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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联邦形 成 原 因 初 探

姜 跃 生

20 世纪 03 年代初形成的英联邦
,

是英国和自治领在英帝国内以政治平等
、

帝国特惠为原

则建立的新结构
。

它既不同于英帝国内英国与自治领之间的旧格局
,

也有异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英联邦的新形式
。

探讨英联邦形成的原因
,

必须以英国和自治领之间的关系为主轴
,

根

据其不同阶段向英联邦演变的轨迹
,

从英国和自治领
、

英帝国
、

世界格局等不同层次进行宏

观微观相结合的全面考察
,

从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

一
、

1 8 6 7
、

19 01
、

1 9 0 7
、

1 9 0 9年
,

在英帝国内先后出现了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南非联邦四个自治领
。

自治领和英国在政治上既独立又依附的关系
,

经济上以农业牧业和工

业的帝国分工为特征的经济联系
,

为英联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

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着英国和自治领的关系向英联邦演变
。

对自治领来说
,

一战增强了

民族意识
,

提高了国际地位
,

带动了工业起步
,

促进了农业发展
,

因而产生 了政治平等
、

经

济互惠的要求
。

英国为获得自治领的军事援助
、

经济合作
,

不得不作一些政治让步
、

经济许

诺
。

1 9 1 7年 3 月成立的帝国战时内阁扩大了自治领对帝国政策的发言权
。

同年举行的帝国会

议宣布
,

一侠和平到来
,

就重新确定自怡领的宪法地位
。

1 9 1 8年的帝国战时内阁会议又制定

了以帝国特惠为内容的战后帝国经济合作计划
。

这些已勾勒出英联邦的主要轮廓
。

不过
,

英国的战后计划是以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混乱
、

英国软弱无力为前提的
。

一战结束

后
,

英国通过建立凡尔赛体系
,

操纵了国联
,

排挤了美国
,

获得大量殖民地
。

1 9 1 9年到 1 9 2 0年的

经济暂时繁荣
,

使英国以为
,

可以恢复本国战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

因而对战时作出的许诺

采取了不认帐的态度
。

殖民地部在给内阁的一份文件中指出
: “

帝国的外交政策 仍 由那些只

对联合王国议会负责的大臣们制定和掌握
。 ”

①其次
,

在英国战后初期以政治为内容
、

军事为

手段的全面进攻战略中
.

自治领还不是战略的重点
。

英国战略的主要意图是用武力消除对凡

尔赛体系的威胁
,

巩固国内的统治
,

从而为英 国世界经济地位的恢复铺平道路
。

而战略的重

点则是苏俄革命
、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国内爱尔兰的起义和工人的大罢工
。 1 9 1 9年11 月

,

亨

利
·

威尔逊对劳合
·

乔治说
: “

我们肯定会在爱尔兰
、

埃及和印度遇到严重的麻烦
,

甚至会与

布尔什维克发生冲突
”

②
。

英国无暇顾及自治领
,

也没有要求自治领作战略配合
,

采取 了一种

消极放任的态度
。

自治领在战后初期各种利益的权衡中进退维谷
。

各自治领是凡尔赛体系的受惠者
。

托管地

的获得使它们增强了国力
,

国联会员资格的取得提高了它们的国际地位
,

英国维护凡尔赛体

系的战略是符合自治领利益的
。

工业化的开展
,

国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和市场的扩大使自治

领对帝国经济合作热情不高
。

由于 自治领只求避免英国强加的义务
,

而不力争宪法地位的重

新确定
,

因而 1 9 2 1年的帝国会议毫无结果
。

阻碍向英联邦演变的因素难以持久
。 1 9 2 1年到 1 9 2 2年

,

苏俄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斗争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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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英帝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结束
,

爱尔兰自由邦的成立
,

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的爆发
,

标志着英国全面进攻战略的破产
。

与此同时
,

苏联的成立
,

美国操纵的华盛顿体系的建立
,

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
,

改变着世界格局
,

影响着英国和自治领的国内状况
,

决定着英国和自

治领之间的关系继续向英联邦演变
。

战后初期英国战略的失败
,

表明英国己无力在全球扩张
。

英帝国总参谋 长 就说
: “

在任

何地方
,

我们都不够强大
” 。

③华盛顿会议上
,

英国放弃了海军双强标准
,

这就进一步削弱了

英国的世界地位
,

加剧了自治领的离心力
。

英国驻美大使格迪斯在给寇松的备忘录中写道
:

“

英国必须承认
,

太平洋的海军优势已轮到美国头上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和加拿大一定会意识

到和美国的共同利益
,

期望获得美国而不是英国的保护
。 ”

④英国的经济困难也导致了军事实

力的下降
,

仅以军费为例
,

1 9 1 9一 1 9 2 0年度为 3 9 5万英镑
, 1 9 2 0一 1 9 2 1年是 1 8 1万 英镑

,

而

1 9 21 一 1 9 2 2年度仅有95 万英镑
。

因此
,

调整与自治领的政治关系对于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很

有必要
。

劳合
,

乔治直言不讳地说
: “

当帝国的负担过于沉重时
,

让这些年轻的伙伴们帮助我

们共同承担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 ”
⑤在经济上

, 1 9 2 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英国自动恢复战

前世界经济地位的幻想
,

解决国内严重 的经济问题提上了英国的议事日程
。

1 9 2 2年
,

劳合
·

乔治下台
,

表明战后初期以
“
回到平常状态

”

为内容的经济政策已经无用
。

保守党主张以保护

主义为内容的帝国经济合作
,

工党仍坚持以自由贸易为原则
、

面向世界经济的政策
。

两党的

经济政策尽管内容不同
、

重点各异
,

但调整与自治领的经济关系以开拓市场
,

增加移民
,

减

少失业的方案却是两党都愿意接受的
。

各自治领在新形势面前也急于调整与英国的关系
。

20 年代初
,

自治领安全所受的威胁大

大增强
。

英国殖民地部分析认为
,

自治领
“

清楚
,

产生主要威胁的地区与 1 9 1 3年大不相同
。 ”

⑥

而英国也无力提供安全保证
。

既然如此
,

实力不足的自治领就要求有独立的外交政策
,

以便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看风使舵
,

灵活地调整与列强特别是英美的关系
,

最大限度地保护

自己
。

这样
,

英帝国共同的外交政策就成为自治领的众矢之的
。

加拿大总理顾问斯凯尔顿公

开扬
一

言
: “

共同的外交政策给自治领的是最大的义务
,

最小的权力
”
⑦

。

由于国际农产品价格

下跌
,

市场萎缩
,

自治领的农产品大量过剩
,

因而希望通过调整与英国的经济关系
,

使更多

的农产品进入英国市场
。

1 92 1年底
,
英国和自治领在是否废除英日同盟的间题上争吵激烈

。 19 2 2年
,

当英国呼吁

自治领向侵略土耳其的英军提供援助时
,

自治领拒不执行
。

这说明帝国共同的外交政策已难

以继续
。

在自治领的强烈要求下
, 1 9 2 3年

,

英国召开了帝国会议
,

通过了以劳动力
、

货币
、

市场为要素的帝国经济合作计划
,
原则上宣布帝国共同的外交政策已不适用于英国和自治领

的关系
。

1 9 2 3年帝国会议的决议
,

尽管距离英联邦形成的条件还相差甚远
,

但毕竟朝着英联

邦的方向大大跨进了一步
。

英帝国宪法史权威威格利博士认为
, 1 9 2 3年的帝国会议 是

“

英国

和自治领的关系产生分离的重要标志
” ,

因为它
“

扩大了自治领实际享有的自治权
” ⑧

。

二
、

1 9 2 3年的帝国会议是英国新旧战略转换的枢纽
。

英国战略的范围由全面进攻转为重

点防守
,

内容由政治为主到政治经济并重
,

手段由军事进攻变为外交行动
。

英国战略的转变

影响着英国和自治领的关系向英联邦的演变
。

却年代初
,

英国既然无力在战略上实现欧洲大陆和英帝国并重
,

就必须在两者中作出主

次的选择
。

一战后
,

英国以中裁人身份在欧陆承担的政治义务
,

以战债
、

贷款为中心的经济

联系
, 飞扒

、
潜艇出现所造成的欧陆对英国安全的唇齿相依关系

,

使英国不可能再处于一战

前的超然地位该张伯伦就认为
,

脱离欧洲
“

对于一个心脏位于欧洲的帝国来说是不可能的
”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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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以 1 9 2 3年的鲁尔事件为契机
,

欧陆成为英美矛盾的焦点
,

也是英国维护战后既得利益

的首要 目标
。

同时
,

以欧陆为重点也是英国国内政策的需要
。 1 9 2 3年底的大选中

,

工党以自

由贸易的口号当选
, 1 9 2 4年 n 月重新上台的保守党也一改初衷

,

仍以自由贸易为原则
。

一般

的劳动群众由于担心保护主义引起的食品涨价
,

也主张继续实行自由贸易
。

因此
,

英国经济

战略的基本思路是
;
在稳定世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

,

以恢复英镑金本位为突破口
。

重建战前

英国在世界财政中的地位
,

促进海外收入的增长
,

夺回失去的市场
,

以确保财政平衡
,

解决

经济的停滞不前
,

特别是严重的失业问题
,

而欧陆则是英国这一经济战略的中心环节
。

正是

在这种以欧陆为重点的思想指导下
,

1 9 2 3年底
,

英国与美国签订了苛刻的偿还 战债 协 定
。

1 9 2 4年
,

英美制定了旨在稳定欧洲经济关系的
“

道威斯计划
” 。

1 92 5年
,

在英国的操纵下
,

又

建立了促进欧洲政治稳定的洛迎诺体系
。

作为英国这一经济战略主要执行者的鲍尔温为此信

心十足
: “

我们必须解决欧洲问题
,

我们不能指望移民和帝国发展
。 ”

L

英国的战略以欧洲为重点在经济上就排除了实行保护主义的帝国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

在

政治上有碍于 自治领同英国政治关系的协调
。

英国尽管可以不执行 1 9 2 3年帝国会议的部分决

议
,

但在自治领愈来愈强的离心力面前
,

又不得不作出新的让步和妥协
。

20 年代自治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是自治领离心力加剧的根源
。

它在经济上造成了自治领

与英国的结构性矛盾
,

在政治上改变了自治领的阶级结构
,

引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

1 9 2 3年

前后
,

一些 民族主义倾向较强的政党纷纷上台
,

提出了改变同英国不平等关系的要求
。 1 9 2 4

年
,

加拿大议会甚至有人提出废除 1 8 6 7年的不列颠北美法案
、

退出英帝国的议案
。

美国对英

国自治领的全面渗透增强了自治领的离心倾向
。

在经济上
,

美国在自治领经济中重要性大大

加强
,

特别是加拿大与美国有着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
。

在政治上
,

美国同自治领的政治联系

大大扩大
,

并与加拿大
、

爱尔兰
、

南非建立了外交关系
。

在文化上
,

美国也打破了英国的一

统天下
。

美国的大众文化
,

特别是好莱坞流行电影冲谈了英国文化的传统影响
。

一位英国的

旅游者从自治领归来后在报纸上发出感慨
,

认为美国文化
“
比其他任何 东 西 更能瓦 解 英帝

国
”
⑧

。

英国新战略的推行使自治领感受到争取更大自主权的迫切性
。

自治领货币由于同英镑

挂钩
,

被迫恢复金本位
,

这就使自治领农产品价格上升
,

出口受阻
。

由于英国在洛迩诺体系

中承担了新的义务
,

自治领担心 自己也因此会卷入欧洲纠纷的漩涡
。

而要获得真正的自主和

平等
,

首要的是重新规定自己的宪法地位
。

因此
,

从英国和自治领调整双方关系的动因和要求来看
,

它是以政治关系为主要内容的
。

首先
,

双方经济的结构矛盾和政策对立一时难以调和
。

英国着力于殖民地市场
,

特别是东非

的市场
,

以此作为经济新战略的补充
。

自治领则急于打开同英帝国以外的经济联系
,

获得更多

的工业化资金和更大的农产品市场
。

帝国特惠还没有实行的主客观条件
。

其次
,

双方调整政

治关系有一定的基础和可能
。

1 9 2 3年帝国会议后
,

英国默认了自治领独立签约和向外派驻大

使的权利
。

1 9 2 5年
,

又顺应自治领要求
,

设立自治领部
。

在同年签订的洛迎诺公约中
,

英国

在条约第 9 款中声明
: “

本条约不赋予英国的自治领以任何义务
。 ”

英国认为
,

对自治领已经

获得的这些权利给予法律上的承认无碍于英国新战略的大局
,

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

丘吉尔

就说
: “

保留那些我们事实上 已无法行使的权利是毫无用处的
”
0

。

英国关心的是 通过一定 的

让步
,

遏制自治领的离心力
,

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
,

而自治领要求的则是在不脱离英帝国的

条件下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

两者之间存在着妥协余地
。

此外
,

共同对付殖民地的自治要求也

是英国和自治领互相让步的原因之一
。

20 年代初
,

英国尽管被迫承认埃及和伊拉克的名义独

立
,

但决不愿意放弃在殖民地的旧式统治
,

因而反对殖民地的自治要求
。

自治领出子维护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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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种民族的优越地位和自己在殖民地经济利益的需要
,

也竭力反对给予殖民地 以自治领的地位
。

1 9 2 3年
,

当印度正式申请 自治领的地位时
,

遭到英国和自治领的一致拒绝
。

英国和自治领认

为
,

重新确定自治领的宪法地位可以为拒绝殖民地的自治要求提供有力的武器
。

因此
,

在20

年代中期
,

重新确定自治领宪法地位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

1 9 2 5年
,

英国政府代表特拉普斯
·

洛马斯考察加拿大后向政府建议
: “

加拿大和联合王国的法律关系如能按加拿大的意愿加以重

新定义
,

政治上的好处就会随之而来
”

Q
。

自治领也敦促英国尽快召开帝国制宪会议
。

南非总

理赫佐格警告道
: “

1 9 2 1年就该完成的事情现在再也不能拖延
” ⑧。

1 9 2 6年 10 一 n 月
,

英国召开了帝国会议
,

会议通过的鲍尔福宣言宣布
:

英国和自治领
“

虽

然同为国王的臣民
,

并以英联邦成员国自由地结成一体
,

但在英帝国内无论内政外交任何方

面
,

都是彼此互不隶属
,

地位平等的自治团体
” 。

可以看出
,

自治领为
“

自治团体
” , “

自由地结

成一体
”

反映了自治领的要求
,

而
“

同为国王的臣民
” , “

在英帝国内
”

则符合英国的利益
。

对自

治领宪法地位的这一特殊定义就为形成英联邦这种特殊结构提供了法律根据
。

1 9 2 6年的帝国会议标志着英国和自治领关系的调整重点开始从政治转为经济
。

从 1 92 6年

的帝国会议到 1 9 2 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
,

经济因素决定着向英联邦演变的进程
。

英国和自治领的政治关系在鲍尔福宣言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 1 9 2 7年

,

英国向各自治领派

驻高级专员
。

高级专员是联合王国政府的代表
,

而总督只是英王在自治领的象征
。

与此相对

应
,

自治领也与一系列欧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

尽管双方在鲍尔福宣言的理解上尚有分岐

和矛盾
,

南非甚至提出自治领是否可以自由脱离帝国的问题
,

但自治领内外不利因素的增加

抑制了自治领的离心力
。

帝国关系委员会主席桑凯指出
: “

离心倾向已不合时宜
。 ”

L

英国经济战略给英国经济带来的严重恶果是 20 年代后期英国调整与自治领经济关系的主

要原因
。

在国内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
,

英国实施以恢复英镑金本位为突破 口的经济战略

本身就包含着三个失败的因素
。

首先
,

在英国生产率较低的条件下恢复金本位必然抬高英国

出口商品的价格
,

阻碍出口 ; 其次
,

在英美争夺引起国际经济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恢复金本

位
,

难以获得稳定的海外收入来实现财政平衡 ; 再次
,

在基本工业衰落
,

贸易逆差 巨大的前

提下恢复金本位
,

必然以牺牲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

引起社会动荡为代价
。

如果 以 1 9 2 4年英

国经济的指标来估算
,

英国在 1 9 2 5年由于恢复金本位
,

出口损失 1 52
.

2万英镑
,

进 口损失 49 万

英镑
,

国民生产总值损失 1 7 8
.

9万英镑L
,

基本工业在金本位打击下的进一步衰退
,

引起了失

业的大量增加
。

1 9 2 5年
,

英国失业人数 为 12 2
.

6万人
,

1 9 2 6年增加到 1 38
.

5万人 0
。

这就 大

大激化了阶级矛盾
,

酿成了1 9 2 6年的英国工人总罢工
。

在资产阶级内部
,

金本位的恢复加剧了

工业资产阶级同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
,

影响了英国政局的稳定
。

由经济衰退
、

政治动荡带来

的国内低投资利润率
,

高投资风险又推动着英国资本大量流入自治领
,

从而扶植 了对手
,

减

少了市场
,

降低了国内投资
,

阻碍了新产业的发展
,

使英国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

殖民地大

臣艾默里对此评论说
: “

无情的事实使我们认识到
,

英国的经济困难决非暂时现象
,

也非纯系

外因所致
。 ”

L但是
,

保守党政府不愿在经济战略上作根本的变动
,

而是采取了一 种 修 补 政

策
。

它在国内以推动工业合理化和资本
、

生产的集中为核心
,

在国外则以调整和自治领的经济

关系为重点
。

从自治领来看
,

20 年代下半期
,

金本位的恢复削弱了自治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
,

苏联
、

阿根廷等国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又抢 占了自治领农产品的一部分市场
。

自治领的农

产品销路不畅
,

大量过剩
,

又引起了农业萎缩
,

并影响了工业化的发展
。

自治领希望通过调

整与英国的经济关系
,

扩大农产品在英国的市场
,

获得更多的贷款来推动工业化
,

挽救濒于破

产的农场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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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双方经济关系的调整只是对各自经济战略的修补
,

因而帝国经济合作也就难有实质

性的突破
。

这一阶段
,

双方经济关系调整的主要成果在于
:

`

首先
,

帝国经济合作在英国和自

治领经济战略中的重要性大大增强
。

其次
,

建立了一系列帝国经济合作的机构
。

如帝国市场

局
、

农业局
、

帝
·

国经济委员会
、

帝国航运委员会等
。

再次
,

发展了帝国经济合作的技术手段
,

如开辟了帝国航空线
,

创建了帝国广播网等
。

这就为英联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

三
、

1 9 2 9一 1 9 3 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

大大增强 了英 国和自治

领之间的联系
,

推动着英联邦最终形成
。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
,

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趋于崩溃
,

国联作用大大削弱
,

英国20

年代的世界战略难以继续
。

英美矛盾的全面激化
,

德日法西斯的战争叫嚣使英帝国的安全受

到严重威胁
。

1 9 3 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上
,

英国再次向美国让步
,

这实际意味着英帝国安全的

基石已彻底动摇
。

英帝国内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内部瓦解着英帝国
。

英国和自治领深

知
,

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就必须巩固英帝国
,

而巩固英帝国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双方进

行政治军事合作的机构
,

英联邦就是这一 目标的最佳选择
。

甚至英国著名的欧洲主义者罗伯

特
·

范西塔特也认为
: “

在这场危机中
,

英国和自治领不可分离
” L 。

帝国防务委员会副秘书

长麦克迪强调
: “

保卫帝国是共同的责任
” L 。

20 年代分离倾向最大的爱尔兰的态度转变使英

国记者大为吃惊
: “

在那里
,

人们充分认识到
,

目前两国已休戚与共
”

@
。

正是在这种同舟共

济的向心力作用下
,

1 9 3 0年帝国会议宣布
: 1 9 3 1年12 月 31 日以前

, ,

英国必须使英国现行法律

符合于帝国会议通过的决议
。

随着旧的世界经济体系在经济大危机的震荡下趋于瓦解
,

国际经济领域在关税战
、

货币

战的基础上出现了更为激烈的经济集团战
。

在新的形势面前
,

英国和自治领也把组成经挤集

团作为摆脱危机的出路
。

经济脆弱的自治领重提帝国特惠的目标
。

在 1 9 3 0年的大选中
,

贝纳

尼就以帝国特惠的口号 当选为加拿大总理
。

而英国由于以 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战略得 以存

在的国内外条件尚未彻底消失
,

因而徘徊犹豫
。

在 1 9 3 0年 10 月的帝国会议上
,

英国拒绝了自

治领帝国特惠的要求
。

不久
,

与荷兰一起召开 了力图挽救自由贸易原则的国际经济会议
。 “

旧

的国际秩序已经被永远毁掉了
,

要想重建这种旧秩序
,

结果只能是徒劳无益和灰心失望
。 ”

@

日益恶化的国内外经济条件彻底打破了英国的幻想
,

迫使英国走上帝国特惠之路
。

首先
,

国

际经济条件恶化
。

1 9 3 0年n 月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
,

英国提出的以与会国降低关税 25 %作

为英国继续承担自由贸易义务的方案反应冷淡
,

美国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的通过更给英国

当头一棒
。

其次
,

自治领压力增强
。

英国在帝国特惠问题上的态度激起了自治领的愤怒
,

自治

领拒不讨论英国提出的军事合作方案
。

加拿大通过了紧急关税法案对英国商品进行报复
,

并

且扬言
,

如果英国不答应加拿大的要求
,

加拿大就加入美国为首的经济集团
。

再次
,

国内经

济政治的严重动荡
。

1 9 3 1年
,

英国经济下降到经济大危机期间的最低点
。

海外收入的减少和

失业救济的猛增使英国财政难以平衡
。

与 1 9 2 9年相比
,

英国航运收入减少 5 0 0 0万英镑
,

国外

投资收入减少 1。。。万英镑
,

国外金融业务收入减少 3 5 0 0万英镑@
。

财政赤字影响了英镑的信

誉
,

黄金大量外流
,

金本位制发生动摇
。

为了维护英镑的金本位
,

英国政府以削减失业救济

费用和社会事业费用来减少财政赤字
,

争取更多的国外贷款
。

面对资产阶级的进攻
,

英国工

人阶级在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和饥饿游行
,

因弗戈登的海军也发生

了严重的骚动
。

范西塔特勋 爵当时评论说
: “

欧洲认为革命 已经开始
,

军队没有发炯
,

下层民

众处于饥俄之中
”

O
。

1 9 3 1年 8月国民政府的上台标志着英国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战略彻底破产
。

英国经济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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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略的总构思就是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而 组成帝国特惠的经济集团和调整国内经济结构

则是这一战略的两个重点
。

英国统治集团经过左右权衡
,

把组成帝国经济集团作为新战略的

突破 口
。

这样做不仅能缓和英国经济的燃眉之急
,

避免国内的政治动荡
,

在国际经济战中处

于有利地位
,

而且也能为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基础
,

铺平道

路
。

英联邦则是这一经济集团的理想 目标
。

1 9 3 1年 9 月
,

英国废除了英镑的金本位
,

组成了

包括白治领 (加拿大除外 )在内的英镑集团
。

不久
,

英国议会先后通过两个关税法案
。

金本位

的废除和保护主义的实行
, “

毁坏了当时世界上所有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任何基础
”
@

,

标志着

英国
“

在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
,

缩回到本国的防护茧壳内
”
L

。

1 9 3 1年底
,

英国议会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
,

规定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在自治领未经同

意
,

概不适用
,

自治领颁布的法律无需英国议会批准
。

1 9 3 2年 7 至 8 月
,

英国在握太华会议

上组成了以帝国特惠为基础的经济集团
。

这样
,

以英国和自治领为成员
,

政治平等
、

帝国特

惠为内容的英联邦便在帝国内最终形成了
。

通过以上具体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
,

英联邦的形成是一战后世界的一般矛盾与英国和自

治领内部各种具体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

也是这些矛盾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化诸要素共

同激荡的产物
。

正是由于这些不同层次矛盾的产生
、

发展及其诸要素不断的合力作用
,

英联

邦形成的过程呈现出静态的阶段性和动态的延续性的统一
。

英联邦形成的原因存在着各阶段

的侧重与整个过程的一致的结合
。

从这一视角出发
,

我们就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
,

找到英

联邦形成原因中最为本质的东西
。

这就是
: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

帝国主义的凡

尔赛一华盛顿体系
,

以英美矛盾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
,

英帝国内由英国
、

自治

领
、

殖 民地形成的特殊格局
,

英国以殖民性为特征的政治经济结构和自治领以工业化为中心

的政治经济结构
,

1 9 2 9到 1 9 3 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

英联邦的形成
,

为英国和 自治领渡过经济危机
,

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应付国际格局

的更替
,

夺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

但是
,

英联邦内部结构性的经

挤矛盾和难以调和的政治利益冲突决定了一旦经济危机和战争威胁消失
,

30 年代初形成的英

联邦结构就难以继续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世界格局彻底改观
,

英国衰落无可挽回
,

英帝国

土崩瓦解
,

英联邦的结构也随之逐步变化
。

这样
,

英联邦就演变成为由前英帝国宗主国
、

自

治领
、

殖民地保持松散政治联系
,

进行传统经济交往的一种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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