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峰會聲明草案顯示，原先對修約有保留的匈牙利，最終
亦改變立場，不排除會在諮詢國會意見後支持修約，連

同其餘8個非歐元國，即只有英國被孤立在外。報道指，簽署
新協議的國家須控制財赤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5%內，遇
上經濟衰退等特別情況例外，比現時歐盟條約要求的3%嚴格得
多。

ESM提前運作 上限5萬億
至於歐洲永久穩定機制(ESM)會提前至明年7月起運作，上限

暫定為5,000億歐元(約5萬億港元)，屆時將再作檢討，但不會
獲發銀行牌照。現有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槓桿化亦會盡快
落實，歐洲央行負責管理EFSF及ESM。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指出，歐盟領袖已放棄私人債權人承
擔損失(PSI)的「希臘式」削債條款，消除對債務市場的負面因
素。他又承認各國對泛歐債券未有共識，但歐盟官員獲授權繼
續推動歐元區融合，期望風高浪急過後可重新討論這個議題。

卡梅倫寧當「局外人」
英國是今次峰會上最

大阻礙，首相卡梅倫堅
持一旦修約對英國不

利，便會反對。德
國總理默克爾及

法國總統薩科齊會前會見卡
梅倫，希望化解分歧，但不
歡而散，卡梅倫坦言，若英
國 得 不 到 保 障 ， 寧 可 當 個

「局外人」比較理想。

2萬億注資IMF
報道稱，歐盟國家有意透

過 雙 邊 貸 款 ， 向 I M F 提 供
2,000億歐元(約2萬億港元)貸
款，以吸引20國集團(G20)響
應。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國際經濟部門主管杜希稱，若
歐盟達成注資IMF協議，將為中國及巴西等有意援歐的國家鋪
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上月中被問及援歐意向時表示，
中國將與有關各方主動對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表示，希望歐盟峰會有關舉措能
夠穩定市場，提振信心，並推動歐洲一體化向前發展。中方一
貫支持歐洲一體化建設，支持歐洲克服主權債務危機所作努
力，中方對歐盟解決歐
債 危 機 始 終 抱 有 信
心。

■路透社/法新社/
美聯社/新華社/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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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歐元成為歐盟峰會焦點，但對克羅地亞
民眾來說另有一番意義，因該國昨日在峰會簽
訂加盟協議，於2013年7月1日正式成為歐盟第
28個成員國，經多年談判後終實現夢想。

克羅地亞將於明年2月或3月舉行公投決定是
否加入歐盟，至於歐盟所有成員國尚餘18個月
時間審批協議。

■法新社/德國《星期世界報》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昨日調低法國巴黎銀行、
法國興業銀行及法國農業信貸銀行的長期信貸
評級，3家銀行股價昨日早段一度急挫，其後
止跌回升。
法巴及農業信貸銀行長期債務信貸評級被調

低1級至「Aa3」，法興則下調1級至「A1」。穆迪
指出，目前歐洲銀行業經營環境脆弱，該3家銀
行無可避免受影響，由於銀行融資越見困難，
加上經濟前景惡化，故作出下調評級決定。

歐銀缺資1.2萬億
新一輪歐洲銀行業壓力測試顯示，歐洲銀行業

的資本缺口達1,147億歐元(約1.2萬億港元)，歐洲
最大經濟體德國的銀行體系實力亦遠較預期弱，
銀行業需籌措資金以保持市場穩定和信心。
歐盟銀行管理局(EBA)前日公布壓測結果，整

個歐洲銀行業的資金缺口由1,060億歐元(約1.1
萬億港元)，提高到1,147億歐元，較兩個月前的
預計多8%，原因與德國、意大利、奧地利、比
利時等國銀行資金缺口擴大有關。
EBA又表示，德國銀行體系的總資本缺口由

52億歐元(約538.4億港元)，大幅提高至131億歐
元(約1,356.4億港元)。當中德意志銀行缺口達32
億歐元(約331.3億港元)。 ■法新社/路透社

一連兩日的歐盟峰會昨日結束，與會的27個成員國

元首始終未能就修改歐盟條約達成共識，17個歐元區

及9個非歐元區國家決定自立門戶，另訂新約加強財政

紀律，令英國成為唯一堅拒修約的歐盟成員國。另

外，歐盟國家計劃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2,000

億歐元(約2萬億港元)貸款援助，應對歐債危機。

英國在歐盟峰會上與德法針鋒相對，法國總統薩
科齊不但公開指斥英國不是，私下更展現真性情，
當英國首相卡梅倫趨前欲握手言和時，薩科齊避開
視線拒絕握手，熱情地向身旁其他人揮手，一臉尷
尬的卡梅倫只好苦笑，輕拍薩科齊的肩膀化解尷尬
氣氛。 ■《每日郵報》

歐
盟

「雙速歐洲」默許分裂
德法在歐盟峰會上高難度提出修約未獲一致同

意，26個歐盟成員國率先試行新協議，在歐元區及

歐盟間再建立錯綜複雜的小圈子。上月傳出德法密

謀改革歐盟，整合為規模較小的「核心歐元區」，如

今拯救歐元淪為「雙速歐洲」局面，歐洲一體化進

程受到重創。自命清高的英國仍沉醉「日不落帝國」

往事，成為分裂歐洲「替死鬼」而不自知，原來統

統是「默科齊」事先寫好的劇情。

德國嚴控開支及借貸，工業發展蓬勃，在歐元區

一枝獨秀。默克爾成功將自身標準列為「校規」，不

過這個有罰無賞的機制要求嚴苛，不利區內團結和

諧之餘，長遠更似鋪路跟財赤國劃清界線。德國默

許歐洲分裂，大概是考慮到歐洲根本無望政經融

合，與其永無止境將錢「扔落鹹水海」，不如美其名

曰改變遊戲規則，玩不起就一拍兩散。

英國人歷來將英鎊看成是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

拒絕與他人分享「貨幣主權」，此番成功避免如細菌

般泛濫的歐債危機，足見這個老牌殖民大國的老到

和先見之明。現時該國經濟向金融業傾斜，銀行業

去年佔全國稅收11.2%，若徵收金融交易稅可謂打中

要害，卡梅倫力爭保護業界利益不言自明。此番歐

債危機更讓倫敦對歐元前景產生更大懷疑。「雙速

歐洲」，默許分裂，已成為現時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顯

著特徵。 ■曾憲龍

歐盟峰會協議重點
■建立緊密財政聯盟(僅限26個成員國)：扣除一次性還債開支及經

濟周期影響的「結構性赤字」，須控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0.5%內，並寫入參與國家的憲法。若有關國家整體財赤超過3%，

則會觸發「自動後果」。

■救火措施：歐洲永久穩定機制(ESM)提前至明年7月運作，上限暫

定為5,000億歐元。歐盟成員國會在10天內考慮和決定，是否向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2,000億歐元雙邊貸款。

■減債安排：鑑於早前強制私營債權人將希臘國債減值50%的措施

遭到反彈，歐盟同意不再推出類似方案。

■法新社

歐盟3群體鼎立
第1群：六國

6個AAA信貸評級國分別為：德國、法國、荷蘭、奧地利、芬蘭

及盧森堡，但評級機構已警告，一旦法國要拯救更多財困國，被降

級的風險將更大。

第2群：歐豬國
原「歐豬5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及西班牙，在過

去兩年相繼失守及疑似失守；比利時及塞浦路斯明年預算案亦漸受

關注。4個新加入歐元區的國家包括斯洛伐克、馬耳他、愛沙尼亞

及斯洛文尼亞。

第3群：非歐元區10國
10個非歐元區國家中，只有英國及丹麥堅拒採納歐元，其餘都有

意加入歐元區。在峰會上，英國反對修例，匈牙利、瑞典和捷克需

待國會批准；丹麥、保加利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及羅馬尼

亞則加入歐元區17國，自立門戶另訂新例。

■法新社

英媒轟法
「荼毒」峰會

克國簽協議 後年入會

英國和法國幾百年來一直是世仇，一場歐債危
機，更令兩國分歧由民間歧視，擴大至政治對
立。首日峰會過後，英國傳媒紛紛擔心首相卡梅
倫遭法國設計陷害，令他成為「分裂歐洲的罪
人」，更引述匿名歐盟官員批評法國在「荼毒」
峰會。
英國《每日電訊報》引述一名匿名法國外交官

的話，批評卡梅倫「拿歐元區前途玩弄政治」，
又揶揄英國就像「不帶老婆去換妻派對」的男
人，只顧取 數。《每日鏡報》則批評卡梅倫被
疑歐派「操控」，「愚蠢地走入死角」。
卡梅倫在峰會上提出多項要求，包括修改歐盟

條約不會影響27個成員國的共同利益、有額外措
施防止歐盟3大金融監管機構的權力凌駕英國當
局、歐洲銀行管理局(EBA)總部續設於倫敦。他
又向德國總理默克爾開火，警告若自己兩手空空
返國，將失去在保守黨歐洲事務的話事權。

■法新社/《衛報》/英國《金融時報》

峰會消息利好美股升百點
歐盟除英國外26國傾向同意另訂新約，財政紀

律，消息利好歐美股市，帶動美股昨日早段反
彈。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日早段報12,098點，
升10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245點，升10點；
納斯達克指數報2,611點，升15點。

歐股方面，英國富時100指數午市收復早段跌
勢，中段報5,505點，升21點；法國CAC指數報
3,137點，升42點；德國DAX指數報5,943點，升

68點。
市場傳出歐洲央行將每周買債規模限於200億

歐元(約2,078億港元)，改為透過新流動性措施，
鼓勵私營銀行購買歐元區國債。不過市場對央行
新做法有保留，認為銀行不會因為流動性增而增
購歐債，意大利10年期債息昨日亦升至6.5厘，
令央行再度出手干預。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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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倫握手「食檸檬」

法3大行遭穆迪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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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
卡梅倫

■歐盟計劃加強IMF救市火
力。圖為IMF總裁拉加德。

法新社

■英國成為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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