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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国是一个族群结构“超级多样性”的国家ꎮ 为了提高民族(族群)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ꎬ英国

政府对两类不同的少数群体ꎬ即本土世居少数民族和外来的移民少数族群ꎬ分别采取了公民(个体)权利加区域

或领土自治和普遍主义的公民权利范式加一定程度的多元文化主义群体权利的差别性政策和立法ꎮ 总的来看ꎬ
尽管英国政府对其世居少数民族及移民少数族群的赋权和权利保护ꎬ对他们的国家忠诚和认同以及社会融入产

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ꎬ但由于历史的、国情的、制度或体制的ꎬ特别是价值理念因素的深刻影响ꎬ英国的少数民族

(族群)政策及立法不论是对其世居少数民族ꎬ还是外来的移民少数族群的国家忠诚或国家认同的维护或培养

均效果有限ꎮ 新时期英国在国家认同或整合问题上仍然面临着艰难的选择ꎮ
〔关键词〕民族政策与立法ꎻ世居少数民族ꎻ移民少数族群ꎻ国家认同ꎻ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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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英国少数民族(族群)结构的多样性、
复杂性和差异性ꎬ〔１〕英国政府对不同的少数民族

或族群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立法ꎮ 对于来自本

土的所谓“世居少数民族”ꎬ一般采取公民(个
体)权利加区域或领土自治ꎻ对于外来的移民少

数族群ꎬ则采取普遍主义的公民权利范式加一定

程度的多元文化主义群体权利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ꎬ移民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进入调整模式ꎮ 总体

上看ꎬ英国的民族(族群)政策和立法对于巩固

世居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或不离心起到明显

作用ꎻ对于复杂多元的移民少数群体的融入和社

会团结也起到一定作用ꎮ 然而也要看到ꎬ由于多

种因素的叠加作用ꎬ英国的民族(族群)政策和

立法对于维护其国家安全和社会团结的实际效

果并不尽如人意ꎮ

一、英国政府对世居少数民族(区域)的政策和立法

由于理念、制度及体制等方面的差异ꎬ英国

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政策”ꎬ其有

关少数民族的政策和立法包含在差异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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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中ꎮ 英国是单一制国家ꎮ 不同于联邦制或

邦联制国家ꎬ单一制国家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亚国

家单位不享有当然的自治权和主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ꎮ 在没有成文宪法的情况下ꎬ
“议会主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ꎮ〔２〕 不论

是从法理上ꎬ还是从英国宪政的实践来看ꎬ英国

的四个世居民族地区所享有的权力(权利)是中

央政府通过“权力下放” (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 所赋予

的ꎮ 因此ꎬ从“议会主权”的英国宪法传统来看ꎬ
这种权力下放在理论上是可逆的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由于历史的、区域的以及与

中央政府关系模式等方面的差异ꎬ英国对四个

“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和立法具有明显的历时

性和不对称性ꎮ〔４〕最先实行自治政策的是北爱尔

兰地区ꎬ其法律依据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９２０ 年的

“爱尔兰政府法案”ꎮ 在其后的 ７０ 多年里ꎬ北爱

尔兰地区的自治活动不断受到社会骚乱甚至政

治动乱的影响ꎬ直到 １９９８ 年«贝尔法斯特协议»
(也称«耶稣受难日协议»)签订ꎬ北爱尔兰地区

的自治才展开了新的篇章ꎮ 按照该协议建立的

北爱尔兰国民大会(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
为北爱尔兰的两个群体即新教统一主义者和天

主教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合作的平台ꎮ 然而ꎬ好景

不长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由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

断ꎬ英国政府宣布中止北爱尔兰议会的自治权ꎬ
收回对北爱尔兰地区的控制权ꎮ 四年后ꎬ英国和

爱尔兰政府达成“圣安德鲁斯协议”ꎬ该协议确

立了恢复对北爱尔兰权力下放的“路线图”ꎮ〔５〕

２００７ 年北爱尔兰行政部门(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Ｅｘ￣
ｅｃｕｔｉｖｅ)恢复正常运作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ꎬ北爱尔兰

地区的警务和司法权从英国议会转移到北爱尔

兰地方议会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北爱尔兰议会不断

受到各种政治冲击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第五届北爱

尔兰议会在运行不到一年后被迫解散ꎬ３ 月议会

提前进行选举ꎬ民主统一党和新芬党均未获得过

半票数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两党最终达成联合组阁

协议ꎬ北爱尔兰地区政府开始正常运转ꎮ 总之ꎬ
由于政局不稳及政治共识的缺乏ꎬ北爱尔兰议会

作为一个立法机构的功能运作尚不完善ꎮ〔６〕 自

１９９８ 年«贝尔法斯特协议»达成以来ꎬ北爱尔兰

地区议会只完整运作了一届(２００７—２０１１)ꎬ其所

拥有的基于权力下放而形成的自治权长期处于

不稳定状态ꎮ
根据英国相关法律ꎬ北爱尔兰政府(议会)

所拥有的自治权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第一种是转

移的权力(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ｐｏｗｅｒｓ)ꎬ由北爱尔兰议会

控制ꎻ第二种是保留的权力(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ｐｏｗｅｒｓ)ꎬ这
种权力仍属于威斯敏斯特ꎬ但如果北爱尔兰政府

需要ꎬ可在未来转移ꎬ这些权力包括监狱和民防ꎻ
第三种是例外的权力( ｅｘｃｅｐｔｅｄ ｐｏｗｅｒｓ)ꎬ这种权

力只有在英国议会制定特别的法律的前提下ꎬ才
可以转移给北爱尔兰议会ꎬ这些权力包括选举和

国防ꎮ 具体而言ꎬ北爱尔兰政府(议会)权能范

围大致包括了农业、教育、环境和规划、健康和社

会服务、地方政府、司法、警务和监狱、航空旅客

的管控职责、运输文化、语言和体育ꎬ等等ꎮ
由于北爱尔兰特殊的社会结构ꎬ当地的新教

统一主义者与天主教民族主义者所达成的权力

分享协议也影响着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政策ꎮ
在北爱尔兰ꎬ新教统一主义者和天主教民族主义

者各自依托民主统一党和新芬党进行斗争与合

作ꎮ 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尤其是政治共识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威斯敏斯特的北爱尔兰政策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民主统一党与新芬党关系破裂ꎬ北
爱尔兰政府解散了整整三年ꎮ 直到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两党才与其他三个小党一道组建新政府ꎮ〔７〕

英国政府的北爱尔兰政策深刻地影响着其

苏格兰政策ꎮ １８７１ 年ꎬ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具有

苏格兰血统的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

顿(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ｗａｒｔ 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表示ꎬ如果赋予北爱

尔兰自治权ꎬ那么也应该同样给予苏格兰自治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来ꎬ苏格兰人(地区)要求权力

下放乃至独立的呼声日益增强ꎮ １９３４ 年苏格兰

民族党 ( ＳＮＰ) 成立ꎮ １９６９ 年哈罗德威尔逊

(Ｈａｒｏｌｄ Ｗｉｌｓｏｎ)的工党政府成立了皇家宪法委员

会(Ｋｉｌｂｒａｎｄ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四年后ꎬ该委员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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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德希思(Ｔｅｄ Ｈｅａｔｈ)的保守党政府建议组建

一个权力下放的苏格兰议会ꎬ但没有成功ꎮ 在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的大选中ꎬ苏格兰民族党的支持率

达 ３０％ ꎬ获得 １１ 个席位ꎮ 鉴于苏格兰民族党日

益上升的影响力ꎬ１９７８ 年工党政府通过“苏格兰

法案”ꎬ提议建立苏格兰议会ꎬ前提是苏格兰人通

过公投支持这项决议ꎮ 由于工党内部充斥着“普
遍的中央集权情结”ꎬ〔８〕 党员(议员)对权力下放

这一议题充满分歧ꎬ许多工党议员对于成立苏格

兰议会持反对态度ꎮ 之后英国进入长达 １８ 年的

保守党执政时期ꎬ保守党拒绝就苏格兰权力下放

问题进行讨论ꎮ
为了打破保守党在权力下放问题上的主导

权ꎬ１９８９ 年工党联合自由民主党、苏格兰绿党、
地方权力机关以及苏格兰的公民社会组织ꎬ组成

了“苏格兰制宪会议” ( ｔｈｅ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以期解决苏格兰的权力下放问题ꎮ
１９９５ 年ꎬ制宪会议提出一个最终报告ꎮ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ꎬ承诺建立苏格兰权力下放机构的布莱尔工党

政府上台执政ꎮ １９９８ 年“苏格兰法案”通过ꎬ苏
格兰议会正式建立(恢复)ꎮ 根据相关法律ꎬ苏
格兰议会有权在英国政府和议会保留权限(如国

防和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移民、公民身份和税

收〔９〕等)以外的领域进行立法ꎮ 具体而言ꎬ权力

下放后的苏格兰议会及政府在农业、林业、渔业、
教育、环境、健康、住房、司法、警务、法院、地方治

理(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还有某些税收如所得税、
印花税、航空乘客税ꎬ以及某些福利和交通运输

方面享有比较完备的权力ꎮ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４ 年公

投留英之后ꎬ苏格兰地区所享有的权力有所扩

大ꎮ 尽管如此ꎬ在英国脱欧之后ꎬ苏格兰民族党

仍呼吁进一步下放权力ꎮ
英国政府的威尔士政策与威尔士地区的本

土及族群意识发展ꎬ以及苏格兰地区的要求自治

或放权运动密切相关ꎮ 事实上ꎬ正是为了应对威

尔士本土的自治诉求和苏格兰自治(独立)运

动ꎬ１９６９ 年ꎬ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政府成立皇

家宪法委员会ꎬ调查英国的宪法权力分配安排问

题ꎮ １９７４ 年至 １９７９ 年英国工党政府提议建立威

尔士议会ꎬ该提议连同成立苏格兰议会的提议在

１９７９ 年的公投中因遭到大部分选民的反对而失

败ꎮ〔１０〕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上台执政的布莱尔工党政府积

极推动建立威尔士议会ꎬ同年举行的公投中以微

弱多数(５０. ３％ ４９. ７％ )通过建立威尔士议会

的建议ꎮ 随后通过的«威尔士政府法案» (１９９８
年)规定ꎬ威尔士国民议会(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ｆｏｒ Ｗａｌｅｓ) 有权决定政府预算的使用和管理ꎮ
２００６ 年通过的«威尔士政府法案»创建了威尔士

国民议会的执行机构———威尔士政府ꎮ 同时该

法案还授予威尔士国民议会若干立法权限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威尔士权力下放委员会”成

立ꎬ该委员会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发布财政

权下放及立法权下放报告ꎮ 两个报告的主要内

容在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７ 年的«威尔士法案»中得以

实现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威尔士国民议会更名为“威
尔士议会”(Ｓｅｎｅｄｄ Ｃｙｍｒｕ)ꎮ 在英语和威尔士语

中ꎬ“威尔士议会”被统称为“塞内德”(Ｓｅｎｅｄｄ)ꎮ
像苏格兰政府一样ꎬ有关威尔士政府权力下放的

法律ꎬ受到«２０２０ 年英国国内市场法»的严格限

制和制约ꎮ
具体来说ꎬ威尔士议会及政府享有的权力主

要限于农业、林业、渔业、教育、住房、环境、健康

和社会保健、公路和交通ꎬ还有威尔士语、地方治

理ꎬ以及对所得税、印花税和垃圾填埋税的一些

控制权ꎮ
英国政府对康沃尔地区的权力下放政策是

四个“少数民族地区”中最晚的ꎬ其权力下放幅

度也是最小的ꎮ ２００２ 年ꎬ英国政府依据«欧洲区

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ꎬ承认康沃尔语的少数

民族语言地位ꎻ２０１４ 年ꎬ根据«保护少数民族框

架公约»承认并承诺保护康沃尔人ꎮ ２０１５ 年ꎬ康
沃尔地区第一次通过多方协议获得权力下放ꎮ
根据协议ꎬ康沃尔在综合健康和社会护理、运输、
就业和技能培训、欧盟资助、能源、遗产和文化等

方面获得更大的权力ꎮ 具体而言ꎬ康沃尔地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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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定当地巴士服务的规则ꎬ包括路线、时间表

和票价(交通)ꎻ确保就业和培训计划更适合康

沃尔(就业和技能)ꎻ更好地控制某些欧洲资金

的支出方式(欧盟资金)ꎻ让当地企业更容易获

得资金(企业支持)ꎻ吸引和支持低碳部门的企

业(能源)ꎻ更好地协调有关预防洪水和减少洪

水影响的政策(防洪减灾)ꎻ更好地利用公有建

筑和联合服务(公共财产)ꎻ帮助将康沃尔的健

康和社会关怀结合起来ꎬ以更好地为居民服务

(综合健康和社会关怀)ꎻ从事并发表有关康沃

尔如何以及为何拥有独特文化的研究(遗产与文

化)ꎮ〔１１〕

康沃尔郡是英国第一个获得权力下放协议

的农业地区ꎬ也是英格兰唯一拥有权力下放的非

大都市区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的协议ꎬ康沃尔地区将

在公共支出领域拥有更大的权力ꎮ 这些权力目

前仍由伦敦控制ꎮ
总之ꎬ英国政府对其世居少数民族(区域)

主要奉行“权力下放”政策ꎮ 由于历史的及地区

发展方面的差异ꎬ英国政府对四个“少数民族地

区”权力下放的程度及形式不尽相同ꎮ 英国的权

力下放制度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ꎮ 为了解决

中央政府和下放政府之间的纠纷ꎬ英国政府部门

和下放机构之间拥有一个非立法性的协议框架ꎮ

二、英国政府的移民少数族群政策和立法

二战后ꎬ大量的英属殖民地及英联邦移民涌

入英国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移民问题已经成

为明显的政治和社会问题ꎮ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

族群冲突及移民融入问题ꎬ英国政府一边加大

“公民化”措施ꎬ一边开始立法限制有色移民入

境ꎮ １９６５ 年ꎬ威尔逊政府(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开始推

行“限制—融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政策ꎮ
同年 １２ 月ꎬ«１９６５ 年种族关系法»正式生效ꎮ 一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英国的移民少数族群政策

总体上践行两个原则:一是反歧视ꎬ坚持以平等

的公民身份保障移民少数族群的权利和自由ꎻ二
是通过限制移民入境数量ꎬ集中精力采取各种措

施〔１２〕同化已经定居或入籍的移民群体ꎮ
由于受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影响ꎬ以

及同化政策效果不佳等原因ꎬ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后期开始ꎬ英国政府开始逐步对移民实施多元文

化主义政策ꎮ〔１３〕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

包括“争取族群间的平等权利、反对种族主义和

对差异性的承认”ꎮ 就争取族群间的平等权利及

反对种族主义而言ꎬ继«１９６５ 年种族关系法»和

«１９６８ 年种族关系法»后ꎬ又出台«１９７６ 年种族

关系法»ꎮ «１９７６ 年种族关系法»极大地拓展了

反歧视的范围ꎬ强化了反歧视及反种族主义的措

施ꎬ其内容广泛涉及对“种族歧视” “种族理由”
“种族群体”的概念界定ꎬ雇佣关系、教育、商品、
设施、服务、用地领域的反歧视ꎬ具体的法律执行

等方方面面ꎬ为避免种族歧视、保障不同群体的

平等权利、促进不同种族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

要法律依据ꎮ〔１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以来ꎬ特别是 ２００１ 年英

格兰北部城市骚乱后ꎬ随着英国内部族群和文化

冲突的频现ꎬ以及内外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事件

的频发ꎬ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对“过分保障差异

性权利”和“固化族群边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

策提出批评ꎮ〔１５〕 英国政府和非右翼团体对多元

文化主义的批评也明显增加ꎮ〔１６〕 随即英国政府

开始有计划地调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ꎮ ２００２ 年

工党政府推出名为“共同体凝聚力”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的政策ꎮ 这一政策旨在克服多元文化

主义政策造成的“平行生活”(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ｌｉｖｅｓ)或移

民“飞地”状况ꎮ ２００８ 年ꎬ共同体凝聚力政策的

目标被描述为: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未来愿景

和归属感ꎻ聚焦新的社群和现有社群的共同之

处ꎬ同时承认多样性的价值ꎻ来自不同背景的人

们之间有积极而深厚的关系ꎮ 同时提出ꎬ一个有

整合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应该建立在三个基础

之上ꎬ即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有相似的生活机会ꎻ
人们知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ꎻ人们相互信任并相

信当地机构公平行事ꎮ〔１７〕

除了共同体凝聚力政策以外ꎬ种族平等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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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预防暴力和极端主义以及移民准入等方面

的政策也构成这一时期英国移民少数族群政策

和立法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０ 年联合政府执政后ꎬ
将大量精力投入到预防暴力和极端主义等国家

安全议题上ꎬ共同体凝聚力政策至少在中央政府

层面处于停滞状态ꎮ ２０１１ 年ꎬ英国首相卡梅伦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宣称ꎬ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鼓

励了社群的分离ꎬ放任了极端主义ꎮ 多元文化主

义因而也从 １９９７ 年助力新工党当选的一项政

策ꎬ变成了其多次声称的“错误的教条”和错误

的公共政策ꎮ〔１８〕他的最后结论是ꎬ多元文化主义

政策“已经失败”ꎮ
２０１２ 年英国政府发布“为整合创造条件”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的施政指

导意见ꎬ提出将从 “社会流动性” “参与和赋

权” 〔１９〕“责任” “扩大共识”及“应对极端主义及

不容忍”等五个维度打造英国的国家整合ꎮ 同

时ꎬ该意见提出将减少政府责任并消减社区预

算ꎮ “意见”最后指出“新路径专注于如何为整

合创造条件ꎮ 我们鼓励民间社会和地方地区就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整合问题采取行动ꎬ而不是

诉诸于大规模的、中央主导及资助的项目”ꎮ〔２０〕

２０１５ 年卡梅伦重提“共同体凝聚”的重要性ꎬ但
是在中央政府层面继续坚持整合主义的路

线ꎮ〔２１〕２０１９ 年 ２ 月ꎬ英国内政部最新出台了一项

«融合共同体行动规划»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以实现新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双向

融合”ꎬ促进移民少数群体的融入ꎮ 该行动计划

对移民群体的融入包括培育共同的价值观、提升

英语语言水平、加强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

经济机会(就业)、尊重并保障平等权利等方面

的具体举措均作出了详细规定ꎮ〔２２〕

总之ꎬ进入 ２１ 世纪ꎬ英国政府持续调整多元

文化主义政策ꎬ坚持用“共同体凝聚力”“整合”等
政策和措施ꎬ矫正移民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民众

长期以来形成的“平行社会”或隔离问题ꎮ 对此ꎬ
一些论者认为ꎬ英国政府是在用“同化主义”代替

“多元文化主义”ꎮ〔２３〕 也有学者认为ꎬ英国的多元

文化主义或许更应该被理解为正在经历一场“再
平衡”(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ꎬ而不是“撤退”(ｒｅｔｒｅａｔ)ꎮ〔２４〕

三、英国民族(族群)政策和立法的效果评价

英国是一个同时拥有世居少数民族和移民

少数族群的国家ꎮ 长期以来ꎬ为了换取世居少数

民族对中央国家的忠诚和支持ꎬ同时也是为了更

好地发展地方经济社会ꎬ英国政府对四个世居民

族地区实施了以权力下放为核心的政策和立法ꎮ
总的来说ꎬ这些政策和立法对于巩固这些世居少

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或不离心起到明显作用

(２０１４ 年苏格兰公投失败即是最好的证明)ꎮ 然

而也要看到ꎬ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作用ꎬ英国对

其世居少数民族地区的赋权或者说权利保护ꎬ对
于维护其国家安全和社会团结的效果大打折扣ꎮ

首先ꎬ“民主合法性”使得诸如苏格兰这样

的世居少数民族地区ꎬ即便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力

(权利)ꎬ也不时地想通过地区民主选举ꎬ获得更

大的权力(权利)ꎮ 在奉行民主价值观的英国政

府看来ꎬ尽管国家领土主权安全是一项压倒性的

任务ꎬ政府因此也愿意用更多的权力下放ꎬ来换

取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忠诚ꎬ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

国家安全ꎬ但“民意不可违”ꎬ因此ꎬ一旦苏格兰

地区的“民意”要求更大的权力甚至独立公投ꎬ
英国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顺从民意”ꎬ让苏格

兰一个地区的民众(人民)来决定国家的领土主

权完整与安全问题ꎮ
其次ꎬ“一族一国”的传统民族—国家观念

和意识深处的自决权观念仍然深刻影响和搅动

着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多民族国家ꎮ〔２５〕 在英国ꎬ
几个世居少数民族地区一直保持着“ ｎａｔｉｏｎ”或

“ｃｏｕｎｔｒｙ”的称号ꎬ而且苏格兰使用“ｎａｔｉｏｎ”的时

间要早于英国国家ꎮ 这种“ ｎａｔｉｏｎ”或“ ｃｏｕｎｔｒｙ”
观念ꎬ严重影响着英国政府的权力下放政策所带

来的国家安全收益ꎮ
再次ꎬ在英国ꎬ政党政治在发挥强大整合功

能的同时ꎬ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权力下放政策

维护国家安全的效用———本来ꎬ权力下放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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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目的是为了维护或巩固世居少数民族地区

对英国国家的忠诚ꎬ防范可能发生的分离主义风

险ꎮ 然而ꎬ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ꎬ却使得这一目

的的实现产生了很大变数ꎮ 一些政党〔２６〕 动辄以

自治权或更大的自治权甚至独立为允诺猎取选

票ꎮ 实践中这些政党的成功ꎬ往往意味着国家安

全利益受损ꎬ这在苏格兰分离主义运动的形成和

发展中表现得非常明显ꎮ
最后ꎬ也是最重要的ꎬ按照英国官方的自我定

位ꎬ英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ꎮ
在国际法上ꎬ它也越来越趋向于一个典型的“民
族国家”(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ꎮ〔２７〕与此同时ꎬ其几个组

成部分却被称为“ ｎａｔｉｏｎ”或“ ｃｏｕｎｔｒｙ”ꎮ 这种定

位客观上或逻辑上加大了英国现代民族国家整

合的难度ꎮ 英国历史学家琳达科利 ( Ｌｉｎｄａ
Ｃｏｌｌｅｙ)认为ꎬ“英国性”(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ｅｓｓ)出现在 １７０７
年«联合法案»之后ꎬ当时大不列颠的族群开始

出现一种分层的身份认同ꎬ即认为自己既是英国

人ꎬ同时也是苏格兰人、英格兰人或者威尔士

人ꎮ〔２８〕然而ꎬ英国种族平等委员会的报告却提

出ꎬ由于英格兰人的统治地位ꎬ苏格兰人、威尔士

人、爱尔兰人以及少数民族可能会认为自己与

“英国性”离得很远ꎮ 一名威尔士民族主义政客

甚至断言“‘英国性’ (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ｅｓｓ) 是英格兰化

(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ｓｓ)的政治同义词ꎬ它将英格兰文化扩

展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ꎮ〔２９〕

英国上议院议员特比特爵士(Ｌｏｒｄ Ｔｅｂｂｉｔ)
则认为ꎬ“‘英国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

大量的非英国人(ｎｏｎ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的涌入ꎬ问
题的实质是如何说服外国人接受英国的生活方

式和习惯(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ｓ)”ꎮ〔３０〕显然ꎬ在他看

来ꎬ“英国性”的主要“问题群体”是移民少数族

群ꎬ而不是四个世居少数民族甚至英格兰主体民

族ꎮ 而事实情况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反的ꎮ
据一项调查数据ꎬ在苏格兰和威尔士ꎬ大多数白

人受访者对各自国家(ｃｏｕｎｔｒｙ)的认同比对英国

(Ｂｒｉｔｉｓｈ)的认同更强烈ꎮ 在英格兰ꎬ大多数白人

受访者首先认为自己是英格兰人ꎬ然后才是英国

人(Ｂｒｉｔｉｓｈ)ꎮ 有趣的是ꎬ英格兰的绝大多数移民

少数族群受访者则认为自己是英国人(Ｂｒｉｔｉｓｈ)ꎮ〔３１〕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ꎬ在国家整合问题上ꎬ
英国几个世居民族(包括英格兰人)并没有太多

的共识ꎮ 对于富有整合意义的“英国性”ꎬ各方

不仅缺乏认同的意愿ꎬ而且存在明显的冲突ꎮ 再

加上权力下放所激发的人们对“作为英国人到底

意味着什么”的反思ꎬ〔３２〕“英国性”实际上在几个

世居民族(包括英格兰人)都难以发挥统合或整

合作用ꎮ
在 ２００２ 年的一项调查中ꎬ有高达 ９１％ 的受

访者表示ꎬ“英国性”就是“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

系”(ＮＨＳ)ꎬ〔３３〕几乎否认了其中的任何价值观因

素ꎮ 在距离苏格兰独立公投 １００ 天时ꎬ英国«卫
报»在其读者中进行了题为“‘英国性’对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的民意调查ꎬ结果发现ꎬ认为“英国

性”是一个包容性的词汇的人最多ꎮ 这些人“将
‘英国性’视为一个涵盖了多种背景的包容性总

称(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特别是对那些既不

认同英格兰ꎬ也不认同苏格兰、威尔士、康沃尔和

北爱尔兰的人来说ꎬ“英国人”成为一个兜底性

的认同选项ꎮ〔３４〕

英国各个世居民族在国家整合基本标准和

原则问题上的分歧ꎬ反映了英国作为一个现代民

族国家所处的困境:尽管英国作为一个老资历的

民族国家已有数百年历史ꎬ但是迄今为止ꎬ其几

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主体民族)仍然在“谁
是英国人”的问题上ꎬ难以达成基本共识ꎮ 在此

种情形下ꎬ即便权力下放能够有效换取几个世居

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ꎬ也难以在实践中产生

“铸牢国族”的效应ꎮ 如此ꎬ通过赋权或少数民

族权利保护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初衷便难以实现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ꎬ尽管英国的几个白人世

居少数民族总体上对“英国性”的认同存在着这

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ꎬ但在总体上他们对国

家认同的综合程度最高ꎬ达 ７８％ꎬ相形之下ꎬ亚裔

只有 ３９％ꎬ黑人则更低ꎬ为 ２７％ꎮ〔３５〕 与白人相比ꎬ
移民少数族群更容易把宗教和种族或族裔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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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部分ꎮ 据相关调查数据ꎬ英
国的移民少数族群认为他们的种族或族裔对他

们很重要的比例是白人的两倍ꎮ〔３６〕

值得注意的是ꎬ尽管白人群体在何为“英国

性”问题上充满着冲突和“内斗”ꎬ但他们中有相

当数量的人对越来越多的移民感到不安ꎬ其中一

个重要理由是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对“英
国性”构成了威胁ꎮ〔３７〕

英国的移民少数族群主要指那些来自种族

(族裔)、文化(语言)和宗教差异较大的前殖民

地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一代及以下移

民群体ꎮ 二战后至 ２１ 世纪之前ꎬ英国对这些“异
质性”群体总体上采取了“打散”融入主流社会

的同化政策ꎮ 在效果不佳并遭遇广泛反对的情

势下ꎬ逐渐转变为承认甚至固化多样性的多元文

化主义政策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移民少数族群成为

决定英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ꎮ〔３８〕 面对愈发凸

显的多元文化主义在融合移民少数族群方面的

不利影响ꎬ英国进入所谓“后多元文化主义”时

代ꎮ 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移民少数族群政策

保留了大量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时期的具体做法

或实践ꎬ它的一个明显特点是ꎬ在继续反歧视、保
障“平等权”的同时ꎬ强调所有民族或族群的“共
同性”或社区凝聚力ꎬ并在此基础上ꎬ探寻打造

“英国性”的道路ꎮ 客观地来讲ꎬ英国的移民少

数族群政策和立法对于促进该群体的社会融入

及国家认同起到一定作用ꎮ 在大多数情况下ꎬ英
国的移民少数族群都能够认同“英国性”ꎮ 他们

认为“英国性”比“英格兰性”或“苏格兰性”等更

能接纳他们自身多元的种族(族裔)、文化和宗教ꎮ
然而ꎬ也要看到ꎬ由于移民少数族群政策和

立法的制定和调整多建立在应对危机〔３９〕 而不是

自觉地建立一个各民族(族群)真正平等的“自
由主义社会”基础之上ꎻ加上现实中移民少数族

群与主流社会群体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及政治

参与方面的鸿沟ꎻ再加上前文提到的英国的白人

本土民族之间在构建英国国家认同问题上久久

难以达成一致意见ꎬ在可见的将来ꎬ英国移民少

数族群的社会融入和国家认同仍然缺少坚实的

基础和依托ꎮ

四、结束语

以上笔者就英国的少数民族(族群)政策与

立法及其效果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评价ꎮ 总的

来看ꎬ尽管英国政府对其世居少数民族及移民少

数族群的赋权和权利保护ꎬ对他们的国家忠诚和

认同以及社会融入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ꎬ但由

于历史的、国情的、制度或体制的ꎬ特别是价值理

念因素的深刻影响ꎬ英国的少数民族(族群)政

策及立法不论是对其世居少数民族ꎬ还是外来的

移民少数族群的国家忠诚或国家认同的维护或

培养均效果有限ꎮ 就前者来说ꎬ尽管权力下放在

一定程度上培养或巩固了世居少数民族的国家

忠诚和认同ꎬ但由于“一族一国”观念、民主权利

决定论以及意识深处的自决权观念等因素的影

响ꎬ英国政府从根本上缺乏保障国家领土、主权

完整和安全的有效手段ꎮ 面对在宪法或法理上

无法应对的苏格兰分离主义运动ꎬ英国政府及女

王只能利用苏格兰与英格兰 ３００ 年联合期间所

产生的基于对英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参与、对英

国文化和社会过程的部分认同ꎬ以及离开英国所

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的情感和理性考量去“劝
说”苏格兰民众ꎮ〔４０〕 虽然英国政府在 ２０１４ 年的

独立公投中ꎬ成功地将苏格兰挽留ꎬ但是ꎬ由于通

过权力下放换取苏格兰国家忠诚的空间已经十

分有限ꎬ加上英国脱欧对苏格兰实际利益造成的

损害ꎬ未来苏格兰再次举行独立公投以及独立实

际发生的可能性都在增加ꎮ
就后者来看ꎬ尽管不论是多元文化主义政

策ꎬ还是国家凝聚力建设政策ꎬ都对移民少数族

群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善、政治参与程度的提

高ꎬ继而对他们的社会融入和国家认同建设都起

到明显的促进作用ꎬ但由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

质上的分化作用(它无法担负起对那些种族或肤

色、宗教、文化和语言本来就十分多元化的移民

少数族群的凝聚作用)ꎬ加上根深蒂固的种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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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及其在实践中导致的大量移民少数族群的贫

困化和边缘化ꎬ移民少数族群在英国各大城市形

成了一个又一个文化孤岛和飞地ꎮ “平行社会”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或“平行生活”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ｌｉｖｅｓ)
成为描述英国本土(民族)主流社会与外来移民

群体关系的一个高频词汇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ꎬ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和

整合世居民族与外来移民群体ꎬ英国政府和主流

社会一再强调ꎬ“英国性”的核心因素是“对自由

的信仰、宽容、公平竞争以及尊重法治和民主”ꎮ
这一认知的最大优点是ꎬ找到了世居民族与移民

少数族群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ꎬ缺点

是缺少基于历史和文化的英国国家特性ꎮ 当前ꎬ
英国国家认同或“英国性”建设正处于这样一种

两难状态:如果过少强调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最大

公约数ꎬ则难以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认同ꎻ而如

果过分强调所谓“英国国家特性”ꎬ则可能导致

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紧张和对立ꎬ从而威胁到

国家整合、社会融入以至于国家安全ꎮ 也许正是

由于这种两难状态ꎬ英国最后选择了自由主义

的、渐进的、实验性的国家认同范式ꎮ 而这种范

式的选择ꎬ最终也影响了其少数民族(族群)政

策和立法对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团结的效果ꎮ

注释:
〔１〕有学者将英国当下的族群构成特征概括为“超级多样

性”(ｓｕｐｅｒ －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认为英国族群构成的复杂性ꎬ特别是 ２０
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小而分散的、多起源的、跨国联系的、社
会经济分化及法律上分层的新移民的涌入ꎬ以及这些移民背后

的各种变量间的相互影响”ꎬ使得英国的民族政策面临着重大挑

战ꎮ Ｓｔｅｖｅｎ Ｖｅｒｔｏｖｅｃꎬ“Ｓｕｐｅｒ －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Ｅｔｈ￣
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３０ꎬＮｏ. ６ꎬ２００７ꎬｐｐ. １０２４ － １０５４.

〔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ａｔｉｎｇꎬ“Ｒｅｆｏ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 ＰｕｂｌｉｕｓꎬＶｏｌ. ２８ꎬＮｏ. １
(Ｗｉｎｔｅｒꎬ１９９８)ꎬｐ. ２１７.

〔３〕这种权力下放政策ꎬ也被认为是英国“高度集中”但“不

统一”的国家权力逻辑的结果ꎮ 参见 Ｃｈａｒｌｉｅ Ｊｅｆｆｅｒｙꎬ“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ａ Ｐｉｅｃｅｍｅ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ＰｕｂｌｉｕｓꎬＶｏｌ. ３９ꎬＮｏ. ２ ( Ｓｐｒｉｎｇꎬ２００９)ꎬ ｐ. ２９２ꎻ
Ｊａｍｅｓ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ꎬ“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ꎬ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ｕｂｌｉｕｓꎬＶｏｌ. ３６ꎬＮｏ. １(Ｗｉｎｔｅｒꎬ２００６)ꎬｐ. １５３ꎮ

〔４〕Ｃｈａｒｌｉｅ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Ｗｉｎｃｏｔｔꎬ“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ｔａｔｅ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Ｐｕｂｌｉｕｓꎬ
Ｖｏｌ. ３６ꎬＮｏ. １(Ｗｉｎｔｅｒ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５ － ８ꎻＤａｎｎｙ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ꎬ“Ｄ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ꎬ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Ｋ”ꎬ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１８１ꎬＮｏ. １(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ꎬｐｐ. ４７ － ５６.

〔５〕“Ｍａｒｃｈ Ｔａｒｇｅｔ Ｄａ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１３ Ｏｃｔｏ￣
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２ / ｈｉ /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 ｉｒｅ￣
ｌａｎｄ / ６０４６３０２. ｓｔｍꎬ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Ｏｃｔ. １ｓｔꎬ２０２１.

〔６〕Ｃｈａｒｌｉｅ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Ｗｉｎｃｏｔｔꎬ“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ｔａｔｅ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Ｐｕｂｌｉｕｓꎬ
Ｖｏｌ. ３６ꎬＮｏ. １(Ｗｉｎｔｅｒꎬ２００６)ꎬｐ. ６.

〔７〕“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ａｎｄ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Ｗｏｒｋ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ＵＫ?”ꎬ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２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ｕｋ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５４９７４０７８ꎬ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Ｏｃｔ. １ｓｔꎬ２０２１.

〔８〕Ｊ. Ｂａｒｒｙ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ａｔｉｎｇꎬ“Ｔｈ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 ｓ Ｄ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Ｖｏｌ. １７ꎬＮｏ. ３(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８２)ꎬｐ. ２８７.

〔９〕尽管苏格兰有权提高或降低所得税ꎮ
〔１０〕总计有 ７９. ７％ 的人反对建立威尔士及苏格兰议会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此次公投中ꎬ只有 １２％的威尔士选民支持建立威

尔士议会ꎮ
〔１１〕英国政府官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ｒｎｗａｌｌ －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ｄｅａｌꎬ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Ｏｃｔ. ２９ｔｈꎬ２０２１ꎮ
〔１２〕如把移民的子女分散安排在不同的学校ꎬ避免移民背

景的学生扎堆ꎮ
〔１３〕尽管英国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要实施多元文化主义

政策ꎬ但是实践层面ꎬ尤其是地方层面ꎬ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甚

至更早一些就开始实施反映多元文化主义原则的政策ꎮ 参见

Ｐａｎｉｋｏｓ Ｐａｎａｙｉ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２５(５ / ６)ꎬ２００４ꎬｐｐ. ４６６ － ４８０ꎻＷｉｌｌ Ｋｙｍｌｉｃｋａꎬ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ｄｙｓｓｅｙｓ: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７ꎬｐ. ７２ꎻＦéｌｉｘ Ｍａｔｈｉｅｕꎬ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Ｋ’ ｓ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ｉｅｓꎬ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ｐ. ４６ꎮ

〔１４〕 “ Ｒａ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１９７６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 ｕｋ / ｕｋｐｇａ / １９７６ / ７４ / ｅｎａｃｔｅｄꎬ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９ｔｈꎬ２０２２.

〔１５〕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委托益普索莫里( Ｉｐｓｏｓ ＭＯＲＩ)调查

公司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ꎬ２００５ 年有高达 ６２％ 的受访者认为

“多元文化主义使得英国成为一个更宜居的地方”ꎬ同时有 ３２％
的受访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威胁”ꎮ 到了 ２００８ 年ꎬ认为

“多元文化主义使得英国成为一个更宜居的地方”的受访者比例

降到了 ３０％ ꎮ 同时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威胁”的受访者

占到了 ３８％ ꎬ４１％的受访者赞成发展一种“共同的身份( ｓｈａｒ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而不是“庆祝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ꎮ “ＵＫ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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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民族(族群)政策与立法及其效果评析



ｂａｃｋ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ꎬ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５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１ / ｈｉ / ｕｋ / ４１３７９９０. ｓｔｍꎬ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９ｔｈꎬ ２０２２ꎻ
“Ｄｏｕｂ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ꎬ Ｔｒｅｎｄ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１. Ｉｐｓｏｓ ＭＯＲＩ. Ｍａｙ
２００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１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０４６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ｐｓｏｓ － ｍｏｒｉ. ｃｏｍ / ＿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ｄｆｓ /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ｐｄｆꎬＲｅ￣
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９ｔｈꎬ２０２２.

〔１６〕Ｎａｓａｒ Ｍｅｅｒ ａｎｄ Ｔａｒｉｑ Ｍｏｄｏｏｄꎬ“Ａｃｃｅｎｔｕａ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 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ｅｓｓ:Ａｎ Ｏｐｅｎ ｏｒ Ｃｌｏｓ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 Ａｓｈｃｒｏｆ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Ｂｅｖｉｒ ｅｄｓ. ꎬ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９ꎬｐ. ４８.

〔１７〕韦平:«多元文化主义之后:英国的共同体凝聚政策»ꎬ
«世界民族»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ꎮ 参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ꎬ“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ꎬｐ. １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ｅｒａ. ｉｏｅ. ａｃ. ｕｋ / ７６０８ / １ / ６８１６２４. ｐｄｆꎬ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１１ｔｈꎬ２０２２ꎮ

〔１８〕 Ｆéｌｉｘ Ｍａｔｈｉｅｕꎬ“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Ｋ’ ｓ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ｉｅｓꎬＶｏｌ. １８ꎬＮｏ. 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ｐ. ４４.

〔１９〕“参与和赋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ꎬ提高移民少数族群

在国家和地方议会中的代表比例ꎮ 以前者为例ꎬ移民少数族群

在国家议会中的代表权始于 １９８７ 年ꎬ当年有 ４ 人当选英国议会

议员ꎮ 至２０１７ 年这一数字已经发展到５２ 名ꎬ其中工党３２ 名ꎬ保
守党 １９ 名ꎬ自由民主党 １ 名ꎮ 参见“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ＭＰｓ
１９７９ － ２０１９”ꎬ英国议会官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ｍｏｎ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ｕｋ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 ｃｂｐ － ７４８３ / ꎬ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１１ｔｈꎬ２０２２ꎮ

〔２０〕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Ｃｒｅ￣
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７５０４ / ２０９２１０３. ｐｄｆꎬ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１１ｔｈꎬ２０２２.

〔２１〕但是在地方层面如威尔士、北爱尔兰及英格兰的一些

地方ꎬ共同体凝聚力政策仍在继续实施ꎮ
〔２２〕Ｈ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ｌａｎ.

〔２３〕Ｊｕｎｅ Ｂａｍ －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ꎬＩＰＵ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ꎬ“Ｒａｃｅꎬ
Ｆａｉｔｈꎬａｎｄ ＵＫ Ｐｏｌｉｃｙ: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１１０６０５０８１６３８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ｙｏｒｋ. ａｃ. ｕｋ / ｉｐｕｐ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ｒａｃｅａｎ￣
ｄｆａｉｔｈ /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 ｂａｍ － 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 ｈｔｍꎬ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１７ｔｈꎬ２０２２.

〔２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 Ａｓｈｃｒｏｆ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Ｂｅｖｉｒꎬ“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ꎬ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 Ａｓｈｃｒｏｆ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Ｂｅｖｉｒ ｅｄｓ. ꎬ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９ꎬｐ. ２６ꎻＮａｓａｒ Ｍｅｅｒ ａｎｄ
Ｔａｒｉｑ Ｍｏｄｏｏｄꎬ“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Ｗｅ’ ｒｅ Ｉｎ:Ｍｕｓｌｉｍｓꎬ‘Ｍｕｌｔ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Ｃｉｖｉｃ Ｒｅ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５７ꎬ２００９ꎬｐｐ. ４７３ － ４９７ꎻＮａｓａｒ Ｍｅｅｒ ａｎｄ Ｔａｒｉｑ

Ｍｏｄｏｏｄꎬ“Ｔｈｅ‘Ｃｉｖｉｃ Ｒｅ －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ꎬ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ꎬ ｉ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Ｔａｒａｓ ｅｄ. 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７５ － ９６.

〔２５〕〔４０〕周少青:«西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批判与反

思———以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独立运动为例»ꎬ«世界民族»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２６〕一战前的自由党ꎬ一战后的工党ꎬ以及后来的苏格兰民

族党ꎮ
〔２７〕Ｄａｖｉｄ Ｅｄｇｅｒ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

Ａ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Ｌｏｎｄｏｎꎬ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ꎬ２０１８.
〔２８〕 Ｌｉｎｄａ Ｃｏｌｌｅｙꎬ Ｂｒｉｔｏｎｓ:Ｆｏ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ꎬ１７０７ － １８３７ꎬ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２ꎬｐｐ. １２ － １３.
〔２９〕“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Ｗａ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ｆｅ － Ｄｒ Ｇｗｙｎｆｏｒ Ｅｖａｎｓ”ꎬｈｔ￣

ｔｐｓ: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ｐｈ / ２０１２０７３００８０３１９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ｗａｌｅｓ /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 ｈａｌｌｏｆｆａｍ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ｆｅ / ｇｗｙｎｆｏｒ＿ｅｖａｎｓ. ｓｈｔｍｌꎬ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２３ｒｄꎬ２０２２.

〔３０〕〔３３〕“Ｗｈａｔ ｉ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ｅｓｓ ａｎｙｗａｙ?”ꎬＢＢＣ Ｎｅｗｓꎬ１０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２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２ / ｈｉ / ｕｋ ＿ ｎｅｗｓ / １７０１８４３.
ｓｔｍꎬ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２３ｒｄꎬ２０２２.

〔３１〕 参见 ＥＴＨＮＯ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ꎬ “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Ｗｈａｔ ｉ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ｅｓｓ”ꎬ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ａｃｉ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ＲＥ)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ｐｐ. ３５ － ３８ꎮ

〔３２〕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议会成立后ꎬ英格兰甚至

也提出了更多自治权的要求ꎮ
〔３４〕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Ｗａｌｓｈꎬ“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ｅｓｓ Ｍｅａｎ ｔｏ Ｙｏｕ?”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ｕｋ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 / ｊｕｎ / ０３ / 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ｅｓｓ －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 ｕｎｉｔｅｄ －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２４ｔｈꎬ２０２２.

〔３５〕Ｔｅｄ Ｃａｎｔｌｅꎬ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２０１２ꎬｐ. １９.

〔３６〕“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Ｃｈｏｉｃｅ: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０ｓ
Ｂｒｉｔａｉｎ”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ｃｈｏｉｃｅ. ｕｋꎬ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２４ｔｈꎬ２０２２.

〔３７〕ＥＴＨＮＯ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ｃｙꎬ“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Ｂｒｉｔ￣
ｉｓｈｎｅｓｓ: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ｕｄｙ”ꎬ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ａｃｉ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ＲＥ)ꎬ
Ｍａｙ ２００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１１０８２３１５３４４０ / ꎻ ｈｔ￣
ｔｐ: / ｏｌｄ. ｅｔｈｎｏｓ. ｃｏ. ｕｋ / ｄｅｃｌｉｎｅ ＿ ｏｆ ＿ ｂｒｉｔｉｓｈｎｅｓｓ. ｐｄｆꎬ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ｏｎ
Ｊａｎ. ２４ｔｈꎬ２０２２.

〔３８〕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ｅｍａｎꎬ“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２００６ － ２０５６”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３６ꎬＮｏ. 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ｐｐ. ４４１ － ４８６.

〔３９〕英国移民少数族群政策和立法的每一次制定或调整ꎬ
都与其内部移民群体的骚乱(如 １９５８ 年、１９８１ 年、１９８５ 年和 ２０１１
年骚乱)以及内外部移民背景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ꎮ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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