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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新任總統歐蘭德先生就任後政經可能發展

呂慶龍

法國一如當今所有國家面對2008年國際金融

風暴以來，特別是近年的歐債危機，無法自外於

同時而來的諸多挑戰，國內政局發展與經濟成長

相關議題相互影響直接密切（例如支持極右派選

民大幅增加，民族陣線FN第一輪投票獲17.9％，

顯示選民對經濟不景氣及失業率甚至轉移到對外

來移民的不滿），如何面對未來五年「生產、債

務及歐洲」主要經濟議題，以及處理基本經濟議

題─生活方式、未來能源、消費社會、環境保

護……等等以穩定社會發展及處理歐債危機自然

成為新任總統必須面對的急迫議題。

在對外關係方面，歐蘭德在當選總統第二

天一項新聞訪談節目裡解釋「外交議題未在選戰

中被強調，係因其急迫性不如失業率等問題」。

然而歐債危機對法國而言卻是必須與德國密切合

法國於今年四月二十二日舉行第五共和第十

次總統選舉（第九次直接民選）第一輪投票，十

位候選人中社會黨籍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

及現任總統薩科吉（Nicolas Sarkozy）（UMP人

民運動聯盟）分別以28.63%及27.18%得票率進入

第二輪、五月六日的投票，結果歐蘭德以51.64%

得票率贏過薩科吉所獲的48.36%得票率，出任第

五共和第七任總統，為繼密特朗總統（1981-1995

年）後第二位社會黨籍總統。新舊任總統在五月

十五日交接，開啟法國歷史新頁。

法國為目前全球排名第五大經濟體，其國際

地位、外交、科技、文化藝術、國防軍備、交通

航太、醫療衛生、學術研發……等各項領域傑出

成就所展示的綜合國家實力至為國際重視，是以

五年一次的總統受到全球關注。

五月二日歐蘭德與薩科吉電視辯論談話神情。

五月六日晚間八時選舉結果公布，支持歐蘭德民眾在社會黨

總部歡欣慶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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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選擇，歐蘭德不贊成採取緊縮政策，主張以

成長解決經濟危機，甚至表示當選後要重新檢討

「歐洲金融穩定公約」，引起歐盟會員國不安，

包括德國梅克爾總理公開反對；不過歐蘭德當選

後一週，在法國大概沒有人認為歐蘭德會讓法德

關係惡化。從梅克爾五月十二日表示德法維持合

作關係的重要性，以及歐蘭德十五日就任後，最

先訪晤的就是梅克爾總理，已使更多人相信法德

兩國繼續合作是必然的發展，來日再推出一個為

法國新總統量身訂做的「歐洲成長公約」應該是

順理成章的安排。至於國際參與部分，歐蘭德表

示與薩科吉在若干議題上各有見地（consensus et 

rupture），包括法軍在阿富汗（提前一年撤兵）

與北約組織中之角色，歐蘭德主張有關法國在非

洲前殖民地與其他國家『以私人關係』為基礎的

各種殖民行為必須與前政府完全切割，但也贊同

外交部近幾月來對敘利亞問題同意在聯合國架構

下採取軍事干預立場。事實上，像法國這種老牌

民主國家，外交政策的基本格局會有其一貫與延

續性，不會因為政黨輪替或政府更迭出現重大改

變，不同的是在國際多元互動過程中，歐蘭德會

展現不同於薩科吉的行事風格。

在經濟方面，歐蘭德總統在競選時以「改變

就是現在」為口號。競選主軸為「重振法蘭西」、

「重建司法」、「給予年青世代希望」、「讓法國

成為一個共和國典範及一個被重視的法國」，具體

目標為由今年預估的年經濟成長率0.5％到2017年任

滿時達到2至2.5％，負債將由創歷史新高的目前截

至2011年底，公共債務總額17,173億歐元佔國民生

產總值的85.8％到任滿時降到80.2％（謹按：法國

統計及經濟研究所-INSEE-當天公佈的數據顯示，

截至2011年底，法國公共債務總額為17,173億歐

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85.8%，均創歷史最

高水準。法國政府預定的2011年公共債務佔比目標

為84.9%，但2011年包括公共財政赤字，地方政府

赤字，以及社保體系赤字等公共債務總額凈增1,220

億歐元，經濟增幅偏低，導致公共債務佔比超過預

期。）財政赤字由目前4.5％至2013年降低到3％，

並於2017年達到平衡，公共支出將由56.5％到2017

年降為53.9％，他提出「革新法國面貌」、「調整

歐盟發展方向」、「財政改革」、「重新修改退休

制度」……等六十項承諾，期使法國走出陰霾，恢

復榮景。由於民主政治政黨輪替，這些改變法國政

經社會的目標具體明確，當然挑戰也不少，不過這

些新政能否落實，還得看大家所說的總統選舉第三

輪投票結果（6月10號及17號舉行的國民議會兩輪

選舉），法國民眾是否會讓社會黨在國會選贏得絕

對多數推行新政，如果社會黨只取得相對多數，可

能需要與不同政黨聯合起來組成聯合政府，或者當

出現右派多於左派議員時，就會出現法國第四次的

「左右共治」（謹按：法國三次共治分別為1986-

1988，1993-1995，1997-2002三次）。

法國經濟性雜誌Enjeux-Les Echos主編Eric Le 

Boucher 5月8日曾專文指出歐蘭德今後面對十大挑

戰如下：生產競爭力、產品行銷、青年教育、債

務、減少預算支出、減少醫療支出、減少對地方政

府補貼、經由稅賦及國家財援中小企業造成私人投

資癱瘓、「成長公約」及越強力推動組織性改革，

越可望促成潛在成長、就越可能經由降低支出推動

緊縮要求。我們可以以Le Boucher主編的評論作為

簡文結尾：歐蘭德可以成為一個好總統，他要做的

事既多且重，他應該是位「重振國家、重振道德、

重整經濟、重建信心」實至名歸者。

（本文作者為我國駐法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