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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工会在移民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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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受到了高失业率的困扰 , 通常认为 ,法国工会将会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样支持政府
限制移民的措施 ,从而来减轻就业压力。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这一时期法国工会在对待外来移民这一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对
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政府的一系列进一步限制移民的动议和法案采取了抵制态度。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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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80、90 年代法国社会同 20 世纪 20、30 年代一
样受到了高失业率的困扰 ,从传统观点出发 ,我们通常会
认为工会将会像 20 世纪 20 ,30 年代那样再一次主张对移
民加以限制 ,从而减轻就业压力。而法国工会从自身利益
出发 ,采取现实主义态度 ,在外来移民这一问题上 ,放弃了
进一步限制移民的立场 ,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 ,并且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 ,针对法国政府进一步限制移民的动议
和法案 ,法国工会都予以了抵制。

一、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法国工会在移民问题上的
立场

通常认为 ,工会将支持限制移民的措施 ,从而来减轻
就业压力 ;当失业率高居不下时 ,工会的立场更是如此。
这一传统思维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法国
遭遇经济危机时 ,法国工会为什么会对移民持抵制态度。

20 世纪 20 年代 ,有大规模的移民潮涌入法国。据统
计 ,至 1938 年 ,法国境内外来人口数达 300 万。[ 1 ]大量外
来移民的涌入 ,补充了法国由于出生率下降及第一次世界
大战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

20 年代初法国总工会出于战后重建及经济增长的需
要 ,在一定层度上接受了政府引进移民的做法。但这种接
纳态度是有所保留的 ,即政府必须对移民进行规范和引
导 ,从而来保护法国本土工人的利益。因此 ,法国总工会
决定给予法国本土工人优先权。1923 年 ,法国总工会在
《人民之声》上指出 :“我们并不敌视外来工人 ,但我们工会
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法国本土工人的利益。”[ 2 ]外来人口的
涌入 ,导致工人的工资下降 ,这使法国总工会于 1926 年法
国劳工理事会成立后不久 ,就建议其在地方负责安置外来
移民的机构将移民安置在一些法国工人不愿从事的岗位
上 ,或将他们引入需要工作许可证的地区。当 1926 年 12

月和 1927 年 1 月 ,失业率有所增加时 ,法国总工会便开始
主张限制移民 ,而这一主张得到了法国劳工部长强有力的
回应同时 ,法国外国劳工总署将 9486 份外来移民工作申
请中的 85 %安排到至少距首都巴黎 100 公里外的地
区。[ 3 ]而法国总工会在 1927 年《人民之声》上发表了一篇
报道。在这一报道中 ,总工会改变了 20 年代初不敌视外
来移民的立场 ,转而认为外来移民干扰了法国劳动力市
场。[ 4 ]

在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中 ,法国总工会下属的一些个

体企业中的工人联盟积极主张对移民采取限制措施。旅
店工人工会及餐饮业工会就主张禁止私人业主雇佣新的
外来劳工。1932 年 ,法国政府出台保护本土工人法 ,法国
总工会对此表示支持。根据该法案 ,政府将在各经济部门
设定外来劳工的最高限额。而这一时期 ,法国政府在控制
外来移民问题上 ,表现出了较高的控制力。如 1920 年 12

月 ,由于法国政府预期 1921 年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从而
阻止外来劳动力进入法国 ,并开始驱逐非法劳工 ;此举当
年扭转外来劳工大量涌入的状况 ,从 1920 年净增长 189 ,

774 人 ,下降到 1921 年的净增 17 ,876 人。1931 年 ,世界
经济危机的影响波及到法国 ,法国政府便开始着手限制移
民的大规模涌入 ;并于次年颁布保护本土工人法 ,加大驱
逐及遣返非法劳工的力度。仅 1932 年一年 ,就有 108 ,

513 人出境 ,并且迎来了一战以来少有的移民入境负增
长。[ 5 ]

二、20 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工会在移民问题上
的态度转变

二战使欧洲遭受巨大破坏。战后 ,法国就出现了人口
危机 ,国内人口密度下降 ,国内轻壮年男性数量低于周边
国家。为此 ,法国政府于 1945 年颁布了第一个正式移民
法案 ,并从法国前殖民地和南欧大量引入外来劳工。1945

至 1965 年间 ,除 1950 年进入 5 万人外 ,进入法国的外来
移民平均每年为 40 万左右。[ 6 ]但自 1973 年爆发世界性的
“石油危机”,法国政府便逐渐改变其原有的移民政策 ,转
而限制移民的流入。从 7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末 ,除密特
朗政府外 ,各届政府都不断提高移民入境标准 ,加大驱逐
非法劳工的力度 ,确立工作许可制度 ,以进一步限制移民
数量。尽管法国社会自七十年代中后期起失业率高居不
下 ,1974 —1979 年间为 4. 52 % ; 1980 —1985 年间为 8.

32 % ;1986 —1992 年为 9. 86 % ,[ 7 ]但是与 20、30 年代经济
危机时期 ,法国工会抵制外来移民的态度相比 ,这一时期
法国工会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除继
续坚持反对以移民公司形式大规模、有组织地从外国组织
移民入境 ,反对完全开放边境外 ,基本上对外来移民采取
了较为宽容的接纳态度。1973 年 6 月 ,法国受到世界经
济危机影响 ,经济发展减缓 ,失业率大增 ,但法国工会并没
有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 ,要求给予法国本土工人
优先权。相反 ,法国工会与法国社会党一致要求给予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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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与法国本土工人以平等的权利。[ 8 ] 1986 年 9 月 9 日 ,

法国通过“巴斯克法”,规定驱逐非法移民可以由行政命令
执行 ,即不一定要通过司法程序。对此 ,法国总工会及法
国工会组织 CFDT 发表联合声明 ,反对意在进一步限制移
民的巴斯克法 ;并且于 1996 年 6 月共同参加了在巴黎举
行的意在抵制进一步抑制移民法令的大游行。1997 年 ,

两大工会组织再一次发表联合声明 ,反对内务部长德布雷
请求限制移民的动议 ,并且参加了 1997 年 2 月的游行。
从这些事实 ,我们不难看出 ,法国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
与其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一样 ,都存在较高的失业率 ,但
这一时期法国工会组织并没有大力主张限制移民 ,而是积
极反对进一步限制移民的动议及法案。究其原因 ,正是因
为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新变化 ,加之法国社会
内部由于种种原因对外来移民又存在一定的需求。因此 ,

法国工会组织采取较温和的立场 ,反对进一步限制移民的
法案 ,正是基于对这一事实的深刻认识。

三、内外因素对法国政府执行其移民法案能力的影响
(一)战后世界新变化
与 20 世纪 20、30 年代不同 ,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

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全球一体化加强 ,国际分工日趋深
入 ,世界经济政治区域化、集团化日益明显 ,这些新变化在
深度和广度上都加剧了人口跨国流动 ,对于一个国家在控
制移民问题上是一个挑战。西方学者萨斯奇亚·塞尚就认
为由于资本流动 ,全球经济转型 ,加剧了劳动力的流动 ,

“大规模的移民国际流动已经具有可能性 ,并且与经济、社
会、民族等问题相联系 ,错综复杂。⋯⋯一个国家确有权
制定有关移民的政策和法律 ,但用这些法律和政策去处理
的 ,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跨国性流动 ,如果仍然用旧思路
来处理移民问题 ,那只能是事半功倍。”[ 9 ]而马尔果·迪雷
也指出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段时期 ,包括法国公民在内 ,

平均每年进入法国境内的人数大约为 3147 亿人次。以这
种流动规模 ,法国政府即使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政策 ,也很
难加以有效实施。[ 10 ]加之 ,战后科技革命使交通费用下
降 ,入境旅游者及留学生的流动性增强 ,这给警察搜寻非
法移民增加了很高的难度 ,也给那些想长期逗留法国的人
以可乘之机。

(二)法国国内因素
首先 ,由于劳资关系、外来劳工 ,特别是非法劳工在法

国劳动力市场占有优势。法国政府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及
一系列福利体系 ,从而为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社会和经济的
支持。这些体系覆盖养老金、残疾人补助、失业保险以及
带薪休假等。对于这些福利政策资金的来源 ,法国政府规
定雇主和雇工两方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而雇主
缴纳的数量实际上相当一位工人工资的 40 %左右。[ 11 ]而
如果雇佣非法劳工 ,雇主就不必为其交纳昂贵的社会保险
费用 ,因此相对于本土工人 ,雇主更喜欢雇用外来劳工。
这样就为非法劳工长期存在于法国社会提供了土壤。

其次 ,由于低出生率及老龄化问题 ,法国实际上也需
要引入大量移民以补充劳动力市场。自 70 年代以来 ,西
欧国家人口出生率下降。1950 年至 1975 年间 ,法国人口
增长 110 万 ,而其中有 70 万是得益于外来移民。而自
1975 年以来 ,几乎所有法国的人口增长都是得益于北非
移民较高的生育率。[ 12 ] 2000 年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认
为 :今后半个世纪内 ,“如果没有移民 ,法国的退休年龄必
须推迟到 74 岁。如果只是为了简单维持与目前就业人口
和退休人口之的比例关系 ,即每 4. 1 个就业者养活 1 个 65

岁以上的退休者 ,那么 ,法国必须每年吸纳 170 万移民 ,也
就是说 ,从现在起倒 2050 年 ,共需要吸收 9370 万人。”以
上表明 ,移民在维持法国国民数量上起到了重要支撑作
用。[ 13 ]曾任法国内政部长的德布雷也不得不承认 :“对于
经济增长来说 ,外来移民是必须的。”[ 14 ]

因此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 ,法国政府虽然自 1974

年起接连制定移民法案 ,一步步对外来移民加以限制 ,但
这些法案并未像二、三十年代那样奏效。法国工会已经认
识到法国政府在控制移民问题上的能力有限 ,法案的预期
目标与实际效果存在巨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 ,如进一步
要求限制移民 ,势必造成外来移民与法国工会之间相互疏
远。在缺少组织的情况下 ,外来工人实际上却会损害工会
成员的切身利益。因此工会放弃了支持限制移民的立场 ,

采取较为温和的接纳态度。这样就使其在社会不能完全
杜绝移民的形势下 ,避免了与外来移民劳工产生敌意的不
利后果 ,从而更好地对这些移民加以组织 ,避免缺乏组织、
处于地下状态的非法劳工与法国本土工人进行不公平竞
争 ,这样才真正地维护工会与工人的现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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