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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反全球化勢力崛起，但資金和人口自

由流動的大格局並未發生重大轉變，對於本

月23日舉行大選的法國，當地年輕人把眼光

放向亞洲，特別是香港。本報專訪中間派候

選人馬克龍「前進」（En Marche !）運動在

香港的分支共同負責人 Sandrine V. Hilaire

（桑德琳．伊萊爾），她指出愈來愈多法國

青年來香港創業和求職，形容這是香港版的

「美國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鍾洲

歐債危機以來，法國經濟長期不景，青年失業率最
高時超過25%，如今雖已稍為回落，但仍徘徊在

23%至24%。全球化為西方國家帶來更多廉價移民，與
當地人在就業市場產生激烈競爭，被視為排外和極右思
潮崛起的其中一個原因。然而換個角度來看，全球化亦
為西方社會打開另一道機會之大門，在港法國社群就是
一個成功的例子。
伊萊爾來自法國斯特拉斯堡，居港近兩年半，任職律
師。「前進」運動的中國內地和香港委員會有69名成
員，伊萊爾是共同經理人兼發言人，委員會的另一名經
理人是賈奕楠，他也是「法國五月」藝術節的行政總
裁。

從企業專才到餐廳侍應
伊萊爾表示，愈來愈多法國人移居香港工作，她笑
說︰「除了與香港的工作夥伴交流之外，我可以整天都
只用法語，在法式餐廳吃東西，到法式咖啡店喝一杯，
在法式酒吧跳一隻舞……有時我會感嘆『WOW，我是
在法國嗎？』」伊萊爾進一步分析法國社群的轉變，以
往大部分是法企派駐香港的「expats」（外籍專才），
企業提供子女助學金、房租補助、加薪20%等等優厚的
條件，他們大多住在山頂和淺水灣豪宅區。隨着法國經
濟狀況惡化，赴港法國人更多是青年創業家，「他們口
袋裡可能只有200歐元（約1,650港元）、孭着一個背
囊，來這裡開設公司，恰如美國夢變成亞洲夢」，指亞
洲是全球增長亮點、機會處處，而香港尤其充滿活力。
對伊萊爾個人而言，她覺得最大的難題是「香港有太

多的機會，太多職位可供選擇，每半年我就可以轉一次
工」。不只是創業，法國青年也在香港的餐廳和咖啡店
做侍應，可見法國社群已不僅是專才，未來會有更多
「經濟移民」（economic migrants）加入，伊萊爾承認
這種稱呼有些少負面，但也是現實。

享低稅 免憂慮長期失業
她坦言，在法國的年輕人覺得前途遭堵塞，求職困
難，他們對社會沒有信心，「唯一出路就是離開」，奉
行自由經濟的香港就很合適他們落腳。她讚揚香港失業
率甚低，連德國等歐洲大國也望塵莫及，而且公司註冊
程序簡易快速，比官僚主義嚴重的法國，效率高得多。
她欣賞香港低稅率，社會自力更生，對政府的依賴減至
最低。與之相比，法國福利和社保開支沉重，國民入息稅
約為30%至40%，一般工薪階層難以享受很舒適的生活。
相反，用同等的薪酬在香港生活，生活水平較佳，創業者
也有更多資金投資和消費。即使在香港失業，也可在短期
內找到另一份工作，不用擔心陷入長期失業。此外，法國
的企業招聘成本高企，招聘意慾低迷，打擊求職市場，造
成經濟惡性循環。伊萊爾指出，這也是馬克龍希望扭轉的
困局，給予企業更大招聘彈性。

撇除租金 生活平過法國
誠然，伊萊爾也認為香港的租金高得「瘋狂」，但撇

除租金，其他生活成本則低於巴黎和斯特拉斯堡等法國
城市。為了減省開支，新一批來港的法國人不少選擇住
在沙田，逐漸改變外界對法國人「富貴」的刻板印象，
反映平民化一面，也更容易融入香港社會。

曾交香港女性密友曾交香港女性密友 馬克龍喜中華文化馬克龍喜中華文化
伊萊爾向記者暢談香港生活，更透露一個鮮為人知的秘

密，馬克龍在巴黎政治學院求學時，結識了一位香港女同
學，而且成為關係密切的好朋友。記者追問下去時，伊萊
爾急忙澄清他們並非情侶，只是朋友，但正因為這段友
誼，令馬克龍接觸到中華文化並產生興趣。伊萊爾稱，法
國人注重私隱，所以她不便多談，又笑說這是她給本報的
獨家消息。

與港合作科技創新
伊萊爾表示，馬克龍應該未來過香港。根據法國駐港總領
館的新聞稿，馬克龍去年初仍擔任法國經濟部長時，曾宣佈

創立「香港法國科技中心」（French Tech Hong Kong），
把香港納入法國在全球科技創新夥伴城市的行列。

增資助海外法國學校
在今屆法國大選，每名候選人都有一套面向海外法國人

的政策方案，馬克龍競選陣營設立一個8人團隊，他們來
自全球不同地區，伊萊爾是香港區的代表，負責與團隊成
員一起構思相關政策，再呈交馬克龍，有助反映海外法國
人的訴求。伊萊爾表示，馬克龍若當選總統，將增加資助
香港等地的法國學校，同時鼓勵外地人學習法語，促進文
化交流，擴大全球法語圈的版圖。

法經濟移民湧港
創業追夢

本報專訪法大選熱門馬克龍在港助選人本報專訪法大選熱門馬克龍在港助選人

法國主要候選人之間的民調支持率十分接
近，「國民陣線」的勒龐和「前進」運動的
馬克龍以約23%支持率，稍為領先共和黨的
菲永和「不屈法國」的梅朗雄。伊萊爾指
出，馬克龍沒有傳統大政黨在背後撐腰，卻
能夠突圍而出，關鍵在於他提出由下至上的
草根參政理念，希望打破由左右兩翼大黨輪
流執政的悶局，形容馬克龍是「規則顛覆
者」（game changer）。

進步主義對抗保守
伊萊爾解釋道，馬克龍重視「進步主義」

（Progressivism）的價值觀，多於政治立
場，這也反映了法國政治的變遷，更多是
「保守」和「進步」兩派之爭，進步派的支
持者可來自左右兩翼，大家都信奉自由、平
等、博愛的國家格言。由於民調接近，伊萊
爾表示任何事都可能發生，政治投票牽涉情
感因素，「特別是法國人」。
伊萊爾列舉她支持馬克龍的主要原因，首先

是馬克龍對商界和大企業友好，但同時講求保
障打工仔的權利，比其他完全親商的候選人更

能達至社會利益平衡。

促推歐元政府及預算
其次是鮮明的親歐盟立場，馬克龍望有能

力「讓歐洲再次強大」，方案包括建立歐元
區政府、推行歐元預算，並建立歐洲共同防
禦機制。她特別提到法國在防務上的角色，
指出英國脫歐之後，法國就是聯合國安理會
內唯一的歐盟國家，而且是歐盟內擁有相對
強大軍隊的國家。
此外，馬克龍提出在每個歐盟成員國推行

「民主大會」機制，邀請社會各界集思廣
益，探討歐盟的前景，更有效反映基層民
意。伊萊爾強調，歐元預算和民主大會的構
思都是成員國自願參與，不會綁定所有國
家。
在政治口徑方面，伊萊爾指其他候選人把

國家描繪得很黑暗，訴諸恐懼來拉票，而馬
克龍是唯一傳遞樂觀和正面訊息的候選人。
馬克龍年僅39歲，在一眾候選人當中最年
輕，引起輿論關注，但亦被批評缺乏當總統
的政治經驗。

「規則顛覆者」
冀破政黨左右輪替

馬克龍的「前進」
去年才成立，並非嚴
格意義上的政黨，而
是一股由下至上的進

步主義社會運動，在法國各地有5,000個「前進」委員會；在海
外則有400個，當中包括香港，還有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內地城
市。伊萊爾直言，基本上有法國社群的地方就有「前進」委員
會。與傳統政黨不同，這些委員會不是由「前進」領導層下令成
立，而是當地居民自發組織，再由「前進」批准即可，彰顯民主
和平民參政。
傳統政黨有無可比擬的籌款機制，「前進」則主要依靠成員捐
款。馬克龍為了參選，自己貸款800萬歐元（約6,602萬港
元），根據法國當局規定，若候選人贏得逾5%選票，就可獲政
府支付競選經費。香港的「前進」委員會沒有籌款，政治宣傳一
般透過社交網進行，若在咖啡店舉辦活動，都是由參加者自行支
付餐飲費用。 馬克龍的經濟政策備受關注，他計劃撥出

500億歐元（約4,126億港元）投資公共領
域，當中150億歐元（約1,238億港元）用作
教育和再培訓，應對全球化帶來的飯碗流失
問題，發展創新和環境保護相關職位，協助
失業人士轉型重新進入就業市場。伊萊爾表
示，馬克龍相信「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的理念，賦予他們求職維生的技能，讓國民
生活得更有尊嚴。
同時，馬克龍主張企業稅由 33%降至

25%。為了令預算更平衡，馬克龍打算削減
600億歐元（約4,952億港元）政府開支，裁
掉全國12萬名公務員。「前進」運動的由下
至上的參政模式，也體現在勞資談判和削支
兩方面。伊萊爾表示，目前勞資糾紛都是透
過雙方的全國工會和企業進行談判，馬克龍
希望改為由企業和各自的工會自行談判。至
於政府削支，馬克龍也主張放權由地方政府
主導，因為它們比中央政府更熟悉自身情
況。

「前進」草根運動
成員自掏腰包

鼓勵創新轉型 企業稅減至25%

■■馬克龍希望打破由左右輪馬克龍希望打破由左右輪
流執政的局面流執政的局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伊萊爾指愈來愈多法國人來香港求職，冀闖出一番事業。
李鍾洲攝

■■伊萊爾出席伊萊爾出席「「前進前進」」造勢大會造勢大會，，台上台上
的演講者為馬克龍的演講者為馬克龍。。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伊萊爾享受在香港的生活。 受訪者提供

■■伊萊爾持法國旗支持伊萊爾持法國旗支持
馬克龍馬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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