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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国作为欧洲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在欧洲经济活动中拥有举

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技术、劳务、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

内的自由流动，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

越深。在法、德等欧盟国家的推动下，欧洲单一市场成立。尤其是 90年代以来，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深，全

球市场不断追求效率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

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法国也不例外。 

1993 年 3 月，法国没有通过第十一个国民经济中期计划，减弱了国家对经

济的干预，加强了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国经济模式

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性，不但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公共财政不

断恶化，老龄化问题严重，还面临着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法国正处于转型的十

字路口，关于法国经济模式的讨论正在热烈展开，并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左派主

张在维护法国旧有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以弥补法国经济模式的不足；右派则

表示要铲除旧有模式，采用英美模式，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本文对此展开较为全面的研究探索，以法国经济模式作为研究对象，首先界

定法国经济模式的内涵并追溯法国经济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基础，进

而分析法国经济模式在不同时期的运行特征及实践效果，最后对全球化背景下的

法国经济模式进行批判性地总结，对未来法国经济模式的改革提出合理化的建

议，也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相

关政策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模式，计划与市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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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mé 

 

En tant que sixième puissance économique mondiale et deuxième puissance 

économique au sein de l’Europe, la France occupe une position importante dans la 

structure économique mondiale et joue un rôle important dans les activités 

économiques à l’échelle européenne. 

Depuis les années 1980, les facteurs de production, y compris les marchandises, 

la technologie, le capital et le travail, circulent d’une façon libre dans le monde entier, 

ce qui rend plus étroits les liens économiques entre les différents pays. En particulier, 

depuis les années 1990, la tendance à la mondialisation économique s’est développée. 

Les marchés mondiaux ne cessent de rechercher l’optimisation de la répartition des 

ressources. Les pays développés et les pays en voie de développement sont non 

seulement tous impliqués dans la vague de la mondialisation économique, mais ils 

doivent aussi affronter l’impact et les défis de cette mondialisation. La France ne fait 

pas exception à cette règle.  

Depuis 1993, afin de sortir de la stagnation économique, l’Assemblée nationale 

de la France n’a pas adopté le 11ème plan économique de sorte à alléger 

l’intervention de l’État dans le domaine économique et à renforcer l’autorégulation du 

marché. Dans le contexte de la mondialisation, le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manifeste une certaine inadaptation, le taux de croissance économique stagne, les 

finances publiques se détériorent, le taux de chômage reste élevé, l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 vieill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 s’aggravent, et la cris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s’approfondit. Aujourd’hui, la France est dans un processus de transformation, 

le débat relatif au modèl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se déroule à chaud, et il y a une 

distinction claire sur ce problème : certains se prononcent pour maintenir l’ancien 

modèle en effectuant la réforme et comblant les lacunes du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alors que d’autres sont pour l’éradication de l’ancien modèle français et pour 

la conversion au modèle économique anglo-saxon, plus libéral.  

Cette étude a pour but de traiter le problème du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dans le contexte de la mondialisation économique. Ici, nous faisons une étude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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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ète et plus profonde de cette problématique.    

Dans le premier chapitre, nous définissons tout d’abord les différents modèles 

économiques, dont le modèle français : son contexte historique et ses bases théoriques. 

Sous l’influence du dirigisme d’Etat, du paternalisme et de la centralisation, le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se fonde sur l’idéologie de Keynes et le mécanisme d’ajustement 

combinant la planification d’Etat et la régulation du marché. 

Dans le deuxième chapitre, nous traitons du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d’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n concentrant sur les effets pratiques du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durant quatre périodes différentes: période de la reconstruction 

économique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1945-1950), période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à haute vitesse (1951-1973), période de la présidence de 

Valery Giscard d’Estaing (1974-1980), puis période de la mondialisation économique 

(1981-présent).  

Dans le troisième chapitre, nous abordons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Dans le contexte de la mondialisation, le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ne fonctionne pas si bien de sorte que la France rencontre de nombreuses 

difficultés, elle fait face aux crises économique et sociale et se trouve dans une 

situation difficile. 

Enfin, dans le dernier chapitre, au cas où la mondialisation économique est une 

épée à double tranchant et que la France est à la croisée de la transformation, nous 

analysons les particularités et les désavantages du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et 

faisont des propositions.   

Après les recherches, nous constatons que le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est un 

modèle qui se caractérise par la régulation de l’économie à travers le mécanisme de 

marché et l’intervention de l’Etat. Il est aussi un modèle qui aspire à la fois à 

l’efficacité économique et à l’équité sociale.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montre de divers effets pratiques à différents stades de 

développement. Au fur et à mesure de l’approfondissement de la mondialisation 

économique, il présente les caractéristiques comme suit : tout d’abord, par rapport à 

d’autres pays européens, l’économie française est une économie mixte, les entre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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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t sont plus nombreuses en proportion des entreprises totales. Ensuite, la France 

effectue un mécanisme d'ajustement combinant la planification et la régulation du 

marché, mais les plans de l’Etat disparaissent peu à peu de la scène historique de la 

France. De plus, la France effectue un système commun de décision, en plus du 

gouvernement, le syndicat et le patronat ont tous le droit de participer aux affaires 

concernant la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Enfin, la France poursuit 

l’efficacité économique en promouvant l’équité sociale. Elle établit un système de 

sécurité sociale relativement complet, et le niveau de protection sociale est élevé. 

Depuis la fondation de la Nouvelle Chine, elle cherche toujours un modèle 

économique qui s’adapte à la conjoncture nationale de la Chine. Le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et celui de la Chine ont des points communs : la France avait 

pratiqué les plans économiques alors que la Chine pratique et pratiquera encore les 

plans économiques ; la France et la Chine ont toutes les deux des entreprises d’Etat 

qui occupent une place importante dans leur économie respective. 

Tirant leçon et profit du modèle économique français, cela contribue non 

seulement à faire des suggestions raisonnables sur la future réforme du modèle 

économique chinois, mais aussi à fournir des conseils pratiques et des inspirations 

pour favorise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de l'économie de marché socialiste à la 

chinoise. 

 

 

Mots-clés: mondialisation, modèle économique, planification et marché, réfo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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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选题背景 

从二战结束到 20世纪 70 年代中期，是法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在

1959-1974 年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 5.7%。法国在经历“光

辉 30 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并跻身西方七大发达工业国家之列。然

而，在 20 世纪 70年代中期以后，在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法国经

济出现衰退，进入缓慢增长阶段。从 1994 年起，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带动下，法

国经济有所改善。但从 2001年起，法国经济增速放缓，年均增长率始终在 1%至

2%之间徘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跌至全球第 17 位。1受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

机和 2009 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法国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经济增

幅缓慢，失业率突破 10%。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经济发展低迷，全球竞争力持续

下降，在 2011年 11月被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称为“欧洲心脏的定时炸弹”。 

1985 年，美国学者西奥多·莱维特首次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此后，

全球化作为一个现象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从广义上来看，经济全球化可以

追溯到 19 世纪或是更早之前。从狭义来看，经济全球化则始于二战之后，尤其

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

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欧洲统一市场建立，各国纷纷进行国内调整，以顺应

新的国际形势，从而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但在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发

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矛盾与问题。2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

挑战下，相比被誉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法国经济模式表现出严重的不

适应性，不但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公共财政不断恶化，老龄化

问题严重，还面临着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究竟什么是法国经济模式？在新一轮

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法国经济模式为何成为阻碍法国发展的桎梏？面对僵化的

法国经济模式，法国应该如何调整战略目标、进行经济模式的转型和改革？这些

都是法国经济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旨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调整与发展寻求借鉴意义。 

 

2.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将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经济模式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法国作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和欧洲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

                                                        
1 沈孝泉，法国“光辉 30 年”后的滑落，经济参考报，2013 
2 齐建华，全球化与法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科学社会主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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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不可或缺的经济地位，在欧洲经济活动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全

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深，世界各国先后进行经济结构大调整，不同的经济发展模

式在增长成效与方式上出现了明显的分野。法国作为欧洲经济模式子模式-莱茵

模式的代表国家之一，其经济模式是历代法国人共同努力创造出的智慧结晶，探

究法国经济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运行机制，探究法国经济模式不适应经济全球

化趋势的原因以及僵硬的法国经济模式如何进行发展变革，不仅对促进法国经济

增长、提高其全球竞争力并保留其福利国家特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还可以为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提供有建设性的参考建议，从而使面临如

何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题的中国经济能少走些弯路，进而平稳向前发展。 

 

二．该领域先行研究成果介绍 

 

1.国外研究现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经过战后 5 年的时间进行经济重建工作，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初步建立法国经济模式，还通过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取

得了“光辉 30 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因此，国际社会和国外学者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关注法国经济模式。 

    代表性著作有 Pascal Gauchon 编写的《1945年后的法国模式》（Le modèle 

français depuis 1945, 2011），该著作主要介绍了二战后法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其发展历程和取得的功绩与所遭受的挫折，以及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下，

法国模式在深受质疑并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 

Jean Pisani-Ferry 编写的《十年后的法国是怎样的？》（Quelle France dans dix 

ans? , 2014），该著作不仅阐述了法国公民对法国未来的深切担忧，预测了法国

在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的阻碍，还介绍了未来 10 年

法国预期达到的目标，以及法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以应对当前的危机与挑

战。 

此外，还有《新世界经济中的法国》（La France dans la nouvelle économie 

mondiale, Jean-François Eck, 2006），《危机中的法国：福利、不平等和 1980 年

来的全球化》（France in Crisis: Welfare, Inequality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980，

Timothy B. Smith，2004）等其他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主要论及处在危机中的法

国和法国模式在世界新经济中面临的困境问题以及未来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问题。 

 

2.国内研究现状 

法国研究在中国的真正发展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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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和武汉大学法国问题研究中心在 1981、1982 年相继成立。这一时期，国内

对法国经济模式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不多，大多是在研究世界不同经济增长模式

中涉及欧洲模式，且仍然将德国作为典范。从研究领域来看，国内学者对法国经

济模式的研究与探索主要集中于 20世纪 90年代，对法国经济领域问题的研究在

新世纪伊始才开始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在《市场经济模式概览》（1993）一书中，作者黄芝晓、白康斌将法国市场

经济模式界定为计划市场经济模式，国家把计划作为调节经济发展的一种机制，

并把国家福利作为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市场经济体制国际比较概论》（1998）一书中，作者张幼文、陈林认为，

法国与英、美、德稳定调节型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属于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其

根本特点是国家虽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市场调节

仍居主导地位，计划调节只是对市场调节的补充与完善。 

在《世界市场经济概论》（2009）一书中，作者左大培、裴小革将法国模式

定义为计划指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即行政市场体制），政府以行政手段对市场

经济的运行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实施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并且国有企业在

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 

在《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比较》（2009）中，作者王鹤认为，对社会经济模式

的探讨主要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出发，通过效率和公平的综合比较划分不同类型

的模式类型。法国社会经济模式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均衡发展，但是在现

实中，法国社会经济模式表现出公平状况好，效率略差的基本态势。 

 

3.对法国经济模式研究存在的不足 

法国作为欧洲经济模式子模式-莱茵模式的代表国家，其计划指导的市场经

济模式对莱茵模式、欧洲模式的贡献率很难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贡献率相

比较。 

现阶段，从研究领域来看，国内外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多，对

法国经济模式的研究则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一方面是因为众多国内外学者

对法国经济模式的研究仅停留在 20世纪 90年代之前，随着后来法国经济增速放

缓，并产生了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法国经济模式不再像“光辉 30 年”时期那

样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从而导致学者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经济模式研究

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人员单打独斗，未形成科研小组，很难掌握大量充足

的外文文献，在研究方法上也缺乏多样性，即使掌握相关文献，未经实地考察的

研究也只是文献的归纳与整合，缺乏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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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本文以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经济模式作为研究对象，将采用文献综述法、比

较分析法和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完成对论文的阐述。首先，通过阅读现有文献，对

有关法国模式，尤其是法国经济模式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建立清晰的逻辑框架，

采用文献综述法对法国经济模式的内涵和运行特征进行界定。其次，采用对比分

析法，总结不同时期的法国经济模式在运行过程中的实践效果。最后本文还将采

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经济模式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对未来

法国经济模式的改革方向提出合理化建议，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

断发展与完善提供相关政策和对策建议。 

论文的正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探讨法国经济模式的内涵，及其形

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依据。第二章则阐述法国经济模式经历的四个发展阶

段，及其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实践效果。第三章则归纳总结了法国经

济模式在运行中表现出的四个特征。最后一章，通过对法国经济模式进行分析，

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经济模式改革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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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法国经济模式的内涵与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开始实行指导性的国家经济计划，并逐渐建成

了一种令人瞩目的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3。这种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是

法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的产物。 

 

1.1 法国经济模式的内涵 

“模式”一词的含义是“事物的标准结构或样式”，指从生产和生活经验中

经过抽象和升华提炼出来的核心知识体系，即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论。通常，人

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一种模式的存在：一是形成了制度化，二是得到了广泛的

认同。4 

那么，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什么是“模式”，什么又是“经济模式”呢？根

据国外学者的看法，“模式”就是关于经济机制的图示，经济机制则是指经济整

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并形成总体功能的方式。5“经济模式”

则是撇开经济活动中的次要因素和细节部分，对某一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

增长方式的框架和原则所作的抽象概括。6而国内学者多把模式理解为“形态”

或“类型”，说到经济模式常常指一种不同类型的经济。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经济模式会产生不同的类型。按社会制度或生产方式

划分，经济模式可分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法国是典型的资

本主义国家，其经济模式在本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按地区特性划分，在欧盟7内部大体存在着 4 组国家，与此对应就形成了 4

个不同的子模式：北欧国家属于北欧模式，即福利国家市场经济模式；欧洲大陆

国家属于莱茵模式，即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属于盎格鲁-撒克

逊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南欧国家属于南欧模式。法国位于欧洲大陆西部，

是典型的欧洲大陆国家，法国经济模式是欧洲经济模式子模式-莱茵模式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事实上，法国经济模式在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法国经济模式是介于

传统的自由放任模式和指令性模式之间的模式，其实质是以市场自身力量调节经

济为基础，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进行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是寻

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均衡发展的一种经济模式。 

                                                        
3 “计划指导”不仅指法国实行的十个国民经济中期计划，还包括计划合同，以及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

控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 
4 洪晖，欧盟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研究，2012 
5 黄芝晓，白康斌，市场经济模式概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6 李荣，三种经济模式的比较探讨，经济问题探索，2008 
7 此处欧盟仅限未东扩前的欧盟 15国 

万方数据



 

 6 

1.2 法国经济模式的形成 

 

1.2.1 法国经济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它不仅受到法

国国家干预主义、家族主义和中央集权等传统因素的影响，也是战后法国特殊的

经济环境的产物。 

 

1.2.1.1 国家干预主义 

在法国历史上，国家干预和保护主义政策长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悠久的国

家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传统。国家干预主义源自“国家主义”文化传统，“国

家主义”则强调国家在国内具有最高权力，在国际上居于中心地位。8 

早在 16世纪末至 18世纪上半叶，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国就积极推行了以重商

主义形式出现的国家干预政策，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并对法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路易十四时期，财政大臣柯尔贝尔主张国家

对经济进行干预，并积极发挥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他善于运用国家法

律和行政手段鼓励私营企业开展经济活动，提倡有目的地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

优势行业，动举国之力创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企业。拿破仑时期，政府对

经济采取集中管理的方式，主张运用国家干预和行政手段来发展工商业。一方面，

推行关税保护政策，提高进口税率，阻止外国工业品进入法国市场；另一方面，

向本国工商业提供帮助，如拨款补助与国家采购等。此外，国家还专门设立了管

理机构，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拿破仑三世时期，加强了政府宏观调控经

济的职能。经过 20世纪 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政府更加清

醒地认识到，要打破传统的生产格局，建立一套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经济结构，

单靠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是无能为力的，仅限于就问题解决问题的国家干预也是

不够的，国家必须制定一套重建战后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长期方案与规划，并

进行系统、连续的指导。因此，法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在市场经济中引入计划指导，

对经济活动也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从而走上了经济计划化的道路。10     

 

1.2.1.2 家族主义和中央集权 

    工业革命以前的法国社会给现代的法国留下了两大遗产：家族主义和中央集

权。这两大遗产促使法国在二战后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性指导，并推动了法国计

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 

                                                        
8 柴红，试论法国国家主义的历史演进，黑龙江史志，2010 
9 袁和平，法国计划工作的特点与我国计划工作的改革，计划与市场，1994 
10 袁和平，法国：市场经济国家的计划工作，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4 

万方数据



 

 7 

一大遗产是家族主义。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法国，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

度低，排除本家庭之外的外人，不仅私人之间强调家庭关系，非国营部门的经济

活动也主要依靠紧密的家庭纽带。法国私营企业的这种家族主义经营传统，使法

国的私营经济不能自发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大

企业又大大地阻碍了法国制造业的发展。为促进法国经济发展、增强法国的经济

实力，法国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普遍赞同国家对经济进行行政干预和计划指

导，从而推动了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 

另一大遗产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理方式。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中央集权制

在路易十四时代和拿破仑时代发展到顶峰。由于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

理，法国不仅建立了强大的官僚管理机构，还造就了大量擅长进行等级制管理的

人才，他们在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和国家管理上表现优异，形成了庞大且相对效率

较高的国家管理力量。11与家族式的私营企业相比，法国国有企业在政府的行政

干预和计划指导下相对效率较高，这就使得法国在历史性的决定关头总是倾向于

国家对经济进行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从而促进了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的形成。 

因此，在国家干预主义、家族主义和中央集权这三大传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有了得以形成的基础。然而，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

经济模式不仅是法国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法国特殊经济环境的产物。 

 

1.2.1.3 战后法国特殊的经济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国库空虚，资金枯竭，原

料和燃料严重不足，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率极为低下，同时通货

膨胀加剧，整个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据估算，法国 50%的资本存量受

到损失，制造业生产仅为 1938 年水平的 1/3。为扭转法国经济颓势，一方面，

法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重建战后法国经济的措施；另一方面，法国民众和其

他党派也为法国政府实行指导性的经济计划提供了广泛的支持。 

在战后经济重建和恢复和平时期，法国政府干预国家经济、进行计划指导的

措施主要包括：实行原料配给制，将重要原材料分配给急需的部门；狠抓煤炭工

业，解决燃料困难；大力修复铁路桥梁，使交通运输恢复运转；发行公债，更换

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实行定量配给制和物价管理，以抑制通货膨胀；严格控

制对外贸易，进口由政府掌管，并对多种商品禁止出口。 

此外，法国政府还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先后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能

源、交通运输等部门的重要企业以及一些大银行进行了国有化，并于 1946 年开

                                                        
11 左大培，裴小革，世界市场经济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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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施第一个国家经济计划，重点发展煤炭、电力、钢铁、农机等基础工业，以

期通过这些部门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为缓和社会经济矛盾，法国还创建

了有工人参加的“企业委员会”，扩大了“社会福利制度”，实行了所谓的“社

会国有化，享受社会化”制度。12终于，在战后的五年时间内，法国完成了经济

的重建工作，法国经济模式也基本建立。 

 

1.2.2 法国经济模式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战后初期，法国建立的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在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和二

元调节理论这两个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一个思想理论基础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贡献。 

1929-1931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受经济危机影响，国家经

济萧条，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攀升，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此束手无策，凯恩斯的

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应运而生。1936 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革命”，对战后法国经济重

建和建立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他认为，“萨伊定律”13并不成立，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

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也不可能消除，因为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资本主义国家

才能摆脱经济困境并解决严峻的失业问题。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

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调节社会总需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法国政府认为，宏观经济稳定可以通过中央机

关对通货和信贷的有意控制以及大规模搜集和传播有关商业情况的数据取得。采

用这些方法可以通过某种凌驾于众多私人企业之上的适当机构，将整个社会活动

纳入智囊机构的指导下，同时又不使私人和企业的积极作用受到阻碍。14在此基

础上，法国计划总署应运而生。 

第二个思想理论基础是，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对经济实行双重调节的“二元

调节理论”，也称“指导性计划原理”。15 

经历 30 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蹂躏的法国亟待恢复国民经济和走向现代化，

同时也面临着“超越自由企业或中央控制谁更优越的老套争论，找到将市场与国

家干预结合起来的途径”的任务。16戴高乐将军试图使经济中有更多的公正、平

等和效率，并试图通过经济的增长和现代化来提高法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在

                                                        
12 杨心宇，德法两国市场经济的模式和法律制度，1998 
13 萨伊定律，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 
14 左大培，裴小革，世界市场经济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5 黄芝晓，白康斌，市场经济模式概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16 左大培，裴小革，世界市场经济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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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力支持下，法国国家中长期计划工作的创始人、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倡导者

-让·莫内负责制定战后经济重建和现代化的计划，他把计划机制和市场竞争协

调起来，秉持着“有效的竞争和理智的计划本质上是同盟者，而不是敌人”的理

念，主张建立一个国家可以指导经济活动，利用市场力量的效率，又避免让官僚

和政府官员主宰一切的机制，进而为达成国家目标制定有效的规则和政策。 

马塞（Pierre Massé）是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是法国计划与市场二元调节

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他是从法国的经济计划实践中总结出二元调节理论的。在

20世纪 60年代，他曾担任法国计划总署的主任，并参与制定了法国第三至第五

个国家经济计划，他的主要著作有 1965 年出版的《计划或风险防范》和 1969

年出版的《投资的选择》。他认为计划与市场具有互相补足的关系，国家应当同

时运用这两种机制对经济进行干预。市场机制可以发挥自身调节的作用，通过价

格波动来传递信息，以达到供需平衡。计划机制则具有教育、引导人的职能，它

既是一种高层次的行动方案，可以改变现行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又是一种行情

工具，可以通过收支、信贷、财政等政策排除执行时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17在

他看来，国家对经济调节的最好方式就是计划化，然而这种“法国式的计划化”

不是命令式的计划，并不具备强制性，而是在对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行预测的基础

上提出的指导性计划。 

法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帕斯卡隆（Pierre de Paseallon）出版了《法国经济计划

化》一书，并在马塞理论的基础上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

反对将市场与计划相对立的传统观点，强调指出法国的经济计划是指示性的，计

划是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状况进行适当调整的。他认为，对经济活动而言，市场与

计划是两种职能不同的工具，也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市场通过价格波动来传递信

息，日复一日地对经济进行短期调节；计划是市场的调节者，是反盲目生产的手

段，指导国家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与行动。 

马塞和帕斯卡隆都主张政府应该结合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二元

调节，他们在肯定市场调节为主要调节机制的同时，又不忽视国家和计划在经济

中发挥的作用，从而为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

论基础。 

 

 
 
 

 

                                                        
17 车耳，法国经济计划化的终结，欧洲，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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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法国经济模式的发展阶段和实践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

段：战后法国经济重建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德斯坦执政时期和经济全球化

的新时期，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表现出各异的实践效果。 

 

2.1 二战后法国经济模式的初步建立（1945-1950） 

    1945-1950年，是法国战后重建经济和恢复和平的时期，也是法国经济模式

初步建立的时期。这一时期，戴高乐政府为恢复法国经济和实现法国经济的现代

化，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干预，主要体现在制定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开

展国有化运动、发布指导性计划这三个方面。 

二战后，法国政府为恢复法国经济和实现法国经济的现代化，采用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法国政府以扩大投资和抑制私人消费、刺激出口和限制

进口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强调政府投资计划和补贴、许可证等投资措施，并

适时地采用进口控制和货币贬值手段。在 1947-1951年期间，法国政府的公共投

资占总投资的 30%。    

    在 1944年底至 1946年，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法国经济和扭转法国经济颓

势，戴高乐临时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国有化政策和法令，推行了国有化运动。戴高

乐政府先后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交通运输和金融等方面的大企业和大银

行收归国有，增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还成立了现代化设备基金，负责计划

实施中的资金管理工作，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除制定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开展国有化运动外，法国政府还创新了国家干

预经济的手段，采取国家指导性经济计划。1946 年 1 月 3 日，法国政府颁布了

关于《规定在六个月内制定法国本土和海外领土的第一个全面经济现代化与投资

计划》的法令，创立了由让·莫内领导的计划总署，负责制定法国经济发展史上

第一个国家计划，即莫内计划（1946-1953年）。该计划集中发展 6个基础部门，

即煤炭、电力、钢铁、水泥、交通运输和农业机械设备部门。计划的目标是把经

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实现工业生产现代化。具体指标规定是国民生产总值较战前

增长 25%，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8莫内计划得到了马歇尔计

划的援助，使大多数基础工业部门的投资得到保证，在计划实施的第五年，法国

经济增长达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政府把握国家经济命脉，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

重建，工业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其中工业生产增加了 71%，农业生产增加了 21%，

生活水平提高了 30%。   

                                                        
18 张瑞尧，法国的宏观经济计划，福建经济，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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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法国经济政策调整（1951-1973） 

1951-1973 年，法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塑造了“光辉 30 年”的

辉煌。这一时期，法国的国家指导性经济计划引起世界瞩目，法国计划指导的市

场经济模式也表现出良好的态势。 

从 20世纪 40年代末期起，法国经济就进入了初步发展时期，国家经济计划

也逐步成熟，法国用了 10年的时间，实现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初步工业化。1958

年，戴高乐将军第二次执政（1958-1968年），他巩固国家政治体制，加强政府

对经济的干预，加之战后政府调控经济的各种措施也初见成效，从而使法国经济

进入持续的高速增长时期。 

1968 年，在戴高乐将军退出政治舞台之时，由于政府的经济和社会计划对

于某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学生骚动和工人罢工频繁发生。在

蓬皮杜继任总统之后，为解决法国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主张实行“新社会”

计划，强调更高程度的分享民主制，认为学生和工人可以对国家的决策过程发挥

更大的影响。此外，这种“新社会”计划不仅强调改善居住条件、运输和通讯系

统，防止环境污染，保证更大的地区自治，保护都市生活的舒适环境，以及提高

老年人、残疾人和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集团的经济待遇，还提出要继续进行法国

工业的现代化，并且努力提高法国工业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在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和计划指导下，法国政府在 1951-1973年间相继实

施了 5个经济计划。这一时期，法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5.7%，赶超了美国、英国和德国，失业率始终控制在 2.8%以内的低水平，而且

大量的出口使法国政府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从 20亿美元增至 60亿美元。 

 

2.3 石油危机后的法国经济政策调整（1974-1980） 

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停滞-膨胀”所取代，世界经

济陷入困境，法国也遭受了强烈的冲击。在 1974年至 1980年间，法国的经济年

均增长率下降到 3.25%，从而宣告法国经济结束了二战后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

长。 

1974 年 5 月，德斯坦执政，他宣扬一种“多级论”思想，即在政治上要实

行多极化，在经济上要实现非集中化。19德斯坦政府主张把市场作为经济调节的

主要工具，主张给企业以较多的自由，反对限制竞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1976 年 8 月，雷蒙·巴尔任总理后，法国实行了经济自由化政策，由国家干预

主义转向借助市场促进竞争，并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德斯坦和巴尔的经济自由主

义思想不仅对法国的经济计划形成了一次较大的冲击，还使法国的国家干预在一

                                                        
19 张亦珂，法国的国家干预经济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经济问题探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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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从而进入收缩阶段。 

在德斯坦执政期间，法国实行了第七个经济计划（1976-1980年）。该计划

以加强经济活力、控制通货膨胀、平衡国际收支、恢复充分就业以及提高生活质

量为首要任务，并提出了 25 个“优先行动项目”。然而，由于石油危机引起的

世界经济混乱使计划实施十分困难，计划目标未能得以实现。在此期间，法国经

济增速大幅下降，物价持续上涨，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人数猛增，财政赤字直线

上升，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陷入混乱。1980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 1.6%，

失业率更是突破 5%大关。 

 

2.4 经济全球化新浪潮下的法国经济模式（1981-至今） 

经济全球化是各国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的过程。从广义上来看，经济全球化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或是更早之前。从狭义

来看，经济全球化则始于二战之后，尤其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轮新的发展阶段是由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开放型市场

经济体制在全球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三个因素决定的。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带来机遇和便利的

同时，又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着更严酷的竞争，使他们的发展更易受世界经济

局势、国际贸易、金融和资本运动的影响。 

1981 年 5 月，密特朗总统执政，他认为经济中权利不平等或不民主是法国

收入分配过分悬殊的原因所在，主张将国家调节的手段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更好

地结合起来，实行第二次国有化运动20。其中，1982 年 2 月 11 日通过的扩大国

有化政策是密特朗的社会经济改革的核心，也是社会党政府赖以实行的“法国式

的社会主义”的杠杆。根据通过的国有化法案，国家通过谈判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企业达 4300多家，在银行信贷系统，国家控制了 90%的银行存款和 85%的信贷业

务。截至 1982 年，法国国有化程度跃居主要发达国家首位：工业国有化的比重

高达 40%，国有化企业的职工占比高达 23%。此外，密特朗还把社会保障计划作

为“法国式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主张把解决失业问题作为社会党执政的首要

目标，并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声称“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是必要的，但不能超越失

业所容忍的程度”。一方面，他扩大国有化，增加就业人数；另一方面，他放手

实行“膨胀政策”，增加政府财政开支，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以刺激需求，

促进经济发展。21然而，在密特朗执政期间，法国失业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法

郎持续贬值，通货膨胀率仍居高不下。 

                                                        
20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第一次国有化运动发生在戴高乐临时政府时期（1944-1946年），第二次国

有化运动发生在密特朗政府时期（1981-1982年）。 
21 徐达深，密特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法国式社会主义”，法国研究，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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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5 月，希拉克总统执政，法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失业问题和巨大的

政府财政赤字问题。他把促进就业放在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不仅颁布了一系列

旨在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如推行就业合同制、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加强职业培

训等，还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各级就业委员会。此外，为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希

拉克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带有自由化色彩的新经济政策，其核心是把国营企业重

新私有化。然而，希拉克的经济政策并未取得明显成效，失业人数不断上升，家

庭消费持续低迷，政府财政赤字也没有得到改善。 

2007 年 5 月，萨科齐接任法国总统，面对日益衰落的法国工业，他在上台

伊始就提出了工业振兴计划。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 2009年爆发的欧

洲主权债务危机使法国经济和工业遭受了沉重打击。2010 年 3 月 4 日，为重振

法国工业和加快法国经济发展，萨科齐正式宣布实施法国工业振兴计划，并提出

了在未来五年使法国工业产值提高 25%以上、实现除能源外的工业贸易顺差、保

证长期就业和提高工业附加值的四大目标和 23 项重在加强对重点行业，特别是

战略性行业的支持的政策措施。然而，法国工业振兴计划的实施并没有把法国拉

出经济发展低迷的泥潭，2012 年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0.3%。 

2012 年 5 月奥朗德执政以来，法国经济政策的最大特点是借助提高税收来

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2012 年 10 月 19 日，法国国民议会就投票通过了针对年

薪超过 100万欧元的富人征收 75%的所得税的法案。“富人税”法案仅实施两年，

因收效甚微，并未扭转法国财政赤字局面而草草收场。2013 年 12 月 18 日，法

国国民议会通过了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希望通过实施提高企业和领薪者的养老分

摊金、延长退休金的缴费年限、设立艰苦职业账户等措施完善退休制度，以实现

养老金的收支平衡，弥补财政亏空。但是，尽管法国政府不断推出刺激经济发展

和鼓励就业的措施，法国失业人数仍然持续升高，2015年底失业人数已高达 335

万人。面对这一状况，2016年 1月 18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实施一项总额高

达20亿欧元的紧急就业方案，其中拨款 10亿欧元用以对失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

奥朗德执政期间，法国经济增长率 2013 年仅为 0.3%，2014 年为 0.4%，2015 年

增至 1.1%，经济增幅虽然小，但是法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复苏态势，然而失业

问题仍不容乐观。 

 

 

 

 

 
 

万方数据



 

 14 

第 3 章 法国经济模式的运行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建立了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以重建法国战

后经济。“光辉 30 年”时期的法国经济模式运行良好，实现了更高的经济增长

速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

深和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经济

模式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3.1 非同一般的“混合经济”结构 

法国经济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属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建立在

多决策中心的基础上，私有经济居主导地位，私营企业数量占多数，其职工人员

占就业总人口的 70%以上；另一方面，法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保证市场经济

的良好运行，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活动，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国有化，建立

庞大的国有部门，建立更多的公营企业，并对关键性行业或战略性部门进行控制。

因此，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存的法国经济被称为“混合型经济”。22 

公营企业23是法国国有经济的组织形式。公营企业为销售而生产商品或提供

服务，全部或部分财产归公共政权所有。法国公营企业数量众多，涉及领域广，

占据重要的经济部门，加之大部分公营企业规模大，实力强，集中化程度高，这

就使法国的公营企业和国有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 80 年代初，法国国有

经济比重高达 40%，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高的国家。
24从 1986 年开始，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推进，2010 年，法国国有企业数

量减少为 1217家，国有经济占比达 6.5%，虽然国有企业占比明显下降，但仍具

有相当规模。 

事实上，尽管法国国有经济力量强大，但是法国经济仍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

的一种“混合经济”。国有化企业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而

存在，它与私有经济互相依存，支配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

本经济规律。 

  

3.2 宏观调控与市场相结合的二元调节机制 

法国经济模式是欧洲经济模式子模式-莱茵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适度的

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竞争原则相结合，注重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主张走介于

传统的自由放任模式和指令性模式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因此，

                                                        
22 杨心宇，德法两国市场经济的模式和法律制度，1998 
23 在法国，公营企业指国家持有 30%以上资本的企业 
24 张幼文，陈林，市场经济体制国际比较概论，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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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实行计划调节

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二元调节机制。25 

国家通过财政预算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同时制定并实施了 10

个国民经济中期计划，指导其经济有计划地平衡发展。从计划的内容来看，法国

经济计划主要包括规划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方向，提出总体目标和长远战略，还

制定了实现计划目标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从计划的性质来看，法国经济

计划是一种间接性、指导性的计划。计划中虽然规定了某些部门指标和产品指标，

但这些指标对企业并没有强制性，计划的主要作用是为企业决策提供对经济环境

和政策趋向的预报，积极引导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法国在强调计划调节的同时并不忽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而是把计划调节

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在法国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由于大量微观经济决策都是由分散的个体通过市场作出的，因此，在法国，市场

调节仍居主导地位，计划调节只是对市场调节的补充和完善。 

 

3.3 劳资双方的共同决策体制 

    法国经济模式的另一显著特征是实行劳资双方共同决策的体制。在法国，各

种公共机构和组织对经济活动有较强的影响。国家实施的指导性计划和政策决议

是在政府、企业、工会和消费者等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广泛参与下制定的，并且为

社会各方所认可。 

在法国，实行劳资双方共同决策的体制，由雇主组成的雇主协会和由雇员组

成的工会结合起来，共同参与企业内部事务的管理。凡是涉及到劳动者权益的问

题，如工资、解雇、劳动时间、劳动组织等，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以减少劳资

双方的矛盾，妥善地解决问题。 

共同决策体制的特征体现在：一方面，劳资双方实行工资自治，即工资类别、

工资水平的高低以及近期、远期工资增长的幅度，不是由政府决定的，而是由企

业主和工会双方协商解决的；另一方面，实行“共同决定权”，即让工人代表进

入企业最高决策层，与资方共同参与企业管理。这种制度，尽力减少工人与管理

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注重提高雇员的地位和劳动积极性，注重职工目标与企业目

标的一致性，间接或直接地提高了企业效率，同时也尽量避免因失业而引起工人

运动和社会动荡，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26 

 

3.4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法国是西欧高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之一，具备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法

                                                        
25 张幼文、陈林，市场经济体制国际比较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8 
26 周敬青，陈小斌，莱茵模式发展现状研究，2010 

万方数据



 

 16 

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一直遵循普遍性、团结互

助、一致性和民主管理四大原则，不仅借鉴了以德国为代表的“俾斯麦模式”和

以英国为代表的“贝弗里奇模式”，还秉承“社会成员的团结互济、家庭间的相

互连带、平等普遍受益和慈善赈济”的基本理念，既强调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性

和公平性，又排斥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法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以行业为单位，以保险为原则，实行各行业保险计

划相对独立的分散管理模式。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由雇主和雇员代表共同管理，就

收费和支出标准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目前二者在董事会中各占 50%的议席，形

成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法国政府不直接参与决策，但是会选派代表参加会议，通

过制定相应的法规、实行监督来维护社会保障的运行，并通过全国、大区及省三

级机构对社会保障进行社会化经营和分散管理。 

当今，法国社会保障体制包括四大类：一是普遍体制，涵盖整个受薪者阶层、

学生和个人投保者，具体分为养老保险、疾病保险、生育保险、工伤和职业病保

险、残疾保险、死亡保险、孤寡保险、失业保险八大险种；二是农业体制，面向

从事农业的受薪者和非受薪者；三是非农业职业受薪者体制，包括手工业者、商

人和自由职业者；四是特殊保险制度，覆盖公务员、职业军人、地方行政部门职

员、国有铁路公司职工、电力煤气公司职工、矿工、海上作业者等。27其中普遍

体制实行合伙制的管理模式，农业体制、非农业职业受薪者体制和特殊保险制度

则实行互助制的管理模式。 

法国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主要依靠“社会分摊金”，即建立在工资收入标准之

上，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的分摊款，大约占社会保障基金来源的 80%左右，而

来自其他税收的部分则非常少。“社会分摊金”的缴纳比率是通过协商决定的，

其中，企业出资比重较大，在欧盟内部仅次于西班牙，资金运行方式实行“现收

现付”，在入不敷出时，政府通过统一税收加以补贴，形成社会分摊金基础上的

国家兜底体制。 

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针对以下五项社会风险成立：健康风险、养老-人

寿风险、生育-家庭风险、就业风险和其他风险，旨在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

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保证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因此，

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是社会保障水平较高。法国是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一，2014 年，法

国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PIB）的 31.9%，位居世界第一位。28 

二是强调公平原则和受保人的平等权利。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权利和义务

                                                        
27 白澎，叶正新，王硕，法国社会保障制度，2012 
28 数据源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4 年 11 月 24 日发布的报告，OECD 成员国社会保障支出总

额占 PIB 的平均水平为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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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通过完善立法将社会保障纳入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范畴，并要求雇主和雇

员共同缴纳社会分摊金以履行应尽的义务。 

三是参保对象具有普遍性和全民性。为了使全体公民享有社会保障的基本权

利，法国确立了著名的“三 U”原则，即统一、全民、均衡原则。29目前，全国

超过 99%的人口被纳入社会保障体制，全体法国公民以及绝大多数合法居住的外

国公民都可以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 

四是保障内容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法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内容基本囊

括了全体公民生活内容的主要方面，从出生到死亡的多项风险都被囊括在法国社

会保障体制的范畴之内。 

 

 

 

 

 

 

 

 

 

 

 

 

 

 

 

 

 

 

 

 

 

 

 

 

                                                        
29 “三 U”为“Unité、Universalité、Uniform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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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法国经济模式分析 

 

自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总体趋向下降，经济全

球化使法国经济模式面临严峻的考验。法国前总理若斯潘称全球化为“世界化”，

并明确指出了它的含义：世界化是我们发展所面临的现实。这种现实具有双重意

义：首先，它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其次，

它有利于发现人类的多样性，但本身又孕育着同一性的危险；最后，它释放出一

定的能量，但也导致一些需要控制的消极力量。 

 

4.1 法国经济模式的独特性 

4.1.1 国有企业占比较大 

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是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的显

著特点。法国的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国家投资兴建、出资购买私人企业的股票、

对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这三种方式建立的。30国有化是政府通过国有化的法律或

法令，将某些私人企业收归国有，是通过国家直接占有企业（通常在谈判之后要

给以前的私人股东以补偿）和国家间接占有被国有化的私人企业的下属企业这两

种基本方式进行的。 

从 1944 年底开始，戴高乐政府就发布了多项法令，不仅对北方煤矿、法国

航空公司、新闻机构和雷诺汽车公司进行国有化，还对在战时与德国法西斯密切

合作的企业，一律予以没收，实行惩罚性国有化，使之成为国有企业。此外，政

府还对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了国有化。其中包括法兰西银行和四大私人银行，即

兴业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民工商银行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以及 34 家保险

公司。至此，在金融业中，国家控制了 60%的银行业务和 40%的保险业务。 

20 世纪 5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并在经济政策中

加以贯彻。60 年代中期，法国政策转向鼓励私人投资，抑制国有部门发展，把

重点放在改善国有化企业的经营和提高竞争力上。在此期间，法国国有企业在整

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大，基本上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1981 年 5 月，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他积极倡导“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主张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的国有化、计划化和自治管理，对

法国经济进行渐进性的结构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1982 年 2 月，密特朗政府

颁布了《国有化法令》，对全国五大垄断工业集团和 36 家法国私人银行进行了

大规模的国有化，还控制了大部分的飞机制造业、钢铁工业、化纤工业、军火工

业、冶金和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基础化学工业和部分电子工业及制药工业。通过

                                                        
30 顾钰民，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六种模式，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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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国有化措施，1982 年，法国政府控制了全部银行存款

的 90%，全部信贷的 85%，法国国有企业的增加值占全部非金融企业增加值的 12%，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7%，投资额占全国固定资本投资总额的 35%，职工占劳动力

人口的 11%，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33%，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 25%，在整个

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31 

1986 年，法国修改宪法，颁布了两部私有化法案，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私

有化改革，改革首先从竞争领域或经营相对较好的企业开始。随后在 1993 年，

法国政府颁布了新私有化法，批准对法国 21家国有企业集团和 1760家企业进行

私有化，从而掀起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运动。在经历了 1993-2001年的改革之

后，法国达到私有化改革的高潮，从 2001 年起进入国有企业改革的后期阶段。

经过这次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法国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涉及国家战

略利益的行业和公用事业仍继续由国家控制，32法国国有经济的总量规模发生了

重大变化，国有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国有企业数量和员工数量

锐减。截止 2010年年底，法国以国家独资、控股和参股的方式控制着 50余家国

有大企业集团，国有企业数量为 1217家，国有经济占比达 6.5%，与其他主要资

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相当规模。33 

 

4.1.2 适度的国家干预 

在法国，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国对国家经济

的宏观管理和适度干预，集中体现在对法国国家指导性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国有企

业的管理上。 

4.1.2.1 制定宏观经济计划和计划合同 

法国被认为是指导性计划的起源国家，它的宏观经济计划无论是从计划理论

上看，还是从计划实施的实践中看，都是最成熟、最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 

法国的宏观计划就其性质来说是指导性的计划，是政府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

局出发，依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和科

学预测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计划，而不是局限于

某一部门、某一企业的计划。它只是规定了某些总量经济指标和优先发展的部门

或项目，并不涉及企业本身的经营决策，因此并不具有强制性。   

二战结束后，法国共制定并实施了 10个宏观经济计划： 

第一个计划（1946-1953年）是莫内计划，旨在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实

现工业生产现代化； 

                                                        
31 杨洁勉，试论西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趋势，世界经济，1987 
32 李建春，国有企业国际比较研究,2010 
33 姜影，法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及成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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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计划（1954-1957年）继续以重工业为重点，旨在撤销限制性做法，

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第三个计划（1958-1961年）以进口代替为重点，旨在参与国际竞争，保持

国家收支平衡； 

第四个计划（1962-1965年）增加公共设施的投资，推进农业现代化改革，

旨在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五个计划（1966-1970年）改革工商业结构，重点发展尖端部门，鼓励科

技创新，旨在全面提高经济竞争力； 

第六个计划（1971-1975年）以增加基础设施和科技的投资、改革工业企业

和淘汰低效益工业为重点，旨在使工业生产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七个计划（1976-1980 年）提出 25 个优先行动项目，鼓励恢复充分就业

和提高生活质量，旨在控制通货膨胀，平衡国际收支，加强经济活力，保持经济

增长； 

第八个计划（1981-1985年）以促进充分就业为主要战略目标，重点关注产

业竞争力，减少法国对外部能源的依赖，还包括加强农业和食品工业，扩大就业

渠道、改革劳动市场机制，增加社会保险，改善居住条件等内容； 

第九个计划（1984-1988 年）优先实施 12 个项目，包括开辟国内外市场、

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卫生保健制度等内容，旨在重建经济增长潜力，紧缩工资，

控制通货膨胀； 

第十个计划（1989-1992年）着重改革社会分配制度，控制预算支出，并定

期对政府的重要行为作出分析与评价，旨在在欧洲统一市场建立的新形势下，加

强竞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财政赤字以及抑制通货膨胀。34    

这种体现政府适度干预的国家指导性经济计划对法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

的作用。首先，国家指导性经济计划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优先发展的部门

和项目，加速了部门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以及现代化的进程，解决了“瓶颈”

部门的发展问题，使产业和部门结构更趋合理，从而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

良好的条件。其次，国家指导性经济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

展，相对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计划中规定的地区发展和

社会发展目标，为落后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维

护稳定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通过国家计划投资，有助于扩大生产。大量

的国家投资都是与计划直接有关的，计划优先实施项目和计划合同规定的投资，

绝大部分也是由国家预算提供的。大规模的国家投资直接刺激着生产性需求的增

加，对生产部门的投资又引起对其他部门产品需求的增加，由此推动着整个国民

                                                        
34 张瑞尧，法国的宏观经济计划，福建经济，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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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快速发展。 

此外，法国政府分别与各大区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计划合同”，并对中央

和地方的责、权、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计划合同”是国家通过和相关大区单

独签订合同的方式共同承担和实施国家计划项目的一种方式，期限一般为 5年。

自 1983 年以来，“合同计划”已在全国的各大区相继推广和实施。2007-2013

年进行的“计划合同”被称为“国家-大区计划合同”，要求在考虑欧盟创新、

竞争与可持续发展新战略导向的基础上，在国家、大区以及其他相关区域的参与

下，紧缩限制大投资项目的数量，更新需要国家、大区以及跨区三个方面的参加。 

 

4.1.2.2 管理国有企业 

除制定宏观经济计划外，政府还通过国有企业的各种活动来影响国民经济的

运行，把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以实现对经济的有效调节。 

法国的国有企业是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物质基础，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

的地位，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政策、价格政策、货币政策等的调整，把

社会上的各种资源在国有企业的范围内集中进行安排，利用国有企业的业务活

动，直接影响着一个时期中社会经济的扩张或收缩、总量平衡、产业结构、地区

发展等政策目标。 

第二，国有企业在全国总资本中占有很大比重，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投资

有利于调节社会的投资方向。在经济萧条时期，可以通过扩大国有企业的投资来

带动私人资本，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此外，国有企业的投资可以为私人投资创造

有利的条件，在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也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国有企业的产品以及经营活动与私人企业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某

些行业或部门中起着支柱作用。政府做好国有企业的生产活动，通过国有企业的

发展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4.1.3 平等参与的社团主义特征 

在法国，国家是在与劳资双方进行协商的基础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因

此，法国经济模式表现出明显的平等参与的社团主义特征。社团主义是一种社会

机制，由工会、资方和政府三方达成的协议所主导，旨在更公平地划分经济生产

的利润，并在经济衰退时期和通货膨胀时期对工资加以限制。 

法国工会历史悠久，在 1884 年得到法律的认可。目前，写入法国《劳动法

典》的工会有 5个，即法国总工会、法国工人力量总会、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

基督教工会联盟、法国干部总部。这 5大工会享有法律赋予的与政府进行对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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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权利，具有比较强大的力量。如今，法国工会已渗透到法国社会经济生活

的各个领域，国家立法保证法国工会运动具有合法性，法国劳工法的全面实施和

工会运动的普遍性表明法国工会仍具有较为强大的影响力。 

法国《劳动法典》规定了工人享有的各项权利，其中包括工会与政府对话和

谈判的权利。2012 年 5 月奥朗德执政后，每年举办一次劳资社会对话会议，该

会议是政府、工会和雇主协会共同参与国家决策和管理的重要途径。此外，法国

政府还通过立法建立了企业与工会之间的直接对话机制，在企业与工会组织无法

达成一致时进行干预，但是法国工会组织的影响基本上是在企业层面，很难形成

全国性的影响。 

法国工会数量众多，各具特色，多元化特征明显。在法国，由于雇员的利益

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行各业建立相应的工会，其内部组织结构也具有较强的条

理性。法国工会会员通过选举产生，工会会员不仅可以参与重大社会事务政策与

法律的制定与改革，还可以从基层会员中搜集信息，以维护工会会员的利益，为

弱势群体发声。此外，法律保障工会代表的基本权利，工会代表的工资由全体工

会会员的会费支付。 

     

4.1.4 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均衡发展 

法国是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一，社会保障水平较高，寻求经济效率和社

会公平的均衡发展。总体看来，法国经济模式表现出公平状况较好、经济效率略

差的基本态势。 

在国际上，学者一般采用贫困率指标或是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公

平状况。 

贫困率是指经过转移支付35调整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比

例。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根据可支配收入、家庭人数和各类支

出，计算出“居中生活水平”标准，将“居中水平标准”的 50%定义为“贫困线”。

如果贫困率较高，表明该国通过转移支付对贫困家庭的社会救助较差，即公平状

况较差。36 

 

                                                        
35 转移支付，主要指各级政府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或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是一种

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和解决贫富差距的财务方法。 
36 王鹤，欧洲经济模式评析-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欧洲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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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部分国家贫困率     

数据来源：彭博简报（Bloomberg） 

 

2013 年，根据 Bloomberg 的数据可知，深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南欧国

家陷入贫困泥潭，北欧国家态势良好，包括法国在内的中欧国家也表现出较好的

态势，但情况不容乐观。根据 INSEE 的调查：2014 年，法国贫困人口增加，约

有 14.2%的家庭处于贫穷中，受贫困影响的人口达到 900万人次，约占法国人口

的 1/7，其家庭成年成员收入低于 1002欧/月。虽然不如挪威等北欧国家，却明

显好于德国（16.1%）和英国（16.2%）。 

基尼系数(Le coefficient de Gini)，由意大利学者科拉多·基尼根据劳伦茨曲

线所定义，是用来判断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其实际数值介于 0-1之间，

基尼系数越小，年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年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基尼

系数小于 0.2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等；介于 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

等；介于 0.3-0.4之间，表示收入分配基本合理；介于 0.4-0.5 之间，表示收入

分配差距较大；大于 0.5则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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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OECD 部分国家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OECD（2012） 

 

2012 年，根据 OECD 发布的数据，法国基尼系数是 0.308，介于 0.3-0.4 之

间，法国收入分配基本合理，贫富不平等状况属于欧洲中等水平。2015年，INSEE

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的基尼系数是 0.29，比奥朗德执政前期缩减 0.01。因此，

综合贫困率和基尼系数这两个指标来看，法国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公平状况较

好。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一般使用经济增长率来进行经济效率的研究和比较，然

而判断一国经济效率的高低，除了根据经济增长率进行衡量，还可以根据全球竞

争力指数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图 3：欧元区和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数据来源：欧洲统计局（EUR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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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EUROSTAT 发布的数据，法国国内生产总值（PIB）增长率自 2013 年第

三季度开始就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经济增速缓慢。2016 年 1 月 29 日，INSEE

发布的数据表明：2015 年，法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1.1%，略高于此前政府预计的

1%，比 2014 年高 0.7 个百分点。尽管法国经济开始出现复苏态势，但与欧洲其

他主要国家相比，法国经济增幅较小，也不足以改善就业情况。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的“2015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法

国排名位居世界第 32位，比 2014 年下降五个次位。IMD表示，尽管法国的改革

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出口和投资的下降，法国经济前景仍不容乐观。因此，

不论是从经济增长率来看，还是从全球竞争力指数进行分析，法国经济状况虽然

有所改善，但是仍然呈现出经济效率略差的态势。 

 

4.2 法国经济模式的局限性 

 

4.2.1 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 

法国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类型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

企业。法国私营企业数量众多，是法国经济的主要成分，但国有企业作为法国政

府始终保持和发展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在法国经济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法国的私营企业以小型的家族企业为中坚力量，私营部门也主要依靠紧密的

家庭纽带来兴办和管理企业。因此，法国私营企业的内部决策系统就是依靠家族

成员管理企业的家族企业管理机制。37在法国，前 15大家族控制上市公司的比例

高达 33.8%，在法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

深，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家族式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一是家族成员在企业内

部占据重要岗位，任人唯亲的现象较为严重，他们大多不愿让外界人员参与企业

的经营管理，优秀的专业人才往往无用武之地，新鲜血液的缺失使企业发展错失

良机；二是家族企业大多盛行家长作风，往往缺乏民主和集体的决策机制，不利

于引进创新思想和经营模式，独断的个人决策不及民主的众人智慧，从而制约了

企业的长远发展；三是家族企业的绝对控股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当企业发展

到一定规模后，家族成员往往不愿减少对股权的占有，社会融资难的瓶颈日益凸

显，企业得以长远发展的资金支持不足。 

法国的国有企业是伴随着国有化运动产生的。自 20世纪 60年代开始，法国

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实现了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到以“合同化管理”为主，再

到以“国家股东管理”为主的转变。 

1967 年，戴高乐政府试图推行让更多工人参与国家计划的方案，要求所有

                                                        
37 左大培，裴小革，世界市场经济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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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数量超过 100 名的企业实行利润分成制。1968 年，新法颁布，要求雇主允

许工会派代表参加工会运动。蓬皮杜政府时期，政府力图改善劳资关系，使劳资

关系由对抗变成谈判。1981 年 5 月密特朗执政后，对国有企业的内部决策系统

进行了改革，变革主要体现在“民主化”管理、“自治管理”和“计划合同”三

个方面。38“民主化”管理，指的是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由政府代表、职工代表和

经济界代表共同组成，以便企业领导和雇员共同组织和管理企业的活动。“自治

管理”，即国家减轻对国有企业的各种形式的监督，给予企业完全的经营自主权，

但国有企业需要接受账目法庭和议会的事后监督与审核。“计划合同”，旨在确

保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同国家计划中确定的政策目标和国家总体利益目标相协

调。 

然而，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商品、服务、

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的程度不断加

深、范围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也蓬勃发展。在市场竞争机制中，法国国有企业整

体效率低下，其内部决策系统和监督管理机制也逐渐显现出问题与局限，主要表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法国国有企业享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但企业内部管理效率较低。在法

国，国有企业的重要决策都要通过董事会。董事会的主要决策包括：批准预算、

投资、附属企业的收购与转让资产、高管年度考核与薪酬管理。然而，在现实中，

有些企业决策的作出并未经董事的深入参与，董事会也并未在决策的过程中发挥

核心作用。此外，董事会中的国家代表倾向于代表其所属部门的意见，股东代表

内部、国家代表内部因存在共同的利益出发点而达成内在的一致性，股东代表和

国家代表之间却因为沟通较少而缺乏足够的协调性。 

二.法国政府在国有企业中的定位和职能不明确。股份制是法国国有企业最

基本的资产组织形式，国家以股份制形式控制国有企业。从资本结构看，法国国

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国家控股公司和国家参股公司三大类。政府既是行政

管理者，又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两者之间的角色无法完全区分，政企不分的现

象时有发生。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往往缺乏对国有资产整体经营战略的

清晰认识，容易造成进行不利决策和过多干涉国有企业决策的错误，反之政府作

为行政管理者，容易模糊边界责任，政企不分，实施有利于国有企业的经济政策，

从而损害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 

 

4.2.2 宏观调控手段不得力 

随着资本和生产的全球化，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以及劳动突破国家界限，

                                                        
38 左大培，裴小革，世界市场经济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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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国家在与资本的对垒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较之以

往，政府在对劳动阶层提供权利保护、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及对公共支出水平

加以控制等经济管理领域的控制力不断弱化，国家为公民提供就业保障的实效也

遭到削弱。 

法国经济的显著特点在于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73 年，世界性的石油危机爆发，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垄断经济的地位，还使

人们开始认识到能源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在

逐年增大。此后，随着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以及欧盟的出现，法国经济与欧洲经

济、世界经济进一步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也使法

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预测越来越难，旧的计划指标让位于新的经济形势，国家之

间的经济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也越来越小。39 

法国是多党制的国家，左右派轮流执政和左右共治，使得法国经济政策不连

贯，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在左派执政时期，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国

家计划思想浓厚，国有企业占比较大。反之，在右派执政时期，政府坚持经济自

由化的政策，主张实行私有化。在左右共治时期，左派和右派在很多问题上存在

分歧，政府经济政策摇摆不定，工作效率低下。此外，法国由于进行了大规模的

私有化运动，降低了国营部门在法国经济中的比例，而地方分权又增加了经济决

策者的数量。因此，国家的经济权力被削弱，计划的执行也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在实施完第 10个经济计划后，第 11个经济计划没有获得政府通过，政府对经济

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手段也往往不得力。 

 

4.2.3 工会力量分散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

进程中，劳资力量的相对平衡被打破，雇主协会处于优势地位，多年来形成的劳

资关系格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控手段的影响力也在不

断下降。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工会的组织率高达 22%，而现在法国工会的权利和

地位被削弱，工会会员大幅减少，直接影响到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法国，根据法律规定，企业的雇佣人数超过 50 人，就必须成立工会。在这些

企业和部门中，工会化程度往往偏低，雇员的要求也趋于多样化，无法形成合力，

导致企业绕过工会，直接与不同雇员协商的事件时有发生，进而削弱了工会的影

响力，使雇员加入工会的意愿降低。此外，由于资本家不愿再受劳资谈判制度的

约束，也不愿承担“过高的”劳动成本，许多国家政府都对集体谈判的立法进行

                                                        
39 车耳，法国经济计划化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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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修改，将比较集中的中央级、产业行业级协议改为雇主更易控制的企业级协议。

随着集体谈判制度的分散化，工会的传统斗争手段遭到打击，工会的集体力量也

遭到了分化。40 

1945-1980年，工业部门是工会运动的主要阵地。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深入发展，法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多元产业结

构，小型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工业

部门地位下降，工会的自身角色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41 

现在，法国工会组织日渐式微，参加工会的会员仅占全体雇员总数的 8%，

雇员利益需求的多样化越来越突出，工会之间、会员间之不存在明显的社会合作，

多元化的法国工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工会运动的力量，影响了工人力量的

团结和与资方较量的实力，工会斗争成果甚微，影响力下降：首先，法国国民经

济中存在着大量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多为家族所有，许多雇主对工会采取了坚

决的抵制，坚决地维护企业内部的高度专制和家长式管理。其次，在 20世纪 70

年代，工会组织在思想上产生分歧，内部分裂，冲突日益严重，工会内部缺乏凝

聚力。最后，政府的干预产生负面影响，削弱了工会筹集所需人力物力进行集体

谈判的动机，削弱了雇员加入工会的动机。42 

 

4.2.4 高税收、高成本、高失业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深，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

速流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愈演愈烈，劳动力市场变得国际化，发展中国家因社

会工资较低而更具有竞争性，，更具竞争性劳动力成本的国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

资本，资本的外流使高劳动力成本经济的工作岗位流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经济，

这在客观上加剧了法国的失业困境。按照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理论，一国的社会保

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限为 26.15%左右，若超出这个上限，不但国民

经济难以承受，而且还将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2014 年，法国社会保障支

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PIB）的 31.9%，位居世界第一位，这表明法国政府为

实现维持就业或追求公正的再分配的宏伟目标而实行庞大的赤字支出，“高工资、

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特性成为阻碍法国经济发展的桎梏。 

    二战后的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战后法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的。在

当时，国家的社会保障开支不断增加，不仅没有妨碍法国的经济发展，反而通过

刺激消费，增加需求，支持并促进了法国的经济发展。然而，1973 年爆发的世

界石油危机严重制约了法国的经济增长，高失业率、高失业救济支出与经济发展

                                                        
40 张敏，欧盟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1 赵琪，英法两国工会扮演角色发生转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42 李楠，战后法国劳资关系的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法国研究，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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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下降、社会公共财政负担日益沉重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保障受到全

面挑战。在经济危机与停滞交替出现的背景下，法国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福利支

出却继续迅速增加，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失衡，社会保障开支与经济增长

之间开始相互牵制，形成了一定的恶性循环，造成了“三高”，即高税收、高成

本、高失业。 

首先，法国的社会保障水平高，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

撑，通常会引起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而为维持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又要求政府

征收高水平的税收。在法国，社会保障资金一部分来自社会分摊金，一部分来自

国家税收，在社会保障资金入不敷出时，政府通过统一税收加以补贴，形成社会

分摊金基础上的国家兜底体制。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形成了一项难

以压缩且数额巨大的开支，使国家不堪重负，而政府维持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是

税收，因此，政府部门不得不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财政赤字，加大企业和个人的

赋税比例。 

其次，法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包括国家税收、雇主与雇员共同缴纳的社会

分摊金两类，其中雇主与雇员共同缴纳的社会分摊金是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

源，约占 80%。在俾斯麦思想的影响下，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更多地强调雇主和雇

员对社会保障的责任，因而企业出资比重较大，雇员缴费比重也呈上升趋势。日

益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和逐渐加重的政府捐款使雇主为职工社会保障所直接承

担的费用不断增加，导致劳动力成本增加，商品价格上涨，投资利润降低，从而

影响了法国企业扩大投资、发展新技术和试验新产品的积极性，降低了企业的生

产效率和职工的积极性，削弱了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法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最后，法国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支出与失业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43法国高福

利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成本上升和高额赤字为代价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法国老龄化问题严重，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家对退休人员、失业人员的社会

保障支出快速增长，法国社会保障水平高，失业率提高必然使法国国民对社会保

障尤其是失业保障方面的开支提出更多的要求，国家社会保障资金支出因此大幅

上升；反之，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开支又进一步逼高国内失业率，因为国民即使在

不工作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国家发放的失业补助金，补助金的发放数额与受薪者

的年龄和参加社会保险的时间长短相关，发放时间更是长达 60 个月，这就降低

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形成了恶性循环，对国内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 

 

                                                        
43 孔子路，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对法国经济的影响研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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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法国经济模式改革的建议 

 

4.3.1 国有企业改革 

法国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整体亏损严重。为解决法国国有企业面临的困

境，法国政府不仅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还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进行了

变革。 

一方面，在全球私有化运动的推动下，法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逐步私有化。

1986 年，法国颁布并实施了两项私有化法案，为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提供

了法律依据，改革首先从竞争领域或经营相对较好的企业开始。1993 年 3 月 6

日，法国政府出台了新私有化法案，批准对法国 21家国有企业集团和 1760家企

业进行私有化，大大削弱了国有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掀起了大规模的私有

化改革运动。2002 年，希拉克政府宣布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有企业，逐

个分析国有企业的盈利现状和潜力，主张国有企业从金融业等竞争性领域退出，

但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行业和公共事业仍继续由国家控制。44其中，能源类企业

是法国国有企业盈利的重要来源，其盈利额比重达到总额的一半。 

另一方面，20世纪 60年代以来，法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实现了从以“行

政管理”为主到“合同化管理”为主，再到“国家股东管理”为主的转变。为提

高法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应对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法国政府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首先，

建立以国家股东管理为主、行政管理和合同化管理相配合的多元化国有企业管理

体制，形成议会、国家经济财政部和国家审计法院的立法、财政和审计监督的全

方位监管体系。其次，处理好国家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关系，避免国家对董事会决

策的过多干预，公平、公开地制定国有企业的重大战略和决策，以保障国有企业

经营管理的透明度。最后，在国有资本布局方面，法国国有企业逐渐从竞争领域

退出，使国有资本在自然垄断行业得到更多发展，并通过投资金融领域来扶持中

小企业的创新与发展，以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45 

 

4.3.2 改革创新机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经济的世界，法国经济模式改革

不仅要实现高水平的福利社会与具有高度竞争力和高效的经济增长的结合，更重

要的是积极推进以加大科研和教育投入为主的创新机制。 

2000 年，欧盟制定里斯本战略，提出要建设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以

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旨在通过发展以创新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来增强欧盟的全球

                                                        
44 李建春，国有企业国际比较研究，2010 
45 姜影，法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及成效，法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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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公民的个人福利，同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使欧洲的生活方式与经济的繁荣和谐发展。46法国是欧盟的重要成员国之一，法

国创新机制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欧盟大环境的影响，法国积极贯彻执行欧盟

制定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不仅表现在加大研发投入比重方面，还体现在积极

推进产业和企业创新方面。 

早在 2004 年启动的法国工业新政策框架中，法国政府就提出要建设竞争力

集群，旨在把与竞争力相关的各要素动员起来，如创新能力、促进新兴市场的增

长与就业等，为创新度特别高的合作研发项目提供支持。472008 年，为重振受经

济危机重创的法国工业，政府推出了 23 项措施，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成立

了两项企业创新基金，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发展和扶持新兴产业以及创新型的中小

企业。2012年，法国加大科研投入，科研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至 2.26%。

2013年 2月，奥朗德承诺，《法国-欧洲 2020》战略议程继续把法国科研的首要

任务确定为创造知识和学问，通过科技创新巩固科研在法国国家复兴中的决定性

作用。 

因此，鼓励科技创新，协调和整合法国国内的创新政策和创新活动，大力推

进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创建与发展，不仅对促进法国经济增长以及提高国家的整体

竞争力有积极影响，也为实现法国经济模式的变革提供重要的支撑和动力。 

 

4.3.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20 世纪 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

民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税收和政府开支入

不敷出；人口老龄化和失业问题严重，人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在急剧增加，因此

产生的庞大的社会开支成为法国的沉重负担。经济全球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深给法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法国失业问题

严重，截止 2015 年底，失业人数达到 359 万人，失业率高达 10%，超出欧洲平

均水平48；2009-2020 年，法国每年有 70 万劳动者退休，累计新增退休人员 800

万，占全部劳动人口的 31%；49法国政府财政入不敷出，2015年的财政赤字为 705

亿欧元，政府负担沉重。 

长期以来，法国经济模式效率低下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为外界诟病的社会保

障制度，因此要想恢复经济增长，必须完善过度慷慨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国的社

会保障制度尽管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总体水平偏高，与经济增长率不匹配，

                                                        
46 洪晖，欧盟市场经济模式研究，2012 
47 孙丽艳，法国科研创新三大特点与未来挑战，2015 
48 源自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2016 年 3 月公布的数据 
49 源自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2014 年 7 月 8 日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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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给政府、企业和公民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又降低了国内投资，

引起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严重制约经济发展。 

首先，多年来，在法国雇员的缴费水平保持基本稳定，而企业的缴费率不断

提高的情况下，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要保障法国公民的基本权益，还要为法

国的经济建设服务，旨在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借

助教育手段和安全保障以降低风险及促进企业换发新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促进国

内企业投资，为长期的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   

其次，法国“社会保障之父”皮埃尔·拉罗克指出，“社会保障的目标在于

消除所有就业人员以及他们家庭将来的忧虑”。在法国保障制度改革中有这样一

句话“保护工人而不是保护工作”，这说明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把单纯的社

会“救济”变为社会“救助”，把“授人以鱼”变为“授人以渔”，不仅要把重

点放在对失业劳动者的救助上，更要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失业者的职业能

力，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2016 年 1 月 18 日，奥朗德宣布投入 20 亿欧元用

于促进就业，减少失业，制定对劳动者有利的经济模式，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

全球化。他主张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为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提高失业者的技能

水平，使失业者资质和企业需求的相匹配，把人力资源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二

是鼓励企业招聘员工，在法国，中小企业占法国企业总数的 97%50，鼓励中小企

业增加招聘，对雇员少于 250人的企业进行“新聘奖励”，增加就业市场的活力。 

最后，法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支出以养老、失业、疾病、家庭补助等项目的社

会保障支出为主，据统计显示，法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支出占到社会保障总支

出的 80%。由于法国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加，财政赤字加大，法国政府应开源节

流：一方面，扩大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实行社会缴费的多元化，如增加对经济增

长影响较小的税收渠道，“优先考虑环境税和财产税，增值税次之”51；另一方

面，控制社会保障金的支出，如延长领取退休金的缴费年限、控制医疗费用的报

销比率、控制领取失业保障的人数等。法国退休制度改革要求，法国职工不论男

女，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 60岁，其法定退休年龄自 2012 年起每年延长 4

个月，到 2018年延长至 62岁，领取足额退休金的年龄从 65岁提高到 67岁，领

取退休金的缴费年限增至 41年。 

 

4.3.4 正确处理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法国经历了传统的柯尔贝尔主义，也经历了国家干涉主义和经济计划主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都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国家如何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已成为法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

                                                        
50 源自人民日报 2015 年 6 月 11 日公布的数据 
51 巴拉日·埃格特，法国经济学家，建议征收环境税和财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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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法国经济模式，应该正确处理好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对经济进行适度

的国家干预。 

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

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弱化政府运用行政性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作用，遵循市

场调节是基础，国家调节是补充的基本原则，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国家干预。另一

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强化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以弥补市场的自身缺陷和不足，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健康

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既要强调发展市场力量以及对其实行严格的监督，

也要重视政府的作用并提高其效率。 

调解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首先，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

某些限制，特别是用工方面。在法国现行《劳动法典》和工会制度的影响下，法

国企业解雇员工的难度大，就业市场僵化，奥朗德政府号召改革工作合同制度，

调整失业保险制度，以盘活就业市场，增加招聘和解聘的灵活性。其次，减少政

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兼顾社会公众利益，在市场竞争机制下，鼓励国有企业和

私营企业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竞争。最后，欧债危机以来，法国经济

停滞不前，陷入困境，为刺激消费、吸引外资，法国政府推出减税政策，以拉动

本国经济增长。自 2014 年起，法国政府开始实行减税政策，通过给企业返还税

款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使受益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开拓新市场，

研发新产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2015 年，法国政府推出《企业责任与团结

协议》，取消企业生产税和社会互助附加税，为法国企业减负 65 亿欧元。2015

年 9 月，奥朗德宣布 2016 年继续实施减税政策，该政策惠及 800 多万户家庭，

总减税金额至少为 20 亿欧元。522016 年，奥朗德政府继续以减轻低收入家庭的

负担为宗旨，在 2016 年财政法中，对法国公民缴纳所得税的计算方式和纳税比

率进行重新划定，让受益范围扩大到一半中等收入家庭，从而使大量纳税户获益

于所得税改革。 
 

 
 
 

 
 
 

 

                                                        
52 数据源自巴黎人报，Le Parisien，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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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

济一体化趋势也不断加深，法国经济模式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性，尤其是自 2008

年爆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来，法国面临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停滞

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公共财政不断恶化，老龄化问题严重。本文通过对法国

经济模式的探究，厘清了法国经济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实践效果和运行特征，

并对法国经济模式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进行了分析，以提出法国经济模式改革的方

向，并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借鉴。 

通过研究可知，法国经济模式是以市场自身力量调节经济为基础，国家在一

定程度上对经济进行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

均衡发展的一种经济模式。它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不仅受到国家干预

主义、家族主义和中央集权等传统因素的影响，也是法国战后特殊的经济环境的

产物。此外，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以及法国经济学家马塞、

帕斯卡隆总结并进一步完善的二元调节理论也为法国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战后形成的法国经济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了各异的实践效果，并在

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表现出不同于往日的运行特征：法国经济是混合

经济，私有经济占主要地位，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法国国有企业占比较

大，仍具相当规模；法国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二元调节机制，通过制定宏观

经济计划来干预国家经济，国家计划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格局的产生而

逐渐淡出法国的历史舞台，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国

实行劳资双方共参的决策制度，法国工会历史悠久，虽然力量日益分散化，但在

法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

度，社会保障水平高，覆盖范围广，保障内容多样，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积极

推进社会公平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在研究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中

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是公

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式，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中法两国在混

合经济体制、实行国家经济计划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因

此，探究法国经济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表现出的基本态势可以为我国建立和

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借鉴。 

吸取法国经济模式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不得力、高水平的社

会保障导致高税收、高支出和高失业的教训，我国要以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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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宏观调控的科学化、公有制经济主导与经济主体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分配

方式的多样化及效率与公平、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社会大局的稳定有机结合为

基本内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制度创新，完善社会保障，以实现中国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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