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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英国力量与国际地位的演变冶
———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第七届年会综述

王展鹏

摇 摇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17 日,由中国欧

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和英

国驻华使馆共同举办,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

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

会第七届年会暨 “英国与世界:延续与变

革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

行。 会议围绕“英国力量及其国际地位的演

变冶这一主题, 就英国的历史发展经验及其

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展开讨论。 20
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教育部国

际司、中联部七局、外交部欧洲司、文化部、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的领导和工

作人员,英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和北京外国

语大学近百名师生等参加了研讨会和相关

活动。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中国欧洲学会英

国研究分会理事会会议和会员大会。
英国研究分会会长、我国前驻英国大使

马振岗在致辞中指出,这届年会在中英建立

大使级外交关系 40 周年之际,就“英国与世

界:延续与变革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深远意

义。 他认为,大背景是国际形势的总体演

变,具体背景是久拖不愈的国际金融危机和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在这些因素影响下,英
国内外政策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
这既关系到英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也必

然会影响到英国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中英关

系,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现实问

题。
应邀到会发表主题演讲的英国驻华使

馆公使安勇(Andrew Key)先生从“英国与世

界冶、“英国与欧洲冶和“英国与中国冶三个层

面阐述了当前英国国际地位与角色的演变。
他特别指出:世界在发生变革,英国的政策

也必须随之调整。 在变革因素中最为重要

的就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而英国

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策。 在英欧关系

问题上,他认为,英国历届政府在欧洲统一

大市场和欧盟扩大两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始

终如一的。 英国将在诸多方面保持其欧洲

政策的延续性。 但本届政府针对欧盟、欧盟

机构和英国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也将

做出一些政策调整。
与会学者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

四个方面:

一 摇 英国力量与国际地位的认知

英国是怎样的力量,是关于英国国际地

位与作用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北京外国

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教授王展鹏认为,在英

国内部和国际体系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并存

的情况下,认识英国力量需要超越传统的以

物质资源界定国家力量及其国际影响的简



单化的思维定势,超越关于全球 /地区力量、
大国 /中等力量等非此即彼式的争论,从英

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入手,开展

多学科 /跨学科的研究,以此为基础深入分

析英国力量演变对英国国际地位和中英关

系的影响。 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研究学术团

体和国别问题研究机构将发挥重要作用。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曲兵则提出, 英国当

前国际定位的最大问题是其雄心和实力之

间的不匹配:一方面秉持“大国雄心冶;另一

方面却缺乏实现目标的足够实力,因此在国

际事务中腾挪的空间愈发有限,英国已渐从

国际格局的主动塑造者变为被动适应者,但
昔日超级大国的自我更新能力、因势利导能

力仍不容小觑。

二摇 英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英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中英、英欧和英

美关系吸引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 杜伦

大学科尔(David Kerr)博士讨论了英国大西

洋主义和欧洲主义的新变化对英国对华政

策的影响。 他认为,随着近年来中英关系不

对称性的日益显现,英国对华影响力下降,
而中国对英影响力增强。 改变这一不对称

性,需要英国利用其他战略资源弥补影响力

上的差距。 英美、英欧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

两对战略关系。 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及其

与欧盟间关系的相对疏离、欧债危机的影响

及英国对欧政策的特殊性都增加了英国在

对华关系中利用这些战略资源的复杂性和

不确定性。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杨芳认为,
卡梅伦政府执政两年来,中英关系发展总体

平稳,并在一些领域趋于深化、细化,特别是

人文与民间、地方等多层次交流迅速增加。
在英欧关系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

究员崔洪建提出,在新兴国家迅速发展的过

程中,人口和自然资源均不占优势的欧洲为

应对竞争压力,加速一体化是其最优选择。
但基于历史传统和对现实的判断,英国为维

持大国地位处于两难选择之中。 对英国而

言,最优选择是在不放弃欧盟单一市场的基

础上,走向更广大的以新兴市场为主体的世

界市场。 但当前欧盟正在发生的政治转变

和机制改革将使英国维持这一优越地位的

难度加大,维持“英国例外冶的成本进一步

上升。 社科院欧洲所李靖堃则将英国对欧

政策特殊性的根源归结为其与欧陆国家不

同的历史发展的轨迹、特定的政治观念与经

济理念,以及现实利益方面的诉求。
与会学者关注的问题还包括英国对香

港地区的政策、英国对华政策的欧洲性与民

族性、主要智库在英国对华决策中的影响、
《英国 2011 年欧洲联盟法案》、欧债危机背

景下英国防务政策调整、英国保守党对欧政

策、英国干预主义、英国学者和英国学派的

观点和方法等。

三 摇 英国内部治理的历史经验与

现实挑战及其国际影响

摇 摇 研讨会的另一主题是英国内部政治、经
济、社会治理的发展及其对英国国际地位的

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

江时学研究员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英

国经济形势的演变及其对英国在世界经济

舞台上地位的影响。 他认为,为应对危机,
英国政府采取的二战以来最大幅度的财政

削减给英国经济社会政策的实施带来了诸

多不利影响,但不应因此低估英国经济的潜

力与实力。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林德山对两

次世纪之交英国政党政治的形势与问题做

了对比,并提出在政治意识方面,核心问题

都是围绕传统资本主义的变革展开的,而自

由主义的变迁始终是其核心要素。 中央编

译局研究员陈露讨论了英国政党资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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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党运作的影响。 与会学者还就保守党

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运作情况、英国政治

中的第三势力的影响等问题探讨了英国政

党政治的新发展。
在英国社会政策方面,南京大学历史系

闵凡祥认为,系统研究前 NHS 时代英国国

民医疗与救助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

英国现代 NHS 体系的发展,更好地认识国

家政治权力在国民健康服务领域的作用与

地位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

究员田德文从宏观经济与公共财政结构的

层面,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英国社会改革做

了论述。 他认为,“新工党冶社会改革之后

的英国社会政策安排与其经济结构紧密契

合,曾给英国带来长达十年的经济稳定增

长。 金融危机的到来结束了英国社会改革

的这个黄金时代。 出于意识形态和应对金

融危机的现实考虑,目前联合政府的主要注

意力转移到财政紧缩方面,这将给英国社会

政策的变革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英国兰卡

斯特大学教授盖伊尔(Robert Geyer)从复杂

性理论的视角,探讨了英国的社会、教育和

卫生政策的变迁。 他还注意到,复杂性理论

与中国经典哲学有相通之处,具有在中西方

政策理论和政策制定层面建立新的深层次

联系的潜力。 山东大学教授宋全成则在对

英国穆斯林移民人口的社会学分析基础上

提出,英国穆斯林族群正成为英国的“平行

社会冶,其中伊斯兰激进分子,正成为英国非

传统国家安全的潜在和现实威胁。 相关讨

论还涉及苏格兰独立问题的全民公决、英国

联合政府大社会治理理念、英国碳排放交易

体系等前沿问题。

四 摇 英国文化力量及其对外传播

文化是英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

别是在英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相对下降的背

景下,文化传统和创意产业在英国国际影响

力发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北京外国

语大学教授石同云从文化视角解析了新世

纪以来英国电影政策新进展,提出了英国电

影业在展示国家特色、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

的功能发挥中,政府政策引导和扶持的重要

性的命题。 与会学者探讨了英国电影与电

视作品中反映的后现代社会种族、宗教、阶
层等问题及其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

转型的启示、英国文化输出在英国公共外交

中的作用等问题。
随着 2012 年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

机制的建立,中英人文交流日益成为我国学

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

授查明建和高健提出,加强中英人文交流研

究,可为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提供决策咨

询。 英国北安普顿大学教授理查德·桑德

斯(Richard Sanders)追溯了英国中国研究的

发展及其在双边人文交流中的作用。 参会

者还就中英文学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在两国

人文交流中的独特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英国文学中的生态批评、生态意识观、宗教

意识、英伦文化的精致与隐忍等话题也引发

了关于中英文明交流与对话意义的思考。

(作者简介:王展鹏,北京外国语

大学英国研究中心教授;责任编辑:莫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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