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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热追踪

法总统候选人
对华政策解读

法国“先知”小镇

4次成功预测选情

2012年法国大选的首轮
投票日期将至，各候选人的民
调数据也起起落落。然而，在
法国中部美酒故乡勃艮第地
区小镇东兹的居民眼里，5月
6日第二轮投票之后即将发生
的一切似乎早已经尘埃落定，
尽收眼底。

过去21年里，这里的1600

名居民在 4届总统选举中均
“押对了宝”——— 他们投票支
持的候选人都成功胜出，从而
使东兹小镇在著名白葡萄酒
和鹅肝酱产地之外，拥有了

“政治指向标”的美名。
英国《卫报》近日有报道

称，1981年，小镇随着候选人
密特朗在政治上“左转”，1995

年，又随着希拉克“右转”，
2007年，他们准确地跟随了萨
科齐。最意外的还是在 2002

年，让极右翼候选人玛琳·勒
庞出人意料地胜出社会党进
入第二轮，小镇当时准确地印
证了这一普通大众都没有预
计到的形势。

东兹镇长让保罗·雅克博
表示，东兹之所以能够准确反
映法国大选趋势，原因之一是
小镇能够合理地反映法国的
人口结构，而居民的想法也和
多数法国人一样。他介绍说，
小镇的产业十分多样化，不仅
盛产世界闻名的法国葡萄酒
和鹅肝酱，也有专为高端服装
品牌供货的工厂，为酒店专门
提供甜品的手工作坊。多样化
的产业带来了不同的从业人
员，从务农的农民到农场主，
从公司员工到企业老板，因此
也能反映整个法国选民的意
向。

据《中国日报》

法国总统选举

方法及流程

法国采用两轮多数全民
直接普选，即一人一票选总统

（截至2011年2月，法国登记选
民约4320万人）。第一轮得票
率超过有效票数50%的当选，
否则由第一轮得票数最高的
前两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
票，相对多数当选，总统任期5

年，可连任一次。
在第一轮投票日前一天

满18岁的法国公民可以投票。
新选民必须在2011年12月31

日之前进行选民登记，获取选
民证。本年度选举新登记的选
民约为450万。

成为正式候选人的条件
包括：1 .拥有法国国籍，包括
双重国籍；2 .已登记成为选
民；3 .年满 18岁；4 .选举权没
有被司法判决剥夺；5 .履行为
国服务法律规定的义务；6 .获
得500个民意代表的签名支持

（最重要的）。
另外，所有候选人必须向

宪法委员会提交个人资产报
告，并承诺一旦当选，在任期
结束前2个月至1个月内再次
公示财产。现总统萨科齐于3

月 24日公示了财产，总值约
270万欧元。

法国总统选举人资格没
有居住年限要求，也就是说，
一个中国留学生，只要入籍成
为法国公民，符合以上条件就
可以参选法国总统，因此每年
法国大选都有很多人声明参
加。但是，声明参加不等于可
以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关键
条件是获得500个民意代表的
签名支持。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
《青年参考》

4月22日，法国总统大选将进行第一轮投票，共有10位候选人参
加，不出意外的话，现总统萨科齐(右派)和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左派)
将进入第二轮。

本次法国大选中，外国议题的热度，德国问题自然排第一位，其次
就是中国。法国有媒体用“世界的新主人”来形容中国。因此，当候选人
谈到经济和全球化问题时，必然提及中国，观点也各不相同。大体上，
中法关系的三大敏感议题是：法中贸易、人民币汇率、人权。

现任总统萨科齐的

“和华”策略
萨科齐所属的执政党“人民运

动联盟”自1995年上台后，已连续
执政17年。这17年里，中国发生了
远超世界想象的变化，萨科齐本人
也经历了2008年的外交风波，所以
在对华政策的历史经验积累上，已
经很成熟。

虽然在法中贸易、人民币汇率
和人权三大议题上中法分歧巨大，
但萨科齐阵营的立场并不是强硬
对抗式的。他们很清楚，法国没有
足够实力迫使中国让步，相反，中
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还能帮他们解
决出口偏弱的态势。

所以，萨科齐阵营更注重与中
国的协商和沟通。除了在公开电视
辩论中批评主要对手、法国社会党
的奥朗德把法国外贸逆差归罪于
中国是错的，即使是该党的党内会
议上，也几乎没有人批评中国，反
倒有人批评说：“奥朗德从未到过
中国，怎么能当法国总统呢？”

在萨科齐阵营看来，中国是朋
友而不是敌手，法国人应当学习中
国人勤奋工作的精神，积极与中国
政府协商，通过扩大对华出口来削
减贸易逆差，同时分享中国经济快
速增长的好处。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萨科齐
也相当婉转地表达了与批评者不

同的意见，以协商而不是抨击为策
略。至于人权问题，无论公开新闻
发布会还是党内研讨会，他们似乎
把这个敏感话题从中法对话的主
要议题清单上取消了。

最大热门奥朗德的

“惧华”心态
社会党主席奥朗德是本次大

选中最大的热门。尽管他本人无论
公开还是私下场合都屡次宣称法
国需要良好的中法关系，但他在三
大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 这不
仅因为出于选举考虑，他必然与萨
科齐“和华”策略唱反调，也是延续
法国左派以价值观而不是实际利
益为主的传统，毕竟，他当选要依
靠左派选民支持。

首先，奥朗德反对中国经援欧
洲，他认为这会影响法国的主权；
其次，他把中国当作法国贸易逆差
的祸根，声称不接受不可兑换的人
民币，这已成为他总结法国经济问
题的一个重点论调。

此外他也考虑到法国影响力
有限，把解决中法经济上的分歧提
升到欧洲层面，提议欧洲应对不遵
守社保原则和环境保护的产品征
额外税，这一建议如果落实，受影
响最大的自然是中国产品。

不过，奥朗德也给自己的主张
留了余地。他声称自己不拒绝中国
产品，而是希望双方贸易平衡。

人权问题是法国左派的价值
观底线，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党的
立场将始终如一：既不回避，也不
根据形势来调整立场。奥朗德要建
立与萨科齐现行外交政策完全切
割的法国国际关系准则，这一立场
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面向所有相关
国家，但如果奥朗德当选，中法关
系短期内肯定有磨合期，尤其是在
资本市场可能给奥朗德“投反对
票”的情况下。

当然，奥本人不是顽固左派，
而是改良主义者，一旦当选，作为
总统拥有外交专属权后，他可能会
更柔性地处理中法关系。

关于中国问题的

左右之争
被称为“中国人民的知音”的

梅朗松，作为左翼连线(包括法国
共产党)公推的候选人，“人民”和

“国际主义”立场极其鲜明，在中法
关系问题上，他最能体谅“中国人
民的心声”。

梅朗松认为，中国不是法国经
济的威胁，他也不赞同用中国人民
的钱来帮助希腊人，理由是“我们
何时见过：要求更穷的人来帮助另
一个更富的穷人呢？”

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言辞，他
批驳说其太荒谬：总是有人鼓吹把
中国当作敌人，当前真实的问题不
是中国，而是美国，他们超发了万

亿美元货币却没有相应的实体经
济支撑。

与反对妖魔化中国的梅朗松
相比，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玛
琳·勒庞常在外交政策方面语出惊
人。她甚至曾建议成立“巴黎-柏林
-莫斯科”欧洲大陆轴心，来抵制美
国、伊斯兰和中国的扩张主义。她
认为，法国要重新找回维持权力均
势的天职，而这一均势的重点是在
中美之间。

除了左右两派之外，中间党派
对中国的态度非常中庸。可以说，
中间立场的“民主运动”是法国所
有政党中最理性、包容的。他们既
承认中法之间存在现实分歧，也反
对强硬对抗。他们把中法之间的矛
盾上升到欧盟和新兴国家两大集
团之间的矛盾。所以，他们的策略
是整合欧盟力量，通过协商来促使
中法贸易的平衡，而不是单靠法国
自身的力量。

根据法国现行政治架构，外交
是总统的专属权力，因此，只有最
可能当选的两大候选人(奥朗德和
萨科齐)对华战略才有实际意义，
其他候选人的意见仅供参考。

但对“民主运动”主席贝鲁和
左翼连线候选人梅朗松来说，因为
他们在第一轮投票中的得票率可
能较高，又存在入阁可能，因此，他
们对未来新政府的政策取向也有
一定影响力，他们的对华意见也值
得关注。

奥朗德 玛琳·勒庞 贝鲁 梅朗松

萨萨科科齐齐

法国大选几大看点

除了各候选人的少数忠
实粉丝外，当前法国社会可
以粗略分为三大群体：第一
个群体是适应变革的积极进
取者，大部分为精英阶层，也
有底层的觉醒者，他们对“新
世界”和“老法国”的认识是
清醒和恰当的，他们是萨科
齐改革相对坚定的支持者，
但如果改革不够快，精英层
就会“用脚投票”。

第二个群体数量最大，是
保守的孤立主义者，他们对变
化的世界既缺乏了解也没有足
够兴趣，他们是改革的有条件
的支持者。第三个群体则把自
己看成全球化危机和萨科齐
改革的受害者。

法国社会

有多分化

从每周35小时工作制到
几乎完美的社会保障，法国可
算福利国家典范，这是中国读
者向往的。但是，法国因此有

“国家奶妈”的昵称，被右派精
英视为法国衰败的元凶。鉴于
法国人非常自豪于“法国模
式”，所以各候选人都不敢触
动这个词，只是从内涵中寻求
变化。比如萨科齐就宣称要借
鉴德国，而奥朗德则在号称捍
卫模式的同时，试图以“第三
条路”的改良社会主义者形象
来吸引中间选民，只有梅朗松
等更左的候选人，还坚持巩固
原汁原味的法国模式，第一轮
选举结果，实际上会是选民对
传统法国模式的“判决”。

法国福利模式

还能走多远

虽然各候选人都把“伟
大法国”作为演讲保留曲目
来满足公众，但法国对世界
格局影响力的衰弱是必然趋
势，即使它在“阿拉伯之春”
中起了重要作用，也无法挽
回颓势。

在欧盟内部，德国也凭
借巨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
力，使得法-德轴心偏向德
国。除了在非洲这一法国传
统外交领地外，大部分候选
人更倾向于借助欧洲和北约
在全球投射力量，只是具体
策略有差别。萨科齐建议巩
固法德联盟为核心的欧洲政
策，奥朗德则持“欧洲不是由
法德领导”的立场。

法国能否恢复

过去的国际地位

传统保守主义面具掩藏
下的法国，一直涌动着“革命”
激情，从大革命到1968年5月
风暴，法国左派始终力图战斗
在人类社会公正平等的最前
线。本次大选中，绿党和左翼
阵线公开提出要建立新的法
兰西第六共和国，来实现真正
的人民当家做主，推动法国民
主“进化”，而在社会党内部，
对第六共和国的理论构建也
从未停止过。即使是右派的前
总统德斯坦也说：“如果大革
命依然在法国政坛有重要影
响，那就说明革命的目标还没
有实现。”所以，即使短期内第
六共和国未必建立，相信它最
终也会出现。

法兰西第六共和国

会被创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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