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12 年英国地方选举看英国华人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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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2年英国地方选举落下了帷幕，本文通过跟踪此次选举，依靠英国华文报刊资源，展现了
英国华人在选举中呈现出的一些新趋势，英国华人在选举中有了一定的进步，在投票率方面有所提高，英
国主流社会也对华人参政有了更多的关注。同时也指出了华人参政道路的艰辛，候选人成功获选的人数很
少，华人代言人缺失。英国华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在政治上发声，自己的选票很关键，华人应该努力选出华
人自己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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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果。
①全部 181 个地方议会中，保守党控制 42 个，即减少 12 个，总议席数下降 403 个；工党控制 75 个，即增加 32 个，总议席

数上升 824；另一个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控制的地方议会数减少一个，至 6 个，总议席数下降 329 个。信息来源：英国地方选举执

政党惨败 [N]信息时报，2012 年 5 月 6 日，A10 版，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2-05/06/content_1692614.html。

2012 年 5 月 6 日，英国地方议会和市长选举

有了初步结果，在野党工党获得大胜，共赢得 2158
个地方议会议席，比此前增加了 823 个议席，而联

合执政的保守党和自民党分别减少了 405 个、336
个议席。值得庆幸的是，在受人瞩目的伦敦市长选

举中，保守党候选人鲍里斯击败工党候选人利文

斯通。在看到英国各党在选举中的激烈角逐时，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华人在此次英国地方选举前后

的表现，剖析华人参政的前景。对于英国华人参

政，学界的研究非常稀少。本文在此旨在对 2012
年英国地方选举中的华人的成果与不足作一些分

析，进一步探讨未来华人参政新对策。

一、2012 年英国地方选举新趋势

近年来，英国华人参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

其是在基层参政中，成效较为突出。参与地方议员

选举是英国华人基层参政的主要方式，自 1986 年

华人吴美莲竞选伦敦路易斯汉姆区议员成功后，

20 多年来，英国先后有约 20 多位华人担任过地方

议员。年龄最小的还不到 30 岁，最大的约 60 岁[1]。
2011 年五月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共有 9 名华人

参加，6 人成功当选，而其中 5 名更是以最高票当

选[2]。2012 年英国地方选举是华人参与基层选举，

融入当地基层社会的又一时机，在这次选举中华

人的表现可圈可点，同时，选举前后也出现了一些

新的趋势，华人参政前景突出。
（一）地方参选官员对华人的关注度加强，参

选官员多亲临华埠。在这次 2012 年英国地方选举

临近之时，各党派候选人纷纷马不停蹄到华埠拉

票。华人作为英国第三大少数族群，逐渐受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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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很多候选人的重视，华人受关注程度将加深。
2012 年 4 月 22 日，现任伦敦市长约翰逊现身伦敦

中国城，为 5 月 3 日举行的伦敦市长选举拉票[3]。
约翰逊在此行中鼓励华人积极融入主流社会，他

希望在伦敦市政府中看到华人并发挥积极作用。
英国国会华人事务小组创始人狄士谟 4 月 23 日

在伦敦华埠“华人参政计划”之“五三行动”活动中

宣布将会参加大伦敦议会选举，为华人争取更多

发声的机会[4]。从这可以看出，伦敦当地的官员对

华人的选票还是非常重视的，争取华人的支持开

始成为候选人参选的重要内容。华人积极参与到

伦敦的议会选举当中去，对于提高自身地位，改善

自身形象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使得更多

伦敦当地的官员和伦敦议会议员把注意力转向华

人社区。伦敦华埠商会会长谢贵全表示，这次选举

对伦敦华人非常重要。伦敦市长和大伦敦议会每

年都负责批出社区服务的拨款，不少服务与华人

息息相关。因此，华人应该借着此次选举中参选人

对华人的重视，积极参与投票，从而获得英国社会

更多的认可，也可以使华人获取更多的利益和资

源。
（二）候选人充分发挥网络传媒的作用了解华

人。在这次英国地方选举中，三大政党候选人为了

充分了解华人拿出各种绝招，以拉取更多的选票。
伦敦市长的三大候选人纷纷开通微博，以吸引华

人粉丝的关注。同时通过微博，这三大候选人展开

了“网上对战”，互相指责、爆料，以赢得更多华人

的支持。三大候选人如此大张旗鼓地吸引华人选

民的眼球，以如此方式了解华人选民，在英国以前

的选举中几乎是看不到的，这充分说明了华人选

民越来越受重视，也看出了华人选票的重要性。此

外，很多候选人也开始通过媒体或报纸等方式充

分了解华人真实需求，通过网络评论了解华人社

区以及华人对自己的看法。

二、2012 年英国地方选举中华人
参政的特点

（一）地区差异比较大。伦敦地区的华人投票

比较积极，其他地区的华人投票率不高。英国华侨

华人大多聚居在伦敦、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
爱丁堡、曼彻斯特、卡迪夫等大中城市，仅大伦敦

地区就超过 10 万人。[5] 在这次英国地方选举中，伦

敦地区的华人表现十分积极，踊跃参与到选举的投

票当中去，但是华人人数也比较多的其他大城市，

如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华人投票率相对

伦敦地区来说就低了很多。此次选举，伦敦的华人

投票率相当高，达到 63%[6]。“华人参政计划”在选

举结束后，向英国华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利用

电话访问了 149 名华人，其中 54%的被采访者表

示参与了这次投票[7]。但是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华

人整体的投票率只有 32%，相对英国其他少数族

裔来说，华人政治参与的热情还不是很高，华人政

治冷漠依然凸显。不过，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华人

依然在努力融入当地的政治生活，华人 32%的投

票率相对前几次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华人的表现还

是有所进步。
（二）华人候选人人数比较少，华人代言人缺

失。此次大伦敦议会选举唯一的华人候选人杜淑

珍表示，在伦敦地区，华裔人数在亚裔人数中处于

第四位，有约 11 万人之多，但在大伦敦议会 25 个

席位当中却没有一名华人议员[8]。当这唯一的华人

代表为华人社会努力参选之时，她也没能获得成

功。在五月三号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杜淑珍还是落

选了，华人代言人缺失的状况依然没能改变，我们

不能不说非常地遗憾，华人参政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要走。总结华人参政成果不佳的原因我们可以看

到，虽然华人投票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参与英

国地方政府官员和议员选举的华人还是不多，华人

利益的代言人依然是英国当地的官员，华人候选人

成功突围，赢得支持的几率还不高。
（三）华人社团尤其是“华人参政计划”①的积极

参与。作为华人移民较早的国家，英国华人社团数

量还是比较多，但是以促进华人参政为目标的社团

却是屈指可数，“华人参政计划”是英国华人政治性

社团的代表。在此次英国地方选举中，“华人参政

计划”呼走奔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此次选

举，它积极推出了“五三行动”、复活节在伦敦华埠

举行“关怀社区心连心选民登记活动”，举办了多场

活动邀请三大政党派出代表为华人讲解各政党的

政策和这次选举的政纲，为华人领取选民登记表

格，鼓励华人积极参与投票。同时，“华人参政计划”
行政总监呼吁华人把握机会，在四月十八号之前提

①华人参政计划是英国华人政治性社团，2006 年开始启动，创办人及主席为英国华人李贞驹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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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选民登记表，在五月三号参加选举投票[9]。
尽管此次英国地方选举已经落下了帷幕，华

人的成果不是很明显，但是“华人参政计划”在选

举中的积极参与是有目共睹的。正是有华人社团

的帮助，此次选举中华人的投票率有了一定的增

加，尤其是伦敦地区的市长和议会选举，华人投票

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三、英国华人参政路艰辛

2012 年的英国地方选举，华人参政遇冷，不得

不说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华人参政的道路依然艰

辛。第一，华人参政受华人移民结构限制，参政主

要集中于年轻华人，老华人热情不高。早期赴英的

多是华工，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生存问题，大多教育

程度和知识水平不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移民

英国的华人多以经商为主，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和精力去关心政治；而近些年由于留学生的增加，

华人移民素质的提高，年轻华人的参政意识普遍

比较高，因此华人参政就主要集中于年青一代的

新移民。这种结构严重限制了华人参政的人数，阻

碍了华人整体参政意识的提高。第二，新移民对英

国政策的不了解。在 2009 年有 6335 名来自大陆，

250 名来自香港的的中国人加入了英国籍，另外，

1981 到 2008 年间共有 143500 香港移民加入了英

国国籍[10]。而“华人参政计划”主席李贞驹表示，

根据英国政府官方 2005 年的数据，英国华人的人

口的数量超过四十万，其中合格登记的选民估计

有超过三十万 [11]。在上述这些有投票权的华人当

中，很多是新移民，或是到达英国的时间不长，或

是将精力放在了其他方面，对英国的选举制度和

选举政策不是很熟悉，很多人因此错过了参与投

票的机会。第三，英国华人人口的分布制约了华

人参政。除伦敦个别小区的华人比较集中外，华人

是英国所有民族中人口地理分布最均匀的，均匀

分布的结果是华人在政治选举的过程中占选民比

例低，没法形成在单一选区内有影响力的选民群

体[12]。这种分布因此严重制约了华人选票集中选出

自己心目中的代表，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华人候选

人不容易脱颖而出。此次英国地方选举，华人候选

人几乎无一成功，与华人无法形成合力有很大的

关系。
（一）华人利益维护需要依靠华人参政。“一个

国家的少数族裔没有政治地位是非常可怕和危险

的事。不管你有多少个大学校长、多少诺贝尔奖得

主、多少亿万富翁，都无济于事。”[13]曾经出任美国

劳工部财务总长的华裔莫天成，点出了政治融入

相对于经济和文化融入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他

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政治融入对世界其他地区

的华人来说也很重要。作为英国的少数族裔，华人

不积极参政，就很难维护自身的利益。当前，英国

华人面临诸多问题，最严峻的就是养老和教育问

题，华人只有积极参与选举，选出华人利益的代言

人，其所面对的问题才能够慢慢得到解决。如果华

人支持的政党或候选人当选成功的话，其必定会

为华人社群的利益而奔走呼号，否则下次就很难

再次赢得华人的支持了。同时，华人积极参政，对

华人后代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2012 年 4 月 26
日，英国国务大臣莎拉呼吁华人在 5 月 3 日投票，

关心政治，保障自己应有的权益。她以教育部工作

作例子指出：政府目前推行学童午餐自助计划，但

在所有族裔中，以华人申请的人数最少。她表示

说，“政府是按每所学校申请午餐资助的人数作为

学校额外拨款的指标，学童无论在学校用膳与否

都可以申请。华人家庭若不申请，变相也令学校减

少了资源。”[14]从这些话中，我们很明显看出，华人

如果不积极参政，将会失去很多本可以享受的资

源与福利。华人抓住现在参政的机会，提高华人影

响力，不仅有利于目前华人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利

在后代、利在千秋。
（二）华人投票应对人不对党。在英国，很多人

投票选择的是自己喜欢的政党，而不是选择自己

喜欢的候选人，这样很多时候就造成了华人投票

的一种偏向性。其实每个政党都要有能了解华人

社会的诉求，关心促进华人社区发展的政治人物，

如果华人只将选票单单投给某一政党，势必造成

其他政党的疑虑，那么一旦其他政党当政，对华人

来说是很不利的。华人投票给候选人，首先必须问

清楚它能为华人带来什么，为华人社区做些什么？

如果候选人的回答是华人要得到的，那么就可以

选择他，而不用看他来自于哪个政党。
（三）华人候选人并非是华人最好的选择。对

少数族裔来说，能够选出自己族裔的代表作为自

己的利益代言人当然有很多的便利。但是如果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华人候选人的影响力还是有限

的，华人候选人要想成功，更多的是要得到当地主

流公众的支持，毕竟华人选票的力量还是比较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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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华人如果只把选票投给华人候选人很可能

是一次失败的赌博，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相对华人

候选人来说，英国本土的候选人获得支持的人数

比较多，获胜的概率比较大，最重的是他们并没有

排斥和忽视华人。在他们的竞选宣言中也可以知

道他们也是会维护华人利益的，从他们过往的政

治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也为华人努力过。

四、从此次英国地方选举看未来
华人参政的对策

华人移民英国有很长的历史了，但是英国华

人参政的时间却不长。今天华人逐渐开始认识到

要融入主流社会，积极参政是一条必经之路。但是

对于参政之路，很多英国华人依然很迷茫，一来是

因为华人传统的政治保守和冷漠；二来是华人没

有真正认识到参政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更好地参

政，是英国华人社会、华人社团以及华人本身需要

好好考虑的问题。我们很高兴看到目前很多英国

华人社团组织做出了很多努力，提出了很多可行

性的对策。当然，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在此也提出自

己的一些观点和建议。
（一）华人候选人积极参选

1. 华人候选人应积极募集资金，为参政在财

力上提供保证和支持。我们知道在西方选举是一

件耗费财力的事情，没有财力上的保证，选举步履

维艰。华人的经济实力在英国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但是华人一般都把财富放在了投资金融、贸易、房
地产等行业，对于政治的投入几乎没有。这主要是

由于他们认为投入政治的收益远没有其他行业

高，投资政治其实就是亏本的买卖。华人参政如果

没有华人群体的财力支持，单凭自身的实力，成功

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积极向华人群体募集资

金，或是寻求华人的政治捐献，对于华人参政具有

重大的意义。对于华人参政的资金问题，还可以寻

求当地政府和政党的支持。这些都是需要华人积

极努力和争取的。
2. 华人候选人应立足基层选举，更多地服务

当地社会。在刚过去的英国地方选举，是英国的基

层选举，但是华人取得的成就还是很有限。如果这

次是英国的议会选举，那华人能够取得成功的概

率又有多大呢？2010 年有 8 位华人候选人竞选议

会下院议席，全部败北[15]，未能实现改写华人在参

政历史的愿望。一定程度上说明华人在英国社会

还没有得到完全认可。这 8 名华人候选人都是非

常有能力和才华的，但是，他们中有基层经验的不

多，很多没有基层选举的经验，没有与当地居民长

久接触，只是在大选的时候站出来，华人参政没有

群众支持，基础薄弱。同时，由于英国政治上的相

对保守，少数族裔的代表如果与当地的居民不是

很熟的话，很难获得主流群体的支持。单靠华人选

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华人候选人应更多

地服务当地社会，而不仅仅是华人社区，这样才能

赢得主流群体的支持。
（二）华人社团的努力

1. 加强华人社团与英国各政党的合作。华人

社团一直是英国华人参政的主要支持者，在华人

参政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随着华人社团的不断

努力，英国华人参与政治的热情不断提高，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华人参政热情的不断增强，使得英国

各大政党开始重视华人的选票，积极寻求与华人

社团的合作，同时华人社团也抓住机遇，踊跃与各

政党进行交流。为了促进华人积极参政，英国“华

人参政计划”很早就积极与英国三大政党商讨合

作的事情。如 2012 年 1 月 13 日晚，“英国华人参

政计划”于国会下议院举行新春招待会，三大政党

议员一同庆贺龙年并表示将会一同合作，聆听华

人小区的诉求，将华人的诉求带到国会之中。[16]在

2012 年英国地方选举中，华人社团与英国各政党

各自履行合作的诺言，为华人参政提供了很多的

服务。虽然华人参政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但是华

人社团与英国各政党的合作应继续保持和发展。
2. 华人社团应积极举办各种活动，宣传动员

华人投票。当前英国华人以新移民为主，很多华人

移民到英国的时间不长，对英国的各种移民政策、
各政党的政治路线不是很了解，加上很多新移民

很少主动的去学习选举政策，因此华人社团的帮

助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次英国地方选举中我们

看到华人社团积极服务华人。由“英国华人参政计

划”策划，2012 年 4 月 1 日在伦敦华埠六角亭举行

名为“关怀小区心连心选民登记”之活动得到伦敦

华端口商会、华人资料及咨询中心及北伦敦华人

协会的支持[17]。有了华人社团的积极宣传，华人才

会逐渐意识到参政的重要性，才会对英国的政治

理念和路线有更深入的了解。
3. 积极成立以华人参政为目的的新社团。新

时期，英国各种新型华人社团不断涌现，但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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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只有“华人参政计划”等少数社团是以促进

华人参政为主要目的，而把促进华人参政作为其

目的之一的社团也不多，英国华人政治性社团数

量相当有限。华人社团是维系华人情感、促进华人

发展的重要组织，今天的英国华人社团的努力还

远远不够，并不仅是数量上，其专业化、科学化的

程度还不是很高。华人社团在凝聚华人情感、吸收

华人政治捐献、提高华人政治意识以鼓励华人投

票方面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英国华人参政要想取

得更多的成果，华人要想提高自身地位，更好地维

护自身利益、融入主流社会，需要华人社团尤其是

华人政治社团的参与帮助。
（三）积极吸引英国国会和各政党的支持

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加，华人已经成为英国各

政党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华人选票越来越重要。
在英国很多选举中，主要政党及其候选人都明白

主流选民会支持自己，于是那些浮游于边际的少

数族裔的选票就成为各方争取的关键。为了促进

华人参政，吸引更多华人选民的支持，英国自民党

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英国自由民主党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新的总部办公室宣布成立专

门基金，培育华人参政，为有志日后参加选举的华

人提供支援。自民党多位高层均出席了这项名为

“英国华裔未来领袖育成基金”的成立仪式。同时，

英国国会也在积极促进华人参政。英国国会跨党

派中国小组副主席克莱门特·琼斯勋爵对华人参

政表示支持。他表示：他的国会办公室，目前已经

开始为华人提供实习的机会，希望加强自民党新

进华人党员的培训[18]。
在英国这样一个政治氛围浓厚、民主化程度

非常高的国家，华人只有在政治上融入了，才能为

在其他方面的融入提供保障。随着华人在英国人

数不断的增多、影响力不断增强，华人越来越受到

英国国会、政党等主流社会的关注。华人应该抓住

机会，积极吸引他们的支持，为自身参与当地政治

生活、获得各种资助赢得更多的机会。

结 语

2012 年的英国地方选举只是华人参政的一个

缩影，从这个缩影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新趋势、新特

点。华人自身参政热情有所提升，英国各政党、政
党候选人以及英国社会对华人参政有了更多的关

注和重视，英国华人参政面临着一个很好的机遇。

然而，在此次地方选举中也可以看出华人参政的

问题也比较突出，华人代言人未能突出重围未免

有些让人遗憾。笔者从这次地方选举中对华人参

政也有些许感慨，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却是曲

折的，未来的英国华人要想在参政上有所作为，积

极主动才是关键。华人参政意识的转变，华人候选

人与华人社团的积极带动与宣传，加上英国主流

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华人参政才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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