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責任編輯：孔惠萍　版面設計：李冰心 2011年12月4日(星期日)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卡梅倫前日在愛麗舍宮和薩科齊會面後稱，歐元
區機構需要發揮作用支持歐元，以恢復市場信

心，化解債務危機，同時需要加強歐元區經濟競爭
力，保證區內能正確運作。他稱，這兩點並不需要通
過修改歐盟條例來實現。歐洲議會主席布澤克前日亦
表示，修例可能有危險，議
會將謹慎處理。

拒認英國淪為小角色
這次卡梅倫訪法，薩科齊發

言時從不提英國，法國傳媒也
甚少報道，明顯備受冷落。對
於外界指法德主導危機討論、
英國被「邊緣化」淪為小角
色，卡梅倫指英國是歐洲
主要經濟體，在歐洲共同
市場上「舉足輕重」，在
有關歐洲未來的磋商和談
判上具重要影響力。
歐債危機肆虐，英國有

不少聲音認為應把握機會
從歐盟取回權力。與卡梅倫同屬保守黨的卡斯韋爾
稱，現時法德推動歐盟修例，英國應以手上的否決權
作為談判籌碼。但卡梅倫認為現時應以「撲火」為首
要任務。
然而，英國也不希望大修改歐盟條例，擔心會再次面

對公投的呼聲。國會早前辯論是否舉行公投，議案雖未
獲通過，但多名保守黨員倒戈，削弱了卡梅倫的管治

威信。

美：借IMF泵水或累全球
德國總理默克爾日前發表演說，稱新歐盟條例將讓歐

元區向成員國制定稅收和開支政策，稱歐元的未來和歐
洲融合密不可分。有英國
國會議員卻擔心，歐盟會
因此出現「雙層」架構，
影響英國和歐盟的關係。
分析認為，英國現時將確
保涵蓋歐元區17國的新條
例，不會威脅歐盟27國享
有的共同市場。
另一邊廂，歐元

區央行擬經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泵
水救市，也惹來美國
異議。前財政部顧問
杜魯門指IMF若接受
貸款，意味187個成
員，包括最大「股東」

美國都要履行責任，讓風險擴至全球。若救助行動失
敗，歐元區央行可能要求IMF包底。
華府官員則提出一些毋需動用美國公帑的方案，包

括增加IMF貸款資源，讓財困國借入美元和歐
元等主要貨幣。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每日郵報》/

英國《金融時報》

圖阻歐盟修例 卡梅倫訪法遭冷待

債務危機威脅歐元區存亡，英國雖隔岸觀火，但首相卡梅倫夾在歐洲盟友和國內疑歐勢力中

間，處境尷尬。他前日親赴巴黎會見法國總統薩科齊，對於德法兩國推動新歐盟條例，他一方

面稱修例未必需要，但又稱如果修例，要保障和加強英國利益。有保守黨議員不滿他向法德屈

服，據報英國內要求公投決定去留歐盟的呼聲日漲。

於1985年至1995年擔任歐盟
委員會主席的德洛爾（ 見

圖），是歐元始創人之一，他
指責現今歐元區17國領袖自
2008年起，採取的救市措施

「太少太遲」，加深了歐債危機
的嚴重程度。要解決困境就必須

「撲火」及建立新架構，方法是提
交更多主權，或是實施更嚴厲財政
紀律，以重建市場信心。

政策不一監管不力
有疑歐派的英美政客及經濟學家曾警告，單一貨幣及單一央行並不能

為多國聯盟帶來經濟穩定，86歲的德洛爾上周三接受《每日電訊報》訪
問時認為「有道理」，但要解決此問題，除了創造單一貨幣，亦要成員國
合力建立統一經濟政策。
但他批評，因政客「行政錯誤」，尤其於歐元早期，他們拒絕理會成員

國經濟狀況不平衡所帶來的威脅，過度樂觀，最終成為債務危機導火
線。
被問及誰應負上最大責任，德洛爾表示，每個人都應捫心自問，但他

強調，德國執意於貨幣控制，其他成員國缺乏清晰遠見，令歐洲陷入困
局。此外，監管亦出現問題，歐盟理事會本應監督歐元區經濟，確保依
循經濟結合準則，但事與願違。

財長不面對現實
他批評，歐元區財長都不願意面對任何問題，不希望被迫處理不合心

意的事，最終「紙包不住火」，一場信貸危機曝露內部所有缺點。
德洛爾仍未對歐元死心，但認為即使是德國亦難以解決亂局。現時市

場受困，各方都在尋找清晰指引，各國領袖必須共同擔當引路明燈的角
色。 ■法新社/《每日電訊報》

意大利政府據報將於明日公布200億至250
億歐元(約2,080億至2,600億港元)的緊縮措
施，消息指當中一半將用於削赤，包括推遲
退休年齡及徵收私人資產稅，以確保意國於
2013年達到收支平衡目標，其餘部分則會用
作刺激經濟。

料聖誕前在國會通過
內閣將於明日會議上通過緊縮案，然後分

別交予國會參眾兩院審議。參議院議長斯基
法尼昨日表示，國會最快將於聖誕節前通過方案，並讚揚新總理蒙蒂

（見圖）事前已充分聆聽各方意見。
據悉，緊縮案包括提前一年削減公共醫療服務預算，明年先削25億歐

元(約260億港元)，2013年再削減50億歐元(約520億港元)。內閣亦考慮提高
高收入人士入息稅，並增加遊艇等奢侈品稅率，重新開徵前政府取消的
本地房產稅，預計可為庫房帶來每年35億歐元(約346億港元)收入。
退休金改革方面，內閣料將建議退休條件由原來工作40年延長2至3

年，例如私企女僱員最低退休年齡由60歲押後至62或63歲。
■路透社/美聯社

美國財政部前日宣布，財長蓋特納
將於本周出訪歐洲，包括德國、法
國、意大利，與多國領袖及歐洲央行
官員會面，提出意見，並尋求化解歐
債危機方案，防止擴散至全球，穩定
市場信心。
蓋特納的行程被視為化解歐債危機

的重要一步，行程緊密，周二先到德
國會晤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德國財
長朔伊布勒和德央行行長魏德曼；周
三轉到法國，與總統薩科齊及西班牙
首相拉霍伊會面；周四到意大利與總
理蒙蒂會談。美財政部一名高官表
示，蓋特納是應總統奧巴馬要求訪
歐。

美稱IMF有水 不會金援
歐元區成員國日前初步同意由區內央行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

供雙邊貸款，間接「泵水」援助歐洲。美國稱IMF現時已有足夠資
金，暫無計劃提供貸款。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新華社

希臘新政府前日加快審議2012年預算案進度，希望趕及在本周二前
進行國會表決。預算案計劃把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由今年的9%
降至5.4%，新總理帕帕季莫斯表明絕不取消爭議的物業稅，但承諾會
向有困難家庭提供更多援助。
繼希臘後，葡萄牙、愛爾蘭先後向歐盟提出緊急援助要求；意大

利、西班牙等較大型經濟體亦正陷借貸成本飆升的困局。希臘政府擔
心，一旦歐債危機惡化，將影響該國申請第二輪1,300億歐元(約1.35萬
億港元)援助。

■美聯社

歐元始創人：
歐元有缺陷

奧巴馬派財長訪歐希臘預算案後日表決

向各國領袖施壓

美國上月失業率降至8.6%的兩年多新低，大大有利尋求連任的總統
奧巴馬民望。他前日借此機會向共和黨國會議員施壓，要求支持延長
薪俸稅寬免。
若國會無法在年底前通過法案，明年美國打工仔薪俸稅將會由目前

4.2%，回復到寬減前的6.2%，每個家庭平均要多繳1,000美元(約7,768
港元)。奧巴馬警告國會拒絕延長寬免，將嚴重打擊經濟，但共和黨人
認為減稅對刺激經濟增長作用不大，並會削弱社會保障退休計劃。
上月失業率大幅下降的原因之一，是30萬人放棄找工作，被剔出就

業人口之外。不過失業率回落至9%以下，對民望低落的奧巴馬政府而
言無疑是好消息。共和黨則強調目前失業率仍高於奧巴馬上任時，批
評奧巴馬促進就業不力。 ■路透社/美聯社/中新社

失業率新低

奧巴馬借勢推減稅

斯洛文尼亞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很有機會成為最新一個因歐債
危機變天的歐元區國家。該國今日舉行大選，大打削支及改革牌的反
對黨斯洛文尼亞民主黨(SDS)，預料能取得大勝，輕鬆踢走執政社會民
主黨。
2007年加入歐元區的斯國，第3季經濟收縮0.2%，9月失業率飆至

11.5%，公債更料由2007年佔國內生產總值(GDP)23.4%，升至今年
45.5%。三大評級機構早前紛紛下調該國信貸評級，債息近日升至7厘
警戒水平。
斯國陷入歐債危機，政府早前實施大型改革，但部分遭全民公投否

決，令執政黨被迫提早大選。民調顯示，前總理揚沙領導的中間偏右
黨派SDS料能以近31.1%票數大勝，社民黨料僅位列第3，較上月才成
立的新政黨得票更低。 ■法新社/美聯社

斯洛文尼亞今大選

料又一歐元國變天

歐債危機短期內難有解決跡象，但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昨日仍然表
示，波蘭將在4年內準備好採用歐元，但先決條件是歐元區需要改
革，且要證明「入會」符合波蘭利益，才會加入。他呼籲德國扮演主
導角色，解決歐債危機。
西科爾斯基表示，上月出台的緊縮方案，是要讓波蘭符合歐元區預

算要求鋪路。
德國1972年前入侵波蘭，造成數百萬人喪生，至今波蘭人仍耿耿於

懷。西科爾斯基公開呼籲德國領導改革歐元區的言論，在國內引起軒
然大波，反對黨國會議員甚至提出不信任案，要他下台。

■美聯社/中央社

波蘭4年內用歐元

意料推2600億緊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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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面前，兩人擠出笑容握手。 路透社

■奧巴馬要求美國財長蓋特
納出訪歐洲，尋求化解歐債
危機方案。 法新社

■卡梅倫

■薩科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