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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黨執政一年的法國現況

施文英

法國近20年來首位社會黨總統歐蘭德執政一

年，經濟持續低迷，許多大選時的承諾一時難以

兌現，民意跌破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最低紀錄。

歐蘭德領導下的法國，看來有點亂烘烘，集經濟

危機、精英危機與信任危機於一爐。

5月6日歐蘭德正式當選總統一周年，同時要

應付右翼反對黨的狠批，和因緊縮財政招致激進

左派的不滿。法國媒體對歐蘭德的周年評價很尖

刻：有人說這是灰色的一年，交白卷的一年；也

有人說法國陷入政治、經濟、社會和倫理的危機

中，前景迷霧重重。

這一年，法國失業率達16年來最高點，法國

同歐盟多數國家一樣形勢嚴峻。歐蘭德政府因前

預算部長被控逃稅醜聞再受重挫，民眾信心指數

下降。社會黨推動的同性婚姻及領養法案也對法

國民眾的傳統道德觀和生活方式造成衝擊。

分析家指出，歐蘭德的問題在於越來越多選

民不相信他有能力達成承諾。他摒棄薩科奇的右

翼政策和愛表現的風格，IFOP政治分析家達比

說：「和前任總統薩科奇相較，歐蘭德個人形象

較佳，但他的才能受到質疑。法國人感覺他上任

一年後，經濟情況毫無改善。」

近日民調顯示，法國是歐盟諸國中對前途最

感悲觀的國家。全球化使原本是富國的民眾失落

惶惑。即使如此，歐蘭德在執政周年召開全體內

閣會議，和6月16日接受法國電視第六台訪問，及

7月14日國慶訪談時，依然信心滿滿。他表示，政

府推出的經濟政策將逐漸發揮效力，今年年底，

法國失業率會開始回落。

歐蘭德緊湊的37小時訪華，得到的評價是成

果平平。歐蘭德赴北京會見習近平，旨在扭轉薩

科奇時期中法緊張關係。法國媒體有關中國的話

題還未完，就開始預報歐蘭德回國如何面對左右

夾攻的局面。甚至預測歐蘭德將改組政府。

歐蘭德在中國趕場時就不斷推銷「法國製

造」，把握機會與法國企業老闆和在華法國經濟

界人士交流。這時，一些法國社會黨大將如共和

國第三號人物、眾議院主席克勞德─巴托洛，竟

然在受訪《世界報》時表示：「歐蘭德應開始其

五年執政期的新頁了。」歐蘭德的總統威信有點

受挫，這與薩科奇當政時只有總統一人說話算數

的情況似有天壤之別。

針對失業數字創新高，歐蘭德說：「5年來，

法國失業人數不斷上升。」意謂執政一年的政府

不能對此負全責。社會黨人擔心：法國每天都有一

千人登記失業的局面，使他們在今後的法國選舉中

節節敗退。這是左翼拒絕緊縮政策的原因之一。

法國歐盟　磨擦頻仍

面對經濟困境，首要開源節流。法國預算部

長說：每花一元，都要有用。

法國公共開支年年持續增高。為迎合選民所

好，政客暫忘國庫空空且欠下數代人還不清的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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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重壓，在借貸不易之下繼續先用未來的錢。

歐蘭德在2013年7月14日國慶電視訪問中說：

「我上任後，繼承了6千億的公共負債。」政府債

臺高築，只有提高各種稅率。但這會使企業為了

股東利益，部署外移。富裕階級更會大舉出逃。

法國總理誓言致力減赤。為撙節開支，法國

政府暫停公務員加薪，減少小資家庭補助金的付

給，逐漸提高退休金繳納的季度，徵收退休人士

稅收等，引起民眾不滿。

據「挑戰」雜誌披露，去年法國巨富們的財

富增加了25%。社會黨一上台就恢復了財富稅。

但這一年，一百萬原本不必繳稅的民眾也加入了

納稅的行列，因為繳所得稅的標準不再隨每年的

通貨澎漲而加高。擁有銀行存款的民眾也須繳納

社會分攤金。

緊縮政策，會使民怨四起。許多人希望歐蘭

德向德國總理梅克爾的緊縮政策說「不」。但歐

盟卻要求歐蘭德實行一連串措施，以達「財政緊

縮」的目標。

5月底，歐盟施壓，要求巴黎2014年將法國公

共負債降至國民經濟所得的3,6%，2015年再降至

2.8%。而法國目前的政府負債是3.9%。對此，法

國總統回應：「不由歐盟來指點我們該如何做。」

巴黎與布魯塞爾間的裂縫加大了。在歐蘭德

政府的支持率走低之際，歐盟不得人心的舉措更

使其左右為難。

就連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也成為法國政治

人物與媒體公開指責的對象。因他批評法國護衛

其視聽文化產業是「保守行為」。 

政經失衡　德法分歧

歐盟的德法軸心，見出分歧。法國執政黨私

下批評德國總理梅克爾自私不妥協。德國執政聯

盟和政府內部，也批法國經濟不濟，是歐洲最大

問題兒童。

《德國商報》曾披露德國政界對法國的看

法。一份政府內部流傳的文檔中，梅克爾的執政

聯盟夥伴自由民主黨，批評歐蘭德的經濟改革計

畫漫無方向，又指法國勞工市場高度受管制，社

會保障太多。其中更力數法國經濟問題：工業競

爭力日益不濟，企業外移持續，盈利疲弱；又指

法國人的全年工時是歐盟第二低，稅務和社會保

障負擔是歐元區最沉重，研究開發的投資太少。

德國經濟日漸主導歐洲，法國卻仍在衰退中

掙扎；中間偏右的梅克爾主張緊縮，在歐盟強勢

領導卻不受其他歐盟國家民眾歡迎。中間偏左的

歐蘭德主張投資催促增長，卻在國內外都弱勢。

有法國政界人士與經濟學家呼籲經濟借鏡德

國，取經德國的成功模式，走出困境。但法國的

工會和左翼人士強力反對，他們批評德國付出了

太大的社會代價。德國沒有最低薪，工時彈性，

工會權能調適企業需求……等，使保護勞工的法

國完全不能接受。法國人認為以經濟掛帥的德國

社會，造成生育率低，對於未來的退休制是嚴酷

的考驗。

德法不和令人擔心歐盟癱瘓。歐洲戰後由德

法軸心建立，現今德法關係卻處於低點，矛盾即

在緊縮政策。

義大利新總理萊塔，也像歐蘭德，強調增長

政策多於緊縮。梅克爾在歐盟面臨孤立之際，四

月底喜迎來訪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分析家指這是

向歐蘭德發出警告：德國可跟英國另組軸心。

美國大西洋委員會戰略顧問林德利─弗倫

奇表示，德英軸心並非不可能，英國經濟規模大

於法國。德國領銜歐洲經濟，英國是歐洲軍事龍

頭。梅克爾和卡梅倫都是中間偏右派，都主張緊

縮控制公共開支，兩者有合作基礎。但英國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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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疑歐傾向，跟德國深化歐洲一體化的主張相

左，若傾向沒化解就難成新軸心。

信任危機　精英出走

自從政府預算部長卡于扎克逃稅說謊傳聞被

證實之後，卡于扎克所代表的削減財政赤字的嚴

格路線遭到質疑，政治人物的誠信也盡失。

卡于扎克辭職後留下的職缺，Villeneuve-sur-

lot的市政補選，執政黨在第一輪的選舉中就敗下

陣來。

因卡于扎克醜聞陷入輿論風暴中心的歐蘭德

4月10日提出一系列反腐措施，並宣佈成立一個專

門機構，嚴懲在財務上違反法律和政治道德與廉

潔規範的行為，強力打擊腐敗和逃稅漏稅。

法國總理4月8日發表聲明，所有政府部長與

議員都要在4月15日前公開個人財產。一時，政要

們相繼爭曬家產。

在私人財產透明化上，法國朝野爭議聲此

起彼伏。82%的法國人贊成政界人士公布私有財

產，希望通過這一方式監督那些利用職權致富的

高官。但也有官員稱公開晾曬家產十分尷尬。

除了卡于扎克的境外逃稅，法國人往海外

逃稅的數目估計約八百億歐元，法國人在海外的

秘密帳戶估計超過十萬。瑞士銀行前資深員工爆

料，法國現任與前任政府官員中，就有15人在瑞

士銀行擁有秘密帳戶。當政府要求國民勒緊腰

帶，官員政要卻連續被爆貪污逃稅等，如前內政

部長將警政研究費納入私囊，前財政部長牽涉到

司法貪贓等。這時的政府，需要做出多少努力，

來重獲民心？

面對債務問題，反緊縮的歐蘭德想向富人加

重稅遇強烈反彈，他為挽回商界信心，準備寬減

資本增值稅，減輕企業負擔，改革勞工市場。

歐蘭德一上臺就計畫大加資本增值稅稅率，

但商界激烈反對，警告會令企業家轉移國外創

業，只好叫停。歐蘭德以反緊縮政綱當選，但在

位一年頻碰釘，已調整至強調財政健全和親商

界。他在第六台訪問時強調要提升競爭力，開創

有利投資環境。2014年前儘量不再增稅，擺脫經

濟停滯不前和創造就業，挽留預備出走的精英。

社會問題　急待解決

住房，佔法國人支出的25.4%。總統選舉時，

歐蘭德承諾5年內增建250萬住房，即一年要建50

萬。而目前只建了11萬多。他承認法國行政效率

須改善，建築經20個單位審理太慢。今後要加快

速度，以解決住房問題。

法國失業率高，尤其青年，26.5%失業。政府

為青年們創立了未來合同，世代合同，幫助青年

就業。另外，也設立就業競爭力貸款，鼓勵創業

與就業。歐蘭德一再強調年底前翻轉失業率。

法國的汽車工業衰退，車廠相繼歇業，失業

人數遽增。但法國宇航工業的發展如日中天，空

客訂單破萬，佔全球飛機訂單半數以上，連續三

年稱霸全球飛機製造業。空中巴士可提供9萬個工

作崗位，帶來1150億歐元收入。

將車廠失業者培訓轉至宇航業，不是很理

想嗎？這是宇航業者和重整生產部長蒙德普的建

議。但法國的行政步履跟不上需求，在轉業上也

有難處。宇航業者須加緊行動，整合精密安全的

技術培訓。

政府部門預定2014年節約減肥2%。據「世界

報」和「回聲報」的報導，政府各部削減預算：

環保部-7%，砍去70億，農業部-5.4%，砍30億，

文化部-2.8%，砍23億，經濟部-6.6%，砍17億，

國防部-1.7%，砍290億。另外，各部也裁減員



PARISCOPE

40

法國通訊

工，包括國防、經濟、住房、環保部等。政府贊

助的機構如工商局、環保能源局、電影中心……

等也都被大砍補助。除了就業所增11億預算，來

補助11萬個工作合同外，其他政府部門都瘦身裁

員。增加人手的僅有：教育部增1.3%，司法增

0.1%，內政增1%。

選前，歐蘭德誓言增設教育、司法、警憲人

員，現時須信守競選時許下的承諾。但削減環保

預算，引致環保部長批評而請辭。一向被批太軟

的歐蘭德，立即更換新部長以表現強硬？總之，

此舉表明全體政府閣員須共體時艱，步調一致。

而法國削減國防預算，這也是頭一回。

歐蘭德當選前，曾承諾刺激經濟成長、創造

工作機會。對此，總統在國慶訪談中說：「未來

合同為青年帶來10萬個工作機會，世代合同帶來

7萬職位，培訓失業者來填補找不到人手的企業

等，會帶來3萬5千個職位……」當務之急是減輕

企業負擔，開創有利環境，重建信任感。

言及經濟停滯，歐蘭德在國慶訪談中用樂觀

肯定的語氣說：「景氣回復了。工業生產正再開

步，法國是歐盟中進步最多的國家。」即使法國

經濟統計研究所的數據並沒有如此樂觀。

薩科奇執政時，抱怨政策需要兩個任期才有

效果。歐蘭德的執政方案也需要時間，媒體和民

眾卻想立即見到成績。根據CSA民調，64%的法

國人認為改革步調太慢，大家都急於走出經濟危

機。總統說：「五月份的失業數字穩定，這是兩

年來首見。民眾消費和就業都微有起色。」他認

為下一季會更好。民眾將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為法國巴黎華報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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