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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與一般國際組織不同的是，歐洲聯盟是一個超國家統合的組

織，會員國依照條約將部分國家主權上的權利轉移到歐盟層次，由

歐盟機關代為管轄、或是由會員國共同行使。超過半世紀的各項政

策整合越來越加深和擴大，尤其是內部市場的四大自由流通，使得

會員國之間的關係極為密切，更直接關連到歐盟公民的權益。所以，

英國退出的方式與條件、以及脫歐後與歐盟關係之安排，對雙方來

說都是一件艱難的大工程。只是，各國領袖、歐盟官員及歐洲議會

議員等，都對倫敦沒什麼好口氣，英國從愛唱反調的形象，跌落成

為歐盟公敵。面對不甚友善的環境，英國政府卻看似好整以暇，準

備迎接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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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談判時程 

歐盟條約第 50條的退出條款，來自 2004年歐洲憲法條約第 I-60條。

在當初條約草案裡特別說明，由於無法以締結退出協議作為會員國脫歐之

前提要件，因此寫入兩年自動分手的條款，但為鼓勵有意退出的會員國與

歐盟簽署脫歐後之協定，在雙方同意下得將兩年期限予以延長。 

英國與歐盟都同意，談判應儘速完成。梅伊已在 3 月 29 日啟動《里

斯本條約》第 50條，意味著英國可望在 2019年 4月之前脫離歐盟。雖然

許多評論指出脫歐議題千頭萬緒，英國談判團隊人手不足，協商過程將困

難而漫長，2 年可能不夠。儘管如此，英國政府仍會盡力在 2 年內走完所

有程序，因為英歐關係的不確定期拉得越長，對各方來說都不利。 

回顧 2016 年 10月初，梅伊就宣佈英國將於 2017 年 3 月底之前啟動

《里斯本條約》第 50 條。當時不少英國議員便主張，此項決定需獲國會

授權。內閣因此多次與國會針鋒相對，並尋求司法裁決。如今的脫歐步驟

完全依照既定時程在走，令人不得不佩服英國政府的精準規劃及執行。然

而，脫歐的困難處在於英國必須與歐盟及其會員國協商退出條件，並擬妥

英國與歐盟未來的關係架構。 

 

三、英歐關係重開機 

英歐關係因關機和重開機所要做的基本設定，恐須把歐盟相關條約一

一攤開檢視才行。在策略上，英國認為退歐條件與經貿協議有高度連結

性，應放在一起談；歐盟則主張分開處理，似欲迫使英國先接受分手條件，

再來談彼此未來的關係架構。例如歐盟初估要向英國索取 600億歐元的「分

手費」，涵蓋了英國先前承諾支付的歐盟預算、各種貸款擔保、歐盟用在

英國境內的各項經費、歐盟員工和歐洲議會議員退休養老金份額等。 

英國政府談判以控制移民、退出內部市場與獨立於歐洲之外的司法體

制為目標，故四大自由流通之規定將不再適用於英國。英歐未來的經貿關

係要如何安排，目前眾說紛紜。以挪威為例，其非歐盟成員，但因加入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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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經濟區，可以進入歐盟單一市場；瑞士則既非歐盟成員、也未加入歐洲

經濟區，但與歐盟訂有雙邊協議。梅伊則說，英國將與歐盟談出一個獨特

的合作方式。不讓英國在脫歐後享有特殊地位和待遇，是柏林和巴黎所採

取的基本態度，否則將造成示範效應，助長其他會員國疑歐派勢力。德國

總理梅克爾也曾表示，英國「不能只挑蛋糕上的櫻桃吃」，歐盟不會讓英

國控管歐盟移民，卻同時擁有與歐盟貿易的好處。這使得梅伊也撂話在

先，即使沒有經貿協議，倫敦也不接受糟糕的待遇。 

梅伊要面對的內部挑戰，還有蘇格蘭問題。多數蘇格蘭公民支持留

歐，蘇格蘭首席部長史特金因而一再呼籲倫敦舉行二次獨立公投，或讓蘇

格蘭留在歐盟單一市場。但是梅伊堅定表示，在脫歐議題上，蘇格蘭沒有

否決權，而英國現在需要的是團結跟合作，現在要求獨立公投的時機不

宜；至於是否舉行二次公投，或許要等到脫歐談判結束再來定奪。可能橫

生枝節的還有西班牙南端的英屬直布羅陀，去年脫歐公投中，96%的當地

公民選擇留歐。歐盟高峰會主席圖斯克在 3 月 31 日所提出的談判綱領草

案指出，惟有在英國和西班牙政府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下，英國和歐盟未來

的脫歐協定才會適用於直布羅陀。 

如果兩年內不能達成任何協議，並且無法同意延期的話，英國將自動

脫離歐盟，並且現存的一切相關協議將不再適用於英國。在這種情況下，

預計英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關係將遵照世貿組織的規定。這對雙方來說，

都是最後不得已的選項，任誰都不願見到這種可能是兩敗俱傷的情況出

現。 

至於歐盟內部本身方面，為因應英國退出，會員國需按歐盟條約第 48

條的修改程序，針對歐盟條約與政策做必要之調整，這將包括：組織機構、

決策程序、預算收支與分攤、各項共同政策與政府間合作、國際組織代表

權、對外關係等；對於歐盟的未來，執委會、法國與德國都提出不同速度

統合的策略，惟遭到波蘭等國的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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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從各方面來看，英國是歐洲大國，也是世界強國，挪威或瑞士當然無

法與其等量齊觀。所以，脫歐後的英國在歐盟仍應會有特殊地位，這種密

切關係有利於雙方，然而待遇、權利和義務自不可能和會員國相同。對英

國的脫歐派而言，終於可以斷開與歐陸的臍帶和奶水，不必再受制於布魯

塞爾的韁繩，只是其宣傳的脫歐效果並無法完全實現，因為許多是建立在

誇大其辭或非事實的基礎上。 

由於少了一個如此重要的大國，歐盟整體實力雖仍可觀，但會受到很

大程度的減損。在加深與擴大整合上，以前被英國否決的各項方案，今後

會被一一拿出來檢討。至於歐盟是否會因為英國脫歐而走偏左路線，如強

化貿易保護、保障勞工權益和擴大社會福利等，還得看法國與德國大選結

果；此外，歐盟即使沒有失去大西洋色彩，但某種程度的淡化是必然結果，

除了有非親歐派的川普因素外，法德聯手推動的司法內政與外交軍事整

合，也將會是填補內外安全缺口的替代選項。 

 

責任編輯：賴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