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次大選總共將選出650名下議院議員

，保守黨獲得365席，遠超過半數所需的

326席。工黨獲得203席，蘇格蘭民族黨48

席，自民黨11席。保守黨較選前預測增加

近50席，創下自1987年戴卓爾夫人執政以

來最大勝利；而工黨則丟掉近60席，面臨

自1935年以來最嚴重的失敗。曾被寄予厚

望的自民黨也表現欠佳，議席不增反少。

作為最大贏家的保守黨將結束將近十年的

弱勢政府狀態，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全面

執政，約翰遜也將以強人姿態連任首相。

民眾願盡快結束脫歐鬧劇
約翰遜在保守黨贏得勝利後形容，這

是他獲得強有力的新民意授權，承諾將會

在明年1月31日按時完成脫歐。他表示將會

日以繼夜地工作，以回報選民對他的信任

。他特別強調，保守黨從工黨多個傳統優

勢選區奪得議席，因此感謝這些選民首次

轉投保守黨，承諾會領導一個 「人民的政

府」 ，不能夠令他們失望。他於13日上午

覲見了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並獲得批准組

成保守黨新政府。

與保守黨高奏凱歌成鮮明對比，工黨

和自民黨一片愁雲慘霧。工黨黨魁郝爾彬

表示，工黨度過了一個令人失望的夜晚，

他自己將不會再代表工黨參加未來選舉。

自民黨領袖斯溫森更在自己的選區丟掉了

議席，她為本黨糟糕的表現致歉，同時也

宣布辭職。

大選觀察人士表示，選舉未如預想般

艱難，保守黨之所以能夠出人意料地大獲

全勝，首先是其主張完成脫歐得到了一邊

倒的支持，此次選舉也被視為一次變相的

脫歐公投，檢驗民眾對脫歐的態度，結果

也證明民意已經厭倦了持續三年的脫歐鬧

劇，希望國家能擺脫政治紛爭重新出發。

預計保守黨在下議院獲得絕對優勢的情況

下，脫歐障礙將被掃清，無協議脫歐的不

確定性也大大降低。

工黨失鐵票倉
其次，保守黨的政綱不僅吸引了中間

選民，甚至贏得了傳統工黨的支持者。以

英格蘭東北部布萊斯谷選區為例，作為前

煤礦區，選民主要是工人，也是工黨的傳

統票倉，該區上一個保守黨議員要追溯到

1935年，工黨在上屆大選時仍以近20個百

分點的優勢勝出。但今屆逆轉，84年來首

度由工黨易手至保守黨，工黨得票率急挫

15個百分點。

在被稱為工黨 「紅牆」 的英格蘭中部

和北部選區，工黨全面潰敗，僅守住了倫

敦這個留歐大本營。經過此番政治勢力重

新洗牌，保守黨一家獨大。

另外，選前有在野黨呼籲的策略性投

票也未奏效。由於工黨和自民黨領袖的個

人魅力有限，導致整體跑票現象十分嚴重

，而被指絕大多數是支持留歐的青年學生

力量也被高估，雖然他們得到高度動員，

但事實上仍未能改變大局。

英國政治學者古德溫認為，約翰遜贏

得勝利，但也將面臨挑戰。此次支持保守

黨的選民與2015年卡梅倫時期有根本不同

，他們普遍年齡較大，種族多樣性較少，

工人階級更多，對英國脫歐的支持更大，

對移民改革的要求更高等，對約翰遜來說

，他如何應對這種緊張局勢仍是未知數。

蘇格蘭民族黨大勝 再提獨立公投
【大公報訊】駐倫敦記者李威報道：

此次選舉的另一大贏家當屬蘇格蘭民族黨

，在蘇格蘭的59個席位中贏得48席，較選

前大增13席。而在2016年脫歐公投中，蘇

格蘭大比例支持留歐。黨魁施雅晴13日表

示，蘇格蘭不應該與約翰遜政府綁在一起

，並且違背自己的意志與歐洲分開。約翰

遜可能獲得了授權帶領英格蘭脫離歐盟，

但他絕沒有獲得授權讓蘇格蘭脫離歐盟。

蘇格蘭必須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她說，

必須允許蘇格蘭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

《衛報》稱，本次選舉呈現了明顯的

「民族邊界」 。在蘇格蘭，蘇獨意識明顯

地因脫歐問題而重新振奮起了蘇格蘭民族

黨的聲勢，工黨與保守黨的票源也很明顯

地被稀釋甚至取代。但與此同時，保守黨

卻成功吸納了脫歐黨的 「英格蘭中年中產

白人男子」 票源。如此壁壘分明的狀況，

也可能使沉寂一段時日的英蘇 「統獨心結

」 在不久的將來，特別是2021年蘇格蘭議

會大選後，重新擺上枱面。

李 威大公報駐倫敦記者

被視為英國「一代人最重要選舉」的冬季大選13日塵埃落定，執政保守
黨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下議院絕對多數，約翰遜成功連任首相，這也是該黨
自1987年戴卓爾夫人執政以來的最大勝利。最大在野工黨遭遇慘敗，黨魁
郝爾彬將黯然下台。此次政治大地震式的選舉影響深遠，脫歐獲一邊倒支
持。約翰遜表示，選舉結果授權他在下個月將英國帶離歐盟。 「我們會在
1月31日前完成脫歐，沒有如果，沒有但是，沒有也許。」

保守黨大勝 約翰遜稱如期脫歐
英政治大地震塵埃落定 工黨嘗84年最大敗績

責任編輯：齊明喆 美術編輯：賴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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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後英國面臨
三大難題

即使新版脫歐協議在下議院
順利過關，也不過是走完脫歐第
一步。接下來，英國將迎來更加
複雜艱難的第二回合：與歐盟的
貿易磋商。按照保守黨先前承諾
，英國議會在2020年底脫歐過
渡期結束前與歐盟達成一份貿易
協定。不過，歐盟方面暗示，這
個目標不切實際。如果雙方未能
在2020年底前達成協定，同時
英國拒絕延長過渡期，就只能依
照世貿組織規定與歐盟開展貿易
活動。這種實質上無協議脫歐可
能性的增大，可能把英國經濟再
次拋入不確定性泥潭， 「脫歐」
變 「拖歐」 的戲碼，恐怕還會上
演。

能否解決脫歐難題？

三年前脫歐公投打開了撕裂
民意的潘多拉魔盒。圍繞是否脫
歐的民意極化，迫使政黨選邊站
、民粹化：不僅按 「左」 「右」
分野，也按 「去」 「留」 劃界。
內部纏鬥讓大黨受損，小黨漁利
，極端政黨崛起，地方性政黨得
勢，政治版圖日益碎片化。

撕裂的民意能否彌合？

作為最早邁入現代政治和工
業社會的發達國家，英國曾引領
風氣之先。如今，面對全球化時
代內外激變， 「後脫歐」 時代的
英國面臨着關鍵抉擇。英國社會
是更加保守內向，還是開放多元
？英國政府是更多聚焦國內事務
，還是積極參與全球事務……如
何抉擇，直接影響英國的發展方
向和與世界的互動模式。

大選後英國能否重塑全
球定位？

BBC／新華社 ▲施雅晴13日與本黨成員歡樂自拍
美聯社

2019英國大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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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議院議長已計入工黨議席
來源：法新社

絕對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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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遜13日和女友返回唐寧街10號 路透社

「搞定脫歐」 是約翰遜在這場 「事關
英國未來」 大選中給選民的承諾； 「把票
投給希望」 是郝爾彬的競選口號。隨着大
選的塵埃落定，這類問題大致有了答案。

如果說2016年的脫歐公投，還有不少
人三心二意，那麼這一次英國大選，選民
被高度動員起來。所以，把這次大選稱為
變相的 「二次公投」 並不為過。英國大部
分選民把希望投給了約翰遜，對郝爾彬來
說，無疑是 「令人失望的一天」 ，對工黨
及其本人都是一次沉重打擊，這也意味着
他帶領英國重回正軌的希望隨之破滅。

約翰遜的勝出並不十分令人意外。此
前的民調一直顯示保守黨領先工黨10%以上
，只是在投票前兩天，有媒體拋出保守黨
領先優勢收窄的民調，看來只是保守黨的
一種選舉策略，旨在動員所有還在猶豫、
支持脫歐的選民不懼風雨走向投票站。保
守黨最終以絕對優勢戰勝工黨，至少從另
一個側面說明，這個國家已經厭倦了脫歐
問題的久拖不決。恰恰在這個核心問題上
，郝爾彬最後一刻依然保持中立，讓選民
害怕由他領導這個國家，可能還需要在沒
有光亮的隧道裏呆上很長一段時間。

約翰遜的大勝，讓英國的脫歐走上了
快車道。歐盟也將於今日舉行緊急會議，
商討英國脫歐問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此次英國大選的焦點是脫歐問題，目的是
把被讓渡的主權從歐盟手中奪回來，但約
翰遜不得不面臨主權分裂的問題，正可謂
「正入萬山圈子裏，一山放過一山攔」 。

脫歐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英國再想關
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過去的三年半時間裏，由於脫歐帶
來的巨大不確定性，全球資本市場唯恐避
之不及，英國經濟增長受到巨大拖累。約
翰遜的勝出，讓脫歐多了一些確定性，對
未來的經濟前景又多了幾分期待。昨日全
球資本市場一片歡騰，英鎊匯率隨之大
漲。但這種樂觀情緒能持續多久，仍見
仁見智。郝爾彬認為： 「脫歐問題不會
馬上消失，而且一些新的問題很快就會
出現。」

2016年的脫歐公投，蘇格蘭和北愛爾
蘭均選擇了繼續留在歐盟。而此次大選意
味着脫歐已成定局，注定讓他們2019年的
聖誕過得極度沮喪，太多人不願意打開這
個聖誕大禮包。輿論普遍認為，英國脫歐

進程的加速將促使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地區
離心傾向進一步加劇。

根據選前的最新民調顯示，支持蘇格
蘭獨立的人士達47%，比2014年獨立公投時
的45%高出2個百分點。而大選結束之後，
估計這個數字還會繼續上升。蘇格蘭首席
大臣第一時間向約翰遜喊話，希望在蘇格
蘭再次申請公投的過程中，不要對其設置
障礙。對於北愛爾蘭新芬黨來說，英國脫
離歐盟，無疑會堅定其回歸愛爾蘭的決心
。就貿易和人口流動而言，北愛爾蘭與愛
爾蘭的心理和物理距離更近。據民調顯示
，北愛爾蘭46%的人支持脫離英國併入愛爾
蘭，而反對的人士只有45%，特別是44歲以
下的人群更是強烈支持併入。新芬黨黨魁
麥克唐納更是敦促愛爾蘭總理瓦拉德卡在
未來五年內，根據1998年《貝爾法斯特條
約》舉行統一公投。無論是北愛與愛爾
蘭邊境最終會立起什麼樣的硬邊界或軟
邊界，都難以擋住兩者之間越走越近的
趨勢。

具有警示意義的是，在過去五年裏，
英國舉行了三次大選，期待通過一次又一
次的選舉來凝聚英國社會的共識、解決英

國面臨的各種經濟與社會問題。一些人士
批評道，英國政客一直在濫用選舉，把一
人一票視為解決問題的 「靈丹妙藥」 。昨
天勝選的綠黨議員盧卡斯嚴厲譴責 「英國
這個國家爛透了，政治制度全面崩壞」 。
事實已經證明，一場又一場的選舉，非但
不能解決英國與歐盟之間的分歧，而且正
在把英國社會徹底撕裂。

西方社會的撕裂從英國開始，並向全
球擴散，2016年的美國大選又延續了這種
撕裂。第一次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美國
引領了第二、第三次工業革命。而工業革
命也因之帶動了全球化。具有戲劇性的是
，全球化的倡導者正變成現實的破壞者。
從此次英國大選結果可以看出，以排外為
主要特徵的民粹主義作為全球化的反動，
正處於上升發酵期。歐洲社會整體向右轉
的趨勢並沒有得到有效遏止。像意大利
五星黨、德國選擇黨等都受到不少人的
追捧。而主張社會主義及社會公正的郝
爾彬則被描繪成 「極左分子」 、 「極端主
義者」 。

英國擺脫不了 「選舉魔咒」 ，同時也
給世界樹立了壞榜樣，民粹主義的氾濫已

經成為全球的毒瘤。打着民粹主義旗號上
台的特朗普有理由將彈劾的惱怒擱到一邊
，畢竟從英國此次大選、鐵票倉中下層選
民背叛工黨的情形可以看出， 「特朗普時
刻」 只是一廂情願，世界或將不得不面對
「特朗普時代」 。

特朗普在第一時間發推，祝賀約翰遜
的當選，同時也給未來的英美貿易協議畫
了一張大餅。對於英國人來說，他們骨子
裏不太認同自己是歐洲的一部分，相反一
直強調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甚至有人把
兩者的關係形容為一對 「表兄弟」 。約翰
遜的勝出，讓特朗普在歐洲不再孤獨。在
美國出生、三年前才放棄美國國籍的約翰
遜在未來的歲月中，是繼續特立獨行，還
是追隨特朗普，將世界推向新冷戰，事關
國際局勢的演變方向。

推遲做出決定的5G問題很快就會擺上
日程，中英關係面臨新的考驗。約翰遜最
喜歡引用的一句話是 「一場戰鬥，比的不
是塊頭，而是鬥志」 。這句話對於未來的
大國較量，也是一種啟示。丟掉幻想，準
備戰鬥！當是大國崛起過程中必須具有的
底線思維。

周德武

約翰遜勝選或為英國分裂埋下定時炸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