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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纪要活动纪要活动纪要

英语学院积极筹备英国研究中心前期建设工作

4 月 6 日下午，英语学院召开

了教育部直属英国研究中心筹备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我院来自

英国文学、语言政策研究、英国

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

研究的十几名中青年教师与新闻

学院的吴瑛老师参加了会议。

在本次会议上，查明建院长全

面介绍了我校英国研究中心的创

办背景、申请过程以及教育部对

国别研究的具体要求与期望。查院长传达了教育部近期召开的全国国别研究与区

域研究第一次会议的基本精神与指导方针，转达了曹德明校长在我校国别研究筹

备会议上对上外国别研究的具体要求与殷切期许，并对我院英国研究中心的发展

提出了一些框架性地建议与构想。

作为英国研究中心的筹办人员之一，高健副教授具体介绍了我院申报英国研

究中心的具体过程以及我校英国研究学术发展的初步构想，以及现阶段英国研究

中心开展工作的具体计划。我院海外归国博士陈琦老师结合自己长期在英国学习

的经历具体就英国研究中心网站建设的具体内容、英国研究中心海外推广与宣传

的定位以及本中心的资料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新闻传播学院的吴瑛副教

授结合自身的学术研究成果，就英国传媒研究与中英文化交流机制等方面的学术

问题做了概要性地介绍，并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意见。作为

长期从事英国研究的学者，陈汉生老师就如何通过与英国学会、英国驻华外交组

织的合作交流扩大我院英国研究的影响力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会老师一致

认为，虽然我校英国研究相较综合性大学基础比较薄弱，但是，如果我们团结一

致，互助互补，结合我校卓越外语精英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实施错位竞争战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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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可以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取得主动，开创富有上外特色的英国研究模式。

我院英国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国际司设立的我校三大国别研究中心之一，是我

校唯一的首批教育部国别研究中心牵头单位。创立英国研究中心，对于我院进一

步推动人文教育与国别研究，进一步完善从本科到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与研究模式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作用。作为我校又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增长点，必定会对

我校英语专业在全国英语学界保持领先优势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陈晓律教授之“英美文化的同与异”

3 月 20 日晚，英语学院特邀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律教授，

带来英华人文系列讲座第二十一讲——英美文化的同与异。

讲座开始时，陈教授生

动地讲述了“啤酒里掉苍

蝇”笑话，不仅舒缓了现场

紧张的气氛，也十分自然地

切入主题。随后陈教授又进

一步给文化下了定义。陈教

授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

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使人变得优雅，使人类的生活变得精彩，同时，文

化对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有着潜移默化而又深远持久的影响。文化是

一定政治体制下人们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

紧接着，陈教授又开始讲述自己对英国

文化的观点。他认为，英国是一个十分重视

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国家，民主与自由观念深

深植根于这个民族的文化之中。英国民主的

发展与它独特的环境条件和悠久的民主发展

历史息息相关。从环境因素讲，英国地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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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西北角的岛国，与欧洲大陆相隔英吉利海峡。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既可以保证

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接受欧洲大陆先进的文化观念，又可以保留英

国相对独立的地位，避免卷入欧洲各国的土地争夺之中。

历史因素也起到相当的推动作用。英国是世界上少数的海军力量强大的国

家。海军在抵御外敌入侵这方面发挥很大作用，而在镇压国内民众这方面明显不

如陆军有力。当统治者的专治力量不足时，他们倾向于倾听民众主体的呼声，从

而保证自己统治的稳定。从立法和司法这方面看，英国有一套独特的案例法体系。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司法审判依据以往的审判惯例，这可以避免法律为权贵所利

用，为普通民众捍卫自己的权力提供了空间。此外，在审判中，陪审团讲求原告

与被告的诚信，审判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对人格的综合考查。这有利于促进社会崇

尚诚信的风情，为民主的发展提供营养。而律师们通过辩论得出事情的解决方案

的做法也得到了认同。人们逐渐学会用协商谈判的方法而不是野蛮的斗争来处理

矛盾。这无疑是民主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美国的发展则是地理空间、历史偶然性以及

美国人突出的创造性的共同产物。美国是一个地

大物博的国家。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

这些都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另一方面，历史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多次机会。

美国的主体居民来自欧洲。“五月花”号的到来

是先进文明进军美洲大陆的标志。这意味着从一

开始外来干涉势力相对较薄弱，美国的发展也得以顺利行进。两次世界大战也极

大促进了美国的壮大。一方面，美国大发战争横财；另一方面，战争也为美国带

来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财富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硬基础，人才则是软基础。当

然，美国人自身的创造性也不容忽视。他们在欧洲民主理念中发展了自己的联邦

制和三权分立制。政治上的民主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美国的政治体

制让美国成为一个“灵活的大国”：联邦政府无疑就是这个拥有强大实力的大国，

而各州政府就是以灵活性著称的“小国”。在这种制度下，各州可以根据其具体

情况制定管理细则，而联邦政府也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这些因素都为文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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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保驾护航。总体来讲，美国在其特殊的历史国情下形成了一个这样一个的文化

体系：崇尚平等，崇拜劳动，尊重法律，自律诚信独立，讲求实用主义和个人主

义。

陈教授简要介绍了英美文化形成过程的差异后又总结了英美的文化体系的

异同。民主与自由是英美两国较为突出的共同特征。当然，这两者之中也存在着

区别。英国的文化更为中庸平和，富有协商精神；而美国的文化较富于理想主义，

较为极端。当然历史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笔者在此仅罗列出陈教授提到

的较为重要的因素。

在问答互动环节中，很多来自研究生院与英院高年级的同学就民主与平等的

相对性、劳动的本质特征、美国媒体的两面性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很有深度的问题，

陈教授中肯、平和地耐心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讲座以高健老师独具风格的

点评收尾，最后现场再次为陈教授送去热烈的掌声。

莎士比亚出生地基金会杰奎琳女士到访英语学院进行交流

2012年 4 月 11 日（周三），来自英国莎士比亚出生地基金会的杰奎琳女士到

访上外英语学院进行交流。上午 10 时，杰奎琳女士与英语学院 4 名教师及 8 名

学生，在英院爱心阅览室围桌座谈，出席座谈的教师有：英语学院副院长葛忆翔、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高健副教授、刘思远、孙艳和熊颖哲等老师，参加

座谈的学生分别来自英院大二、大三和大四年级，曾参与过年度莎士比亚戏剧节

的剧目编排、演出及晚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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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期间，杰奎琳女士作为基金会学习与参与部主任，向师生们介绍了基金

会在保护和推广莎士比亚戏剧文化方面的具体工作以及面向学生和青年群体的

相关活动，杰奎琳女士坦言，在她成长过程中，莎士比亚戏剧文化对她产生了巨

大影响，并与师生们分享了她在演出莎剧和交流推广莎剧文化过程中的相关趣

事，由衷地表达了对莎剧的热爱。英语学院副院长葛忆翔和在场教师，向杰奎琳

女士介绍了英语学院历年来在推广莎士比亚戏剧文化方面的工作，高健副教授则

就英语学院刚刚建成的英国研究中心进行了展望并与杰奎琳女士进行了交流。在

场的学生分享了自己在莎士比亚戏剧节时编排、演出和主持的经历，以及自己对

莎剧和中古英语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同时也谈及了自己作为英语专业学生对未来

的规划。通过此次座谈，杰奎琳女士和师生们增进彼此了解并达成了默契，表达

了自己将致力于加强同上外英语学院在莎剧文化方面合作和交流的强烈愿望。

尽管天气略显阴霾，但在交流的过程中，杰奎琳女士和师生们始终畅所欲言，

谈天说地，气氛热烈，使得这次短暂的访问难忘而有意义。

英国学者 Martin Halliwell 教授讲座

5 月 13 日，英国莱斯特大学的 Martin Halliwell 教授和 Mark Rawlinson

博士来到上外，为英语学院的同学们带来“英华人文系列讲座”之二十三——英

美文学中的旅行，介绍了从古至今富有代表性的有关旅行的文学作品。

本次讲座中所涉及的旅行，并不仅仅指地理上的旅行，还有个人的成长之旅、

哲学之旅。Halliwell 教授首先介绍了美国文学部分，随后由 Rawlinson 博士讲

解英国文学部分。

早期的一批涉及旅行的文学作品大多来自欧洲，最早可追溯至 Homer（荷马）

的 Odyssey（《奥德赛》），

之后有 Cervantes（塞万

提斯）的Don Quixote（《堂

吉诃德》），Bunyan（班

扬）的 Pilgrim’s

Progress（《天路历程》）

等，多数与宗教、探索与

新大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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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文学中，“旅行”这一主题的表达面较为广阔，主要包括以下五个角

度：新世界；移民国家；种族、阶级与人口迁徙；旅行的方向与模式；运动及其

地方性。Halliwell 教授分别列举了 6 部文学作品，通过分析所选片段，使大家

对其有所了解。Letter to the King Ferdinand of Spain 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后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描绘了他发现的小岛 Espaniola 与西班牙的异同；The

Oregon Trail 是美洲移民在向西扩展时的记录；The Way to Rainy Mountain

则是作者 N.Scott Momaday 踏着祖母的足迹寻访祖辈记忆的心灵之旅；On the

Road 被 Halliwell 教授称作“一次从未开始的旅行”；Jasmine 讲述的是妻子代

亡夫完成“美国梦”的故事。

在讲座后半部分，Rawlinson 博士用更丰富的文学体裁向我们展示了旅行在

英国文学中的体现。他选取了第一批到达南极的五位英国人之一 Robert Scott

在冻死之际写下的绝笔信，文字中充满大不列颠的英雄主义精神，但在生命的最

后时刻流露出了悔意。此外他还朗诵了 W.H.Auden 的诗 Night Mail，让大家体

会到了诗中矛盾的感情，并介绍高科技给人们的生活中的行程带来便利的

Robinson in Space。

讲座部分结束后，两位主讲人与在座师生进行了交流讨论，讲座圆满结束。

（蒋冰尔）

上外英国研究中心举办英国研究领域知名学者讲座

2012年 6 月 5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交通

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江教授应邀莅临上海外国语大学松

江校区，为我校英国研究相关方向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作了题为“当代国际政治视

域内的英国研究”的讲座。

下午 15 时 30分，众多英美文化及英美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同学齐聚 5361会

议室，奢享这一难得的学术盛宴。首先，叶江教授点明了当下进行英国研究的意

义所在，即当代英国虽然早已不复当年“日不落”帝国的雄风，但仍在国际舞台

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当下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并广泛参与到国际事

务中去的大背景下，加强英国研究尤其必要。紧接着，叶教授用生动翔实的语言

向同学们介绍了英国的过去，即“三个女王，三个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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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入全盛，成为真正的‘日不落’帝国。但这一切离不开伊丽莎白一世时代

打下的基础，即 1588 年皇家海军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役。进入 20世纪，英

国逐渐丧失世界霸主的地位；伊丽莎白二世时代标志着英国向福利国家的转型。”

叶教授还提到英国历史上的几位著名首相，包括早期的麦克唐纳、鲍文，著名的

温斯顿.丘吉尔，以及现代文化中的戈登和卡梅伦。其中，在谈到布莱尔首相处

理戴安娜事件时，叶教授指出，年轻的布莱尔之所以能够说服地位崇高的伊丽莎

白女王改变之前的态度，向已逝的前王妃戴安娜提供最高规格的礼遇，根本原因

在于英国真正的权利掌握在议会而非王室手中，因此，王室必须尊重内阁首相做

出的决策。

由此，叶江教授谈到了英国的政治制度。

叶教授指出，正是英国完善、成熟的议会民

主制度支撑了英国在 18 世纪的崛起，并使得

英国在当今国力衰退的背景下，仍然能够在

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叶教授向同学们

介绍了英国当代的“国际组织外交”策略，

包括英美特殊关系、英国在联合国内的重要

作用以及英国在英联邦内的首脑角色，认为

当代中国如果想进一步参与国际事务，必须

处理好同英国的关系。因此，对当代英国进

行深入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叶教授指出，当代的英国研究应该更加细化、更

加具体，摆脱传统的文学文化研究的思维定式，瞄准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观察

英国议会席位的细微变化，分析大党与小党之间的利益博弈，预测英国下一步的

政治走势，为我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库支持。

讲座结束后，叶教授与同学们一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话题包括“在处理非

洲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和“当代世界英国王室存在的必要性”等。同学们

纷纷表示，叶教授信息量大，既有宏观的纵览，也有微观的分析，讲座开拓了大

家的学术视野、提高了大家的学术兴趣，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次讲座作为我校英国研究中心建设过程中的内容之一，主题紧扣中心研究

方向，内容精辟，见解独到，对促进研究中心人员树立正确的问题意识、把握英

叶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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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究的脉动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也为我中心今后继续举办同类学术沙龙奠定了

基础。

英国历史学会会长哈里·迪金森教授访问上外英国研究中心

6月15日，应我校英国研究

中心之邀，英国历史学会会长

哈里·迪金森教授访问我校。

迪金森教授是英国著名历

史学家，爱丁堡大学杰出教授，

两次出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副

主席，现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

迪金森教授长期从事英国史研

究，并擅长用政治漫画阐述历

史。他在18世纪英国历史、英国宪政史、英国政治思想史等领域成果斐然，代表

著作有《财产欲自由》、《博林布鲁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众运动》等10余部。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光荣革命的历史本质与现实意义”。17世纪的英国在政

治、经济、宗教信仰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革命。动

荡的社会运动始发于1640年前后，直至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推翻了英

王詹姆斯二世的统治，以非暴力政变的形式完成了政治变革，初步建立了现代文

明的政体。这场革命未有流血，因此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光荣革命”。然而，

光荣革命是否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现代文明意义上的革命呢？光荣革命最终是否

完成了现代政治体制的建设呢？光荣革命是否体现了英国政治生活的保守特征

呢？

迪金森教授指出，据史学界公认，人类历史上的五次现代革命分别为1640年

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美国的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8

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历时50年，经过

血腥的内战，动荡的共和国时期和短暂的复辟时期，最终结束于1689年的光荣革

命。他认为，使英国走上了现代国家道路的并不是轰轰烈烈英国大革命，而是相

哈里·迪金森教授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93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35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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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守的光荣革命。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开始展现出现代文明社会的种种特性：在

政治上，权利逐渐从国王转移到议会手中，王权受到限制。议会牢牢掌握着财政

大权，成为英国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事实上，从1689年至今，议会每年召

开，300多年间从未间断。在思想方面，种种现代思想和观念逐渐形成。君权神

授的观念遭到摒弃，法治思想深入人心。现代社会的诸多法制制度，如陪审团制

度，都是在光荣革命后开始出现。同时，在这一时期，新闻报刊作为独立于政府

机构之外的“第四股力量”开始崛起。审查制度被废止，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

出版机构随之成立。另外，光荣革命也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变革。英国从一个农业

国家开始向工业和金融国家转变；利益集团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社会阶层间的

界限越来越模糊，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总之，光荣革命造就了现代英国，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革命。

迪金森教授的演讲引起了中心师生的热烈讨论，老师与同学们纷纷结合自己

对英国革命与政治传统的认识与迪金森教授讨论了这一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并提

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问题。迪金森教授以极大的学术热情和师生们分享了他对这

一时期英国政治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洞识，获得了广大师生的高度肯定。讲座在热

烈的气氛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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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英国王室今昔

特别说明：

近来，整个英国沉浸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60 周年钻石庆典活动的

热烈氛围之中，人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王权至上的古典时代。英国民众对王室的

尊重与爱戴是这个以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为主体的现代国家的一大特色。然而，在

英国王室庆典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政治预期与利益诉求呢？在英国王室的今

昔比照中，我们试图寻找答案。

英女王登基六十周年钻禧庆典

伊丽莎白二世，现任英国君主，是英国及

英联邦成员国国家元首，同时也是英国教会的

最高首领，她被称为白金汉宫“首席执行官”。

伊丽莎白二世于 1952 年 6 月 2 日加冕，是仅

次于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间的国家元首，在她

作为国家元首的国度中大约生活着1.25亿人。

据英皇室网站钻禧庆典官网资料，中心庆

典于 2012 年 6 月 2 日至 6 月 5 日集中进行，

全英国将举办各式庆祝活动。

庆典流程如下：

6 月 2 日 伦敦举办德比赛马大赛，女王出席并发表演说

6 月 3 日 钻禧大饱餐(The Big Jubilee Lunch) 延续“大饱餐”（The Big Lunch）

活动，号召市民分享午餐；游泰晤士河庆典（The Thames Diamond Jubilee

Pageant） 来自英国、英联邦及全世界的近 1000 艘船组成船队，从巴特西桥行

至伦敦著名地标式建筑——塔桥。

6 月 4 日 白金汉宫 BBC 音乐会 音乐将进行电视转播，入场券将以抽签方式随

伊丽莎白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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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发送英国居民；钻禧灯塔 2012 钻禧灯塔网将在英国各地点亮，伊丽莎白女

王将亲手点亮白金汉宫外的大英灯塔。

6 月 5 日 伦敦中心将全天举办庆祝活动，将此次庆典推向高潮。圣保罗教堂仪

式后，将于威斯敏特斯大厅举办午宴，之后进行马车游行，最后女王将在白金汉

宫的阳台露面。

为庆女王登基六十周年，英国举国上下进行多项相关活动。

法新社 6 月 2 日报道，英国大本钟将更名为“伊丽莎白塔”。包括英首相卡

梅伦在内的 331位议员签名同意这一决定。《每日邮报》援引卡梅伦说：“有这么

多议员支持是件非常好的事，这份礼物很合适。”《卫报》也成该决议受到大多数

人的支持。英国下议院委员会将在 6 月底举行会议，投票决定是否通过大本钟更

名的提案。

信息时报综合报道，英国王室公布了一组从未公开的女王家庭旧照，包括女

王 53年 6 月 2 日的加冕礼以及女王参加查尔斯王子小学运动日的照片等。这些

都是查尔斯王子亲自选取的珍贵画面。作为对母亲 60周年登基庆典的电视献礼，

查尔斯在录制的视频中回忆了女王过去的生活片段，让英国民众对女王由更全面

的了解。其中，最经典的瞬间当属 1953年女王的加冕礼，查尔斯回忆了女王当

年在白金汉宫联系佩戴加冕王冠的情景，即便在给孩子洗澡时也戴着。

为庆祝女王登基 60 周年及 7 月将召开的伦敦奥运会，日前拥有 100 多年历

史、全球知名的伦敦塔桥重新装上数千颗节能灯泡，正式亮丽登场。伦敦市长约

翰逊表示，该城市正全力为今年夏天的盛事做准备，塔桥用白色灯光为女王庆贺

是这一连串庆祝活动的开始。伦敦市政府发言人表示，塔桥改换灯光计划始于

2011年 11 月，历史半年终于完工，新节能灯泡及灯管可使用 25 年。塔桥这次

换掉了过去单调且静止的灯泡，新装上了 1800 颗节能的 LED 灯泡、2000 米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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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 LED灯管、5000 米长的电线和 1000个接线盒。这种 LED 灯除了节能，灯光

颜色还可以有多种变化。在新灯光的映衬下，塔桥看上去更加宏伟。

白金汉宫当地时间 5 月 31 日发表声明，伊丽莎白二世将于 6 月 26 日至 27

日访问北爱尔兰。这是自上世纪 60年代北爱尔兰为争取独立爆发大规模暴力事

件以来，英王室首次提前公开女王对该地区的访问行程。这份声明还称，此次访

问将是女王登基 60 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届时女王将在丈夫菲利普亲王的陪

同下前往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和西南部城市恩尼斯基林，后者是 1987 年爱尔兰

共和军制造的一起爆炸事故的现场，那场袭击造成 11 人死亡。1998 年，北爱各

方签署《星期五和平约定》，爱尔兰政府放弃在宪法中对北爱尔兰的主权要求。

爱尔兰共和军随即结束了长达 30 年、只在脱离英国政府统治的武力抗争，但这

一组织衍生出来的几个派别拒绝解除武装并多次发动袭击，这使得英国政府从不

提前宣布任何出访行程。去年 5 月 17 日，伊丽莎白二世对爱尔兰进行了为期 4

天的国事访问，这是一个世纪以来英国君主首次对该国进行访问。

英国本国媒体热烈报道千船游泰晤士河盛典，盛赞伊丽莎白二世风度。民众

也对此次盛典表现出狂烈热情，百万余人不顾雨天，拥挤河道两旁观看盛典。

据卫报报道，因天气缘故，原定的致礼飞机表演取消，可大雨并未浇灭百万

人围观盛典的热情。当女王与其他皇室成员加入船队时，沿岸的市民也开始道路

狂欢。女王立于雨中，不肯打伞，在豪华的皇家游轮甲板上站立了一个多小时，

七公里的航程中不断向人群挥手。据钻禧庆典组织者透露，“钻禧大饱餐”共吸



14

引六百万市民参加，威尔士王子与康沃尔公爵夫人作为特别嘉宾参与其中。伦敦

火车站、地铁站极度拥挤，火车运营公司为伦敦中心的延误表示歉意，发言人表

示，“为保证市民快速来往庆典，铁路公司已增加额外班次。”

此前，英首相在采访中表示，女王为英国人

带来“国家凝聚力与稳定感”，她是“英国的象

征。无论工党、保守党、自由党，或者无党派，

都会尊重并仰视她。她是国家统一与延续的象

征，联结英国人民与英国各机构，提醒我们勿忘

历史，并使我们与其他国家、英联邦紧密相联。”

英国每日邮报大肆调侃 BBC 转播失误，对播

音员不合时宜的解说大家嘲讽，抱怨“转播毁了

此次庆典”。

每日邮报另一篇文章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盛赞钻禧庆典是“无与伦

比、光荣辉煌，极具热情，压倒一切的奇观”。文章认为，这是对英国人无比珍

视的英国身份的再次确认，而这种身份在过去的时间里几乎已被忘记。庆典的真

正价值在于，全国人民聚集伦敦，庆幸团结，发现“我们还拥有共同的信仰并愿

共同为之庆祝”。

女王是英国的国家元首。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女王并不实际统治国家，

而在重大仪式、正式场合出席。她是正义之源，军队领袖，并与英格兰、苏格兰

教堂有重要关联。女王是国家元首，面对政治事务时需保持绝对中立，没有权利

投票或参与选举。

“女王在议会”常被用来描述英国立法机构，该机构包括君主、上议院、下

议院。女王的责任有，宣布每届议会大会开始，大选前解散议会，通过枢密院决

议及声明。

女王与首相亦有特殊关联，女王保有与首相定期会面商谈的权利。

女王不仅在总部是伦敦的英国议会地位特殊，并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

兰议会游正式关联。

英国首相 大卫·卡梅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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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年庆典，英国进入旗帜狂热状态

2012 年 6 月 3 日，英国迎来庆祝女王执政 60 周年纪念日的小长假，英国各

地举办了各式各样的而庆祝活动。

在庆祝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狂欢现场，皇室的崇拜者身着米字旗样式的夸张

服饰，手举香槟酒涌上街头，从剑桥郡到堡垒营，都已经成为英国米字旗的海洋。

在这为期四天的小长假中，预计将举办超过 10000场的庆祝活动。

剑桥郡的小谢尔福特，伴着英国街头庆典时流行的传统环柱舞蹈，村庄里的

200 为居民重温了他们在 1977 年举行的庆典的场景。46 岁的煤气工程师 David

Hatter，说这个村子几十年来，一如既往的热闹非凡。他为自己的两个孩子能有

幸能经历这次 60 周年庆典感到由衷地高兴。驻扎在阿富汗的军队在堡垒营的食

堂大厅装饰鲜花彩带和英国国旗以表达对女王的尊重。在利物浦人们，举办了一

场街头化妆舞会：位于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的山楂花园，庆典过后居民仍旧醉心

于他们的白天庆祝仪式时的服装。

除了民众的大规模庆祝活动以

外，英国的特殊阶级也用自己的方

式度过这一纪念日。德比郡的查特

斯沃思庄园迎来了数百名参加庆典

的游客，与此同时它的主人德文郡

公爵出席了在西敏寺举行的女王的

加冕礼。他表示，这次加冕礼组织

策划得非常好。自己的剑曾经缠住他父亲的礼服并扯破了衣服的衬里。但这次在

场的人们事先整理好了自己的长袍和礼裙，避免了发生这样尴尬的事情。来自伯

查特斯沃思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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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郡桑尼戴尔的修女 Grace 和 Erin 身着统一的服装手挽着手走下白金汉宫门前

的林荫道；前外交部部长 David Milliband 在他的家乡，位于伦敦北部的樱草

花山的街头派对上主持了一场拍卖。而女王的形象也频繁地出现在伦敦中心道提

街的窗口上。

从英国近期人们在街头举行集

会，手拿彩旗，身着米字旗图案的服

装，庆祝这历史性的时刻，举国上下

沉浸在庆祝女王登基 60 周年欢乐景

象不难看出从中可以看出英国人发自

内心对国家对王室的热爱。近年来虽

然王室丑闻不断，弊端暴露，此次庆

典的筹办也不乏反对之声，国内废除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也多了起来，但从这次女

王登基纪念日庆典的火爆场面到几年前威廉王子大婚的场面，不难看出英国王室

仍保留着其在英国人民心中不可撼动的位置。英国的国家制度还将长久持续下

去。究其原因有三：第一，英王是国家的精神象征，她提醒着民众英国曾有过的

日不落的辉煌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第二，英王（女王）作为英联邦

首脑，还起着维系英联邦纽带的作用，在外交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第三，当英

国两大政党势均力敌或发生严重矛盾时，国王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进行调解，

作出决定，有助于保持国家内部的稳定，化解纷争。正如工党一理论家珍妮.�

李说："君主制是个有价值的缓冲器"。恩格斯曾指出：“英国宪法没有君主政体

淡化不可能存在的，去掉王权整个这一座人造的建筑物便会倒塌。英国宪法是一

座颠倒过来的金字塔，塔顶同时又是底座。所以君主这一要素在实际上变得越来

越不重要，它在英国人的眼光中意义就会越重大。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英

国更崇拜统而不治的人物。”

相比英国对国家的热爱之情，不禁反思中国，每年国庆节，在这一年一度的

纪念日，国民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人们更关心的是假期的安排，是否要加

班是否有奖金等问题，从没有群众自发走上街头，为国家的诞辰日而欢庆狂喜。

相比英国对国旗的执着与狂热，国内国旗崇拜的现象也甚是少见，我们的凝聚力

我们的归属感是否还不够强？还是因为国人千百年来养成的腼腆性格决定了中

国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我们的热情在哪里？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改变。（陈羽乔）

威廉王子大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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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钻石庆典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60 周年钻石庆典活动于本周末拉开帷幕。在今

天下午举行的皇家巡游中，女王带领一支由千余舰只组成的船队沿泰晤士河顺流

而下，搭载乘客超过 20000 人，两岸及桥头观看民众过百万，整个伦敦市呈现万

人空巷的局面。泰晤士河沿岸树立起 50多座大屏幕以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观摩盛

况。

巡游船队于下午 2:30从普特尼港始发，5:30 到达终点伦敦塔桥。这支有史

以来最大的船队中既有普通划艇也有军用船只，女王及其家人则被安排在领头的

皇家游艇上。由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派出的 20余艘船负责赛会的安保工作。

尽管天气阴冷细雨霏霏，巴特西公园和海德公园内举行的王室家庭庆典还是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全国各地举办了上万场街头聚会，多条道路实行交通封

锁变为了步行街。

本次庆典活伊始于周六女王例行参观埃普索姆德比马赛，其间威尔士歌手

Jenkins 为女王及全场爱国群众高唱圣歌。继皇家巡游之后，明天还将在白金汉

宫举行 BBC 音乐节，届时将有众多音乐家登台表演，观众人数逾 1 万。晚间各地

将燃放庆典烟火点亮夜空。周二庆典将随着宗教活动的进行步入高潮，王室家族

将在宫殿露台上向游行队伍致意。

针对这一庆典活动，《观察家报》于 6 月 3 日发表题为《世袭君主制构成社

会流动性的阻碍》的评论文章，摘要如下：

在英国，皇家庆典一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1897年维克多利亚女王庆祝其

登基 60 周年之时，各大报纸头条就以“女王陛下和她的帝国：一场无与伦比的

盛会”为题争相报道。然而时至今日，在又一位女王陛下庆祝钻石盛典的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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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社会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媒体的报道却没有丝毫进益。除了华丽的描述和

颂赞，这场盛会究竟意寓何在仍是语焉不详。

这当然不能归咎于众目之下那位 86岁高龄的女王陛下。君主世袭制是一场

博弈，幸运的是伊丽莎白二世很好地履行了她的职责，她在执政期间任劳任怨、

鞠躬尽瘁的工作无愧于今日所获得的一切敬重与爱戴。然而她所治理的这个国家

已经从本质上改变了，因此整个君主政体也必然要与之呼应。

本报一直以来认为，英国的君主政体是历史的痼疾，是英国社会追求自由与

革新的阻碍。注意到各个阶层的发展脉络是怎样泾渭分明，出身和地位是如何将

人们分隔开时，便可知社会流动性是一件多么令人担忧的事情了。试问世上还有

哪个民主国家由一个未经选举的机构掌控着立法权，还有哪一个国家尚保存着如

此强大的贵族势力？

近 115年来君主政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从

神坛上走下来，接受各方限制，放下高踞的姿

态进入媒体视野，使公众能够近距离了解。因

此在最近一次的民意调查 中，仍有 80%的英国

民众支持王室的继续存在，击败了只占 13%反对

这一制度的共和党人。然而就算有一天民众态

度转变，王室寿终正寝，又能有多少改变呢？

数百年的君主制传统已深深根植于英国文化

中，人们对于贵族的艳羡与追捧又岂是轻易能

够消解？

世袭君主制在北欧的一些国家以谦卑低调的姿态得以残喘，在其他诸如日

本、泰国等国家，民众对王室还保有神秘的崇敬；而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君主

制则是暴政的代名词。然而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一样乐此不疲地为王室举行庆

典，其间还伴有媒体的大肆宣传。

世袭君主是一种公共服务与公共特权的奇怪混合，它的发达史如今我们已闭

口不谈，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不衰。这种不愿变革的惰性将会把英国引向何处，

尚有待研究。（关依然）

英王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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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室的地位与品牌价值

英国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王室

不断出让财权和治权的历史。“光荣革

命”后所谓“皇室地产”的产权就被

议会掌控，只在名义上属于英国王室。

英国女王在 1952年接受《王室费用

法》，代表皇室放弃来自“皇室地产”

和大部分祖业的收益利得。作为交换条件，政府每年提供“王室费用”（Civil

List）以偿付王室成员直接的公务开支、提供“议会年金”作为王室成员的劳务

报酬、政府各部门直接补贴“王室费用”不覆盖的公务开销。

到 2010年为止，“王室费用”每十年由财政部决定是否调整额度、定期由“皇

家信托人”（首相、财政大臣、皇室司库）检查款项是否足够，“议会年金”是基

本不变的固定薪酬，政府各部门补贴由议会审批。2004年开始，英国王室主动

向公众披露年度财务状况报告，体例与上市公司相仿。王室的公款开销每年都被

削减，王室公款总支出在 1992年是 6552.7 万英镑，在 2010 年是 3815.9 万英镑，

这个数字尚未考虑通胀和汇率因素。

从 2012年 4 月《君王拨款法案》

(Sovereign Grant Acts)生效开始，英国政

府将政府各部门补贴和“王室费用”组合成

“君王拨款”。这项单一拨款的具体数额“二

者取其高”，或是按照之前两个财年的 “王

室地产”(The Crown Estate)年收益 15%计，

或是延续上一财年的拨款额。款项由英国国

家审计署（National Audit Office）审批，

直接拨付王室司库（Privy Purse）。

议会支付王室成员“议会年金”作为王

室成员履行国务的劳务报酬，不过从 1993年

起，除了女王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能保留每年 35.9 万英镑、2002 年去世

英王宫 白金汉宫

年轻时的菲利普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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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太后保留 64.3万的议会年金外，其他王室成员的议会年金必须要用女王私

人存款返还。

政府各部门的直接财政补贴中，占大头的是文化媒体运动部拨付的“物业服

务”补贴和交通部拨付的公务差旅补贴。现在英国皇室宫殿以及其中附带的珍宝、

园林全是国有资产，所以住这些地方的王室家族不得不担负物业管理经理的角

色，物管业务的开销自然要让政府这个业主出钱。王室做物管经理也讲究成本收

益，1992 领的物业补贴是 2393.6 万英镑，2010年就只领 1540 万英镑了。

交通补贴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英国交通部只支付王室成员用空中和铁路交

通方式出公差的费用，如果要开车出公差，车马费就只能让王子公主们自付：二

是上世纪王室成员出公差时爱选出行体验舒适便捷的军方固定翼飞机，但为了避

免赤字，2001年后坐直升机出差成为王族首选，几乎不坐军机。

英国什么品牌最有价值？答案是英国王室，这一“品牌”价值 445亿英镑。

价值超过英国商业连锁巨头特易购和玛莎百货公司的品牌价值总和。

最新的一份报告指出：“王室为英国带来了可观的年度利润和长远经济价

值。”

其中，王室资产管理局价值 70 亿英镑，王室的各类艺术藏品合计价值 100

亿英镑，康沃尔公爵领地和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分别价值 7.29亿英镑和 3.83 亿英

镑。

另外，王室的无形资产达 264 亿英镑。根据报告，王室对英国旅游业的贡献

为每年 5 亿英镑，转换成相应的无形资产超过 160亿英镑。王室成员出访国外，

为英国带来的海外广告效应价值超过 40亿英镑。王室授权允许一些英国企业使

用王室标签，这类授权估值 40 亿英镑。

报告举例说，去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米德尔顿举行婚礼，让英国在全球范围

收获免费广告效果，各种经济效应难以估量。报告的结论是，从现实意义考虑，

王室“光环效应”是英国经济增长所急需的提振动力。

据新华社电英国哪些品牌最有价值？英国一家品牌价值咨询机构提供答案：

英国王室这一“品牌”价值 445 亿英镑（约合 697亿美元），是实至名归的英国

最具价值“名牌”之一。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27 日报道，品牌价值咨询机构“品牌金融”在一份

评估报告中首次把“英国王室”假设成一家“企业”，分析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http://youh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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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得出这一结论。

445亿英镑品牌价值超过英国商业连锁巨头特易购和玛莎百货公司的品牌

价值总和。

品牌金融首席执行官黑格在报告中说，“毫无疑问，设立王室为英国带来了

可观的年度利润和长远经济价值。”

报告首先列出与王室相关的资产，市场估值合计 181 亿英镑（283亿美元）。

其中，王室资产管理局价值 70 亿英镑，王室的各类艺术藏品合计价值 100亿英

镑，康沃尔公爵领地和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分别价值 7.29 亿英镑和 3.83亿英镑。

品牌金融对王室的无形资产给予更高估值，达 264亿英镑（413 亿美元）。

其中王室对英国旅游业的贡献为每年 5 亿英镑，转换成相应的无形资产超过 160

亿英镑。

不过，合计 340亿英镑无形资产需扣除 76亿英镑“成本”，包括 33 亿英镑

安全保卫开销，将近 2 亿英镑旅行开销和 4.61亿英镑王室专款等。

从巴格达条约看英国在中东地区力量的减弱

2012年 6 月 2 日至 5 日，英国隆重的庆祝了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六十年。女

王的演讲还是一如既往的庄严、肃穆，女王的套装配帽子也还是那么的一丝不苟，

显得有些老派，却也并不是抵不过奥巴马和当今美国昂扬的气质。但是，女王在

位的六十年，基本上见证的是英国的力量式微的过程。虽然女王、王子、公主还

在不断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但英国的政治、经济地位的确在不断地下降中，而

且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一战的胜利带给大英帝国最后一轮海外扩张：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使得伊

拉克以及其巨大的石油利益在英帝国的掌控下。而 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

基本是向西方看齐的，这就让英国在中东地区、巴尔干半岛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但是此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一战后加剧，德国的威胁，

美国的崛起，苏联的成立在各个领域减弱了英国的力量；而各地人民的独立运动

更是让该帝国摇摇欲坠，英国的经济已经没有能力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帝国。二战

后，各属地纷纷争取到独立，有的国家选择加入英联邦，而有的则是彻底的独立，

这都大大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http://youh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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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为了加强地区防御，抑制苏联力量向

中东地区的渗透，英国发起了《巴格达条约》，最

终签订的国家包括英国、伊拉克、土耳其、伊朗以

及巴基斯坦。英国原本希望叙利亚和约旦也加入，

但该军事同盟条 约遭到了以当时埃及总统纳赛尔

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的强烈的反对。这些国家决不

能接受该地区出现一个以西方利益为核心的军事

性防御组织。这就如同，伊拉克人虽然有支持英美

推翻萨达姆的，但要他们同样支持一个英美扶植的傀儡政权却是难上加难。

对英国更大的冲击还在酝酿中。1956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英国、法国、以色列对埃及的进攻最终在美苏的干预下以

失败告终。1882 年，英国轻易击败埃及，将当时名义上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埃

及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七十多年后，如当年的奥斯曼帝国一样，英国同样也失

去了埃及。两年后，伊拉克 1958 年革命推翻了英国费心扶植的费萨尔王朝，导

致伊拉克从亲英的姿态直接转向，加入了反帝的阵营。如苏伊士运河一样，可以

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伊拉克油田不再受到英国的控制。至此，在美苏冷战的漩涡

中，英帝国在独享 200多年的霸权后，最终失去了在世界政治外交中的主导地位。

霸权换了又换，可中东问题却一直得不到的解决。上世纪的政治残留物延

续至今。2003 年，美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后果、代价沉重。如今，针对伊朗

问题、叙利亚问题，英国已经没有了当年发动伊战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但唯

一不变的就是，其政策基本还是紧跟美国：人权，制裁。卡梅隆和奥巴马频繁的

会面、联合记者会都显示出两国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但两国的关系，与其说是新

旧霸权的联手，还不如说是美国外交政策众多同盟中的一个，但毫无疑问，是很

重要的一个。

若当今强国想要靠扶植地方政府来控制中东地区的话，《巴格达条约》就是

最好的前车之鉴。不管西方怎么样对“民主”“自由”渗透阿拉伯世界感到沾沾

自喜，不管中东各国怎么样像西方学习，向西方靠拢，例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凯

末尔领导下的埃及，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他们借鉴西方的发展模式与政治

体制只是为了自己更加强大，从而更好地对抗一切可能的入侵者。英国早在 1955

年就已经在这个试验上失败了。

阿拉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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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室吃什么

06 年，英国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故事。故事中讲到威尔士亲王吃鸡蛋非常挑剔，

为此御厨早上会准备 7 颗鸡蛋，希望至少有一个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事后，克拉

伦斯宫发言人做出回应，反驳这一说法。之后，“鸡蛋”事件愈演愈烈，多位王

室成员对于鸡蛋的癖好被曝光，演绎出一段皇室的鸡蛋情缘。

查尔斯的私人厨师披露，守卫会提前告知他预计达到时间以便及时准备；鸡

蛋需要煮 4 分钟，不可有一点差错，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会同时用三个锅煮。和

普通人一样，王室成员喜欢吃炒蛋，煎蛋，煮蛋，或者和奶油一起烤着吃。此外，

他们还发明了各式各样的独特吃法。他们对鸡蛋有各自的爱好，例如维多利亚女

王喜欢吃红壳鸡蛋；伊丽莎白女王喜欢吃白煮蛋，但必须装在配有金色汤匙的金

色鸡蛋杯中。

虽说鸡蛋是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食物，但英国王室也会将其制作成菜谱，而

且装订精美，不乏史诗般的端庄。从王室对一颗鸡蛋的态度，可见他们对食物的

重视。自从维多利亚女王之后，王室表面上强调禁欲主义，实质却是无节制的浪

费。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正流行制作精细法国菜，而女王偏爱简单的食物。

她喜欢吃小酥饼，喝大麦粥或土豆汤。

英王乔治五世在登上王位之前，一直居住在乡

下，生活朴素。他在位的四年间，一战爆发。宫

廷里实行定量供应，每人的早餐不超过两道菜。

同时，他下令战争期间不允许喝酒。他自己的饮

食也很简单，主要吃土豆，对此他很满足。

乔治六世本人也很节俭。在二战期间同样实行

定量供应。但是，女王伊丽莎白对食物很讲究。

看到她的菜单你一定会被震惊到。她喜欢卡梅雷

发明的特制蛋奶酥，其中金水酒是必需的原料，

那是一种含有大量小片金叶状物的酒，原产于波

兰格但斯克。

威尔士亲王的三餐可谓无比丰盛。早餐有烤鸡和龙虾三明治；午餐有八道菜，

金水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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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饭后茶点；晚饭有十二道菜，包括两道汤，原料丰富，工艺精细；临睡前，还

提供蛋糕和可口小吃。甚至在剧场看戏时，查尔斯王子会要求中场暂停一个小时，

他会在包厢中用餐。鸡蛋、冷鳟鱼、巴黎面点等所有食物均由御厨制作，装满了

整整六个篮子。公开场合他强调节约，所以到任何一处，他都会带上煎锅；甚至

花园的一株草也不能随意丢弃，或许要用来煲汤吧。而实际上，去年一年他的个

人支出增长了约 50%。

那么王室的品味是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呢？

一方面，王室将自己的品味扩散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为大家普遍接受。最

初，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将圣诞树和火鸡带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之后为

了纪念女王 1953年的加冕，有人发明了加冕鸡。加冕鸡是将鸡肉块或者鸡肉丁，

混杂香草和香料 ，搅拌奶油蛋黄酱，加杂杏仁或葡萄干制作而成。在英国历史

上，无独有偶，乔治五世的时候，有人发明了银禧鸡。做法实则类似。2002 年，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继位 50年，金禧年，加冕鸡稍稍更新味道，变变模样，又被

冠名金禧鸡。今年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继位 60年，不知道是不是很快就有钻石

鸡上市。而另一方面，王室的生活也在正在一步步向普通人靠近。很容易看到凯

特王妃推着手推车在超市购物，或者在安格尔西的肉铺买羊肝煲汤。(孟娇娇)

英国皇室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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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英国英国思想思想思想库研究库研究库研究

Civitas 市民社会研究所

从 Civitas 最新的出版物来看（2011初年至今，publication 的前十个），

关注的议题最集中的有三点：英国的环境保护政策, 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英国的

中小企业发展，落脚点都是怎样摆脱英国当今的经济低迷，振兴经济；而其中环

保政策和欧盟关系两项是相互交织的。

多项出版物表达了对当今英国环保政策的质疑，指

出靠政府强力补贴某些清洁能源产业，限制传统耗

能产业的政策，给英国制造业和消费者都带来巨大

负担，会严重拖累英国经济，而对节能减排无益。

其中David Merlin-Jones表达了对欧盟旨在降低碳

排放的 EU ETS的强烈不满，说这项政策会损害英国

经济，鼓励环境帝国主义。

在与欧盟关系方面，也有些出版物表示了对欧洲人权法院干涉英国司法主权

的不满，对欧盟环保政策的强烈质疑，也有出版物从英国对外贸易分析英国应该

将今后的重点放在欧盟之外。这些都表现了英国对欧盟离心力。

对于振兴英国国内经济方面，一些出版物提出了建议。包括建立以国家为后

盾的银行以贷款给中小企业，复兴英国的制造业改变倚重金融业的现状，还有增

加对化工行业的重视。

另外，还有出版物涉及到英国社会机制的平等问题，养老体系，人权问题。

Civitas 出版物 Civitas Review 最新一期（2012年 3 月）的两篇文章涉及

了两个问题：1 英国及欧美现今劳动力收入下降的原因和对策；2 评价欧盟的

Emission Trading System,指出其严重漏洞。Civitas Review 两篇文章的摘要:

1 Thinking in decades and Centuries- the Decline in the Incomes of Worker

in Europe and the USA by Anthony Scholefield

文章分析了欧洲的经济增长放缓乃至停滞的状况和原因。文章指出，欧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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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失去了 industrial monopoly 以及大量廉价劳动

力的涌入使欧美国家的 worker income 减少甚至降低，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损失

严重，而高收入人群收入上升。

文章着重分析了 20 世纪以来英美国家资本

外流和外来 劳动力涌入对本国劳动力收入的影

响。不发达地区的不熟练，低技术，贫困劳动力

涌入，增加了本国安置劳动力的成本，拉低了本

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与之相比，中，印，日等后

发国家福利水平低，新增资本投资密度大。其中

指出，随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和福利机制完善，中国也将面临西方国家今天的

问题。

就解决问题的对策而言，文章认为，降低税收和对经济的限制，增加资本密

度，提高劳动力技术，特别是限制外来劳动力的流入，除非劳动力能为本国带来

资本。

2 Beyond the EU’s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by David Merlin-Jones

这是一篇揭示欧盟 ETS危害的文章，严重斥责 ETS 制度，奉劝英国政府早日

抽身这一制度。文章认为能源企业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电荒愈加严重，迫使能

源集约型企业对外投资带走工作机会，全球碳排放增加。

在这一事件中，其中一些利益集团从 ETS中获利，包扩一些金融公司，倒卖

排放积分的公司，课税的政府。其中提到了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投资获得了大量

世界银行贷款，而政府从这些公司盈利中课重税得利。

文章建议，欧盟应立刻废除 ETS，代之以对碳排放直接征税的制度。英国政

府应尽快从 ETS计划中撤出。（符梦醒）

Civitas 最近出版图书：

1 Extending Lending: The case for a state-backed investment bank

Advocating for state-backed investment banks( described as Enterprise

Bank) to provide easy-get loan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2 CO2.1: Beyond the EU'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David Merlin-Jones, 3 January 2012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extendinglending.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co21.htm


27

Auguring the failure of EU’s Emission Trade

System( EU ETS): its low effectiveness and its

cost to business.

ETS’s expensive cost:

likely to start trade wars with the US, Russia,

China who warn to take reaction against the

airline emissions charged them;

does not reduce emission on global scale, but only urges emission to be

emigrated to countries with rich fossil-fuel: Indian, China, Russia, and

lose many job opportunities to them.

Emission sol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nvironment imperialism.

Merlin’s suggestion: a carbon tax to encourage investment in low carbon

energy resources.

3 The Rise of the Equalities Industry

- Peter Saunders, 30 November 2011

Argues that public polices are often made to aim at eradicate no-existent,

make-up inequalities, the inequality of outcomes, whose “remedies are

not only costly but threaten the freedoms we value in a liberal democracy.”

4 Time to Say No: Alternatives to EU Membership

- Ian Milne, 17 October 2011

It argues that staying in EU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stly to UK economy,

regarding the vast and fast-growing UK exports outside EU.

5 You're on Your Own: How Policy Produced Britain's Pensions Crisis

- Peter Morris, Alasdair Palmer, 12 September 2011

Shows the crisis the current UK pension system is going to cause: millions

of people may go destitute after retirement.

6 Small Corroding Words: the Slighting of Great Britain by the EHRC

- Jon Gower Davies, 8 August 2011

Strongly oppose the report of EHRC(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equalitesindustry.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timetosayno.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OnYourOwn.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SmallCorrod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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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minority group of Britain are treated unfairly.

His arguments: Britain is far more fair than countries like Sudan, and

the EHRC fails to make comparison; claiming rights without duties crashes

the state.

7 The Green Mirage: Why a Low-carbon Economy May be Further Off Than We

Think

- John Cosntable, 5 September 2011

Arguing that the current economic planning aimed

at transforming to renewable energy is costly and

ineffective without fundamental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8 Reviving British Manufacturing: Why? What? How?

- Alan Reece, Ha-Joon Chang, 26 July 2011

Suggesting that Britain should revive its manufacturing i ndustry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economic downturn since 2008 crash.

9 Chain Reactions: How the Chemical Industry Can Shrink Our Carbon

Footprint

- David Merlin-Jones, 31 May 2011

States that the current green policies employed by the UK punishes the

energy-intensive chemical industry heavily, which is short-termism and

causes UK to lose its competitive edge. He suggests that the right solution

is to trust chemical industry as they may come up with energy-saving

products.

10 Strasbourg in the Dock: Prisoner voting, human rights & the case for

democracy

- Dominic Raab, 21 April 2011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uled that convicted prisoners have

right to vote while the UK parliament strongly rejected. The book analyses

how this ruling breaches the 1950 Convention and how the Strasbourg Court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GreenMirage.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GreenMirage.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RevivingManufacturing.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Carbonnortheast.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Carbonnortheast.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Strasbourg.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Strasbour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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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disturbing Britain’s judicial system.

11 Women, Islam and Western Liberalism

- Faisal al Yafai (editor), 16 October 2010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British Muslin women discussing the convergences

and challenges between liberalism and Islam on the topic of women.

12 Refusing Treatment

- James Gubb and Laura Brereton, 04 October 2010

Based on a year-long survey, the book examines how well the market spirit

within the NHS works and found out that the anticipated benefits of market

has yet to come.

13 Licensed to Hug

- Frank Furedi and Jennie Bristow, 27 September 2010

Examines how the vetting system in UK, published in order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dangerous adult, has to some extent goes to extremes and

caused distrust.

英国外交政策中心（FPC）近来研究方向及观点的总结

外交政策中心(FPC)是英国的一个重要对外政策研究机构，是英国著名

智库之一。该中心于 1998 年由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时任外交大臣的罗

滨.库克共同发起组建，其宗旨是推动国际问题讨论，发展对跨国和跨部门

政策的研究。中心发表的所有研究报告、出版特及国际讨论均是有针对性

的，对英国的内外政策有很大影响。其研究范围包括外交关系、安全与防

务、发展、教育、文化及宗教等领域。中心经常召开政策问题专题讨论会

和国际会议，邀请政府部门、企业学术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共同讨论政策问

题。当前，外交政策中心（FPC）重点关注的主要有以下领域：

1. 欧盟改革及英国在欧洲身份的新定位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在英国外交政策中的分量越来越大。然而，

不断发酵的欧债危机也使得“欧洲怀疑论”大有市场。因此，关于“欧盟改革”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WomenAndIslamOct10.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RefusingTreatmentSept2010.htm
http://www.civitas.org.uk/press/prLTH2ndEdSept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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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国与欧盟关系”的研究是外交政策中心的研究重点。

经济方面，中心学者撰文指出，英国在欧债危机中采取一种“隔岸观火”的

态度。出于保护本国金融业的考虑，英国政府不愿积极参与到对希腊的援助中去，

对德法两国的提议反应冷淡。但是，必须认识到的是，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吸收了英国对外贸易的四成以上，一旦欧元区真的解体，其对英国经济带来

的打击必然是灾难性的。中心的学者认为，一方面，英国保守党政府应该抛“欧

洲怀疑主义”态度，参与到欧元区改革中去。另一方面，英国也应该积极发展与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往来，为本国经济复苏留条后路。

政治方面，外交政策中心关注欧洲一体化改革，向英国政府及民众介绍欧盟

的一系列跳跃，讨论欧盟与英国的合作与分歧，并思考欧盟在整个世界的定位。

学者认为，英国应该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德法合作以争取英

国在欧洲的新地位。同时，英国不应忽视欧盟边缘小国，通过加强与他们的联系

可以帮助英国在欧盟中取得突破。

2. 新兴市场国家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

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

砖五国” 经济形势良好，称为世

界经济的新引擎，并且有接替西方

在未来主导世界的趋势。外交政策

中心对新兴市场的研究有很大兴

趣。

对于中国的发展，中心学者认为，西方应该摆脱传统的冷战思维，以一种新

的眼光看待中国，因为中国的崛起给全世界带来了重大机遇。英国乃至整个西方

都应该借鉴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摆脱本国经济困境。同

时，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担当起领导作用，而不应

满足与简单的参与到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去。对于世界性问题，中国应更多地

担负起大国的责任。

对于印度与俄罗斯的发展，外交政策中心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有多篇文

章讨论其发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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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恐、安全和全球热点地区

外交政策中心十分关注安全及反恐问题，有多篇文章探讨欧洲及美国自“911

事件”以来的全球安全政策。中心学者认为，欧洲以往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不

够严谨，对于“反恐”的立法操之过急，而操作层面又有诸多问题。另外，中心

对伊朗问题、巴以问题都十分关注。有文章认为，巴以地区的阿拉伯人人权缺乏

保障，这是解决巴以问题的重要障碍之一。还有文章认为，解决巴以问题应该加

强对话，开展多边谈判。另外，中心对中亚、非洲等地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4、环境、人权等全球性问题

外交政策中心发表过多篇文章探讨环境人权等全球性问题，他们认为对于解

决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不能只停留在谈判桌上，需要进一步推进实质性的工作。

美欧等国应该减少资源能源的浪费，转变原来的高能耗的生活方式，新兴国家也

应履行承诺，减少碳排放 。对于人权问题，学者指出，需要进一步推进改良和

谈判减少对抗，加深理解与互信。

总结

作为英国的主要智库之一，外交政策中心主要关注外交领域的重要事件，相

对于其他智库更偏重于英国外部及国际研究，如国际热点 地区、安全问题、反

恐问题、欧洲问题等，加强对他的研究对于了解英国外交政策有很大帮助。（曲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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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研究中心 Aging Research Center

老龄化研究中心（Aging Research

Center），其研究主要分为 geriatric

epidemiology（老年流行病学）（尤其

研究老年痴呆症）、psychology（尤研

究老年人认知变化的表现及成因）、social gerontology（社会老年学）三部分。

由于前两部分对专业技术知识要求较高，我拟对该中心社会老年学部分的研究成

果(http://www.ki-su-arc.se/)进行关注。该部分主要研究社会、生活环境因素、

个人性格对老龄化及老龄人群的生存状态的影响。简要归纳下述几点信息：

1."Health trends among the oldest old"

虽然越来越多的老人能够活得更长，但是其“增加”的这些年岁并不见得对

其人、其家庭、以及社会是一件绝对的好事。因为研究表明，“人更长寿”并没

能增加“无痛苦的活着”(pain-free)的时长，相应的，“痛苦的活着”的时长会

有所增加。

其中一项研究以“肌肉骨骼疼痛”( musculoskeletal pain)作为基准对上

述问题进行检测，研究发现当今老年人“无痛苦的活着”的时长较以往年代的同

龄人不变或甚至简短，而“痛苦的活着”的时长却是有所增加，因此研究得出结

论：当今老年人健康状况较以往年代有所下降。可见在生存条件改善及医疗技术

提高的同时，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也在恶化。不过关于老年人活动能力（如生活自

理的能力）的调查表明该方面的状况较以往并无恶化。

2.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完善，英国已经形成企业、政府和个人共担的养老模式，

但由于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政府财政紧缩，这种模式正面临挑战。

英国养老产业上个世纪 90 年代基本上实现私有化，企业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它们负责老人的家庭护理与保健，开办养老院收养行动不便的老人，建立疗养院

为疾病缠身的老人提供食宿和全天候护理服务。英国目前有养老院和疗养院约

1.8万家，护理机构近 6000个，各养老机构 2009年共收养近 40 万老人。

尽管企业扮演着主要角色，但英国地方政府却是低收入者养老的“最终付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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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社保部门亲自参与一些老年人的家庭护理工作，并拥有和管理少量的

养老院。例如，伦敦卡姆登区就有 4 家公办养老院，主要收养阿尔茨海默氏症患

者。

英国政府鼓励老年人尽可能在自己家里安享晚年，事实上大部分老人的确选

择在家养老。但如果老人需要照顾和护理，希望租住老年公寓，或者去养老院生

活，而自己又负担不起开销，他们通常会找地方政府帮忙，经评估后确定是否有

资格申请，再按照收入和资产情况确定是自己付费，还是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等入住疗养院，国家医疗服务系统会对其进行补贴，英格兰

地区的补贴额大约在每周 109英镑。需要接受特别治疗的，国家医疗服务系统会

全额支付诊治费。

不过，由于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以及政府为削减财政赤字而紧缩公共开支，

上述养老模式正面临威胁。根据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公布的数据，半个世纪以来，

英国人的寿命一直在延长，2030年之前，50 岁以上的雇员将占劳动力总数的近

三分之一。

事实上，英国中央政府计划大幅削减给地方政

府的拨款，这已经影响到它们向养老领域投入的意

愿。英国反对党工党“影子内阁”负责养老事务的

国务大臣索恩伯里牵头进行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

地方政府计划提高公办养老院的收费标准，还有的

打算干脆关掉养老院或减少收留人数。由于各种养

老院的收费不断攀升，去年有越来越多的英国老人

被迫卖掉自己的房产支付在养老院的费用。

英国赢利性养老院收养的老人有近 60％是地方政府送来的，其全部或部分

费用由政府承担。英国著名保健服务商保柏集团不久前发表报告称，如果地方政

府削减这方面的开支，养老院的床位到 2020年前将减少 8.1万张，而老龄化的

趋势意味着这一时期的养老新需求实际还将比现在增加 1.8 万张床位。

3.《趋向老龄化的劳动力：期待与愿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6 月出

版。 本书作者为菲利普·泰勒教授，2006年以前他一直在英国剑桥大学任职，

是剑桥大学老龄化跨学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执行主任。执笔此书期间他担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527.htm


34

任澳大利亚斯文本大学企业、老年人和工作研究中心教授、主任，现任澳大利亚

蒙纳什大学 Gippsland 校区研究生院院长、商学院教授。

本书内容：劳动力的老龄化挑战了目前许多政府和观察员延长工作年限的

观点。《趋向老龄化的劳动力:期待与愿景》作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福利

体系和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年老员工首当其冲地承受了工业化国家应对经

济转型和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冲击，他们的参与迫使社会经济结构重组、社会福利

体系重构以及老年人概念的重新定义。

4.英国老龄化研究已逾两百年，其基本目标是，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让老

人过有尊严的独立生活。政府主要工作有三类：支持 NGO组织提供养老市场的供

求信息及服务；通过财政帮助，让低收入老人

（年收入或者资产不足 2.5 万英磅）能够享有

体面的基本生活和制订养老住宅建设规范和

建筑标准。私营部门负责建设养老社区与住

宅，主要以出租方式提供给老人，这类住宅（社

区）按提供健康、医疗服务的程度也可分三种：

退休社区、护理之家和护士之家，服务费用也

依次变得昂贵。

5.根据法国兴业银行研究结果表明，到 2050年，在全世界 90 亿人口中，60岁

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到 20亿。而欧洲目前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由此引发

的结果将是财富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欧洲经济则会衰落。兴业银行欧洲

区首席经济学家维罗尼卡·黎舍－弗尔预测，2050 年地球人口将会增至 90 亿。

但是全球人口增长主要由亚洲和非洲的人口增长带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将接近

80 亿，而发达国家的人口将在 2030年左右达到极限：12.6 亿。2050年，在全

世界 90 亿人口中，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到 20 亿。而非就业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例也将显著上升。依照人们在工作时期进行储蓄，退休以后花费储蓄的理论，

黎舍－弗尔认为，2015－2030 年，发达国家的储蓄额将呈现下降趋势，而发展

中国家的储蓄则会上升。

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劳动力资源也将发生大规模流动。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

下，就业人口的下降，将导致依赖率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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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率是指就业年龄人口与年幼和年老的非就业年龄人口的相对比例。依赖率下

降就意味着在总人口中，非就业人口的比例上升。由此可见，2005－2050年间，

世界人均 GDP将会下降 6.6%，即平均每年下降约 0.15%。欧洲目前的生育率是世

界上最低的，因此欧洲受依赖率下降冲击最大：人均 GDP下降可达 18%，即平均

每年下降 0.35%。所有的西欧国家都面临这一财富减少的威胁，不同国家的人均

收入将下降 9%-23%。紧随其后的是北美洲，下降 9.3%，人均每年下降 0.2%。

研究同时指出，如果欧洲国家能够多管齐下，提高生产率、延长工作时间、

让社会各阶层更积极地参加工作、改革退休制度、加大移民引入力度，欧洲尚可

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冲击。然而，目前的欧洲如果想效法美国 25 年前就实

行的移民制度，为时已晚。现在就连东欧国家也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因此欧

洲自身已经没有潜在的人力资源储备。

非洲是唯一能给欧洲提供大批移民的大陆。此外，土耳其的人口出生率虽然

已开始止步不前，但却依然维持着较高水平。因此，土耳其如果加入欧盟，将大

大改善欧洲的人口状况。美国的移民政策和出生率可以使美国避免这一窘境。同

欧洲老龄化加剧和人口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移民数量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从 1980 年代开始，美国就业人口的 1%－1.2%来自移民。此外，美国的生育率非

常稳定，这两个因素使得可工作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依然处于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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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深度分析深度分析

从曼联利物浦的足球恩怨看英国的城市地域文化

对英国足球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红军”利物浦与“红魔”曼联这对死

对头的恩怨情仇由来已久。曼联历史上最成功的主帅弗爵爷有一句经典名言：“我

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利物浦从他妈的王座上踢下来”，曼联球迷也知道利

物浦是他们一生的敌人。弗格森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率领曼联压倒利物浦的愉悦，

“每 一个曼彻斯特人都以战胜利物浦为荣。因为对方和我们一样，是英格兰最

成功的俱乐部。我们无法忍受对方的胜利，好像我们被踩在了脚下。”而利物浦

的每个球迷，不论利物浦还是埃弗顿，都痛恨曼联。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原因，

只是从小就恨，或许因为曼联太成功，或许因为百年来的积怨。那到底是因为什

么让他们彼此仇恨呢？在对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地域文化分歧的追溯中，我们发

现了这两座城市自古以来的分歧。他们一直十分仇视对方的地理、历史、宗教与

文化，甚至上升为利益冲突，所以，在足球场上表现出来也显得合乎情理了。

【地理历史】

利物浦是英国著名的港口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其经济在工业革命

时期作为英国北部最重要的港口，肩负着运输大英帝国的工业产品与殖民地的原

料的职责。同时，曼彻斯特控制了英国绝大部分的奴隶贸易，奴隶贸易使得城市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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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

曼彻斯特虽然是一座古老的工业城市，但其经济在工业革命时期才真正开始

崛起。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织机，成为了工业革命的开端。18 世

纪 80年代第一家棉纺织厂在曼彻斯特诞生。1789 年蒸汽机开始代替水力，装备

纺织厂，从此这里的棉纺业发展得更为迅速。曼彻斯特因其发达的纺织业而享誉

世界，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称。

两座城市的经济利益冲突使得彼此都长期处于对对方的嫉妒、厌恶与排挤之

中。而这种情绪自然而然地就被利物浦队的队员与曼联队的队员带到了足球场

上。

【宗教文化】

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自古就

有，作为分别信奉天 主教与新教的

利物浦与曼彻斯特，这两座城市在

宗教上的差异使得其矛盾上升到了

不可调和的地步。利物浦作为英国

北部的港口城市，拥有跟多爱尔兰

移民，这使得其宗教信仰与英国其

他城市不尽相同，他们信仰天主教。

而曼彻斯特作为传统的英国城市，信仰新教。由于新教与天主教有过很多

次的激烈碰撞，所以，这两个城市从意识这个方面就有点道不合。

这两座城市在文化上也存在着许多差异。众所周知，爱尔兰人具有极高的

艺术天赋，而拥有着众多爱尔兰移民的利物浦显然也继承了这一优良基因。利物

浦人极具表演天赋，培养出无数天才画家、音乐家和诗人，还孕育了伟大的披头

士乐队。

而位于英国西北部平原又毗邻奔宁山脉的内陆城市曼彻斯特，在艺术文化

方面就略显保守了。其现代音乐起步较晚，愤世嫉俗的色彩也更加浓厚。虽然

Oasis 的呐喊也给人心灵的震撼，但从艺术家的数量与质量上来说，曼彻斯特显

然不是利物浦的对手。

两个城市之间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宗教文化差异，作为自己地区代表队的红

利物浦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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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与红魔在球场上的强烈对峙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民性格】

曼彻斯特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传统的纯

工业城市，大量的劳工阶层构成了其社会主

体。简朴、低扎实，是这个劳工城市的特征，

对传统的曼彻斯特人而言，一切繁华都是通过

双手辛苦劳作创造出来的，他们的生活习性类

似于清教徒，所以对于表面上不从事劳作、生

活习气浮华的利物浦商人们，曼彻斯特人没有

任何好感。

而利物浦的社会形态主要由商人和运输

业主构成，加上与海外地区的频繁交流，利物

浦的人民显得更加奔放与开朗，不同于传统英国人的严谨和古板。再者，利物浦

临近海洋，气候相对稳定，所以这里的女孩子无论寒暑都会穿着性感的晚礼服去

泡吧，这在传统的曼彻斯特人看来，大概是极其疯狂的。城市球迷的较量其实就

是城市历史的缩影。从足球世界探幽访古到英国的城市地域文化，我们发现，利

物浦与曼联的较量不仅大有渊源，而且合情合理。（周玥舒）

国别研究的迫切性与可行性---以英国研究为例

在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领域, 国别研究并不是非常普遍的学科建制。绝大多

数国家国别研究并不普遍，与这一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世界第一强国，

美国的国别研究特别发达，几乎所有美国一流大学都设有针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跨

学科、跨专业的综合研究中心，美国大学中不同国别与地区的研究中心都具有极

为鲜明的研究特色，针对同一国家与地区的研究中心在研究方向上也各有特色。

国别研究状况是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外交愿景休戚相关的。 在18世纪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对于东方大国中国想象式的崇拜促发了欧陆强国对于“中国

学”的强烈兴趣，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关于中国的研究学院获得了极大的

发展。在过去50年的世界历史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如此自豪于自身的文

ManchesterManchesterManchesterManchesterTownTownTownTown HallHallHall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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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在美国大学内普遍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这一独特的国别研究机构，美国研究

学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覆盖了美国大学所有基础人文学科领域，

是美国最有活力的学会之一。美国官方与民间机构合

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学研究，它们共同致力于诠

释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

毫无疑问，推广美国学研究是美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

然而，与美国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都有美国研究中心这一状况相比，英国大

学却很不重视发展针对英国的综合研究，各个相关学科彼此没有互通有无的习

惯，知名大学里也鲜有英国研究中心这样的学术机构。这充分说明，国别研究与

区域研究是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自然选择，也是一个有着强烈

的世界意识与大国意识的国家的自觉取向。

就英国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英国历史与英国国内政治云集了英国学界

很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但是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研究在英国并

不发达。在18世纪，受制于岛国文化的保守特点，英国的中国学研究远逊于欧陆

中国学研究，即便在当代中国毫无悬念地迅速崛起之际，也少有英国学者专门研

究中英文化交流与人文互动关系。英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国际学界并不突出，实

力与影响远逊于美国；就英国外交领域而言，学者们较多关注的主题是英美关系、

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以及英联邦国家关系，少有学者专门研究中英关系，足见英国

国际政治学界对中英关系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由此可见，伴随着一国综合国力

的日益式微，该国学界的研究兴趣与

对国际文化发展的敏感度也会逐步

钝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整个世界

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种国别研究发

展的程度集中体现了一国学术界的

政治参与度与文化敏感性。

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在英国的发

展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

或者说中国元素在英国社会文化与

政治生活的地位与影响力；与英国学



40

界的状况相对应的是，我国学界关于英国的研究成果也乏善可陈。我国学界只是

在英国历史与英国文学领域成立了全国性学术组织“英国历史学会”与“英国

文学学会”，其学术影响力并不强大。在以上研究领域中，虽然也涉及了英国历

史、文学发展中一系列重要的事件、作品、思想与人物，但是，研究成果普遍较

为表浅，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在许多重大的学术子领域还存在空白，

亟待学界深入挖掘阐释。

然而，就现阶段而言，在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无论是

从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宏观角度看，还是从中英双边外交关系全面发展的微观角度

看，我国的英国研究的确迎来了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近年来，中英关系的发展

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局面，正如我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说，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正经

历深刻演变，世界经济形势亦复杂多变。然而，中英双边关系却迎来了极为难得

的发展机遇。中国正在实施“十二五”规划，英国也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双

方都将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作为第一要务，都致力于加强经贸合作，促

进双向投资。两国发展理念互鉴，优势长项互补，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把保障和

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正在探索创新社会

管理方式。英国也在推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中英加强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

对双方都大有裨益。中国是英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国，英国“汉语热”持续

升温，现有欧洲最多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两国民众增进彼此了解的愿望与日

俱增。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推进全球贸易谈判、应对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

和打击跨国犯罪等一系列全球重大问题上，中英都致力于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

的作用，推动建立更加合理有效的国际治理机制。

在此形势下，中英作为两个大国，共同利

益日益增多，合作必要性进一步增强，合作基

础不断夯实。两国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建立经济财金对话、战略对话等一系列高层交

流机制，并于近日建立了中英高级人文交流机制。如何在国际范围与双边关系内

进一步深入展开中英合作，这是需要在双方深入理解对方的基础上用智慧、知识

与技巧来共同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在我国高校建立中英国研究中心，大力推

动英国研究的学术发展与综合研究是极为必要的，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