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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法國總統大選：民族陣線失敗了嗎？ 
 

洪瑞閔 
 

“Le Front national doit lui aussi profondément se renouveler afin d’être à la hauteur de cette op-
portunité historique, a-t-elle affirmé. Je proposerai donc d'engager une transformation profonde de ce 
mouvement afin de constituer une nouvelle force politique.” 

─Marine Le Pen 
 
「民族陣線本身也必須深度改革以便把握這個歷史性的機會。因此我提議在未來進行黨的

深度轉型以形塑一個新的政治力量。」                                                         
─瑪琳‧勒龐 

 

 

2017 年 5 月 7 號的晚上當民族陣線(Le 

Front national)的候選人瑪琳‧勒龐在法國總

統大選的第二輪的投票當中以約一千萬票的

差距敗給了共和前進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的候選人馬克宏(Emmanuel Macron)，

法國、歐洲甚至是世界似乎都鬆了一口氣，因

為在英國脫歐與川普當選之後，極右思想與

民粹思潮終於在法國踢到了鐵板，所有候選

人當中最親歐的馬克宏的當選確保了長久以

來作為歐洲整合火車頭的法國不至於「出

軌」，而使歐洲聯盟面臨瓦解的危機。近年來

因為移民、恐攻以及英國脫歐等議題而焦頭

爛額的歐盟也終於有了喘息的機會。 

然而，綜觀此次的總統大選，對於布魯

塞爾的政治菁英或是反對民粹的人們而言，

固然馬克宏的勝利值得歡慶，但若要問是否

是民族陣線的失敗，這問題則有待商榷，端賴

我們從什麼樣的角度出發。 

問鼎總統寶座：「毫無疑問」的失敗 

的確，若以最後的結果論英雄，民族陣線

毫無疑問的是失敗了。儘管這次選舉是民族

陣線在 15 年之後的再度殺進第二輪，但是依

舊以極大的差距落敗，對手馬克宏的得票是

瑪琳‧勒龐兩倍，在全法國 101 個省當中，民

族陣線只贏了 2 個。 

儘管瑪琳‧勒龐自 2011年從其父讓-馬利‧

勒龐(Jean-Marie Le Pen)的手中接下民族陣線

的黨主席職位後，便大力推行新民粹主義

(Néo-Populisme)的策略與「去妖魔化」的路線

期盼能夠擴大選民基礎增加支持，但兩輪投

票的選舉制度依舊像永遠擺脫不了的緊箍

咒，儘管終於能夠再度在第一輪投票中脫穎

而出，但民族陣線仍然在第二輪中被主要政

黨圍剿，大多數法國民眾仍然不信任民族陣

線，要在總統大選中勝利，似乎仍是遙不可及

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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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基礎的累積：「大有斬獲」的失敗 

然而，若進一步分析選舉結果，民族陣線

的支持者也不必太過悲觀。 

首先，從總票數來看，此次選舉瑪琳‧勒

龐在第二輪投票中得到了約 1063 萬張選票，

與其父老勒龐在 2002 年的第二輪選舉中所取

得的 552 萬票多了約 510 萬票，在 15 年內民

族陣線增加了近一倍的選票，若跟上屆 2012

年總統大選相比，當時剛接任黨主席不久的

瑪琳‧勒龐也僅獲得約 642 萬票，這說明了新

民粹主義與「去妖魔化」的推行是有效的，利

用操作高高在上的菁英與市井百姓的對立以

及拋棄極端的法西斯主義的確讓越來越多法

國人民對民族陣線放心並認同其訴求。 

再者，若論第二輪的票源拓展能力，與第

一輪相較，瑪琳‧勒龐在第二輪多獲取了約

300 萬票，比起其父在 2002 年僅增加 70 萬票

不可同日而語。這些增加除了來自立場相近、

法蘭西崛起黨(Debout la France)候選人尼古

拉•杜邦-艾格南(Nicolas Dupont-Aignan)的支

持外，勒朋更吸收不少原先支持右派大黨共

和黨 (Les Républicains)候選人費雍 (François 

Fillon)的票源，許多認同費雍緊縮移民立場的

支持者轉而投向立場類似的瑪琳‧勒龐，原先

在政治光譜中最右端的民族陣線已經能夠逐

步得到共和黨中右翼勢力的支持與認同。 

此外，兩輪投票制帶給民族陣線的負面影

響也正在減弱。在過去，幾乎任何層級的選舉

只要是民族陣線的候選人進到第二輪，幾乎

都會遭到左右派的聯合封殺(faire barrage)而

一席未得。相較於 15 年前的總統選舉，本次

大選全法國在團結反對極右派的氣勢上已經

減弱不少，儘管第一輪投票結果出爐後，包括

費雍、社會黨候選人阿蒙(Benoît Hamon)與總

理貝爾納‧卡澤納夫(Bernard Cazeneuve)在內

的政治人物都呼籲其支持者與法國人民將票

投給馬克宏以避免民族陣線的獲勝，但也有

包括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

候選人與政治人物不明確表態或是表明將不

投票或投廢票，這意味著在法國內部，勢均力

敵的不同聲音越來越多同時也越來越不能彼

此妥協，儘管民族陣線不見得能夠在其中取

得明顯優勢，但已經越來越有一拚的可能，二

輪投票制的枷鎖也不再那麼牢不可破。 

最後，或許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便是法國

傳統大黨的衰弱帶給民族陣線的機會。如同

瑪琳‧勒龐在敗選演說中所提到的「在第一輪

選舉中，舊政黨的出局印證了法國政治的重

大解組。」法國第五共和自 1958 年創立以來，

第一次左右大黨在總統大選當中都未能進入

第二輪，這顯示出法國人民對長久以來的左

右派輪流執政已經失去信心，對他們無法實

現政治承諾解決問題感到越來越不滿，在舊

的問題─失業、經濟疲軟─與新的挑戰─反恐、

移民─的雙重夾擊下，法國人民似乎願意開始

給新人新面孔機會，2014 年才正式踏入政壇

的馬克宏勝選固然是一個好例子，從未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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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沒有包袱的民族陣線自然也可以是個選

項。 

黨內路線的重整：失敗的「後遺症」 

對於有近 45 年歷史的民族陣線來說，這

次選舉失利也並非都如此「正面」，最大的隱

憂在於黨內的團結問題。儘管瑪琳‧勒龐在總

統大選後仍然繼續領導民族陣線投入緊接而

來的國會選戰，但質疑聲浪已經開始出現，首

先瑪琳‧勒龐在第二輪的操作與其和馬克宏

的拙劣辯論使前者備受批評，此外，民族陣線

的要角─老勒龐的孫女同時也是瑪琳‧勒龐的

姪女─瑪麗詠‧馬赫-勒龐(Marion Maréchal-Le 

Pen)在總統大選選後宣布要告別政壇陪伴家

人，而將不會繼續尋求國會議員的連任，這在

民族陣線內部也投下了一顆震撼彈，外界普

遍認為這是這位民族陣線的新星與她的阿姨

和黨內第二號人物弗洛里安‧菲利波特

(Florian Philippot)意見長久不合所致。 

簡言之，民族陣線所面對的問題是路線

之爭，對於瑪琳‧勒龐進行的「去妖魔化」路

線，其實已經引起包括其父親與姪女在內的

基本教義派不滿已久，認為已經背離了民族

陣線的創黨精神與價值。在大選期間，雙方尚

且能夠為了大局而放下歧見暫時合作，但選

舉的失利便使台面下的心結與不滿檯面化，

瑪琳‧勒龐如何有效化解歧見確保團結將是

民族陣線在未來選舉中能否取得勝利的關鍵

要素之一，相較於其他政黨，天生就遭受其他

政黨聯合打壓的民族陣線實在是沒有分裂的

本錢。 

結語:「不算失敗」的失敗 

綜上所述，除了無法取得總統大位以外，

從許多角度來看民族陣線都是成功的，無論

是在總票數、第二輪票源的拓展與兩輪投票

制的限制上，民族陣線在此次選舉均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大躍進，只要能夠有效維繫黨內

團結再配合上現今法國政治格局的重組，民

族陣線出線的機會大增，如果馬克宏無法在

接下來的五年當中有效解決問題並振興法

國，那民族陣線入主艾麗榭宮 1(Palais de l’Ély-

sée)的日子可能也就不太遠了。 

 

(本文作者為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

學博士生) 

 
 
 
 
 

 
註釋： 
1. 艾麗榭宮是法國總統府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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