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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歐主義在英國向來不是新話題，自英國於 1970 年代加入歐洲共同

體以來，疑歐與親歐兩派的辯論便未曾休止。然而，卡麥隆政府所提出的

脫歐公投最終獲得通過，卻也跌破國內外歐洲研究專家的眼鏡，而繼任的

梅伊政府堅持「硬脫歐」的姿態，不但使退歐談判之路更加崎嶇，也為談

判的前景增添更大的不確定性。 

 

移民問題在英國社會的發酵 

脫歐派在 2016 年 6 月公投中勝出，主要的原因在於英國人民對外來

移民的仇視與敵意。自 2004 年起，英國每年的淨移民人數便始終維持 20

萬以上的規模（2012 年除外），2015 年的淨移民人數更是超過 33 萬（移

民總人數超過 330萬），其中來自歐盟的淨移民為 18.4萬，達到歷史新高。 

與其他歐陸國家不同，歐陸國家人民反對的主要是來自非歐洲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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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英國人民反對的則是來自歐盟較不發達地區的移民，認為這些來自

歐盟的公民減少英國普羅大眾的就業、教育、住房與醫療資源。因此，脫

歐陣營將移民問題做為公投前的宣傳焦點，主張脫離歐盟之後便能解決移

民問題，將淨移民人數控制在五位數以下。 

然而，反移民在英國是真議題嗎？其實，與其他歐盟國家，如義大利

與西班牙相比，英國所接收的歐盟公民並不太多（義西兩國在 2015 年的

移民總人數都超過 500 萬）。並且隨著單一市場的擴大，本就可預期來自

其他歐盟成員國的移民數量將有所增加。另外也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在歷

史上曾多次出現人口淨流出的現象，因此英國政府在過去對於移民（特別

是來自歐陸地區的高技術移工）一直是抱持歡迎與鼓勵的態度，其對移民

態度的轉變，歸根究柢與 2008年的金融危機有關。 

 

治理缺口加重英國與外來移民的緊張關係 

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英國勞工的實質薪資水平在 2008年與 2014

年間大幅降低，平均下降約 10%，倫敦財政經濟學研究所甚至預測英國勞

工在 2021年的實質薪資水平將比 2008年的水平還低，因此英國人民，特

別是藍領白人便自然地將低薪資與低就業的困境怪罪到外來移民身上。除

此之外，在教育、住房與醫療等公共服務議題上，移民也被視為掠奪英國

社會資源的兇手，使藍領白人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無法接受良好教

育，形成惡性循環，並惡化英國與外來移民的緊張關係。 

然而，這些社會問題的源頭不在於移民，而在於英國政府政策的失當

以及治理的失能。外來移民在歐盟擴大後將大幅增加並非不可預期，但是

英國政府未能積極因應，特別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保守黨政府採

取撙節政策，意在減少財政支出缺口，卻反而拉大社會資源的缺口，自然

對英國社會造成衝擊，也使外來移民成為保守黨社會政策失當與治理失能

的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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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全牌」換取談判籌碼須慎重 

目前，梅伊政府以安全為談判籌碼，盼能在擺脫人員移動自由束縛的

前提下，取得進入歐洲單一市場的「特殊協議」（special deal）。安全牌可

謂英國在退歐談判裡最有利的籌碼，身為歐洲最大的軍事強權，英國與法

國一直是歐盟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最重要的兩大支柱，因此英國退歐勢必

對歐洲安全與防衛整合帶來衝擊，也將加重歐盟對外軍事行動的負擔。梅

伊政府此時出手「安全牌」的意圖在於提高英國的談判優勢，特別是透過

強調英美特殊關係，以及與部分歐盟成員國建立雙邊安全與防衛合作，期

能換取歐盟對單一市場等其他談判內容的讓步。 

然而，歐洲的安全與穩定同時也是英國的核心利益，加上受到英國退

歐以及川普執政的影響，歐盟成員國近來已經著手重整共同安全與防衛能

力，目的在於提高歐陸的戰略自主。結果導致英國的「安全牌」可能適得

其反，另外與川普政府過於親近也將導致歐盟其他成員國的反感，更難達

成其談判目標，最終還將損害英國作為歐洲安全伙伴或全球軍事強權的信

譽。 

 

四大移動自由不可分割 

四大移動自由是歐洲單一市場的核心，也被視為歐盟最大的成就，因

此歐盟主張四大移動自由不可分割，這並非是一種政治姿態，而是歐盟的

核心利益與不可退讓的立場。為了避免歐陸的民粹勢力受到英國脫歐的鼓

勵而有所擴張，歐盟也不可能在移民問題上對英國讓步。值得注意的是，

歐陸國家與英國對歐盟的四大移動自由，特別是人員移動自由的部分，觀

感非常不一致。根據歐盟的數據顯示，歐陸成員國有 55%的受訪民眾認為

四大移動自由是歐盟最好的政策，有 79%的受訪民眾支持歐盟的人員移動

自由，民調結果不但反映英國與歐陸成員國對人員移動自由的態度分歧，

也暗示歐盟成員國在此問題上較難對英國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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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英國依循 EEA或瑞士模式獲得歐洲單一市場准入權的可能性很

低。在歐陸的非歐盟國家若要獲得單一市場准入權，也必須貫徹歐盟的四

大移動自由（冰島、挪威與瑞士均是如此）。換言之，在四大移動自由不

可分割的前提下，英國若接受 EEA或瑞士的模式，將會背離保守黨政府限

制歐盟移民的承諾。 

不過，英國退歐對歐盟而言不啻為一個警訊。歐洲近年來疑歐主義以

及極右勢力的上升或多或少與移民問題有關，因此小幅修改現有規章與指

令，在維持四大移動自由以及不歧視境外移民的大原則上，減少移民對歐

洲社會的衝擊，對鞏固歐洲單一市場與社會融合而言確有其必要性。 

 

「軟脫歐」仍可預期 

英國的退歐程序已經正式啟動，除了與歐盟的鉅額「分手費」有待解

決，現階段梅伊政府還需釐清在某些關鍵議題上的談判立場，例如如何管

控來自歐盟的移民，是否為倫敦取得特殊金融或貿易協議，如何制定退歐

後與歐盟的關稅，退歐後英國與歐洲法院的關係為何，以及過渡協議的內

容等。英國若無法在兩年內完成退歐談判，將面臨投資市場與國內經濟混

亂的風險，因此，在談判過程中須高度仰賴其他歐盟成員國的善意，以便

盡快完成談判。 

儘管來自內部強硬派的壓力不容小覷，但是英國的「軟脫歐」仍可預

期。首先，儘管英國國會無法主導退歐談判，但是梅伊政府也難以罔顧國

會對退歐協議和談判內容的立場。其次，英國企業（例如航空業、汽車製

造商、金融業）逐漸加大遊說力度，迫使政府達成雙贏的協議。再者，「硬

脫歐」的路線增加談判難度，增添英歐關係的不確定性，進而影響英國的

貨幣穩定與投資環境。此外，「硬脫歐」的結果會升高蘇格蘭獨立的可能

性。因此，隨著退歐談判逐漸深入，在更為了解彼此訴求與處境的情況下，

預料英國與歐盟都將提出更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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