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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拟面对全体高校学生
开设“经济情报”课之我见

“／矗济情报” (Intelligence Economiq。

々硷ue)一词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
‘L人提出。90年代初期，法国专家

学者开始着手有关经济情报的研究，对

经济情报的概念有各种不同解释。2叭1

年9月15日，法国总理菲永签发一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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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ire ralnnve a t 1口cnon de l 1Etnt en m口t论t．e

d’砌fP，垤P拧cP Eco刀D川由ⅣP，以下简称

《经济情报通令)))指出，所谓“经济

情报”，亦即包括收集、分析、提炼、

发布和保护战略经济信息，目的是以此

增强国家、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竞争力。

近20年来，法国在经济晴报领域的实践、

研究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积累

了丰富经验。如今，关切经济情报已不

仅局限于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有关

经济情报知识的教育也逐步走进高校。

目前法国已有10多所大学(universit6)

或大学校(Grande 6cole)开设了“经

济情报”课，授课对象主要是一些相关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11年2月，法国

《费加罗报》 (如脚)和《回声报》
(￡es Ec^os)称，为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需要，法国拟扩大“经济情报”课在

高校的教学面。2011年底，法国一些媒

体又对此话题发出声音。((世界报》

(￡e』l如n如)于12月8日发表文章和专

访称，法国将于2013年面对全体高校学

生开设“经济隋报”课，届时大学生们须

学习过“经济隋报”课或接受过相关培训

方可获准毕业； ((观点》 (￡P PD加f)

杂志于12月23日在其网站也发布了简要

报道；一些高校和法国民众随后相继在网

上对此发表评论。根据所披露的初步计

划，法国将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高校

普及经济情报知识教育：到2013年，对

于大学本科生，需要学习一门24学时的

“经济情报”基础课程；对于攻读博士

学位的研究生(在硕士学习阶段)和工

程师学校的学生，则需要继续接受16学

时的“经济情报”知识深化培训。这意

味着届时接受经济情报知识教育的大学

生人数将由今天的几千人扩展到200多万

人。为何法国有意在高校扩大开设“经

济情报”课?主要媒体为何不断发表有

关的报道，综合分析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高校引入经济情报教育符

合国家发展战略要求

法国认为，经济情报与国家和企业

利益密切关联，把经济情报摆到了重要

战略位置。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对经

济情报工作的指导和管理。2003年12

月，法国任命了一名专门负责经济情报

的高级官员(HRIE)，由政府总理领

导；2009年9月，改为任命一名称作“部

际经济情报代表” (DIIE)的高级官

员，直接由总统领导，负责协调政府各

部门之间的经济情报工作；2011年9月，

又发布由总理签署的((经济隋报通令》，

详细阐述国家经济情报政策和各有关部

门的职责。法国认为，经济全球化时

代，法国国家经济情报形势面临严峻挑

战。2011年1月， “部际经济隋报代表”

奥利维埃·布根(0livier Buquen)在接

受法国《星期天报》 (∞D)采访时表

示，法国各地区在过去5年中发生了数

千起工业间谍案，涉及各行各业，受损

企业大小均有之，与间谍案有牵连的外

国国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法国需要加

强自我保护意识。因此，《经济情报通

令》特别强调，法国关于经济情报的国

家行动重点落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确保

为国家公共机构的经济决策提供战略预

警；二是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和研究机

构提高技术转化能力；三是保护企业和

研究机构的经济安全。《经济情报通

令》还称，法国的经济情报政策是国家

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保护企

业和研究机构的安全与竞争力，对促进

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包括高

教部在内的八大政府部门(外交、国

防、环境、司法、内政、经济、高教和

农业部)在执行经济情报政策方面负有

重要责任。可以说，高校引入经济情报

教育符合法国国家经济情报发展战略的

要求。

二．高校顺应有关各方共同期

盼扩大经济情报教育

法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对高校

引入和扩大经济情报教育存有共识，有

关部门的一些负责人近来在不同场合多

次强调高校加强经济情报教育的重要

性。高教部职业融入与高等教育负责人

帕特里克·赫茨尔(Patrick Hetzel)表

示，每个公民都应具备经济情报的概

念；高校为未来培养大量的经济、政

治、文化和社会管理人才，应成为经济

情报教育重要基地，今后要尽快对所有

大学生普及经济情报教育。国家“部际

经济情报代表”布根表示，法国经济情

报政策的目标之一是让所有大学生都接

受经济情报课程的教育，但目前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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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显然还不够，高校应该加快行动进

程。法国石油集团经济情报负责人让一米

歇尔·沙瓦多利(Jean-Michel Salvadod)

也表示，当今工业和经济世界竞争非常

激烈，要想取得成功，人们必须要深刻

认识理解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和世界形势

变化的快捷性；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管

理者和各领域的高级人才，不仅需要学

习专业技术，还应适应现实的需要，学

习诸如经济情报的知识和技能。总而言

之，法国有关各方对高校扩大经济情报

教育充满期盼。经共同努力，目前已有

20多所高校表示愿意率先尝试以各种方

式扩大经济情报教育。最受到瞩目的是

巴黎九大(universit6 Paris Dauphine)

的办学模式，该校早于2011年2月就与

法国多家大型重点企业(如全球四大石

油公司之一——法国道达尔(Total)石

油公司等)合作，创办了“组织战略与

经济情报”讲坛，以经济情报为主题，

每年投入22．5万多欧元，校企双方联合

共同组织培训、开展研究和举办研讨

会等，以促进巴黎九大在经济情报领

域的教学与研究。圣太田一让·莫奈大

学(Universit6 Jean Monnet de Saint-

Etierule)等一些大学最近也表示，他们

将提前于2012年秋即面向本科生开设

“经济情报”课。

三、热议高校经济情报教育迎

合经济政治形势所需

法国高校扩大经济情报教育的设想

可追溯到20lO年，后陆续见诸媒体报

道。为何至今媒体不断提及此事，引发

人们参与讨论?分析认为，谈论此类话

题，除了展现有关各方强调经济情报教

育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行动实施取得

进展外，与法国当前经济政治形势也有

关联。2012年法国的局势有两点非常值

得关注，一是法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二是这一年将迎来新一轮大选。受欧债

危机日趋恶化影响，2011年法国经济增

速明显放缓。根据法国统计局(NsEE)

2011年10月公布的数据，今年法国经济

增长率预计只有1．7％，低于早先的预期

值2．1％；统计局于还表示，法国经济有

可能会在2012年陷入衰退；根据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预测，2012

年法国经济增长率仅为0．3％。在此背景

下，一些政治势力出于选举考虑，不失

时机出台一些保守政策或借助媒体抛出

一些敏感话题，如警惕外国窃取经济情

报、限制外国人才在法就业、重振“法

国制造”产品等等，有意把造成国家经

济困难的因素指向外部。有部分人存在

一种夸张的思维，认为外国势力无时不

刻都在觊觎着法国的经济情报，经济情

报泄露的风险与日俱增，对法国经济发

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媒体不断谈论高校

加强经济情报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迎

合当前经济政治形势所需。无论媒体和

民众个人，在阐述经济情报教育重要性

时，不少都引用2011年初法国雷诺公司

的“工业间谍案”作为例子，以此说明

经济情报泄露无处不在。案中雷诺汽车

公司3名高管被公司指控涉嫌泄露技术

资料而遭到解职，在当时曾被法国多家

媒体炒作与中国有关(实际上案件掺杂

了众多人为因素，该公司安全部门负责

人后因涉嫌“团伙欺诈”被检方起诉)，

就连法国政府也对雷诺公司草率处理方

式表示不认同。但媒体引用该案例时，

仅选择性地提起雷诺汽车公司技术资料

失窃一事，对官方态度和最后调查结果

却鲜有提及。

四、经验及启示

综合来看，法国高

．／

校扩大经济情报教育的行动在朝既定的

目标向前发展，目前正处在宣传、准备

和试验阶段。纵观法国经济情报从20年

前开始研究到今天高校引入和扩大教育

的发展史，从中可获得几点启示：

第一，法国在发展经济情报的过程

中，特别是进入2l世纪以来，政府、企

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均积极参与其

中。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对经济情

报工作的引导和协调；企业加大资金投

入，支持有关经济隋报的研究与教学；

研究机构与高校则利用自身平台优势，

加快经济情报的研究和推广经济情报知

识教育。法国发展经济情报的历程，堪

称“官、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典范。

第二，法国高教改革紧密配合国家

发展战略，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跟进。

一项事业的发展壮大，首先需要更多的

人去认识、了解和接受，经济情报的发

展也是如此。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

化时代，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法

国在高校设置和加强一些如“经济隋报”

等新的课程，既可让学生接受到前沿知

识的教育，又可使“经济情报”意识在

更广泛的人群中扎根，对经济情报的发

展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第三，法国重视经济情报防范和保

护，把经济情报与国家经济安全联系在

一起。尤其《经济情报通令》发布后，

法国更是把保护经济情报的重要性提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来，法国媒体时

有爆出公司职员、外国学生或实习生“窃

取”情报的报道，但其中也不乏欠缺客

观评判而刻意炒作的，如除了2011年初

雷诺公司的“工业间谍案”外，人们至

今对2005年被法国各大媒体大肆渲染为

所谓“间谍”的中国留法学生“李李

案”仍记忆犹新。因此，在一些敏感时

期，如当前经济前景暗淡和总统大选将

至时刻，更应注意获取各类信息途径的

合法性，避免授人以柄以用来制造政治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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