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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觀望聯儲局議息結果和季度經濟展望，美股連跌兩
日後，昨日早段反彈159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
11,817點，升1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236點，升17點；
納斯達克指數報2,630點，升23點。
歐元區公布的上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47.1，

差過市場預期，但投資者觀望稍後歐盟與希臘領導人有關

希臘舉行公投的會議，歐洲3大股市中段靠穩，英國富時
100指數中段報5,440點，升18點；法國CAC指數報3,091點，
升23點；德國DAX指數報5,891點，升56點。
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稱將延遲30億歐元(約321.9億港

元)發債，歐元微升0.7%，兌美元升至1.3803。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觀望聯儲局議息 美股早段升159點

議息維持不變 料降增長預測

希臘政府前日突然撤換
海陸空軍司令及總參謀
長，換上總理帕潘德里歐
心腹，引起在野黨派不
滿，批評執政社會黨企圖
在政府倒台前，扶植黨內
親信穩定在軍中勢力。國
防部則聲稱軍方高層換屆
早有安排，與政局無關。
帕潘德里歐周一宣布就

歐盟援助方案舉行全民公
投，翌日即撤換三軍司令
及解除另外12名軍官職
務，換上其心腹，被質疑
與政治扯上關係。反對黨
新民主黨怒斥政府此舉，
影子防長稱：「你(帕潘德
里歐)已玩完，不要碰軍
隊。」 ■綜合報道

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上周突然宣布，就歐盟上周達成的
第二輪援助方案舉行全民公投，令歐債危機充滿變數。法
國總統薩科齊及德國總理默克爾昨日召開緊急會議，趕在
今晚法國康城20國集團(G20)峰會開幕前，與歐盟領袖急謀
對策，確保方案能落實。薩科齊表示，援助方案是拯救希
臘經濟的唯一途徑。
希臘出乎意料地宣布公投，上周歐盟峰會成果隨時泡

湯，默克爾及薩科齊難掩憤怒，昨日與歐盟領袖於法國康
城緊急磋商，力求在G20峰會召開前夕，確定歐元區立場。
二人先在香港時間今日凌晨零時30分，與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總裁拉加德、歐元集團主席容克等歐盟機構領袖開
會，3小時後再與帕潘德里歐及希臘財長會晤。
薩科齊正尋求中國等新興國家注資，帕潘德里歐的決定

令G20輪任主席國法國顏面盡喪，他前晚與默克爾就希臘形
勢緊急通電話，並即時召開內閣會議。

薩科齊：唯歐盟方案可救希債
薩科齊在會後發表聲明稱，帕潘德里歐的公投決定震驚

整個歐洲，強調援助方案是唯一能解決希債危機的途徑。
他認為希臘給予民眾話事權合情合理，但只有歐元區各成
員國同意必要措施，歐元區才能保持團結。

默克爾昨日表示，歐洲要求希臘清楚說明打算如何落實
歐盟救助方案，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也警告，若公投否
決方案，將不可能預測所帶來的後果。希臘政府發言人則
為帕潘德里歐辯護，稱他已預先知會歐盟各國有意舉行公
投，但承認事先並無講明確實時間。
德國外長韋斯特韋勒及法國歐洲事務部長萊奧內蒂昨日

均表示，歐盟上周達成的拯救協議沒再商討餘地，若希臘
反對通過協議，意味該國需退出歐元區。法國總理菲永表
示，若希臘仍希望留在歐元區，應迅速、清楚表達意向。

荷蘭：第6筆援希貸款尚不確定
希臘公投決定出人意料，荷蘭首相呂特形容是「極度不

幸」；荷蘭財長亞赫稱，公投一事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很難決定是否發放第6筆80億歐元(約587.3億港元)援希
貸款。
希臘明日會舉行國會信任動議，帕潘德里歐需取得國會

300席中的151票，才能通過信任表決。然而，儘管他強調
內閣全面支持公投決定，但兩名執政社會黨議員宣布以獨
立身份投票，令執政黨在國會議席減至152席，若再有議員
倒戈，公投案隨時都會胎死腹中。

■路透社/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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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領袖上周排除萬難才達成

拯救協議，但希臘總理帕潘德里

歐一句「這是我們的民主傳統」，

毫無先兆下宣布就協議舉行全民

公投，儼如「捅了歐盟一刀」。帕

潘德里歐不顧全球經濟穩定大

局，為保政治前途將皮球一腳踏

到萬千選民「手」上，可謂極不

負責任。

希臘自瀕臨破產、需歐盟及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出手打救

後，實施嚴厲緊縮措施，國內示

威抗議不絕，執政黨成為眾矢之

的。若上周的歐盟協議獲通過，

政府必須推出新一輪緊縮措施，

勢再觸動民眾神經，帕潘德里歐

勢難逃下台命運。

只求自保 歐洲經濟陪葬
帕潘德里歐宣布全民公投，美其

名履行民主，實情卻是只考慮其政

治前途，將責任交給全國民眾。若

協議獲通過，政府則能名正言順推

動緊縮政策。然而，這場政治豪賭

的賭本卻太高了，若帕潘德里歐賭

輸，不僅賠上希臘經濟前途，歐盟

甚至全球經濟也將陪葬。

最無奈的要算歐盟國家。即使國

內反對聲不絕於耳，德國總理默克

爾等領袖仍日以繼夜商討救助希臘

對策，想不到達成協議，最終卻反

被希臘「出賣」。

事實上，「皇帝不急太監急」，

希臘加入歐元區後，與德國同享近

2%的低利率進行大幅融資，國家享

盡福利，不少公務員49歲已能拿

一大筆退休金「安享晚年」。政府

貪污、揮霍、管理失當不在話下，

此前已4次違約的希臘，根本不介

意再破產違約。眼下，希臘依然成

了歐洲各國「燙手的山芋」，吞不

下，扔不得。 ■邱家威

希債公投玩火 歐盟急潑水

總理「企硬」最快下月公投
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執意

就歐盟援助協議舉行全民公
投，聲稱已取得內閣支持，
昨日有官員透露，公投最快
可於12月舉行。希臘反對黨
稱帕潘德里歐在脅迫希臘人
民，揚言會不惜一切代價阻
止公投。
前日因胃病入院的希臘財

長韋尼澤洛斯昨日出院，財
政部稱他會陪同總理帕潘德
里歐，出席G20峰會。據報
道，他對總理的公投決定一
無所知。
分析指若公投順利通過，市場氣氛將大大緩和，但民調顯示60%希臘民眾對

歐盟方案反感，協議很可能完全被推翻，希臘或被迫退出歐元區，導致歐債危
機嚴重惡化。 ■《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全球最大債券基金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經理、「債王」
格羅斯（見圖）表示，希臘可能仍會留在歐元區。但他說，「希
臘最好先退出，然後再重返歐元區。」格羅斯是在嘉信理財於三
藩市舉行的投資研討會上作出上述表示。 ■彭博通訊社

債王促希臘先退後返歐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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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鋪路QE3
伯南克將於今晨2時30分召開議息記者會。議息聲明

指，美國經濟增長在第3季轉強，但整體勞工市場持
續疲弱。委員會預期未來數季經濟會維持溫和增長，但仍
存在下行風險，包括環球金融市場緊張等。為振興經濟，
委員會決定延長9月推出的「扭曲操作」措施，並重申將維
持息口在零至0.25厘到2013年中。

伯南克主張充分釋放訊息
被視為「鴿派」的芝加哥聯儲銀行行長埃文斯，是今次

會議上唯一投反對票的聯儲理事，他主張應該在今次會議
加推額外政策調整。
分析指，目前美國經濟已復甦到一定程度，再陷衰退的

風險稍微下降，加上近兩次議息會議推出的措施成效有待
評估，都令聯儲局暫時有喘息空間，看清楚經濟形勢後再
決定是否推出QE3。從伯南克最近的公開講話的內容來
看，他應傾向在採取新措施之前，先向市場釋出充分訊
息，例如經濟狀況等，以提高聯儲局與市場的交流。

促推刺激措施呼聲高漲
然而，聯儲局內要求採取刺激措施的呼聲日益高漲，經

濟學家相信當局將 手策劃QE3。彭博通訊社在上月底訪
問42名經濟學者，69%認為伯南克將開始規劃QE3，另有
36%受訪者預期QE3將於明年第一季推出。瑞信駐紐約

的經濟家沙波塔說：「QE3呼之欲出，這回將 重於收購
抵押擔保證券。最可能情況是聯儲局這次會期主要是建立
對QE3的共識，為最終的收購計劃打下基礎。」
聯儲局在6月議息會議中，預期今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將錄得2.8%增長，明年及後年則分別為3.5%及3.9%。
但《華爾街日報》最新調查顯示，經濟師普遍預期今年及
未來兩年經濟增長只得1.5%、2.3%及2.7%，該報的調查亦
預期，美國失業率將由目前的9.1%，下降至明年的8.7%及
2013年的8.2%，高於聯儲局預測的8.4%及7.8%。

■美聯社/《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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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兩日的美國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議息會議，於本港時間今日凌晨零時30分結束，會後

議息聲明一如市場預期，維持息口不變，也未有推出新一輪刺激經濟措施，但相信於2時公布的季度經

濟評估中，局方會調低今年及未來兩年經濟增長預測，並稱失業率直至2014年仍高企7%之上。分析相

信，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希望先取得更多顯示經濟疲弱的數據，為推出第3輪量化寬鬆政策(QE3)鋪路。

G20峰會 康城數千警戒備

■ 法 國 數 千
警 察 在 康 城
實 施 陸 海 空
戒備，為G20
峰 會 保 駕 護
航。 路透社

■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中)執意就歐盟援助協
議舉行公投，據悉最快可於12月舉行。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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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招阻經濟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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