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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属北非指的是法国在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建立的殖民地。19 世纪到 20 世纪

这一百年间，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地处马格里布地区的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和摩洛哥三国相继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本文首先对法国殖民北非三国的历

程进行概述，接着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角度出发，对法国在法属北非的殖民

政策以及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分析与比较。最后，本文对法属

北非的去殖民化历程和后殖民时代的北非三国与法国的关系进行略述。 

法国殖民者对北非三国采取了不同的殖民政策。在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者

大力推行法兰西化政策，采取了进行直接统治、建立移民经济、强推法语教育等

手段；而在突尼斯与摩洛哥，法国的殖民政策要温和且成熟许多，法国殖民者采

取了建立保护国的方式，利用傀儡前殖民时期的封建王朝实现殖民统治。法国在

北非的殖民史与其在北非采取的殖民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北非三国的社会历史发

展，也对后殖民时代法国与北非三国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法属北非；法国；殖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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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umé 

L’Afrique française du Nord se réfère aux colonies françaises établies dans la 

région du Maghreb en Afrique du Nord. Au cours des 19ème et 20ème siècles, la France 

étendit son influence en Afrique du Nord. En conséquence, les trois pays du Maghreb, 

l’Algérie, la Tunisie et le Maroc, furent colonisés par la France successivement. Cette 

thèse présente d’abord une brève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coloniale de l’Afrique 

française du Nord. Et ensuite, à partir des trois perspectives de la politique, de 

l’économie et de la culture, cette thèse élabore, analyse et compare les politiques 

coloniales françaises dans l’Afrique française du Nord et les processus de formation de 

ces politiques. Enfin, cette thèse donne un aperçu de la décolonisation de l’Afrique 

française du Nord et des relations entre les trois pays du Maghreb et la France à l’ère 

postcoloniale. 

Les colonialistes français prirent différentes politiques coloniales dans les trois 

pays du Maghreb. En Algérie, les colonialistes français encouragent vigoureusement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isation à travers la règle directe, l’immigration, l’éducation 

française, etc. Tandis qu’en Tunisie et au Maroc, les politiques coloniales françaises 

furent plutôt plus modérées et plus mûres. Les colonialistes français établissent des 

règles coloniales sous la forme d’un protectorat, en utilisant la marionnette des 

gouvernements précoloniaux de ces deux pays. L’histoire coloniale et les politiques 

coloniales françaises ont grandement influencé le développement social et historique 

de l’Afrique française du Nord et ont également eu un impact profond sur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ntre la France et les trois pays du Maghreb dans l’ère postcoloniale. 

Mots clés : l’Afrique française du Nord ; la France ; colonisation ; pol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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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作为欧洲的后花园，北非马格里布地区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起就成为欧

洲列强竞相争夺的目标。1830 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并开始了其在阿尔及利

亚的殖民统治。随后的几十年里，位于阿尔及利亚东西两侧的突尼斯和摩洛哥都

相继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属北非就此形成。在殖民期间，法国殖民当局在北非

三国各自实行着相似却不尽然相同的殖民政策。北非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也与法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产生了延续至今的影响。法国殖民北非的这

一段历史时期，不仅是北非三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法国历史与法

国殖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及法属北非殖民史和法属北非殖民政策的专著或论文颇多。著名历史学家

杨人楩教授编写的《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详细地介绍了法国对

北非的殖民历程；孙吴老师所撰写的《法属非洲经济殖民化历史进程》对法属北

非殖民经济的建立过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李安山老师撰写的《法国在非洲的殖

民统治浅析》对法国在北非实行的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进行了分析比较。国外方

面，法国学者菲利普·C．内勒所著的《北非史》也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简要的

介绍；此外，Jennifer E. Sessions “By Sword and Plow: France and the Conquest of 

Algeria”（《用剑和犁：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Dwight L. Ling “Morocco and Tunisia: 

A Comparative History”（《摩洛哥与突尼斯历史比较》）等等均对北非三国的殖民

史进行了描述。然而，上述著作或者侧重于对法属北非殖民历程的叙述，或者侧

重于对法国在一国的殖民政策的介绍，又或者侧重于对殖民政策的某一方面进行

分析，而缺少对法国在北非三国殖民政策的系统介绍与分析比较。这对于我们深

入认识法属北非殖民史以及法属北非殖民政策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本文将对法国在法属北非的殖民政策及这些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详尽

的介绍和分析。并在吸收、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就政治、

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法国在北非三国的殖民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以利于今后

对北非三国的殖民史和殖民政策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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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对北非的殖民历程 

作为老牌殖民帝国，自 16 世纪和 17 世纪起，法国就在与西班牙、葡萄牙、

丹麦等老牌殖民帝国的殖民冲突中建立了其在北美的大片殖民地，并随后开始了

在印度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而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法国与英国和其他欧洲

大国的一系列战争致使其丧失了几乎全部的殖民地。随后，法国人开始重建殖民

体系。随着法国在非洲、印度支那和南太平洋的征服，一个新的殖民帝国建立了

起来。在 20 世纪初，这个新的殖民帝国发展到了顶峰，成为了仅次大英帝国的

第二大殖民帝国。如果把法国本土和其海外殖民地的数据都计算在内，“1920 年

时，法国治下的土地面积达到了 1150 万平方公里，1939 年，法国的总人口达到

了 1.1 亿”1。 

法属北非殖民地指的是法国在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建立的殖民地，包括法属阿

尔及利亚、法属突尼斯和法属摩洛哥。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使其丧失了对该地

区的控制，法国得以趁虚而入。1830 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从 1848 年到 1962

年，“阿尔及利亚一直被视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为了扩大法国在北非

的影响力并且巩固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东西两翼分

别建立了保护国，即突尼斯和摩洛哥。突尼斯的法国保护国成立于 1881 年。在

对摩洛哥进行军事入侵之后，摩洛哥保护国于 1912 年成立。 

1.1 入侵阿尔及利亚 

事实上，在 1830 年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阿尔及利亚只有少部

分领土在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奥斯曼土耳其人在阿尔及利亚以阿尔及尔为中心

进行着摄政统治。然而，土耳其人只在阿尔及尔和其周边区域实行直接控制，包

括广大内地的阿尔及利亚其他地区，实际上都在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部落

的控制之下。 

 
1 数据来源：Insee, « Tableau 1 — Évolution générale de la situation démographique » ; Statistique 

générale de la France, « Code Officiel Géographique — La IIIe République (1919–1940) ». 
2 （法）菲利普·C．内勒，《北非史》（韩志斌，郭子林，李铁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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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野心很早就显现了出来。早在 16 世纪，法国人

就在阿尔及利亚的拉卡尔城（今艾尔卡拉）附近修建了一座城堡。在法国大革命

和拿破仑战争时期，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国的主要粮食出口国向法国军队提供了大

量补给。“到了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试图侵占阿尔及利亚的野心日趋明显。”1

拿破仑曾派人对阿尔及利亚沿海进行考察，绘制了军用地图，并拟订了具体的军

事行动计划。 

彼时的北非阿尔及尔摄政区是巴巴里地区（即北非伊斯兰教地区）海盗和奴

隶贩子的大本营之一。这些海盗和奴隶贩子袭击穿行在地中海和北大西洋的欧美

商船。他们夺取货物、绑架船员并敲诈赎金，并以此为当地的穆斯林统治者提供

财富。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天主教统治者们都忙于募集保护费交给海盗从而保

证本国商船的安全。欧美势力也曾对巴巴里海盗进行过报复。例如，美国发动了

两次巴巴里战争（1801–1805 年和 1815 年），并“成功地摆脱了向海盗国家交纳

保护费的命运”2。法国也曾多次派出舰队对巴巴里地区的港口进行炮击，不过

收效甚微。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入侵始于 1830 年，这也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4–

1830 年）的最后一年。法王查理十世(Charles X)一方面决定彻底解决巴巴里地区

的海盗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借此增加法王在法国民众中的声望，并通过对

外战争来化解和转移当时日渐尖锐的国内矛盾。“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后，阿尔

及利亚地区的奴隶贸易和海盗活动随即停止了。”3 

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的直接原因是一次债务纠纷。在 1795 年至 1799 年的督

政府时期，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曾向阿尔及利亚的两个犹太出口商进口小麦来供给

法国军队，而这笔购买小麦的款项一直拖到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都没有支付。很

 
1 艾周昌，陆庭恩，《非洲通史·近代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19

页。 

2 Ian Almond, “Two Faiths, One Banner: When Muslims Marched with Christians across Europe’s 

Battlegrounds”, Cambridge, MA,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4. 
3 Hugh Chisholm,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Volume 3,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p.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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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查理十世并不愿意偿还共和国欠下的债。戏剧性的是，这些犹太商人又对

当时阿尔及利亚的奥斯曼总督侯赛因戴伊（戴伊，土耳其语 dayı，意为“总督”）

欠有债务。这一三角纠纷使得总督不得不亲自出面向法国领事要求法国偿还债务。 

法国人对此事的傲慢态度最终激怒了这位总督。1827 年 4 月 29 日，在一次

谈判失败后，愤怒的总督将手中的扇子扔向了法国领事。总督的冒犯之举给了查

理十世军事入侵的口实。法国舰队随即开赴阿尔及尔港，并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军

事封锁。法国舰队包围阿尔及尔港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阿尔及尔的巴巴里海盗袭击

法国商船队，可是收效甚微，当地的海盗依然能够突破封锁。于是到了 1829 年，

查理十世派出一名大使前往阿尔及尔向总督提出和谈，可是总督并不领情，而是

“用炮击封锁舰队的方式回应法国人”1。这使得查理十世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

施予以回击。 

法国人的入侵行动依据拿破仑于 1808 年制定的阿尔及利亚入侵计划展开。

1830 年 5 月 16 日，在海军上将迪佩雷(Guy-Victor Duperré)的指挥下，一支由 103

艘战舰和 464 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载着 37612 名士兵由土伦港开往阿尔及尔。6

月 14 日，远征军司令陆军元帅布尔蒙(Louis-Auguste-Victor, Count de Ghaisnes de 

Bourmont)带领这只强大的远征军在阿尔及尔以西27公里处的西迪费尔赫尔(Sidi 

Ferruch)登陆。为了应对法国的入侵，阿尔及尔总督匆忙组建了一支军队迎敌，

这支军队由“约 7000 名耶尼切里（土耳其语 yeniçeri，意为“土耳其新军”，即

奥斯曼帝国的正规军）士兵、19000 名来自奥兰和君士坦丁的当地士兵和 17000

名柏柏尔人”2组成。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法国军队，这样一支乌合之众显

然毫无抵抗之力。五天后的 6 月 19 日，法军就在阿尔及尔近郊取得了决定性的

胜利，并于 7 月 5 日进入阿尔及尔。阿尔及尔总督随即投降并逃离阿尔及利亚，

这也宣告了在阿尔及利亚长达 313 年的奥斯曼统治就此结束。 

几乎与此同时，1830 年 7 月底，法国巴黎爆发了七月革命，查理十世被迫

 
1 Jamil Abun-Nasr,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50. 
2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Bloomington, IN, 

US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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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位，他的堂弟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 I)登上王位，从此法国进

入君主立宪制的奥尔良王朝（1830–1848 年）。不过新政府并没有放弃由旧政府

发动的侵略战争，毕竟一次成功的征服总是会受到欢迎的。由于远征军总司令布

尔蒙是查理十世的坚定拥护者，路易·菲利普便用陆军元帅贝尔特朗·克洛泽尔

(Bertrand Clauzel)将其撤换，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依旧照常进行。在成

功镇压了几次当地人的反抗之后，1834 年 6 月 22 日，法国正式将阿尔及利亚占

领区兼并为殖民地。 

1.2 突尼斯保护国的建立 

自 1574 年奥斯曼帝国征服突尼斯以来，突尼斯一直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

行省。尽管如此，突尼斯在贝伊（土耳其语 Biy，意为“长官”，在突尼斯该称

谓是君主的头衔）的治下享有极高的自主权。在 1705 年，当时的贝伊侯赛因·伊

本·阿里(Husayn ibn Ali)将驻扎当地的耶尼切里军团赶走，并随后颁布继承法，

确立了侯赛因家族在突尼斯的统治。这样，虽然在名义上，突尼斯承认奥斯曼帝

国的宗主权，但事实上突尼斯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到了 19 世纪，突尼斯与欧洲的商业往来日趋密切。不过突尼斯政府却缺乏

对税收和外贸的控制。由于税收制度缺乏效率，政府只能收缴到应付税款的五分

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与欧洲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欧洲的商品进入突尼斯

只需缴纳 3%的关税”1。这使得突尼斯本国的轻工业大受打击，而突尼斯的经济

也几乎被欧洲控制。 

突尼斯也曾做过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尝试。例如在 1861 年，具有现代化思想

的贝伊穆罕默德·萨迪克(Muhammad I as-Sadiq)颁布了该国的第一部宪法，宪法

宣布在突尼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成立了一个最高委员会，政府部长向其负责。

不过由于国内保守势力的阻挠，君主立宪制仅在突尼斯存在了 4 年就不了了之。 

19 世纪 60 年代，突尼斯陷入巨额债务危机，政府几近破产。一个由法国、

英国和意大利共同成立的国际财政调查团接管了突尼斯的经济。由于法国是突尼

 
1 Robert Aldrich, “Greater France: A History of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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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主要债权国，占突尼斯外债总额的 80%，“法国派出行政官员维克多·维莱

(Victor Villet)协助管理该委员会在突尼斯的事务”1。事实上此时，突尼斯的财政

大权已落入法国人手中。 

1878 年的柏林会议是突尼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由于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帝

国的战败使其彻底丧失了对北非的控制，欧洲列强决定重新瓜分北非。另一方面，

法国在经历了普法战争（1870–1871 年）的失利后急于恢复其大国地位。而德国

为了转移法国国内对其的复仇主义情绪，也支持法国对外扩张。英国为了换取法

国对其在塞浦路斯和埃及的殖民统治的支持，也鼓励法国扩大其在突尼斯的影响

力。这样，在英德二国的支持下，突尼斯纳入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1881 年 3 月，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边境发生部族冲突，法国声称突尼斯部

族成员越过边境进入阿尔及利亚并造成了人员伤亡。以此为借口，法国迅速“组

建了一支 28000 人的远征军，于 4 月 28 日进入突尼斯，并迅速占领突尼斯城”2。

时任贝伊的伊穆罕默德三世(Muhammad III as-Sadiq)很快就被迫接受了法国对突

尼斯的占领，并于同年的 5 月 12 日同法国人签署了《巴尔多条约》(Traité du 

Bardo)，条约规定贝伊依然作为名义上的突尼斯国家元首。这样，突尼斯的侯赛

因王朝（1705–1957 年）得以保留，而法国殖民当局事实上掌握实权，突尼斯也

正式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1.3 摩洛哥保护国的建立 

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不同，奥斯曼帝国没能征服摩洛哥。摩洛哥地处战略

要地，19 世纪以前，不管是奥斯曼帝国还是葡萄牙等老牌欧洲殖民国家对其都

有侵占的野心。然而，几乎每一次危机发生时，都会有新的王朝出现，将摩洛哥

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长期的独立与坎坷的历史塑造了摩洛哥在北非国家中的

地位，也强化了摩洛哥的民族认同感。 

16 世纪时，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然而葡萄牙人

很快被南部的萨阿德家族领导的反抗军击败，并被赶出摩洛哥境内。接着，萨阿

 
1 Jamil Abun-Nasr,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 p. 283. 
2 Jean Randier, « La Royale », La Falaise, France : Babouji, 2006, p.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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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家族推翻了原本统治摩洛哥的瓦塔西德王朝（1471–1549 年）。1554 年，随着

默罕默德·谢赫(Mohammed ash-Sheikh)自立为苏丹（阿拉伯语سلطان，意为“权

力”或“统治”，通常作为穆斯林国家统治者的称号），萨阿德王朝（1554–1659

年）正式建立。在萨阿德家族治下，摩洛哥的领土得到扩张，该王朝也是摩洛哥

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在萨阿德王朝后期，其家族内部陷入内乱，摩洛哥内战不断。这时，阿拉维

家族的穆莱·拉希德(Mulai Al-Rashid)征服摩洛哥，驱逐了阿萨德家族，并建立

了阿拉维王朝（1666 年至今）。长期以来，阿拉维家族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与欧

洲强国进行周旋，以确保摩洛哥立于不败之地。例如，17 世纪时，时任苏丹的穆

莱·伊斯梅尔(Mulai Ismail ibn Sharif)试图通过与路易十四(Louis XIV)的私生女

政治联姻来和法国结盟。整个 19 世纪，阿拉维家族积极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

并以此作为对抗外部政治力量的手段。当然，作为回报，英国也获得了在直布罗

陀地区的稳固地位。 

然而，像摩洛哥这种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欧洲外交

和大国博弈中的棋子。1844 年，法国以摩洛哥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反法运动为由

炮击了摩洛哥的丹吉尔港和萨维拉港。1848 年，西班牙趁机夺取了摩洛哥西部

大西洋上的几座小岛，并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攫取了摩洛哥北部和南部西撒哈拉沿

岸的大片领土。1856 年，英国迫使摩洛哥签订协定，获取了与摩洛哥贸易交往中

的大量特权。 

“欧洲列强的军事占领、政治干预与经济掠夺加速了摩洛哥苏丹国家权威崩

溃瓦解的速度。”11904 年，法国与英国秘密签署双边协定，讨论了法国在摩洛

哥建立保护国和其与西班牙瓜分摩洛哥领土的相关事宜。而另一方面，新兴的殖

民主义国家德国也试图利用摩洛哥不稳定的政局制造其在北非的影响力。1905

年，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造访摩洛哥，并挑衅地发表了支持摩洛哥独

立的讲话。这一行为引发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为调解法德两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争端，英法德等国于 1906 年举行了阿尔

 
1 菲利普·C．内勒，《北非史》，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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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西拉斯会议。最终，法国在会上同意放弃了对摩洛哥的军事控制，而只保留对

摩洛哥政治和财政事务的控制。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事实上承认了法国在摩洛哥的主导地位。会后，法国加紧

了对摩洛哥的控制。1907 年 3 月，法国占领东摩洛哥的乌季达。同年 5 月，法

国占领卡萨布兰卡，并在此地大搞基础设施建设。1911 年春，摩洛哥首都非斯爆

发反对法国的起义，法国趁机以保护侨民为由，占领非斯及其他城市。 

法国在摩洛哥扩张主义行为引起了德国的不满。1911 年，德国掀起第二次摩

洛哥危机。德国派遣战舰“豹”(Panther)号驶入摩洛哥大西洋岸的港口阿加迪尔。

然而，在摩洛哥问题上，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均不支持孤立主义的德国。这使得

德国不得不承认了法国在摩洛哥的主导地位，当然作为回报，法国也承认了德国

对喀麦隆领土的占有权。 

1912 年 3 月 30 日，法国与摩洛哥签署《非斯协定》(Traité de Fès)。该协定

将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合法化了，并承认了西班牙对摩洛哥北部部分地区和南部

塔尔法亚地区的接管。这样，摩洛哥正式沦为法国与西班牙的共有保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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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国在北非的殖民政策 

法国在北非三国的殖民统治政策不尽相同。作为早期的殖民地，在阿尔及利

亚，法国更多推行着本土化政策，并努力把阿尔及利亚打造为其在北非殖民统治

的大本营。而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法国人对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进行了修正，

采取了更为成熟的殖民政策。在本文中，笔者将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

法国在北非三国的殖民政策进行分析比较。 

2.1 政治政策 

欧洲殖民者对其海外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无外乎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两种。在

法属北非，这一区分十分明显。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实行直接统治的殖民政策。

而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法国殖民者吸取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经验，认为通过建

立傀儡政府的间接统治方式能够更好地对殖民地进行管理。 

2.1.1 在阿尔及利亚：直接统治 

1830 年法国军队征服阿尔及利亚，原阿尔及尔摄政国的奥斯曼总督便仓皇

而逃，法国即在阿尔及利亚实行起直接统治的殖民政策。1830 年至 1834 年，法

国并没有正式兼并阿尔及利亚，而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国的军事占领区，其统治者

由驻阿法军总司令代理。1834 年后，阿尔及利亚正式成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开

始向阿尔及利亚委派法国总督作为行政长官。在殖民统治初期，法属阿尔及利亚

总督往往会兼任法国非洲事务总管的职务，由此也可以见得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

重视程度。 

自 1830 年 11 月起，“法国殖民当局就开始向赴阿人员发放护照及居留许可

证”1，借此限制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外国人。法国政府又于 1831 年 5 月颁布新的

条令加强了对赴阿人员的限制，该条令规定，只有得到法国内政部许可的人员才

得以前往阿尔及利亚。在 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政府开始鼓励前往阿尔及利亚的

移民。自 1841 年 9 月起，法国籍单身男性可以免费前往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

 
1 Jennifer E. Sessions, “By Sword and Plow: France and the Conquest of Algeria”, Ithaca, NY, US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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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这些移民不同形式的政府补助。这些移民除了享受免费乘坐法国与阿尔及利

亚之间通行的轮渡以外，还能得到诸如葡萄酒和食物的配给、每户 12 公顷的土

地特许权以及高额的薪资等等其他补助。这些举措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法国

国内的人口过剩危机。“到了 1848 年，在阿尔及利亚的 109400 名外来欧洲移民

中，就有 42474 人是法国人。”1 

1845 年，法国颁布了一条皇家法令，法令要求在阿尔及利亚实行三种类型

的行政管理模式。在欧洲人聚居的地区建立高度自治的“全功能社

区”(communes de plein exercice)，即由当地人自己选举本地的行政长官并且自己

组建地方议会。在那些“混居”的地区，即当地穆斯林与欧洲移民杂居且穆斯林

占多数人口的地区，地方长官由殖民当局委任。而那些偏远地区则依然处于军事

控制状态，当地的行政长官由驻军领导充任。 

1848 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同年 11 月，第二共和国颁布了新宪法正

式将阿尔及利亚视作法国领土的一部分。该宪法宣布，“参加国民议会的 750 名

与会代表中需包括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代表” 2。并且在特别条例(Dispositions 

particulières)中强调，“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领土，并将颁发新的法规用于处理阿

尔及利亚境内的事务”3。同年 12 月，法国仿照本土的行政管理模式，将阿尔及

利亚划分为三个大区(département)：奥兰、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并分别在这些

大区内部建立军事区和平民区。 

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随后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继续将其本土的行

政模式向阿尔及利亚进行推广。在奥兰、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这三个大区内，法

国规定所有的居民必须参加选举，并选出地方行政长官和议会。不过选举中，当

地穆斯林土著的人数受到限制，穆斯林不得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议会席位，也不

得担任地方领导的职位。而上述三个大区以外的偏远地区依然由法军实行军事占

领，法国允许穆斯林土著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不过这一切都须在法军指挥官的

监督下进行。 

 
1 Ibid, p. 260. 
2 Constitution du 18 novembre 1848 : Chapitre IV — Du pouvoir législatif : Article 21. 
3 Constitution du 18 novembre 1848 : Chapitre X — Dispositions particulières : Article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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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年 9 月，法国在色当战役中的惨败宣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终结，这

也导致了阿尔及尔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为防止事态扩大，法国殖民当局立即

将阿尔及利亚原有的行政机构撤离，并对阿尔及利亚实行军事管理。同年，法兰

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当时的国防政府(Gouvernement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委任

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来重建阿尔及利亚的行政体系。克雷米厄

仿照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政策制定了克雷米厄法令(Le décret Crémieux)，该法令重

申阿尔及利亚需派出代表出席国民议会，强调了殖民者在行政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并规定“由内政部派出一名总督管理阿尔及利亚的行政事务”1。此外，该法令

还允许原住民犹太人成为法国公民，而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则被排除在外。 

至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行政体系基本确立，直到 1940 年维希法国接管

阿尔及利亚，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行政管理基本按照克雷米厄法令开展。 

2.1.2 在突尼斯与摩洛哥：间接统治 

至少从表面上看，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地位与阿尔及利亚完全不同。作为法国

的保护国，突尼斯和摩洛哥保留了部分前殖民时代的行政体系。例如，在殖民期

间，两国的统治家族，突尼斯的侯赛因家族和摩洛哥的阿拉维家族，均得以保留。

当然，由法国向当地委派的总督事实上掌握着实权。 

在突尼斯，法国殖民当局采取了下面的手段控制当地的傀儡政府。首先，法

国人要求贝伊提名前殖民时代的统治精英来担任诸如宰相(le Grand Vizir)等要职，

“由于这些人往往都是贝伊的亲信，法国当局就能更容易地控制他们，一些反法

的抵抗运动就不容易在突尼斯展开了”2。同时，“法国要求突尼斯政府将那些

支持 1881 年叛乱或是其他反法活动的官员从政府机关中解职”3。法国还向突尼

斯委派了一名法国秘书长(secrétaire général)和一名法国总督(résident général)。其

中，“秘书长作为突尼斯宰相的私人顾问，负责监督和协调突尼斯政府的工作，

 
1  Roger Benjamin and David Prochaska, “Renoir and Algeria”, New Haven, CT,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5. 
2 Kenneth J. Perkins, “Tunisia: Crossroads of the Islamic and European Worlds”, Boulder, CO, 

USA: Westview Press, 1986, p. 87. 
3 Ibid,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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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负责法律法规的颁布”1；而总督则作为在突尼斯的法国政府代表，事实上掌

握着相当于总理的权力，内阁成员均要向其负责。此外，为了更好的控制突尼斯，

法国人插手突尼斯政府内阁的组阁，并安排法国人担任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等要

职。 

法国当局几乎不插手突尼斯地方政府的事务，突尼斯的地方行政的体系保留

了前殖民时期的基本框架，地方长官均由当地人担任。不过，法国殖民当局会派

出专门的法国官员对当地的行政长官进行密切的监督。 

在摩洛哥，第一位法国总督于贝尔·利奥泰(Hubert Lyautey)基本确立了殖民

当局在摩洛哥的行政职能。利奥泰不希望对摩洛哥原有的行政体系进行过多的干

预，他认为法国不应该向控制阿尔及利亚那样完全控制摩洛哥，而是把摩洛哥打

造成为一个亲法的君主制国家。这样，摩洛哥苏丹的权力得以保留。苏丹继续作

为摩洛哥的宗教领袖，甚至被允许继续以其个人名义颁布法律条令。利奥泰自己

曾说过：“在摩洛哥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受法国保护的阿拉维政府。” 

即便如此，法国当局在摩洛哥依然拥有极大的权力。法国总督及摩洛哥的法

国官员掌握着摩洛哥的民政和军政大权。尤其在 1925 年利奥泰离任之后，那些

长居摩洛哥的法国地主和富商们组建了强大的殖民地政治团体(lobby colonial)，

这进一步强化了法国总督在摩洛哥的权力。 

2.2 经济政策 

法国对北非的经济殖民历程也是法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写照。作为法国在

北非最早建立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经济活动主要靠欧洲移民来完成。法

国通过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白人移民经济实现早期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而在突

尼斯和摩洛哥，随着法国国内垄断资本的成熟，法国开始采用金融资本控制产业

资本的方式，垄断并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命脉。 

2.2.1 在阿尔及利亚：以移民为主要手段 

法国早期在北非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是法国在北

 
1  Auguste Sebaut, « Dictionnaire de la législation tunisienne », Dijon, France : Imprimerie de 

François Carré, 1888, p. 335. 



法国在法属北非的殖民政策比较研究 

13 

 

非最早确立殖民统治的非洲属国。自 1830 年法国军事占领阿尔及利亚起，法国

当局就试图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起白人移民经济。在上文提到的 1831 年 5 月

颁布的条令中，法国对前往阿尔及利亚的人员进行限制，不过“却向大量从事北

非贸易的商贩和希望在阿尔及利亚购置土地的富人发放护照”1。随后的几十年

中，法国不断推行优惠的移民政策鼓励欧洲人前往阿尔及利亚进行经商投资。这

样，阿尔及利亚出现了大量的欧洲殖民者，这些殖民者也被当地土著称为“黑

足”(Pied-Noir)。 

法国殖民当局也为欧洲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购置土地提供便利的政策。例如

1871 年爆发的卡比尔民族起义（1871–1872 年）被镇压后，法国当局乘机通过立

法没收了大量当地土著的地产。1873 年，卡比尔暴动受害者赔偿委员会主席、阿

尔及利亚财产委员会成员、法国国民议会阿尔及利亚代表奥古斯特·瓦尼耶

(Auguste Warnier)在《法国经济人报》(l’Économiste Français)和《国家意见》

(L’Opinion nationale)等报刊杂志上撰文，分析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土地所有权立法

的相关事宜。其观点在法国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同年 7 月 26 日，瓦尼耶倡导

的法案被国民议会通过，并被称为瓦尼耶法案(Loi Warnier)。 

瓦尼耶法案旨在将阿尔及利亚的土地所有权法兰西化。由于阿尔及利亚的农

村存在大量的村社氏族部落共有的土地，“法国当局决定在调查土地所有权后，

将原本由当地土著集体占有的土地有条件地向私人交付”2。这事实上就是将大

量的土地交到了欧洲殖民者的手里。在一系列相关政策与法规的推动下，大量欧

洲人涌入阿尔及利亚，并在阿尔及利亚占有大片土地。到 1926 年，在阿尔及利

亚的殖民者人口达到了 92 万多人，占阿尔及利亚总人口的 15.2%。到 20 世纪 40

年代，“欧洲殖民者拥有大约 270 万公顷的土地，约占当时阿尔及利亚总耕地面

积的 35%”3。殖民者们集中在沿海的大都市区，这些欧洲地主们购置了大片沿

 
1 Jennifer E. Sessions, “By Sword and Plow: France and the Conquest of Algeria”, p. 259. 
2 Gabriel Hanotaux, Alfred Martineau et Augustin Bernard, « 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et de 

l’expansion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 », Tome 2, Paris, France : Plon, 1930, « L’Algérie ». 
3 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8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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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区的肥沃土地，而当地的穆斯林土著只能获得阿尔及利亚内地贫瘠的荒地。

到 1959 年，在殖民地农业经济发展最繁荣的奥兰地区，殖民者的人口占到了当

地总人口的 49.3%。 

事实上，这些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殖民者中，法国人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

在 1889 年以前，在阿尔及利亚的法籍殖民者只占欧洲殖民者总数的 50%左右。

法国政府遂于 1889 年颁布归化条例，该法律规定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外国人可

以申请法国国籍，并享有法国侨民在阿尔及利亚的种种特权。这一举措使得阿尔

及利亚的法籍人口迅速上升。到了 1911 年，阿尔及利亚的法籍人口已占欧洲侨

民总人口的 80%。 

众所周知，殖民扩张往往伴随着市场的拓展。随着移民经济的建成，法国将

阿尔及利亚视作稳固的海外市场，在此地大量倾销法国商品。阿尔及利亚于 1884

年正式纳入法国关税区。从此，法国商品可以像在国内销售一样在阿尔及利亚自

由销售。法国商品独占阿尔及利亚市场，挤兑外国商品，也对阿尔及利亚本国的

传统手工业造成了巨大打击。 

同时，法国殖民者将阿尔及利亚打造成了一块“出口生产的飞地”。由于法

国殖民者大量攫取当地土地，大批土著农民丧失土地沦为雇农或佃农。法国地主

不需直接经营他们的土地，而是利用北非的哈麦萨制，即一种地主得 4/5、农民

得 1/5 的分成制，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当地的失地农民耕种。19 世纪 70 年代，

欧洲爆发大规模的葡萄根瘤蚜病，欧洲大陆的葡萄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不过阿

尔及利亚并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因此法国扩大了在阿尔及利亚的葡萄种植。到了

1921 年，时任法国殖民部部长的阿尔贝特·萨罗(Albert-Pierre Sarraut)第一次提

出了国家计划的概念，即“要使殖民地尽可能地经济上自足，并同法国经济紧密

联系在一起”1。在萨罗计划的指导下，尽管伊斯兰教禁止饮酒，阿尔及利亚还

是成为了葡萄酒的主要产地。阿尔及利亚葡萄种植园的面积从 1880 年的 4 万公

顷增加到 1940 年的 40 万公顷。而在这期间，阿尔及利亚产出的葡萄酒也源源不

断地销运法国，再由法国转销世界各地。 

 
1 孙吴，“法属非洲经济殖民化历史进程”，《西亚非洲》2000 年第 3 期，第 5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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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伴随着移民潮，法国资本也大量涌入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的经济

命脉行业，诸如交通、银行、外贸等，均被法国资本控制。法国还通过相关政策

限制阿尔及利亚发展近代工业。而阿尔及利亚只需在法国地主对当地农民的苛重

剥削下产出葡萄酒、粮食、水果等农业产品即可。这样，阿尔及利亚就成为了法

国的农业和原料附庸。 

2.2.2 在突尼斯与摩洛哥：以金融资本为主要手段 

与阿尔及利亚不同，法国并没有像突尼斯和摩洛哥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

在上述两个国家，金融资本在经济殖民化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突尼斯的土地并没有像阿尔及利亚那样分给欧洲殖民者，而是落入了法国土

地投机公司的手中。1892 年，法国通过购买地产的方式已在突尼斯获得 443000

公顷的土地，其中有 416000 公顷的土地被大地主或投机公司占有。“这些占有

大量土地的法国地主大多不住在突尼斯境内，而是通过代理人将土地租给当地的

雇农或是佃农耕种，并利用当地的哈麦萨制进行收租。”1 

在工业和商业方面，法国资本在垄断突尼斯的公共工程和交通运输等命脉行

业同时，不遗余力地对突尼斯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例如，磷酸盐矿是突尼斯最

大的矿藏之一，其开采权均被法国公司占有。“一家 1895 年获得磷酸盐开采权

的法国公司，在 1899 年的年产量达到 70000 吨，1913 年达到了 1355000 吨。”2

与阿尔及利亚类似的是，突尼斯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也完全被法国垄断。法国

商品在突尼斯国内倾销，导致大批手工业者破产，这些破产的手工业者又成为佃

农，沦为法国地主剥削的对象。 

法国资本对摩洛哥土地与工商业的控制也主要靠垄断资本完成。1906 年的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给予了欧洲银行家在摩洛哥的特许权。法英等国便在摩洛哥成

立了新的摩洛哥国家银行，并作为摩洛哥的中央银行，严格限制阿萨德王朝的开

 
1 杨人楩，《非洲近通史简编：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70–

371 页。 
2 Ernest Lavisse, «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depuis la Révolution jusqu’à la paix de 

1919 », Tome 8, Paris, France : Hachette, 1921, p.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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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法国坐稳了摩洛哥宗主国的地位，便开始了对摩洛哥

的全面开发。1912 年法国在摩洛哥成立摩洛哥总公司，在法国国内各大银行的

支持下，该公司在成立之年的资本总额就达到了 10000000 法郎。在摩洛哥总公

司的经营下，摩洛哥的铁路、矿山、外贸、运输等经济命脉产业均被法国资本控

制。 

2.3 文化政策 

在欧洲老牌殖民帝国中间，法国最为注重本国文化的传播。法国有一句谚语

说到：葡萄牙人造教堂，英国人造贸易站，法国人造学校。这充分反映了法国殖

民者试图通过教育归化当地居民实现殖民统治的特点。法国在北非三国均大力推

行法语教育，建立所谓的“法语优势”。不过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

法国殖民者推行殖民教育的方式与力度各有不同。由于法国殖民者将阿尔及利亚

视为法国本土的一部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大搞民族同化的教育政策。而在突尼

斯和摩洛哥，法国人更多地保存本地的伊斯兰宗教教育，试图通过教育改革的方

式逐渐地推行法语教育。 

2.3.1 在阿尔及利亚：“法兰西化”的殖民教育 

自 1830 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起，在阿尔及利亚推行法语教育即成为了法

国殖民者的“开化使命”。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开办大量的殖民学校。曾任阿尔及

利亚总督的萨瓦里(Anne Jean Marie René Savary)如此评价殖民学校的开办：“卓

越的功绩将使法语逐步取代阿拉伯语……在当地人之间传播，尤其是新一代将在

我们的学校接受教育。”1 

1871 年的卡比尔民族起义后，法国殖民者加强了对于基层教育重视，并在

卡比尔人聚居的农村大力新建法语学校，试图吸引卡比尔人放弃阿拉伯语教育。

同时，法国殖民当局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卡比尔青年前往沿海大都市地区，远离说

阿拉伯语的内地，并鼓励他们前往法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工作。这一系列举措取

得相当可观的成效：在 19 世纪末期，大多数卡比尔人放弃了阿拉伯语转而使用

 
1 Mohamed Benrabah, “Language Conflict in Algeria: From Colonialism to Post-Independence”, 

Bristol,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3,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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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作为第二外语。 

在整个 19 世纪，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大力推行法语世俗教育。19 世纪后期，

担任法国教育部部长的茹费里(Jules Ferry)主张免费的世俗初等义务教育。尽管遭

受不少议会代表的反对，其提出的法案最终还是在 1881 年 6 月 16 日被国民议会

通过。这一推行世俗义务教育的法案自然也在阿尔及利亚得以实行。到了 1900

年，阿尔及利亚的法阿双语学校有 200 所，这一数字在 1913 年增长到 468 所，

在 1930 年达到 1205 所。1935 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新的法令，阿拉伯语被设

为外语，从此阿拉伯语教育被剔除出阿尔及利亚的初等教育系统。尽管这一法令

遭受大量阿尔及利亚人的反对，不过却被一直推行了下去。直到 1961 年，阿拉

伯语教育才返回阿尔及利亚的公办学校。 

在进行文化同化的同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文教政策还存在大量的歧视。

当地穆斯林土著受教育的机会要远小于欧洲殖民者。“1954–1955 年度进入一年

级的小学生中，欧洲籍儿童为 11 万人，穆斯林儿童为 19.3 万人。然而，根据 1954

年的户口调查，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学龄儿童（6 到 14 岁）有 190 万人。实际

上，欧洲藉儿童完成了全员入学，而穆斯林儿童则只有 15%入了学。”1而在中

等和高等教育方面，也有类似的歧视现象。“在中学，穆斯林学生占 20%，在高

等学校里仅占 11%。”2此外，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阿尔及利亚的高等教育发

展缓慢。在殖民期间，阿尔及利亚没有一所阿拉伯语高校，阿尔及利亚的年轻人

想要接受阿拉伯语的高等教育必须前往突尼斯、开罗、大马士革、科威特等地的

高校。 

2.3.2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民族联合”的殖民教育 

法国在突尼斯建立了大量的法语学校和法阿双语学校，同时，法国当局也在

突尼斯保留并新建了许多穆斯林学校。不过，法国殖民当局却担忧大量的穆斯林

学校会培养出过多优秀的本地官员，从而对其在突尼斯的殖民统治造成威胁。因

 
1 （法）马赛尔·艾格列多，《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维泽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03 页。 

2 同上，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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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穆斯林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与阿尔及利亚类似，

在突尼斯，法国殖民当局也缺乏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直到 1911 年，突尼斯的第

一所高校才建立起来，而这所学校只设有一个专业，即阿拉伯语语言文学。显然，

这样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专门培养翻译人才从而方便法国对突尼斯的殖民统治

而开设的。 

摩洛哥的殖民教育堪称“民族联合”的典范。毕竟“民族联合”这一概念也

是由法国驻摩洛哥的第一任总督于贝尔·利奥泰提出的。利奥泰一贯主张联合的

政策，他认为应该尊重殖民地土著和殖民者之间的文化差异，维护摩洛哥传统的

政治体系与文化习俗，“法国和摩洛哥不是敌人，而是合作伙伴”1。在这样的

政策指导下，法国当局保存了摩洛哥初等教育中的阿拉伯语和伊斯兰宗教教学，

并在柏柏尔人聚居区开设柏柏尔学校。 

当然，尽管号称“民族联合”，法国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殖民教育中也充满

了同化主义的色彩。例如，法国在摩洛哥开设了许多精英学校，旨在培养当地穆

斯林精英家庭的儿童。在精英学校内，法语作为必修课程不仅被强制要求学习，

且法语课程的学习时间要远多于阿拉伯语。此外，殖民当局将摩洛哥传统宗教大

学的课程也进行了调整，加入了法语、科学等课程。 

  

 
1 Spencer D. Segalla, “The Moroccan Soul: French Education, Colonial Ethnology, and Muslim 

Resistance, 1912–1956”, Lincoln, NE, US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9,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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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殖民时代的法属北非 

早在法国殖民期间，法属北非就爆发过多次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法属北非也不例外。在

当地人民的不懈斗争下，法国于 1956 年 3 月先后放弃了其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的

保护国地位。而法国在二战后依然不愿放弃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地位。最

终，在长达七年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法国战败，法国不得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独

立。虽然北非三国陆续从法国手中独立，可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时至今日法

国与北非三国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羁绊。 

3.1 北非三国的去殖民化历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战争使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极大地削弱了法兰西殖民帝国，也点燃了殖民地人民防抗殖民统治的

热情。可是，战后成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依旧试图通过维

持殖民帝国的完整性来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 

显然，法属北非殖民地的人民对此并不买账。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

哥，当地人民都分别成立了反抗殖民统治的抵抗组织，如摩洛哥的独立党、突尼

斯的新宪政党、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等等。在战前，由于法国殖民当局的

严密监视和残酷镇压，独立运动往往都在地下进行。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

束，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北非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开始由幕

后走向前台。 

二战结束后，摩洛哥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迅速。尽管遭受法国当局的镇压，

在卡萨布兰卡等大城市依旧时常爆发反抗殖民统治的罢工、游行等示威活动。时

任摩洛哥苏丹的穆罕默德五世(Mohammed V)也是独立运动的同情者，对于民众

的反抗活动给予暗中支持。而在突尼斯，由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

领导的新宪政党不仅发动群众在城市里进行游行示威，还在突尼斯中部和南部开

展武装斗争。面对殖民地人民独立的诉求加之殖民当局在反殖民运动中的节节败

退，法国不得不寻求妥协。1954 年，激进社会党人皮埃尔·孟戴斯(Pierre Mendès)

被任命为法国总理。他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面对殖民地人民的诉求，并努力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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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方式解决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问题。最终，1956 年 3 月 2 日法国同意废除《非

斯条约》，承认摩洛哥独立。同年 3 月 20 日，法国同突尼斯签订联合议定书，宣

布废除 1881 年的《巴尔多条约》，承认突尼斯独立。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过程要比摩洛哥和突尼斯两国火爆许多。一直以来，法国

将阿尔及利亚视作其本土在非洲的延伸，对其进行了苦心经营，并派遣了大量移

民。法国自然不愿轻易放弃阿尔及利亚。而相应地，“阿尔及利亚人民采取了最

高的斗争形式”1。1954 年 11 月 1 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在阿尔及利亚全国

发动起义，尽管法国当局不断在阿尔及利亚增兵，但法军对民族解放军的围剿均

以失败告终。由于阿尔及利亚生活着大量欧洲裔移民，法国当局也曾同民族解放

军进行谈判，试图在阿尔及利亚划出一块飞地，不过民族解放军拒绝了这一割让

阿尔及利亚领土的要求。最终，法阿双方于 1962 年 3 月 18 日签订了《埃维昂协

议》(Accords d’Évian)，法国承认了阿尔及利亚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同年 7 月 3

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 

3.2 今日北非三国与法国的关系 

如今的法国依旧与北非三国关系密切。由于殖民时期法国当局采取的同化政

策，北非三国的法语普及率很高，法语也是北非三国的官方语言之一。法国也对

北非三国实施免签政策，北非三国居民可以自由进出法国。同时，法国还通过与

这些国家签订协定来保障其移民在法国的权利。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大量北非移

民涌入法国，这也成功缓解二战后法国国内劳动力的不足的问题。这些前殖民地

移民帮助法国进行战后工业重建，并实现了法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辉煌三十年”。 

另一方面，北非三国对法国也有很大的依赖。目前，法国是北非三国最大的

贸易伙伴，也是北非三国旅游业的主要客源。突尼斯和摩洛哥两国的军事装备大

部分是由法国提供。如今在安全领域，法国和突尼斯的合作尤为密切。法突两国

甚至签订了协议，每年由法国为突尼斯培养大批军官，两国还会定期举行联合军

事演习。 

  

 
1 王克勤，“法国在北非殖民统治的危机”，《世界知识》1955 年第 18 期，第 17–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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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自占领阿尔及利亚以来，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并在随后的几十年

中相继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建立保护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法属北非殖民地。由于

法国在北非三国建立殖民地的时间先后不同，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法国

对北非三国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殖民政策。在政治方面，法国殖民者在保证自身统

治权威的前提下，或进行直接统治，或以傀儡政府的名义进行统治；在经济方面，

法国采用移民及金融资本等方式掠夺殖民地资源，抢占殖民地市场；在文化方面，

法国殖民者向来以“文明的传播者”自居，他们采用或强硬或怀柔的政策对殖民

地进行文化同化。 

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史与其在北非采取的殖民政策对北非三国的社会历史发

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法国的殖民统治客观上给北非三国带来了近代文明，

但不可否认的是，殖民者在殖民地采取的种种政策都是为宗主国利益服务的。在

法国殖民北非三国期间，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当地的经济结构被

强行改变，殖民地原有的文化传统也受到破坏。 

法国对北非的殖民也影响到了后殖民时代的国际关系。如今，北非三国与法

国依旧联系紧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和法国合作密切。 

  



法国在法属北非的殖民政策比较研究 

22 

 

参考文献 

[1] 艾周昌, 陆庭恩. 非洲通史·近代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2] 菲利普·C.内勒, 韩志斌, 郭子林, 李铁. 北非史[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2013. 

[3] 李安山. 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浅析[J]. 西亚非洲, 1991(1): 25–31. 

[4] 马赛尔·艾格列多, 维泽. 阿尔及利亚民族真相[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5] 孙吴. 法属非洲经济殖民化历史进程[J]. 西亚非洲, 2000(3): 52–55. 

[6] 王克勤. 法国在北非殖民统治的危机[J]. 世界知识, 1955(18): 17–19. 

[7] 杨人楩. 非洲通史简编: 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8] Abun-Nasr J.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Islamic Period[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9] Aldrich R. Greater France: A History of French Overseas Expansion[M].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10] Almond I. Two Faiths, One Banner: When Muslims Marched with Christians 

across Europe’s Battlegrounds[M]. Cambridge, MA,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 Benjamin R, Prochaska D. Renoir and Algeria[M]. New Haven, CT,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 Benrabah M. Language Conflict in Algeria: From Colonialism to Post-

Independence[M]. Bristol,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3. 

[13] Chisholm H.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0–1911. 

[14] Hanotaux G, Martineau A. 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et de l’expansion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M]. Paris, France: Plon, 1929–1933. 

[15] Lapidus I M.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 Lavisse 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depuis la Révolution jusqu’à la 



法国在法属北非的殖民政策比较研究 

23 

 

paix de 1919[M]. Paris, France: Hachette, 1921–1922. 

[17] Ling D L. Morocco and Tunisia: A Comparative History[M]. Lanham, MD, USA: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79. 

[18] Perkins K J. Tunisia: Crossroads of the Islamic and European Worlds[M]. Boulder, 

CO, USA: Westview Press, 1986. 

[19] Randier J. La Royale[M]. La Falaise, France: Babouji, 2006. 

[20] Ruedy J.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M]. 

Bloomington, IN, US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21] Sebaut A. Dictionnaire de la législation tunisienne[M]. Dijon, France: Imprimerie 

de François Carré, 1888. 

[22] Segalla S D. The Moroccan Soul: French Education, Colonial Ethnology, and 

Muslim Resistance, 1912–1956[M]. Lincoln, NE, US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9. 

[23] Sessions J E. By Sword and Plow: France and the Conquest of Algeria[M]. Ithaca, 

NY, US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Table
	绪论
	1. 法国对北非的殖民历程
	1.1 入侵阿尔及利亚
	1.2 突尼斯保护国的建立
	1.3 摩洛哥保护国的建立

	2. 法国在北非的殖民政策
	2.1 政治政策
	2.1.1 在阿尔及利亚：直接统治
	2.1.2 在突尼斯与摩洛哥：间接统治

	2.2 经济政策
	2.2.1 在阿尔及利亚：以移民为主要手段
	2.2.2 在突尼斯与摩洛哥：以金融资本为主要手段

	2.3 文化政策
	2.3.1 在阿尔及利亚：“法兰西化”的殖民教育
	2.3.2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民族联合”的殖民教育


	3. 后殖民时代的法属北非
	3.1 北非三国的去殖民化历程
	3.2 今日北非三国与法国的关系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