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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韧性的货币霸权:法郎区何以
运转至今?
刘　 念　 赵　 晨

　 　 内容提要:法郎区作为殖民时期的货币区域ꎬ何以能持续运转至今? 本文提出“有韧

性的货币霸权”这一概念来解释法国如何通过法郎区的制度性安排ꎬ有效维护其区域货

币霸权ꎮ 法国的货币霸权并非静态的控制结构ꎬ而是在金融资本、政治资本和组织资本

的相互作用下ꎬ展现出高度的韧性ꎮ 在不同历史阶段ꎬ法国的身份定位有所不同ꎬ包括殖

民时期的宗主国、非洲独立后的前宗主国、冷战期间对抗苏联的西方大国和 ２１ 世纪的欧

盟领导国ꎮ 这些身份的转变决定了法国维持货币霸权的策略转换ꎬ通过货币霸权的调

整、转型和重组ꎬ法国成功应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去殖民化运动、８０ 年代国际金融机构推

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和 ２１ 世纪初欧元取代法郎这三次重大危机带给法郎区的挑

战ꎮ 在全球南方崛起的新时期ꎬ非洲精英与法国的联系淡化、非洲区域经济合作加深及

其他外部大国影响力增强ꎬ但这些变化未能实质性地削弱支持法国货币霸权的三种资

本ꎮ 法郎区的未来取决于非洲成员国如何回应法国对非定位和以它们为代表的全球南

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共同争取更大自主权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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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法非特殊关系”(Ｆｒａｎçａｆｒｉｑｕｅ)最显著的特点ꎬ是在防务和货币这两个最能体现

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ꎬ法国与其撒哈拉以南的前殖民地非洲国家共享主权ꎮ 相较于法

国在非的军事存在ꎬ①其对非货币霸权更具隐蔽性和持久性ꎮ １９３９ 年ꎬ法国在第二次

①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ꎬ法国陆续从法郎区成员国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撤军ꎬ目前仍在科特迪瓦、塞
内加尔、加蓬设有军事基地ꎮ



世界大战前夕创建了法郎区ꎬ以之作为贸易和货币防御区ꎬ整合非洲、亚洲、太平洋地

区和美洲的殖民领土ꎮ①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法国批准了«布雷顿森林协议»(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法郎与美元以固定汇率挂钩ꎬ同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法属

非洲殖民地法郎(Ｆｒａｎｃ ｄｅｓ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ｓ ｄ’Ａｆｒｉｑｕｅꎬ ＦＣＦＡ)对法国法郎平价ꎬ法

郎区得以在非洲重建ꎮ 二战后ꎬ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ꎬ亚非拉殖民地纷纷独立、赢得

主权ꎬ英镑区、西班牙比塞塔区、葡萄牙埃斯库多区等殖民货币区相继解散ꎮ 但法郎区

却成为特例ꎬ历经 ７０ 余年ꎬ持续运转至今ꎮ 法郎区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员国分裂为两

个货币集团ꎬ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ꎬ形成了如今的西非经济货币联盟 ( Ｕｎｉｏｎ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ｅｔ Ｍｏｎéｔａｉｒｅ Ｏｕ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ꎬ ＵＥＭＯＡ) 和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ｅｔ Ｍｏｎéｔａｉｒｅ ｄｅ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ꎬＣＥＭＡＣ)ꎬ②前者使用西非

法郎ꎬ后者使用中非法郎ꎬ但都通过固定汇率与欧元挂钩ꎮ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西非法郎区

推出货币改革方案ꎬ拟以新货币“埃科”(ＥＣＯ)替代西非法郎ꎬ③但这一货币体系的核

心机制依然未变ꎮ 法郎区的制度化程度高且历久不衰ꎬ成为法兰西帝国殖民体系最坚

韧的遗产ꎮ 法郎区作为一种殖民时期的货币区域ꎬ为什么能够运转至今? 本文以此作

为核心问题进行探讨ꎮ

表 １　 １９４５ 年以来法郎区成员国变化

国　 　 家 退出时间 加入时间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科特迪瓦 /塞内加尔 /布基纳

法索 /贝宁 /多哥 /尼日尔 /马里 /几内亚比绍)
—

马里在 １９６２—１９６７ 年退出ꎬ后重

新加入ꎬ几内亚比绍 １９９７ 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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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ａｒｌａ Ｃｏｂｕｒｇｅｒꎬ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ＦＡ Ｆｒａｎｃ Ｚｏｎｅ ａ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Ｕｎ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ꎬ” ｉｎ Ｍａｈａ Ｂｅｎ Ｇａｄｈａ ｅｔ ａｌ.ꎬ ｅｄ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ｔｙ ｉｎ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１３１－１３３.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由 ８ 个国家组成: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尼日尔、布基纳法索、马里、贝宁、多哥和几内
亚比绍ꎬ使用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Ｆｒａｎｃ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Ｆｉｎａｎｃｉèｒｅ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ꎬ ＦＣ￣
ＦＡ)ꎬ以下简称“西非法郎”ꎮ 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由 ６ 个国家组成: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布)、加
蓬、赤道几内亚和乍得ꎬ使用中非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中非金融合作法郎(Ｆｒａｎｃ ｄｅ ｌａ Ｃｏ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èｒｅ ｅｎ Ａｆ￣
ｒｉｑｕ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ꎬ ＦＣＦＡ )ꎬ以下简称“中非法郎”ꎮ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西非法郎被称作“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
(Ｆｒａｎｃ ｄｅｓ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ｓ ｄ’Ａｆｒｉｑｕｅ)ꎻ１９５８ 年戴高乐上台后建立法兰西共同体ꎬ名称变为“法属非洲共同体法
郎”(Ｆｒａｎｃ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Ａｆｒｉｑｕｅ)ꎻ１９６２ 年ꎬ西非货币联盟创建后ꎬ改名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
(Ｆｒａｎｃ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Ｆｉｎａｎｃｉèｒｅ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ꎬ但是缩写都是 ＦＣＦＡꎮ 尽管西非法郎和中非法郎都可统称为非洲
法郎(Ｆｒａｎｃ ＣＦＡ)ꎬ但两者不能自由兑换ꎬ必须通过法郎(欧元)作为中介ꎬ且各自货币在对方区域内无法流通ꎬ实
际上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次货币区ꎬ但两者架构与运行机制完全相同ꎮ 为集中探讨法国的货币霸权ꎬ避免地理和机
构性术语繁杂ꎬ本文以西非法郎区为法郎区的代表案例ꎮ

“埃科”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ＥＣＯＷＡＳ)英文缩写前三
个字母组合单词的音译ꎮ



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加蓬 /喀麦隆 /乍

得 /刚果(布) /中非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
— 赤道几内亚 １９８５ 年加入

突尼斯 １９５８ 年 —

摩洛哥 １９５９ 年 —

几内亚 １９６０ 年 —

阿尔及利亚 １９６２ 年 —

毛里塔尼亚 １９７３ 年 —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二　 文献综述

既有研究对法郎区持续运转的解释可归纳为四个视角:一是主流的霸权稳定论视

角ꎮ 其核心观点认为ꎬ霸权国法国凭借压倒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ꎬ在法郎区占据

主导地位ꎬ并推行其意识形态和制度规则ꎬ以获取霸权收益ꎮ① 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视角ꎮ 此类研究批判了法国霸权ꎬ认为法郎区是法国实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ꎬ②但其

批判研究路径并未解释非洲成员国为何自愿与法国进行货币合作ꎮ 三是经济学视角ꎮ

此类研究大多通过对比法郎区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经济指标进行分析ꎬ认为法郎区通

过提供稳定货币、减少通胀风险和缓解收支平衡压力的方式ꎬ帮助非洲成员国吸引外

资ꎬ从而获取经济利益ꎮ 然而ꎬ由于选择的时间段和指标不同ꎬ对法郎区经济效益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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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霸权稳定论源于金德尔伯格对 １９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全球经济危机蔓延的反思ꎬ他认为ꎬ只有当存在一个
霸权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并承担国际责任时ꎬ国际经济体系才能维持稳定ꎮ 这一观点延伸至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对
货币权力的讨论:苏珊斯特兰奇将国际货币按等级分类ꎬ认为法郎区中的法郎属于宗主国货币ꎬ其独特性在于
受到政治因素的驱动ꎻ本杰明科恩同样认为ꎬ国家间政治对货币合作的持久性影响最大ꎬ法国作为主导国ꎬ有意
愿和能力利用影响力维持货币合作ꎻ乔纳森科什纳在«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中系统研
究了国际货币权力运用的三种方式ꎬ借助法郎区案例ꎬ探讨了法国如何通过“货币依赖”迫使马里在退出法郎区
后重返该体系ꎮ 参见[美]查尔斯Ｐ. 金德尔伯格:«１９２９—１９３９ 年世界经济萧条»ꎬ宋承先、洪文达译ꎬ上海译文
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ꎬ第 ３４７－３４８ 页ꎻ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ꎬ”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３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７１ꎬ ｐ.２１７ꎻ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Ｊ. Ｃｏｈｅｎ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ＥＭＵ: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５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１８７－２０３ꎻ [美]乔纳森科什纳:«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ꎬ李巍译ꎬ上海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ꎬ第 ２２１－２２７ 页ꎮ

Ｊｏｓｅｐｈ Ｔｃｈｕｎｄｊａｎｇ Ｐｏｕｅｍｉꎬ Ｍｏｎｎａｉｅꎬ 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 ｅｔ Ｌｉｂｅｒｔé: ｌａ ｒé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ｎéｔａｉｒｅ ｄｅ ｌ’ Ａｆｒｉｑｕｅꎬ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Ｍｅｎａｉｂｕｃꎬ １９８０ꎬ ｐ.１９７ꎻ Ｇｕｙ Ｍａｒｔｉｎ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ｅ’ 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２３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８５ꎬ ｐｐ.１８９－２０８ꎻ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Ｖａｎ ｄｅ Ｗａｌｌｅꎬ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ａｎｃ
Ｚｏｎ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ｏｐｈｏ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９０ꎬ Ｎｏ.３６０ꎬ １９９１ꎬ ｐ.３９７ꎻ Ｋａｋｏ Ｎｕｂｕｋｐｏ ｅｔ ａｌ.ꎬ
ｅｄｓ.ꎬ Ｓｏｒｔｉｒ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 ｍｏｎéｔａｉｒｅ: À ｑｕｉ ｐｒｏｆｉｔｅ ｌｅ ｆｒａｎｃ ＣＦＡ? Ｌａ Ｄｉｓｐｕｔ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１６７ꎻ Ｆａｎｎｙ Ｐｉｇｅａｕｄ ａｎｄ
Ｎｄｏｎｇｏ Ｓａｍｂａ Ｓｙｌｌａꎬ Ｌ’ａｒｍ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çａｆｒｉｑｕｅ: Ｕｎ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ｆｒａｎｃ ＣＦＡꎬ Ｌａ 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１３２－１５９.



估结果往往存在差异ꎮ① 经济学视角更倾向对法郎区进行理论情境下的规范性研究ꎮ

例如ꎬ最优货币区理论主要探讨法郎区的前景和发展方向ꎬ但忽视了实操性和政治复

杂性ꎮ② 四是法国对非政策研究视角ꎮ 部分文献通过研究法郎区的发展历史ꎬ佐证法

国对非政策的连续性或演变路径ꎻ部分研究聚焦于法郎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对法国对

非货币政策的评估ꎮ③ 法国对非政策演变的研究较为丰富ꎬ展现了法非关系的多个维

度ꎬ但对于法郎区的研究仅散见于个别章节ꎬ篇幅简短ꎬ且并未直接解释法郎区持续存

在的原因ꎮ

综上所述ꎬ既有研究普遍认为ꎬ护持自身的霸权地位是法国维持法郎区运转的目

的ꎬ霸权稳定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ꎬ法兰西帝国利用初始权力的不平衡ꎬ主导了该货币

体系的建立与运作ꎮ 对非洲国家强制性的货币政策为法国带来更大的利益和权力ꎬ进

而得以继续巩固对该货币体系的控制ꎮ 然而ꎬ这一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略显粗糙ꎬ对

于解析法郎区的动态演进存在两点不足:第一ꎬ法国是否因追求霸权必然创建法郎区?

并非所有具备相应实力的国家都愿意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ꎮ 二战后崛起的德国便因

担心损害国内政策的自主性ꎬ而抵制马克国际化ꎻ④第二ꎬ法国是否因拥有霸权必然能

够维持法郎区屹立不倒?与法国有着相似衰落路线的殖民帝国———英国ꎬ其势力范围

下的英镑区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便土崩瓦解ꎮ

为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ꎬ本文结合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基于权力的霸权稳定

论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制度观点ꎬ提出“有韧性的货币霸权”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Ｍ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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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ｒｙ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这一概念ꎬ探讨法郎区内法国货币霸权的动态适应能力ꎬ旨在分析法郎

区的制度性安排如何维护法国的货币霸权ꎮ 正如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所说:“每

一个货币体系都服从于政治体系”ꎬ①货币霸权的程度和性质并非一成不变ꎬ会根据国

际格局、全球经济形势、领导国和追随国双边关系的变化而转变ꎮ 本文首先通过解释

“有韧性的货币霸权”的概念ꎬ提出法国货币霸权的韧性由金融资本、组织资本和政治

资本构建ꎻ其次通过回溯法郎区的演变历史ꎬ分析法国在三次重大危机中ꎬ如何利用货

币霸权的韧性应对法郎区面临的挑战ꎻ最后ꎬ对法郎区的未来进行评估ꎮ 文章认为ꎬ法

国货币霸权的韧性可以解释法兰西帝国殖民货币体系为何运转至今ꎬ也为“法非特殊

关系”的研究补充了货币历史的视角ꎮ

三　 有韧性的货币霸权

(一)法国货币霸权的建立

货币权力的实施是一个国家通过操控某种货币关系ꎬ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偏好或

行为ꎮ② 法国货币霸权的行使是其在非殖民统治时期ꎬ秉承“殖民地自给自足和法国

本土利益优先”的原则ꎬ③通过强制性引入法郎ꎬ降低法国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交易成

本ꎬ将“法属西非”(Ａｆｒｉｑｕｅ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ꎬＡＯＦ)塑造成服务于法国本土需求的

初级产品生产基地ꎮ④ 本文使用的“霸权”ꎬ与主导权或领导权同义ꎬ强调法国因拥有

法郎区前宗主国的身份ꎬ而在这一地区享有绝对优势地位ꎬ使成员国依赖自殖民时期

起便已设定的经济发展路径ꎮ

货币区指与非本国货币具有特殊关系的国家集团ꎬ而货币联盟则是多个国家共享

单一货币的一种制度安排ꎮ⑤ 西非法郎区既属于货币区ꎬ也属于货币联盟ꎬ体现了纵

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货币一体化演变:纵向演变表现为西非法郎区成员国与法国的联

系ꎬ特别是法国主导西非法郎汇率的调整ꎻ横向演变体现出区域货币合作的性质ꎬ货币

９０１　 有韧性的货币霸权:法郎区何以运转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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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生产咖啡、可可、香蕉和木材ꎻ塞内加尔生产花生ꎬ马里生产棉花、大米、花生ꎻ布基纳法索生产

棉花、尼日尔生产铀矿和大米ꎻ贝宁生产棕榈油ꎬ几内亚生产香蕉、咖啡和金矿ꎮ 参见 Ｏｕｇｕｅｈｉ Ｋｕｅｂｏ Ｐｉｅｒｒ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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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成员国将货币主权让渡给西非国家中央银行(Ｂａｎｑｕ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ｄｅｓ Éｔａｔｓ ｄｅ ｌ’Ａｆ￣

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ＯｕｅｓｔꎬＢＣＥＡＯꎬ简称西非央行)ꎮ① 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看ꎬ西非法郎区的

运作遵循 １９３９ 年法国对法郎区提出的四条原则:第一ꎬ法郎区内资本流动自由ꎻ第二ꎬ

货币在与法郎固定平价的基础上ꎬ可不受限制地兑换(汇率可调整)ꎻ第三ꎬ法国财政

部对法郎区成员国货币提供无限担保ꎻ第四ꎬ成员国的外汇储备集中存放于法国财政

部开设的“交易账户”(Ｃｏｍｐｔｅ ｄ’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中ꎬ该账户记录法郎区的所有外汇流动ꎮ②

图 １　 西非法郎区货币体系架构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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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非法郎仅在西非央行和法兰西银行之间进行买卖ꎬ不在外汇市场上报价ꎬ

因此ꎬ横向货币一体化中的西非央行实际上受制于纵向货币一体化关系中的法国央

行ꎮ 法国对货币区外汇流动拥有极大的控制权ꎬ反映在贸易、投资、对外援助和军事开

支等多个方面ꎮ 在非洲成员国政治独立之后ꎬ法国凭借其压倒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

优势ꎬ通过与前殖民地国家签署“合作”协议ꎬ维持了法郎区的货币制度安排ꎮ 所以ꎬ

法国的货币霸权可定义为:法国通过控制法郎区的货币体系ꎬ使法郎区成员国产生结

构性依赖关系ꎮ 法国最初确立法郎区制度体系时依赖殖民霸权ꎬ但初始霸权的制度设

计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ꎬ会面临难以预见的突发事件ꎬ霸权国需要不断对货币区的制

度进行调整ꎬ利用潜在权力重新进行规则谈判ꎬ以适应形势变化ꎬ并继续从相关货币制

度中获益ꎮ

(二)法国货币霸权的韧性

“韧性”最初源自系统生态学ꎬ具有两层含义ꎮ 第一层含义指系统在遭受干扰后ꎬ

恢复至平衡或稳定状态所需的时间ꎬ前提是系统总会恢复到稳定状态ꎮ 恢复速度越

快ꎬ系统越具韧性ꎻ第二层含义则强调系统在经历干扰时保持内部关系和相关功能的

能力ꎮ① 政治学将韧性看作在时间和社会空间中不断演化的过程ꎬ由社会历史与行动

选择共同塑造ꎬ既包含维持现状ꎬ又包含转变与重塑ꎮ② 法国的货币霸权是一种制度

化的权力体系ꎬ其演变体现了韧性的双重逻辑:既具备一种稳定特质ꎬ在历史进程中展

现出持续性ꎻ又是一种动态过程ꎬ在特定危机节点表现出适应性与重塑力ꎮ③ 这一双

重逻辑避免了将货币霸权简化为静态的控制结构ꎬ或将危机的产生归因于霸权衰落ꎬ

而是提供了一个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视角ꎬ有助于审视法郎区如何在动态环境中

运作ꎮ “有韧性的货币霸权”是通过制度性安排建立的货币权力关系ꎬ核心特质是稳

定性与适应性ꎬ霸权国家能够根据内部、外部的动态来调整规则、适应变化ꎬ以确保对

特定区域的持续影响力ꎮ

法国货币霸权的韧性源自金融资本、政治资本和组织资本的协同作用ꎬ这三种资

本通过综合性制度安排互利共生ꎬ共同赋予货币霸权内在的调适潜力ꎬ使之在不同条

件下能够灵活应变ꎬ从而支撑该体系的持久运行ꎬ并为未来体系形态的构建奠定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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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金融资本制度

金融资本指法国通过一套剥削机制ꎬ榨取和转移非洲成员国的经济盈余ꎮ 结合其

动机与方式ꎬ它呈现出四种基本形式:铸币税、控制外汇储备、信贷限制、鼓励跨国公司

发展(见表 ２)ꎮ 法国维持法郎区的经济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ꎬ追求自身的财政收益ꎮ

财政收益通常是短期或者阶段性财政目标ꎬ可能因成员国宏观经济变化而波动ꎬ甚至

可能暂时放弃ꎻ另一方面ꎬ抑制非洲成员国的发展需求ꎮ 抑制发展需求是更具战略性

的长期目标ꎬ非洲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迟缓可以确保法国在法郎区的相对优势ꎬ巩固其

主导地位ꎮ 直接方式主要是实施货币政策ꎬ如铸币税和限制信贷等政策ꎻ间接方式则

涉及更广泛的综合策略ꎬ将资源垄断、财政和贸易等政策相结合ꎮ

表 ２　 构建金融资本的四种形式

　 　 　 　 动机

方式
财政收益 抑制发展

直接 铸币税(增加收益) 信贷限制(阻碍经济多元化)

间接 控制外汇储备(降低管理成本) 鼓励跨国公司发展(榨取和转移利润)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铸币税指货币发行机构从生产货币的成本与面值之间的差额中获取的利润ꎮ 非

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将货币印制外包给外国公司ꎮ 例如ꎬ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等

国将本国货币的印制委托给英国公司ꎻ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国选择在德国印制货

币ꎮ① 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ꎬ法郎区的货币印制完全由法国财政部控制ꎬ成员国无法

自行通过价格竞争选择供应商ꎬ以降低印制成本ꎮ 这一货币印制垄断权使得西非法郎

的印制成本不可协商ꎬ费用为货币发行总额的 ２５％ꎮ 这种类似于铸币税的机制ꎬ使得

法国可以随意印制西非法郎ꎬ②并以此为法郎区提供名义上的财政援助ꎬ但实际上增

加了成员国的债务ꎬ成员国必须通过出口资源获得外汇ꎬ以偿还法国的“虚拟”援助ꎮ

控制外汇储备旨在降低法国管理法郎区的成本ꎬ法国财政部承诺“货币无限制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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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ꎬ①以增强西非法郎的可信度和稳定性ꎮ 理论上“交易账户”面临赤字风险ꎬ可能会

给法国带来较大的财政负担ꎬ但由于成员国能够共享西非央行的外汇储备池ꎬ当部分

国家面临国际收支困难时ꎬ其实可利用共同储备外汇纾困ꎮ 西非法郎区内最大经济体

科特迪瓦(贡献西非法郎区内 ＧＤＰ 约 ４０％)常年保持贸易顺差ꎬ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

“交易账户”的整体平衡ꎮ 从“交易账户”的余额看ꎬ除了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的经济危

机外ꎬ西非法郎区的外汇储备常年保持盈余状态ꎮ② 在真正“有难之时”ꎬ如上述经济

危机发生后ꎬ西非央行外汇短缺ꎬ法国却未履行无限担保的承诺ꎬ而是在 １９９４ 年选择

大幅贬值西非法郎ꎮ 实际上ꎬ法国提供的仅为自身的货币信誉ꎬ实质的担保责任由成

员国自行承担ꎮ 鉴于整个西非法郎区经济规模较小ꎬ仅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６ ５％ꎬ③法国的财政风险在可控范围内ꎮ 此外ꎬ非洲成员国的外汇储备集中存入“交

易账户”ꎬ法国以年利率 ０.７５％支付回报ꎮ 这一年利率远低于美国国债 ４％—５％的水

平ꎬ法国以低成本获取成员国外汇储备的管理权ꎬ转而用投资美债等方式获取更高收

益ꎮ

信贷限制阻碍了成员国的经济多元化和自主发展ꎮ 西非法郎区累积的贸易顺差

和接受外部援助的款项以一定比例存入法兰西银行后ꎬ④剩下的外汇才是真正意义上

成员国的外汇储备ꎮ 西非央行将这一部分外汇通过“交易账户”结算给法兰西银行ꎬ

兑换成基础货币注入西非法郎区的银行系统ꎮ 为了避免“交易账户”长期赤字给法国

带来财政负担ꎬ同时为了控制西非法郎区的货币供应ꎬ法国在货币合作的相关条约中

设置了多项风险规避措施ꎮ 例如ꎬ１９６２ 年«西非国家中央银行章程»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简称«章程»)对央行向成员国政府提供信贷做出了

严格的限制ꎬ规定最高信贷额度为前一年财政收入的 １０％ꎮ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章程»重新

修订时ꎬ这一比例有所提高ꎬ但也仅为 ２０％ꎮ⑤ 且«章程»第 ７６ 条规定ꎬ当西非央行的

外汇资产平均额与其负债平均额之比连续三个月等于或低于 ２０％时ꎬ西非央行应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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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货币政策委员会特别会议ꎬ审查情况并采取适当措施ꎮ①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签署的

«西非货币联盟条约»(Ｔｒａｉｔé ｄｅ ｌ’Ｕｎｉｏｎ Ｍｏｎéｔａｉｒｅ Ｏｕ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第 ２０ 条规定ꎬ西非

央行有权没收货币区内公共和私营机构所持有的所有外汇储备ꎬ并且货币区国家只有

在用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额度之后ꎬ才能享受法国财政部的贷款ꎻ②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签署的«法国与西非货币联盟成员国合作协定»(Ａｃｃｏｒｄ ｄｅ ｃｏ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ｅｔ ｌｅｓ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ｓ ｍｅｍｂｒｅｓ ｄｅ ｌ’Ｕｎｉｏｎ ｍｏｎéｔａｉｒｅ ｏｕｅ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

第 １０ 条规定ꎬ西非央行董事会成员中需有两名法国代表ꎮ③ 由于西非法郎区经济结

构单一ꎬ信贷扩张会加剧经常账户赤字ꎬ消耗外汇储备ꎬ在固定汇率制度下ꎬ除非有稳

定的外部资金流入ꎬ否则成员国的信贷难以持续扩张ꎮ 这些风险规避措施给货币区内

银行体系“套上了紧身衣”ꎬ抑制其国内信贷创造ꎬ使得商业银行信贷呈现出两大特

点:一是集中在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两大主要农业出口国(占西非法郎区私营部门信

贷的 ８０％)ꎬ且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ꎻ二是通常只从事短期信贷业务ꎬ主要为外贸融

资ꎮ④ 所以ꎬ西非法郎区的金融体系主要是为了满足农作物生产的融资需求ꎬ农业企

业的资本回报周期短、风险低ꎬ且服务对象多为法国的跨国公司ꎮ 从私营部门国内经

济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这一指标来看ꎬ２０１４ 年ꎬ西非法郎区成员国平均水平

为 ２１ ９％ꎬ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平均信贷比为 ８０％ꎬ南非高达 １８７％ꎬ摩洛哥也有

１１５％ꎻ⑤２０２３ 年ꎬ西非法郎区中最高的塞内加尔只有 ３１％ꎬ最低的尼日尔仅为 １１％ꎮ⑥

在导向严格的信贷政策下ꎬ西非法郎区的出口贸易结构自殖民时期以来没有发生

变化ꎬ仍以初级产品为主ꎮ ２０２３ 年ꎬ西非央行发布的«西非经货联盟 ２０２２ 年外贸报

告»(Ｒａｐｐｏｒｔ ｓｕｒ 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ｘｔéｒｉｅｕｒ ｄｅ ｌ’ＵＥＭＯＡ ｅｎ ２０２２)显示ꎬ出口排名前 ５ 位的

产品为黄金、可可、石油、棉花和腰果ꎮ⑦ 经济发展迟缓导致成员国对发展援助和国外

贷款依赖加剧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年底ꎬ西非法郎区经济实力最强的科特迪瓦ꎬ债务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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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２ 亿美元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５８.１％ꎬ其中外债为 ２８５ 亿美元ꎬ占债务总额的 ６１.８％ꎮ

除世界银行(３９ 亿美元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８ 亿美元贷款)外ꎬ法国是西非法

郎区成员国最大的单边债权国ꎬ提供了 １９ 亿美元贷款ꎮ① 根据世界银行 １９６０—２０２３

年法国、中国和西非法郎区前两大经济体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人均 ＧＤＰ 的数据统计

(见图 ２)ꎬ１９６０ 年ꎬ西非法郎区中人均 ＧＤＰ 最高的是塞内加尔ꎬ为 ３００.４ 美元ꎬ是中国

(人均 ＧＤＰ 为 ８９.５ 美元)的 ３.４ 倍ꎻ而法国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３０２.５ 美元ꎬ是塞内加尔的 ４.

３ 倍ꎮ ２０２３ 年ꎬ法国和中国人均 ＧＤＰ 分别为 ４４６９０.９ 美元和 １２６１４.１ 美元ꎬ而西非法

郎区中科特迪瓦人均 ＧＤＰ 最高ꎬ也仅为 ２５３０.８ 美元ꎬ不到中国的 １ / ５ꎬ不足法国的

６％ꎮ 与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相比(除南非外)ꎬ法郎区的人均 ＧＤＰ 在半个世纪内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仅增长了 １７％ꎬ而非法郎区人均 ＧＤＰ 增长 ３１％ꎮ② 可见ꎬ法郎区的货币

安排虽然营造了低通胀和经济稳定的表象(见图 ３)ꎬ③但却无法掩盖这些国家长期发展

失速、贫困落后的事实ꎮ

图 ２　 １９６０—２０２３ 年法国、中国、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人均 ＧＤＰ 变化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ＧＤＰ.ＰＣＡＰ.Ｃ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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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 年撒哈拉以南国家人均 ＧＤＰ(非法郎区成员国)统计表»ꎬ Ｄéｓｉｒé Ｍａｎｄｉｌｏｕꎬ Ｌａ ｍ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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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通胀率异常高是因为俄乌冲突的爆发ꎮ



图 ３　 １９９９—２０２３ 年欧元区和西非法郎区成员国通货膨胀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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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ＸＣ－ＣＩ－ＳＮ－ＭＬ－ＢＦ－ＴＧ－ＮＥ－ＧＷ－ＢＪ＆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９９ꎮ

由于法郎区内资本自由流动ꎬ法国跨国公司无需承担外汇风险即可将收入汇回法

国ꎬ这有利于它们在法郎区扩展业务ꎬ获取主导权甚至垄断地位ꎮ 在国际市场中ꎬ大宗

商品多以美元计价ꎬ但法国跨国公司却无需通过美元便可直接购买法郎区内的资源型

商品ꎬ达到节省外汇成本的效果ꎮ 同时它们高价将制成品销售给法郎区国家ꎬ从中获

得不对等的高额利润ꎮ 如 １９５５ 年ꎬ法国出口至法郎区的机器设备的价格指数高达

１８９ꎬ而出口至国际市场的价格指数仅为 １３４ꎻ电力设备出口至法郎区和出口至国际市

场的价格指数分别为 １９３ 和 １６１ꎻ汽车和拖拉机出口至法郎区和出口至国际市场的价

格指数分别为 １６２ 和 １２３ꎮ① 根据 １９５６ 年西非法郎区的贸易统计数据ꎬ以 ６２ 亿西非

法郎进口的商品ꎬ转售给当地消费者时的销售额总计约为 １４９ 亿西非法郎ꎬ平均净利

润率达到 ４４％ꎮ② 这种控制进出口产品结构和价格的剥削方式自殖民时期便已实行ꎬ

法国跨国公司凭借垄断贸易而积累的经济优势ꎬ至今仍主导着法郎区国家的经济命脉

和关键行业:布依格集团(Ｂｏｕｙｇｕｅｓ)控制电力和税务、道达尔能源公司(Ｔｏｔａｌ Ｅｎｅｒ￣

ｇｉｅｓ)控制石油、法国电信(Ｆｒａｎｃ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是主要电信运营商、法国巴黎银行(ＢＮ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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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ｉｂａｓ)控制国际贸易、博洛莱环非物流公司(Ｂｏｌｌｏｒé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控制港口和铁路

运输ꎮ 这些跨国公司通过垄断资源和操控价格ꎬ不断将法郎区的资源和财富转移至法

国ꎬ使法郎区成员国形成对法“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的结构性经贸依附ꎬ以不

平等贸易造就系统性剥削ꎬ使得成员国出口收益微薄ꎮ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 ３ 日ꎬ英国«金融

时报»测算显示ꎬ１９４９—１９５９ 年ꎬ法郎区成员国的出口额增长 ９０％ꎬ但收入仅增长

１０％ꎮ①

２.政治资本制度

法国通过主导法郎区的决策ꎬ构建起强大的政治影响网络ꎬ形成国家、区域和国际

三个层次的政治资本ꎬ其实施方式体现为塑造成员国偏好、改革区域决策机构和寻求

国际支持ꎮ

首先ꎬ法国通过控制汇率决策权塑造成员国经济偏好ꎮ 在货币区内ꎬ严格的固定

汇率导致非洲成员国无法依靠自身的汇率政策应对经济冲击ꎬ法国却有权单方面决定

汇率调整的时机和方式ꎬ这意味着霸权国可以通过决策将风险和负担转移给追随国ꎮ

法郎区重建后ꎬ西非法郎被设定为 １ 西非法郎兑换 １.７ 法国法郎ꎬ西非央行的核心任

务是严格维持这一固定汇率ꎮ 然而ꎬ在国际市场上ꎬ货币的可信度取决于价值ꎬ法郎靠

工业品支持ꎬ而西非法郎靠可可或咖啡支持ꎬ因此ꎬ初始汇率显然高估了西非法郎的实

际价值ꎮ

二战后ꎬ法国经济衰退ꎬ外汇储备耗尽ꎬ通货膨胀严重ꎬ相较于英美 ３０％的通货膨

胀率ꎬ１９３９—１９４４ 年ꎬ法国本土物价上涨了 １５０％ꎬ②这一经济状况使其财力难以从货

币层面支撑其殖民帝国体系ꎮ 但与法国本土不同的是ꎬ非洲法郎区国家的经济并未受

到纳粹德国的冲击ꎬ在英美的补给之下ꎬ其国民经济物价涨幅较低ꎬ殖民地法郎没有像

法国法郎一样面临迅速贬值的压力ꎮ③ 因此ꎬ１９４４—１９４６ 年间ꎬ担任法国财政部长的

勒内普列文(Ｒéｎé Ｐｌｅｖｅｎ)决定ꎬ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采取不同的贬值方案ꎬ直

接打破“法兰西联盟”(Ｕｎｉｏｎ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的单一货币格局ꎬ创造了法属太平洋殖民地法

郎(Ｆｒａｎｃ ｄｅｓ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ｓ ｄｕ Ｐａｃｉｆｉｑｕｅꎬ ＦＣＦＰ)和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ꎬ后者便

是西非法郎的前身ꎮ④ 在贸易结构方面ꎬ法国本土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ꎬ非洲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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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伙伴得以多元化ꎮ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年ꎬ西非对法国的出口比例从 ８５％降至 ５６％ꎬ进

口从 ６４％降至 ２３％ꎮ① 但因西非法郎被高估ꎬ成员国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变得昂

贵ꎬ导致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足ꎬ只能重新转向对法国出口ꎮ

初始汇率虽然被固定ꎬ但汇率的变动可由法国决定ꎮ １９４５—１９４８ 年ꎬ法国的出口

竞争力较德国下降 １５％ꎮ 为弥补这一差距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法国将法郎贬值

１５％ꎬ导致西非法郎相对于法国法郎升值 １５％ꎬ从 １∶１.７ 变为 １∶２ꎮ 由于西非法郎升值ꎬ

投机资本开始大量购入西非法郎ꎬ并伺机抛售ꎬ然后兑换法国法郎ꎬ加剧了法国国内的

通货膨胀ꎮ 为消除法郎区内货币投机的风险ꎬ自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起ꎬ法国政府决定维持

固定汇率不变ꎮ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ꎬ法国宣布西非法郎贬值 ５０％ꎬ标志着这一长期固定汇率

体系的终结ꎮ② 西非法郎区多年来始终受制于法国的汇率调整政策ꎬ缺乏自主调节的

空间ꎬ导致西非法郎和法国法郎的实际有效汇率在较长时间内(１９６０—２０１９ 年)持续

被高估ꎬ虽然局部时有波动ꎬ但总体水平偏高ꎮ③ 这一长期被高估的固定汇率持续削

弱西非法郎区国家的出口竞争力ꎬ使其对法国和欧洲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深ꎮ

表 ３　 西非法郎的名义汇率

时间 西非法郎兑法国法郎汇率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１.７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１ ∶２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④ ５０ ∶１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００ ∶１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６５５.９５７ ∶１(西非法郎兑欧元)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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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Ｒéｍｉ Ｇｏｄｅａｕꎬ Ｌｅ ｆｒａｎｃ ＣＦＡ: Ｐｏｕｒｑｕｏｉ ｌａ ｄé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 １９９４ ａ ｔｏｕｔ ｃｈａｎｇéꎬ Ｓéｐｉａꎬ １９９５ꎬ ｐ.３５ꎻ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Ｋａｉ Ｋｏｄｄｅｎｂ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Ｎｄｏｎｇｏ Ｓａｍｂａ Ｓｙｌｌａ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ＦＡ
Ｆｒａｎｃ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ｐ.９.

这一变化深刻动摇了法非关系的心理和政治基础ꎮ 正如阿尔伯特布尔吉(Ａｌｂｅｒｔ Ｂｏｕｒｇｉ)所言ꎬ“贬值
标志着非洲领导人精神上的去殖民化ꎬ切断了延续 ３０ 多年的脐带”ꎮ 参见 Ｇｕｙ Ｍａｒｔｉｎꎬ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ｏ－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３３ꎬ Ｎｏ.１ꎬ １９９５ꎬ ｐ.１８ꎮ

参见西非法郎区成员国实际汇率趋势统计表ꎬＣａｒｌａ Ｃｏｂｕｒｇｅｒꎬ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ＦＡ Ｆｒａｎｃ Ｚｏｎｅ ａ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Ｕｎ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ꎬ” ｐｐ.１４０－１４２ꎮ

１９５８ 年的汇率变化是因为技术原因ꎬ戴高乐创建新法郎ꎬ１ 新法郎代替 １００ 旧法郎ꎬ相应的 １ 新法国法
郎兑换 ５０ 西非法郎ꎬ但两者之间的汇率没有变化ꎮ １９９９ 年欧元取代法国法郎后ꎬ１ 欧元兑换约 ６.５５ 法国法郎ꎬ最
终转换为欧元对西非法郎汇率ꎬ约 １∶６５５ꎬ至今未变ꎮ



其次ꎬ法国通过有限的“非洲化”改革ꎬ表面上让出了一部分决策权ꎬ以回应成员

国要求更多发展空间的诉求ꎬ实则巩固了对该区域超国家机构的控制权ꎮ 如果货币区

内存在不受任何单一国家控制的独立第三方机构ꎬ理论上该机构可以限制霸权国对货

币政策的影响ꎮ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西非法郎区成员国签署«西非货币联盟条约»后ꎬ

西非央行成为政府间公共机构ꎬ由联盟成员国和法国代表组成的西非央行董事会共同

管理ꎮ① 西非央行董事会总部设在巴黎ꎬ直到 １９７３ 年ꎬ法国同意减少法国代表在西非

央行董事会的席位ꎬ并将董事会总部从巴黎迁至达喀尔ꎮ② 尽管如此ꎬ法国在西非央

行的决策机构中仍拥有一票否决权ꎬ③并在多个关键机构派驻代表ꎬ包括董事会(Ｃｏｎ￣

ｓｅｉｌ 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货币政策委员会(Ｃｏｍｉｔé ｄ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ｍｏｎéｔａｉｒｅ)和银行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ａｎｃａｉｒｅ)ꎮ④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章程»第 ７２ 条规定ꎬ货币政策的决策采

取简单多数投票制ꎬ但关键问题的表决仍需一致表决通过ꎻ第 ８２ 条规定ꎬ任何关于对

央行章程的修改必须由董事会一致通过ꎮ⑤ 法国通过“一票否决权”的制度设置ꎬ确保

西非央行的决策服从于自身目标ꎬ对西非法郎区进行间接控制ꎮ

最后ꎬ法国争取到西方大国的支持ꎮ 二战结束后ꎬ法国争取美国的援助ꎬ以促进法

国本土及其海外领土的经济复兴ꎮ 美国二战后的战略重心在于建立新的全球经济秩

序ꎬ阻止苏联势力的扩张ꎮ 美国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对欧洲帝国仍具有经济和

战略价值ꎬ但对本国的经济意义不大ꎮ 然而ꎬ美国担忧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壮大会引

发动荡ꎬ为苏联渗透提供机会ꎬ因此ꎬ防止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共产主义化至关重

要ꎮ⑥ 因此ꎬ美国支持法国在西非法郎区的经济主导权ꎬ支持其新殖民主义做法ꎮ

１９４８ 年ꎬ美国出台«１９４８ 年对外援助法»(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４８)ꎬ将受援国的

９１１　 有韧性的货币霸权:法郎区何以运转至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ＣＥＡＯꎬ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éｖéｎ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ｒｑｕａｎｔｓ ｄｅ ｌ’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ＢＣＥＡＯ ｅｔ ｄｅ ｌ’ ＵＭＯＡ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Ｉ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ｃｅａｏ.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ｉｎｌｉｎｅ－ｆｉｌｅｓ /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ｅｖｅｎｅｍｅｎｔｓ＿ｍａｒｑｕａｎｔｓ＿ｄｅ＿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ｌａ＿ｂｃｅａｏ＿ｅｔ＿ｄｅ＿ｌ＿ｕｍｏａ.ｐｄｆ.

法国代表在西非央行董事会的席位比例由三分之一减少至七分之一ꎮ 参见 Ｓｙｌｖｉａｎ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ｏｎｔ Ｊｅａｎ￣
ｎｅｎｅｙꎬ “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Ｂａｎｑｕ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ｄｅｓ Éｔａｔｓ ｄｅ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Ｏｕｅｓｔ: ｕｎｅ ｒéｆｏｒｍｅ ｓｏｕｈａｉｔａｂｌｅ?” Ｒｅｖｕｅ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ｄｕ 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６ꎬ ｐ.４８ꎮ

尼古拉斯阿格博胡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Ａｇｂｏｈｏｕ) 分析了法国是如何运用“空椅子”策略来实行一票否决权ꎮ 参
见“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ｉｓｐｏｓｅ－ｔ－ｅｌｌｅ ｄ’ｕｎ « ｄｒｏｉｔ ｄｅ ｖｅｔｏ »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ｂａｎｑｕ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ｓ ｄｅ ｌａ ｚｏｎｅ ｆｒａｎ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ｆｒｉｋꎬ 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ｆｒｉｋ.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０４ / ｌａ－ｆｒａｎｃｅ－ｄｉｓｐｏｓｅ－ｔ－ｅｌｌｅ－ｄｕｎ－ｄｒｏｉｔ－ｄｅ－ｖｅｔｏ－
ｄａｎｓ－ｌｅｓ－ｂａｎｑｕｅ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ｓ－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ｓ－ｄｅ－ｌａ－ｚｏｎｅ－ｆｒａｎｃ / ＃＿ｆｔｎ３ꎮ

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Ｍｂａｙｅꎬ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ｓｕｒ ｌｅ ｐｒｏｊｅｔ ｄｅ ｌｏｉ ａｕｔｏｒｉｓａｎｔ ｌ’ａｐｐｒｏｂ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ｃｃｏｒｄ ｄｅ ｃｏ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ｅ ｌ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ｅｔ ｌｅｓ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ｓ Ｅｔａｔｓ ｍｅｍｂｒｅｓ ｄｅ ｌ’Ｕｎｉｏｎ ｍｏｎéｔａｉｒｅ ｏｕｅ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
(ｎ.２９８６)ꎬ” ｎ.３６０２ꎬ ２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ｒ / ｄｙｎ / １５ /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 ｃｉｏｎ＿ａｆｅｔｒ / ｌ１５ｂ３６０２＿
ｒａｐｐｏｒｔ－ｆｏｎｄ.

“Ｓｔａｔｕｔｓ ｄｅ ｌａ Ｂａｎｑｕ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ｄｅｓ Ｅｔａｔｓ ｄｅ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Ｏｕｅｓｔ” .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Ｔｈｏｍａｓꎬ “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Ａｂｒｏａｄ?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ｎｃｈ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１９４５－

５６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３６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４９－５０.



海外领土纳入援助计划ꎬ但明确指出分配给殖民地的资金应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复

苏ꎮ １９５０ 年ꎬ美国经济合作管理局(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向欧洲提供

１４ 亿美元的“马歇尔援助”(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Ａｉｄ)ꎬ来发展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ꎬ其中法

国殖民地获得最大份额ꎬ总计 ６.０３ 亿美元ꎮ① １９５８ 年ꎬ几内亚通过全民公投获得独

立ꎬ成为“法兰西联盟”中唯一拒绝加入“法兰西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的国

家ꎮ 法国随后取消对几内亚的所有援助ꎬ几内亚转而向美国求助ꎬ但法国以退出北约

为威胁ꎬ使得美国拒绝回应几内亚的援助需求ꎬ②并且支持法国的立场ꎬ将几内亚总统

塞古杜尔(Ｓéｋｏｕ Ｔｏｕｒé)视为危险分子ꎮ③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ꎬ法国意识到只有在欧洲政治框架内借助德国日益增长

的经济实力ꎬ才能有效地服务于本国的全球利益ꎮ④ 为此ꎬ法国积极推动建立“欧洲经

济与货币联盟”(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Ｕｎｉｏｎꎬ ＥＭＵ)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ꎬ欧元发行后ꎬ在

乍得首都恩贾梅纳ꎬ法非双方财政部长共同承诺ꎬ非洲法郎与欧元挂钩不会改变法国

和法郎区国家之间的优先关系ꎮ 然而ꎬ欧元区国家对法郎区扩员等问题带来的潜在影

响表示担忧ꎬ法国援引«马斯特里赫特条约»(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Ｔｒｅａｔｙ)中的辅助性原则ꎬ获得

保留非洲法郎管理权的合法性ꎬ并明确由法国财政部而非欧洲央行保证非洲法郎的可

兑换性ꎮ 法国与欧洲伙伴达成谅解ꎬ同意欧盟成员国可以与第三国签署货币协议ꎬ但

不得影响欧元区的运行ꎬ同时法国还需要定期向欧盟提供有关法郎区运作的信息ꎮ⑤

法郎区与法国的双边汇率关系由此转变为与欧元区的多边关系ꎬ法郎区由被法国单方

监管逐步转为融入欧洲的共同监管框架ꎮ

３.组织资本制度

组织资本制度安排指法国对法郎区实施干预的手段ꎬ根据应用场景和实施效果ꎬ

可分为两类:激励性手段和惩罚性手段ꎮ 激励性手段着眼于构建长期的合作框架与持

久关系ꎬ即笼络非洲政治精英ꎻ惩罚性手段主要用于对突发事件的处理ꎬ如动荡或政

变ꎬ确保法国在不利的局面下ꎬ可以通过军事手段或外交干预迅速掌控局势ꎬ以此提高

对法郎区其他成员国的威慑力ꎬ增加后者的退出成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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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激励性手段来看ꎬ一方面ꎬ法国通过政治和经济利益笼络西非国家的政治精英ꎬ

以确保其在本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扮演维持现状的角色ꎮ 这一“精英合作”机制由法

国“同化”(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主义理念和货币体系的分配结果共同塑造ꎬ降低了非洲成员国

政府挑战法国货币霸权的可能性ꎮ “同化”主义理念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文明等级

观念ꎬ即殖民者比被殖民者优越ꎬ因此ꎬ有责任将“劣等民族”引领至更高的文明阶

段ꎮ① 法国继承了“同化”使命和中央集权的传统ꎬ在殖民地推行直接统治ꎬ最显著的

体现是赋予非洲政治精英参与法国政治的权利ꎬ成为唯一将殖民地本土居民纳入法国

核心权力机构的殖民国家ꎮ １９４６ 年ꎬ«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 (Ｌ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ＩＶｅ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第 ７９ 条规定ꎬ“海外领地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选举国民议会和共

和国委员会代表”ꎬ②这使得非洲政治精英在法国政党分散的格局中扮演了一定的角

色ꎮ 他们通过与法国国内政党结盟ꎬ利用跨国政党联盟的选票影响议会的权力分配ꎮ

借助这种政治联盟ꎬ非洲政治精英不仅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ꎬ还能换取

法国执政党对非洲的援助和经济支持ꎮ 例如ꎬ１９５０—１９５１ 年ꎬ由法国部长议会主席普

列文和法国海外事务部(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Ｏｕｔｒｅ－ｍｅｒ)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Ｍｉｔｔｅｒａｎｄ)领导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联盟”(Ｕｎｉｏｎ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ｄｅ ｌａ Ｒé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ＵＤＳＲ)和科特迪瓦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Ｆéｌｉｘ Ｈｏｕｐｈｏｕëｔ－

Ｂｏｉｇｎｙ)领导的“非洲民主联盟” (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ｍｅｎｔ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ꎬＲＤＡ)组成的跨

国议会联盟ꎬ成为推动法郎区重建的主要力量ꎮ③ 此外ꎬ塞内加尔议员拉明盖伊

(Ｌａｍｉｎｅ Ｇｕèｙｅ) 通过与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 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ｏｕｖｒｉèｒｅꎬＳＦＩＯ)结盟ꎬ获得了其对 １９４６ 年«拉明盖伊法» (Ｌｏｉ Ｌａｍｉｎｅ Ｇｕèｙｅ)的支

持ꎮ④ 该法案旨在赋予所有法兰西帝国公民完全的公民身份ꎬ并写入«法兰西第四共

和国宪法»ꎮ⑤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起ꎬ法国专门设立“海外法国国立学校” (Éｃｏ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Ｏｕｔｒｅ－ＭｅｒꎬＥＮＦＯＭ)ꎬ培训法国殖民地高级公务员ꎬ以建立其

所服务的殖民地与法国本土之间的联系ꎮ⑥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年ꎬ许多被培训的高级公务员

进入殖民地独立后的新政府任职ꎬ成为部长或总统ꎬ进一步巩固了法国与新一代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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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之间的联系ꎮ① 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ꎬ１９５９ 年ꎬ戴高乐设立了一个独立于外交

部的合作部(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 ｄｅ ｌａ Ｃｏ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负责非洲事务ꎬ②使得法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

关系和运作方式更类似于国内政治ꎬ而非正式的国家间关系ꎮ③

另一方面ꎬ法郎区货币体系的分配结果为非洲政治精英获取政治权力奠定了经济

基础ꎬ使其成为法国的代言人ꎬ满足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ꎬ并通过掌控政治权力和

国家资源进一步维持自身地位ꎮ 在法国直接殖民时期ꎬ法郎区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导的

资本积累模式ꎬ农作物的生产和出口由本土精英掌控ꎬ殖民地政府与法国建立起执政

联盟和经济伙伴关系ꎮ 政府授予本土精英土地、信贷、设备、铁路使用权ꎬ后者再将资

源分配给农民ꎮ 法国重建法郎区以后ꎬ法国移民可自由进入法郎区的服务业、零售业

等领域ꎮ 随着本土居民在私营部门上升的渠道日益狭窄ꎬ享有相对特权的精英转向公

务员队伍寻求发展机会ꎮ④ 法国将有限的政治权力交给本土精英ꎬ形成了早期法郎区

成员国政权支持机制的国内社会基础:公务员资产阶级ꎮ 与政治精英共生的世袭制造

成腐败横行和滥用国家资金的社会风气ꎬ公务员资产阶级结合其原有的财富优势与政

治影响力ꎬ巩固了它对社会其他群体的庇护关系ꎮ⑤ 独立初期ꎬ法郎区 １４ 个国家的

３０００ 万人口中有超过 １６０ 位部长ꎬ政府运行开支占财政预算的 ６０％—８０％ꎬ导致用于

经济发展的预算极其有限ꎮ⑥

这种国家治理模式并不利于资本积累ꎬ也难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集中化制

定ꎮ⑦ 对信贷的集中分配助长了贿赂之风ꎬ在货币可兑换性和自由流动原则的加持

下ꎬ非洲法郎区国家政治精英家族积累的财富资本也大量外逃ꎮ 例如ꎬ１９７０—１９９３

年ꎬ法郎区外国投资为 １７ 亿美元ꎬ而利润、侨民收入和本土财产的资金汇回高达 ６３ 亿

美元ꎬ高出投资数额近四倍ꎮ⑧ 通过高估汇率、控制信贷分配和操控外部援助ꎬ法郎区

国家的政治精英得以稳固政权ꎮ 由此可见ꎬ法郎区机制对于非洲政治精英而言ꎬ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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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一种维护现有权力体系的保守性工具ꎬ以服务法国资本主义为核心ꎬ阻碍农民自

主获取生产资料ꎬ扼杀了推动经济变革的潜在动力ꎮ

惩罚性手段的目的是增加成员国的退出成本ꎮ 对于法郎区的“叛逃者”ꎬ法国采

取严厉的手段ꎬ运用货币权力或军事实力实施经济破坏甚至政权颠覆ꎬ以威慑其他成

员国ꎮ 法国在非军事存在的法律基础是基于与前殖民地政治独立时签署的双边“合

作”协定ꎬ法国得以保留军事基地ꎬ确保现任政府政权的安全和保障法国在非经济利

益ꎮ 法国在非的军事力量部署规模仅次于美国ꎬ目前仍有 ７５５０ 名常驻军事人员ꎮ①

多哥的货币独立和科特迪瓦的政权更迭都体现了法国的强势干预ꎮ 多哥独立后ꎬ

最初寻求与法国合作ꎬ继续使用西非法郎ꎬ但法国拒绝给予更加灵活的信贷政策之后ꎬ

它开始推进货币独立计划ꎮ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多哥总统西尔瓦努斯奥林匹奥

(Ｓｙｌｖａｎｕｓ Ｏｌｙｍｐｉｏ)颁布法律ꎬ建立多哥中央银行ꎬ发行法定货币多哥法郎ꎬ并撤销现

行法律生效之前发行的货币ꎮ 不过奥林匹奥被暗杀后ꎬ曾任法国国民议会多哥议员、

法国支持的尼古拉斯格鲁尼茨基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Ｇｒｕｎｉｔｚｋｙ) 上台ꎬ随即重新强化与法国的

关系ꎬ与法国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ꎬ使得多哥留在了法郎区ꎬ并继续使用西非法

郎ꎮ② 法国的干预模式在 ２１ 世纪依然奏效ꎮ ２０１０ 年ꎬ科特迪瓦总统选举引发了洛

朗巴博(Ｌａｕｒｅｎｔ Ｇｂａｇｂｏ)和阿拉萨内瓦塔拉(Ａｌａｓｓａｎｅ Ｏｕａｔｔａｒａ)两派之间的权力

斗争ꎬ导致国家陷入内战ꎮ 由于巴博公开反对法国的利益诉求ꎬ拒绝向法国公司提供

有关采掘合同的优先购买权ꎬ随后法国冻结了科特迪瓦的银行系统ꎬ使该国陷入金融

系统瘫痪的危机ꎬ最终迫使巴博下台ꎬ同时ꎬ在法军的保护下ꎬ瓦塔拉上台ꎮ

四　 韧性体现:在适应中维持稳定

法国对法郎区货币霸权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多次重大时代危机的考

验ꎬ这一金融资本、政治资本和组织资本制度的结合体在面对不同挑战时均体现出较

好的韧性ꎬ使其得以通过动态调整安然度过系列危机ꎬ维持法郎区的稳定ꎮ 下文以去

殖民化运动、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和欧元替代法郎三次危机为例ꎬ考察法国货币霸权

的韧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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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战后:货币霸权的调整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ꎬ西非法郎区经历了去殖民化运动带来的首次重大危机ꎮ 随

着殖民地政治独立时代的到来ꎬ法国深陷殖民战争的泥潭ꎬ尤其是法越战争和阿尔及

利亚独立战争ꎬ极大地削弱了法国的国力ꎮ 长达 ８ 年的法越战争令法国遭受了巨大损

失ꎬ战争费用高达 ３ 万亿旧法郎ꎬ相当于“马歇尔计划”拨款的两倍ꎮ 同时ꎬ法军伤亡

惨重ꎬ最终法国退出印度支那ꎮ① 随后ꎬ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ꎬ直接导致法兰西第

四共和国(１９４６—１９５８ 年)垮台ꎮ 一系列军事失败迫使法国不得不改变其在非洲的统

治方式ꎮ 法国不再有实力继续以武力镇压殖民地的独立运动ꎬ不得不同意撒哈拉以南

非洲殖民地独立ꎬ法国也由此变成前宗主国ꎮ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赋予殖民地

进行全民公投的权利ꎬ殖民地国家人民可以选择继续作为“法兰西共同体”的领土存

在ꎬ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ꎮ 法属西非分裂为 ７ 个独立国家ꎬ法非关系也从

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变为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ꎮ

帝国统治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法国完全放弃对非洲殖民地的控制ꎬ法国迅速调整策

略ꎬ以经济手段引导前殖民地平稳地走向独立ꎬ以此保护其本土经济利益和殖民统治

机构ꎬ避免受到激进变革的冲击ꎮ 在这一阶段ꎬ货币霸权中的金融资本和组织资本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ꎮ 在金融资本运用上ꎬ法国通过签订涵盖贸易、教育、自然资源、货币、

金融、安全、国防等领域的“合作”协议ꎬ迫使成员国继续依附法国ꎬ独立和“合作”ꎬ二

者缺一不可ꎮ② 首先ꎬ法国享有自然资源优先购买权ꎬ即法国有权优先购买或拒绝购

买任何自然资源ꎬ政府间相关领域的合同只有当法国公司拒绝后ꎬ前殖民地国家才可

以考虑其他国家公司的报价ꎮ 例如ꎬ尼日尔是全球第三大产铀国ꎬ长期以来是法国的

独家“合作”伙伴ꎬ至今其铀资源 １００％出口至法国ꎮ 其次ꎬ法国给予西非法郎区成员

国贸易优惠ꎬ对成员国出口到欧共体的农产品提供价格支持和配额保障ꎮ 这一制度安

排一直延续到 １９６３ 年ꎬ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与 １８ 个非洲国家签署«雅温得公约»(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 Ｙａｏｕｎｄé)后ꎬ该制度才被替代ꎮ③ 最后ꎬ法国增加了对法郎区的对外援助ꎮ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 年ꎬ法国为法郎区提供了约 １２ 亿美元的财政援助ꎬ占成员国外国援助总

额的三分之二ꎮ④ 相较于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去殖民化ꎬ撒哈拉以南法语非洲国

家的权力移交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ꎬ不流血的独立运动意味着法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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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彻底破裂ꎮ①

在组织资本运用上ꎬ法国主要依赖于法郎区政治精英的支持和政治干预ꎮ 西非法

郎区大多数成员国独立后的首任总统都曾在法国国民议会任职(见表 ４)ꎬ通常任期较

长ꎬ法国在殖民时期培养的政治精英在其国家独立后依然在前殖民地中发挥重要作

用ꎬ多数都积极支持法郎区的制度安排ꎮ 不过ꎬ几内亚总统杜尔和马里总统莫迪博

凯塔(Ｍｏｄｉｂｏ Ｋｅｉｔａ)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任职年限较短ꎬ两国在独立后采取了不同的经

济政策ꎬ甚至尝试摆脱法国的货币影响ꎮ

表 ４　 西非法郎区成员国首任总统概况

西非法郎区成员国 独立后首任总统 任期(年)
在法国国民议会任职年限

(年)

科特迪瓦
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

(Ｆéｌｉｘ Ｈｏｕｐｈｏｕëｔ－Ｂｏｉｇｎｙ)
１９６０－１９９３ １２

塞内加尔
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

(Ｌéｏｐｏｌｄ Ｓéｄａｒ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１２

尼日尔 哈马尼迪奥里(Ｈａｍａｎｉ Ｄｉｏｒｉ) １９６０－１９７４ １２

贝宁 于贝尔马加(Ｈｕｂｅｒｔ Ｍａｇａ) １９６０－１９６３ ８

几内亚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Ａｈｍｅｄ
Ｓéｋｏｕ Ｔｏｕｒé)

１９５８－１９８４ ２

马里 莫迪博凯塔(Ｍｏｄｉｂｏ Ｋｅｉｔａ) １９６０－１９６８ ２

　 　 资料来源:Ｄａｖｉｄ Ｓｔａｓａｖａｇｅ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ＣＦＡ Ｆｒａｎｃ Ｚｏｎｅ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５ꎬ ｐ.１１４ꎮ

面对成员国的叛逃ꎬ法国则采用强势手段进行政治干预ꎮ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几

内亚举行全民公投ꎬ总统杜尔呼吁“宁要贫穷的自由ꎬ而非富裕的奴役”ꎬ②拒绝加入

“法兰西共同体”ꎬ几内亚获得独立ꎮ③ 由于铝土矿工业掌握在法国手中ꎬ几内亚政府

无法从中获得利润ꎮ 杜尔总统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指导方针下ꎬ对外采取不结盟策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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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新的进口来源地ꎬ与苏联、北非、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这些国家支付的产

品价格高于法国)ꎻ对内采取社会主义国有化改革ꎬ建立了由国家控制的公共部门“几

内亚外贸商行”(Ｃｏｍｐｔｏｉｒ Ｇｕｉｎéｅｎ ｄ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ｘｔéｒｉｅｕｒꎬ ＣＧＣＥ)ꎬ①对进出口贸易实

行国家垄断ꎮ 但由于几内亚隶属于法郎区ꎬ金融业务全部掌握在法国银行手中ꎬ其国

营贸易无法顺利组织和运转ꎮ 几内亚政府意识到必须同时对对外贸易和银行业务实

施国有化改造ꎬ才能缓解资本外逃的情况ꎮ 在苏联的帮助下ꎬ几内亚成功退出法郎

区ꎮ② 作为报复ꎬ法国切断了对几内亚所有的援助ꎬ并通过其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éｒｉｅｕｒｅ ｅｔ ｄｅ Ｃｏｎｔｒｅ－ｅｓｐｉｏｎｎａｇｅꎬ ＳＤＥＣＥ)发起的“宝莹行

动”(Ｏｐé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ｉｌ)ꎬ③向几内亚国内市场注入大量假钞ꎬ最终导致其经济崩溃ꎮ

１９６０ 年ꎬ马里获得独立后ꎬ总统凯塔不满法国过于严苛的货币政策和信贷分配ꎮ 为防

止马里退出法郎区ꎬ法国合作部和财政部要求西非央行将马里的货币储备减少到仅够

维持基本运作的最低水平ꎮ④ 马里在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退出法郎区ꎬ但由于长期缺少硬通

货和消费品ꎬ经济陷入困境ꎮ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ꎬ法国支持的穆萨特拉奥雷(Ｍｏｕｓｓａ

Ｔｒａｏｒ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凯塔ꎬ马里重新与法国谈判ꎬ回归法郎区ꎮ

(二)冷战期间:货币霸权的转型

在冷战相对稳定期ꎬ法国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对西非法郎区实行排他性政策ꎬ主

要来源于美国的支持ꎮ 美国认为法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长期政治意愿又拥有必要军

事力量的欧洲强国ꎬ能够限制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力ꎬ法国是美国在法语非洲地区事

实上的“宪兵”ꎮ⑤ 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对非洲地区的战略主要是减少非洲紧张局势带

来的负面影响ꎬ没有意愿从根源上解决问题ꎮ 因此ꎬ两国更关心的是劝阻各自盟友ꎬ避

免其利用国内或地区冲突破坏美苏各自的全球战略优先事项ꎬ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或

自由主义在非洲的发展并非苏联和美国的主要目的ꎮ⑥ 冷战期间ꎬ法国作为美国的盟

友努力抵制苏联在非扩大影响力ꎬ从而获得美国的支持ꎮ 但是ꎬ全球经济层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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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新的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了美元贬值和法郎升值ꎬ进

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危机ꎬ对法国的货币霸权构成了严重挑战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以美元计价)下跌ꎬ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深陷进口成本上升和出口收入下降的双重困境ꎬ进而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ꎬ

法郎区国家也不例外ꎮ １９８１ 年ꎬ世界银行发布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加速发展:行动议

程»(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ꎬ该报告推动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导向的结构调整改革ꎮ① 报告认为ꎬ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持续恶化ꎬ主要原因在于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增长缓慢、人口快

速增长和经济缺乏灵活性ꎮ 为应对这一局面ꎬ报告建议实行自由化改革ꎬ减少公共支

出、停止补贴发放ꎬ并进行货币贬值ꎮ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也同世界银行相近ꎮ

无论从理念层面ꎬ还是在实践层面ꎬ法国原有的货币霸权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施加的

双重压力ꎮ

面对法郎区的经济危机ꎬ法国表现出双重立场:一方面ꎬ法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对非洲危机的判断有相似的看法ꎬ原则上接受其政策建议ꎻ另一方面ꎬ法国

坚持其独特的立场ꎬ强调法郎区的特殊性ꎬ认为自己更理解非洲国家的特殊需求ꎮ 因

此ꎬ法国要扮演调解者的角色ꎬ缓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过于教条的立场和政策ꎮ③ 在

出台对应的经济政策时ꎬ法国力求确保国际金融机构的调整政策、法国的调节作用和

法郎区的特殊性三者之间保持协调与平衡ꎮ

然而ꎬ由于法郎区最大经济体科特迪瓦的巨额财政赤字ꎬ法国自身的财政压力陡

增ꎮ １９８９ 年ꎬ科特迪瓦债务已达 １４０ 亿美元ꎬ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１.６ 倍ꎮ 整个

法郎区的银行体系陷入困境ꎬ多达一半的银行破产ꎬ超过四分之一的贷款出现违约ꎮ④

为了应对危机ꎬ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ꎬ法国财政部平均每年向西非央行借出 ３２０ 亿西非法

郎ꎬ以支撑银行体系ꎮ⑤ 但与此同时ꎬ法国国内也面临经济危机ꎮ 第二次石油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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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导致法国的通胀率和失业率都高达两位数ꎮ① １９８１ 年ꎬ密特朗担任法国总统ꎬ重

振法国经济是其首要的执政目标ꎮ 为了恢复出口竞争力ꎬ密特朗政府选择将本国货币

与德国马克挂钩ꎬ以此来抑制通胀预期ꎬ重新获得出口产品价格的竞争力ꎮ

这一阶段ꎬ金融资本的效用开始减弱ꎬ法国的策略转向使用政治资本ꎮ 法国主导

汇率决策ꎬ将财政压力转向法郎区成员国ꎬ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靠拢ꎮ 货币

贬值会导致法郎区从法国的进口减少ꎬ但可以缓解法国财政部的财政压力ꎮ 非洲政治

精英们并不欢迎以货币贬值的方式来解决危机ꎬ因为货币贬值意味着进口成本上升ꎮ

１９９２ 年ꎬ时任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  孔波雷 ( Ｂｌａｉｓｅ

Ｃｏｍｐａｏｒé)、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迪乌夫(Ａｂｄｏｕ Ｄｉｏｕｆ)前往爱丽舍宫说服密特朗放

弃贬值计划未果ꎮ 出于对贬值的恐惧ꎬ法郎区仅在 １９９３ 年上半年就外逃资金 ５０ 亿法

国法郎ꎮ② 法国持续存在的通胀和失业问题ꎬ导致 １９９３ 年新自由主义支持者爱德

华巴拉迪尔(Éｄｏｕａｒｄ Ｂａｌｌａｄｕｒ)被任命为总理ꎮ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巴拉迪尔总理向

法郎区各国家元首书面宣布ꎬ除非法郎区国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贬

值要求ꎬ否则法国将不再向其提供贷款ꎮ “货币贬值”不再是纠正宏观经济失衡的手

段ꎬ而是法郎区国家获得资金的条件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ꎬ随着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的逝

世ꎬ货币贬值最终得以实施ꎮ 博瓦尼作为法郎区内最后一位与法国政界保持紧密私人

关系的领导人ꎬ长期反对贬值ꎬ其逝世标志着法非关系中私人政治网络的终结ꎬ为贬值

决策铺平了道路ꎮ 从货币贬值决策的性质和规模来看ꎬ这一举措是法郎区的转折点ꎬ

法国未能兑现担保货币稳定的承诺ꎬ法国货币霸权模式从庇护式控制转向条件性支

持ꎬ与西方大国立场一致ꎮ 法国借助国际金融机构的规则ꎬ使法郎区成员国接受了符

合法国利益的政策ꎬ推动法郎区逐步融入全球资本市场ꎬ为法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

中维持货币霸权创造了条件ꎮ

(三)冷战后:货币霸权的重组

冷战结束后ꎬ美国的单极霸权格局削弱了法郎区的地缘战略价值ꎮ 与此同时ꎬ德

国统一后ꎬ为提高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ꎬ法国积极推动欧洲货

币一体化ꎬ促进欧元的诞生ꎮ 为加入欧洲货币联盟ꎬ法国不得不接受马克区的货币和

预算纪律ꎬ控制公共支出ꎬ包括控制发展援助总量ꎮ 随着欧元区的成立ꎬ法国和法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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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ꎮ 尽管法非双方都希望将非洲法郎与欧元挂钩ꎬ但其他无

重大前殖民地利益的欧元区国家ꎬ尤其是德国ꎬ担心法郎区的存在会威胁欧元区的稳

定ꎮ 这导致法国从维持与法郎区的排他性双边关系时ꎬ其行动自由受到一定限制ꎮ①

法郎区与欧共体的经贸关系自 １９５７ 年«罗马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Ｒｏｍｅ)签订以来逐

渐深化ꎮ 作为«罗马条约»的重要成果之一ꎬ法国主导了欧共体与法、意、比三国的殖

民地签订联系国协定ꎬ在欧共体关税同盟框架下对法郎区国家保持经济联系ꎮ 根据

«罗马条约»第 ３３ 条和第 １３２ 条ꎬ联系国有义务逐年向欧共体成员国增加不少于 ２０％

的进口配额ꎬ②自由贸易和财政援助构成二战后欧盟与非洲关系的基本框架ꎮ③ 这一

框架得到后续多项协议的延续ꎬ包括 １９６３ 年的«雅温得公约»、１９７５ 年签订并延续至

２０００ 年的«洛美协定»(Ｌｏｍé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以及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的«非加太地区国家与

欧共体及其成员国伙伴关系协定» (Ｃｏｔｏｎｏｕ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简称 «科托努协定»)ꎮ 就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 年法郎区与欧共体及法国的贸易数据来看ꎬ法国从法郎区的进口份额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５０.６％下降到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７.８％ꎬ而从欧共体的进口份额则在 １９９０ 年达到

６３.３％ꎻ１９９０ 年ꎬ法郎区出口至法国的份额为 ２９％ꎬ而出口至欧共体的份额高达

５７ ４％ꎮ④ 这一紧密的经贸关系使得非洲政治精英有充分的理由希望维持与欧元的

固定汇率ꎮ 鉴于此ꎬ法郎区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们一直向欧盟施压ꎬ要求其明确承诺维

持非洲法郎与欧元的固定汇率政策ꎮ⑤

在经历了贬值的重大决策、非洲政治精英与法国紧密关系的解体之后ꎬ法国意识

到ꎬ仅凭自身经济实力难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ꎬ必须积极依靠欧盟ꎬ才能获

取更广泛的经济支持和政策协同ꎬ从而维持对法郎区的控制ꎮ 在说服欧元区整合法郎

区的过程中ꎬ政治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法国成功使欧元区国家接受ꎬ在法律上ꎬ法国

与法郎区的货币合作协议是预算属性ꎬ而财政预算属于欧盟成员国权限ꎬ各国有权签

订此类协议ꎮ⑥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欧盟理事会«关于非洲法郎和科摩罗法郎兑换问

题的决定»(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９２１　 有韧性的货币霸权:法郎区何以运转至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ｏｎｙ Ｃｈａｆ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ｅｒｇꎬ ２００２ꎬ ｐ.３３５.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Ｒｏｍｅꎬ” ２５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５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ｔａｆｆａｉｒ.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１９５７－ｒｏｍｅ－ｔｒｅａｔｙ.ｐｄｆ.
Ｗｏｊｃｉｅｃｈ Ｆｏｒｙｓｉńｓｋｉ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ｒｉ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ꎬ “ ＥＵ－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ａ Ｈａｒｄ Ｐｌａｃｅꎬ” Ｐｒｚｅｇｌａ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ｚｎｙꎬ Ｎｏ.１３ꎬ ２０２０ꎬ ｐ.６４.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Ｎ’ｇａｌａｄｊｏ Ｂａｍｂａꎬ “Ｅｎｊｅｕｘ ｄｅｓ 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ｓ ｄｅ ｌａ Ｚｏｎｅ Ｆｒａｎｃ à ｌ’ａｖèｎ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Ｅｕｒｏꎬ” Ａｆ￣

ｒｉｃａ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ꎬ Ｖｏｌ.３２ꎬ Ｎｏ.３ꎬ １９９７ꎬ ｐ.３４１.
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Ｄｕｐｏｎｔꎬ “Ｌｅｓ Ｑｕｉｎｚｅ ｓ’ｅｎｇａｇｅｎｔ ｓｕｒ ｌ’ ａｖｅｎｉｒ ｄｕ ｆｒａｎｃ ＣＦＡꎬ” Ｌｅｓ Ｅｃｈｏｓꎬ ２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ｅｓｅｃｈｏｓ.ｆｒ / １９９８ / ０９ / ｌｅｓ－ｑｕｉｎｚｅ－ｓｅｎｇａｇｅｎｔ－ｓｕｒ－ｌａｖｅｎｉｒ－ｄｕ－ｆｒａｎｃ－ｃｆａ－７９９６３６.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Ｋ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ｉｒｅ Ｍａｉｎｇｕｙꎬ “ Ｌ’ Ｅｕｒｏ ｅｔ ｌｅ Ｆｒａｎｃ ＣＦＡꎬ”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ｅ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Ｖｏｌ.２ꎬ Ｎｏ.７ꎬ ２０００ꎬ ｐ.１９.



ｔｈｅ ＣＦＡ Ｆｒａｎ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ｏｒｉａｎ Ｆｒａｎｃ)第 ５ 条规定ꎬ“法国在涉及修改与法郎区相关协

议的性质或范围时ꎬ必须向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经济与金融委员会提交相关

提案ꎬ提案需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建议ꎬ在咨询欧洲中央银行后ꎬ由欧盟理事会批准”ꎮ①

１９９９ 年ꎬ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Ｓｔｒａｕｓｓ－Ｋａｈｎ)明

确表达了法国的政治意愿ꎬ承诺“改用欧元不会在技术或法律上改变法郎区国家的任

何情况”ꎬ②以增强法郎区国家的信心ꎮ 通过这一规则整合ꎬ法国的援助责任得以由欧

盟其他国家分担ꎬ法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特殊贸易关系扩展至欧盟其他国家ꎮ 尽管法

国在行动自由度和单边决策能力上受到了限制ꎬ但在 ２００２ 年法郎退出历史舞台后ꎬ法

国成功实现了法郎区体系与欧盟规则的重组ꎬ从而延续了其货币霸权制度体系ꎮ

五　 法郎区的未来

在全球南方崛起的新时期ꎬ法郎区将向何处去? 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ꎬ法国尚

未明晰自身在非洲的角色定位ꎮ ２０１７ 年ꎬ马克龙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提出:“法国没有

非洲政策ꎬ不设规则ꎬ倾听青年的声音”ꎮ③ 尽管马克龙试图更新法国对非政策叙事ꎬ

但“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旧有规则的延续ꎬ这一点在 ２０１９ 年法国主导的西

非法郎象征性改革中得到验证ꎮ 目前来看ꎬ法郎区货币霸权制度的三项韧性来源均未

发生质的衰减ꎮ

金融资本制度的结构性特征仍未改变ꎬ非洲法郎区国家的经济体量仍然相对较

小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法郎区在法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下降ꎬ占法国的进出口总额

不足 １０％ꎬ但经贸总量的减少并未削弱法国对法郎区经济榨取的性质和程度ꎮ 法郎

区成员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同法国或欧洲贸易ꎬ而在于贸易的内容和条件ꎮ

法郎区 １.８ 亿人口(３ 倍于法国人口)的发展空间依然受制于法国设置的政治和经济

框架ꎮ④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在未通知其他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ＥＣＯＷＡＳꎬ简称西共体)成

０３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　

①

②

③

④

“Ｄéｃｉｓｉｏｎ ｄｕ ２３ ｎｏｖｅｍｂｒｅ １９９８ 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ｔ ｌ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ａｕ ｆｒａｎｃ ＣＦＡ ｅｔ ａｕ ｆｒａｎｃ ｃｏｍｏｒｉｅｎ
(９８ / ６８３ / ＣＥ)ꎬ” ＪＯ Ｌ３２０ꎬ 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Ｒ / ＡＬＬ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３Ａ３１９９８Ｄ０６８３.

Ｏｕｓｍａｎｅ Ｄｉａｌｌｏꎬ Ｌ’ａｒｒｉｍａｇｅ ｄｕ ｆｒａｎｃ ＣＦＡ à ｌ’ｅｕｒｏ: Ｃｏｎｓéｑｕｅｎｃｅｓ ｐｏｕｒ ｌ’ ｉｎｔé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ｓ－ｒéｇｉｏｎａｌｅ Ｏｕ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ｅｕｒｏｐéｅｎ ｄｅ 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ｄｅ Ｇｅｎèｖｅꎬ ２００２ꎬ ｐ.１１.

Éｌｙｓéｅꎬ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ｄ’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 à 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ｄｅ Ｏｕａｇａｄｏｕｇｏꎬ” 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ｌ￣
ｙｓｅｅ.ｆｒ /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ｃｒｏｎ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８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ｄ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ｃｒ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ｅ－ｄｅ－ｏｕａｇａｄｏｕｇｏｕ.

１４ 个法郎区国家中有 ９ 个国家属于 ２０２４ 年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贝宁、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
绍、马里、尼日尔、中非共和国、塞内加尔、乍得、多哥ꎮ



员国的情况下ꎬ将西非法郎更名为“埃科”ꎬ试图在西共体的货币一体化项目中抢占先

机ꎮ① ２０２３ 年ꎬ马克龙访问中部非洲前夕ꎬ重申了法国对西非法郎进行改革的决心ꎬ并

呼吁西共体将其作为区域单一货币的基石ꎮ② 法国意图推动法郎区的去殖民化ꎬ但始

终未触及核心游戏规则ꎮ 而法郎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非法郎区至今未见

任何改革ꎮ

组织资本层面ꎬ非洲新一代政治家上台ꎬ非洲精英与法国的联系由于代际更替有

所减弱ꎬ同时非洲青年与亲法精英之间的权力竞争日益激烈ꎮ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人口

结构的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ꎮ １９５５—２０２０ 年ꎬ其人口从 ２５００ 万增至 １.３ 亿ꎻ

２０２４ 年ꎬ其人口年龄中位数仅为 １８ 岁ꎮ③ 经济发展滞后自然无法满足这片“青年”大

陆的需求ꎬ非洲青年开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呼吁改革ꎬ渴望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积极的

发展环境ꎬ货币问题已从政治精英的议题转变为与“反殖民主义”联系的群众性话题ꎮ

非政府组织“泛非主义紧急行动”(Ｕｒｇｅｎｃｅｓ Ｐ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ｔｅｓ)主席凯米塞巴(Ｋéｍｉ Ｓｅ￣

ｂａ)牵头成立了“反非洲法郎阵线” (Ｆｒｏｎｔ ａｎｔｉ ＣＦＡ)组织ꎬ呼吁结束使用非洲法郎ꎮ④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塞巴在塞内加尔公开焚烧了一张面值 ５０００ 的西非法郎纸币ꎬ以示对该

货币的谴责ꎮ⑤ 尽管内部改革呼声高涨ꎬ但西非法郎区的经济强国科特迪瓦支持法

国ꎮ ２０２０ 年起ꎬ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多国政局动荡ꎬ国内的政治冲突和不稳定加剧了成

员国民众对货币体系的质疑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宣布退出西共

体ꎬ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ｄｅｓ Éｔａｔｓ ｄｕ Ｓａｈｅｌꎬ ＡＥＳ)ꎬ并提出建立新货币的

愿景ꎮ 然而ꎬ这三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有限ꎬ外汇储备无法保证货币的独立性和稳定性ꎬ

即使它们退出西非法郎区ꎬ也不足以动摇法郎区的根基ꎮ

政治资本层面ꎬ外部大国力量的介入为法郎区的未来增添了复杂性ꎬ当前大国如

美国、俄罗斯等都在制定对非政策ꎬ但这些外部势力目前不太可能显著稀释法国在法

１３１　 有韧性的货币霸权:法郎区何以运转至今?

①

②

③

④
⑤

西共体早在 １９８３ 年就开始讨论发行共同货币“埃科”ꎬ由于各国之间难以达到经济趋同标准ꎬ实施多次
被推迟ꎮ 目前ꎬ西共体 １５ 个国家使用 ７ 种货币ꎬ其中 ８ 个法语非洲国家使用西非法郎ꎬ其余国家则各自使用自己
的货币ꎬ它们之间不能自由兑换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西共体正式宣布将单一货币项目命名为“埃科”ꎮ

Éｌｙｓéｅꎬ “Ｌｅ Ｐａｒｔｅｎａｒｉａｔ Ａｆｒｉｑｕｅ－Ｆｒａｎｃ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ｄｕ Ｐｒéｓｉｄｅｎｔ à ｌａ ｖｅｉｌｌｅ ｄｅ ｓｏｎ ｄé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ｅｎ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ｃｅｎ￣
ｔｒａｌｅꎬ” ２７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ｌｙｓｅｅ. ｆｒ /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ｍａｃｒｏｎ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７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ｄｕ－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ｄｅ－ｌａ－ｒ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ｄａｎｓ－ｌ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ｓｏｎ－ｐｒｏｃｈａｉｎ－ｄ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ｅｎ－ａｆｒｉｑｕ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ＰＯＰ.ＴＯＴ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Ｉ－ＳＮ－ＢＪ－ＢＦ－ＭＬ－ＴＧ－
ＮＥ＆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ｄｅｓｃ＝ｔｒｕｅꎻ Ｗｏｒｌｄｍｅｔｅｒ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ｏ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ｆｏ /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 / .

Ｗｕｌｄａｔｈ Ｍａｍａꎬ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ｄｕ Ｆｒａｎｃ ＣＦＡ: Ｌａ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ｕ ｐ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ｍｅꎬ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ꎬ ２０２３ꎬ ｐ.１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ｕｅｓｓｅｌ ｄｕ Ｂｏｕｒｇꎬ “Ｆｒａｎｃ ＣＦＡ: 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ｅ Ｋéｍｉ Ｓéｂａ ａｒｒêｔé à Ｄａｋａｒ ｐｏｕｒ ａｖｏｉｒ ｂｒûｌé ｕｎ ｂｉｌｌｅｔ ｄｅ

ｂａｎｑｕｅꎬ” Ｊｅｕｎｅａｆｒｉｑｕｅꎬ ２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ｅｕｎｅａｆｒｉｑｕｅ.ｃｏｍ / ４６８４２２ / ｓｏｃｉｅｔｅ / ｆｒａｎｃ－ｃｆ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ｅ－ｋｅｍｉ－ｓｅ￣
ｂａ－ａｒｒｅｔｅ－ａ－ｄａｋａｒ－ｐｏｕｒ－ａｖｏｉｒ－ｂｒｕｌｅ－ｕｎ－ｂｉｌｌｅｔ－ｄｅ－ｂａｎｑｕｅ / .



郎区的决策权ꎮ 随着法国从法郎区国家撤军ꎬ美国在非洲的安全和防务问题上的影响

力逐渐增强ꎬ但美国倾向于支持法国维持货币霸权体系ꎬ因为法郎区也归属于美国主

导的西方金融体系ꎮ 俄罗斯对非洲的安全事务有所渗透ꎬ但并未明确释放要在金融领

域提供替代方案的信号ꎮ 此外ꎬ西共体内部缺乏凝聚力ꎬ尼日利亚与科特迪瓦一直在

争夺西共体单一货币的领导权ꎮ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西共体对尼日尔政变实施制裁后ꎬ内部

裂痕加深ꎬ阻碍了“埃科”货币的推行ꎮ 与此同时ꎬ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正在

通过多边机制和倡议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ꎮ 例如ꎬ在金砖国际合作机制内ꎬ金砖

国家开展本币贸易结算ꎬ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能够更好回应各国需求的国际

金融体系ꎮ① 这些努力可以为法郎区国家提供新的选择ꎬ但其效果仍取决于全球南方

国家的支持力度及与西方国家的协调能力ꎮ

由此看来ꎬ构建法国货币霸权的三种资本依然可以发挥作用ꎮ 参照尼克松政府时

期美国财政部长小约翰包登康纳利( Ｊｏｈｎ Ｂｏｗｄｅｎ Ｃｏｎｎａｌｌｙ)对美元霸权的评价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ꎬ却是你们的麻烦”ꎬ②多哥经济学家努布波(Ｋａｋｏ Ｎｕｂｕｋｐｏ)提出:

“西非法郎是你们(法国)的货币ꎬ却是我们的麻烦”ꎬ③表达了对法国货币霸权体系阻

碍法郎区自主发展的不满ꎮ 关于殖民主义对非洲国家主权的影响ꎬ邓恩(Ｋｅｖｉｎ Ｃ.

Ｄｕｎｎ)做出了精湛的总结ꎬ“非洲的国家没有‘崩溃’ꎬ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曾有

效地开始”ꎮ④ 从这个层面来讲ꎬ任何法国主导下的法郎区改革都不是殖民主义的终

结ꎬ而是更新ꎻ不是货币主权的完全转移ꎬ而是控制权的重新配置ꎮ 法郎区的未来取决

于非洲成员国如何回应法国对非定位ꎬ以及以它们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

体系中共同争取更大自主权的能力ꎮ

(作者简介:刘念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ꎻ赵晨ꎬ中

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ꎮ 责任编辑:蔡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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