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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上的英国华人命运悲惨，地位低下。经过不断的争取，近年来华人地位得到了很大改观，但是华人
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 积极的政治参与对于改善华人在所在国的地位和形象有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英国华人也逐渐意识到了这种重要性，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利益，他们开始积极参政议政，取得了一定的成
就，当然也遇到了一定的困境，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本文以英国华人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了华人移民英国的历史
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当代英国华人参政的进步表现、参政的困境及其原因，也对华人参政路径作了一定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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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失语”到“发声”：近年来英国华人参政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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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从历史到现在，华

人的足迹已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 英国是目前欧洲华人

最多的国家之一，且华人移民英国也有很长的历史。 历史

上的英国华人备受屈辱，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可言。 随着新

时期英国华人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华人人数的增加，华

人开始寻求政治权益，积极参政议政，今天的英国华人正

以一个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对于英国华人的研

究所见的国内外成果十分有限， 关于英国华人参政的研

究更是凤毛麟角，国内目前也只有刘宏教授的《当代英国

华人社会与政治参与： 以 2010 年大选为例》（《南洋问题

研究》，2010 年第 4 期） 以及散见于一些著作当中关于华

人参政的简单介绍。 英国华人参政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华

人参政表现出来的内容，反映的问题，却是值得我们进一

步探讨，这也是本文研究内容的体现。

一、 华人移民英国的历史与华人数量的变迁

英国是最早与中国发生联系的西方国家之一， 英国

人很早就来到了中国，而华人也很早就有移居到英国。 对

于华人最早移民英国的记录，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初。 据

记载，1814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雇聘华人做海员，部分海员

到了英国便上岸留居， 所以英国海港是英国华人最早发

现的地方。 ［1］(P19)英国的官方记录也证实了 19 世纪初已有

华人来英，1851 年英格兰与威尔士人口调查显示，华人移

民英国为七十八人，1901 的人口调查报告中华人也不过

只有 387 人。 ［2］(P26)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英国从中国招

募了几万华工赴欧洲战场服务。 战后，由于大部分人都被

遣送回国，加之战后英国的经济并不景气，华人留在英国

的很少，只有百来人。 ［3］(P319)直到“二战”开始，华人的人数也

是相当有限的。 具体数据可以参见下表 1。
表 1： 早期英国华人的人数

资 料 来 源 ：Gregor Benton,Frank N. Pieke:The
Chinese in Europe. NewYork: St.Martin’s Press, 1998.P.
69。 数据来源：任贵祥.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M］.北京：中
央党史出版社,1989：37。

英国华人移民数量的巨大变化，应该可以说是从“二

战”结束后开始的。 战后英国虽然采取限制中国移民的政

策，但允许英联邦国家及其殖民地的华侨华人入境，香港

移民成为这时华人移民英国的主体。1951 和 1961 英国的

人口调查报告显示居英的华人数量分别是 4800 人与

5640 人。 ［4］而到 1971 年，总数已达 4.3 万余人。 ［5］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印支半岛发生巨大动乱，大量难民出现，

作为当时联合国的重要成员国， 英国按当时联合国难民

署的部署，接受了 20700 ［6］(P123)名印支难民，其中大多数是

华侨华人。 1989 年 12 月 20 日， 英国政府宣布新国籍方

案， 给予香港 50000 个家庭约 22500 港人以英国公民身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810008）。
作者简介：廖小健（1953—），女，广西桂林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龙（1988—），男，江西吉安人，暨

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所硕士生。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851 78 1881 665 1911 1319 1937 2546*

1861 147 1891 582 1921 2419

1871 202 1901 387 1931 1934

全球视野

183- -

DOI:10.14180/j.cnki.1004-0544.2013.09.026



理论月刊 2013 年第 09 期

份，这些居民随时可以到英国定居，进去英国不受入境管

制。 ［7］(P31-32)

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移民英国的华人数量开

始增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陆移民逐渐超越港澳台

地区的移民成为英国华人移民的主体。 进入 21 世纪之

后，中国新移民已经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外来移民群体。

2001 年英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华侨华人的数量是 22.7 万，

此后维持年均 9.9%的高增长率， 到 2007 年增加了 17.3
万，华侨华人人数总计达到近 40 万，其中，90%即大约 36
万是新移民。 ［8］(P285-286)但是，这大约 40 万华侨华人中取得英

国公民权的人数又是多少呢？ 对于这一数字到底是多少

学界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同时英国政府也没有清楚的

记录。 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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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01 年英

国政府人口普查华人人数是 247403 人，其中大部分获得

了英国公民权。 而根据英国内政部数据统计，2002-2009
年获得英国公民权的华人人数是 28670 人 （具体可以参

见表 2），因此笔者认为截至 2009 年，取得英国公民权的

华人人数应该在 27-28 万之间。

表 2： 2002—2009 年获得英国公民权的华人人数

数据来源： 笔者总结自 http://www.homeoffice.gov.
uk/rds/immigration-asylum-stats.html。

二、 近年来英国华人参政的成就

随着英国华人社会的成长和力量的壮大， 华人基本

摆脱了社会地位低下，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地位，英国华人

在参政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感。 对于“参政”，应该说不

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 李明欢教授认为参政，实

际上有两重含义：一是“参与政治活动”；一是“参加政治机

构”。 ［10］(P376)本文也认同这种说法，英国华人参政体现在华

人参与英国政治活动以及加入政党和政治性团体等。 本

文中的“参政”并不仅局限于参选政府公职和议员，也包括

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加入政治性团体等。

（一）华人候选人成功当选

英国华人开始参政的步伐已经有一段历史。 目前看

到的最早的关于英国华人参政的记录是英国华人华侨互

助工团在整理会内文件时发现 1927 年 2 月 12 日英国小

报 Daily Sketch 登载了英国华人 Mr Fung Saw 成为工党

候选人并参加 Holborn 地区政府选举的消息。 ［11］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移居英国的华人生活日趋安定，以及华

裔新生代与主流社会的良好融合， 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

的华人开始意识到积极参与当地社会事务、 参政议政的

必要， 不断有华人脱颖而出当选英国的议员或是被任命

为政府公职。1986 年，马来西亚华人移民吴美莲当选伦敦

路易斯汉姆区议员并且连任四届长达 16 年的时间。 2002
年吴美莲卸任地方议员之后很快被选拔任命为国家下属

的地区医疗卫生托管委员会主任。［12］吴美莲是英国第一个

也是欧洲第一个华人地方议员， 应该说她开启了当代英

国华人参政胜选的序幕。

华人大规模参政应该说是近几年的事情。 2007 年 3
月 9 日， 来自香港的华人卢曼华在英国南贝尔法斯特郡

地方选举中，以第 4 高票取得 6 个议席中的一席，成为英

国北爱尔兰议会首位少数族裔议员， 也是英国议会中首

名民选华人议员。 2009 年 5 月 14 日，陈德樑当选为伦敦

红桥区市长，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华人市长。 ［13］华人成世

雄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参政，先后参加了地区、郡、国会议

员的选举。1997 年首度当选地区议员，之后三度成功当选

郡议员，2010 年又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国会议员的选举。

他的妻子张莲爱在 2007 年成功当选为普尔盖特地区议

员。 他的儿子成德仁与他一起在 2007 年获选区议员，同

时又在 2009 年当选郡议员，成为英国最年轻的华人郡议

员。 在参选地方议员的同时，也有华人进入了英国政治的

上流社会，先后有邓莲如、曾秋坤、韦鸣恩被任命为英国上

议院议员。
（二）“华人参政计划”的出现

华人通过组织政治性社团来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是

华人维护自身利益， 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的一种重要的

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21 世纪初英国华人社团数量有 184
个，［14］(P196-214) 但是却没有出现以促进华人参政为目的的政

治性社团，华人参政存在巨大的不足和缺憾。“华人参政计

划”是英国第一个华人政治性社团，2006 年 10 月 31 日在

英国上议院成立。 它的宗旨就是促进华人在政治领域中

的参与，创办人是华人李贞驹律师，核心成员是一群热衷

于促进华人地位的提升及在公共领域发声的华人专业人

士，他们计划是为英国华人实现一种公平、公正、包容的民

主—为每个人提供权利， 同时要求每一个人尽自己的义

务。 ［15］

“华人参政计划”成立至今已经好几年了，从成立之

初到现在，他们也在行动上践行着自己当初的诺言。 如在

2008 年“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先后推出了“Get Active Get
Voting”以及“Get Active UK - Register to vote! ”的活动，

鼓励华人参与英格兰、威尔士地方选举的投票。2010 年英

国大选前的 4 月 7 日晚，“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在议会下院

正式发布《英国华人大选宣言》，向政府和各政党说明华人

社区对英国社会作出的贡献及诉求。［16］这是华人首度在国

会发布此类的宣言。 在 2012 年英国地方选举中，“华人参

政计划”呼走奔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此次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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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人数 2735 2210 2175 2825 3355

年份 2007 2008 2009
合计 28670

人数 4125 3710 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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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领取选民登记表格，鼓励华人积极参与投票。 ［17］“华人

参政计划” 所做的努力应该说开启了华人社团参政议政

的序幕。

（三）华人新生代参政热情高涨

早期英国华人以海员居多，20 世纪 50、60 年代去往

英国的华人大多以香港新界的农民为主， 很多人的文化

水平不高，同时又不懂英语，很难融入英国的政治生活。

70、80 年代去往英国的华人多以经商为主， 大多远离政

治。 英国新生代华人主要是在 60 年代之后出生的，1991
年英国人口普查统计， 在英出生的华人下一代已超过华

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8］目前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年轻

有活力；二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英国的教育报告指出，英

国华裔在教育和学术上的成就属于一等， 专业人士将成

为华人新生代的主体。 ［19］(P142)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新生代

华人学生开始对政治感兴趣， 许多的华人青年学生甚至

加入了各个党派。
目前，新生代华人在参政方面涌现出了很多的代表。

如英国目前最年轻的华人地方议员成德仁，在 1997 年通

过支持和宣传他的父亲， 第一次获得关于地方政治的经

验。 此后通过跟随其父成世雄参与多次竞选，积累了丰富

的政治经验，2007 年成功当选为地区议员，2009 年又成

功当选为郡议员，此时他才 26 岁。 2009 年 5 月 7 日，年仅

19 岁的华人学生张敬龙宣布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成为了

欧洲议会最年轻的候选人，也是首位参加该选举的华人。

虽然最后张敬龙失败了，但是他参政的热情并没有熄灭，
他依然作为“华人参政计划”的成员活跃在政治领域，应该

说他成为了英国华人新生代参政的表率。

三、 英国华人参政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

（一）华人参政不足的表现

1. 低政治参与率。 政治参与率是指公民通过接触公

共团体、选举议员、签署请愿书、参加游行示威等活动来影

响政府决策的程度。 英国人 David Parker 与 Miri song 做

的一份关于华人身份的研究报告证实了华人在正式的政

党政治中的低参与率。 报告显示，在 2005 年华人的公民

参与率只有 25%，而英国全国的参与率是 38%，只有 2%
的参与了一些形式的公民活动（如作为议员、地方行政人

员、学校管理者参与决策制定）。 当问到“你会参与一般性

的地方选举吗？ ”44%的华人说他们通常会投票，25%说有

时会，31%的人说他们根本就不会。当问到“如果明天选举

你通常会选哪个党时”？ 25%的人说他们会选保守党，19%
的人说会选工党，同样 19%的人说会选自民党，7.8%的人

说会选绿党，剩下的人说一个党也不选。 ［20］

在 2006 年的英国大选时，华人选民中有 30%未登记

投票，失去了投票资格，华人未登记率在英国少数民族中

仅次于非洲族裔，名列第二。 ［21］“华人参政计划”做的一个

调查显示， 仅仅 44%的华人回答说参与了国家与地方的

选举，31%的人回答说从没有参与过选举，只有 1%的人参

与了一次政治会议或是示威游行活动， 很多的受访者对

于如何参政没有一个清晰地意识，机会在哪里，从哪里选

择路径去表达他们的利益需求。 英国华人工党主席梁辛

尼说， 根据英国官方选举委员会的统计，2010 年大选中，
有 30%的华人没有登记投票，在登记投票中的华人里，也

只有 50%的投票率。 ［22］由此可见，华人的政治参与程度不

高。

2. 华人大多当选于基层，政治上层代表缺失。 英国华

人当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 华人议员只局限于地区议

员，下议院议员缺失。 英国的议会主要分为三级：国会（上

议院和下议院）、地区议会（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三

地）以及市郡议会。而在这三级议会中，下议院的议员是权

力的核心，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名华人当选为下议

院议员， 在地区议会的议员也只有北爱尔兰地区的卢曼

华一人。 虽然在 2010 年英国大选的时候，有 8 名华人参

与了下议院议员的竞选，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国会下议院

依然没有华人的位置。 现在我们虽然看到在英国有一些

华人议员的身影，但却基本上都是市郡一级的议员，而市

郡议员处于政治的基层， 能够发言的地方基本限于自己

的选区，代表的也只能是本地区华人的利益，对整个英国

政治和华人社会影响不大。 自 1986 年吴美莲竞选成功以

来的 20 多年时间里，只有约 20［23］位华人当选过地方议

员，相对英国近 22300 ［24］(P267) 名各种议员来说，华人议员所

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此外，华人当选的大多没有实权。 国

会上议院虽然出现过华人议员， 且目前有华人韦鸣恩爵

士被任命为上议院议员，但是由于上议院的权力不大，上

议院议员发挥的能力空间有限。

（二）华人参政不足的原因分析
目前英国华人参与政治的热情不高，成果有限，是多

种因素共同的结果。 华人并非天生就是不喜欢政治的群

体，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华人参政证明了处于少数族裔地

位的华人在政治上也可以很积极， 只是因为历史和现实

的因素限制了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 当前，英国华人参政

出现困境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来源地不同带来的沟通障碍。 英国华人社会从历

史走到今天，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英国华人呈现出一

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华人来源地复杂， 而华人社会的这种

特征造成了华人在沟通方面面临许多困难。 英国华人工

党主席梁辛尼认为语言沟通是华人之间最大的障碍。 他

说：“英国华人总的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早年移

民英国的香港老华侨，他们主要说的是粤语；第二部分是

上世纪 70-80 年代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裔， 他们

的语言主要是英语；第三部分是上世纪 90 年代来自中国

大陆的新移民，普通话及英语是他们主要的语言；最后一

部分是英国出生的华人后代，他们说英文但不说中文。 长

时间以来，每个部分的华人都有自己的圈子，互不干扰。这

是华人群体的一大弱点。 ”［25］而英国华人社会沟通困难使

华人很难共同发声，因此在参政上很难形成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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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华人组织存在于英国政党体制之外，机构上与各政党的多数全国基层组织是脱节的。 这些华人党组织不以地方支部

或是总支部存在，而是从属于伦敦一个区的地方支部，因此在选举上没有自己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与其他华人组织无异，
只是带有一点党派的色彩。

2. 传统职业与现代职业的限制。 传统的英国华人大

多从事餐馆业、洗衣业等，在 1985 年 90%的华人从事的

是餐饮业,而这种行业基本的形式是夫妻店、家族店、单人

摊，华人几乎全年 365 天都在劳动，安分守己，每家守着

自己的产业，被英国人称为“最受欢迎的外国人”。 ［26］(P262)因

此， 早期华人根本就没有太多心思和时间去参与政治活

动，政治冷漠也就成为了华人的一种常态。 随着华人新生

代的成长与华人新移民的到来， 华人的职业结构开始发

生改变。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进入英国的会计、医学、法律

等行业，这些行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受别人尊敬，因

此华人似乎满足于自己的事业路线， 工作在公共部门或

是进入决策层的英国华人非常的少。［27］不管是传统还是现

代的职业，都限制了华人的政治参与程度，应该说华人的

职业不利于华人参政程度的提高。

3. 华人对英国的政治认同度相对不高。 政治认同是

华人认同于当地社会的一项重要指标。 ［28］(P270)政治认同的

对象有很多，包括国家、政治制度、阶级、政党等，而对国家

的认同则是最基本的认同， 把自己看作是本国公民并把

自己的行为约束在本国法律的限制之内。 它对于一个人

的政治行为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华人把

自己看作英国的公民的多少决定了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

积极程度。 20 世纪 70、80 年代之后，加入英国国籍的华人

数量才大量增加。 总体说来，华人到达英国的时间也就是

20、30 年左右的事情，多少还保有对中国的眷恋，要华人

这么短的时间内在政治上认同英国确实比较难。 据 2004
年官方的调查,只有 52%左右的华人认同于英国,远低于

其他少数族群(加勒比海人 86%；其他地区黑人 83%；巴基

斯坦人 83%；孟加拉人 82%；印度人 75%)。 ［29］当然，这种认

同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认同，还包括文化认同等。2005 年初

英国《卫报》的一个调查就显示英国华人的融入程度在所

有少数族裔中是最低的。 华人对英国的政治认同不高也

就不难发现为何华人参政不足了。

4. 英国政治文化的束缚。 华人议员候选人没能脱颖

而出，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英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英国虽然

是民主国家的代表， 但是其保守的政治文化也是众人皆

知的。 尽管议员候选人的选择规则是面向公众平等开放

的，但阶级、收入、年龄、性别、种族等社会因素都无不影响

着候选人的成分构成。 种族因素是影响少数族裔参选议

员的重要因素，少数族裔在政治上处于受歧视的地位。 英

国国会下院有 650 名议员，2005 年英国大选只有 15 名少

数族裔候选人当选为议员，占议员总数的 2%。 2010 年大

选之后，有少数族裔背景的议员增加到 27 名，占下院的

比例是 4%，而少数族裔的人口总数在英国达到 8%。 ［30］(P63)

英国的选举制度也有一定的保守性。 英国国会议员

的候选人提名完全由地方党选举委员会控制， 他们绝不

可能推出一名“不安全”的少数族裔候选人出来代表他们。
［31］（P280）在 20 世纪末，华人选民在英国的任何一个选区所占

的比例都不高，华人选民比例最大的利物浦河滨区，华人

选民也只占 2%多。 到 2001 年，也只有威斯敏斯特、伦敦

金融城、剑桥、巴尼特等选区的比例超过 2%。 ［32］(P178)因此，

在一个选区推选一名华人作为候选人， 对地方党选举委

员会来说绝对是一个冒险的行为。 除非这个选区对该候

选人所在党来说几乎没有把握拿下， 但同时又为了吸引

华人的选票，才会推选几个华人候选人出来。2010 年英国

大选，有 7 名华人候选人被政党推举为议员候选人（还有

一名候选人成世雄是独立候选人），但基本上他们所在的

选区都是该候选人所在党没有把握的， 华人候选人只能

说当了一回“炮灰”。

四、 英国华人参政的路径选择

（一）依托政党
英国是世界上政治制度最发达和健全的国家之一，

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应该说达到了非常完善的地步。 在

英国，政党在中央和地方选举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虽然候

选人不一定要得到政党的支持， 可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

份参加选举， 但是绝大多数议员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

的，没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很难当选。因此，华人要想成为

议员，必须得到政党的支持，华人加入政党是华人成为议

员候选人的先决条件，2010 年英国大选 8 名华人候选人

中有 7 名是被自己所在政党推选出来就说明了华人依托

政党的重要性。 在依托政党之下，英国政党中的华人先后

在 1985 年成立了华人保守党，1999 年成立了华人工党，

2006 年成立了华人自民党， 并且每个党都由华人担任主

席。 虽然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①只能说是政党中

的华人党小组，但是其目标都是为了促进华人参政，提高

华人在主流社会的影响力。 这些华人小组的成立也促进

华人加入英国各政党，如 2006 年华人工党主席梁辛尼就

任的时候只有 100 名成员， 如今五年的时间发展到了

3500 多名。 ［33］此外，依托政党可以获得很多政党的资源。

如英国自由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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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二）发挥华文网络与传媒的宣传动员作用
当前华人新生代以及华人中的精英分子对参政的热

情还是比较高的，对政治保持冷漠的主要是老一代华人，
改变华人参政现状的重点和难点也就集中在老一代华

人。很多老华人不关心政治，一是因为他们不懂英语，不了

解英语的宣传， 很多人因此在投票的时候不知道选哪个

候选人，或是错过选举的时间；二是他们不知道参与政治

的重要性。 今天在英国，华文网络传媒在英国有了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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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华文报刊如《华闻周刊》、《英中时报》、《欧洲时报（英

国版）》， 华文网站如 BBC 中文网等在华人中间都有很大

的关注度， 他们的内容中有很多涉及英国的选举以及呼

吁华人参选， 他们的出现为老华人了解英国社会提供了

很多的方便。 华文网络与传媒对于选举信息的宣传、动员

老一代华人投票与参选就显得很有必要。 发挥华文网络

与传媒在英国各种政治活动中的宣传动员作用是促进华

人参政议政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对于英国华人新一代来

说，网络与媒体已经成为他们交流信息、探讨政治参与的

重要平台和方式。 Parker David 和 Song Miri 两位英国学

者认为通过华人网站产生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是一种

宝贵的资源， 它为帮助下一代华人克服在英国公共生活

中的缺失成为一种可能。 新的传媒可以促进忽视讨论多

元主义、 社会融合以及改变政治认同的一代华人的政治

参与。 ［35］“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也为此做了一些努力。 为改

善华人在公众的形象，提高华人在英地位，成立了“BCTV
英国华人电视平台”，自 2012 年 6 月召开“传媒精英网络”

培训活动，反映强烈，吸引不少年青华人参与。 ［36］所有的这

些都对英国的新老华人参政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华人参选应立足基层、贵在坚持
在英国，地方议员的选举属于基层选举，很多人把自

己成为地方议员作为向国会进发的第一步， 目前大约有

40%的工党和 20%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当过地方议员。 ［37］(P46)

英国华人人口的分散决定了华人候选人想通过华人选票

来当选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赢得英国白人和

其他少数族裔的选票是华人当选的关键。 而要想让华人

之外的族群了解自己，首先是从基层做起。2009 年当选的

首位华人市长陈德樑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担任红桥区

议员四年，2006 年又被选为区议员， 基层的经验相当丰

富。 2010 年英国大选中被提名的华人候选人很多都有过

服务基层的背景。 北爱尔兰议会华人议员卢曼华当选前

是北爱华人福利协会总干事，是一名专业社工；［38］成世雄

在 1997 年就开始参选地方议员并且连续当选；吴美莲是

参选最早，并且当选为地方议员时间最长的华人；李泽文

是伦敦警队的第一位华裔总督，基层经验是最丰富的。 虽

然他们竞选国会议员都失败了， 但是他们的经历至少证

明了没有基层经验很难获得候选人的机会。
华人参政要想取得成功，如果说立足基层是基础，那

么贵在坚持是关键。 从竞选地方议员来说，地方议员同国

会议员不一样， 地方议会议员的工作不是专职和全日制

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愿性质的，因而议员不会从

议会领工资。 ［39］(P241)地方议员是不拿薪水的职业，只有少量

的补贴。 因此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如果华人还能坚持为

当地服务，想必就能赢得更多的选票。 而从竞选国会议员

来说，由于英国政治文化的保守，少数族裔轻易当选不了，

对于华人来说就更困难， 华人议员出现在国会并非一朝

一夕之事。 因此，积累足够的人脉与竞选经验就显得很重

要，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坚持，会遇到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

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也是经过两次竞选才获选国会议

员，更何况一个华裔呢？ 未来国会议员中如果有华人的身

影，我想他肯定是坚持了很多年才成功的。

英国华人在政治上失语已经多年， 发声的时间非常

短，对政治冷漠还是普遍存在于英国华人当中。 英国华人

要想改变政治上的弱势状态， 必须积极主动融入主流社

会，参政议政。就像英国华人保守党主席李锦怡说的那样：

参政议政就像是吃自助餐， 华人不能等别人盛好食物来

“喂你”。 ［40］虽然华人在英国人数不多，一直以来被认为是

模范的少数族裔，在政治上受到英国主流社会的忽视，但

是我们看到随着少数族裔选票在各种选举中的重要性日

益增加， 英国政府和各政党开始关注和重视华人社区以

吸引华人选票，华人参政有着一个很好的机遇，华人不仅

可以接触到英国政治上层人物， 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声

音传递到他们的耳中， 为华人社区赢取更多的资源和福

利。 积极参与英国的政治生活，华人才能在英国获得更多

的尊重，更好地融入居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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