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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18 日，苏格兰 400 万

常住居民举行公投，以决定苏格

兰是否将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这

一公投举世瞩目，因为无论其结果如

何，都将对英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目前，此次公投已尘埃落定，苏格兰

将继续留在英国，英国的统一和完整

得以保持。但是，此次公投的原因及

其影响，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背景

历史上，苏格兰是一个独立王国，

成立于公元 9 世纪，它与同处大不列

颠岛的英格兰王国关系十分复杂，双

方既纷争不断，又由于各种姻亲关

系而“血脉相连”。英格兰一直试图

通过武力征服苏格兰，双方之间曾

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战争，直到 1328

年，英格兰才正式承认苏格兰的独立

地位。但双方之间的摩擦从未停止。

1603 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去世后无子嗣，因此传位于苏格兰国

王詹姆斯六世（即英格兰的詹姆斯一

世），自此两个王国由于受同一个国

王统治而形成了自然的联邦，也就

是历史上所称的“共主联邦”（Union 

of the Crown）。但这一联邦并不稳固，

苏格兰独立公投及其影响
□   李靖堃堃／文

直到 1707 年，英格兰与苏格兰才签

订联合条约，正式成立大不列颠联合

王国。此后，尽管要求苏格兰独立的

呼声始终存在，但均未形成规模。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苏格

兰民族独立党的成立，再次推动了苏

格兰的独立进程。

苏格兰民族独立党（SNP）成立

于 1934 年，自成立伊始，其宗旨始

终是致力于推动苏格兰独立。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英国各地区的民族

主义势力发展迅速，苏格兰民族独立

党的力量也逐渐壮大。为缓解这一问

题，1977 年，工党政府提出了苏格

兰法案和威尔士法案，拟分别在这两

个地区成立地方议会，但议案未能通

过。工党政府随后又在当年 11 月第

二次提出了权力下放议案。在 1979

年举行的公投中，尽管支持这一议案

的比例达到了 52%，但投票率没能达

到规定的 40% 这一门槛，因此权力

下放的方案未能实施。

自 1979 年起，保守党开始执

政，期间苏格兰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日

趋紧张，尤其是撒切尔执政时期实行

的去工业化政策，以及关于北海油田

的利益分配问题，造成双方矛盾激

化。1987 年，苏格兰工党和联盟党

发表联合声明，主张成立苏格兰议会。

1997 年，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赢得

大选，之后即开始推行大规模权力下

放。在同年举行的全民公投中，超过

74% 的苏格兰公民赞成建立苏格兰

议会。1999 年，经选举后的苏格兰

议会正式运行。根据 1998 年的《苏

格兰法令》，除一般性行政事务之外，

苏格兰议会还在财政税收方面拥有一

定权力，特别是它可以以 ±3% 的浮

动比例收取所得税。除此之外，苏格

兰还保留着自己的法律体系（大陆法

系而非英美法系）和教育体系。

工党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权力下放

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格兰与英

国中央政府的对立情绪，但并未彻底

消除双方矛盾的根源。在 2007 年举

行的地方选举中，苏格兰民族独立党

得票率首次超过工党，成为苏格兰第

一大党，并单独组成地方政府，苏格

兰首席部长、苏格兰民族独立党领袖

萨蒙德(Alex Salmond)公开宣称力争

苏格兰在 2017 年成为独立国家。在

2011 年的地方选举中，苏格兰民族

独立党首次获得超过半数以上的席

位，再次单独组阁，此后开始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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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苏格兰独立进程。经过多次谈判，

2012 年 10 月 15 日，英国中央政府

与苏格兰地方政府签署《爱丁堡协

议》，计划于 2014 年底之前举行公投，

从而使苏格兰独立进程进入实质性阶

段。2013 年 3 月 15 日，苏格兰地方

政府发表《苏格兰独立公投议案》，

提出在 2014 年 9 月 18 日举行公投，

公投中只提一个问题，即“你认为苏

格兰是否应该独立？”而且，此次公

投并未如 1979 年那样设置最低投票

率门槛，只要有半数以上苏格兰居民

赞成独立，则苏格兰将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宣布独立。

公投结果及其原因分析

2014 年 9 月 18 日，决定苏格兰

以及英国未来命运的公投如期举行。

公投结果显示，反对苏格兰独立的比

例超过支持独立者 10 个百分点，为

55%，苏格兰全部 32 个地区中，有

28 个地区反对独立。根据《爱丁堡

协议》，英国中央政府和苏格兰地方

政府都表示尊重这一结果，英国的统

一得以保持。

这一最终结果与公投之前的民调

相差较大。特别是进入 9 月份以后，

由不同机构进行的民调尽管数据略有

差异，但总体趋势是，支持苏格兰独

立的比例一路攀升，特别是在公投前

夕，有些民调显示，支持公投的比例

已经达到了 51%，而普遍认为，40%

这一比率已经是“生死线”，是极其

危险的信号。但民意调查并不一定与

真正的投票结果完全一致，甚至大相

径庭。这样的例子以往有很多，此次

也是如此。最终，苏格兰还是留在了

英国。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民

众最终是理智的，民意调查毕竟不同

于真正的投票，它很多时候是民众表

达对政府不满的一种方式。而在真正

做出决定的时候，大多数民众会倾向

于在考量代价和收益之后再认真做出

选择。正如有些评论所指出的，英格

兰与苏格兰的恩怨史和民族主义情绪

只是“背景与画外音”，普通人最关

心的问题仍是哪种选择更有利于自己

的生活，不致使生活水平（包括福利

水平）下降，而这些都取决于苏格兰

的经济发展情况。

从经济方面来看，苏格兰地方政

府所倚重的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是北海

油田。从目前来看，如果将北海油田

的收入计算在内，苏格兰人均 GDP

的确略高于整个英国的平均值（分别

为 26424 英镑和 22336 英镑）。但是，

尽管目前关于北海油田尚未开采的石

油储量究竟是多少尚无统一数据，但

北海油田的储存量正在日益枯竭却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产油量也已经

从 2012 年的日产量 200 万桶下跌至

2014 年的 50 万桶。更重要的是，如

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分依靠源于

资源（而且是单一资源）的收入，其

可持续性就值得质疑了。据估算，苏

格兰税收的 10—20% 来源于石油产

业，而英国全国的税收只有 1.5% 依

2014年9月19

日，苏格兰独

立公投统计结

果揭晓，反独

派获胜，苏格

兰独立的选项

被否决。图为

在苏格兰格拉

斯哥，反独立

阵营支持者在

投票结果揭晓

后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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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石油，因此，一旦苏格兰独立，在

经济方面谁受的损失更大就一目了然

了。在公投之前，BP 和壳牌两大石

油公司已经表示，如果苏格兰独立，

它们会重新考虑在这里的投资计划。

另外，独立后的苏格兰必将面临十分

不稳定的经济前景，已有一些公司明

确提出，如果苏格兰独立，它们将会

把总部移到英格兰，这些都势必影响

苏格兰未来的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前景的不明朗必然会

直接影响到社会福利待遇，有相当一

部分苏格兰人担心独立后无法再享受

到原有水平的养老金待遇和国民医疗

服务。尽管苏格兰政府在 2013 年 11

月发表的白皮书《苏格兰的未来：独

立指南》中，提出了诸如促进经济增

长、降低企业税收、放松移民政策、

提高社会福利等多项政策主张，但是，

正如一些评论中所指出的，对于一些

关键性问题，特别是如何兑现减税和

提高福利方面的一些承诺，该白皮书

并未做出回答，并未提出对苏格兰民

众有说服力的实质性举措，这就无形

中削弱了独立所具有的吸引力。而且，

事实上，尽管苏格兰的人均收入略高

于整个英国的平均值，但其每年的人

均公共支出要高出整个英国 1300 英

镑，其中，英国中央政府每年要补贴

每个苏格兰人 1000 英镑。因此，若

苏格兰脱离英国独立，是否还能维持

原有的生活水平与福利待遇，都很难

说。

当然，经济原因和对福利待遇的

担心并不是反对苏格兰独立的唯一原

因，这应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普通人对于

不确定未来的担忧；再如，三大政党

和媒体的宣传也影响到了最终的投票

结果，等等，但最重要的仍然是“沉

默的大多数”以切身利益为标尺，衡

量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

事实上，长期以来，苏格兰独

立一直都只是以苏格兰民族独立党为

代表的少部分人热衷的一项“事业”。

在多年以来的民调中，除个别年份以

外，支持苏格兰独立的比例一直徘徊

在 25% 左右，即使是在《爱丁堡协议》

达成之后，这一情况也未发生过太大

变化，支持统一的比率一度甚至比支

持独立的比例高出 26 个百分点（2014

年 2 月 25 日 IpsosMORI/STV 的民调

显示，支持独立的比例为 29%，反对

的比例为 55%）。只是到临近投票的

时候民调结果才发生了变化，但这并

不能被视为一种常态。从支持苏格兰

独立的人群来看，多项分析表明，并

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有哪个人群特别

支持独立，相对而言，受撒切尔政府

去工业化政策影响较大的传统工人阶

级中支持独立的比例更大一些，这一

点在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得到

了印证——它是传统重工业城市，受

去工业化政策影响较大，传统工人聚

集程度也比较高，在这里，支持独立

的比例为 53%。

此次公投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

象是，投票率高达 84.6%，远远高于

全国性大选的比例（60% 左右），是

1959 年以来各种选举和公投中投票

率最高的一次，有的地区甚至高达

90%。这也说明，此次公投受到的重

视程度非常高，被普遍认为是决定苏

格兰和整个英国命运的历史性时刻。

苏格兰公投

对英国未来的影响

公投结果的出台，使得关于苏格

兰是否应成为独立国家的辩论暂告一

段落，但其影响并未随之消失；恰恰

相反，此次公投对英国未来的影响才

刚刚拉开序幕。

毫无疑问，英国继续保持国家统

一不仅将给英国本身，也将给世界其

他国家带来诸多积极影响。对于英国

而言，这一结果有利于保持国家和社

2014年9月19日，英国苏格兰独立公投结果揭晓后，英国首相、保守党党魁戴

维·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官邸前发表电视直播演讲，表示对苏格兰选择留在英国感

到高兴。图为2014年９月15日，在苏格兰阿伯丁，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演讲，呼吁

选民在独立公投中投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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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稳定，同时有利于恢复和巩固经济

增长。即使此次公投仍然没能“一劳

永逸”地解决苏格兰独立这一历史难

题，但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

政府不会再受这一问题困扰，从而可

以集中精力应对“后金融危机”时期

的一些问题，以稳定刚刚得以复苏的

经济形势。同时，此次公投结果无异

于给市场和各大公司吃下了一颗“定

心丸”，英镑也将恢复稳定。而从国

际方面来看，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也

是一个利好消息。首先，这有利于英

国继续留在欧盟，因为苏格兰支持欧

洲一体化的比例历来高于英国的平均

比例，同时，一个统一的英国也有利

于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其

次，对于其他国家要求自治或独立的

地区而言，苏格兰公投的结果无异是

一次沉重打击，等于给它们敲响了一

次警钟，否则很有可能形成一种“示

范”效应，加速它们要求自治或独立

的步伐和力度。因此，从这一意义上

说，苏格兰公投结果有利于世界上其

他国家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从

而有利于整个世界格局的稳定。最后，

苏格兰公投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在和平

的气氛下进行的，从英国中央政府与

苏格兰地方政府的谈判，到呼吁统一

和呼吁独立的派别各自开展的宣传活

动，都不存在任何暴力成分，这也给

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典范，有助于促

进其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但另一方面，此次公投结果也

将给英国的政治生活带来一些不确

定因素。从短期来看，英国即将于

2015 年 5 月底之前举行大选，刚刚

结束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即使不再成

为热门话题，但也会对各政党的支

持率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保守党

的支持度可能受损，从而影响大选

的结果，同时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英

国的政党政治格局。而从长期来看，

英国的国家结构也许会逐渐被改变。

英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随着不断

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正如有些学者

所指出的，它已经在向“半联邦制”

国家发展，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

续下去。根据 2012 年的《爱丁堡协

议》，在公投结束后，英国中央政府

将按计划向苏格兰下放更多权力，特

别是在税收方面。例如，从 2015 年

起，苏格兰将获得自主决定土地印花

税和垃圾填埋税的权力 ；从 2016 年

起，苏格兰将有权收取与英格兰税率

不同的所得税。而且，就在公投之前

的 9 月 15 日，英国三大政党领袖签

署了一项保证协议，承诺在苏格兰不

独立的前提下，向苏格兰下放更多权

力，并已就权力下放的进程和时间表

达成一致，同时还承诺国家医疗体系

的资金支出由苏格兰政府自行决定，

并维持“巴奈特方案”确定的分配方

式（根据该方案，苏格兰人均获得的

预算高于英国其他地区的平均值）。

与此同时，向苏格兰下放更多权力，

可能导致威尔士、北爱尔兰，甚至是

英格兰的连锁反应，它们可能同样要

求中央政府向其下放更多权力，特别

是英格兰。长期以来，苏格兰和北爱

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使得不仅学者，

而且政治家们也忽略了英格兰长期

存在的民族主义，但要求英格兰拥有

更大自治权、甚至独立的极端呼声一

直存在。卡梅伦首相在公投结束之后

发表演说，在承诺向苏格兰下放更

多权力的同时，也承诺将同样向英格

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下放更多权

力，并特别提到了英格兰的问题，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伟大的机会改变英

格兰人民被治理的方式”。“我们听

到了苏格兰人民的声音，如今是时候

倾听数百万英格兰人民的声音了。”

这似乎预示着权力下放的步伐远未

停止，但究竟到何种程度才是终结，

则是一个未知数。然而，现在看来，

这样一种权力不断下放的进程似乎

是不可避免的，并很可能逐渐改变英

国的性质，使其国家结构变得更加松

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越来越弱。

很显然，此次公投必将对英国未来的

政治形态产生重要影响，将成为英国

进一步实行宪政改革的开始，而不是

终结。

苏格兰此次公投也为我们留下

了诸多未竟的理论思考。特别是，我

们应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民

族认同问题？当今世界，一方面是全

球化不断加速和深入，而另一方面则

是寻求民族自治与独立的呼声进一步

高涨。例如，在欧洲，一方面是作为

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联盟不

断深化，而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内部

一些地区要求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

烈，不单是在英国的苏格兰，在西班

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寻求独立

的努力从未停止过 ；甚至在意大利的

威尼托和德国的巴伐利亚等地，也都

出现了要求自治或独立的呼声。从表

面上看，全球化、一体化与民族独立

似乎是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但事实

上，这两者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逻辑

联系。在当今世界，应该如何解决民

族自治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样的一种矛盾关系，将对一个民族、

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造成怎

样的冲击和影响？这些都值得我们做

进一步的思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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