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论坛

论 ２１ 世纪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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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２１ 世纪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从“沉默一族”到“地方议会议员”、再

到“下议院议员”的上升发展历程ꎬ体现出鲜明的英国出生的二代华人(ＢＢＣ)高素质以及

社会融入度高的特质ꎮ 这表明华裔候选人已成为英国主要政党的重要精英阶层的组成

部分ꎬ也显示出与华人参政组织———“华人参政计划”及其有效的政治活动的重要作用ꎮ

未来英国华人参政的热情还将持续高涨ꎬ英国下议院中也将涌现出更多的华人政治家ꎬ

但英国华人欲取得美国华人在政坛上所取得的成就ꎬ依然是任重而道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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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落幕的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的英国下议院大选中ꎬ少数族裔的华裔华人异军突起ꎬ

不仅有 １１ 位华裔候选人参加了英国下议院的竞选ꎬ创下了华人参选人数的历史新高ꎬ

而且有一位华裔候选人艾伦马克(Ａｌａｎ Ｍａｋ)改写了英国华人参选的历史———成功

当选为下议院的议员ꎬ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下议院华裔议员ꎮ 在英国ꎬ一向远离政治

舞台、被称之为“沉默一族”的华人ꎬ是如何从“沉默”到“发声”、从政治的底层到达英

国政治权力的顶层———成为下议院议员的呢? 关于这一问题ꎬ我国学术界对此研究甚

少ꎬ到目前为止尚无一部英国华人参政研究的专著ꎬ相关文章仅有刘宏、侯佳琪撰写的

“当代英国华人社会与政治参与:以 ２０１０ 年大选为中心”、周龙撰写的“从 ２０１２ 年英

国地方选举看英国华人参政”以及廖小建、周龙撰写的“从‘失语’到‘发声’:近年来

英国华人参政探析”等少数几篇ꎮ① 本文拟从移民社会学的视角ꎬ具体考察进入 ２１ 世

纪以来ꎬ英国华人是如何从“沉默一族”上升到“下院议员”的政治参与进程ꎬ分析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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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参政的基本特征ꎬ并展望英国华人参政的未来发展前景ꎮ

一　 从“沉默一族”到“下院议员”———英国华人政治参选的发展历程

２１ 世纪的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ꎬ大体上经历了从“沉默一族”到“地方议会议

员”ꎬ再到“下议院议员”的上升发展的过程ꎬ具体可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ꎬ从“沉默一族”到“地方议会议员”(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９ 年)ꎮ 这是英国

华人政治参选的早期阶段ꎮ 众所周知ꎬ尽管华人进入英国已有 ２００ 多年的历史ꎬ最早

可追溯到 １９ 世纪初ꎬ①但华人的数量极少ꎬ到 １９６１ 年ꎬ在英国华人的总数只有 ５６４０
人ꎮ②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特别是 ９０ 年代以后ꎬ大量的中国新移民来到英国ꎬ华人

成为英国少数族裔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族群ꎮ 根据英国政府 ２０１１ 年进行的人口普

查ꎬ英国华裔居民人口已达到 ４３ 万人ꎬ占英国总人口的 ０.７％ꎮ③ 与华裔人口增长相

适应的是ꎬ华裔的政治参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以往英国华人深受儒家中庸政治文化

的影响ꎬ不愿意参与政治ꎮ 正如英国工党华裔候选人欧文所说:“在英国媒体笔下ꎬ政
治家常常是被批评和讽刺的对象ꎬ而且收入也不多ꎮ 对许多华人父母而言ꎬ与其从事

政治ꎬ还不如做牙医和律师实际ꎮ”中国香港移民后代、自民党候选人张敬龙也提到:
“华人一向对政治冷感ꎬ也不愿发出自己的声音ꎮ”④由此ꎬ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极少看

到华裔议员的身影、听到华裔的呼声ꎮ 在 ２０００ 年以前ꎬ只有马来西亚的华裔吴美莲于

１９８６ 年当选伦敦路易斯汉姆区议员ꎬ并连续任职到 ２００２ 年ꎮ⑤ 英国的华人因此被称

为远离政治舞台的“沉默一族”ꎬ是“失语的族群”ꎮ 但伴随着新移民的增加ꎬ中国移民

的政治文化悄然发生了变化ꎬ少数中国新移民燃起了参政的热情ꎮ 同时ꎬ英国排斥少

数族裔候选人的政治环境也在逐渐改变ꎮ 这就为少数族裔的候选人参选创造了社会

条件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９ 日ꎬ在英国南贝尔法斯特郡地方选举中ꎬ来自香港的华人移民卢

曼华竞选取得了成功ꎬ成为英国北爱尔兰议会首位少数族裔议员ꎮ 这是进入 ２１ 世纪

之后华人参与地方议会选举取得的首项胜利ꎮ 此后ꎬ华人成功参政的捷报频传ꎮ ２００７
年ꎬ华人成世雄和他的儿子成德仁获选所在的地区议员ꎬ其妻子张莲爱也成功当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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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盖特地区议员ꎮ 成德仁于 ２００９ 年又当选为郡议员ꎬ成为英国最年轻的华人郡议

员ꎮ① 一家三人成功当选为议员ꎬ不仅在华人世界、而且在英国政界一时被传为美谈ꎮ
于是ꎬ更多的华人投入到英国政治舞台的选举中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华人陈德樑竞

选伦敦红桥区市长ꎬ并成功当选ꎬ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华人市长ꎮ② 这也是华人

参政在这一阶段所取得的重要成就ꎮ
第二阶段:从“地区议会议员”到“下议院议员”(从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５ 年)ꎮ 在英国

的政治体系中ꎬ议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ꎬ它是英国政治权力体系的核心ꎮ
“英国的议会主要分为三级:国会(上议院和下议院)、地区议会(北爱尔兰、苏格兰、威

尔士三地)以及市郡议会ꎮ 在这三级议会中ꎬ下议院的议员是权力的核心ꎮ”③而在

２０１０ 年以前ꎬ华裔华人在各级议会作为政党候选人的选举ꎬ仅限于地区议会以下的竞

选ꎮ 因此ꎬ华裔议员的声音和呼声ꎬ往往难以被英国政治高层的主流倾听ꎮ 由于在英

国ꎬ作为政党的候选人参选下议院议员ꎬ成功竞选下院议员的可能性更大ꎬ尽管作为独

立候选人也符合有关竞选下院议员规则ꎮ 毫无疑问ꎬ竞选下院议员的华裔ꎬ也必须遵

循这一政治规则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华人选民的数量持续增长ꎮ 在激烈的选票竞争中ꎬ
一方面ꎬ英国各主流政党日益重视华人的选票ꎮ 另一方面ꎬ伴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多ꎬ华
人参政意识和参政水平也在不断提高ꎬ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华人政治精英不断涌现ꎮ 由

此引起了英国主流政党的密切关注ꎮ 此时ꎬ英国华人参政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

转变:少数族裔也完全可以参选且得到下议院的席位ꎮ 于是ꎬ英国各主流政党纷纷在

华人中选择政治精英ꎮ 在 ２０１０ 年英国下院议员的选举中ꎬ共有八位华裔被英国主流

政党推选为政党候选人ꎬ参加了英国下院议员的竞选ꎬ分别是保守党候选人李泽文、吴
克刚ꎬ自由民主党候选人杜淑真、凌家辉、谢晓明、李佩腾ꎬ北爱尔兰联盟党候选人卢曼

华以及独立候选人成世雄ꎮ 其中大多数候选人来自香港、新加坡ꎬ或是英国的第二代

华人ꎬ有一人出生于中国大陆ꎮ 同时ꎬ八人中有两名女性ꎮ④ 八名华裔同时参选下院

议员的选举ꎬ创下了华人竞选下院议员的历史纪录ꎮ 但由于多种原因ꎬ参选的华裔候

选人全部败北ꎮ 尽管如此ꎬ一方面ꎬ这仍然激起了华裔竞选英国下院议员的政治热情ꎻ
另一方面ꎬ英国各主流政党依然选择华裔候选人作为自己政党的候选人参与下议院的

选举ꎮ 在经历了五年的政治竞选后ꎬ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举行的英国下议院议员选举中ꎬ共

有 １１ 位华裔候选人角逐国会议员ꎬ再创历史新高ꎮ 他们分别是:保守党候选人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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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艾伦马克(中文名麦大粒)、何易、王鑫刚和黄精明ꎬ工党候选人丽贝卡布莱克

和莎拉欧文ꎬ绿党国会议员候选人陈俭明ꎬ自民党候选人凌家辉、张敬龙和李沛

腾ꎮ① 在英格兰南部哈文特选区参选的保守党华裔候选人、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律系ꎬ

并在牛津大学获得法律和商贸硕士学位、现年 ３１ 岁的艾伦马克击败了其他党派的

候选人ꎬ获得 ２３１５９ 张选票ꎬ得票率为 ５１.７％ꎬ获得了最终胜利ꎬ他将成为英国历史上

首位华裔下议院议员ꎮ② 毫无疑问ꎬ艾伦马克的胜选是英国华人参政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的里程碑ꎬ它实现了华裔在英国下院议席中的零的突破ꎬ再次改写了英国华人参

政的历史ꎮ

二　 ２１ 世纪英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

纵观 ２１ 世纪英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进程ꎬ并对英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经济、社

会、政治背景进行综合考察ꎬ可以发现 ２１ 世纪以来的英国华人参政具有如下显著特

征:

第一ꎬ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体现出鲜明的英国出生的二代华人(ＢＢＣ)社会融入程

度高的特征ꎮ 从移民文化的视角来看ꎬ外来族裔的选民要参选英国下议院议员的选

举ꎬ首先要求外来族裔的移民要高度融入英国主流社会中ꎬ这是外来族裔的移民成功

竞选的基本前提ꎮ 从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参与英国下议院选举的 ２１ 个华裔候选人的背

景来看ꎬ他们绝大多数是英国出生的华人的第二代ꎬ与第一代华人移民外语较差、受教

育程度低、从事低端的餐饮和服务业、社会融入程度低不同的是ꎬ在英国出生的第二代

华人体现出高素质的特征ꎬ社会融入度高ꎬ具体表现为:(１)不存在语言障碍ꎬ甚至英

语就是他们的母语ꎮ 这些候选人自小生活在英国ꎬ因此能够熟练地使用英语ꎬ而且在

一定的意义上ꎬ英语就是他们的母语ꎮ (２)受过良好的英国高等教育ꎮ 在这些候选人

之中ꎬ绝大多数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ꎬ其中不乏毕业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

界著名高校ꎮ 像 ２０１０ 年保守党候选人李泽文就毕业于剑桥大学、保守党候选人吴克

刚在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ꎻ２０１５ 年保守党候选人艾伦马克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律

系ꎬ并在牛津大学获得法律和商贸硕士学位ꎮ 保守党候选人王鑫刚获得帝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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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规划硕士和牛津大学数学硕士学位等ꎮ① (３)从事高端职业ꎮ 从候选人从事的职

业来看ꎬ大多为律师、商业、银行高级经理、大学教授等高端职业ꎬ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参

选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ꎮ (４)社会融入程度高ꎮ 对于少数族裔和外国移民来说ꎬ要有

较高程度的政治参与ꎬ其首要的前提是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ꎬ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

重要组成部分ꎮ 从这一角度来看ꎬ华裔候选人普遍地融入到了英国的主流社会中ꎮ

第二ꎬ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体现出华裔候选人具有成为英国主要政党的重要精英

阶层组成部分的特征ꎮ 从英国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ꎬ“根据英国的选举传统ꎬ由于议

会席位获得取决于每个选区的获胜者ꎬ所以各个政党都会把其党内的知名政客安排在

其稳赢的选区ꎬ即所谓的‘安全席位( Ｓａｆｅ Ｓｅａｔ)’ꎮ 与此相对应的ꎬ 对于那些党内的

新人ꎬ则会被指派到相对优势微弱或者其他党派的安全选区ꎬ即‘边缘席位(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Ｓｅａｔ)’去尽量争取赢得更多的选票ꎮ 其中表现较好的新人会在今后的大选中被所在

政党安排到那些安全选区”ꎮ② 显然ꎬ英国这种政治选举制度的安排ꎬ就需要外来族群

的政治候选人才华出众ꎬ拥有广泛的政治选民基础ꎬ在所在的社区或地区拥有广泛的

选民认同度ꎬ只有这样ꎬ才能首先击败自己所在政党内的其他竞争者ꎬ成为自己所在政

党、所在地区的唯一候选人ꎮ 就这个意义而言ꎬ华裔要成为自己所在社区或地区的所

在政党的候选人ꎬ就“必须符合英国社会对于政治精英的传统期望”ꎬ③成为自己所在

政党的精英阶层ꎮ 唯有如此ꎬ才能在党内众望所归地被推举为候选人ꎬ并获得广大选

民的普遍支持而成功当选为下议院的议员ꎮ 仅以 ２０１５ 年成功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

祖籍为广东移民家庭的华裔议员艾伦马克为例ꎬ他毕业于英国的剑桥大学法律

系———许多英国政治精英的摇篮ꎬ毕业以后从事体面和收入较高的法律工作ꎬ较早地

加入了英国保守党ꎬ而且继承了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从事餐饮业的经验ꎬ经营一份慈善

事业ꎬ为当地的孩子提供免费早餐ꎮ 这无疑赢得了其所在社区与地区选民的政治信

赖ꎮ 另外ꎬ他深受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ꎬ十分强调家庭和社区的重要性ꎬ这又十分符合

英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ꎮ 他明确指出:“加入保守党是为了将我的价值和理念———崇

尚个人自由、担负责任、强烈的家庭和社区观念、努力工作、平等机会等转化为行动ꎬ落

实在新一届政府政策中”ꎮ 艾伦马克这一思想ꎬ赢得了其所在的保守党内部的精英

阶层的鼎力支持ꎮ 英国某政治周刊刊文指出ꎬ保守党有个秘密 Ａ 名单(Ａ－Ｌｉｓｔ)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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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所有重点提拔的候选人艾伦马克列在名单第一位ꎮ① 由此可见ꎬ华裔候

选人已成为英国主要政党的重要精英阶层的组成部分ꎮ

第三ꎬ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与华人参政组织———“华人参政计划”及其有效的政

治活动紧密相关ꎮ 众所周知ꎬ少数族裔参与所在国的主流政治活动ꎬ需要强有力的族

群社团、特别是政治性社团的鼎力支持ꎮ “华人目前已成为英国第三大少数民族ꎬ但

长期以来ꎬ关心政治的却为少数ꎮ”②正因为如此ꎬ在 ２１ 世纪以前ꎬ尽管英国华人有数

以百计的社团ꎬ但缺乏真正地促进华人政治参与的政治性社团ꎮ 所以ꎬ华人参政面临

着重重困难ꎬ即使有华人候选人ꎬ有时也得不到华人有力的支持ꎮ 因为缺乏基本的参

政意识和政治性社团ꎬ多数华人直接放弃了投票权ꎮ 由于这个原因ꎬ尽管“华人移民

英国已有百余年历史ꎬ但目前ꎬ英国国会还没有华人议员ꎮ 由于长期被排除在政治决

策外ꎬ在英国国家性政策或地方执法方面ꎬ华人利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ꎮ”③因此ꎬ在

２１ 世纪以前ꎬ英国华人参政难以获得成功ꎮ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２００６ 年ꎮ 针对华人

参政意识不高的现实ꎬ唤起华人参政的意识、促进华人高层次的政治参与ꎬ就成为以李

贞驹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华人精英的政治选择ꎬ第一个华人政治性社团———英国“华人

参政计划”也最终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在英国上议院应运而生ꎮ 该计划是一个非党派、自发

性的社团组织ꎬ旨在推动华裔华人参与到英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中ꎬ有效地维护

华裔族群的权益ꎮ 该组织成立以后ꎬ“从教育、参与、代表三个方面着手ꎬ做了大量工

作ꎬ推动英国华人参政议政ꎮ 教育就是提高华人对英国政治的认知ꎬ激发他们对政治

的兴趣ꎻ参与就是推动华人融入政治决策过程ꎬ第一步就是深入开展选民登记计划ꎻ代

表就是无论政治倾向如何ꎬ全心全意支持任何一个华人政治代表ꎬ尽可能提供各种帮

助ꎬ使他们更好地为华人群体服务ꎮ”④为此ꎬ这些年来ꎬ“英国‘华人参政计划’风雨兼

程ꎬ四处奔走ꎬ为改善旅英华人参政状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该组织游说英国国

会议员ꎬ反映华人社团心声ꎻ深入英国各地鼓励和支持华人参加 ２０１０ 年大选以及欧洲

议会选举ꎻ举行伦敦竞选一日游等活动为华裔候选人打气鼓劲ꎻ呼吁华人社团勿缺席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ꎻ举办免费讲座分析英国移民条例、支持影视人才培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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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青年才俊增进参政意识ꎻ组团访华关注中英合作ꎮ”①“华人参政计划”的行动推动了

华人参政的发展ꎮ ２０１０ 年英国国会大选时ꎬ八名华裔候选人同时参选国会议员ꎬ打破

了华人移民在英国近 ２００ 年来参政的历史纪录ꎮ ２０１４ 年ꎬ又有九名华人投入到英国

的地方议会选举ꎬ尽管由于多种原因无一胜出ꎬ但没有泯灭华人参政的政治热情ꎬ也没

有迫使“华人参政计划”放弃一如既往的热情和努力ꎮ 在 ２０１５ 年的英国下议院议员

选举中ꎬ有 １１ 位华裔候选人角逐英国国会议员ꎬ再创华人参政人数的历史新高ꎬ同时ꎬ

“华人参政计划”也为此做出了大选前的冲刺ꎮ “为增加华人选民的参政热情ꎬ‘华人

参政计划’组织专门举办‘环英选民登记巴士之旅’ꎬ奔赴英国多个城市ꎬ呼吁和帮助

当地华人注册参与大选投票ꎮ 大选当天ꎬ‘华人参政计划’再次分赴英国各地ꎬ帮助当

地华人进行投票ꎬ包括前往伦敦一些摇摆选区ꎬ这些选区的华人投票者很可能成为重

要的选举力量ꎬ并有可能改变选举结果ꎮ 在英国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ꎬ如曼彻斯特、诺

丁汉、格拉斯哥和谢菲尔德等ꎬ‘华人参政计划’团队也为当地选民提供帮助ꎬ协助他

们投出重要的一票ꎮ”②正是因为有“华人参政计划”的持续有效的行动ꎬ华人的参政意

识和参政人数才有了显著提高ꎬ华裔候选人参选英国下议院议员才获得了最终的成

功ꎮ 由此可见ꎬ英国华人的政治参与ꎬ与华人参政组织———华人参政计划及其有效的

政治活动紧密相关ꎮ

三　 英国华人参政的未来前景

第一ꎬ英国华人参政的热情将持续高涨ꎮ 从移民政策的角度看ꎬ由于英国的移民

政策相对宽松、中国的出入境政策日益开放ꎬ因此ꎬ在英国留学、居留和工作的华人ꎬ呈

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ꎮ 英国 ２０１１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ꎬ英国华裔居民人口大约有 ４３

万ꎬ占英国总人口 ６４００ 万的 ０.７％ꎬ③是英国少数族群发展最快的族群ꎮ 如果华人的

选票能够集中起来ꎬ将是在局部地区、甚至对英国下议院选举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可小

视的政治力量ꎮ 但受远离政治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ꎬ英国华人至今仍有较多的人员

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ꎬ甚至放弃基本的选民登记ꎮ “华人参政计划”２０１４ 年的统计数

据也显示ꎬ“在 ３５ 万有资格投票的华人中ꎬ有 ３０％从不进行选民登记ꎬ是少数族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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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登记率最低的ꎮ 因此ꎬ华裔选民就像一座尚未开发的票仓ꎬ在选战日渐激烈的今

天显得格外有价值ꎮ”①而如下两个因素将决定英国华人未来的政治参与的热情:第一

个是新一代的英国华人拥有更高的参政素质和参政热情ꎮ 一方面ꎬ在英国出生和长大

的年轻一代华人ꎬ他们没有言语的隔膜ꎬ对英国的政治和社会事务非常熟悉ꎬ政治参与

的热情较之父母辈更高ꎮ 另一方面ꎬ近 ２０ 年来ꎬ有不少华人留学生来英留学、深造ꎬ他
们中的一部分在学成后留在英国工作及定居ꎬ他们与英国华人有着良好的互动ꎬ大大

提高了华人参政的动员能力ꎬ这将是英国华人参政的另一支生力军ꎻ②第二个是“华人

参政计划”的有效活动ꎬ必将激发没有进行选民登记的华人以及进行了登记但没有投

票的华人选民的政治热情ꎮ 在 ２０１４ 年英国地方选举中ꎬ“华人参与投票的意识非常薄

弱ꎬ统计数字为不足两成ꎮ 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从未注册过投票ꎬ平时也比较少的

关注英国政治ꎮ 其原因包括语言障碍、族群散居、对政治制度缺乏了解、相对薄弱的经

济因素等ꎮ”③但可以预料ꎬ伴随着在英国华人的日渐增多、经济地位的持续好转ꎬ主流

社会融入度的进一步提高、华人参政计划等政治性社团的持续有效的活动和努力ꎬ华
人政治参与的意识必将增强ꎮ 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取得成功、高度融入英国主流社会

特别是主流政治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华人最终会认识到:“政治家可以改变人们的生

活ꎬ所以参与政治成为少数族裔寻求更好生活的重要途径”ꎮ④ 正因为如此ꎬ在不远的

将来ꎬ英国将有更多的华人积极进行选民登记和投票ꎬ热情地参与到西方发达国家民

主选举的政治游戏中ꎮ
第二ꎬ英国下议院将涌现出更多的华人政治家ꎮ 从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ꎬ在

英国的政治选举中ꎬ激烈争夺选票、赢得更多民众支持的政党政治表现得更为突出ꎮ
英国的主流政党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是英国三大主流政党ꎬ特别是保守党和工党拥

有广泛的选民基础ꎬ长期以来轮流执政ꎮ 近几年来ꎬ英国绿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ꎬ但
与前三个主流政党相比ꎬ绿党的力量相对弱小ꎮ 一般而言ꎬ英国的主流政党都有相当

数量的比较稳定的选民ꎮ 在任何一个选区ꎬ若要从根本上改变某些主流政党的选民阵

营ꎬ让其改为支持其他政党ꎬ都是十分困难的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争取规模达 ４０ 多万而

且投票相对分散的华人选票ꎬ对于英国各主流政党获得选举的胜利ꎬ都是至关重要的ꎮ
为此ꎬ英国各主流政党纷纷成立华人党组织ꎮ “１９８５ 年成立华人保守党、１９９９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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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华人工党、２００６ 年成立华人自民党”ꎬ①并着手培养华人精英参政ꎬ以便争取广大华

人选民的政治支持ꎬ扩大自己政党的选民基础ꎮ “在英国三大政党总部安排下ꎬ华人

社会目前已分别成立了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华人分部和各地小组ꎬ例如华人保守党

在伦敦、曼彻斯特、苏格兰等地均设有小组ꎮ 分部和小组定期举办活动ꎬ吸引了大批华

人的参与ꎮ”②在 ２０１２ 年伦敦市长选举中ꎬ三大政党均加强了对华人选民的拉票工作ꎬ

充分显示出英国各主流政党已意识到华人选票的重要性ꎮ③ 在 ２０１０ 年大选的时候ꎬ

保守党和工党就已选择多名华裔候选人来积极争取华人选票的支持ꎮ 相对弱小的自

民党也不甘落后ꎬ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新的总部办公室宣布成立专门基金ꎬ培育华

人参政ꎬ为有志日后参加选举的华人提供支持ꎮ④ 同时ꎬ“英国国会也在积极促进华人

参政ꎮ 英国国会跨党派中国小组副主席克莱门特琼斯勋爵对华人参政表示支持ꎮ
他表示ꎬ他的国会办公室目前已经开始为华人提供实习的机会ꎬ希望加强自民党新进

华人党员的培训ꎮ”⑤尽管在 ２０１０ 年大选时ꎬ三大政党推选的 ８ 名华裔候选人全部名

落孙山ꎬ但在 ２０１５ 年的大选中ꎬ三大政党还是推出了 １１ 名华人候选人ꎬ创下了华人参

选下议院议员的历史纪录ꎮ 其中保守党推出了 ５ 名华裔候选人、工党推出了 ２ 名华裔

候选人ꎬ自民党也推出了 ３ 名华裔候选人ꎬ绿党推出了 １ 名华裔候选人ꎮ 由此可以看

出ꎬ英国主流政党对华人选票的日益重视和华人候选人参政素质的显著提高ꎮ 在大选

前的民意调查中ꎬ保守党和工党势均力敌ꎬ因此ꎬ争取华人选票对于两党最终取得选举

的成功ꎬ就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ꎮ 毫无疑问ꎬ一方面有华裔参政的高涨热情和华裔候

选人参政的高素质ꎬ另一方面ꎬ英国主流政党积极扶持华裔候选人、培植华人政治领

袖ꎬ正因为如此ꎬ在英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ꎬ将涌现出更多的华裔政治家ꎮ
第三ꎬ英国华人欲取得美国华人在政坛上所取得的成就ꎬ依然是任重而道远ꎮ 在

美国ꎬ华人的政治参与首先是竞选职位ꎮ “根据竞选职位的高低ꎬ美国华人参与竞选

议员和政府公职可以分为四个层次ꎬ即竞选国会议员、竞选州政府公职、竞选州议员、

竞选市议员ꎮ” ⑥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在美国联邦、州和市议会与市长的竞选中ꎬ美国华

人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显著成就ꎮ 其次是华人直接被任命为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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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美国总统小布什ꎬ任命华裔赵小兰为美国联邦劳工部长ꎬ这是美国华裔担任联

邦内阁部长的第一人ꎮ 到 ２００９ 年ꎬ美国华裔参政突飞猛进ꎮ “２００９ 年是美国华裔参

政闪亮的一年ꎮ 奥巴马政府的华裔面孔有能源部长朱棣文、商务部长骆家辉、白宫内

阁秘书卢沛宁、白宫公共联络部主任陈远美、国安部法律顾问方富宇ꎮ”①华人在美国

政坛上的辉煌成就由此可见一斑ꎮ 与美国相比ꎬ英国华人欲取得美国华人在政坛上所

取得的成就ꎬ面临着如下三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英国华人的政治认同度和政治参与率不高ꎮ 政治认同是华人认同当地社会

的一项重要指标ꎬ是社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能否将自己认同为所在国的公民ꎬ在

一定的意义上决定着其政治参与的行为和参与程度ꎮ② 据 ２００４ 年官方调查ꎬ只有

５２％左右的华人认同于英国人ꎬ远低于其他少数族群(加勒比黑人 ８６％ꎻ其他地区黑人

８３％ ꎻ巴基斯坦人 ８３％ꎻ孟加拉人 ８２％ꎻ印度人 ７５％)③ꎮ 政治认同度不高决定了英国

华人的政治参与率极低ꎮ “英国选举委员会主席珍妮华生(Ｊｅｎｎｙ Ｗａｔｓｏｎ)表示ꎬ英

国的华人是所有少数民族中选民登记比例最低的一个族裔ꎮ 在英国总人口中ꎬ未参加

选民登记的人口比例为 ６％ꎬ而在华人社区中则高达 ３０％ꎮ”④卡迪夫地区第一位华人

女性议员、华人工党议员塞西莉亚(Ｃｅｃｉｌｉａ)称ꎬ目前英国少数族裔的参政议政意识仍

需提高ꎬ投票权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力ꎬ也是作为公民的一种义务ꎮ⑤ 显然ꎬ与美国华裔

不同的是ꎬ英国不少华人没有认识到自己作为英国公民参与选举和投票是应尽的公民

政治责任和义务ꎮ 因此ꎬ如何激发华人的政治参与热情ꎬ增加华人的政治选票ꎬ的确是

摆在英国华人政治家和英国各政党面前的十分严峻的挑战ꎮ

二是华人分布散乱、华人社团结构复杂、缺乏内在的政党认同凝聚力ꎮ 与美国华

人相比ꎬ华人在英国的分布十分广泛ꎬ华人保守党之友(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主席黄精明表示ꎬ华人选民遍布整个英国ꎬ但并不像其他少数族裔那样具有

非常集中的力量ꎮ⑥ “华人在英国分布散乱ꎬ不利候选人争取选票ꎮ 按英国选举规定ꎬ

无论参加哪一级议员竞选ꎬ都需要获得本选区居民的多数投票ꎮ 而英国华人广泛分散

居住在英国各地ꎬ少有华人人口占多数的选区ꎮ 因此ꎬ华人如想参选ꎬ除非获得选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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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其他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ꎬ否则难以成事ꎮ”另外ꎬ“华人社区结构复杂ꎬ缺少凝聚

力亦是大忌ꎬ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主席李贞驹律师形容:‘华人内部各种社团组织多

过米铺ꎬ互不搭界’”ꎮ① 正因为如此ꎬ即使参加投票的华人ꎬ往往随意投票给某一政党

的候选人的第一位ꎬ这样的投票ꎬ一方面造成了华人选票力量的分散ꎬ另一方面ꎬ只会

把宝贵的选票浪费在没有希望选上的政党候选人身上ꎮ 正如少数族裔自由民主党的

副主席杜淑真所说ꎬ对于亚洲少数族裔和华人来说ꎬ他们并没有一个特别支持的政

党ꎬ②华人缺乏统一的政党认同感决定了华人投票的分散ꎮ 这是不利于华人政治家胜

出的重要因素ꎮ

三是某些华人政治家缺乏持之以恒的政治努力ꎮ 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ꎬ通过政治

选举成为国会成员从而进入国家高层决策机构的过程ꎬ往往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ꎮ

这不仅需要候选人有较好的经济与社会基础ꎬ需要融入主流社会、特别是在主流政治圈

中成为政治精英ꎬ而且需要对竞选和参政抱有勇往直前、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的热情和毅

力ꎮ 在英国政坛上ꎬ成功竞选成为下议院议员、成为政治家ꎬ往往需要多次、长达十几年

的永不放弃的艰苦努力ꎬ即使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也不例外ꎮ “现任首相卡梅伦 ２００１ 年首

次参选ꎬ名落孙山ꎬ２００５ 年才得以当选国会议员ꎮ 英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绝大多数参选

人都要经历一、二次失败后ꎬ才有可能被安排到较易获胜的选区ꎬ只要持之以恒ꎬ一定会

有好的结果ꎮ”③这些盎格鲁－撒克逊的英国人的参政之路尚且如此坎坷ꎬ对于包括华人

在内的其他外来族裔来说ꎬ成功参政之艰难可想而知ꎮ 因此ꎬ华人欲在英国政坛上渐露

头角、成为政治家或政党精英ꎬ就需要持之以恒地多年努力ꎮ 然而ꎬ有不少的华裔候选人

在一次竞选失败以后ꎬ便退出了政治舞台ꎮ 资深媒体人、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总监李文

曾明确指出:“英国 ２０１０ 年大选时ꎬ也曾有多名华裔候选人ꎬ但他们参选失败后多数选择

了急流勇退ꎬ这也导致华裔候选人一纵即逝ꎬ从此默默无闻ꎬ不能被英国广大选民所熟

知ꎮ”④因此ꎬ如何让华人候选人保持高昂的竞选热情和持之以恒的竞选斗志ꎬ也是摆在

华人政治家和英国政坛面前的十分严峻的挑战ꎮ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因素的深刻影响ꎬ英国华人欲取得美国华人在政坛上所取得的

成就ꎬ依然是任重而道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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