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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出现第三世界化的迹象
——访法观察记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王 文

　　8 月 29 日 - 9 月 3 日，笔者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法国法中基金邀请，作为

首届中法青年领袖项目的唯一一位两国高校代表，访问了巴黎、波尔多两地，其

间参观考察了葡萄酒庄园、激光技术、冷冻厂、与著名环保影片导演会见等，还

先后拜访了法国参议院、外交部和总统府，受到了法国总统奥朗德、法国外长、

前总理法比尤斯、法国前总理、参议员拉法兰的接见，还当面向奥朗德问了叙利

亚等敏感问题，并得到了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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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此项目是为了落实 2013 年初奥朗德总统访华时提出加强法中两国下

一代交流而创办的，规格之高，布置之独具匠新显而易见。正因为此，笔者有

必要从亲眼观察的角度谈谈一些个人感受。当然这些观察是初浅的，仅能学术

研究参考。

中国发展势头令法国折服

　　

　　中国 GDP 超过法国至少有 6 年了，但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法国仍在许

多领域比中国先进。中国不应谈“已全面超越法国”，那既不符合中国“三人行，

必有我师”的谦逊文化传统，也不符合未来国家发展的真实需求。然而，从本

次项目的许多活动细节看，中国对法国却呈现了压倒之势。

　　第一，中方代表对热点问题的认知程度，要远远高于法方代表。本次项目

两国各有 17 名代表，都是两国政府、教育、艺术、文化、法律、企业等各个

领域的佼佼者。为了更高效地进行交流，主办方两次安排分组讨论，分别就“中

法两国眼中的对方优缺点、本国优缺点及对本国的期待”、“如何看待环境污

染的原因与解决手段”等两个问题，先进行本国内部的集体讨论，然后再派代

表向两国总结性阐述本国的集体结论。结果显示，双方公认，中方谈到的要点

都比法方多，中方的思考深度也远高于法方，尤其是环保一题，中方从后殖民

主义的发展困境、工业转移、技术难题、法律、教育、文化传统等至少 20 个

方面谈及环境恶化的原因与解决手段，以至于法方代表全体鼓掌表示惊叹，然

后羞答答地拿出仅有三四个要点的集体讨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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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多年来发展的复杂度、中国精英特有的勤奋好学、对

发达世界的渴求、对中西方交往存在不平等甚至压迫的深切感受等诸多原因，

中国各领域精英的交往能力、认知水平、知识底蕴已经站在国际前沿。至少在

这次双方的认知 PK 上，中国人完全可以自信地承认这一点。

　　第二，法国对中国的需求，远远高于中国对法国的需求。虽然大多中方代

表都有国际背景与“走出去”的事业发展需求，由于法国的市场不大，法方代

表更热衷于与中方代表交流，充分折射了中国市场的魅力。一位法方代表在葡

萄庄园公开呼吁，希望中国朋友能多来法国，帮助法国经济复苏。总统奥朗德

在会见两国代表时更是坦言：“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恐惧，我却认为，中

国发展是法国的希望。”当问及能否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时，奥朗德笑答，

目前法国反而更想听到中国对法国的建议。

　　由此可见，市场红利已成为中国的巨大优势。如何利用好市场红利，既是

决定中国国内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课题，也是提升中国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

国家外交博弈能力的核心手段。种种事实表明，中国已是国际合作的甲方。

　　第三，法国对中国发展势头的看好，远超过中国人的想象。此次项目法国

总统、两位前总理亲自接见中方代表，充分显示了法方对中国下一代的高度重

视。奥朗德总统当着两国代表的面坦言：“我非常羡慕中国能够做出 10 年经

济总量再翻一番的承诺，在法国，下一季度如果有 0.1% 的增长率就已经不错了。”

他提醒中方代表，目前欧洲经济已出现复苏迹象，法国已达到了 2007 年的水平，

已经走出了欧元危机。“中国需要一个增长的欧洲、技术的欧洲以及有信心的

欧洲。成功的法国，与成功的中国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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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与其把法国总统的坦言视为是一种“捧杀”，不如将之视为外

界对中国未来的真实表达。近年来，中国国内舆论对本国未来大多持担忧态度，

这虽然有出于社会批判意识的考量，但多少有过于悲观的成分。至少法国的艳

羡说明，中国人对未来既要有足够的危机感，也要有充分的信心。

　　

法国在哪里出现第三世界化的迹象

　　

　　此次项目难得可贵之处在于把两国精英“关”在一个郊外城堡酒店，并“强

制性”地通过一对一谈话的方式，推动两国青年精英的交流。在最后半天的自

由活动时间，笔者没有选择购物或游览，而是步行数小时穿梭于巴黎市中心的

各个街区，与不少路人交谈，对法国的观察与了解显得较为充分，尤其是对法

国出现第三世界化的迹象印象深刻。所谓“一叶知秋”，法国的第三世界化迹

象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从城市治理看，法国的治安与卫生状况令人堪忧。在一家塞纳河畔小店聊

天，店主非常热心地提醒笔者，斜跨包千万别背在腰后，否则很容易被街上小

偷盯上，在背后划一道口偷去东西。这种提醒多少让人想起在一些中国二三线

城市火车站前的场景。据说，巴黎近郊的治安状况比市中心更糟糕。在巴黎街头，

到处可以看到烟民们熟视无睹地站在街角吞云吐雾，烟头随处可见。在巴黎最

繁华的香榭丽舍大街，笔者竟没有找到一个垃圾桶，一些电话亭旁堆积满了饮

料瓶、废纸等垃圾。在波尔多高铁站，铁轨里的烟头与上世纪末中国某些三线

城镇的铁轨很相似，垃圾箱早已溢出。烟头、垃圾虽小，折射的却是城市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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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颓唐，以及城市环卫工人的缺失。

　　从城市人群看，移民正渐渐把法国从第二世界拉向第三世界。在香榭丽舍

大街，常能看见披黑纱的穆斯林女性。目前法国穆斯林已达 8%，据估计很快

将超过 10%，在巴黎及西欧许多大城市，这个比例会更高。早有欧洲学者惊呼，

在这样下去，欧罗巴 (Europe) 尽早变成“欧斯林”(Euslim) 或“穆罗巴 (Murope)”。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巴黎经常能看到来自中东欧、中东移民在摆地摊，以卖水

的居多，嘴里喊着“一欧一瓶”。再这样下去，巴黎式“城管”将呼之欲出。

笔者还看到不少三轮车夫在揽活，拉一两公里约 5 欧元。笔者试坐，车夫说，

他来自匈牙利，25 岁，刚从巴黎某大学硕士毕业，每月能赚 1500 欧，除去住

宿与伙食，能攒 400-500 欧左右。他非常向往中国，希望能够到中国“打工”。

　　从城市商业看，法国美誉度与公信力显得华而不实。从凯旋门向东南西北

延绵数公里，各类名牌的奢侈品店犹如星罗密布，奢侈品的导购员个个帅气靓

丽，但工资普遍不高，甚至月薪还买不了一件奢侈品。导购员的“表里不一”

典型地透露了巴黎破落贵族化的悲哀，以及未来城市崩盘的最终风险可能性。

要知道，奢侈品的价格大大高于实际价值，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的时尚文化，

而后者带有相当虚幻性。如同股票的市盈率，估值与社会预期紧密相关。设想

一下，法国经济的长年萧条势必会引起社会自信心的下挫以及国际美誉度的下

降，此时奢侈品的价格必然会随之下跌。那时以奢侈品为重要支柱的巴黎经济

恐怕有全面崩盘的危险。

　　巴黎的各类消极迹象多少令人唏嘘这个 18、19 世纪的世界之都。这也再

次时刻中国人诸多古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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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焉”的道理。国家兴衰有时命悬于倾刻间，有时则如温水煮青蛙，坠落于无

形无声中。

中国还能向法国学什么？

　　

　　法国曾是世界霸主，是近代政治文明的发源地。对于中国人来说，法国还

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无论从哪个方面，中国都应

当向法国表示尊重，也应当时刻抱有学习的姿态。笔者认为，法国可供中国借

鉴与效仿之处仍有许多。

　　一是城市规划。巴黎市中心的历史蕴味仍让人留恋忘返，虽然许多建筑是

二战后重建的，但城市规划的底子却起源于 19 世纪初。200 年前法国城市规划

者们的超前意识，是目前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规划者们需要学习的。

　　二是英雄情结。凯旋门的高耸让人怀念当年拿破仑帝国的雄壮，门下十多

米宽的三色国旗很容易唤起高卢雄鸡的民族自豪感，长眠火让许多人驻足拍照。

法国人对历史英雄的崇拜，与对国家颠峰时刻的怀念，是目前在微博中常出现

造谣污陷历史英雄的中国网民需要时刻学习的。

　　三是人文素质。在巴黎街头，笔者目睹一起车辆挂蹭事件，双方司机相互

拍肩道歉，数十秒钟后街道恢复原先的熙熙攘攘。车让人，是法国市民素质的

最高体现，也是欧美文明素质强于中国的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