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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战后的法国百废待兴， 但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 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法国自身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法国进入了一个经
济大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一直持续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在长达 ２０多年的时间里法国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 用比较快的速度恢复了其在
世界经济中大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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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战后法国经济发展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到 １９４９年法国基本上恢复了国民经济。

从 １９５０年起， 法国经济开始复苏， 在１９５９ ～１９７４年的１５年间， 法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高达 ５．７％， 在资本主义世界， 仅次于日本，
超过美国、 英国和原联邦德国。

（一） 经济发展迅猛， 实力得到增强
１、 国民生产总值方面， １９５０ 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折合美元为为

２８８．１亿， 相当于美国的 １０．１％， 相当于英国的 ７７．２％。 进入 ６０ 年
代后期， 法国经济实力逐步超过了英国， １９７０ 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已
相当于美国的１４．５％， 相当于英国１１５．６％， 到１９７９年法国国民生产
总值更是增长到相当于美国的 ２５．２％， 相当于英国的 １４１．９％。①

以上
数据表明， 法国经过 ２９ 年的发展， 经济实力远超英国， 同美国之间的
经济差距也在进一步缩小。

２、 在工业生产方面， 法国工业生产指数从１９５０年的２９， 增到１９７９
年的 １１６， 增长了 ３倍。 法国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
重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到 ６０ 年代期间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甚至超过了英
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 自 ７０ 年代以来， 则一直保持在
６．５％左右， 次于美国、 日本和西德， 占资本主义世界第四位。

３、 在资本输出方面， 法国 ５０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 资本输出逐步增加， 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９年增长４０７．６亿法郎， 接近５４
倍。 在这其中长期资本为 ３５４．７亿法郎， 占资本输出额的 ８５．４％， 短
期资本为 ６０．５９亿法郎， 占资本输出额的 １４．５％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
前三， 仅次于英国和美国。

４、 在国际储备方面， 法国黄金与外汇总储备有了明显增加。 １９５０
年， 总储备量只有 ７．９１亿特别提款权， ６０ 年代后总储备量迅猛增加，
到 １９７０年增加到 ４９．６ 亿， １９７９ 年更是高达 １６２．１２ 亿， 超过美国、
日本、 意大利和英国， 仅次于西德， 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

（二） 产业结构得到巨大的调整
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１９５０ 年在法国国内

生产总值中， 第一产业占 １５％， 第二产业 （包括建筑业） 占 ４８％， 第
三产业 ３７％。 到 １９７９年， 第一产业只占 ４．９％， 第二产业占 ３８．６％，
第三产业猛增到 ５６．３％，②

超过一、 二产业之和。 在工业内部， 轻重工
业的比例关系也发生很大变动。 １９５２ 年轻工业占 ３８．３％， 重工业占
６１．７％， 此后， 重工业占的比重逐年增加， 到 １９７９ 年， 重工业的比重
高达 ５０．３％。 在农业方面， 战前法国种植业一直占主要地位， 到 １９７９
年， 法国畜牧业超过种植业， 两者的比重大致保持在 ５５％和 ４５％之间。

（三） 工农业产品产量提高
在 １９５０年到 １９７９年间， 法国主要工业品比如汽车产量增长 ９．１

倍。 发电量增长近 ６倍， 钢产量从 ８６５ 吨增为 ２３３６ 万吨， 铝产量由 ８．
５万吨增为 ５６．１万吨。 一些新兴工业部门产品的产量增长幅度更为巨
大， 塑料产品从１９５２年的４万吨增到 １９７９年的３１３．９万吨， 合成橡胶
的产量从 １９５９的１万吨增长到 １９７９年的５４万吨。 此时法国的宇航、 原
子能和海洋开发等部门， 其技术水平在资本主义世界名列前矛。 在主要
农产品方面， 谷物、 大麦、 肉类 （猪羊肉）、 牛奶、 甜菜、 葡萄酒产量
都得到迅猛增加， 均位居世界前列。
二、 二战后法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一） 法国政府计划调节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法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法国

十分重视政府计划在经济发展中的指导作用。 法国政府在 ４０ 至 ５０ 年代
对宏观经济实行全面统制管理， 采取一系列措施， 集中有限资源， 合理
使用。 国家通过财政和国有企业直接参与再生产过程， 创造并确保了经

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通过大力发展公用事业、 基础工业和从事科技开发
来克服私人垄断资本的缺欠， 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稳定运行创造了良好
经济环境。 通过减低税收、 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和推行福利政策为经
济发展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条件。 从而在宏观上调节国民经济的运
行。 在这一时期制定和实施了两个 “现代化与装备计划” 具有决定性
意义， 使法国经济逐渐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直到 ２０ 世纪 ５０年代末， 法
国生产得到迅速恢复， 并且超越了战前的水平， 一些经济不平衡的问题
也得到了解决。

（二） 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经济一体化促进了法国经济的恢复
１９４８年 ６月， 随着法美双边经济合作协议的签署， 法国正式加入

“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对法国的援助主要分为贷款、 无偿赠与和
有条件援助三种形式。 在战后初期主要是以无偿援助为主， 这些援助为
法国在战后重建基础部门时， 解决了需要大量资本的难题。 后续的经济
援助也为法国各部能的恢复和发展建立了经济基础。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
成立， 法国和共同体成员国间的贸易剧增， １９５５ 年起法国向共同体成
员国的出口从占出口总额的 ２３％， 增加到 １９７６ 年的 ５０％， 在此期间，
法国向共同体成员国的出口额增长 ２３ 倍。 同时也使法国日益增多的工
农业产品有了一个可以在其中自由流通的有两亿多人口的销售大市场。
据统计， 从 １９５８年—１９７３年， 仅法国农产品对共同体其他国家的出口
就从 ２．２３亿欧洲计算单位增加到 ４０．８３ 亿欧洲计算单位， 增长了 １７
倍以上。 这些政策， 极大地促进了法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 极发展农业， 促进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
法国是西欧最大的农业国， 农业的发展对其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 从 ５０ 年代
初起， 法国着手推行农业机械化， 花了大约 １５ 年左右的时间， 到 ６０ 年
代中期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 随着法国农业一体化的实现， 农业
为工业和其它经济部门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促进了农业机械工业、 能源
工业、 化学工业以及为农业提供其它生产资料和服务项目的各个经济部
门的发展， 为工业和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粮食、 肉类和原
料。 ７０年代以来农业在给工业以及其它经济部门提供了大量粮食和原
料的同时，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产生一些剩余劳动力， 把这些剩
余劳动力一部分转入工业部门， 一部分转入第三产业部门， 为这两个部
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 满足了经济生产发展的需要。 粮食的剩
余也促使法国成为共同体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 每年可从共同体的农业
基金中获得大量出口补贴， 而这些补贴都有利于农业反哺工业。
三、 总结
二战后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多方面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它的经济

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在当前新形势下学习和借鉴的。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 也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
和指导作用， 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使用一些经济手段对经济发
展的趋势进行干预与指导， 使不同的经济部门协同合作， 资源能得到充
分合理的配置， 从而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 针对世界与国家的经济形
式， 政府对教育结构进行调整， 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人才，
给国家相关产业输送相关的专业人才， 为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和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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