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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決定強制銀行增加按揭
貸款壞賬撥備後，多家大型銀行昨日
相繼宣布增加額外撥備，總金額達148
億歐元（約1,476億港元），令該國銀行
業按揭相關資產撥備覆蓋率，由7%增
至30%。歐盟經濟事務專員雷恩歡迎西
國改革措施，稱這將有助強化銀行業。
歐元區最大市值銀行桑坦德，前日宣布

增撥27億歐元（約269億港元）；半國有化
Bankia及西班牙第三大行CaixaBank分別增撥47

億及21億歐元（約469億及210億港元）；第二大行
BBVA及第五大行西班牙人民銀行，則各增撥18億和23

億歐元（約180億和229億港元）。
政府2月首次要求銀行增撥538億歐元（約5,367億港元），應付按揭貸款

壞賬，今次改革則要求所有銀行合共再增300億歐元（約2,993億港元）。歐
洲央行最新數據顯示，西國銀行業上月從央行貸款再創新高，達2,635億
歐元（約2.63萬億港元）。

債息穿6.2厘
西國昨拍賣共29億歐元（約289億港元）的12月期和18月期票據，孳息

升至2.985厘和3.302厘，認購未算踴躍，集資額僅接近上限目標。10年期
債息昨日升穿6.2厘，是去年12月以來首次。 ■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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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總統帕普利亞斯前日爭取主要黨派組閣失敗後，昨日繼續召開談判，但激進左翼聯盟再

次杯葛，若到後日仍未能組閣，國會將須重選。歐元區財長昨天在布魯塞爾開會後發最後通

牒，警告希臘須遵守3月達成的援助條件，一旦違反協議需退出歐元區。英國《金融時報》分析

指，希臘若重選，無異於在歐元區去留的問題上舉行全民公投。

市場憂慮希臘最終「退會」，加上西班牙銀行問題及
摩根大通投資失利對金融股構成壓力，美股昨日早

段急跌逾百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2,681點，跌
1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346點，跌6點；納斯達克綜
合指數報2,907點，跌26點。歐股全線下跌。英國富時100
指數中段報5,460點，跌115點；法國CAC指數報3,047
點，跌82點；德國DAX指數報6,431點，跌148點。意西
股市分別跌3.31%及2.91%。

希股插至20年新低
希臘股市大跌4.9%，創近20年低位。歐元兌美元昨跌

穿1.29水平，報1.283美元，是1月18日以來低位。
以往論及希臘退會，歐洲央行總推說歐盟條約沒關於

退出條款，並警告若歐元區瓦解，對經濟的破壞難以預
料。但希臘組閣難產，違約風險大增，以往避談歐元
退會可能性的歐盟官員，也公開談論這個痛苦問
題。比利時央行行長克納指：「雖然遺憾，但
若有必要，仍無法避免友善的分手。」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直言，若希臘違

反承諾，援助協議將失效，希臘很大機會需退會。
歐委會表明不會考慮放寬援助條件。

過半希臘人贊成守諾
在希臘，帕普利亞斯昨日再次召集各黨領袖商討組

閣，但有望於重選中晉身第一大黨的激進左翼聯盟，繼
續不合作。有與會黨魁指，帕普利亞斯在會上出示總理
帕帕季莫斯的信件，當中提及希臘經濟情況，但與會者
拒絕透露內容。
最新民調顯示，53.6%希臘人認為應該繼續執行援助條

款，認為應該不惜一切推翻協議的只有38%。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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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所料，默克爾的基民盟在地選接連失利，選

民反對一味緊縮的呼聲冒起，為德國「鐵娘子」連

任響起警號。德國料於明年大選，默克爾為保政

權，除了善用執政優勢，對內鞏固夥伴支持，對外

推行翻天覆地的歐洲政策，甚至可能不惜與歐豬國

斬纜，以延續岌岌可危的政治生涯。

歐債危機改變政經格局，歐元區領袖如骨牌倒

下，輿論認為默克爾終難獨善其身。目前德法壟斷

歐洲經濟話事權，但法國經濟金玉其外，德國獨木

難支。德民有濃厚大國情結，對默克爾強硬處理歐

債甚為受落，難怪民調指她仍是德國最受歡迎政

客。

德國地選議題爭議不大，各黨主張大同小異，身

兼聯邦環境部長的基民盟州長候選人勒特根鎩羽而

歸，無疑是選民向政府投下不信任票。德國經濟增

長放緩，各行業開始感到壓力，默克爾期望希臘留

在歐元區，德民難免擔心國家「救歐難自救」，步法

國後塵。默克爾要爭取連任，如何適時派

「定心丸」安撫民眾，將考驗其政治技巧。

社民黨風頭一時無兩，但該黨立場模糊，

若公然反對加強財紀的歐盟新約，如間接為

默克爾助選，突顯自身未受歐債洗禮。反緊

縮「歐洲之春」愈演愈烈，然而德民對緊縮

未致深惡痛絕，社民黨欲執政，還要待默克

爾犯大錯，才能得逞。 ■曾憲龍

今日正式就任法國總統的奧朗德
（圖左），將於宣誓典禮結束後，火速
前往德國，首次正式會晤總理默克爾
（圖右）。「默朗德」料討論於歐盟財
政新約中加入增長措施，旨在消除兩
國對歐洲經濟政策的分歧。
歐盟財政新約中，德國主張透過緊

縮和改革，減少財赤改善經濟，但奧
朗德認為新約應加上「增長條款」。
默克爾上周幾乎每日都重申，新約經
歐盟其中25個成員國簽署，並已在部
分國家通過，故不能改變。
雙方亦可能就泛歐債券出現衝突，

奧朗德
認為此舉
可解決部分歐
債危機，默克爾則擔
心會令德國負擔加重，堅決反
對。兩人在歐洲央行角色上亦有嚴重
分歧，奧朗德認為央行應更積極參與
解決危機，德國則堅持央行獨立性。
除了歐洲事務，奧默二人亦就阿富

汗問題相左，前者主張盡快撤回駐
軍，後者則認為國際部隊應維持駐守
至2014年。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西銀行業
增1476億撥備

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見圖）稱，歐債危機讓歐
元面臨風險，區內或許能夠經得起希臘退出的衝
擊，不過，這的確是對歐元抗壓性的一大考驗。
索羅斯表示，一旦成員國退會這種內部瓦解

風險不可控，後果可能是災難性。但他表示，希
臘不是西班牙或意大利，退會影響不會特別大。
但如果危機令西意陷入動盪，又不採取反制措施

的話，整個歐洲都將崩潰。
他認為，歐洲根本並未解決危機的真正原因，即銀行

體系維持資金流通的功能失效，以及歐元區成員國之間貿易失
衡。他表示，歐洲弄砸了一切，歐洲人似乎認為就只有成員
國預算平衡方面出了問題。他指歐元區各國不惜一切採
取的緊縮措施只會有反作用，這些國家應優先促進

經濟增長。
■《華爾街日報》

索羅斯：
歐元或經得起考驗

奧朗德宣誓後
即赴德晤默克爾

德國前日舉行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北威州）政府
選舉，反緊縮的中間偏左社會民主黨（SPD）與盟友綠
黨贏得過半議席，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
（CDU）表現則是二戰以來最差，反映她的支持度下
滑，為其尋求連任蒙上陰影，基民盟夥伴自由民主黨
（FDP）接連在兩場地選取得佳績，亦衝擊執政聯盟的
合作關係。
初步點票結果顯示，社民黨及綠黨得票率分別為

38.8%及12.2%；基民盟僅25.8%，低過選前民調的30%
及2010年的35%；自民黨升至8.5%，較其在全國平均支
持率3%高很多；海盜黨則獲7.8%，首次晉身州議會。
社民黨領袖、北威州州長克拉夫特前日投票時稱，若

社民黨和綠黨取勝，將向明年國會選舉發出「積極訊
號」。有社民黨高層表示，基民盟慘敗意味社民黨明年
執政機會大增，即使克拉夫特承諾會完成任期，但不排
除她會被推舉阻止默克爾連任。
基民盟州長候選人、環境部長勒特根承認今次是「個

人失敗」，宣布辭去基民盟北威州主席職務。他被指不
活躍地方政治。
德國《明鏡》周刊評論稱，社民黨正面對兩難局面：

若反對緊縮及歐盟新約，將為默克爾製造競選議題；若
因「政治責任」與執政聯盟妥協，就跟默克爾無異。社
民黨支持者弗埃格表示，選舉結果反映民眾質疑緊縮路

線，希望同時照顧社會福利
及 處 理 債 務 問
題。

■路透社/法新

社/美聯社

■默克爾

(左)和基

民盟北威

州州長候

選人勒特

根尷尬面

對傳媒。

路透社

基
民
盟
地
選
慘
敗

默
克
爾
連
任
蒙
陰
影

■北威州州

長克拉夫特

勝選後興

奮不已。

希臘若重選
等同脫歐公投

極左黨派續拒組閣 美股早段跌139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