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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朗德重振法国经济困难重重

口邹加怡李新海邹刺勇陈丽娟

自2012年5月奥朗德就任法国总

统以来，其政府在财政整顿和结构性改

革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实施

效果并不明显。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

(INSEE)今年5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第一季

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个季度负增

长，法国经济陷入衰退。作为欧洲第二

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法国经

济能否重振将事关主权债务危机的走向

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一．奥朗德政府一年来经济
政策分析

奥朗德上任时，由于受欧债危机

和自身结构问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法

国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经济增长几乎为

零，失业率高达10％，经常项目逆差及

财政缺口在欧元区名列前茅，公共债务

居高不下，主权债务评级遭到下调。同

时，欧盟为恢复外界对欧元区公共财政

状况的信心，要求各国实行财政紧缩政

策。面对经济增长和财政紧缩的两难困

境，奥朗德主张将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

放在首位，并承诺2013年底将财政赤字

占GDP比重降至3％以下。

(一)增收减支降低债务，加大投

资刺激增长。一是选择性增税。将年收

入超过100万欧元富人的最高边际税

率提高至75％、提高大型公司缴税率、

打击跨国逃税漏税。二是减少公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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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和财政赤字。延续公务员已被冻结3

年的薪资水平，并将总统和所有内阁

部长的薪酬降低30％，同时承诺改革

退休制度、家庭保障制度以减少公共

开支。三是扩大投资。在欧盟同意将法

国削减财政赤字率至3％的时限延长至

2015年后，奥朗德公布了一系列财政

追加支出，计划在未来十年支出200亿

欧元，并将出台投资计划，涵盖数码产

业、能源转化、健康、大型基础建设等

领域。

(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企业

活力。一是给予税收减免。给予企业三

年内高达200亿欧元的抵扣税优惠，并

有条件降低资产转让增值税。二是提供

融资便利。将三家负责中小企业融资的

机构——信托投资银行、中小企业银行

和投资战略基金，整合组建成公共投资

银行，该银行拥有420亿欧元资金，为

中小企业提供融资贷款及担保。三是鼓

励创新。创新型企业七年之内免交雇主

社会保险费并可申请贴息贷款。四是支

持出口。对1000家中小企业制定个性

化的出口扶持方案，实施出口信贷改革

方案。

(三)完善劳动力市场，改善失业状

况。一是增加就业岗位。计划每年投入

15亿欧元，在2013年、2014年分别为无

(低)专业技能的年轻人创造10万个和

15万个“未来就业合同”岗位；5年内

新增6万个教育领域和5000个警察部门

的工作岗位。二是稳定就业。出台稳定

和安全就业的相关法案，要求企业特别

是困难企业以减薪、削减工时、调岗等

方式来代替裁员；对雇有1000名职工

以上的企业，在其关闭时必须寻找收购

者。三是推动特殊人群就业。出台代际

合同法案，政府每年给予一定补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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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300人以下的企业以长期合同形式雇

佣一名26岁以下的年轻人，同时保留一

名57岁以上的老员工，由老员工对年轻

员工实行传、帮、带。

尽管采取了一揽子措施，但奥朗德

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

法国经济和就业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

而出现了下滑态势。2012年，法国GDP

零增长；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

90．2％，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4．8％；

失业率10．6％，青年失业率25．7％，失

业绝对人口数量超过322万，创十多年

来最高水平：居民购买力下降o．9％，为

二十年来首降；企业竞争力全球排名位

列第21，较2011年下降了3位，为三十

年来首次跌出世界竞争力20强之列。

2013年一季度，GDP下降o．2％；整体

工业产出下滑o．4％，制造业产出下滑

0．9％：出口和进口环比分别减少2．3％

和1．7％。

客观地讲，当前法国局面的形成

已有时日，短期内积重难返，且政策效

果的体现往往具有一定时滞性，但奥

朗德政府的经济政策本身存在两个主

要问题：一是奥朗德政府经济政策的

核心是增长，但在制约增长的关键问

题上，如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用工制

度僵化、企业竞争力不升反降等方面

缺乏有效应对之策。为了提升竞争力，

奥朗德政府只是推出了200亿欧元的

税收优惠等措施，在关键的劳动力市

场改革以及社会福利、退休制度等深

层次结构改革上，由于缺乏改革的勇

气和决心以及左翼政党的背景，并未

采取实质性措施。二是经济政策的方

向不明确且缺乏协调性。作为左派领

导人，他既想坚持左派传统主张，促进

社会公平，对富人征收重税，规范金融

市场；又想采纳右派意见，给企业松

绑减负，提高竞争力。这种左摇右摆的

态度导致奥朗德政府出台的政策方向

不明确且政策间缺乏协调性，令法国

企业界无所适从。

二、法国未来经济发展困难
重重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局面，奥

朗德近日提出其执政第二年将“全面反

击”、“全力以赴”以抑制经济进一步衰

退。要重振法国经济，奥朗德政府必须

处理好经济增长和财政紧缩以及劳动力

市场灵活性和社会承受力之间的关系，

法国未来经济发展仍困难重重。

(一)经济增长动能不足

一是外部需求低迷。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4月将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降

至3．3％，国际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因素增

多；欧盟统计局5月15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欧元区一季度整体GDP环比萎

缩o．2％，连续第六个季度衰退，欧元区

内部需求低迷；美国收紧财政政策和中

国经济增速放缓也给其出口带来一定影

响；此外，法国以奢侈品、文化、航空

航天为主的产业结构容易受经济衰退影

响。二是消费下降。消费一直是法国经

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但持续上升的失业

率和税收负担限制了家庭支出。2012年

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法国家庭消费

分别萎缩o．1％、o．4％。根据经合组织的

预测，法国未来几个月的失业率还将继

续走高，预计2013年为11．25％，2014年

维持在1 1％的高位。三是投资信心不足。

低迷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的税收负担、

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使得企业信心不

足而不愿投资。近一年来，法国的制造

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均低于50。

(二)宏观经济调控工具有限

刺激经济增长要求政府采取积极

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控，但法国一方

面作为欧元区成员，不能自主使用货币

政策和汇率政策来调控国内经济，另一

方面两年内将财政赤字降至GDP3％的

要求限制了财政政策的空间，使得奥朗

德政府可用的宏观调控工具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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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增税政策可用空间小。2012年法国

的税收负担占GDP比重上升至44．9％，

2013年预计超过46％，目前已是欧元区

最高，不断增加的税负使富人和企业纷

纷移民或更改注册地，进一步增税会导

致经济活动和就业形势恶化。除继续对

富人征收75％的所得税、将商品增值税

从7％提高至10％以及开征金融交易税

外，法国政府已表明今年不会再开征新

税，目前也没有在2014年提高税率的

计划。二是缩减公共开支阻力大。法国

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7％，在欧元区

最高。要降低公共开支，必然涉及到养

老金改革、医疗和家庭保障制度改革、

机构精简等敏感领域，触及多个群体利

益；且法国民粹主义思想较浓厚，将给

紧缩财政、削减福利带来很大阻力。三

是财政投资存在制约和风险。在财政收

入不足和紧缩的大背景下，财政直接投

资面临资金制约。同时，大规模的财政

投资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公共债务水平，

如2015年财政赤字率无法降至3％，法

国将面临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下调及政

府融资成本显著上升等风险。

(三)劳动力市场改革面临诸多

困难

一是工会组织强大。劳动力市场

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会领袖的

态度，但工会领袖们态度往往较为强

硬，一旦出现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前兆，

往往组织罢工和上街游行进行反抗。二

是高失业限制了改革空间。法国目前失

业率已经高达10．6％，如处理不好劳动

力市场的灵活性和社会承受能力之间

的矛盾，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和政府下

台。三是与左派政党主张有冲突。奥朗

德所在的左翼政党强调社会平等重于

经济发展，推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将可

能与政党传统政策主张和竞选承诺相

抵触。以上诸多困难导致法国劳动力市

场改革进展将比较缓慢，从而加大了提

升法国企业竞争力和吸弓1境外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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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

(四)政府公信力下降

一是公众对政府不信任。法国经济

一年来的表现以及前预算部长持有境

外秘密账户并逃税的丑闻，使法国民众

对奥朗德政府的执政力和公信力提出

质疑，民意支持率不断下降。二是奥朗

德受到其自身政党和市场左派人士的

两面夹击。奥朗德竞选时对富人的敌视

态度使选民认为赤字削减很大程度上

可以通过向大企业和富人征税来实现，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奥朗德政府内

部已有官员对其财政紧缩政策表示不

满；今年1月，520万公务员罢工要求

提高工资；5月，法国左翼阵线领导人

发动了十万人规模的集会反对奥朗德

政府的财政紧缩及多项经济、社会政

策。这些因素都加大了奥朗德政府进一

步推行改革的难度。

三、法国经济衰退的影响

目前，法国国内对经济增长的前

景普遍持悲观态度，法国政府于4月将

2013年和201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之

前的o．8％和2％下调至o．1％和1．2‰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预测法国经济

2013年将萎缩o．1％，2014年增长o．9％。

如法国经济进一步衰退，将对欧洲及我

国产生重要影响。

对欧洲而言，法国自身经济颓势导

致的进口额减少，对其他国家经济复苏

带来了负面影响。同时，作为解决主权

债务危机的“法德核心”的重要一方，法

国经济的表现对危机走向有决定性影

响。鉴于法国目前的经济颓势，欧盟于5

月29日宣布推迟法国、西班牙等多国减

赤时间表，放缓财政整顿步伐，转而推

行更广泛的改革。从更长远的角度看，

法国经济的衰退还将影响到欧元区银行

业联盟、财政联盟的进程，从而影响欧

元区一体化的进程。

对我国而言，法国经济的低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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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贸易渠道影响我国经济。据海关

统计，今年1—4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同

比增长14％，其中出口增长17．4％，进

口增长10．6％；但对法国进出口同比下

降5．9％，其中出口下降6．7％，进口下降

5％。此外，法国为了恢复经济增长、促

进本国净出口增长，贸易保护主义有升

级的迹象。在近期欧盟向我国太阳能电

板征收惩罚性税收问题上，德国、英国、

挪威等18国表示反对，但法国对此持

支持态度。

四、几点启示

(一)激发经济活力需要正确处理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法国拥有航空航天、核能、化工、

医药等全球优势产业、顶尖的工程师和

技术人员、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先进的

技术创新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但法

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过多的干预，如过

高的税收、过多的监管和僵化的用工制

度等，使企业负担沉重，未能激发民间

和社会活力，甚至成为经济增长和创造

就业的阻力。鉴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大

改革力度，合理界定政府在经济和社会

管理中的边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抓紧破除制约生产

力发展的不合理障碍，为企业提供公

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激发社会、企业

和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形成经济发展

持久的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全面、平衡、

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市场的

灵活性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在欧洲，法国和德国的竞争力曾一

度持平，1999年欧元区刚成立时，法国

的劳动力成本低于德国，且贸易账户状

态为盈余。但2003年德国进行了大刀

阔斧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包括降低失业

保障、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等，使德国

从当初的欧洲病人成长为现在的欧洲第

一大经济体。但法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

改革步伐却非常缓慢，工人成本从2000

年至今上升28％，而德国只上升了8％，

法国竞争力逐渐下降。就我国来看，过

去十年，我国城镇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从

2000年的9300元提高至2010年的36500

元，低成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

优势减弱，全球竞争力排名从2005年的

26名跌至2012年的29名。在我国经济

增长新动力尚未形成前，仍应保持在劳

动力这一传统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确

保经济平稳发展。鉴此，我国应认真研

究最低工资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

合理确定最低工资增长速度，使最低工

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匹配；加

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人口流动和

迁徙成本，提高劳动就业信息传播速

度，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加大国家

财政性教育投入，提高职业教育、在职

培训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经济转型

升级提供人力支撑。

(三)制定社会福利政策需立足国

情，防止福利刚性，兼顾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和财政可承受能力

法国乃至欧洲多国庞大的福利开

支使财政背负了巨大压力，同时其在政

策方面的不合理设计降低了劳动者的

积极性。由于福利政策与民众切身利益

息息相关，在经济条件不好时改革福利

制度、减少福利支出往往面临非常大的

社会阻力。就我国来看，随着人口老龄

化步伐加快以及劳动人口规模的逐步下

降，社会福利支出会逐渐增加，但未来

财政收入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已无可

能。因此，我国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时应

留有余地，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按照

“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的原

则做好民生工作，提高构建社会安全网

的科学性、合理性，保障财政的可持续

性，避免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重蹈欧

洲覆辙。[赌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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