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日，在英国伦敦，要求议会复会的民众聚集在英国最高法院外。英国最高法院当天做出终
审判决，裁定首相约翰逊要求议会休会五个星期的做法违法。25日，英国议会复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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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政坛：相似的“风暴”

■本报记者 安峥

美国《纽约时报》称，最近一周，在大西
洋两岸，特朗普和约翰逊的命运从未如此同
步。两位浮夸、极化的领导人都陷于激烈的
政治角力和无情的混乱中，也让世界上两个
盎格鲁—撒克逊民主国家面临巨大压力。

非正统风格使其“受困”

事实上，两人的背景截然不同：一个是
毕业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的希腊古典文学
爱好者； 另一个是纽约的房地产开发商，喜
欢看真人秀，花了大量时间跻身曼哈顿上流
社会。特朗普的朋友和前助手说，他在冲突
中茁壮成长， 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反叛者，在
与对手对阵时状态最好。约翰逊身边的人则
认为，尽管首相大放厥词，但他倾向于回避
冲突。 他的政治生涯与其说是一场叛乱，不
如说是在建制派中不断攀升。

“约翰逊和特朗普的相似之处在于，当事
情对他们不利时，他们都极度不满。”约翰逊
的传记作者索尼娅·珀内尔说， 这种不留余
地的虚张声势是某种策略：激发他们的政治
基本盘，让他们安然度过动荡。

《卫报》指出，英美两场政坛“风暴”有一
个共同点：约翰逊和特朗普都坚称，他们陷
入了一场“人民”（他们的拥护者）和被憎恨
的“精英”（反对者，如法官、记者甚至民选代
表）之间的巨大斗争。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
的非正统风格、 无视公认的规则和缺乏“B

计划”，才让他们无意中陷入困境。

西方民主的乱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德

文认为，从特朗普到英国“脱欧”，西方民主制
度暴露出很多弊端，遇到不小的危机。以“脱
欧”为例，公投看似很民主，但事实上把这样
一个专业问题交给没有知识背景的广大民众
决定，本来就是领导层在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正因如此，英国才落得眼下这般狼狈。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研究员叶江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看待
这个问题，这是西方民主的乱象，但与此同
时，制度本身也展现出一定的弹性和制衡。

只可惜，这个“纠偏”的过程又制造出更
多的争吵和混乱。

不信任动议和弹劾动议最早本周“来袭”，阻击英国首相“脱欧剧本”

反对党釜底抽薪，约翰逊迎来艰难一周
■本报记者 安峥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遭弹劾调查后，英国首
相正在迎接自己的艰难时刻。 多家英媒 28日
报道，英国多个反对党最早将在本周推动议会
下院启动政府不信任投票，甚至酝酿启动弹劾
首相的程序，以避免政府拒绝延期“脱欧”。约
翰逊可能在上任 2个多月后被迫下台，工党领
袖科尔宾可能会出任临时首相。这样充满戏剧
性的一幕真的会发生吗？

“无奈之举”

当地时间 28日， 英国苏格兰民族党资深
议员斯图尔特·霍西表示，为了让约翰逊下台、

确保英国延长“脱欧”期限，下议院反对党最早
将在当地时间 9 月 30 日或 10 月 1 日发起政
府不信任投票。“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现在没
有人相信首相会遵守法律。”

有评论称，反对党此前之所以迟迟不愿发
起不信任投票，是担忧如果各党没有就替代人
选达成一致， 即使现任政府输掉不信任投票，

约翰逊仍能获得提前大选的机会，并可以将大
选推迟到 10月 31日的“脱欧”期限之后，从而
继续按照自己的“剧本”推动“脱欧”。

如今，反对党为何又决定推动不信任投票
了？有观点认为，约翰逊最近几天的强硬表态
让反对党担心这位危险的首相会对议会此前
通过的“防无协议脱欧法”视若无睹。根据这项
法案，如果约翰逊政府不能在 10月 19日前与
欧盟达成新协议，就必须向欧盟申请延期“脱
欧”。但约翰逊认为，这是“投降法案”，“意在损
害英国的谈判地位”。

“举行不信任投票是‘无奈之举’，是确保
约翰逊不会在 10 月 31 日前推动 ‘无协议脱
欧’的唯一途径。”霍西如是说。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研究员叶江认为， 此前反对党不愿发起不信
任投票主要是时间上的问题。当时，英国议会即
将面临休会，没有足够时间（14天）确认看守内
阁，结果只会让约翰逊占便宜。现在议会重开，

情况有所不同。此外，议员们也担心，尽管议会
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但如果政府拒不遵守，拖到
最后一刻促成“无协议脱欧”，并通过启动“紧急
状态”加以应对，议会恐怕也是束手无策。因此，

反对党想要釜底抽薪，就是让约翰逊下台。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根据英国议
会规则，不信任投票只需简单多数通过，即只需
获得下议院过半数议员的赞成票。 如果政府输
掉不信任投票， 议会下院有 14天另组政府。但
如果新组建政府无法获得议会下院多数成员支
持，可能触发提前选举。

按照苏格兰民族党人的说法，如果不信任
投票通过，他们将支持让工党领袖科尔宾接任
首相职务。然而，并非所有反对党成员都乐见
科尔宾成为下一任首相。自由民主党和许多保
守党成员已明确表示不会让工党领袖进驻唐
宁街，即使是短期的也不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科尔宾本
人是一位存在争议的反对党领袖，他曾因含糊
的“脱欧”立场和未能在工党中消除反犹太主
义主张而受到批评。

按照英国议会官网的数据， 在议会下院
650个席位中，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占 288席，

反对党工党、苏格兰民族党与自由民主党各占
247席、35席和 18席。这意味着任何单一政党
在英国议会下院都不占绝对多数。英国《卫报》

称， 即使得到苏格兰民族党 35名议员的全部
支持，科尔宾仍远未达到下议院多数所需的最
低门槛———326个席位。

叶江指出，目前反对党内部并没有统一的
声音。有消息称，一些议员主张推举一名绿党
领袖来出任首相。因此，不信任投票结果如何
仍然存在诸多变数。

依然“受宠”

有评论称，反对党的不信任投票带有“打

赌”性质。它们赌约翰逊会输，或者说反对“无协
议脱欧”的力量会赢，但现实有可能较为黯淡。

一方面，自二战以来，英国只有工党少数派政府
在 1979年输掉不信任投票，被撒切尔领导的保
守党政府替代。另一方面，如果不信任投票最终
触发大选，反对党可能“自投罗网”，最新民调已
描绘出一番不容乐观的朝野力量对比。

《卫报》28日报道，尽管约翰逊政府又经历
了艰难一周，但在最新民调中，保守党的支持
率仍保持在 36%， 较工党的 24%领先 12个百
分点。此外，足以令科尔宾担忧的是，自由民主
党的支持率上升 3个百分点达到 20%，这是该
党首次在“留欧派”选民中获得最多支持。个人
层面， 约翰逊 37%的支持率仍遥遥领先只有
16%的科尔宾。

为什么约翰逊在议会下院、最高法院接连
“碰壁”后，仍是英国选民心中的首相首选？

叶江指出，这就是民粹主义在英国或者说
整个欧洲发挥的作用。 约翰逊是出了名的民粹
主义者， 得到党内反建制势力和社会底层民众
的广泛支持；在民粹主义冲击下，传统政党支持
率普遍下降，这也是如今英国政治的最大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德
文认为，英国选民现在不是在选“好和更好”，

而是在“差和更差”中做选择。科尔宾似乎是英
国政坛唯一有可能战胜约翰逊的政治对手，但

两人的差距仍然悬殊。

不过，专家一致认为，尽管占据优势，但保
守党并不能赢得半数以上的支持，人气一直维
持在三成水平，无法单独实现组阁。英国《每日
邮报》称，约翰逊即便如愿举行大选，选后的情
形可能不比眼下更好。他和保守党可能不会是
唯一获益的一方。田德文认为，最大的获益者
可能会是自由民主党。

英国《泰晤士报》指出，最近英国政府与其
他欧盟领导人的接触正在加强。周五，英国“脱
欧”大臣巴克莱前往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外长
巴尼耶。消息人士 28日披露，英国政府将在设
想法律文本中就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
间“硬边界”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在保守党
年会 10月 2日结束后递交欧盟， 以便让欧盟
其他成员国领导人在 10月 17日至 18日的欧
盟峰会之前有时间审阅。

按照彭博社的说法，尽管双方谈判立场仍
有不小距离， 双方谈判代表十分关切日益临近
的 10月 31日“脱欧”期限，且欧盟不愿“脱欧”

变“拖欧”。欧盟其他 27国先前已两度同意英国
延期“脱欧”。另据要求匿名的外交人员 28日向
美国“嗡嗡喂”新闻网站披露，德国总理默克尔
同意“脱欧”再次延期的唯一前提是，英国明确
宣布解散议会、提前选举需要时间。

酝酿弹劾

为杜绝英国 10月 31日“无协议脱欧”，英
国威尔士民族党、苏格兰民族党和绿党等多个
反对党准备联手弹劾约翰逊，理由是约翰逊决
定让议会休会“行为严重不当”以及政府可能
企图违反“防无协议脱欧法”。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9日报道，威尔士
民族党起草的弹劾动议最早可能下周提交议
会下院审议，内容包括组建议员委员会，研究
议会可以动用的追责机制，包括弹劾。议员委
员会将在 “防无协议脱欧法” 设定的 10月 19

日期限之后发布报告。

如果弹劾动议获表决通过，约翰逊可能面
临诉讼。 英国议会下院 1848年后从来没有动
用类似弹劾程序。

威尔士民族党议会领袖莉兹·萨维尔－罗
伯茨 29日表示，弹劾首相的想法似乎“不同寻
常”，但她“已向反对党领袖明确，约翰逊因非
法让议会休会不能免于责罚”。

罗伯茨说，反对党和议会下院官员正讨论
多项动议，包括探寻弹劾约翰逊的可能性以及
给首相降薪、剥夺他的下院议员身份。

工党和另外一个反对党自由民主党对弹
劾动议持“开放态度”。两党定于 30 日会商弹
劾等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