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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

法国总理瓦尔
斯 5月 10日下午
在国民议会宣布，
决定动用宪法第49
条第3款，不经议
员讨论和表决，强
行通过劳动法修改草案。那
么，法国劳动法为何要修改？
争议的焦点在哪里？为何有那
么多人反对修改劳动法？本报
编辑特请专家做详细解读。

法国政府为何强推劳动法修改草案

问! 法国政府为何

要修改劳动法"

答!今年年初!奥朗

德在给法国经济工商界

拜年时提到 "面对经济

形势的不确定和持久的

失业! 有必要宣布一种

#经济和社会的紧急状

态$%&说起法国的"紧急

状态%!让人不免想起去

年 !!月巴黎恐袭后!奥

朗德宣布法国进入"紧

急状态%& 不过! 那个

"紧急状态% 是专门术

语!有法律依据!可以

允许军警部门采取一

些平常无法采取的措

施& "经济和社会紧急

状态% 则不是专门术

语!更多是有博人眼球

之嫌& 不过奥朗德所面

临的现实问题却不容

回避!即法国需要降低

失业率& 鉴于降低失业

率最大的掣肘就是法

国现行的劳动法!今年

年初以来!法国政府加

速改革劳动法的脚步&

此举于奥朗德'于法国

而言都至关重要&

首先!奥朗德任期仅剩一年!需要抓

紧机会作出政绩为竞选连任做准备& "#!$

年总统大选日益临近!而奥朗德竞选连任

环境未见改善!支持率跌破 !#%!堪称法

兰西第五共和国以来最不受待见的总统(

巴黎恐袭以来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及巴黎

气候峰会的成功举办并未给他加分多少&

奥朗德意识到只有改善经济环境!提升就

业率!才能增加连任筹码& 他声称"如果失

业率不下降就不参加竞选%)))其背水一

战'破釜沉舟的态度可见一斑& 他明白!实

施改革不能保证连任!但若无作为!则保

证不能连任&

其次!法国社会危机叠加!客观上有改

革需求&全球化时代!欧洲受到美国次贷危

机的外溢效应!始终没有真正走出危机&欧

洲统计局 "#!&年 '月的一份统计数据表

明!自 "#!"年至 "#!&年 (月!欧盟 "' 个

国家失业率整体从 !#)&%下降到 *)(+!而

同一时期!法国的失业率从 *,'%继续攀升

至 !#,"%& 自 "#!"年奥朗德总统任期开始

后!法国失业率连续 --个月上升!相继有

(&,'$万法国人失业& 在所有失业人口中!

"&岁以下的年轻人已达到 '!万人& 由此

可见!法国受国家债务沉重'劳工与社保体

制陈旧' 面对经济全球化反应不力等因素

影响!多重危机产生了叠加效果!令失业率

大幅增长!居民消费下降!法国政府认识到

必须戳到"痛点%!作出变革&

再次! 欧洲邻国改革劳工制度形成示

范效应& 德'意等国进行劳工制度改革!失

业率得以下降&在这一大背景下!法国的劳

动法改革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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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问! 修改劳动法争议反映了法国哪些方

面的问题"

答!第一'福利国家的悖论& "二战%后逐

步形成并在欧洲盛行的"高工资'高福利%的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曾一度有助于欧洲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法国也不例外& 可是!当

前这种模式愈来愈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首

先!它削弱了法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其在

全球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小& 此外!法国的个

人所得税之高!使得员工缺乏工作积极性!降

低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企业成本!使法国在

国际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高福

利政策加上人口老龄化使法国入不敷出& 要

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削

减福利!裁减员工!这必然会触及公众的切身

利益.从而引发社会动荡& 再者!在法国!由于

社会民主思潮与工人运动崛起! 加上多党制

加剧的政党竞争! 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抬

高& 今天!法国的社会福利已经超过劳动生产

力所创造的价值& 这一方面形成债务危机!同

时造就了约占人口 !#+的懒汉! 加上移民冲

突与极右势力的崛起!法国陷入"谁改革福利

制度谁下台. 不改革又克服不了债务危机%的

两难境地&

第二!法国特色的劳工制度& 法国劳动法

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中对雇员保护最完善!

对企业最苛刻的法律! 使企业雇用容易解雇

难!直接导致目前危机下的就业困难!同时严

重影响了法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外国投资者的

投资意愿& 除劳动法外!法国还有一系列行业

规定! 极大限制了企业的灵活性与降低劳动

成本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的劳动法是

在法国经济的黄金时期制定的! 当时新兴经

济体还没有崛起! 法国企业受到的国际竞争

并不大! 而当时的政府希望通过限制企业的

方式给予民众更多经济红利以吸引选票& 在

连续 /#年的政府财政赤字背景下!经济疲弱

不振! 法国是否有必要固守原有的劳工制度

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平等与平均主义的混淆& !$'*年的

法国大革命后! 社会平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

生根发芽!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法国逐渐建

立起"均贫富%的高福利制度& 值得肯定的是!

它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 并为弱

势群体撑起了一把强大的保护伞& 然而与此

同时!这一制度对"平均%的过分强调!却对法

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

工时短'待遇高导致产品成本居高不下!僵化

的用工制度令企业失去竞争力! 并导致很多

大型跨国企业纷纷将工厂外迁! 由此引发的

后果就是失业率居高不下! 政府又要多征税

来发放失业救济! 但高税收会加剧企业的生

存压力!于是越发不敢雇佣工人&

福利国家难适应形势变化
过度保护雇员削弱竞争力"

! ! ! !问! 总理为何要强行通过劳动法修

改草案"

答! 法国宪法第 /*条第 -款规定!

总理可在一项法案难以在议会正常通过

时强行通过该法案&国民议会可在 "/小

时之内就此事对政府进行不信任投票&

如果议会多数票通过投票!则总理辞职'

政府随之解体( 如未获多数票则法案被

视作通过!送达参议院&

由于面临民众不断示威的压力!以

及左翼执政党内不少议员反对该法案准

备投反对票! 瓦尔斯政府不得不使用法

国宪法第 /*条第 -款强行通过劳动法

改革&他这么做是一种冒险!因为堵上了

政府的前程(但同时也是有底气的!基于

两方面考虑& 其一!他基于"即便是反对

劳动法改革的左翼议员也不愿看到自己

一派的政府被推翻%的判断(其二!在法

国历史上利用宪法第 /*条第 -款成功

"闯关%的改革比比皆是&不久前!内容上

和劳动法修改草案一脉相承的马克隆法

案利用该条款通过无疑给瓦尔斯打了一

针强心剂&

瓦尔斯为何要强推+第一!对社会党

政策的"拨乱反正%& 上世纪 '#年代!执

政的社会党实施了全面国有化政策!先

后发明了"&周带薪假期%'"-&小时工作

制%等概念!社会改革朝着"更少劳动时

间!更好生活水平%方向发展!即"少劳多

得%的社会观念&该观念导致了目前法国

经济的窘境!并成为改革的掣肘& 第二!

对政治权力威信下降的强势补救& 法国

政治家为了竞选而树立的政治形象!因

没有兑现竞选诺言而在百姓看来成了一

种形象政治! 这直接滋长了民众对政治

家的不信任感& 而这种带有"偏见%的主

观认知往往会对政府"带有善意%的政策

进行错误解读!并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比如!"##( 年时任总理德维尔潘推行

"首次雇佣合同%!即鼓励企业主雇佣 "(

岁以下的青年人! 在试用期之后可以决

定转正或辞退& 该政策旨在打消雇主用

工疑虑!增强市场活性!从而客观上提升

青年人员的就业率!却被解读为"未保障

青年人利益%而被否决&瓦尔斯政府强推

该法案其实是 "押上了政府的责任%!借

劳动法重新树立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信

和地位!可谓一石二鸟&

瓦尔斯总理冒险强推法案
欲重新树立政府威信地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宋卿

问!法国劳动法修改争议过程#焦点在哪

里"

答!劳动法改革草案几经修改!一波三

折!到底"新%在何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强化雇主解聘权和减薪权&新规

定允许企业着手经济解聘& 所谓经济解聘!

即企业在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可解雇手

下职工& 经济效益不佳的概念包括订单减

少'营业额连续几个季度降低'财政收入减

少等不利于企业运转的情况发生& 其中!公

司规模不同!经济解雇标准也有所区分& 少

于 !!名雇员的小公司! 只要一个季度营业

额下降!就可实行经济解雇(雇员人数在 !!

人到 /*人的公司! 连续两个季度营业额下

降! 有权实行经济解雇( 雇员人数在 &# 到

"**人的公司!连续三个季度营业额下降!有

权实行经济解雇( 如果一个公司雇员超过

-##人!四个季度营业连续下跌!才能以经济

理由解雇员工& 不仅如此!企业还可以依据

增强竞争力或跟进技术革新的理由!让职工

改变工种& 如果职工拒绝老板提议!有被辞

退的风险&第二!可延长工时&诚然!每周 -&

小时法定工作时间不变!但企业可与当地工

会协商增加或减少工作时间!每周工作时间

最多不超过 /(小时& 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

工时延长&第三!"劳资法庭%经济补偿封顶&

在法国!由于劳动法保障劳工利益!雇主随

便解雇职工得付出经济代价!特别是解雇老

职工& 员工被解雇后!可以聘请律师把雇主

告上"劳资法庭%&劳资法庭的判例很多考虑

职工的利益!因此经常会出现雇主因为支付

不起沉重罚金而关门的情况&新的法律草案

规定! 职工一旦在劳资法庭上胜诉的话!按

照员工在企业的年限计算经济赔偿!"# 年

以上的职工获得的经济赔偿最多不得超过

!& 个月& 这项封顶措施可能会引发雇主对

老职工的解聘潮!同时给与新人更多的就业

机会&简而言之!该修改案为雇主松绑!打消

其用工疑虑!赋予其更多用工自主权& 在法

国! 中小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力的核心力量!

现行劳动法所造成的现状是*由于雇员利益

得到保护!中小企业主不能解雇!自然也不

敢聘用!导致失业率高企& 法国政府的解决

逻辑是*通过为企业松绑!使其有灵活性政

策垫底!方便企业盘活资源'优胜劣汰!客观

上给与所有工人更多机会和更大空间&

这项改革本应是"死海%中的一泉活水!

为法国社会带来希望!进展却磕磕绊绊& 劳动

法改革草案自 "月提出以来! 经历了近两个

月的角力! 于 !月 "日进入法国国民议会审

议!本来预计 !月 !$日进行表决& 但是!总理

瓦尔斯知道阻力巨大!于 &月 !#日援用宪法

第 /*条第 -款!绕过议会的投票!强行通过

备受争议的劳动法草案& 右翼随即提出政府

不信任案!试图弹劾政府!但议会 & 月 !" 日

投票没有通过政府不信任案& 至此!劳动法草

案通过!送达参议院&

政府为企业松绑提振经济
劳动法几经修改强行通过#

问!为何左派!右派甚至中间派

都有很多人反对修改这个草案"

答!在当下法国政党制度中!左右

政见主张趋于模糊&首先!法国社会在

大变革之后!左右对峙进入新阶段&社

会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形过渡!中

产阶级占多数! 传统的阶级对抗从而

不再存在&其次!现代民主国家进行选

举政治!拉拢选民是第一要务&为了能

够拉到尽可能多的选票! 左右党派政

治主张呈"中庸化%发展!即左翼资产

阶级化! 右翼不再否认国家在社会保

护方面的作用&这种左翼不左!右翼不

右的情况使得民众在大选中时常分不

清哪个主张是哪个党派提出的! 混淆

视听的同时可以争取更多选票&再者!

执政党为了减少在野党的掣肘及攻

击! 往往会招纳吸收在野党人物进入

内阁!补充新鲜血液!弥合党派分歧!

进而争取民心&比如!在本届瓦尔斯政

府内不乏"右派%色彩人物)))经济部

长马克隆& 拥有大银行家背景的他进

入社会党内阁!提出了马克隆法案!成

为了社会党实行改革的中坚力量&

不过!随着左派不左!右派不右!

同一政党内部也会有分歧&政治主张

中庸化一方面可以"脚踏两条船%!博

得两翼政党的垂青和支持! 但也可能造成两边人士都

不买账的情况!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如今左中右派

都有人反对修改该草案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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