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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国电视记者弗朗索瓦·德克洛泽写了一本关于法国经济和社会间题的若作,书名叫《多多益善》,此
书问世后立即成为1982年法国最杨销的一本书,销售量破百万大关。这一消息自然引起笔者先睹为快的
浓厚兴趣。德克洛泽是若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记者。他阅历广,见识多,了解法国不少行业的内情,写过
大量作品,他的书有一定深度,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该书问世之时,法国经济虽也开始复苏却并未摆脱
困难,书市自然也不例外,象《多多益善》这种研究经济、社会间题的专著成为如此杨销的书却出乎意
外。后来笔者在法国同各方面的朋友接触中谈到这本书时发现,此书果然名不虚传。多数朋友都读过这
本书。他们对书的看法见仁见韧,衰贬不一,推崇备至者有之,视若平平者亦不乏其人。尽管对该书的评
价因每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各异,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此书反映了法国当前社会面临的~个事关法国未来
前途的大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科学技术进步又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法国经济上能不能
保住目前在西方的地位?能不能确保现在的生活水平?对此,法国人民是忐忑不安的,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之
所以风行全国的重要原因吧!

Page 2



《多多益善:法国社会生活内幕》

作者简介

法国电视记者弗朗索瓦·德克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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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密特朗改革前后法国的状况 ；缺点是作者有很多主观的对当下改革的判断 我分不清哪些是实际情
况 哪些是作者自己臆测的；法国当年的情况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比如血汗工厂、垄断行业等
2、法国和中国的相似之处很多，目前中国的问题和1981年的法国很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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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行会主义是对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概括：在法国劳动市场分割和社会谈判结构发生变动的压
力下，社会日益分化，出现“行会”组织。各行各业各单位都奉行本位主义和利己主义追求自身的职
业利益。一部分单位例如大银行、大公司的职工，由于他们控制了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掌握了强大的
社会权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而斗争。得到的，不能失去；
没得到的，力争得到，而且是“多多益善”！达不到目的，就罢工，停止经济机器的运转，迫使当局
就范。另一部分人，例如清洁工和非正式职工等，地位低下，力量微弱，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无足轻重
，又存在着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他们没有组织，一盘散沙，因而也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别人有的，他们没有；得到的，还可能失去。完全是一种弱者的“马太效应”：没有的更没有。　　
行会主义的产生与企业的经济地位有关。当一个企业在市场上处于支配或垄断地位时，它就有可能产
生行会主义，把职业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同时，社会党人政府在社会政策和分配政策上有意无
意的支持，也是它产生的原因。德克洛泽还从经济体制的比较和国民心理的角度剖析了行会主义。他
认为西方市场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但它的发展伴随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的苦恼；苏联计划经济保
障充分就业和稳定，但又常常陷入消费不足、物资短缺的困境；对于这两种体制，法国公众就象一对
流亡法国的匈牙利夫妇，既羡慕西方高水平的生活，又留恋匈牙利“劳动者天堂”那样，追求一种制
度下的生活条件和另一种制度下的劳动条件。　　想与市场经济发生联系，捞取好处，又不想参与其
中，接受竞争的考验，这与真正的经济繁荣是背道而驰的。经济繁荣的出发点是生产效率，是每一个
企业为谋取最高经济效益而生存；而行会主义的出发点是“行会”成员谋取最大限度的好处。德克洛
泽以法国航空公司为例，批评行会主义的弊病。航空公司想更新客机，用两人驾驶的“波音747”取代
三人驾驶的旧式客机，这项决定却遭到工会反对，原因是新式客机将夺去一些驾驶员的饭碗，没办法
只好照旧使用旧式客机，结果法航生意被别人抢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在法国其他行业如钢铁、造
船、核子等部门都严重地存在。这样，法国企业和单位的产品和服务，当然没法和别人竞争。更何况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企业需要开拓创新精神，需要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需要效率主义的经济体
制，而行会主义离这种要求，差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对此，作者在书中表露了深深的危机感。　　
行会主义另一恶果，就是它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了现代社会严重的不平等。德克洛泽认为，自由竞争
导致的不平等，是一种公正的不平等，而法国现代不平等则是一种不公正的不平等，它来自于行会主
义。不平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货币领域中的不平等，例如工资不平等；另一种是非货币领域中的不
平等。前一类不平等，近年来，大有缩小之势；而后一类不平等是由法国行会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则
相应地大大扩张了。　　德克洛泽在书的最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他认为，法国要摆脱困境
，关键是与行会的利己主义决裂。要让全体法国人参与现代经济的竞争，分担世界市场的制约与风险
。对于国家来说，计划调节仍是必要的，但社会党政府的政策重心应放在振兴企业经济上，帮助企业
提高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在分配领域，要实行公正分配原则，反对“强者为王”的法则；真正做
到“有活大家干”，同时，用收入不稳定取代职业不稳定。最后，他主张建立一个自选式的社会。人
人在竞争中选择自己的社会条件，只有这样，才符合真正的社会进步。　　德克洛泽说，他是一个记
者，而不是政治家；他的目的只在于说明某种社会现象，而不在于确定一项政策。《多多益善》的价
值正在于它归纳了法国社会中具有“深刻趋向”性的问题——行会主义。就其一般意义讲，行会主义
是人类对竞争机制的一种心理反映，是不完全垄断的经济的产物。　　　　　(《多多益善》〔法〕弗
朗索瓦·德克洛泽著，张庚辰、杨荣甲、林方、李琴译，李琴校，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第
一版，1.80元)
2、今天的国人应该都看看这本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却足以帮助我们对今天国内关于平等、公正问
题的喧嚣意见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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