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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爱尔兰要“脱英”
苏格兰闹“独立”

英国
“后院”起火

刚在七国集团（G7）峰会上伙同一众盟友发布
联合声明干涉台海局势，英国“后院”就燃起“熊熊
大火”。不仅北爱尔兰闹着要“脱英”，苏格兰也扛
起“独立”的大旗，约翰逊正为此头疼不已。

英国约翰逊政府无视美国的警告、
绕开欧盟的干预，推动英国议会下院通
过《北爱尔兰议定书》，试图通过立法方
式将北爱尔兰强行留下。但分析认为，
这一做法不仅招致美国、欧盟方面的一
致批评，还点燃了内部“脱英”派的怒火，
造成分裂势头进一步加剧。

历史伤痕长期不愈

英国北爱尔兰地方选举结果5月初
就已出炉，但新一届议会迟迟未能召开，
新一届北爱尔兰政府也无法履职。造成
僵局的主要原因是，尽管“脱英”派新芬
党取代传统的“留英”派民主统一党成为
北爱尔兰地方议会第一大党，但“留英”
派联盟利用规则进行抵制，使新议会无
法召开并批准新政府，导致北爱尔兰陷
入罕见的“宪政危机”。

连日来，由英国政府和欧盟签署的
作为英国“脱欧”协议一部分的《北爱尔
兰议定书》，成为各方博弈的关键议题。
北爱尔兰陷入内外危机，并引发英国内
政外交新麻烦，也给英欧关系增添新
变数。

北爱问题由来已久，核心是北爱尔
兰归属问题。英国曾统治爱尔兰数百
年。1949年，英国承认爱尔兰南部26郡
独立，但仍对爱尔兰北部6郡实施统治。
这之后，由于政治、宗教、种族等各方面
的矛盾，北爱尔兰局势长期动荡不安。
1998年，英国与爱尔兰两国政府以及北
爱尔兰三方经过长期艰苦谈判，终于签
订了《贝尔法斯特协议》，规定现阶段北
爱主权仍属英国，但承认北爱人民有权
决定未来去留。此后，“留英”政党一直
占据议会多数地位，历任首席部长均出
自“留英”政党。然而，北爱社会冲突始
终存在，民族主义政党根基依然深厚。

两大阵营严重对立

历史上，信奉新教的英国殖民者压
迫剥削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引发强
烈反弹并最终导致爱尔兰南部26郡“脱
英”。北方6郡虽然留在英国，但至今仍
拥有大量天主教人口。据2011年英国人
口普查结果，新教及其他基督教派别人
口占北爱人口的48.4%，天主教人口占
45.1%。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
末，这两大群体经常爆发激烈冲突，双方
激进分子采取爆炸、暗杀等恐怖主义手
段，造成大量平民死伤。虽然1998年《贝
尔法斯特协议》签订后北爱局势基本平
稳，但冲突在两大族裔和不同信仰群体
间造成的创伤与隔阂仍挥之不去，北爱
社会和政党政治也呈现两极分化趋势。

在现行的北爱尔兰政治体制下，“留
英”势力与民族主义势力不得不在议会
和政府中合作才可保证其正常运转。这
一设计本意是促进两大阵营的对话与沟

通，但在实践中双
方曾多次因为各
种问题拒绝合作，
使得北爱尔兰地
区数次陷入“无政
府”的僵局，短则
数日，长则数年。

此次民主统一
党采取不合作态度
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
其希望逼迫英国政府修
改甚至撤销与欧盟签署的
《北爱尔兰议定书》。尽管北爱
两大阵营在“留英”或“与爱尔兰统一”
问题上严重对立，但大部分北爱人是希
望留在欧盟的。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
公投中，56%的北爱选民选择了“留欧”。

面对“脱欧”争议难解

在“留英”问题上，“留英”政党向来
态度十分强硬，坚决反对任何有可能危
及北爱与英国其他地区之间联系的措
施。然而，由于北爱的特殊性，在英欧

“分手谈判”中，北爱地位问题成为焦点
之一。经多轮谈判，英欧达成《北爱尔兰
议定书》。根据协议，北爱尔兰地区留在
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关税同盟内，以防
止爱尔兰岛内出现陆上“硬边界”。不
过，从英国大不列颠岛进入北爱地区的
部分商品须接受海关和边境安全检查。

分析认为，这份《北爱尔兰议定书》
保证了北爱在英国“脱欧”后能尽量继续
享受欧盟贸易规则的现实安排，但民主
统一党坚决反对这一安排。对“留英”派
而言，《北爱尔兰议定书》一方面会在北
爱与大不列颠岛之间设立障碍，另一方
面则会加深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之
间的联系，这些都是其最不愿意看到的。

英国政府也有意单方面修改《北爱
尔兰议定书》，以简化北爱尔兰与大不列
颠岛之间人员和货物往来的流程，即便
此举被欧盟方面指责“违反国际法”。

短期来看，民族主义政党的一次胜
选尚无法触发北爱“脱英”的法律机制。
虽然《贝尔法斯特协议》承认北爱人民有
权决定未来去留，但并未明确设置触发
这一机制的前提。该协议只规定，如果
英国内阁中的北爱事务大臣认为北爱民
意倾向于“脱英”，则其应当准许就该问
题举行全民公投。换言之，是否举行北
爱“脱英”公投的决定权在英国政府，并
且以何标准来衡量民意更是语焉不详。
而现任英国北爱事务大臣布兰登·刘易
斯明确表示，不会寻求进行“脱英”公投。

但若北爱正式“脱英”，北爱地区社
会冲突极有可能再度爆发，来之不易的
和平局面很可能毁于一旦。而且，北爱
一旦“脱英”，必将导致英国国际地位进
一步下降，甚至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国家
解体。 据《新民晚报》

北爱尔兰“脱英”势头加剧 苏格兰独立风波再起
英国苏格

兰地方政府首
席大臣斯特金
6月28日在苏
格兰地方议会
宣布，她领导
的政府计划明
年10月19日举

行第二次苏格兰
独立公投。面对很

可能来自英国政府的
反对，斯特金表示，正在

寻找绕过这一阻碍的方法。
不过目前舆论对于这场公投顺利举

行、苏格兰“脱英”预期不高。就连斯特
金本人也表示，如果公投无法顺利举行，
她做好了两手准备。

二次公投？

斯特金当天概述了苏格兰政府的公
投计划及其动机。她表示，现在是让苏
格兰人民就该地区的未来做出决定的时
候了。她还呼吁英国政府与苏格兰政府
就公投进行协商，以便达成一致。

英国政府对此表示，将在研究相关
计划后做出回应，但眼下谈论此事不合
时宜。英国首相约翰逊认为，英国的当
务之急是促进经济发展等，相信苏格兰
的参与有助于这些目标实现。

面对很可能来自英国政府的反对，
斯特金正在寻找绕过这一阻碍的方法。
关于苏格兰政府能否在没有英国政府授
权的情况下举行独立公投，她已指示高
级司法官员寻求英国最高法院判定。但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英国最高法院不太
可能支持斯特金的计划。

斯特金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她表
示，如果公投计划未能顺利实施，那么她
将在下一次大选时将独立议题作为竞选
纲领，下一场大选将成为“事实上的公
投”。如果苏格兰现在的执政党——— 民
族党届时赢得多数选票，或可将独立公
投作为组阁谈判筹码。

但在当地经济通胀压力高企、民众
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医疗和教育水平有
待提升等背景下，不少人尤其是反对党
对斯特金的计划予以批评。苏格兰保守
党领袖道格拉斯·罗斯指责斯特金在国
家需要团结一致的时刻制造分歧。苏格
兰工党领袖阿纳斯·萨瓦尔指责斯特金
以独立为借口，以便民族党在下一次大
选中“刷存在感”。

酝酿已久

在英国北部，沉寂许久的独立话题
为何再次浮现？实际上，这一话题一直
存在，之前只是被英国“脱欧”、新冠疫情
等话题所掩盖。究其原因，要从苏格兰
和英国历史上的关系说起。苏格兰曾是

一个独立王国，直至1707年与英格兰
合并。

尽管苏格兰政府在政治、公共卫生
和教育等领域享有一定自治权，但防务
和财政大权仍掌握在英国政府手中。在
苏格兰政府及民间，一直存在“脱英”势
力，包括民族党。围绕“苏格兰应该成为
一个独立国家吗？”当地民众2014年给出
答案——— 55%选民反对、45%选民支持。
当时，公投获得时任首相卡梅伦领导的
保守党政府授权。

但很多人没想到，2016年英国“脱
欧”公投结果再添波澜。当时，52%的英
国选民支持“脱欧”，48%支持“留欧”。而
在与欧盟经济关系紧密的苏格兰，62%选
民支持“留欧”。这种分歧加速了苏格兰

“脱英”进程。但此后由于英国政府反
对，苏格兰政府忙于参与“脱欧”谈判、疫
情影响等原因，这一进程进展寥寥。

约翰逊政府搞出来的“派对门”风波
持续发酵，让包括苏格兰地区在内的英
国民众，对现任政府的信任度一落千丈。
执政的保守党在不久前的地方议会选举
中一败涂地，约翰逊也面临严重的下台
危机。与2014年的英国相比，今天英国
的形势更加严峻。

阻力不小

一旦人口约550万的苏格兰“出走”，
终结其长久以来作为英国一部分的地
位，预计将成为约翰逊执政成绩单上一
大败笔。此举恐怕还会引发连锁反应，
助长北爱尔兰地区“脱英”呼声。而约翰
逊目前正面临内政外交挑战，无暇顾及
新难题。

嗅到危险气息的英国政府，早早就
采取了措施。英国首相约翰逊曾亲自致
信斯特金，拒绝授权苏格兰举行第二次
独立公投。与此同时，英国内阁还计划
在苏格兰设立二级办公总部，以加强对
该地区的管理。

斯特金面临的另一大挑战在于民
意。近期民调显示，支持和反对苏格兰

“脱英”的两股势力势均力敌，突显分歧。
据称，部分民众的一大担忧在于苏格兰
预计会在独立后加入欧盟，届时或与英
格兰在边界问题上陷入争端。

但爱丁堡大学公共政策教授詹姆
斯·米切尔认为，斯特金的最新举动是一
种政治策略。即便公投计划遭到英国最
高法院否决，她仍可以在政治上受益。
届时，斯特金可以宣扬说伦敦否认了苏
格兰的自决权，以激起民众的独立情绪。

有评论称，斯特金的最新声明再次
点燃了关于苏格兰未来的斗争，但在法
律和政治层面都有较高风险，可能引发
动荡。米切尔预计，从中期来看，各方可
能会在独立问题上陷入僵局，甚至陷入
一场旷日持久的“堑壕战”。

据《中国青年报》

6月20日，苏格兰格拉斯哥市
支持独立的民众手举苏格兰与欧
盟旗帜游行。

北爱尔兰支持“脱英”
的民众反对修改《北爱尔
兰议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