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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礼表示，从马克龙和勒庞在第一轮的胜出

可以看出，法国民众对传统政党已经非常不信任，

所以他们选择了非传统党派的候选人，这也就意味

着改革势在必行。

“从马克龙目前已经公开的主张看，他上台后

会推行具有一定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释放经

济活力，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减少企业解雇工

人的限制，提高就业率，削减公共开支。”

马克龙就任后，他的改革措施能否落实还取决

于国民议会的态度。作为新成立的政党，“前进运动”

还没有太强的实力，按照惯例，基本上没有可能在

议会上得到压倒性数目的席位。毕竟，那些在选举

中为了防止勒庞当选而投票给他的人，并不一定真

心赞同他的改革主张。

欧盟改革免遭搁浅

无论如何，欧盟层面总算松了一口气。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

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告诉《经济》记者，有效的政

策协调机制、提升欧元区的投资规模、财政政策的

灵活性等经济问题是欧盟现在以及未来改革的主要

方向。不过，马克龙当选法国下一任总统也不会帮

助上述问题瞬间得到解决。他强调，曾经马克龙和

勒庞还没有以政治人物走入国际社会视野的时候，

欧盟改革也没有很顺利。如今，人们之所以对马克

龙抱有诸多期待，或许是因为有勒庞在一旁作比较。

“如果勒庞当选，欧盟的关键问题就不是改革，而

是能否保持现状不解散。”

因此，已经有观点指出，欧盟领导人需要借助

法国大选的势头，采取务实措施来重新建立未来更

多政策创新所需要的信心，为了这一点，法国应该

联合德国共同发声，以彰显这两个国家对于集体责

任、个体灵活性和欧盟团结的关切。

有趣的是，不管世界上主要国家中哪一个举行

大选，人们都情不自禁地猜测该国将会同中国擦出

什么火花，曾经美国大选的时候是这样，如今的法

国也不例外。早在法国选举第二轮投票之前，就有

媒体做过类似分析。如今再看，马克龙是否会带领

法国与中国成为更好的朋友呢?

徐明棋认为，马克龙曾明确表示上台后会加

强同中国的关系，因而中法经贸交往很有可能在

已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作为法国有史以来最年

轻的总统，与其他政党成员相比，马克龙的意识

形态较轻，加上他需要团结左翼和中间力量，对

意识形态的区分就更需要淡化，预计中法经贸合

作的障碍将会变少。

就在2017年3月份，马克龙首次公开了对中

国的看法与观点。他对媒体指出，中国是法国非常

重要的盟友，希望同中国保持政治和外交战略关系。

竞选期间，马克龙曾熟练地引用中国领导人毛泽东、

邓小平的语录。

法国经济向好之路漫漫
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国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赵永升

下1克龙以65．5％的支持率击败勒庞，当选新一

—叫届法国总统。笔者在重点分析了马克龙经济
政策的现实主义可行性，以及理想主义不可行性后，

认为“后大选法国”经济向好之路漫漫。

法国大选直击

关于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法国人的反应，通过笔

者对巴黎以及法国外省选取的样本选民进行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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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感觉在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之后，尽管法国选

民的心情总体依然平静，但对此次初选的结果，即

票数分布情况却意见分歧颇大。这一点与法国前两

次大选有些不同。2007年、2012年法国大选笔者

都在法国巴黎，那时候第一轮投票后，法国选民感

觉基本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意愿，几乎没有太多的意

见分歧。

而此次第一轮投票结果出来之后，瓜分主要

选票的四大阵营各自的“铁杆”选民却感觉不一。

极左翼和极右翼两大阵营的选民自然是心满意足

的，尤其是极右，无论是接受笔者采访的马赛市

流水线生产工人弗郎索瓦先生，还是波城的长途

货运司机胡安，在电话的另一端里洋溢的都是得

意与期盼之情。

但与2007年和2012年最终进入角逐爱丽合宫

的都是左翼和右翼党派不同的是，今年4月23日

得票最多、进入第二轮投票的是马克龙和勒庞，都

不是传统的左翼和右翼的典型代表。这也导致依旧

为数众多的左、右翼传统支持者，对此次首轮投票

结果感到有些不满。

在接受笔者的电话采访时，有的法国选民例如

里尔市的公务员克里斯蒂娜，就直言不讳地跟我说：

“我是右翼也就是菲永的支持者，我觉得只有他才

能够领导法国走出困境。所以坦诚地讲，我认为这

次投票的有些票，应该是作假!”

而对第二轮投票的结果，由于到了这一轮可供

法国选民选择的人并不多，只能二选一，因而绝大

部分的法国人对马克龙以2／3左右的票数获胜这个

结果感到欣慰，毕竟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制止了

极右翼“国民阵线”人住爱丽合宫。然而，作为非

极右翼的选民，他们对第二轮投票中勒庞还是获得

了三成有余票数的现象深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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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第二轮投票中勒庞的票数着实让人忧

虑。笔者认为勒庞的票数倘若能够控制在1／4以内，

未来存在风险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而现在已经超

过1／3，可见其在法国选民中的支持率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在增长。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坚持认为即使

在第二轮投票中，依然有小部分人由于赌定勒庞必

定赢不了而继续投了极右的票，以此来进一步表达

其对现有政权的不满之情。这一点也在笔者采访部

分法国选民时得以验证。

与法国普通选民不同的是，法国的学者更加关

注欧洲的问题。其实法国学者对法国自身和欧洲的

未来都不甚担心，因为初选结果是马克龙和勒庞进

入第二轮——这两个人对欧洲的观点和策略几乎截

然相反，而根据当时的民调来看，马克龙的胜算是

大概率事件。

马克龙经济政策之现实主义

那么，作为经济学或金融学人士的马克龙，其

出台的经济政策是否具有现实主义特征，即是否在

法国行得通呢?

显而易见，作为曾经的投行人士和经济部长的

马克龙，支持欧元、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是其骨子里

的主张。他认为： “拥抱全球化、加大自由贸易将

使法国经济变得更有竞争力。”笔者认为，马克龙

在加强欧盟化、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等方面的主张，

在宏观层面上都是可行的。

首先，马克龙上台将产生法国经济向好的效应。

尽管马克龙不是法国顶级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但毕

竟是巴黎政治学院出身，对经济还是有一定的理解，

加之之后在银行业工作过，尤其为罗斯柴尔德银行

立下汗马功劳，还在奥朗德的政府里任过经济部长，

因而笔者认为马克龙上台，总体而言对法国的经济

会是向好的。也正是由于马克龙与勒庞个人背景迥

异，导致两个人在经济上的主张也是截然不同。而

“马克龙上台经济向好”看法的一再传播，会在投

资者乃至民众的心理上产生正面的效应，最终将在

经济的现实世界中导引复苏与增长的趋势。

而未来基于法国经济向好的环境，马克龙的加

强欧盟化、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等主张就会大大增

加其付诸实现的概率。曾在法国索邦大学巴黎第一

大学读过博士的伊萨丽娜对笔者说： “如果从经济

角度来看，马克龙还是要归人‘欧洲主义者’的，

并且我也相信他能付诸实践。”与伊萨丽娜相同，

绝大部分的法国学者都认为，马克龙上台之后会进

一步推进欧洲的一体化以及经济全球化。

在“欧盟化”的进程上，马克龙实际上走得更

远——他还提出要建立欧盟的“单一数字市场”和

“单一能源市场”，并在欧盟内限定煤炭最高价格。

换言之，马克龙在传统的“一体化”基础上，欲将

数字市场和能源市场也一揽囊中。

另外，马克龙在公共投资方面的主张幅度也不

小。马氏计划包括在当选总统后的五年内，推出规

模为500亿欧元的公共投资项目，用于培训、基础

建设以及对政府部门的现代化改革等。

马克龙经济政策之理想主义

除了上述的具有可行性抑或现实主义的主张之

外，笔者认为马克龙的另一些主张的可操作性会极

低，即具有过高的理想主义色彩，无论是在欧盟的

“预算联盟”上，还是在财政赤字的指标上等。

首先，马克龙的“预算联盟”主张至少现在尚

属不现实。他希望“建立欧元区预算以促进投资”

的想法甚好，但也无甚创意。其实马克龙想说的，

就是笔者以及不少其他学者曾经研究多年的欧盟

“预算联盟”的课题。作为一个世界上新型的国家

联合体“欧洲联盟”，数十年的努力也只完成了“政

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的推行，而“预算联盟”

却丝毫未能呈现出多大的实现势头。在长达六七年

的欧债危机时代，尚且未能实现“预算联盟”，更

何况欧盟经济总体已经处于复苏阶段的今天了。

其次，马克龙为保护欧盟的战略产业，要推动

建立一个在欧外来投资监管机制；他同时提出：“要

将欧盟公共采购市场留给那些至少一半的生产都位

于欧洲的企业。”以及对跨国企业避税行为在欧盟

范围内造成竞争扭曲现象，法国将在打击这种行为

方面成为典范。这些想法也甚为美妙，只是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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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是现在的欧盟大陆尤其是法国，根本不是国际

资本的首选地；倘若再加上严苛的监管机制，就没

有欧盟之外的资本愿意来欧盟投资了。

关于“至少一半的生产都位于欧洲的企业”的

主张，不仅仅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如果真

的如此这般实施起来，恐怕欧盟的诸多大型和特大

型企业都将受到殃及。高附加值的加工业，例如德

国的高端汽车制造业，主要的企业也就将最后的拼

装或组装程序留在本国，其余的生产流程早就外迁

到了中国等新兴的经济体了。至于打击跨国企业避

税行为，无论是萨科齐还是奥朗德都已经做了颇大

的努力，收效也不小。如果马克龙进一步收紧，极

有可能会在实际上“赶走”不少的跨国企业。

其次，马克龙还承诺“要将法国的财政赤字水

平降至欧盟规定目标之下；将企业税率从目前的

33％减至25％；在未来五年内削减600亿欧元的公

共支出，削减12万个政府岗位；将失业率从目前

的10％降至7％”。

笔者曾经跟踪欧盟的两条红线十余年——一条

是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另一条是主权债

务负债率不能超过GDP的60％。在欧盟的28个成

员国里，仅有几个规模极小的经济体能够合规，就

算作为欧盟支柱成员国的德国和法国也远远超标，

更不用说意大利和希腊这类的国家了。由于马克龙

主张进一步加大公共投资，同时减免税收，因而无

论从财政赤字还是从主权债务上，在其未来的任期

内都将只增无减。

关于削减公共支出、大幅裁员，笔者认为届时

毫无悬念地会发生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游行等“社

会活动”。鉴于法国工会力量之强大，马克龙最终

将屈从于街头的可能性很大。至于失业率，如果整

体经济形势好了，从10个点降到7个点倒也未尝

不可能。但这一点将依赖于多个经济变量的综合作

用，尚需拭目以待。

倘若我们回顾一下马克龙担任经济部长时的政

绩，可归纳如下：开放法国城际大巴业务；松绑周

日工作限制；驾照改革，允许外部人员当路考考官；

松绑法国公证员制度，使之可以自由流动。这几项

政策总体而言效果平平、功过参半。

尤其经济学家对例如开放法国城际大巴业务

的实施成果，更多的是持批评的态度。保险公司

Elder Hermes首席经济学家苏布朗就认为： “除了

客车领域开创了1500个岗位外，其他影响微乎其微。

对法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0．05％。二季度的增长

率为零。”笔者估计马克龙任法国总统之后很快就

会“换汤不换药”地推行这些政策。

总之，马克龙在加强欧盟化、全球化以及自

由贸易等方面的主张，在宏观层面上是现实的、

可行的；但在“预算联盟”、为产业保护而设投

资监管、进一步打击跨国避税，尤其是将财政赤

字降至合规水准等主张则根本不可能实现。至于

马克龙当时在巴黎宣布完整的竞选纲领，提出要

建设一个具有“保护性”的欧洲，实质上，所谓

的“保护性欧洲”显然与全球化之间存有诸多的

相悖之处。因而，如何化解这些矛盾与冲突，也

将是马克龙的挑战之一。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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