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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專欄〈圖理滿文〉 

法國求變呼聲高 皆因就業一團糟 

距離法國總統大選尚有三天，市場觀望會否殺出今年第一隻黑天鵝。根據最新民

調，目前前四名候選人分別為梅朗雄（極左）、馬克龍（中左翼）、菲永（右翼）及勒龐

（極右），而各人支持率非常接近，不少法國選民都在談論可能出現極左翼候選人梅朗

雄與極右翼候選人勒龐進入第二輪對決的罕見局面。不過，無論最後誰當選，下任總統

將面對什麽社會挑戰呢？ 

 

去年法國已經歷至少七次大規模罷工及示威，可見國民對勞工及就業方面極為不

滿。適逢今年法國大選，民眾自然寄望能藉此機會徹底改革。從【圖一】可見，雖然歐

盟整體失業率目前已經回到金融海嘯前的水平，不過法國失業率卻一直上升，近年更高

於歐盟區平均水平，與德國呈強烈反比。更令民眾焦慮的是目前法國二十五歲以下勞動

人口失業率高達 25%，這會為政府帶來很大壓力，亦為經濟帶來很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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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右派共和黨候選人菲永提出放寬每週三十五工時作來刺激勞動力，以促進中小

企發展並帶動就業增長。但有用嗎？首先從【圖二】可見，法國生產力按年增長在金融

海嘯前一直靠穩，雖然在金融海嘯後約一年已經重拾穩勢，但維持疲弱。因此，在生產

力無大改善下加長工時來刺激勞動力無濟於事。另外，【圖二】顯示工資按年增長在金

融海嘯後維持低水平，與金融海嘯前的平均增長差一半。工資增長無起色，間接影響民

眾消費力，而企業經營沒改善下也難增加就業機會。 

 

更有趣的是，法國是世界上節日及假日最多的國家之一，帶薪長假、法定假期再加

上其他節日等等，法國人每年大約有一百五十天不用工作。站在企業層面來看，員工有

將近半年的時間不用工作但還須支付薪水，企業當然不願承受高成本而開創更多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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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站在勞工立場來看又如何？【圖三】顯示經合各國單身勞工平均工資稅額佔

僱主所付的勞工成本比例，可見法國工人的稅務負擔是經合中偏高之一，接近平均人工

五成。由此可見，對就業人口來說可用收入大減，沒有真正動力去投入工作，而對失業

人口來說，救濟金水平偏高使勞動人口覺得失業沒大不了，自然不利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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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看，若能把法國年輕失業人士帶進就業市場，才可有效改善勞工市場前景。

然而，那麼多的法國大選候選人中，只有馬克龍提出要通過改革失業保險制度、加強持

續教育及設立一個一百億歐元的工業及創新基金等較為有效的方案。相信下一任總統當

下首要解決的，是為年輕失業人口增強就業培訓，對失業人口進行針對性及專業化的就

業培訓，提高整體求職勞工的職業技能才能增加就業機會。 

 

袁沛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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