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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朗德现象”标志法德重归于好 
 

内容摘要： 

1. 法国政府出台新预算案向德国紧缩路线靠拢。 
2. 法德轴心仍然是欧洲应对危机和秩序重建的核心力量。 
3. “默朗德”现象奠定未来欧洲稳定与繁荣的基础。 

一  背景 

9 月 28 日，法国政府通过并公布 2013 年财政预算草案。预算草案提出大幅增税和

削减公共开支等一系列紧缩措施，以实现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至 3％的预

定目标。预算草案显示，2013 年将削减 368 亿欧元（473 亿美元）财政赤字，其中约

240 亿欧元（309 亿美元）将通过增税实现。在增税措施中，91 亿欧元（117 亿美元）

涉及家庭，108 亿欧元（139 亿美元）涉及企业。这是奥朗德政府今年 5 月上台以来，

首次明确提出法国将采取紧缩政策，被舆论认为是向德国靠拢的重要标志，也由此引

发外界对“默朗德”时代到来的期待。 

二  分析 

奥朗德打着“反紧缩、促增长”大旗当选后，呼吁欧洲应对危机不能一味紧缩，

必须兼顾增长，甚至迫使德国同意将推动增长内容写入“财政契约”。欧洲各界一度

认为法德分庭抗礼可能导致欧洲分裂。事实上外界对法德特殊关系的稳定性估计不足。

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法德轴心一直是欧盟一体化的力量源泉，两国对此都有清醒认

识。对德国而言，主导和改造欧洲计划离不开法国配合，拉拢法国、维系德法轴心仍

然是其外交重点。对法国而言，跟德国“唱反调”不是目的，奥朗德“反紧缩”主要

针对萨科奇而不是默克尔，仅靠强调增长无力应对当前诸多挑战，采取灵活务实措施

才是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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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开始在经济政策上向德国路线倾斜。法国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米歇尔·马

丁内斯近期表示，法国经济基础面较好，结构较合理，预计不会出现大幅滑坡。同时

法国也面临竞争力缺乏、债务水平过高等隐患，德国呼吁整个欧洲进行经济结构和财

政改革的建议不容忽视。目前，沉重的债务负担比低增长对经济发展威胁更大。法国

经济和财政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曾说，实施新预算案尽管“非常痛苦”，但可以

避免法国经济陷入衰退漩涡，甚至最终被迫放弃财政主权的悲剧。法国此举可谓“一

石二鸟”，既优化了国内财政和债务结构，也呼应了德国高度关切的“紧缩救欧洲”

思路。法德关系逐步走出“春寒料峭”，焕发出新的生机。 

法国在外交上也对德国给予积极响应。9 月 18 日，德国牵头与法国及其他 9 个欧

洲国家在华沙举行外长会议，通过一份强化欧盟作用的文件，包括组建一个欧盟超级

政府，出台统一的预算和经济政策，创建欧元区统一的银行体系，制定新的共同防务

政策等内容。外界认为，这个“欧洲未来集团”的形成主要反映德国的意志，最终要

实现一个“德国化”的目标，即推动欧盟进一步联邦化。这一设想由来已久，债务危

机使其强化，法国的大力支持使德国信心倍增，英国的出局进一步凸显德法轴心的领

导地位。 

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也显著改善。9 月 22 日，默克尔与奥朗德在德国巴符州出

席“德法之年”的一个活动，被外界解读具有重要象征意义。50 年前，法国总统戴高

乐在这里作了著名的“对年轻人的演讲”，被称作是战后两国和解的里程碑。默克尔

盛赞当年戴高乐演讲的历史意义。奥朗德则称，德法友谊必须赋予新内容，就象一对

老夫妻要让“爱情之火不断重新点燃”。他们都表示，两国应加强协调合作，为建立

强大而统一的欧洲发挥领导作用。默克尔称与奥朗德已建立起“朋友关系”，奥朗德

形容两人之间的谈话“打上了很好的精神烙印”。在法国大选中默克尔曾公开支持奥

朗德的政敌萨科齐，因此外界一直认为两人关系紧张，如今无人怀疑 “默朗德”已取

代了曾经的“默科齐”。 法德轴心重现往日活力。 

三  判断 

经过几个月“试水”，奥朗德找到了法国应对危机的基本思路，通过先增税减轻

债务负担，降低债务风险，然后再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其经济路线也经历一个调整过程，

由开始的“反对紧缩”变为“兼顾增长与紧缩”，再转向“先紧缩、再增长”，尽快完

成内部结构调整和竞争力提升，为重振法国经济奠定基础。同时，奥朗德也基本确立了

债务危机背景下法国在欧洲的定位，即回归法德轴心，注重法德协调与联合行动，通过

强化欧盟作用平衡德国主导地位，为法国参与重塑欧洲未来格局争取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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