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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領土安排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法國領土的行政區劃 

法國的領土分為法國本土（Metropolitan France, European France, France 

métropolitaine）、以及法國海外（Overseas France, France d'outre-mer）兩大部分，

前者又分為法國大陸（mainland France）、科西嘉（Corsica），加上位於大西洋、

英吉利海峽、及地中海的島嶼（圖 1）。本土的意思是相較於法國過去在海外的

殖民地、或是保護國，聽起來有殖民的負面弦外之音，因此，有些海外的法國人

寧可拗口稱之為「法國的歐洲領土」（European territory of France, territoire 

européen de la France）（Wikipedia, 2020: Metropolitan France）。 

 

 

                                                      

 發表於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主辦、台灣國際研究學會承辦辦「政治整合的模式學術研討會」，

台北，台大校友會館，2020 年 6 月 6 日。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6: File:France-Constituent-Lands.png）。 

圖 1：法國的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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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通稱法國海外領地（French overseas territory, FOT）是指位於歐洲以

外的領土，正式的總合名稱是海外省及大區與海外集體（départements et régions 

d'outre-mer et collectivités d'outre-mer, DROM-COM）、或簡稱海外省與海外領土

（départements d'outre-mer et territoires d'outre-mer, DOM-TOM），這些無非法蘭

西帝國（French Empire）的歷史遺緒，基本上是人口不多的島嶼。以各大洲的分

布來分：大洋洲有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瓦利斯和富圖那（Wallis and 

Futuna）、法屬玻里尼西亞（French Polynesia）、及克利珀頓島（Clipperton Island）；

非洲有馬約特（Mayotte）、及留尼旺（Réunion）；美洲有聖皮埃與密克隆群島（Saint 

Pierre and Miquelon）、法屬圭亞那（French Guiana）、法屬聖馬丁（Saint Martin）、

聖巴瑟米（Saint Barthélemy）、瓜地洛普（Guadeloupe）、及馬丁尼克（Martinique）；

南極洲有法屬南部和南極領地（French Southern and Antarctic Lands, TAAF）

（Wikipedia, 2020: Overseas France）。 

 

 

 

就行政區劃（administrative division）而言，法國的地方自治（local autonomy）

單位通稱為領土集體1（territorial collectivity, collectivité territoriale），也就是中央

政府權力下放（devolution）的地方政府；由於法國是單一體制（unitary）國家，

這些行政單位沒有主權（Wikipedia, 2020: Territorial collectivity）。本土的領土集

體主要是各種不同層級的公共法集體，包含 13 個一級大區2（region）、96 個二

                                                      
1
 舊稱地方集體（collectivité locale）。 

2
 其中有四個單一領土集體（single territorial collectivity, collectivité territoriale unique），也就是既

為大區、又為省，包括科西嘉、馬約特、法屬圭亞那、及馬丁尼克（Wikipedia, 2020: Single territorial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20: File:Outre-mer en.png）。 

圖 2：法國的海外領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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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省（department，相當於 county 郡或是縣）、36,529 個基層市鎮（commune），

再加上巴黎、及里昂大都會（Lyon Metropolis）等兩個特殊地位集體（collectivity 

with special status）（Wikipedia, 2020: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France）。海外領

土分為 5 個海外省及大區3（overseas department and region, département et régions 

d’outre-mer, DROM）、5 個海外領土集體（overseas collectivity, collectivité 

d'outre-mer, COM）、1個獨特領土集體（sui generis collectivity，即新喀里多尼亞）、

1 個（狹義的）海外領土（overseas territory, territoire d'outre-mer, TOM，即法屬

南部和南極領地），再加上無人的屬地克利珀頓島（Wikipedia, 2020: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France; Overseas France; Overseas department and region; Overseas 

collectivity; Overseas territory (France)）4。 

 

 本土 海外（取得地位年份）           人口 

大區（省） 13（96） 法屬圭亞那（1946）              281,612 

瓜地洛普（1946）               390,704 

馬丁尼克（1946）               371,246 

留尼旺（1946）                 865,826 

馬約特（2011）                 259,154 

領土集體 巴黎 

及里昂大都會 

法屬玻里尼西亞（2003）         275,918 

聖巴瑟米（2007）                 9,625 

法屬聖馬丁（2007）              35,684 

聖皮埃與密克隆群島（2003）       6,021 

瓦利斯和富圖那（2003）          12,197 

特殊領土集體  新喀里多尼亞（1946）           278,500 

法屬南部和南極領地（1956） 

克利珀頓島 

 

  

                                                                                                                                                        
collectivity）。 
3
 往往簡稱海外大區（overseas region, région d'outre-mer, ROM）。 

4
 歐盟有 9 個外延地區（Outermost Regions, OMR)、及 13 個域外國家和領土（Overseas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OCT)，不算法屬南部和南極領地、或克利珀頓島，法屬圭亞那、瓜地洛普、馬丁

尼克、留尼旺、馬約特、及法屬聖馬丁屬於前者，其餘屬於後者（de Sèze, et al., 2011: table 1; 

Wikipedia, 2020: Special member state territor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維基百科，2020：歐洲聯

盟特別領域；Murray, 2012; Kochenov, 2012）。 

表 1：法國領土的分類 

來源：整理自 Wikipedia（2020: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France; Overseas France; Overseas 

coll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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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帝國的形成 

法國源自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的孫子禿頭查理（Charles the Bald, 

840-77）所建立的西法蘭克王國（Kingdom of the West Franks, Occidental France, 

West Francia, 843-987），與現代的德國大致上涇渭分明，也就是日耳曼人路易

（Louis the German, 817-76）所繼承的東法蘭克王國（Kingdom of the East Franks, 

East Francia, 843-962）；在中世紀（843-1492）逐漸鞏固王權、以及領土，在近

世（1492-1789）與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Spain, 1516-1700）、及奧地利

哈布斯堡王朝（Austrian Habsburgs, 1556-1740）糾纏不清，到了法國大革命（1789）

頭角崢嶸，試圖囊括所謂的「法國自然邊界」（natural borders of France），也就是

位於萊茵河、大西洋、地中海、庇里牛斯山、及阿爾卑斯山間，然而，所征服的

土地幾乎全數在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 1815）、及『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 1815）喪失殆盡（Wikipedia, 2019: Territorial evolution of France; 2020: 

Natural borders of France）。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9: File:France 1552 to 1798-en.png）。 

圖 3：法國本土領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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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 1871）後，法國依據『法蘭克福條約』（Treaty 

of Frankfurt, 1871）割讓大部分的亞爾薩斯（Alsace）、及洛林（Lorraine），納為

亞爾薩斯-洛林帝國省（Imperial Territory of Alsace-Lorraine, 1871-1918），直到一

次大戰結束才收回；不過，兩地在二次大戰被納粹德國併吞，戰後才又恢復主權

（Wikipedia, 2020: Alsace-Lorraine）。  

當下法國的海外領土，無非法蘭西帝國過去的殖民地、保護國、或託管地5，

包括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804-15）的法蘭西第一帝國（First French 

Empire）、及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 1852-70）的法蘭西第三帝國（Third French 

Empire）。一般以法國在 1830 年入侵阿爾及利亞為切點，將法國的殖民擴張分為

法蘭西第一殖民帝國（First French Colonial Empire）、以及蘭西第二殖民帝國

（Second French Colonial Empire）（Wikipedia, 2020: French colonial empire）。 

現代殖民主義起於西班牙在十五世紀征服西半球，直到十九世紀末達到高峰；

西班牙及葡萄牙各領風騷、恣意發現及征服，法國姍姍來遲在十六世紀，跟英國、

及荷蘭只能算是後起之秀（Fieldhouse, 1982）。一直要到亨利四世（Henry IV of 

France, 1589-1610）結束跟胡格諾派新教徒（Huguenots）的戰爭（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98），才得以放手認真展開海外的領土競爭，只不過，精華區已經

被捷足先登、相較於西班牙是文明的擴充當作領土擴張的工具，法國倒是把宗教

洗禮當作目標（Nowell, 1954: 81-82, 87）。 

路易十三（Louis XIII of France, 1610-43）的首相黎希留（Cardinal Richelieu, 

1624-42）確認法國海外殖民的方向，也就是在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思維

下，為了全力對抗西班牙、及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必須透過貿易取得金銀，必

須建立強大的海軍、輔以法國的工業、及商業，來取得有利可圖的殖民地，因此，

除了最早邂逅的加拿大，法國把重心放在可以快速獲利的西印度群島；到了十七

世紀，儘管西班牙海軍已經漸露衰象，還是緊緊控制大安的列斯群島6（Greater 

                                                      
5
 清單見 Wikipedia（2020: Evolution of the French Empire）。 

6
 包括古巴島、牙買加、西班牙島（多明尼加共和國、及海地）、及波多黎各島。 



6 
 

Antilles），法國只好轉向小安的列斯群島（Lesser Antilles）跟英國、及荷蘭一爭

長短，取得瓜地洛普、馬丁尼克、及法屬圭亞那；到了路易十四（Louis XIV of 

France, 1643-1715），財政大臣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 1661-83）將重商主

義發揮到淋漓盡致，將加拿大納為殖民地、引入墾殖者；在非洲，法國取得塞內

加爾、及馬達加斯加，也在印度洋征服留尼旺、以及模里西斯，更在印度大有斬

獲7，於 1664 年成立法國東印度公司（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不過，由於

在七年戰爭（Seven Years’ War, 1756-63）被英國海軍優勢打敗，在『巴黎條約』

（Treaty of Paris, 1763）被迫放棄北美的殖民地，在印度保有的港口也必須看英

國的臉色（Nowell, 1954: 88-94; Fieldhouse, 1982: 152-59）。 

從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 1789-99）以來，海外殖民地被視為母國

的延長，在同化主義下要求完全從屬，專制及中央集權是標記（Fieldhouse, 1982: 

308-11）。直到十八世紀結束為止，心有旁騖的法國並未全力開發殖民地，不像

與歐洲大陸沒有糾葛的英國、或是荷蘭，可以盡情海外領土的擴張（Nowell, 1954: 

95）。基本上，法國人並未把殖民地的失去放在心上，並竟這些土地無關痛癢，

而且認為殖民是不道德的（Wikipedia, 2020: French colonial empire）。法國在 1830

年入侵阿爾及利亞，展開在北非的殖民8，又在南太平洋對大溪地王國發動

（Franco-Tahitian War, 1844-47）； 好大喜功的拿破崙三世設置海軍及殖民部

（Ministry of the Navy and the Colonies）、擴充在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56）一鳴驚人的外籍兵團（Foreign Legion），大舉擴張法國的殖民地，包括

完全征服阿爾及利亞（1852）、併吞新喀里多尼亞（1853）、殖民塞內加爾（1854）、

與英國聯手對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Second Opium War, 1856-60）、征服法

                                                      
7
 法屬印度（French India, 1664-1962）包括金德訥格爾（Chandernagore, 1673）、本地治里

（Pondichéry, 1674）、亞南（Yanam, 1723)、馬埃（Mahe, 1725)、卡來卡（Karikal, 1739（Wikipedia, 

2020: French India; Fieldhouse, 1982: 152-56）。 
8
 除了阿爾及利亞（1830-1962）被視為組成部分（integral part），法屬北非（French North Africa, 

1830-1934）還包括突尼西亞保護國（1881-56）、及摩洛哥保護國（1912-55）（Wikipedia, 2020: French 

North Africa; Fieldhouse, 1982: 1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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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印度支那9（French Indochina）、介入敘利亞及黎巴嫩（1860-61）、加上扶植墨

西哥王朝失利（1862-67）（Wikipedia, 2020: French colonial empire）。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French Third Republic, 1870-1940）將帝國的最後拼圖完

成，包括法屬印度支那、法屬北非、法屬西非10（French West Africa, 1895-1958）、

法屬赤道非洲11（French Equatorial Africa, 1910-58）、非洲東岸的法屬索馬里蘭

（French Somaliland，現在的吉布地）、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亞與法屬玻里尼西

亞，另外，又獲得託管鄂圖曼帝國所屬的敘利亞與黎巴嫩、以及德國的殖民地多

哥與喀麥隆（Wikipedia, 2020: French colonial empire）。 

值得一提的是，維基百科在〈法國屬地及殖民地清單〉的條目下（Wikipedia, 

2020: List of French possessions and colonies），把台灣列在亞洲部分，包括基隆

（1884-85）、以及澎湖群島（1885），應該是指法國在中法戰爭（Sino-French War, 

1884-85）一度攻佔基隆、及澎湖，也就是我們所知道的「西仔反」，包括基隆戰

役、淡水戰役、及澎湖戰役（維基百科，2020：西仔反；淡水之役；澎湖之役 (1885

年)；Wikipedia, 2020: Sino-French War; Keelung campaign; Battle of Tamsui; 

Pescadores campaign (1885)）。 

 

 

                                                      
9
 包括交趾支那（1864）、及高棉（1867），而寮國則是在1893年變成保護國（Wikipedia, 2020: French 

Indochina; Fieldhouse, 1982: 198-201）。 
10

 這是一個聯邦，包含茅利塔尼亞、塞內加爾、法屬蘇丹（今馬里）法屬幾內亞（今幾內亞）、

象牙海岸、上沃爾特（今布吉納法索）、達荷美（今貝寧）、及尼日（Wikipedia, 2020: French West 

Africa; Fieldhouse, 1982: 184-87, 303）。 
11

 這也是一個聯邦，包括現在的查德、中非共和國、剛果共和國、以及加彭（Wikipedia, 2020: 

French Equatorial Africa; Fieldhouse, 1982: 187-88, 303）。 

來源：Rouil（2002: cover）。 

圖 4：幾乎被遺忘的福爾摩沙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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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法國的去殖民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除了本土淪於納粹德國卵翼的維琪政權（Vichy 

France），在法屬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也被日本入侵，只剩下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在非洲帶領的自由軍（Free France）苟延殘喘。在戰爭後期，英、法兩

大帝國不論在軍事、財政、還是政治上都枯竭耗盡，當然亟思如何收回殖民地，

尤其是寄望非洲的農產品、及礦產能復甦奄奄一息的經濟，因此積極擘劃如何改

弦更張殖民地的治理方式，英國的作法是將傳統的間接統治改為吸納當地菁英參

與地方政治，法國則是透過公民權的賦予將殖民地的臣民納入國會、甚至於訴諸

自治動之以情（Cooper, 2018）。直到 1950 年代中，兩國出於政治經濟的成本效

益盤算，不惜由本土挹注非洲殖民地的港口、鐵路、及礦區，一方面提高生產效

率以供出口交換美金外匯，另一方面也可以順便改善周邊的生活水準（Cooper, 

2018: 3-4）。 

戰後，法國的殖民地大略可以分為舊殖民地、及新殖民地，前者位於安地列

斯群島，法蘭西第二共和國（French Second Republic, 1848-51）早在 1848 年賦

予居民公民權，後者則在非洲、以及亞洲，除了塞內加爾的四個殖民城鎮12（Four 

Communes）的居民，其他殖民地的臣民沒有公民權：（一）阿爾及利亞儘管屬於

法國本土的一部分，歐洲裔具有公民權、當地回教徒則沒有；（二）諸如摩洛哥、

或是局部法屬印度支那等保護國，當地人在名目上還是維持原來的國籍；（三）

至若於喀麥隆、及多哥等國際聯盟託管地（League of Nations mandates），基本上

是訓政下的殖民地（Cooper, 2018: 4-5）。 

儘管一些有識之士在一次大戰時就主張仿效在塞內加爾的開放作法，當局堅

持以文化水準嚴格管制殖民地的公民權，因此，理論上大家都是法蘭西帝國的法

國人，只有少數的當地知識份子在二次大戰前取得公民權，譬如塞內加爾的利奧

波德·塞達爾•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馬丁尼克的艾梅•塞澤爾（Aimé 

                                                      
12

 包括聖路易斯（Saint-Louis）、達卡（Dakar）、格雷（Gorée）、及呂菲斯克（Rufis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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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saire）；戰後，法國為了進行籠絡海外領地的居民，不管是否具有公民權都可

以推選代表到國會參與制憲，一些能幹的政治人物得以雀屏中選，譬如桑戈爾、

及象牙海岸的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他們在會中

展開抗爭，終於替所有人爭取到公民權（Cooper, 2018: 5）。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French Fourth Republic, 1946-58）為了羈縻殖民地，根

據新憲在 1946 年創立法蘭西聯盟（French Union, 1946-58），宣布此後不再有殖

民地；該聯盟的組成如下：（一）法國本土，包含阿爾及利亞；（二）舊殖民地變

成海外省，特別是位於加勒比海的法屬安的列斯；（三）新殖民地一律正名為海

外領土；（四）法屬印度支那、及北非的保護國13；（五）由國際聯盟託管地延續

而來的聯合國托管領土（United Nations trust territories），譬如喀麥隆、及多哥等。

當局揭櫫聯盟的宗旨是透過同化，將海外領土的居民納入偉大的法蘭西、以接受

法蘭西文化的薰陶14（Wikipedia, 2020: French Union; Fieldhouse, 1982: 323）。 

當時，殖民地的領導者有兩條路線，反殖民運動的一派主張立即獨立，在法

屬印度支那（1946-54）、及阿爾及利亞（1954-62）展開游擊戰爭；另一派集中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推動在法蘭西聯盟的框架下展開穩健的自治、要求平等權，

特別是在社會、及經濟層面，譬如同工同酬、基本工資、勞資談判、組工會權、

罷工權等；到了 1950 年代中，法國政府疲於奔命，一方面擋不住武裝鬥爭，另

一方面又發現包容性帝國主義（inclusive imperialism）的成本太高，尤其是應允

的非洲經濟現代化並非可以一蹴而就，因此，開始有脫身而去的打算，連政治權

也願意讓步，包括成立政黨、普遍選舉、廢除墾殖者在領地議會的保障名額、以

及擴充這議會的實際權限（competence）（Cooper, 2018: 6-8）。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溫和派政治領袖在 1957 年的各地選舉大有斬獲，得以掌

有實權對選民負責，同時也意味著可以運用預算進行恩寵式綁樁，對於跟法國的

                                                      
13

 摩洛哥、及突尼西亞拒絕加入，在 1956 年獨立。 
14

 原文是：assimilation of the overseas territories into a greater France, inhabited by French citizens, 

and blessed by French culture（Wikipedia, 2020: French Union）。 



10 
 

定位就顯得意興闌珊，就光譜上而言，可以分為三大主張；（一）幾內亞的塞古•

杜爾（Ahmed Sékou Touré）主張各自獨立後跟法國組成共同體（Franco-African 

Community）：（二）桑戈爾、及馬馬杜•迪亞（Mamadou Dia）推動先將法語圈

非洲領地組成為一個非洲聯邦（African Federation），然後再跟法國結合為邦聯，

也就是三層的結構；（三）烏弗埃-博瓦尼則認為應該簡化，倡議直接由各領地跟

法國合組聯邦（Cooper, 2018: 9）。 

由於失去法屬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加上在阿爾及利亞打得不可開交，第四共

和國垮台，眾人在 1958 年恭迎戴高樂出面清理戰場。在制訂新憲的過程，非洲

領袖曉以大義，希望新憲能讓海外領地有選擇獨立、或是留下來共組聯邦的空間，

因此將法蘭西聯盟改頭換面為法蘭西共同體（French Community, 1958-95），12

個成員國平起平坐，各領地不再推選代表到法國國會15；沒有想到，塞古•杜爾

因為某些草案條文修訂意見與戴高樂相左，憤而訴求反對新憲、要求讓幾內亞立

即獨立（Cooper, 2018: 9-10; Fieldhouse, 1982: 324）。在法蘭西聯盟的框架下，桑

戈爾不折不撓繼續推動非洲聯邦，在 1959 年率先與蘇丹組成馬利聯邦（Mali 

Federation），服膺三層法蘭西邦聯（French Confederation）的理念，只不過，次

年即因為對於非洲聯邦的看法不同、各懷鬼胎而解體；此後，非洲國家把焦點放

再加入聯合國，關心的是作為政治單位的獨立、而非行政單位的自治，法國著眼

的則是維持在該地的影響力，雙方的獨立談判集中在未來彼此國民的公民權利互

惠（Cooper, 2018: 8, 10-11; Fieldhouse, 1982: 406）。 

照說，戰後的法國人相信偉大的法國必須仰賴偉大的海外領土，國家安全亦

然，特別是殖民地、及殖民軍幫忙法國扭轉乾坤功不可沒，更何況，戴高樂自己

也在 1947 年公開演講說過，「要是失去法蘭西聯盟，法國的地會下降，甚至於可

                                                      
15

 除了法國，創會會員國包括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達荷美、加彭、象牙海岸、馬拉加西

共和國、茅利塔尼亞、尼日、塞內加爾、蘇丹、及上伏塔共；海外省包括法屬圭亞那、瓜地洛普、

馬丁尼克、及留尼旺；海外領地包括葛摩群島（Comoro Islands）、法屬玻里尼西亞、法屬索馬里

蘭、法屬南部和南極領地、新喀里多尼亞及屬地、及聖皮埃與密克隆群島（Wikipedia, 2020: French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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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危及她的獨立」，為什麼會昨是今非，將聯盟的大原則調整為合作，斷然要求

通通獨立，將共和式帝國（Republican empire）改為法語圈國家的高峰會議？Reis

（2015: 132-37）認為癥結在於法國人崇尚笛卡爾主義（Cartesianism），凡事希望

一致，因此原本是單一體制下的中央集權（centralization），一向由巴黎一條鞭發

號施令，再如何大刀闊斧，在法蘭西聯盟下很難有巨幅的權力下放；導火線則在

於阿爾及利亞，不只是軍方、墾殖者反對獨立，主流民意也是不贊同失去這塊特

別的本土，然而，如果不速戰速決止血，終究法國會軍事挫敗而被迫讓步、將會

顏面盡失，只要不失分就好，當下必須表現出大度包容、主動鬆手的姿態，在

1960 年許諾非洲殖民地獨立，這是戴高樂亟需的政治勝利。 

目前，國際上有一個法文國家及地區國際組織（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 OIF），簡稱法文國家組織、或是法文圈國際組織，創立於 1970

年，總共有 54 個會員國，每兩年開一次高峰會議，行禮如儀（Wikipedia, 2020: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Francophonie）。與法國還維持相當特殊關係的是

在非洲的前殖民地，特別是在經貿交流、及軍事合作，不過，近年卻面對中國的

積極競爭（Korkmaz, 2019）。當下，法國派駐在國外的部隊約 30,000 人，可以看

出不是集中在海外領土、就是前殖民地（圖 5）。 

 

 
來源：Toucas（2017）。 

圖 5：法國的海外軍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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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海外領地的發展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法國面對聯合國去殖民的壓力，在 1946 年將法屬圭亞

那、瓜地洛普、馬丁尼克、以及留尼旺等四塊舊殖民地轉換為海外省（overseas 

department, département d’outre-mer, DOM）；不久，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成立，又

根據新憲將其他所有的殖民地改頭換面為海外領土（TOM）；經過 12 年的政治

動蕩不安，第五共和國取而代之，在新憲的框架下，這些海外領土（TOM）的

住民可以選擇繼續待在共和國、或是獨立，徵詢的結果是全數決定留下來，那麼，

接下來又有三種選項：（一）首先，在光譜上的一端是選擇立法整合（legislative 

integration），也就是要求進一步變成海外省（DOM）；（二）再來，要不就是維

持當下海外領土（TOM）的地位，然後，端賴國會決定中央法規的適用、保有

相當程度的獨特立法（legislative specificity），也就是允諾先自治，未來不排除可

以行使憲法所昭示的自決權原則；（三）在光譜的另一端是非正式的選項，在彼

此默契下先宣佈獨立、再與法國自由結合（free association），這是非洲海外領土

所選擇的出路，也就以和平的方式過渡到獨立（Mrgudovic, 2012: 85-86）。 

歷經非洲的獨立浪潮，法國在 1962年保有 11 個海外領土，除了法屬圭亞那、

瓜地洛普、馬丁尼克、及留尼旺等4個海外省（DOM），還有7個海外領土（TOM），

包括新喀里多尼亞、法屬玻里尼西亞、瓦利斯和富圖那、葛摩群島、法屬索馬里

蘭、法屬南部和南極領地、聖皮埃與密克隆群島；這些海外領土的共同特點是住

民都成為法國公民，與本土住民享有同等的權利（Mrgudovic, 2012: 87）。從 1970

年代開始，海外領土（TOM）有些許變化：葛摩群島在 1974 年透過公投行使自

決權、次年片面宣布獨立，然而，4 個群島當中的馬約特在 1975 選擇留在法國，

而且此後不斷要求整合為海外省（DOM），終究在 1976 年成為含混的海外領土

集體（collectivité territoriale d'outre-mer, CTOM），地位介於海外領土（TOM）、

以及（DOM）之間；聖皮埃與密克隆群島也因為經濟考量，在 1985 年變成海外

領土集體（CTOM）；法屬玻里尼西亞、新喀里多尼亞要求以海外領土（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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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取得更多的權利下放，前者似乎自足於自治的實驗，後者則因為贊成與反對

獨立派相持不下、在 1980 年代中暴力相向，不過，2018 年的獨立公投並未過關

（Mrgudovic, 2012: 87-88）。    

根據『阿姆斯特丹條約16』（Amsterdam Treaty, 1997），法國在 1997 年發佈『第

97-721 號行政命令』（décret d’attribution no. 97-721 of 16/06/1997），將海外領土

部（Ministry for Overseas Territories）的任務分為主權發展、以及經濟與社會發

展，進而有 2000 年的『海外法』（Overseas Act, Loi d’Orientation pour l’Outre-mer, 

LOOM），揭櫫深化去中央集權化（decentralization）、以及展開海外省（DOM）

的權力下放，鼓勵調整不合時宜的地位；當時左右共治下的總理里昂內爾•喬斯

班（Lionel Jospin, 1997-2002）允諾海外省（DOM）獨立的選項17，然而，由於

各地諮商會議慢慢吞吞，加上擔心中央補助款被砍，終究無疾而終（Mrgudovic, 

2012: 89-90; Bélorgey, 2002）。 

另為，根據 1982 年從事的第一階段去中央集權化憲政改造，現有的領土集

體上面增設了大區，每個大區管轄幾個省；由於，海外大區（ROM）通常只包

含一個海外省（DOM），這時候，海外大區議會（regional council）與每個海外

省議會（departmental council）的地理範圍、選民不啻重疊，最後的解決之道是

將 4 海外省（DOM）都提升為海外大區（ROM），也就累贅而不合理的上位階

單位海外省及大區（DROM）（Mrgudovic, 2012: 91）。 

在 2003、2008 年，法國進行第二階段的去中央集權化憲政改革，包括透過

公投決定海外領土（TOM）、及海外省（DOM）的地位改變：首先是 2003 年的

改造，海外領土（TOM）被劃分為海外領土集體（COM）、及具有特殊地位的領

土集體（collectivités à statut particulier）兩大類，至於海外省（DOM）則鼓勵著

手行政簡化；2008 年的改造環繞著 12 個海外領土（FOT）自決、及自治的課題，

                                                      
16

 正式名稱是『修正歐洲聯盟條約、建立歐洲共同體的各項條約和若干有關文件的阿姆斯特丹

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 amending the Trea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ertain Related Acts）。 
17

 有關於『海外法』是否可以拿來當作獨立的依據，見 Mrgudovic（2012: 90）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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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海外省（DOM）的制度發展實驗，包括獨特立法與自治，包括創設新的

單一領土集體來取代現有的海外省及大區（DROM），只不過馬丁尼克、瓜地洛

普、法屬圭亞那、及留尼旺並不領情，倒是瓜地洛普所屬兩個群島聖巴瑟米、及

法屬聖馬丁公投脫離變成海外領土集體（COM）（Mrgudovic, 2012: 88, 91-92）。 

2008 年的憲政改造著眼海內外領土集體的行政簡化18，思考如何實驗將權力

下放給海外省，一方面避免海外大區議會與海外省議會的對立，另一方面希望海

外省（DOM）、及海外領土集體（COM）承擔更多的政治、及經濟責任（Mrgudovic, 

2012: 92）：馬丁尼克、以法屬圭亞那從善如流，終於接受單一領土集體，也就是

合併海外大區議會與海外省議會、成立單一領土議會（territorial council）；瓜地

洛普的議員則還在爭議，究竟研議中的 national assembly（國家議會、還是民族

議會？）有何地位；經過 2000、2009 兩次公投，馬約特終於在 2011 年修成正果，

由海外領土集體（CTOM）變成海外省（DOM）（Mrgudovic, 2012: 94, 99-100）。 

 
 

 

                                                      
18

 當下，規範法國海外領土的依據是憲法 73、及 74 條。 

來源：lisaparavisini（2010）。 

圖 6：法國的海外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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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海外領地未來可能的發展 

綜觀法國戰後的海外領地（FOT）安排，不管是殖民地、保護國、還是託管

地，絕大多數是聽任獨立，再透過法蘭西聯盟、或是法蘭西共同體做鬆散的結合。

為了要洗刷殖民帝國的屋名，剩下來的殖民地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納入為法國完

整的一部分（integral part of France），也就是建制為海外省（DOM），後來再提

升為海外大區（ROM），合稱為海外省及大區（DROM）；另一種方式是暫時海

外領土（TOM）地位，再伺機調整為權力下放下的海外領土集體（原 CTOM、

現 COM），只有新喀里多尼亞爭取到特殊領土集體地位，而法屬南部和南極領地

則是碩果僅存的海外領土（TOM）（圖 7）。難怪法國在 2011 年宣布這是「海外

年」，津津樂道跟海外領地已經踏入新的里程碑（Mrgudovic: 2012: 85）。 

 

如果不提已經納為海外省及大區的海外領地（譬如法屬圭亞那），那麼，不

管是海外領土集體（譬如法屬玻里尼西亞）、或是特殊領土集體（譬如新喀里多

尼亞），這些自治體會有哪些可能的發展？根據 Moyrand 與 Angelo（2010）的考

察，法國國會議員提出各種解決之道，包括內部自治（internal autonomy）、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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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法國海外領地地位的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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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權（local citizenship）、主權共享（shared sovereignty）、以及海外國家（overseas 

country），兩人認為，這些都是缺乏實質法律效力的概念，在法國單一體制的框

架下，終究還是要回到自治的落實；兩人以為，自治不外行政自治（administrative 

autonomy）、及政治自治（political autonomy），前者是純粹為了行政方便所劃分

的區域單位，也就是地方政府，頂多只有去中央集權╱地方分權、或是權力下放，

後者才真正擁有立法權，因此，法屬玻里尼西亞只有行政自治權，而新喀里多尼

亞可以算是具有政治自治權。 

在過去，法國的作法是允諾獨立，再以法蘭西聯盟、或是法蘭西共同體來結

合，看起來有點介於邦聯、以及國協的中間，不過，兩種安排終究還是無疾而終。

排除獨立出去，由於法國是在單一體制，那麼，排除聯邦制的可能性，除了維持

不同程度的自治，還有什麼其他可行之道？我們綜合 Mrgudovic（2012）、Chappell

（2010）、以及 Moyrand 與 Angelo（2010、1999）的討論，可以歸納出當下構思

的焦點在於自由結合（free association）、及某種主權共享（shared sovereignty）。

根據 Moyrand 與 Angelo（2010: 211, 214-15），自由結合是法國特使在 1985 年向

新喀里多尼亞提出來的妥協方案，也就是所謂的「結合中的獨立╱獨立結合」

（independence-in-association, independence association），應該是得自庫克群島

（Cook Islands）跟紐埃島（Niue）與紐西蘭的經驗，前者的人民可以擁有後者

的公民權，國防及外交外包，看起來介於獨立與殖民地之間；主權共享聽起來似

乎是介於完全主權（獨立）及缺乏主權（整合）之間，特別是喬斯班在跟新喀里

多尼亞談判『諾美亞協定』（Nouméa Accord, 1998）所提出（p. 213）。Moyrand

與 Angelo（1999）坦承，不管是自由結合、還是主權共享，前提是先取得獨立、

再來談結合的方式，也就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結合，兩者大同小異；因此，不管憲

法是否允許、也不去計較是否可以取得多少主權，即使走向獨立國家是終局目標，

長夜漫漫路迢迢，看起來是緩兵之計。由軍事征服到殖民行政，法國原先還打算

保有殖民地，等到覺悟時不我予，既無力、又無心，領地獨立是遲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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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法國軍艦通過台灣海峽的背後19
 

外電報導，美國官員透露法國軍艦葡月號（Vendémiaire）在四月出通過台灣

灣海峽。儘管法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也就是所謂的世界五強，然而，

由於法國在戰後失去法屬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加上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灰頭土

臉，在國際社會上已經不如往昔呼風喚雨。當下，法國在歐盟或許與德國尚能相

庭抗禮，對於東歐國家的發展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譬如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

烏克蘭東部的動盪不安，因此，法艦悄然現身台海、又由美方透露，令人好奇。 

從十六到十八世紀的國際局勢，實際上就是法國與英國的爭霸，直到法國在

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5）落敗。西方國家在十八世紀下半葉前來

遠東，俄羅斯由北南下、美國由東西望，而法國與英國由南北進、兩度聯軍攻打

中國（1858、1860）。不過，法國把重點放在法屬印度支那、及南太平洋，跟中

國為了越南的宗主權還打了一場戰爭（1883-85）；當時，法國遠東艦隊為了取得

基隆的煤礦攻打台灣，海軍陸戰隊一度攻進基隆、又從馬賽調來外籍兵團千人，

史稱「西仔反戰役」（圖 8、9）。 

 

                                                      
19

 原稿登於《民報》2019/4/30。 

來源：Wikimedia Commons（2019）。 

 圖 8：法國外籍兵團在基隆（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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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戰後的外交走獨立路線，對於美國未必言聽計從，譬如帶高樂（Charles 

de Gaulle, 1959-69）在 1964 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在金邊抨擊美國介入越

南（1966）。在 1966-96 年間，法國因為在南太平洋試爆核武而惡名昭彰，特別

是綠色和平的彩虹戰士號在紐西蘭奧克蘭被炸沈。法國在亞太的戰略介入始於

1990 年代初期，事實上，法國在 1989 年決定軍售台灣拉法葉級巡防艦、及 1991

年幻象兩千戰鬥機給台灣，可以看出改弦更張的端倪，美國是背後的影武者。 

進入二十一世紀，總統薩科吉（Nicolas Sarkozy, 2007-12）推動「經濟外交」，

希望能開發亞洲市場；在任內後期，由於關注西藏而與中國關係緊張，轉而拉攏

印度。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 2012-17）甚至於調整自來親中的作法，尋求

與其他亞洲國家的政治、及戰略合作，譬如在 2017 年與澳洲聯手反潛艇作戰演

習。法國是世界第四大軍火輸出國，在 2016 年，澳洲訂購了 12 艘潛艇、及印

度訂購 36 架飆風戰鬥機（Rafale），可以看出跟買家保證並非只有商業考量。 

法國目前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在太平洋有新喀里多尼亞、法屬玻里尼西亞、

及瓦利斯群島和富圖那群島等海外屬地，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涵蓋 1,100 萬平方公里，世界上僅次於美國。法國近年對於中國在南海的

擴張相當戒心，一再強調自由航行的權利，自從 2014 年起每年造訪 3-5 次，平

來源： Bochereau（n.d.）（2018/4/29）。 

 圖 9：法國海軍陸戰隊由土倫出發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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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則分別在新喀里多尼亞、及法屬玻里尼西部署監控巡防艦葡月號、及牧月號

（Prairial）（圖 10）。 

 

 

法國當下擁有六艘核子動力攻擊潛艇、及四艘配備彈道飛彈的潛艇，每年增

建一艘，還是有相當嚇阻的功能。儘管法國在太平洋的能見度不多，實際上是美

國在此僅次於澳洲、及紐西蘭的盟邦，合組「四邊國防協調集團」（Quadrilateral 

Defense Coordination Group）。法國在 2017 年擴大年度「聖女貞德任務」，首度

派遣軍艦參加美國、英國、及日本在關島的軍演，特別是西北風號（Mistral）兩

棲突擊艦，向中國示警的味道相當濃。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 2017-）上台後，強調巴黎-德里-坎培拉戰略軸

線，他在澳洲表示，我們如果要跟中國平起平坐，必須先組織起來；他到中國訪

問說，一帶一路不能是單向的。儘管如此，由於美國總統川普驚世駭俗，包括法

國、及英國在內，還沒有一個歐洲國正式支持他的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FOIP）。法國願意配合美國演出捍衛太平洋穩定的

雙簧，亞洲國家也認為法艦出現在南海代表著美國的決心，大家心照不宣。 

來源：Ministry of the Armed Forces（2018）。 

圖 10：法國在印太的軍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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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法屬玻里尼西亞的自治 

法屬玻里尼西亞的正式名稱是「法屬玻里尼西亞領土集體」（Collectivity of 

French Polynesia），是法國的海外領土集體（COM）；在 1842 年被法國納為保護

國，稱「為法國大洋洲墾地」（French Settlements in Oceania, É tablissements Français 

de l'Océanie, EFO）；在 1888 年變成法國的殖民地，戰後在 1946 年成為海外領土

（TOM），住民獲得公民權；在 1957 年改名為法屬玻里尼西亞，於 1977 年被授

與局部自治權；在 2003 年取得海外領土集體（COM）地位迄今，依據法國憲法

第 74 條、及 2014-192 基本法取得自治的地，象徵性的指標是在名目上取得「海

外國家」（overseas country inside the Republic, pays d'outre-mer au sein de la 

République, POM）的名稱、民選「法屬玻里尼西亞總統」（President of French 

Polynesia），不過，地方政府沒有司法、安全及公安、國防、或外交的權限；在

2013 年，法屬玻里尼西亞被聯合國重新列為非自治領地（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因此具有公投獨立的資格（Sage & Angelo, 2004; Wikipedia, 2020: 

French Polynesia; Overseas country of France; United Nations list of 

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 United Nations and Decolonization, n.d.）（圖 11）。 

 

 
來源：United Nations and Decolonization（n.d.）。 

圖 11：聯合國所列 17 個非自治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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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新喀里多尼亞的獨立公投 

新喀里多尼亞原本在 1946 年被列為海外領土（TOM），住民在 1953 年取得

法國公民權，在 1999 年依據『諾美亞協定』（1998）取得特殊領土集體地位；新

喀里多尼亞在 1864 年成為法國的流放地（penal colony），因為發現鎳礦，外人

逐漸增多；這裡的原住民族是卡纳克人（Kanak People），目前約佔 39.1%（2014 

年人口普查），歐洲裔墾殖者後代佔有 27.1%；在 1976-88 年間，法國政府與卡

纳克人獨立運動者衝突不斷，法國社會黨政府在 1985 年嘗試以主權交換墾殖者

的權利保障，進展有限，接手的中間偏右政府不顧原住民族的土地聲索（land 

claim）、執意著手進行土地分配，原住民族只分不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在 1986

年，新喀里多尼亞被聯合國重新列為非自治領地，因此具有公投獨立的資格；根

據『馬提尼翁協議』（Matignon Agreements, 1988），新喀里多尼亞可以實施有限

地方自治，又根據『諾美亞協定』（1998）可以有三次獨立公投，經過 20 年過渡

時期的權力轉移，然而，2018 年的首度公投並未過關（43.3%：56.7%），2020、

2022 年還有兩次機會（Wikipedia, 2020: New Caledonia; 2018 New Caledonian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2020 New Caledonian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Breda & 

Mihailovic, 2019; Mihailovic, 2003）。 

 

 

來源：French School（n.d.）。 

圖 12：法軍攻擊新喀里多尼亞的村落（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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