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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民在 2016年 6月 23日的公投中贊成脫歐者以 51.9%對 48.1%

反對脫歐者的選票獲得勝利，除了確立英國脫歐的民主程序之外，同時也

將歐盟政經統合進程帶人了新的里程碑。在經過近 8個月的投機、猜測與

惶恐的時日之後，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終於在 3月 29日正式以書面

信函向歐盟高峰會議主席杜斯克(Donald Tusk)提出脫歐的訴求並表達立場

與期許。在此同時，歐盟會員國領袖也將於 4 月 29 日召開臨時高峰會議

就未來脫歐談判確立原則與策略。本文將就英國脫歐公投後的內部相關法

定程序以及英國與歐盟自身的因應策略加以初步分析。 

事實上，歐洲人民皆體會到，英國脫歐公投的勝利對歐盟與英國而言

是一個個雙輸的局面，雖然在第一時間也有許多英國人民開始領悟到問題

的複雜性與嚴重性而提出若干思考，包括公投的有效性、約束性；提請憲

法法院釋疑是否要經過國會的投票通過等，但最後仍回歸到公投結果的民

主正當性與合法性，一切照表操課。2017年 1月 17日，梅伊首相以脫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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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龍頭身份提出了一項英國脫歐程序與談判的 12點原則，其中包括了，

脫歐公投是一項民主的展現，英國脫歐才會有更國際化的空間；脫歐的最

重要策略就是儘可能達成各項事宜的確定性；脫歐所有協議皆要經由國會

兩院的審議通過；脫歐之後英國政府必能對移民問題做有效之管制；在退

出單一市場的情形下，英國政府將致力於和歐盟簽署一項最有利之貿易協

定；英國政府未來仍將提供歐盟適當的預算分擔，而非現今較多的支付；

英國政府將更自由地和歐盟之外的第三國進行貿易協定之談判；英國將退

出共同農業政策，但仍希望和歐盟簽署關稅協定；英國政府未來將依世界

貿易組織的規範之下自由建立稅制並消除任何關稅障礙；英國政府期望此

項脫歐談判及程序將會是一個創造英國與歐盟雙贏的過渡階段。從這些內

容觀察，英國政府的立場似乎相當堅定，而且希望能在保有最大的權益與

自主性上完成脫歐，因而有所謂「硬脫歐」的解讀。 

2017年 3月 13日，在英國國會兩院相繼通過脫歐案之後，英國的內

部民主與法律程序已經完備，英國向歐盟提出脫歐申請已箭在弦上。3 月

29 日梅伊首相正式發函給歐盟杜斯克主席將依歐盟條約第 50 條進行脫歐

談判。在信函中英國政府特別表達了談判 7大原則： 

一、基於誠信合作之精神，雙方的談判交流將以具有建設性以及相互

尊重之方式進行； 

二、英國人民的權益一定是我們在所有談判過程及內容中最優先的考

量； 

三、英國與歐盟雙方應努力去達成一個全面性的合作協定； 

四、英國與歐盟雙方應全力以赴，除了將可能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與震

盪減少到最低之外，同時要提出更多的正面結果與確定因素； 

五、在談判過程中，雙方必需要特別考量到英國與愛爾蘭的特殊關係

以及北愛爾蘭和平進程之問題； 

六、英國政府希望能儘快針對若干政策性或技術性問題的談判架構達

成初步的協議，以便有利於後續的全面性且更深化的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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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英國與歐盟雙方應持續合作以促進並維護共同的歐洲基本價值與

理念。 

 

雖然梅伊首相在信函中的結語仍是以一個積極樂觀的文句舖陳，「我

知道英、歐雙方一定有能力達成協議，不但要建立一個更深化且特殊的關

係，同時更讓歐洲對全世界的繁榮、安全以及重要性有所貢獻」，但實際

上，此項脫歐信函已讓歐洲政局產生衝擊。同日，杜斯克主席在記者會中

指出，對布魯塞爾及倫敦兩地而言，沒有人不會承認 3 月 29 日這一天是

一個令人悲傷的日子，但是我們 27 個國家一定會謹守「堅定與團結」的

原則面對未來的談判；我們的目標就是去儘量減少歐洲人民、企業以及會

員國可能支付的代價。此外，杜斯克也強調，歐盟 27 會員國從現在到未

來皆不會採取所謂懲罰性的觀點或手段來處理脫歐，因為脫歐本身就是一

件懲罰產的事件，在經過 40 幾年的統合過程之後，雙方一定要儘全力促

使此項分手（離婚）在最好的情形下進行。 

值得一提的是就歐盟與 27 個會員國而言，此項談判與過程也是相當

惱人且冗長的，時時刻刻皆會影響到國內政局的發展。基本上，杜斯克主

席為昭公信並使談判順暢，他也提出了以下原則與程序： 

一、英國正式依歐盟條約第 50 條之規定提出脫歐並正式啟動各項事

宜； 

二、27個會員國領導人研商並通過未來談判的基本原則與立場，屆時

並可依此原則進行若干調整； 

三、在歐盟執委會提出各項談判建議事項之後，歐盟部長理事會正式

授權並進入實質談判； 

四、歐盟高峰會議通過所有涉及雙方未來合作關係與運作方式的各項

規範或相關內容； 

五、歐盟高峰會議委託歐盟執委會代表 27會員國對外談判，並任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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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執行委員為談判代表、組成談判團隊。執委會需隨時向歐盟領導人

及部長理事會報告各項進程及內容，同時也要定期且完整地知會歐洲

議會各項訊息； 

六、歐盟高峰會議及所屬相關機構將進一步確認並保障各項談判內容

皆合於即定之大政方針，同時也提供相關訊息或指令給執委會。 

 

同樣地，歐洲議會亦於 2017 年 4 月 5 日通過了一項有關英國脫歐談

判程序的決議案(2017/2593(RSP))，除了提出談判過程的基本立場與原則之

外，同時要求歐盟高峰會議應基於公開與透明之原則隨時向歐洲議會報告

談判過程與進度。由以上的分析可以了解到，脫歐談判與過程確實是一個

浩大且艱鉅的工程，其所面對的不確定因素也相當多。隨著英國脫歐的正

式啟動，歐盟 27會員國也積極因應，杜斯克主席不但立即定於 4月 29日

召開歐盟臨時高峰會議，同時也於日前（4 月 6 日）赴倫敦與梅伊首相會

晤，另外更草擬了一項談判原則準備於 29 日時通過，可說展現了連任主

席的擔當與決心。不過，也有許多人持疑慮的態度，誠如有些歐洲觀察家

所云，「英國脫歐好比是人們要在一個裝滿 28個蛋的籃子中檢一個出來」，

這個動作並不容易完成，因為很可能會因相互拉扯而被擠破。以目前的發

展來看，基於歐盟統合的四大流通原則，英國與歐盟之間的歧見如下： 

一、就人員自由流通而言，目前歐盟會員國有 300萬的人口在英國，

有近 100萬的英國人在歐盟，雙方談判的基礎何在，如何解決？ 

二、就貨物自由流通而言，英國與歐盟的貨物如何進出，是否課征關

稅？稅率如何？挪威、瑞士模式是否套用？ 

三、歐盟即定財政分擔，歐盟財政支出已規劃並同意至 2020年，在此

財政支出中，英國將分擔約 250億到 600億歐元的支出，特別是有關

歐盟對外援助款項、歐盟整體的基礎建設與開發款項以及歐盟公務員

的退休基金等，英國是否願意繼續承擔，或是食言仍有許多變數，當

然勢必會影響到脫歐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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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察，英國脫歐對歐洲統合進程而言不但是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同時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經驗，個中所涉及的面向及內容更是廣泛且複雜

（如有 2、30 萬人的英國人在西班牙置產且移居；有 70 萬的波蘭人在英

國工作），且尚不論所可能牽扯到的國際政治與權力之互動與角力，因此，

以現階段僅是脫歐的正式起步而言，其所產生的實質影響與可能衝擊還需

更進一步的觀察。 

 

責任編輯：郭佩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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