎮ 这种角色动态变化的观

点弥补了郝思悌角色理论的不足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设计了如下理论分析框架(见图

２)ꎮ

图 ２　 “全球英国”战略下英国国家角色的理论分析框架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９４１　 后脱欧时代英国的国家角色变迁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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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ꎬ秦亚青译ꎬ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ꎬ第 ２２０ 页ꎮ



尽管郝思悌的角色理论与符号互动主义的角色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有着显

著差异ꎬ且在角色与身份的概念与关系上存在争议ꎬ但两者涉及的核心要素都是自我

认知以及与社会结构的互动ꎬ均认可自我认知是行为体与社会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且目标都在于解释和理解行为体在社会中的行为和认知ꎮ 因而ꎬ本文尝试以“行为体

自我认知”作为影响国家对外政策行为的关键变量ꎮ 本文认为ꎬ“行为体自我认知”是

行为体受国内和国际客观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对于行为体内部所有的资源、能力和价

值ꎬ以及外部所属的位置、地位等方面的认知ꎮ 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内在自我认

知”ꎬ即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属性”ꎻ二是“外在自我认知”ꎬ即国家在与

国际环境互动中形成的“外在属性”ꎮ 因此ꎬ就国内环境、国际环境以及行为体自我认

知和国家对外行为的关系而言ꎬ国内环境所包含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等ꎬ对

“内在自我认知”产生影响ꎻ国际环境所涵盖的体系结构、条约规范和价值观等ꎬ则对

“外在自我认知”产生作用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对国家自我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众多ꎬ而

国内外环境只是其中之一ꎮ 一旦自我认知受国内外环境变动的影响而产生变化ꎬ“国

家利益”也随之发生改变并最终决定“国家对外行为”ꎮ 其中ꎬ“内在自我认知”和“外

在自我认知”的变化都属于国家“认知变化”层面的表现ꎮ “国家利益”和“国家对外

行为”则分别属于“动机驱动”层面和“外交选择”层面的内容ꎮ 此外ꎬ“国家对外行

为”也对“国际环境”产生反作用ꎬ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将进一步作用于“外在自我认

知”ꎮ 行为体自我认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利益ꎬ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国家利

益是绝对主观的ꎮ 相反ꎬ行为体自我认知通常是考虑了一系列客观条件后形成的ꎬ且

从认知到行为再到认知的动态过程表明ꎬ国家利益不仅仅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ꎮ 换言

之ꎬ认知的变化决定了国家将受到何种因素的驱动ꎬ从而做出某一外交选择ꎬ而这种对

外行为将反作用于国际环境并对变化后的认知进行反馈ꎮ

此外ꎬ虽然角色理论和上述理论框架仍是以国家行为体为基础ꎬ但欧盟同样也适

用于这一理论ꎮ 一方面ꎬ欧盟作为一个特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ꎬ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国家ꎬ但同时具有超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双重属性ꎬ这种属性决定了其在国际体系中

扮演着特定的角色ꎬ因而可以通过理论的扩展和适用来有效分析和理解超国家组织的

行为ꎻ另一方面ꎬ角色理论和上述理论框架侧重于行为体的认知、行为以及体系中其他

行为体的反应ꎮ 这些要素在欧盟这样的超国家行为体中同样存在ꎬ如欧盟作为一个整

体如何看待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和地位ꎬ其可以是规范的制定者ꎬ也可以是地缘

政治竞争的“玩家”ꎬ这种自我认知影响了欧盟的内部政策和对外关系ꎬ而这些政策或

战略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影响ꎮ 因此ꎬ在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下ꎬ一方面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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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作为英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部分而成为分析的对象ꎬ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外政策的

视角分析欧洲的“战略自主”ꎬ并比较“全球英国”和欧洲“战略自主”在理念与行动方

面的异同ꎮ

三　 认知变化:“全球英国”中的自我认知

如上所述ꎬ继 ２０２１ 年约翰逊政府的«报告»首次将“全球英国”理念作为国家战略

提出后ꎬ２０２３ 年苏纳克政府的«更新报告»则从塑造国际环境、全方位的威慑、防卫和

竞争、增强韧性以减少脆弱性和塑造战略优势等方面对“全球英国”战略框架进行了

调整ꎮ 相较于脱欧前ꎬ英国的国家认知在三个方面发生了变化ꎬ即“务实的独立者”

“地区领导者”和“地区—次体系合作发展者”ꎮ

(一)“务实的独立者”:突破欧洲的地缘限制

英国脱欧后的国际角色发生了重要变化ꎬ特别是在与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

方面ꎮ 加之客观国际环境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ꎬ共同决定了英国国家

认知的变化ꎮ 英国通过成为“务实的独立者”ꎬ积极采取行动以突破欧洲的地缘限制ꎮ

角色理论将“积极独立者”定义为在避免军事或意识形态承诺时ꎬ尽可能发展同

其他国家的关系ꎬ并积极将外交和商业关系扩展至世界范围ꎻ而“独立者”只为本国的

国家利益而行动ꎮ① 然而ꎬ无论是“积极独立者”还是“独立者”ꎬ都无法完整描述脱欧

后英国的国家认知ꎮ 地缘因素要求英国在积极发展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关系的同时ꎬ

时刻以自身国家利益为首要考量ꎮ 上述多重因素共同决定了英国政府在脱欧既成事

实的前提下ꎬ一方面希望最大限度地从英欧关系中获益ꎬ另一方面又尽力打造“开放”

的“全球大国”形象ꎬ避免让其他行为体认为英国将与世界脱离ꎬ造成自身国际地位的

下降ꎮ② 换言之ꎬ脱欧后的英国努力成为“务实的独立者”ꎬ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目

标ꎬ发展同欧洲各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ꎬ尽力弥补脱欧给自身影响力和自身利益

造成的损失ꎮ

这一点在苏纳克上台后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从与欧盟谈判达成«温莎框架»协议ꎬ

到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ꎬ再到近期苏纳克在“净

１５１　 后脱欧时代英国的国家角色变迁

①
②

Ｋａｌｅｖｉ Ｊ. Ｈｏｌｓｔｉ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ｐ.２６０－２７３.
Ｍａｒｋ Ｗｅｂｂｅｒ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ｉｎ Ｕ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ｅｘｉｔ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１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ꎬ ｐｐ.３－４.



零”气候政策中称ꎬ要采取更加务实和适当的方法减少气候政策给英国民众带来的负

担ꎬ①都体现出英国正在以“务实”为基础ꎬ努力寻求新的发展机会ꎬ以增强其全球影响

力并促进经济增长ꎮ 具体而言ꎬ地缘因素让英国认识到ꎬ若要突破欧洲大陆的限制ꎬ则

需要更加主动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合作ꎮ 然而在欧盟的法律框架下ꎬ英国在诸多领

域ꎬ特别是在经贸和环境问题上受到欧盟权能的限制ꎬ而脱欧给予英国提升自主权的

绝佳机会ꎮ 因此ꎬ“全球英国”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加强与欧洲国家和世界各国

的联系以捍卫英国国内与海外的安全ꎮ 据英国政府的不完全统计ꎬ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

英国已经与 ３８ 个欧洲国家签署了 ５１ 份双边协议ꎬ未来还将与这些国家在协商的前提

下再签署 １４ 份双边协议ꎮ② 以塞浦路斯为例ꎬ«报告»中提到ꎬ英国武装部队将继续阻

止和打击对英国直布罗陀领海的入侵ꎮ 对塞浦路斯基地的投资将确保英国有能力与

东地中海的盟国一道ꎬ为地区安全作出贡献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英国公布了与塞浦

路斯签署的«英国—塞浦路斯谅解备忘录:建立战略合作»的政策文件ꎬ该文件从十个

方面对未来英国—塞浦路斯的合作关系做出了详细的安排ꎮ 在外交方面ꎬ双方拟在欧

洲、东地中海、近东和北非地区减少可能存在的风险ꎬ并促进上述地区的和平与繁

荣ꎮ③ «报告»还强调ꎬ俄罗斯是欧洲—大西洋地区的最大威胁ꎬ而北约则是维护该地

区集体安全的基础ꎮ 此外ꎬ英国还将进一步提升与欧洲之外其他国家的关系ꎮ 例如ꎬ

英国将加强与英联邦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关系ꎮ ２０２０ 年召开的英非投资峰会上ꎬ

英国表示要加强对非投资ꎬ呼吁非洲国家和企业与英国开展贸易合作ꎬ发掘非洲地区

清洁能源的潜力ꎻ④英国还表示将加强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ꎬ强调印太地区对英国经

济发展、安全和价值观的重要性ꎬ并就此提出“向印太倾斜”战略ꎮ 对此ꎬ«报告»从目

标、角色、行动和现状四个方面阐述了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外交活动框架ꎬ⑤包括组建

“联合远征部队”ꎬ在东南亚国家周边海域建立军事基地ꎬ以确保英国在该地区的军事

行动能力ꎮ⑥ 英国还拟强化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ꎬ例如ꎬ２０２３ 年英国在与巴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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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包容性增长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表示ꎬ要同巴西增强在气候、雨林、农业

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对话与合作ꎬ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ꎮ①

阿尔蒙德(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 Ａｌｍｏｎｄ)和维巴(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曾将“实用主义”视为英国的

政治文化的标签之一ꎮ② 陈乐民先生认为ꎬ所谓“实用主义” (或称经验主义、现实主

义)是指在国际形势的背景下ꎬ英国外交审时度势ꎬ不被传统“原则”所束缚ꎬ避免自身

处于被动、尴尬的境地ꎮ “实用主义”的政治文化、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岛国心

态ꎬ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丰富经验共同构成了影响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ꎮ③

这种务实的理念使英国能够灵活地应对政治社会危机ꎬ它不仅是英国外交理念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而且持续影响当代英国的对外政策ꎮ

(二)“地区领导者”的护持:国家资源能力的困境

脱欧后英国的国内环境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ꎮ 首先ꎬ在政党政治领域ꎬ保守党

多年维持优势地位ꎬ自脱欧公投以来已连续四次上台执政ꎮ④ 然而ꎬ自 ２０２１ 年年底

起ꎬ工党的支持率逐渐超过保守党ꎬ并有望赢得下届大选ꎮ 其次ꎬ脱欧造成国内政治与

社会的极度撕裂ꎬ传统上的“共识政治”不复存在ꎮ 最后ꎬ脱欧推动了英国政治议程的

变化ꎬ与脱欧相关的后续问题成为英国政府的头等大事ꎮ 然而ꎬ国内环境的变化并未

改变英国试图维系“领导者”地位的认知ꎮ “全球英国”战略的出台意味着英国想要进

一步维持其在欧洲地区的领导作用ꎬ２０２２ 年发布的«脱欧的益处»报告也多次提及英

国在先进技术、绿色金融和气候变化等方面有足够的能力并且可以成为领导者ꎮ⑤ 然

而ꎬ脱欧后的英国国家资源能力的局限性逐渐凸显ꎬ自身实力与理想的错配使得维持

“地区领导者”的地位变得困难ꎮ

“地区领导者”在角色理论中被界定为对某一地区负有特定的责任或义务ꎮ 地区

领导能力需要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实力基础之上ꎮ 尽管历史上英国曾依靠其强大的经

济和军事实力建立了“日不落帝国”ꎬ成为欧洲地区的霸权国家ꎬ维持了自 １８１５ 年后

近百年的和平ꎮ 然而ꎬ加入欧盟后的英国需要遵守欧盟的法律ꎬ接受欧盟在经济和金

融方面的规制ꎬ并与法德两个欧洲大国分享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ꎬ其领导力未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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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发挥ꎮ 因此ꎬ脱欧让英国认识到ꎬ这是其重振在欧洲地区领导力的机会ꎮ 但脱欧

也让英国失去了欧盟共同市场的优势ꎬ降低了其借助欧盟平台发挥对欧洲事务影响力

的效率ꎮ

这具体表现在“理想”与“现实”两个方面ꎮ 在“地区领导者”的理想方面ꎬ辉煌的

历史不仅让英国拥有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优越感”ꎬ且重回“领导者”和“大国”的

梦想始终萦绕在英国的国家观念中ꎮ 英国在欧洲地区的领导力经历了一个近似于

“倒 Ｕ 型”的发展路径ꎮ 第一阶段是 １６—１９ 世纪ꎬ英国的领导力达到顶峰ꎬ建立了“英

国治下的和平”ꎮ 第二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战争使得英国

实力受损ꎬ无力承担领导欧洲的责任ꎬ领导力开始下降ꎮ 第三阶段是二战后至英国脱

欧前ꎬ英国的领导力处于相对稳定阶段ꎮ 尽管欧洲一体化进程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

已开始ꎬ但直至 １９７３ 年英国才加入欧共体ꎬ这不仅是英国的无奈之举ꎬ也是对其实力

和地位下降的一种提醒ꎮ① 加入欧共体后ꎬ英国对欧洲事务的领导力并未得到显著提

升ꎬ尤其受到法德两国的掣肘ꎮ 欧债危机爆发后ꎬ英国坚决反对通过深化欧洲一体化

的方式来解决危机ꎬ否决了修改欧盟法条的提议ꎬ引起了法德的不满ꎬ也将英国从欧洲

事务中“孤立”出来ꎮ② 这种在欧洲一体化关键进程中的消极态度使得英国经常处于

欧盟事务的边缘ꎮ 在此阶段ꎬ英国既不想被完全纳入一体化的进程ꎬ也不想失去因加

入一体化进程而获得的利益ꎮ 第四阶段是英国脱欧至今ꎬ英国提升领导力的意愿逐步

增强ꎮ 在«报告»中ꎬ“全球领导者”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ｄｅｒ)一词出现了 ８ 次ꎬ“领导” ( ｌｅａｄｉｎｇ)

一词则出现了 ２７ 次ꎻ在«更新报告»中ꎬ“领导力”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一词出现了 ５ 次ꎬ“领

导”(ｌｅａｄｉｎｇ)一词则出现了 ２４ 次ꎮ «报告»中多次提到要保持英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导

地位ꎬ这对英国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ꎬ并称 ２０２１ 年是英国发挥领导力的一年ꎮ③

«更新报告»也指出ꎬ英国将全面解决欧洲面临的各种挑战ꎬ在对本国最有利的领域发

挥领导作用ꎮ 在实践中ꎬ脱欧后的英国通过积极开展主场外交发挥其在政治、安全和

全球治理等议题的领导作用ꎬ如 ２０１９ 年在伦敦举行北约领导人峰会ꎬ２０２１ 年在康沃

尔郡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和在格拉斯哥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６ 次缔约

方大会ꎬ以及 ２０２３ 年在伦敦举行全球投资峰会等ꎬ这些都成为英国打造“领导者”地

位的重要论坛ꎮ 这不仅显示出英国意图在全球舞台发挥核心的领导地位ꎬ而且表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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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大国梦想”仍存ꎬ并将尽一切努力实现ꎮ

在“地区领导者”的现实方面ꎬ尽管“全球英国”战略显示出英国“地区领导者”角

色观念的回归ꎬ脱欧后国家资源能力的现实条件却使其实现“地区领导者”的目标变

得困难ꎮ 脱欧后的英国由于失去了共同市场的优势ꎬ不仅在贸易边界问题上争议不

断ꎬ且经济预期下降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指出ꎬ“去年这个时候ꎬ我们是

七国集团中增长最快的经济体ꎬ而现在却是最慢的ꎮ 国际投资界对我们持否定态度ꎮ

储蓄率处于 ５０ 年来的最低水平ꎬ收入停滞不前”ꎮ①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数

据ꎬ２０１５ 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增长率为 ２.４％ꎬ到 ２０１９ 年下降为 １.６％ꎮ② 到

了 ２０２１ 年ꎬ英国 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７.６％ꎬ２０２２ 年则为 ４.１％ꎬ已经落后于印度成为世界第

六大经济体ꎮ③ 在对外援助方面ꎬ英国对外援助支出从 ２０１９ 年的峰值 １５１ 亿英镑下

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１４ 亿英镑ꎬ仅在 ２０２２ 年小幅上升至 １２８ 亿英镑ꎮ④ ＩＭＦ 的报告称ꎬ英

国 ２０２３ 年第四季度的经济预期将降低至－０.４％ꎬ是七国集团中唯一经济萎缩的国

家ꎮ⑤ 防务安全能力本是英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但脱欧后的英国难以在欧洲防务

一体化的框架内发挥影响力ꎮ 从马克龙提出的“欧洲干预倡议”ꎬ到建立“欧洲军”ꎬ英

国在欧盟的框架内展开行动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ꎮ 尽管 ２０２２ 年英国作为第三国ꎬ

已经受到荷兰的邀请正式参与“永久结构性合作协议”框架下的“军事机动性项目”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但该计划并不涉及防务研究、发展和军事资产的购买等参

与国核心防务竞争力的内容ꎬ而是更多强调战略信息的沟通和减少机制化的阻碍ꎮ 此

外ꎬ英国参与此计划的重要动因在于加拿大、挪威和美国是该计划的参与者ꎬ因而将其

视为北约应对欧洲大陆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ꎮ⑥ 欧盟的防务政策已经表明ꎬ相较于英

国单独与欧洲国家开展防务合作ꎬ欧盟和北约框架能为欧洲国家提供更多的保护ꎮ 因

此ꎬ“地区领导者”角色的实现仍将受到英国客观实力的限制ꎮ

(三)“地区—次体系合作发展者”:传统外交政策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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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英国”的出台还体现出英国传统外交政策的改良ꎮ 郝思悌将“调解者—调

停者”的国家角色观念定义为ꎬ国家认为其承担着帮助对手之间消除分歧、减少冲突

的任务ꎮ 而“地区—次体系合作者”除了指国家意图对冲突进行干预外ꎬ还追求在更

广泛的范围内与其他国家建立长久承诺ꎻ“发展者”则强调国家具有帮助欠发达国家

发展的责任和义务ꎮ 国内和国际客观环境的变化共同决定了英国脱欧后不仅需要强

化在传统“三环外交”中的领导和调解角色ꎬ还要求其在此基础上加强同世界其他地

区ꎬ尤其是同印太地区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２０２１ 年出

台的研究报告«全球英国ꎬ全球中间人»提到ꎬ英国需要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保护者和

支持者ꎬ并支持基于规则和秩序的国际合作ꎮ 报告认为ꎬ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公平增长

等全球性挑战方面ꎬ英国可以作为中间人ꎬ促进国家间合作ꎮ 对此ꎬ英国仍将欧盟和美

国视为首要的盟友ꎮ① ２０２３ 年英国政府发布的报告也明确提到ꎬ要将发展作为英国对

外政策的核心ꎬ并推动“英国国际发展”(ＵＫＤｅｖ)项目ꎮ 报告称ꎬ可持续的国际发展既

处于对外政策的中心ꎬ也符合«更新报告»的目标ꎮ② 因此ꎬ一方面ꎬ失去欧盟共同市场

优势的英国ꎬ其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需要通过加强与欧盟、欧洲国家以及其他国家

的联系来实现ꎻ另一方面ꎬ对欧洲事务影响力降低的英国要想提升在欧洲和世界的领

导力ꎬ需要发展与各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ꎮ 因而ꎬ用“地区—次系统合作发展者”来形

容脱欧后英国的自我认知更为全面ꎮ

“三环外交”是二战后由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的外交理念ꎬ意在维护战后英

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ꎬ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环是维护英国和英联邦国

家间的关系ꎻ第二环是维护以英美为核心的英语国家间的关系ꎻ第三环是维护同欧洲

之间的关系ꎮ 在“三环外交”中ꎬ英国处于核心地位ꎬ是联结美国、英联邦国家和欧洲

国家之间的重要节点ꎮ 尽管脱欧后英国的实力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ꎬ并推动其对外政

策发生转变ꎬ但仍未脱离同英语国家ꎬ尤其是同美国、欧洲和英联邦国家维系关系这三

环ꎮ

首先ꎬ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始终是“三环外交”中的重要一环ꎮ 脱欧公投后ꎬ英国

表示要加强英美特殊关系ꎬ特雷莎梅在首次访问美国时就表示ꎬ英国会维持军费开

支占 ＧＤＰ２％的比例ꎮ③ «报告»提到ꎬ美国仍将是英国最重要的战略盟友ꎬ英美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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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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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在技术、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合作ꎮ «更新报告»也提到ꎬ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在世界

上是“无与伦比的”ꎮ 以能源为例ꎬ２０２２ 年英美共同宣布将建立“英美能源安全和可负

担能力伙伴关系”ꎬ以应对全球能源危机ꎮ 对此ꎬ英国将建立能源效率工作小组ꎬ降低

工业和建筑业的能源消耗ꎬ并承诺到 ２０２８ 年再投入 ６０ 亿英镑用于提高能源效率ꎮ 美

国则称将为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方案投资 ３００ 亿美元ꎮ① 此外ꎬ美国将努力在 ２０２３

年通过英国终端出口至少 ９０ 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ꎬ以帮助英国和欧洲缓解能源危机

困境ꎮ② 其次ꎬ与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仍是英国对外政策中着重考量的一环ꎬ尤其在脱

欧后ꎬ英国更加迫切地希望处理好英欧关系ꎮ «报告»称ꎬ脱欧给英国带来了重新思考

国内外政策的机会ꎬ英国必须充分利用脱欧后带来的“自由”ꎮ 然而ꎬ这并不意味着英

国要完全脱离欧洲ꎬ尤其是苏纳克上台后着力修复与欧洲的关系ꎮ «更新报告»尽管

称欧洲—大西洋关系仍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优先项ꎬ但同时强调英国将积极发展同欧盟

和欧洲国家的伙伴关系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宣布成立«全球作战空中

计划»(ＧＣＡＰ)ꎬ希望通过合作设计第六代战机ꎬ以应对共同威胁ꎮ 此外ꎬ英国还积极

发展同法国、德国、波兰以及巴尔干国家的双边关系ꎬ特别是努力改善与法国的关系ꎮ

在 ２０２３ 年的英法峰会上ꎬ双方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深化合作的意愿和方式ꎮ 其中ꎬ在防

务方面ꎬ双方强调“法国和英国是欧洲两个领先的国防大国ꎬ拥有独立的核威慑力

量”ꎬ因此应进一步整合其部队ꎬ包括通过未来巡航和反舰武器计划(ＦＣ / ＡＳＷ)、利用

联合远征军(ＣＪＥＦ)ꎬ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和新的地区争端ꎮ③ 最后ꎬ英联邦国

家是英国拥有的重要无形资产ꎬ５６ 个英联邦成员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全球贸易

总量的五分之一ꎮ④ 其中ꎬ有 ２１ 个非洲国家是英联邦国家ꎮ 因而ꎬ«报告»多次提到要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ꎬ加大对非洲地区的经济、安全和发展投资ꎮ «更新报告»也

称ꎬ英国将更加重视非洲大陆主要合作伙伴的需求ꎬ继续发展同整个非洲大陆的长期

关系ꎬ包括与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埃及等国的关系ꎮ⑤ 自脱欧以来ꎬ英国已经与

１７ 个非洲国家达成价值超过 １８０ 亿英镑的自由贸易协定ꎮ 仅在 ２０２０ 年ꎬ英国的发展

金融机构———英国国际投资公司(ＢＩＩ)就在非洲投资了 ８ 亿多英镑ꎬ用以支持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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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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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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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ꎻ２０２２ 年 １ 月ꎬ３０００ 多家企业参加了英国主办的英非投资峰会ꎬ签署了价值 ６５ 亿

英镑的 ２７ 项贸易和投资协议ꎮ 此外ꎬ英国在会上承诺ꎬ将提供价值 ８９ 亿英镑用于非

洲的发展和建设ꎻ２０２４ 年 ４ 月还将在伦敦举办第四届英国—非洲投资峰会ꎮ①

除上述传统伙伴关系外ꎬ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ꎬ印太地区的战

略地位也越发重要ꎬ英国意图在该地区提升自身的影响力ꎮ «报告»提出ꎬ英国将在印

太地区扮演领导者与合作者的角色ꎬ积极开展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双边与多边合作ꎬ包

括增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五国联防安排下的合作ꎬ通过东盟和

太平洋岛国论坛与地区国家开展合作ꎬ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深化贸易合作ꎬ加入

ＣＰＴＰＰ 以确保供应链安全ꎬ以及更好地运用发展援助政策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ꎮ

综上可见ꎬ“全球英国”在强化“三环外交”传统角色的同时ꎬ还进一步将英国外交活动

范围扩展至印太和全球层面ꎬ在加强同欧洲和美国关系的同时ꎬ积极运用多种手段ꎬ增

强与印太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系ꎮ 这些均体现出英国“地区—次体系合作发展者”的自

我认知ꎮ

四　 动机驱动:“全球英国”中的国家利益

“务实的独立者”“地区领导者”和“地区—次体系合作发展者”的三种自我认知

共同决定了增强其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是英国利益的着眼点之一ꎮ 脱欧后的自我认

知不仅预示着英国将加强在经济、技术和能源等方面的竞争力ꎬ以促进国内发展ꎬ还显

示其意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军事影响力并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的雄心ꎮ

全球竞争力通常指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表现和竞争能力ꎬ包括经济效率、产业发

展水平、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等ꎬ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ꎬ科技水平和

能源安全也成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科技水平不仅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

因素ꎬ还关系到国家的研发和创新能力ꎬ而能源则是国家工业生产稳定增长的基石ꎮ

全球影响力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ꎬ囊括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外交等领域ꎬ具

有强大全球影响力的国家能够设置国际议程ꎬ在全球议题上掌握话语权ꎬ对国际事务

产生重要影响ꎬ其文化和价值观也更具传播力和吸引力ꎮ

(一)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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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 ２０２１ 年的«报告»ꎬ还是«更新报告»ꎬ其标题都体现了英国对当前所处的

国际环境的认知ꎬ即认为国际环境更具竞争性ꎮ «更新报告»明确提到“管理系统性竞

争对维护战略稳定至关重要”ꎬ对此ꎬ英国将加强其在经济、技术、社会、环境和基础设

施等方面的韧性ꎮ①

首先ꎬ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是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基础ꎮ ２０１７ 年ꎬ英国公布

的«贸易白皮书:英国未来的贸易政策»提到ꎬ“英国已经决定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自由

贸易的国家ꎬ能够在世界上规划我们自己的道路”ꎬ要在建立独立的国际贸易政策的

前提下尽量减少摩擦ꎬ并积极同欧洲以外的国家发展贸易关系ꎮ② 此后ꎬ英国在 ２０２０
年与日本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ꎬ双方将下调或免除对汽车工业和农业等

多个贸易领域的关税ꎮ③ 同年ꎬ英国与新西兰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谈判并于

２０２２ 年正式签署ꎬ双方不仅同意建立自由贸易区ꎬ还在人才交流、关税互免和就业市

场方面达成一致ꎮ④ ２０２１ 年ꎬ英国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ꎬ在签证限

制和关税减免等方面达成了一致ꎮ⑤ 此外ꎬ英国还分别于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同新加坡

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和«数字经济协定»ꎬ以建立开放的数字市场ꎬ保证数据的零关

税流动并通过数字交易系统降低贸易成本ꎮ⑥ 通过签署双边贸易协定ꎬ英国不仅加强

了与签署国之间的贸易联系ꎬ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ꎬ还提升了脱欧后英国经济在全球

贸易中的竞争力ꎮ
其次ꎬ以科技创新发展和技术转型作为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ꎮ 随着全球科

技竞争的加剧ꎬ各国愈发关注科技创新对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提升作用ꎮ 然而ꎬ根据剑

桥大学公布的«２０２２ 年英国创新报告»ꎬ英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仅占 ＧＤＰ 的 １.７４％ꎬ
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２.５％的平均水平ꎮ 总部设在英国的公司很少能在研发投

资和专利申请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ꎬ且低碳和可再生能源企业数量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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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持续下降ꎮ① 因此ꎬ加大对绿色产业投入和科技研发成为英国增强创新能力的重要

目标之一ꎮ ２０２０ 年ꎬ英国公布了«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ꎬ共确立十项发展目标ꎬ其

中之一为推进绿色金融和创新ꎬ如政府启动 １０ 亿英镑的净零排放创新组合和提供 １

亿英镑用于能源存储和灵活性创新ꎮ② 除绿色技术外ꎬ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英国出台了«国际

技术战略»(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表示将搭建技术专家中心以提高技术研

发创新水平ꎬ通过国际投资加大对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ꎬ并将技术作为外交工具

以增强英国的技术领导力和竞争力ꎮ③ 英国还表示ꎬ将加强国防技术能力建设ꎬ于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分别出台«国防技术框架»和«国防数字战略»ꎬ以达到国防技术转型

的目标ꎬ并通过国防科技的发展使英国具备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ꎮ④

最后ꎬ维护能源领域的安全是英国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ꎮ 俄乌冲突爆发以

来ꎬ能源安全成为欧洲地区最关心的议题之一ꎬ英国也不例外ꎮ ２０２２ 年«英国能源安

全战略»指出ꎬ需要提高能源效率ꎬ减少家庭和企业能源消耗ꎬ减少对外国能源依赖ꎬ

建立一个更加自给自足的能源体系ꎮ⑤ ２０２３ 年推出的«能源安全计划»强调ꎬ英国之

所以能够在工业革命中引领世界ꎬ依靠的是丰富的煤炭供应ꎮ 因此ꎬ在全球能源转型

的背景下ꎬ英国要想实现经济繁荣并吸引投资ꎬ就需要降低能源价格并开发清洁能源ꎬ

这也是英国拥有更大竞争优势的保障ꎮ⑥ 对此ꎬ英国政府将积极采取行动推动企业转

型ꎬ加快对氢能、风能和核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利用ꎮ

(二)全球影响力

脱欧后ꎬ英国的全球影响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ꎮ 在欧盟内部ꎬ它失去了参与

决策和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ꎬ因而需要重新评估和调整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ꎻ与

此同时ꎬ作为非欧盟成员国ꎬ它还失去了在欧盟框架内与其他成员国“讨价还价”的能

力ꎬ因而需要就某些问题与欧盟和成员国单独谈判ꎬ如进出口贸易和边境检查等问题ꎮ

而在欧盟以外ꎬ它也失去了欧盟这个“砝码”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调整伙伴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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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英国全球影响力的下降并非意味着“全球英国”战略的失败ꎮ 英国长期以来将

推动价值观和规范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视为增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ꎬ脱欧后ꎬ这一战

略并未改变ꎬ但英国需要在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环境中寻找合适的方法和平台来传播其

影响力ꎮ 这意味着英国需要重新调整其外交策略ꎬ以适应缺少欧盟这一重要平台的新

现实ꎮ 同时ꎬ英国需要确保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关键地区的军事影响力ꎬ特别是在印

太地区ꎮ 因此ꎬ脱欧后英国影响力的短期下降并不等同于英国自我认知与现实利益的

脱节ꎬ反而ꎬ这体现出英国国家自我认知的转变ꎮ 尽管这种转变与现实政策的效果存

在差距ꎬ但并非政策的失败ꎬ而是政策调整的一部分ꎬ反映了英国在重新定位其在全球

舞台上的角色ꎮ 基于此ꎬ«报告»与«更新报告»都提到了英国的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

必须将英国人民的利益和价值观放在核心位置ꎬ强调联合国的价值观与英国的异质

性ꎮ 两份报告还指出ꎬ印太地区对于英国维护开放与稳定的国际秩序至关重要ꎬ英国

将增强与价值观相似的盟友在印太地区的合作ꎬ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ꎬ印太地区将

成为英国对外政策的永久支柱ꎮ①

英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ꎬ英国以价值观和规范作为提

升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手段ꎮ 英国的全球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其国内政治制度与文化方

面ꎬ还表现在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上ꎮ “议会主权”是英国国家主权的主要表现形式ꎬ议

会不仅是最高权力机关ꎬ还是最高立法机关ꎬ英国政府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ꎮ 英国

百年来形成的议会主权制和普通法体系深刻影响着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ꎬ

如加拿大、印度和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ꎮ 在文化方面ꎬ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全

球范围内塑造了商业、文化和社会面貌ꎬ金融贸易、科学研究、教育和旅游等领域的发

展和交流都离不开英语ꎬ且英国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家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和

查尔斯狄更斯等ꎬ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ꎮ 在全球事务层面ꎬ英国作为联合国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ꎬ在全球安全、和平、冲突解决和全球治理方面同样发挥了独特的作用ꎮ

根据英国文化协会 ２０２１ 年出台的报告«全球英国:英国软实力的优势»ꎬ虽然脱欧给

英国带来了持久且负面的影响ꎬ但英国在 Ｇ２０ 集团中的吸引力排名第一、信任度排名

第二ꎬ且在英联邦国家ꎬ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ꎮ② 此外ꎬ在

全球治理领域ꎬ如气候变化方面ꎬ英国作为«巴黎协定»的签署国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政

策和措施ꎬ以推动绿色能源、碳排放和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研究ꎬ与意大利共同主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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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６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ꎬ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帮助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

化和国内发展问题ꎮ ２０２２ 年出台的«英国国际发展战略»也指出ꎬ为了建立经济、安全

和技术伙伴关系ꎬ英国将继续把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作为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

支持的核心ꎬ即作为负责任的国际行为体和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采取相关行动ꎬ包括

推出 ５ 亿英镑的蓝色星球基金以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减贫目标ꎬ并保护海洋生物多样

性ꎮ①

另一方面ꎬ英国将提升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作为重点战略目标ꎮ 确保印太地区的

航行自由与捍卫在印太地区的经贸利益是英国在该地区的基本诉求ꎮ② 因而ꎬ在“全

球英国”战略下ꎬ英国积极与印太地区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ꎬ将其作为脱欧后促进

经贸发展的重要方式、维持英国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手段ꎬ并作为英国加入«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跳板ꎮ 除增强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外ꎬ

英国还持续扩展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ꎮ 除了在印太地区建立较为完善的准入

机制ꎬ五国防务安排、五眼联盟和三方安全伙伴关系(ＡＵＫＵＳ)等都为英国参与印太地

区的安全事务奠定了机制基础ꎮ③ 英国还积极推动五眼联盟的转型ꎬ以期更好地融入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并发挥英国的影响力ꎮ④ 根据英国议会发布的报告ꎬ向印

太地区倾斜、加大对该地区的资金投入ꎬ不仅可以为英国影响东盟国家和中国提供机

会ꎬ还可以加强英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防务活动ꎮ⑤ ２０２３ 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指

出ꎬ英国将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ꎬ这符合英国及其盟友的价值观以

及英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ꎮ 英国将在印太地区永久部署两艘

巡洋舰ꎬ而在 ２０２１ 年部署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将在 ２０２５ 年重返印太地

区ꎮ⑥ 此外ꎬ英国还重新关注“英加澳新共同体”倡议ꎬ并试图干预南海事务ꎮ

综上所述ꎬ“全球英国”战略下英国的国家利益在于提升其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ꎬ

其中印太地区是“全球英国”的关键支柱ꎮ 英国不仅通过深化经贸联系来促进在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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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竞争力ꎬ还以联盟体系和伙伴关系作为提升军事影响力的方式ꎮ 此外ꎬ“全球

英国”战略还促使英国更加重视在绿色、技术和能源等关键产业部门的研发投入ꎬ积
极同具有相似价值观的盟友与伙伴展开合作ꎬ并承担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义务ꎮ 然而ꎬ
在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目标的驱动下ꎬ英国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将对欧洲“战略自

主”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五　 外交选择:对欧洲“战略自主”的“联结”与“拆解”

欧洲“战略自主”自提出以来ꎬ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ꎬ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

段:①第一阶段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ꎬ“战略自主”从聚焦于欧洲地区层面的防务与安全事

务ꎬ逐渐扩展至全球层面ꎮ 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发布的«迈向更具竞争力与效率的防务与安

全领域:一项欧洲防务的新协议»报告中ꎬ欧盟首次提出“战略自主”这一概念ꎻ２０１６ 年

欧盟发布了题为«共同愿景ꎬ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全球战略报告ꎬ称适度

的雄心和战略自主对于促进欧盟内外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ꎬ②从而将“战略自主”上
升至全球层面ꎮ 第二阶段是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ꎬ“战略自主”更多的是对全球地缘政治竞

争加剧的反应ꎬ成为欧盟的长期战略追求ꎮ 欧盟拟通过“战略自主”采取更有力的行

动维护自身利益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欧盟发布了题为«一项新战略议程(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年)»
的政策文件ꎬ制定了未来五年欧盟战略的四个优先事项ꎬ并指出将进一步增强其对外

政策制定的自主性ꎮ 第三阶段是 ２０２０ 年至今ꎬ“战略自主”几乎映射至欧盟所有的政

策领域ꎮ 随着更多欧盟政策文件的出台ꎬ“战略自主”涉及的范围不断拓展ꎬ从军事和

防务自主到包含政治、经济、外交、技术、供应链和能源等多方面的自主ꎬ以期欧盟能够

在任何具有战略色彩的领域内自主地采取行动ꎮ③

然而ꎬ欧盟对“战略自主”的追求并非如预期那样进展顺利ꎬ其对内受到来自成员

国意愿和能力不一的掣肘ꎬ对外则受到一些非成员国因素的影响ꎮ 英国脱欧就是其中

一个因素ꎮ ２０１６ 年的脱欧公投暴露了欧盟成员国在某些重要问题的立场方面存在严

重分歧ꎬ例如在自由贸易原则等问题上ꎮ 然而ꎬ对英国脱欧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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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ꎬ推动了欧盟制定更加坚定的对外政策ꎬ即“战略自主”ꎮ① ２０１６ 年七国集团领导人

宣言称ꎬ英国脱欧将逆转全球贸易和投资进程及其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增加的趋势ꎬ并

将进一步威胁经济增长ꎬ②这在客观上成为欧盟推动“战略自主”的重要变量ꎮ 因此ꎬ

一方面ꎬ脱欧后的英国仍将作为欧洲的重要国家影响欧盟的对外政策ꎻ另一方面ꎬ英国

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复杂且多维的ꎮ 英国是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ꎬ但脱欧后英欧之间的

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差异将影响双方的企业和市场ꎻ英国在安全与防务层面与欧盟有着

密切联系ꎬ但脱欧改变了欧盟与其周边国家关系的格局ꎮ 因此ꎬ英国的对外政策、优先

事项和核心利益不可避免地对欧盟对外政策产生影响ꎮ 换言之ꎬ英欧的对外政策彼此

互构ꎮ

依照本文关于英国国家认知的分析框架ꎬ欧洲“战略自主”既属于客观国际环境

的一部分ꎬ又作为一项对外政策用于比较分析ꎬ其主要受到体系结构、条约、承诺和价

值观等因素的影响ꎮ 而欧洲“战略自主”的目的是要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维

持自主性ꎬ同时维护欧盟的价值观ꎮ 因此ꎬ“全球英国”战略指导下的英国外交行为将

反作用于欧洲“战略自主”ꎬ而欧洲“战略自主”的变化也将推动英国自我认知的变化ꎮ

尽管“战略自主”与“全球英国”的概念几乎同步发展ꎬ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ꎬ但

“全球英国”与“战略自主”的相关目标存在冲突ꎮ “全球英国”究竟是“联结”欧洲国

家以推动“战略自主”ꎬ还是从多方面“拆解”欧洲的“战略自主”ꎬ需要从英国的国家

认知和英欧双方的互动中寻求答案ꎮ

(一)“联结”:实用主义者之间的合作

英国“务实的独立者”与“地区—次系统合作发展者”的国家认知决定了它在处理

欧洲事务时的根本立场ꎬ进而决定了在“全球英国”战略指导下英国外交事务的优先

级ꎮ 如果说 ２０２１ 年«报告»中的英国对欧盟和欧洲地区事务的态度是ꎬ以自信的心

态、自由的理念和自主的方式发展同欧洲国家的关系ꎬ在维持基本盟友关系的同时展

现“全球英国”的战略雄心ꎮ 那么受俄乌冲突的影响ꎬ２０２３ 年«更新报告»中英国的态

度则变得更加务实ꎮ 报告再次确认了欧洲的重要作用ꎬ希望基于欧洲—大西洋、印

度—太平洋地区的繁荣与地区安全密不可分这一宗旨ꎬ建立新的大西洋—太平洋伙伴

关系网络ꎮ 这表明ꎬ英国虽然并不排斥与欧盟和欧洲国家发展双边和多边外交关系ꎬ

４６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①

②

Ｓｃｏｔｔ Ｌａｖｅｒｙ ｅｔ ａｌ.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Ｎｅｗ Ａｇｅｎｄａꎬ Ｏｌ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ꎬ” ｉｎ Ｂａｂｉｃ' Ｍｉｌ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Ｇｅ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６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Ｇ７ Ｉｓｅ－Ｓｈｉｍ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７ Ｍａｙ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２７ / ｇ７－ｊａｐａｎ－ｌｅａｄｅｒ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 .



但两方关系的维持要建立在英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ꎮ

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ꎬ“全球英国”战略中的务实、合作与发展的认知

决定了英国外交的实用主义倾向ꎬ这与欧洲“战略自主”中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态度

不谋而合ꎬ决定了英国将在英欧双方存在共同利益ꎬ尤其是符合本国重要利益的领域

同欧盟和欧洲国家展开合作ꎮ 具体而言ꎬ第一ꎬ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存在较多的共同

利益ꎬ如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领域ꎬ英国要通过积极参与

合作ꎬ促进国家利益的最大化ꎮ 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ꎬ欧盟同样表示要加大在联合国

维和行动上的投入ꎬ积极对抗全球气候变暖问题ꎬ履行在有关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

性问题上的承诺ꎬ从而扩大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规制能力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的联

合国大会上ꎬ包括英国和欧盟领导人在内的近百位领导人签署了«领导人对自然的承

诺»文件ꎬ提出了十项紧急行动ꎬ以确保在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复苏ꎻ英国还在

２０２３ 年出台的«英国国际气候金融战略»文件上明确气候金融资金的使用方式ꎮ① 此

外ꎬ双方在价值观方面具有相似性ꎬ如英国在«报告»中多次提到要捍卫人权、推动民

主进程ꎬ而欧盟在“战略自主”的相关报告中也提到要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进程ꎬ加

强对民主水平落后国家的援助等ꎮ 因此ꎬ英欧双方以实用主义原则为根本ꎬ加之共享

相似的价值观ꎬ可以在气候变化、生物保护、环保、减贫、对外援助等全球议题上加强合

作ꎮ

第二ꎬ在贸易问题上ꎬ尽管英欧在解决脱欧后出现的经贸问题时一度陷入僵局ꎬ但

在苏纳克政府上台后有所缓和ꎬ双方均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处理分歧ꎮ 其中ꎬ关于北

爱地区的贸易规则问题一度成为英欧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ꎮ 由于脱欧后英国与欧盟

需要有清晰的贸易边界以便于海关和关税工作的进行ꎬ但出于历史原因ꎬ英国的北爱

尔兰地区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的贸易并不存在“硬边界”ꎬ这就增加了英国产品

流入至欧盟的风险ꎮ 虽然双方为解决这一问题签署了«北爱议定书»ꎬ但英国其他地

区进入北爱的货物需要满足欧盟的标准ꎬ这无形中增加了英国对欧盟出口商品的成

本ꎮ 约翰逊政府提出修改«北爱议定书»ꎬ引起了欧盟的强烈反对ꎬ双方矛盾一度激

化ꎮ 苏纳克上台后积极寻求与欧盟达成解决方案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英国与欧盟签

署了关于北爱问题的«温莎框架»ꎬ为恢复英国内部市场平稳的贸易流动做出具体规

定ꎬ并保障了北爱公民和企业家的利益ꎮ 在英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发布的联合声明

中ꎬ双方表示ꎬ将激发英欧之间的贸易和合作协议的潜力ꎬ以改善双方的贸易关系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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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北爱地区贸易的繁荣稳定ꎮ 对此ꎬ双方同意增设一系列机制以应对贸易交往过程

中出现的争议ꎬ包括定期与北爱尔兰的利益攸关方交流、建立新的结构化小组等ꎮ①

此外ꎬ英国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７ 日宣布将通过与欧盟定制的新协议ꎬ与“地平线欧洲”和

“哥白尼”项目建立联系ꎬ以加强双方的研发合作ꎮ

另一方面ꎬ在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在北约框架内合作的问题上ꎬ英国与欧洲也拥有

共同利益ꎮ “全球英国”战略中对英美关系的认知决定了英国需要持续深化与美国的

特殊关系ꎬ在联盟体系的框架内与其展开合作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ꎮ 同时ꎬ欧盟缺乏

独立的防务能力ꎬ因而需要在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前提下发展自主的防务体系ꎮ 这就

决定了英欧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发展与美国的关系ꎮ 此外ꎬ在多边层面ꎬ“全球英国”与

欧洲“战略自主”均表明在北约框架下行动以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ꎮ 作为欧洲最重

要的安全防务机制ꎬ北约在全球拥有 ３１ 个成员国ꎬ其中欧盟成员国有 ２２ 个ꎬ这促使英

欧双方逐渐寻求在北约框架下的合作ꎬ俄乌冲突中的合作便是一例ꎮ 在冲突期间ꎬ双

方都在致命性和非致命性武器援助、人员训练和相关投资方面为乌克兰提供帮助ꎮ 如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英国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拨款 ２５００ 万英镑ꎬ以支持后者利用英国的技术

加强乌克兰的炮兵、海岸防御和空中系统的作战能力ꎻ同一时期ꎬ欧盟宣布将向乌克兰

的武装部队提供第四批价值 ５ 亿欧元的军事援助ꎮ② 而«报告»中也强调ꎬ英国是北约

成员国中防务开支第二高和欧洲最高的国家ꎬ将继续带领欧洲盟友应对共同威胁ꎬ维

护集体安全ꎮ 欧盟也在公开场合表示ꎬ欧洲防务一体化的建设不会与北约相冲突ꎬ防

务自主不能替代北约的作用且将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ꎮ ２０２３ 年发布的«欧盟—北约

合作联合声明»中提到ꎬ北约仍是欧洲集体安全的基础ꎬ双方将不会损害和歧视任何

成员国的安全和国防政策ꎮ 双方将与所有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密切磋商合作ꎬ并鼓励非

欧盟成员国的北约盟国ꎬ以及非北约盟国的欧盟成员国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其中ꎬ③以

推进北约—欧盟伙伴关系ꎮ 由此可见ꎬ虽然欧盟未明确表述ꎬ但总体上其防务合作也

将遵循“三 Ｄ”原则ꎬ即“不脱离” (Ｎｏ Ｄｅｌｉｎｋｉｎｇ)、“不重叠” (Ｎｏ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不歧

视”(Ｎｏ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ꎮ 具体而言ꎬ欧洲共同防务在北约范围内进行ꎬ其防务与安全

任务不与北约相冲突ꎬ且不歧视非欧盟成员国的北约盟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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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退出欧盟后的英国仍将与欧盟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ꎮ 然而ꎬ“全球英

国”对欧洲战略自主也具有“拆解”作用ꎮ

(二)“拆解”:地缘政治时代的竞争

英国“地区领导者”的国家认知决定了在欧洲地区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符合自身

的国家利益ꎮ 但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国际体系结构性矛盾凸显的国际环境下ꎬ英国

试图重振全球领导力的雄心与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间存在冲突ꎬ最终将导致英国

在欧洲和印太等地区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会“拆解”欧洲的“战略自主”ꎮ

究其原因ꎬ英欧双方在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层面存在竞争ꎮ 首

先ꎬ在战略目标层面ꎬ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转向ꎬ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

序正受到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冲击ꎮ 国际格局“东升西降”ꎬ原有的国际秩序正经

历重塑ꎬ与之相应的国际体系结构也在调整ꎬ国家间矛盾凸显ꎮ 无论是“全球英国”战

略还是“战略自主”ꎬ都暗含在全球地缘竞争加剧的前提下ꎬ尽可能维持或增强自身的

竞争优势ꎮ 英国希望证明其脱欧后能够独立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ꎬ而欧盟则希望展示

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ꎮ 二者都受到国际环境ꎬ包括体系结构和国家力量

对比的影响ꎮ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曾指出ꎬ欧盟如果不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玩

家”(ｐｌａｙｅｒ)ꎬ就会沦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竞技场”(ｐｌａｙｇｒｏｕｎｄ)ꎮ 因此ꎬ欧洲“战略

自主”的重要目标就是建设全球伙伴关系ꎬ同时增强欧盟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

力ꎮ 在«共同愿景ꎬ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全球战略报告中ꎬ欧盟指出ꎬ为了

推进建设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ꎬ欧盟将通过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合作解决全球

问题ꎬ维护欧洲地区的安全ꎬ确保欧洲安全秩序的稳定ꎮ 此外ꎬ在经济和技术方面ꎬ欧

盟拟对经济发展做出长期的、可持续的规划ꎬ充分发挥共同市场的作用ꎬ确保“四大自

由”ꎮ 欧盟还提出“技术主权”和“数字主权”概念ꎬ在“新欧洲工业战略”中提出要加

强欧盟在技术领域的竞争力ꎬ确保关键与核心技术的发展ꎬ减少对他国的技术依赖ꎮ①

而在英国ꎬ«报告»的题目也出现了“竞争时代”(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一词ꎬ并强调当今

国际秩序更加碎片化ꎬ其特点是各国之间对利益、规范和价值观的竞争加剧ꎮ 因此ꎬ在

未来十年ꎬ仅维持现状已无法应对国际格局的变迁ꎮ② 对此ꎬ英国同样表示要通过发

展科技来建立和维持战略优势ꎬ如加强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ꎬ确保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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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转化为核心技术ꎬ因为后者是地缘政治竞争和持续繁荣的根本ꎮ① 而«更新报告»
指出ꎬ“塑造国际环境”是新的战略框架下的四大支柱之一ꎬ对此英国要在存在系统性

竞争的领域中努力塑造、维持平衡、保持竞争和积极合作ꎮ②

其次ꎬ在具体手段层面ꎬ英欧双方都试图通过加强双边和多边关系来实现战略目

标ꎮ 一是在印太地区ꎬ双方均重视发展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ꎮ 英国在防务领域的优势

使其具备足够的资源扩展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ꎬ欧盟则受其防务一体化水平的影

响ꎬ缺乏足够的资源维持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ꎮ 然而ꎬ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在安全防

务方面缺乏实施其印太战略的雄心ꎬ因此ꎬ英欧双方在实施手段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

度的竞争ꎮ ２０１７ 年英国的一份报告提出ꎬ要加强与伙伴和盟友的关系ꎬ以确保共同利

益ꎬ并在非洲、海湾地区和印太地区增加了新的防务任务ꎬ其中涉及印太地区的国家最

多ꎬ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１１ 个国家ꎮ③ 此外ꎬ英国在印

太地区所占的防务出口比例也逐年增加ꎮ④ 在欧盟方面ꎬ２０１８ 年颁布的«连接欧洲和

亚洲»文件指出ꎬ拟在交通、能源、数字和人文交流层面加强与亚洲的联系ꎮ⑤ 之后ꎬ在
法国、德国和荷兰分别推出本国的“印太战略”后ꎬ欧盟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正式发布«欧盟

印太合作战略»ꎬ从可持续和包容的繁荣、绿色转型、海洋治理、数字治理与伙伴关系、
互联互通、安全防务和人类安全七个层面阐述了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目标ꎬ并指出

欧盟已经广泛深入地参与到该地区的合作中ꎮ 此外ꎬ欧盟还与日本、南亚和东盟国家

开展安全合作ꎬ包括与印度尼西亚进行联合军演ꎬ参加海上搜救演习ꎬ以及制定升级版

的“印太关键海上航线”(ＣＲＩＭＡＲＩＯ ＩＩ)计划等ꎮ
二是在与欧洲地区国家的关系层面ꎬ英国试图拆解欧洲“战略自主”ꎮ 一方面ꎬ失

去英国这一强大的军事力量ꎬ欧盟防务自主的能力将受到损失ꎮ 另一方面ꎬ英国通过

加强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合作以降低欧洲“战略自主”对成员国的吸引力ꎬ如与德国签

署«外交与安全政策联合声明»ꎻ与丹麦签署«促进防务合作联合声明»ꎬ积极开展军事

合作以确保在危急情况下通过丹麦领土快速部署英国军队ꎻ⑥与爱沙尼亚签署强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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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ＵＫ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ｇ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Ｄｅｆｅｎｃｅꎬ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

ＵＫ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ｆｒｅｓｈ ２０２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Ｗｏｒｌｄ”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Ｋꎬ “Ｕ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１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ｃｅ－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７.
熊雨荷:«英国介入“印太”地区的政策(２０１６—２０２１)»ꎬ载«战略决策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４ 期ꎬ第 ７１ 页ꎮ
ＥＥＡＳ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ｓｉａꎬ” ２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ｅａ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ｅａｓ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ｓｉａ－ｅ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ｎ.
ＵＫ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ｓｈ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Ｉｓｓｕｅ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ꎬ” 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ｄ－ｄａｎｉｓｈ－ｄｅｆｅｎｃ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ｉｓｓｕｅ－ｊｏｉｎｔ－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向合作声明ꎬ以加强在爱沙尼亚的军事存在ꎬ提升在欧洲地区的影响力ꎮ① 此外ꎬ在土

耳其问题上ꎬ出于政治和宗教等原因ꎬ欧盟担心土耳其成为欧洲地区新的不稳定因素ꎬ

加之成员国与土耳其在难民和能源政策方面存在分歧ꎬ土耳其“入盟”的诉求迟迟得

不到批准ꎮ 这导致欧土关系紧张ꎬ欧盟多次对土耳其采取制裁措施ꎮ 而脱欧后的英国

则希望发展同土耳其的伙伴关系ꎬ以获得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优势ꎮ ２０２０ 年ꎬ英国与

土耳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ꎬ并意图在未来开展战略合作ꎬ而英土关系的加强将削弱欧

盟的制裁效果ꎮ② 由此可见ꎬ英欧双方将加强在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ꎬ尤其是在印太

地区ꎬ增强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并着力发展关键技术ꎮ

因此ꎬ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ꎬ“全球英国”战略与欧洲“战略自主”在目标

和手段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ꎮ 英国在推动“全球英国”战略的过程中会在不同的

地区与欧盟产生分歧ꎬ使其“战略自主”进程受阻ꎮ

六　 结论

本文发现ꎬ“全球英国”战略的出台表明脱欧后英国国家认知发生了变化ꎬ主要包

括内在自我认知和外在自我认知两方面ꎬ二者分别受到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影响ꎮ

英国国家认知的改变决定了其国家利益是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与世界各国的联系ꎬ进而

提升英国的全球领导力ꎬ维护英国在关键性领域的利益和竞争力ꎬ而随后英国政府在

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均属于国家行为的一部

分ꎮ 而欧洲“战略自主”属于国际环境的一部分ꎬ“全球英国”战略的外交选择反作用

于欧洲的“战略自主”ꎬ一方面通过“联结”促进“战略自主”ꎻ另一方面则通过“拆解”

阻碍“战略自主”ꎬ两个层面的作用共同影响着英国所处的国际环境ꎬ进而改变英国的

自我认知ꎬ并最终对英国的外交选择产生影响ꎮ

一方面ꎬ英国试图寻求提升全球领导力ꎬ充分发挥其在欧洲、印太和世界其他地区

的影响力ꎬ在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积极与世界各国展开合作ꎮ 它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出英国脱欧后新的国家认知的形成ꎬ“务实的独立者”的认知使其根据客观现实

条件突破欧洲的地缘限制ꎬ更有效地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ꎬ维护其国家利益ꎻ

“地区领导者”的定位不仅体现出英国大国梦想的延续ꎬ还表明英国希望借此增强领

９６１　 后脱欧时代英国的国家角色变迁

①
②

孔元:«重振领导力:俄乌冲突中的英国战略»ꎬ载«文化纵横»ꎬ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ꎬ第 ６３ 页ꎮ
张健:«英国脱欧后与欧盟的博弈将进一步加剧»ꎬ载«世界知识»ꎬ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ꎬ第 ５６－５７ 页ꎮ



导力ꎬ但却受到国家客观资源和能力的限制ꎬ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尚未可知ꎻ“地区—次

体系合作发展者”的角色认知预示着英国传统国家角色的改良ꎬ其着力发展同欧盟和

欧洲国家的关系ꎬ并日益重视发展与印太地区国家间的关系ꎮ 三方面认知的变化共同

决定了英国的国家利益是在全球层面提升其竞争力和影响力ꎬ其中印太地区是“全球

英国”的战略支柱ꎮ 英国不仅通过深化经贸联系促进在印太地区的竞争力ꎬ还以联盟

体系和伙伴关系的构建作为提升军事影响力的方式ꎮ 此外ꎬ“全球英国”也使英国更

加注重在绿色、技术和能源等关键产业部门的研发投入ꎬ积极同具有相似价值观的盟

友与伙伴展开合作ꎬ并承担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义务ꎮ

另一方面ꎬ在“全球英国”战略的指导下ꎬ英国采取的外交行动也将对欧洲的“战

略自主”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在“联结”方面ꎬ一是“全球英国”战略中的务实、合作与发

展的认知决定了英国的实用主义倾向ꎬ且英欧价值观的相似性促使双方在应对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和恐怖主义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展开合作ꎻ二是英国脱欧使得欧

盟能够更好地推动防务一体化的发展ꎬ同时也让英欧双方转而在北约的共同框架内寻

求防务与安全合作ꎮ 在“拆解”方面ꎬ一是英欧双方尽管在客观国际环境认知方面具

有一定的共性ꎬ即均认可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现状ꎬ但受到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力量

对比变化的影响ꎬ双方都试图寻求提升在全球的领导力ꎬ导致二者目标存在一定的冲

突ꎻ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存在竞争ꎬ英欧双方都试图通过在各领域与世界各国ꎬ尤其是

印太地区国家建立双边和多边关系ꎬ以增强其在全球的领导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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