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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薩科齊(圖中)昨天在西南部一個城鎮訪問，隔 圍欄與當地居民握手
時，突然遭一名站在後排的男子抓住膊頭用力拉扯，並企圖揮拳打向他。薩科齊失去平衡幾乎跌倒，在場
保鑣立即衝上前攙扶，抓住施襲男子。報道指，該名32歲男子來自洛特－加龍省，是當地一個劇院職員，
此前無犯罪紀錄。報道指，薩科齊遇襲時一面驚訝，但事後立即恢復笑容，繼續與民眾握手。 法新社

薩科齊遇襲

標普︰美下月倘賴帳
國債降至D級

教師退休袋逾600萬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在白宮舉行記者會，談到國
會議員遲遲未就提高債務上限達成共識時，質問議
員們為何不能像他的女兒一樣，在限期前把功課做
完。
奧巴馬說：「瑪莉婭和薩莎通常提前一天便完成

功課，不會等到前一天晚上，不會開夜車，她們只
是13歲和10歲。你們要知道，國會都可以這樣做，
假如你們知道有些事情是必要的，就應該去做。」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奧巴馬批「遲交作業」
諷議員不如女兒

希臘緊縮細節過關 美股早段升125點
希臘國會繼前日表決通過緊縮方案後，昨日再通過

方案執行細節，加上德國銀行同意參與援助希臘，刺
激美股早段升過百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日早段
報12,387點，升12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318點，
升10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767點，升27點。

德銀行允希延期償債
希臘前日通過於未來5年大削284億歐元（約3,198億

港元）開支，昨日再在國會以155:136通過執行細節。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及歐盟主席范龍佩發表聲明，
稱希臘已清除獲取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援助的全部障礙。希臘民眾則繼續在國會外示威，2
日來造成逾300人受傷，當中近半是警員，50家店舖
受破壞。
法國部分銀行同意希臘延期償債後，德國財長朔伊

布勒昨日表示，德國的銀行同意參與第二輪援希方

案，答應讓希臘延期償還2014年到期的國債，總額約
32億歐元（約360.4億港元），細節將有待磋商。

意表決5千億削支案
意大利政府昨日亦就總額470億歐元（約5,290億港

元）的緊縮方案進行表決。方案中包括開徵0.15%金
融交易稅、削減部長薪酬及延長凍結公務員薪酬及聘
用等。意大利政府表示，希望於2014年前，將公共財
赤減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2%。

中國相信歐元區穩定增長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表示，中國相信歐元區

能實現經濟穩定增長。洪磊表示，希臘等國家的困難
表明，世界經濟復甦還存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國
際社會應堅定信心，加強合作，攜手應對挑戰。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華爾街日報》

■希臘警方前日清場時，起飛腳踢向一名參與示威的
鼓手。 美聯社

■奧巴馬愛女薩沙(中)及瑪莉婭(右)。 資料圖片

■數千人在倫敦市中心示威，隊伍浩浩蕩蕩前進。 網上圖片

歐盟委員會前日提出2014至2020年度長期預算，提出徵
收1%銷售稅及俗稱「托賓稅」的金融交易稅，以實現預
算獨立，並將期內歐盟預算金額提高至1.025萬億歐元(約
11.54萬億港元)。英國及德國隨即嚴辭炮轟預算案不負責
任，倫敦首相府更直斥方案「不切實際」。
目前歐盟預算大部分是依靠成員國提供，缺乏本身的財

政來源。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這份他形容為「創新性
預算」的方案中，還要求改革現有成員國「回扣」制度，
即向個別「貢獻過多」的國家提供補貼，其中以英國及德
國等最受影響。

違反緊縮政策 難獲支持
委員會強調，新建議目標是減少成員國上繳金額，又說

增加預算將用於資助發展中成員國，尤其是東歐地區的農
業發展。然而，當前歐洲國家在債務危機陰霾下，被迫大
幅削減預算，歐盟在此時提出擴大開支，自然難為成員國
所接受。「疑歐派」的英國極力反對，德國外長韋斯特韋
勒亦抨擊預算「高得不負責任」。 ■路透社/美聯社

歐盟擬徵1%銷售稅 英德狂轟

香港人對「長俸制」並不陌生，

2003年前香港一直仿照英國的公務

員退休金制度，實行長俸制。英國

現時債台高築，政府最終都要處理

這個不合時宜的僵化制度。

「長俸制」是指公務員到了法定

退休年齡後，可領取與工齡和級別

對應的退休金。按照長俸制的計算

方法，公務員退休後可一次過領取

大筆退休金，而且以後每月繼續領

取相當於原薪金6至8成的退休金，

直到離世。

長俸制製造了一批「特權市

民」，納稅人要無限期支付他們的

長俸，其他在私人機構工作的「普

通人」並無這種「福利」，令社會

越來越分化。

英國報章大多支持政府推行長俸

改革，右翼報章《每日郵報》頭版

以「反抗罷工惡霸」為題支持政

府，《每日電訊報》則在頭版指出公僕薪

津是何等豐厚。左傾的《衛報》和《每日

鏡報》亦沒有公然支持罷工，明顯知道罷

工不得民心。

長俸制不但對政府財政構成重擔，企業

亦然。美國多間大車廠幾年前曾因長期支

付大量長俸退休金，所以缺乏競爭力，金

融海嘯後陷入破產邊緣。 ■羅國偉

英國公僕退休金制度一向豐厚，與私人機構相比有天
壤之別，例如一位年薪3.2萬英鎊(約40萬港元)的中層教

師，退休時長俸可達50萬英鎊(約623萬港元)，這個數字是私人機構職
員的20倍。倫敦的學校校長退休保障高達150萬英鎊(約1,870萬港元)。
若私企職員想得到與中層教師相同的退休保障，他要在40年內每月

拿出2成薪金作退休供款，每月供款達500英鎊(約6,200港元)。
每個英國家庭則需向所有教師支付1.35萬英鎊(約16.83萬港元)作退休

金之用。商界領袖批評工會漠視公私營退休金計劃的鴻溝，要求工會
取消大罷工。 ■《每日電訊報》

話你知

今次罷工由四大工會發起，由本港時間周四凌
晨開始，教師、公務員、邊境總署和法院人

員都參加罷工。英國85%學校停課，影響百萬學
童，不少家長要請假陪伴子女，影響國家的生產
力。1.4萬邊境總署職員亦參與罷工，倫敦希思羅
等多國主要機場受影響，估計有50萬旅客行程受
阻。

「999」中心缺人 警增援接線
999緊急熱線中心10個接線員有9個參與罷工，

警方要調派巡邏警員接聽電話。網上有消息指，
無政府主義者希望藉今次罷工「搞事」。罷工至今
已有7人被捕。首相卡梅倫指罷工行動「不理性」
和「不負責任」，堅持改革對納稅人和民眾公平。
英國民眾的可支配收入錄得30年來最大跌幅，

私人機構已經要面對更嚴厲的退休金制度，但現
時公僕仍可享有優厚退休保障，社會反對聲音不
絕。上周進行的ComRess民意調查顯示，只有不過
半數民眾認為罷工有理。

倘談判不果 今秋400萬人上街
執政保守黨為了控制佔國內生產總值（GDP）

逾10%的巨額赤字，提出削減800億英鎊（約1萬億
港元）開支，提高公僕退休年齡6年至66歲，全部
公僕凍薪2年，部分公僕繳納的退休金供款份額要
增加50%，2015年削減33萬職位。
有工會威脅稱，若與政府的談判不果，將發起

連續3個月的大罷工。PCS工會秘書長塞和特卡聲

稱，多達400萬工人今年秋天大罷工，屆時會發生
「大災難」，經濟損失可能超過6億英鎊。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泰晤士報》/

《每日電訊報》

英國政府退休金改革惹來教師和公務員不滿，昨日爆發大罷工，學校、機場和港

口廣泛受影響。事件恐會揭開幾個月的工潮，工會揚言若當局不讓步，秋天會發動

400萬人大罷工，屆時經濟損失可能逾6億英鎊（約75億港元）。

長俸之爭Q&A
Q︰為何推出長俸制改革？

A︰截至2009年為止，英國有1,270萬長俸工人和

退休人士。英國政府每年投入長俸制的開支越來

越多，2009年達320億美元(約2,500億港元)。私企

職員普遍不享有公僕優厚的退休金保障，造成社

會分化。

Q︰改革方案如何？

A︰政府建議長俸金額應以公僕在職時的「平均年

薪」計算，而非現時的「退休時年薪」；提高公

僕退休年齡；公僕須提高每月退休金供款平均約

3.2%。

Q︰工會為何反對？

A︰工會稱改革會令公僕增加供款，減少收益，而

且救護員等某些工種難以工作至66歲。

Q︰政府如何回應？

A︰英國政府表示，雙方現時仍在談判，部分工會

單方面罷工不合理。政府稱，改革長俸制是必須

的，若工會不接受現有方案，往後的方案會越來

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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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首都開羅解放廣場前日再爆
發大規模流血衝突，埃及衛生部
稱，衝突已造成1,036人受傷，其中
有50多名警察和保安人員。大規模
衝突引發外界揣測，埃及可能出現
「二次革命」。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承
認，將會和埃及伊斯蘭兄弟會恢復

聯繫。
埃及官方通訊社稱，有40人在衝

突中被捕，其中包括1名美國人與1
名英國人。示威組織者稱，衝突來
自安全部門在內務部大樓內，非法
拘留一名「革命死難者」的母親，
引起人們不滿，遂發生衝突。

傳穆巴拉克勢力策劃
有埃及傳媒則認為，支持前總統

穆巴拉克的勢力策劃這次事件，因
為在衝突發生數小時前，一家法院
下令解散在全國各地1,750個地方議
會，稱這些地方議會是穆巴拉克前
政權的產物，必須解散。然而地方
議會剛解散，就發生解放廣場流血
事件。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警民衝突逾千傷 埃及或掀「二次革命」

美國債務上限談判陷入僵局，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常
務董事錢伯斯表示，若美國在8月4日未能及時償還到
期債務，將立即把美國的信貸評級降至「選擇性違約」
級別，所有屆時到期的美國國債亦會被降至「D」
級，並會連累其他美債被降級。

提高債務上限 料最後關頭妥協
標普不是第一家威脅降低美國評級的評級機構，穆

迪在上月初已警告，若美國因未能及時調高債務上限
而發生違約，將把美國評級降至「Aa」級，降幅較標
普為小。不過身兼標普評級委員會主席的錢伯斯堅
稱，美國發生債務違約的可能性「極低」，預計美國可
以在最後一刻提高債務上限，類似情況在1960年代以
來已發生過70多次。他還指出，如果美債違約，則任
何關於美國信用評級的擔憂都將不足掛齒，因為屆時
全球市場將轟然崩潰。

QE2收爐 再印銀紙惹揣測
美國聯儲局的6,000億美元(約4.67萬億港元)第二輪量

化寬鬆政策(QE2)昨日如期告終，各界狠批QE2加劇通
脹，拉高糧油價格，令美元貶值。美國經濟放緩，失
業率高企，外界正猜測聯儲局會否推出QE3，繼續向
市場注資。聯儲局主席伯南克上周表示，需要再觀望
市場及經濟情況，再決定有關政策。
英國保誠投資策略師克羅斯比表示，聯儲局目標是全

民就業，當局必須繼續干預市場。他表示，美國及國際
能源署(IEA)上周釋出石油儲備的方案，或能取代QE3，
紓緩消費者及小型企業的壓力。 ■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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