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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抗议浪潮的原因及影响 
 

 彭姝祎   马胜利  王立强 
 

  最近，法国发生了为期数周的反对“首次雇用合同”法案的抗议活动，游行示威、罢课、罢

工的规模和影响之大，为 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所罕见。 
  一、事件的背景及概况 
  从去年 5月迄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法国已经发生了数次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除这次
的学潮和工潮外，还有 2005 年 5 月 29 日的全民公投否决欧盟宪法和 2005年底发生的巴黎郊区
青年骚乱。这些事件在法国产生了重大社会和政治影响，并引起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法国的政

界和有关专家都承认，在短期内接连发生震惊世界的事件，这表明当今法国已进入一个危机四伏

和频繁动荡的时期。 
  2006年初，为解决困扰法国多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新上台的法国总理德维尔潘推出
了“首次雇用合同”劳工法案。该法案规定，20 人以上的企业，老板在雇用 26 岁以下的年轻人
时，可在头两年内自由终止合同而无需说明理由。德维尔潘希望借助法案的这一条款，从雇佣青

年人入手突破劳动法的现有框架，放宽对企业主雇工的制度约束。然而，该法案一出台就引起了

法国大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个法案只会增加雇主解聘雇员的随意性，使他们更难找到

稳定的工作，令未来变得没有保障。为抗议“首次雇用合同”法案，法国青年掀起了大规模的罢

课活动，全法 2／3 的大学和部分中学都卷入其中。此后，在各大工会和在野党的支持下，3 月
28日爆发了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全国性罢工和示威游行。这不仅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也引
发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社会党以法案中存在年龄歧视和会导致雇员权利不平等为由向最高

仲裁机构──宪法委员会──提起上诉，要求审查该法案是否违宪。3月 30日，宪法委员最终裁
决法案通过。3月 31日，希拉克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称批准该法案，同时要求政府对其中最有争
议的条款进行修改：如把 2年的期限改为 1年，解聘时要告知理由等。希拉克总统在表面上支持
政府强行通过了法案，而从改革角度看，对争议条款的修改使该法案再次回到了原有的法律框架

内。目前，政府正积极寻求与相关各方──工会、反对派、学生代表等展开进一步谈判，希望在

谅解的基础上平息此次社会风潮。 
  二、引发社会危机的原因 
  引发此次社会抗议浪潮的直接原因是：德维尔潘政府在没有和相关各方──学生、工会、议

会等进行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动用宪法第 49－Ⅲ的特殊程序（即不经过国民议会投票而通过法律
文本）快速通过“首次雇用合同”法案。反对党和青年学生批评政府此举是独断专行，由此导致

抗议活动兴起。实际上，这场看似突发的社会风潮只是法国长期酝酿的社会危机的一次大爆发。 
  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了英美等国的经济政策后，西欧等走社会市场经济道路
的国家就开始感觉到美国的竞争压力。法国社会风潮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两大发展模式之间矛盾斗

争的结果；是欧洲内部各盟国保护既得利益、争夺欧盟主导权斗争的结果；也是法国内部各阶级

和政治派别对国际压力做出不同反应，由于利益矛盾无法进行协调导致斗争表面化的一个综合结

果。 
  1.经济因素：经济低迷，失业严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法国等西欧国家日益陷入前有美国
挡道（法国在高新技术和总体实力方面不敌美国），后有发展中国家穷追不舍（在劳动力成本方

面又不敌中国、印度和东欧等新兴工业国家）的尴尬境况。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往昔的辉煌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法国国内的许多企业为降低成本而相继外迁，而外国投资者对法国缺少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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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法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增长率只有 1%左右，出现了严重的失业
问题。法国平均失业率常年徘徊在 10%以上，年轻人的就业状况更糟糕，平均失业率高达 23%，
某些社区甚至高达 70%。不仅处在社会下层、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移民青年难以就业（如去年巴黎
郊区骚乱所暴露出的），而且精英阶层的年轻人找工作也绝非易事（这次学潮所暴露出的）。青年

人失业已成为法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失望和不满情绪在青年人和其他社会阶层中不断蔓延，

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突出因素。 
  2.政治因素：争夺大选，政客角逐。面对即将到来的 2007年总统大选，法国的各个党派和政
客都把“首次雇用合同”法案及其引发的事件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增加在总统大选中取胜的

筹码，而该法案本身的对错似乎并不重要了。 
  3.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危机。法国社会之所以危机频发，动荡不断，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外，
还在于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英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模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法国模式的历史根

源可上溯至路易十四时代形成的中央集权传统。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观念今天已经深入

人心，成为法国社会的共识。其次，当代法国公民享有的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体系，形成于

上世纪法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今已经是时过境迁。另外，西欧国家之所以能在社会财

富的再分配制度中给穷人保留一个位置，主要在于左翼力量的共同努力和斗争。客观地看，这种

分配办法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缓和了社会的阶级矛盾。但是，在法国经济增长乏力，英、美新自由

主义盛行和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法国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多地遭到诘问：它是否严重阻碍了

法国经济的发展？是否导致法国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境被动？近年来，历届法国政府都有

人想对高福利制度开刀，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但是，对从谁身上割肉这个问题上，法国民众异

常警惕，为保护既得利益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态度。因此，政府提出的改革措施往往会

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德维尔潘政府此次改革的本意是放松劳动雇佣法的限制，鼓励企业多雇用

员工，以减少青年失业率。然而，年轻人拒绝承受残酷的竞争压力，也积极踊跃地加入进了捍卫

既得利益的行列。进退维谷的法国要走出现实危机与动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国企业家不满

意政府的现行社会政策，担心长此以往会将竞争优势丧失殆尽，希望向英、美模式靠近。平民百

姓坚决不同意改革向自身的既得利益开刀，认为出路在于更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显然，各阶级

的较量目前是势均力敌，一时难分胜负。 
  4.政治文化因素：抗争文化。其实，法国遇到的很多社会经济困难在西欧的福利国家是普遍
存在的。“首次雇用合同”法案之所以在法国酿成轩然大波，法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因素也起了很

大作用。自大革命以来，法兰西民族逐渐养成了崇尚平等和反抗压迫的习性。在欧洲历史上，法

国发生的革命和反抗运动最多。另外，自大革命起，法国便废除了贵族特权、地方特权和社会团

体特权，建立起公民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和法律的共和原则。法国的工会组织也受到这一传统的影

响。在欧盟诸国中，法国的工会最为弱小，职工入会率只有 8.2%。由于缺少强大的中介团体，法
国人遇到问题只能向国家和政府提出，并对政治生活表现出不满和冷漠的态度，同时又热衷于将

街头抗议作为反映政治诉求的场所。他们养成了游行示威的传统，并不善于通过协商与谈判解决

纠纷，达成协议。如果说，这种“抗争文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尚无大碍，那末在社会经

济危机深重的今天，它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加重危机。 
  不过，国际左翼人士高度评价法国的社会经济模式以及当前的抗议运动。美国社会学家理查

德·赛奈特最近提出：经济全球化使大量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新左派有责任关注和改

善全球化受害者的处境，而法国正在为国际资本主义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三、此次抗议浪潮的影响 
  1.对法国内政的影响。在这次事件中，法国各政治派别几乎全部登场，借机备战 2007年的总
统大选。由于左右传统政党都不能做出明显的政绩并提出特色明确的政纲，为民粹主义提供了适

宜发展的土壤。统计数据表明，右翼极端势力在社会中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勒庞进入第一轮总统

选举就是例证。极右势力抬头是值得关注的一种倾向。在此次社会风潮发生之后，原本大选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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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的德维尔潘支持率已大大下降（最近的民调显示不足 29%），在 3月 28日的“全国行动日”
中更有人提出了“总理辞职”的口号。鉴于左、右翼的两大政党内部都出现严重分裂，没有一个

政党能取得大多数民众的信任，因此在明年的立法大选后，或许有多党联合组阁的可能。 
  2.对法国经济的影响。法国动荡的环境将打击投资者的信心。与此同时，如果僵硬的雇用制
度最终得不到有效改善的话，可能将有更多的法国企业选择外迁，或者选择雇用较为“本分”、

要求待遇不高的外籍劳工，如来自新入盟的中东欧成员国的劳工。如此一来，法国年轻人的就业

状况非但得不到改善，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鉴于微小的改革都会在法国酿成轩然大波，今

后政府出台其他的反失业措施会变得更加困难，法国整体的就业状况也依然无法改善，法国经济

也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复苏。 
  3.对法国社会的影响。如果极右势力趁此次学潮之机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法国的排外
倾向将有可能加重，外来移民和移民后裔、特别是处境本就十分困难的移民将会更加不满。这会

为法国的社会治安增添更多的不安定因素，使法国社会变得更加动荡。在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

动”宗旨下赴法国寻求工作的欧盟其他成员国特别是中东欧新成员国的劳工，有可能受到进一步

的歧视和排斥。 
  4.对法国国际地位的影响。经过多次“折腾”的法国，其对外形象将受到进一步损害，其国
际影响力将有所下降，对外行动能力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受法国的牵连，欧盟内部各国自扫

门前雪的倾向有可能加重。这无疑将对欧盟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欧盟对美国

单边主义的牵制力有可能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