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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国在历史上曾经是赫赫一时的世界强国，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拿破仑远征欧

洲大陆，法国殖民地曾一度遍布亚非拉三大洲，众多闻名世界的大文豪、思想家和经典艺术

作品，这些都是法兰西强大的见证。然而 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以后，随着德国的崛起，美

国的强大，法国的强国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然而法国人却一直执着地追求在国际社会上的

大国地位。1958年，戴高乐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当选第一任总统，他执政后的所有政

策都有一个基准：全力追求实现法兰西的民族独立和大国地位。戴高乐为推行独立自主政

策，不畏强权，奋力抗争，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戴高乐主义。这种思想和精神一直影

响着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任总统，戴高乐之后，从 1969 年至今，经历了五位总统：

蓬皮杜（戴高乐派，1969－1974），吉斯卡尔·德斯坦（独立共和党人，准戴高乐派，

1974－1981），密特朗（社会党人，“反”戴高乐派，1981－1995），希拉克（戴高乐派，

1995－2007），萨科奇（人民运动联盟，2007－至今）。他们都以各自不同方式和风格

顽强地追求着共同的目标：维护法兰西的强大和民族独立，追求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重要作用。不论他们党派如何，风格如何，他们在法国政坛上都执行了一条没有戴高

乐的戴高乐主义路线。

一、戴高乐主义的产生及其对欧洲的影响

二战后，美苏霸权的世界两极格局形成，作为其中一极的美国意图把欧洲置于自己的保

护和控制之下，然而，尤其戴高乐上任以来，法国强烈追求民族独立，这自然引发了双方的

矛盾。为了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干涉，1954年 10月 23日，布鲁塞尔条约组织2五国与联邦德

国和意大利在巴黎签署《巴黎协定》，对《布鲁塞尔条约》进行了修改，决定将布鲁塞尔条

约组织改为西欧联盟。1955年 5月 6日《巴黎协定》生效，西欧联盟3正式成立。联盟的宗

旨是促进欧洲的团结和推动欧洲统一的进程。

事实上，戴高乐不是仅仅想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确立法

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法国希望通过实现法德联合，推动欧洲发展，从而加强自身在欧洲

的地位，找回昔日大国的尊严。戴高乐的核心思想有两个基本点：法国应该是具有世界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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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大国；法国外交的独立自主神圣不可侵犯，这已发展成具有法国特色的戴高乐主义。戴

高乐为了抗衡美国对西欧的控制，提出了建设“各国的欧洲”和“欧洲人的欧洲”1的设想。“各

国的欧洲”针对的是“超国家的欧洲”。戴高乐主张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把欧洲组织起来，反对

建立超国家的欧洲统一机构。“欧洲人的欧洲”则是针对美国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而说的。就

其内容而言，“欧洲人的欧洲”与“各国的欧洲”相互关联。戴高乐认为只有“各国的欧洲”才可

能成为“欧洲人的欧洲”，而超国家的欧洲只能依附于美国。在 1962年 5月 15日举行的记者

招待会上，戴高乐公开指责超国家欧洲的拥护者是在替美国办事。他理想中的欧洲是独立于

美苏的“第三种力量”。

1．以法德轴心为发动机，推动建立两极格局中的第三种力量

二战胜利之初，戴高乐的战略目标是肢解德国。但美苏争霸期间，美国为了遏制苏联，

奉行扶植德国的政策，1949年 5月 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戴高乐肢解德国的计划

落空了。面对美苏霸权的战略新形势，为了确保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戴高乐认为必须达成

西欧联合，而西欧联合的前提就是实现法德和解，因此戴高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对德政策。

1949年 9月 25日，戴高乐在波尔多发表演说，宣称“将来会不会有一个欧洲，就要看在高

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会不会直接达成一个协议”。

1958年 9 月，戴高乐和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举行了会晤，期间双方言归于好，同

意加强法德友好合作。为了遏制德国，戴高乐提出三个条件：1）西德必须接受现存边界的

政治事实；2）永远不得拥有核武器；3）不能急于实现国家统一。同时戴高乐为了显示诚意，

明确表示法国将严格遵守《罗马条约》2的规定。会谈中，两国元首决定两国在各个领域建

立合作关系，双方表示两国应进行“经常对话”，在国际问题上“保持非常紧密的、经常性

的和持久的接触”3。这次会晤揭开了法德关系新的一页，两国开始了一段甜蜜的“联姻”

关系。1963年 1月 23日，在法国爱丽舍隆重签署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规定，“两

国政府就所有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首先是共同关心的问题，采取任何决定前将进行磋商，

以便尽可能采取相似的立场。”条约规定：防务问题上“两国有关当局将努力使它们的理论

相互接近，以便取得共同的认识。”为了加强沟通和促进了解，条约规定两国元首政府首脑

“原则上至少每年会晤两次”，两国外长“至少每季度”会晤一次，“在防务、教育和青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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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两国负责当局也应进行定期会晤”1。

虽然法德之间的分歧、矛盾依然存在，但两国经常在重大问题上以一个声音说话。无论

如何，戴高乐的对德政策是非常成功的，缓和了法德之间的历史恩怨，并建立了所谓的“法

德轴心”。从此以后，法德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法德轴心发展成为某种“联盟中的联盟”。

实际上，戴高乐的设想是建立以法德为核心、以法国为领导、排除美英影响的“欧洲人的欧

洲”，其根本目的是恢复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大国地位。这一设想的实质是把法国争取独

立自主的行动扩大到整个西欧，运用西欧联合的力量抵制美国的控制，从而增强法国自身的

独立自主性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连续两次否决英国的入盟申请，维护欧共体利益

戴高乐建设“欧洲人的欧洲”的思想体现在是否接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问题上。由

于英国的政策是依靠英美特殊关系充当欧洲的领袖，所以英国迟迟不愿加入欧共体。为

了抗衡欧共体，1960 年 1 月，英国与瑞典、瑞士、丹麦、奥地利、挪威、葡萄牙联合组

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但是，由于欧共体国家的经济相对较发达，人口也多一倍，所以

欧共体的出口额和内部市场远大于上述七国。为了挽回颓势，英国认识到不能再游离于

欧共体之外，1961 年 8 月 2 日，麦克米伦政府向欧共体正式提出入盟申请。

1962 年 6 月和 12 月，麦克米伦两度会晤戴高乐，表示英国决定向大陆靠拢。戴高

乐把英国看作是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力图把它挡在欧共体的大门之外，戴高乐提出了一

系列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到英国的切身利益；第二个问题涉及英美的特殊关系；第三

个问题涉及到是英国的传统国家战略，戴高乐引用了二战期间丘吉尔的一句话：当我必

须在欧洲和大海之间做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大海的。所有这些问题都让英国难以答复。

另外，英国在核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更加促使法国反对英国入盟。1962 年 12 月 21 日，即

戴高乐与麦克米伦会晤后不久，英国与美国达成建立多边核力量的拿骚协议2，在戴高

乐看来，这个协议是专门对付法国核计划的。1963 年 1 月 14 日，戴高乐拒绝英美达成

的多边核力量协议，同时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请求，英国第一次入盟申请在法国的强

烈反对下失败。1967 年 5 月 2 日，英国再度向欧共体提出入盟申请。但由于法国的反对，

这次申请根本没有列入同年 12 月举行的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会议议程。

戴高乐连续两次否决英国入盟申请，这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1962 年 7 月，肯尼迪

在费城发表了名为“宏伟计划”的施政演说，这一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设一个扩大

了的大西洋共同体。按照美国的设想，新大西洋共同体的特征是，经济上是横跨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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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自由贸易区，军事上由美国操控的独立核力量，政治上美欧间的“大西洋伙伴关系”，

实际上是让欧洲屈从于美国。美国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一步是让英国加入欧共体。法国

于 1963 年和 1967 年，先后两次拒绝英国向欧共体提出的入盟申请，有效地保护了欧洲

一体化，这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也打击了肯尼迪企图操纵欧洲的霸权计划。

3．蓬皮杜立场变化，欧共体扩容

联邦德国经济实力的加强，影响到法国在西欧的地位。1968 年爆发的“五月风暴”

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极大地削弱了法国的经济实力。在连续不断的

货币危机冲击下，法德两国的经济差距拉大，德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协调欧洲国

家事务中，往往不听从法国的意见，自由行事，蓬皮杜感到联邦德国的经济威胁，法国

在欧洲的大国地位面临挑战。

1959 年，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使法国不安。联邦德国推行东方政策，完全独立行事，

不征求盟国的意见，甚至不在“法德条约”的范围内同法国通气、磋商。东方政策承认

东德，承认奥得-尼斯河线以及东欧战后边界，这正是苏联、东欧渴望已久的东西。东

方政策势必导致联邦德国同苏联、东欧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反过来进一步加强联邦

德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欧洲的政治地位，蓬皮杜担心法国由此地位下降。

在蓬皮杜执政后期，法美、欧美矛盾上升，联邦德国在诸如石油危机、西欧防务等

重大问题上，在法美之间往往选择美国，而不是站在法国一边。然而对法国来说幸运的

是，美国对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也心存疑虑。在这样的国际情形下，蓬皮杜觉得联邦德

国在共同体内的影响太大了，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保持势力均衡。

接纳英国加入欧共体，以抑制德国在共同体的势力。为了防止德国的影响进一步扩

大，也为了实践外交事务中执行开放性政策的诺言，从而达到维护法国在共同体中大国

地位，蓬皮杜总统一反前任戴高乐坚决拒绝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立场，同意吸收英国

等国家参加欧洲建设。但是在法国看来，英国是美国的马前卒，如果英国加入的话，会

不会使共同体大西洋化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法国提出“深化”共同体，并且要求英国

全盘接受《罗马条约》的规定。所谓“深化”共同体是指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及加

强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合作。而且法国确认 10 年内分三个阶段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1971

年 2 月，共同体部长理事会通过了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最后方案，这样法德首脑的协议很

快打开了僵局。

从此，法、英、德三角替代了法德轴心。对法国来说，接纳英国加入共同体可谓一

石多鸟：结束了英法之间的长期争吵；结束了法国国内长期以来围绕联邦和邦联产生的

争论；提升了法国在西欧和西方国家中的威信，使法国成为西欧国家的“代言人”和“政

治统领”。



4．德斯坦巩固法德关系，推动欧洲联合

1974 年德斯坦当选总统，他虽不是戴高乐派，但他的政治命运却同戴高乐派紧密联

系在一起。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国际格局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在如何恢复法国的大

国地位、使法国发挥世界大国作用的问题上，法国历届国家领导人和政界精英们有一个

共识：建设一个强大的欧洲，法国要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他们认识到，法国以及欧洲任

何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因此，必须加快欧洲建设，把欧洲

推向一个更高层次的联合。在当时的共同体九国中，英国力量相对薄弱，经济、军事实

力都落在法国后面，而且对共同体并不完全靠拢；意大利经济孱弱，而且国内政局不稳。

唯有法德两国既有推动西欧联合的意愿，又有相应的资本，构成共同体的两大支柱。因

此要加强欧洲建设首先必须加强法德两国的合作，重新启动这部发动机。

法德双方都重视两国在欧共体中的轴心作用。法德双方各有长短：法国具有优越的政治

地位，联邦德国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两国联手，各取所需，彼此之间的分歧、矛盾减少，

从而推动欧共体发动机充分发挥了作用。德斯坦在任期间，在法国的推动下，法德两国的

密切配合下，欧洲建设明显加快，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建立“欧洲理事会”1，

这是在政府首脑层面创建的共同体统管全局的最高政治机构，由欧共体成员国家元首担

任；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在司法与行政范围的合作，它是欧

洲联盟的一个领导机构。2）建立欧洲货币体系2。1979 年 3 月，在德斯坦和德国总理的

倡议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 8 个成员国3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将各国货币的汇率与

对方固定，共同对美元浮动，这使欧共体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区，为后来成功地建

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奠定了基础；3）推动欧洲通过普选产生欧洲议会。欧洲议会成立

于 1958年，其前身是欧洲煤钢共同体议会，由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

卢森堡６个西欧国家的议员组成，1962年正式改称现名。欧洲议会是欧盟三大机构（欧盟

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之一，为欧盟的立法、监督和咨询机构，其地位和作用以

及参与决策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欧洲议会的议员成立之初由各成员国议会指派，但是在德

斯坦的推动下，从 1979年 6月起，改由欧共体成员国直接选举产生。

5．密特朗大力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

二战结束后，密特朗一直是戴高乐的政敌。1981 年竞选总统时他曾宣称，将以法国式

社会主义取代戴高乐主义。但在执政以后，密特朗又公开说自己“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政策”。

事实也是如此。执政 14年，虽然时时不忘法国式社会主义，但终究没有脱离戴高乐主义的

1
把从60年代开始的非正式的不定期举行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制度化和定期化。即从1975年起，

每年举行三次，并定名为欧洲理事会，又称欧洲首脑会议或欧洲高峰会议。
2
在欧洲货币体系成立后的 10 年内，它的内部固定汇率不断在调整，使它的汇率体制得以生存。1989

年 6 月，西班牙宣布加入欧洲货币体系，1990 年 10 月，英国也宣布加入，使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员国

扩大到 10 个。
3
8 个成员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爱尔兰、卢森堡和荷兰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30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230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1489.htm


轨道。他是著名的“欧洲主义者”，他有一句名言：“法国是我的祖国，欧洲是我们的未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世界 80年代以后，法国和西欧在政治、经济、科技和防务等各方面，面临着严重的

挑战。世界开始进入综合实力较量的时代，国际格局也随之向多极化深入发展。法国必须全

面推进欧洲建设，力争西欧在将来的多极化世界中，成为强大的一极，而法国在这个群体中

居主导地位。

推动欧洲防务联合。20世纪 8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边搞军备竞赛，一边搞空控

谈判，把西欧排斥在外。西欧国家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寻找能够有效维护自身安全的

道路。密特朗十分清楚，法德要作为推动西欧联合的发动机，而防务联合是西欧联合事业中

最困难的领域。法德防务合作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法德防务合作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法德在军事力量上存在较大差距，联邦德国

把法国是否同意扩大核保护看作是法国是否愿意与联邦德国共命运的试金石；法国不愿意与

联邦德国分享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权力，鉴于上述原因，法德一直在安全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

不过在美苏军备竞赛时期，法国挑头推动防务联合，既符合他们的愿望，也体现了法国在欧

洲事务中的主导作用。双方在多次洽谈和努力之下，取得了不错的成果：1) 1987年 10月，

通过了《欧洲安全共同纲领》。在欧洲独立自主思想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唯一具有防务功能

的组织——西欧联盟在沉寂多年后，终于在 80年代复苏，并于 1987年 10月正式通过了《欧

洲安全共同纲领》，这是二战以来在安全问题上显示“欧洲特性”的第一个文件，标志着 40

多年来第一次形成了某种西欧共同安全战略的雏形，也标志着西欧防务联合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从此，欧洲开始走向艰难曲折的联合防务之路；2) 1987年 11月，法德就建立“法德混

合旅”达成协议，1988年两国正式组建了法德混合旅，这是西欧国家在北约以外建立的第一

支联合部队，被称为欧洲独立防务的"胚芽"，它开启了建立欧洲联合武装力量的进程；3) 1991

年 12月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1，条约规定，把西欧联盟建设成

欧共体的防务机构，负责制订欧洲的防务政策，同时与北约保持一定联系。条约还规定用 5

年时间让西欧联盟与北约把包括后勤在内的各项工作统一起来。欧共体将实行共同外交和安

全政策，最终将实行共同防务政策。《马约》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一次突破性的进展，

它表明欧共体将朝着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多种职能兼备的联合体方向发展，因此，

《马约》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1992年 5月，法德宣布在其混合旅基础上组建“欧

洲军团”。

推动西欧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德国统一，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彻底瓦解。而统一后的德国实力大大加强，法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试图利用各种联盟机制和双边合作网络拴住德国。在法国看来，北约以及美国在德国的军事

1
1991 年 12 月 9 日至 10日，欧共体第 46 届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12 个成员国经过激烈的

商讨，草签了包括《经济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两部分的《欧洲联盟条约》。因该条约是在马斯

特里赫特签署的，故而又称作《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



存在的确是管住德国的一种办法，但单纯的军事机制终非长久之计，欧共体的经济、政治一

体化和共同防务的综合机制，才是拴住德国最有效的办法。于是密特朗感到了欧洲格局变化

带来的机遇，加强了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力度。欧共体 12国于 1991年 12月，通过了建

立欧洲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条约规定盟国将实行共同的外交、安全、防务政策，各国

经济政策要协调一致，12个成员国要使用同一种货币，各国银行都要服从欧洲中央银行。

欧洲联盟的建立标志着欧共体一体化建设发生了质的飞跃。

二、多级世界格局中新戴高乐主义的对欧政策

1．建设欧盟成为多极世界中的强大一极

希拉克在青年时代就是戴高乐主义的热情崇拜者。继蓬皮杜之后，他作为戴高乐主义的

继承人、法国新戴高乐派的领袖一直活跃在法国政坛上。1995年当选总统，法国的外交也

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苏联解体，两极格局不复存在，法国需要依托欧洲联合的力量谋求在国

际社会中的地位。希拉克强调世界多极化，没有欧洲，法国的实力不足以构成一极。希拉克

认为，“明天的世界将是多极世界”，根据这一认识，他为法国设计了一套被人们称之为“新

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在希拉克看来，法国的强大离不开欧洲的一体化，抑制德国影响

力的扩展和维护法国国家安全也离不开欧洲的一体化，因此法国欧洲政策的中心目标是努力

实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目标，把欧盟建设成多极世界中的强大一极。

重返北约，促其改革。反对单极世界，实现世界的多极化，是希拉克全球战略的中心思

想。他上台后明确指出，法国愿意重返改革后的北约，但改革后的北约应该建立在北美和欧

洲两个支柱之上，由欧洲和美国分享领导权，法国的这种姿态受到成员国的普遍欢迎，推动

了北约的改革进程。美国在 1996年 6月北约外长柏林会议上，同意北约朝“欧洲化”的方向

采取步骤，并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希拉克认为，仅这些让步是不够的，欧洲特性还必须体现

在欧洲盟国同美国分享指挥权上，但这涉及到美国极其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美国

把持不放，决不让步。法美在这个问题上形成顶牛状态，这场权力斗争的实质，仍然是控制

与反控制的较量。

2．保持法国在欧盟中的中心地位

坚持法德联盟，强调要同英、意等国建立侧重点不同的“多重联盟”。冷战结束后，德

国统一并获得完全主权，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了同法国争夺欧洲事务主导权的强有力

竞争者，法国在法德联盟和欧盟中的地位明显下降。所以希拉克一上台就公开表示，法德关

系在欧洲建设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同时又强调“欧洲建设不能没有英国”，应当“在

法德英之间找到一种必要的协调”。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法国积极地同英国加强了以核防务

和军事合作为重点的关系，同意大利和西班牙组织南欧联盟的活动也明显加强。法国这样做

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多重联盟”，在联盟内部建立起新的力量均势，使法国在欧盟中处于

中心地位，以恢复它对德国的政治优势。为此，希拉克在欧盟建设过程中还加大力度联合南



欧，介入东欧。之前，法国以向欧洲南部和地中海发展势力来平衡德国向东扩展。后来法国

意识到，这等于默认东欧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况且北约和欧盟东扩已是大势所趋，希拉克决

定改变前期的做法，积极支持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要求，并利用东欧国家尚存的“恐

德心理”和“潜在的亲法情绪”，发动攻势，“重返东欧”。

3．萨科奇的欧洲政策

萨科奇在总统大选胜出时的演说中自称是“彻底的欧洲主义者”，他认为，要维护法国

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就要以欧盟为依托，表示坚信大欧洲建设事业将继续深入，“欧洲是

我一生的归宿，法国是欧洲最坚定的后盾”1。但是萨科奇并不局限于保持传统的立场，面

对一个不断壮大的欧盟，他认为法国不能只满足于法德结盟，而是需要结成包括英国、西班

牙、意大利和波兰在内的 6国联盟，并主张缓和法美关系。2

在欧盟内部英、德、法的主导权之争以及欧盟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中，一定还会

存在很多矛盾和分歧，萨科奇总统德对策还需拭目以待。

结语

法国人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1958 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成为第一任总

统，从此维护法兰西的伟大和民族独立，追求大国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变成了法国外交的传统目标，这也就形成了一种戴高乐主义。以后的历任总统，他们在

法国政坛上都执行了一条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

二战后华约与北约两大集团对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严重对峙的情况下，法国积极

缓和与德国的关系，并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在欧盟扩大、机构改革、制宪、防务建设

等问题上不断协调立场，统一行动，法德轴心成为欧洲一体化建设中名符其实的“发动

机”。而且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法国适时调整针对欧洲、美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

策，以便保持自己在欧盟中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法国在东西方关系中这样一个非常特殊

的地位，法国以欧盟一体化建设为依托，在二战结束后的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令人瞩目

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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