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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組閣失敗引發全球股市大跌，港股昨

日亦大跌634點，全球市場風聲鶴唳，籠罩

恐慌情緒。然而在本港，立法會連續第3周

糾纏於反對派合力造成的拉布流會鬧劇中，

如何應對香港當前經濟警號卻被擱置一旁，

整個社會再次被拖入內耗深淵。外圍危機與

本港內耗交織，令市民憂心。市民擔憂如果

本港仍忙 閉門互鬥不休，有人以阻礙香港

發展為樂，香港的前途堪虞。

在外圍危機方面，市場目前最擔心兩大

問題，包括希臘退出歐元區會否導致骨牌

效應，以及歐洲銀行會否因希臘賴帳而錄

得大額虧損。希臘若退出歐元區，其掀起

的劇烈震盪將波及其他國家。外圍驚濤駭

浪，檢視當下香港所面對的經濟環境，當

知香港未來形勢不容樂觀。內地10個省市

GDP已超越香港，今年深圳也會超越香港。

另一方面，香港內部經濟已響下降警號，

政府日前公佈數據顯示香港首季經濟表現

欠佳，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僅得

0.4%，遠低於去年第四季的3%，是兩年以

來新低。

在外憂內患的重要關頭，市民已為香港能

否集中精力處理迫在眉睫的危機感到憂心忡

忡。香港是外向型的經濟體系，現時外部經

濟環境風高浪急，本是港人一致探討對策的

時候，但是一些以阻礙香港發展為樂的人，

卻把危機置身事外，不但沒有想方法救急，

還要增設難題。全社會目前正被少數人所綑

綁，政府官員日以繼夜留守立法會回應無聊

的修訂，建制派議員通宵忍受疲勞倦睏盡力

確保議會秩序，以自己的精力換取香港穩

定。候任特首梁振英指出，議員應急市民所

急，任何人阻撓新政府解決市民急需解決的

問題，姑息拉布行為，選民都十分關注，市

民也有權表達不滿。

目前議會工作癱瘓，新政府改組增添變

數。社會上下都把精神放在如何應付拉布

流會上，擱置應有工作，完全無法顧及香

港當前面對的危機。立法會一日行政費用

約90萬元，先後拉布5日已燒掉450萬元公

帑。在香港最需要同舟共濟的時候，反對

派議員卻增添社會內耗，拉布流會，蹉跎

歲月。反對派議員切莫走火入魔，市民的

憂心會轉化為憤怒，並在9月舉行的立法會

選舉積極出來投票，以選票向反對派「玩

」說「不」。

(相關新聞刊A1、A2、A4版)

希臘總統府宣佈，由於各政黨組建聯合政府的談

判已經破裂，希臘將於下月再次舉行議會選舉。希

臘政黨組閣失敗，會否退出歐元區已再次成為國際

輿論關注焦點。希臘如果退出歐元區，將會導致國

家破產，在歐洲乃至全世界引發更嚴重的經濟和社

會地震。以德法為首的歐盟應該以歐盟乃至全球的

經濟社會穩定為首要考慮，尋求折衷解決方法，既

要求希臘執行緊縮政策，又照顧其民意訴求給予適

當的財政鬆動，幫助希臘經濟重回增長道路，避免

因為希臘退出歐元區引發更大震盪。

希臘組閣失敗反映其內部支持和反對緊縮措施

的矛盾對立尖銳，即使重選組閣成功，亦要面對

是否執行繼續緊縮以換取歐盟援助的艱難抉擇。

希臘下月進行重選，但是輿論認為，重選仍難以

打破政治僵局。多名歐洲領導人作出明確回應，

希臘要想留在歐元區，就必須嚴格執行財政緊縮

計劃。擺在希臘面前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是拒絕

緊縮，最終退出歐元區；二是繼續留在歐元區，

但要接受緊縮，當然歐盟需要在緊縮限制上作出

相應的調整。

有意見認為，希臘退出歐元區可以視為卸掉一

個包袱。其實這將引發更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地

震。一方面歐洲中央銀行和歐洲國家政府持有大

量希臘國債，希臘違約將使這些債券瞬間變成廢

紙，為相關銀行注資又將另外花一大筆錢；另一

方面，希臘違約將會引發骨牌效應，西班牙和意

大利等「歐豬」債務國必將仿傚，這些國家經濟

總量遠遠大於希臘，對歐洲及世界經濟的危害更

大。

從法國政壇變天、希臘組閣難產，可以看到解

決歐債危機單靠緊縮已行不通，一來只有緊縮、

沒有增長就不可能減少債務和赤字，不能令經濟

走上復甦之路；二來緊縮令民眾叫苦不迭，導致

民意強烈反彈，引發政局動盪。協助希臘擺脫債

務危機，同時拯救整個歐洲必須依靠緊縮和增長

並重的道路。法國新任總統奧朗德正式掌權，變

得理性務實，在宣誓就任總統後當晚即飛往柏

林，與默克爾共商穩定歐洲大計。默克爾也表

示，儘管她和奧朗德分屬不同的黨派，但並不意

味 雙方不能合作。德法領袖均表示，希望希臘

留在歐元區，兩國將盡全力幫助希臘實現增長，

但希臘必須遵守已達成的協議。

歐債危機經過各方努力下暫時喘定，全球經濟

亦漸趨穩定，此時歐洲應該在實施必要緊縮政策

的同時，採取有助於增長、加強競爭力的措施，

給予債務國民眾透氣機會，以增進團結互信，共

渡時艱，為化解債務危機開拓一條更可行的道

路。 (相關新聞刊A6版)

外圍危機 本港內耗 市民憂心 解決歐債危機須緊縮增長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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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新任總統奧朗德前日就職後

即訪問德國，與總理默克爾首度會

晤。兩人會後舉行記者會，強調雙

方「共識多於分歧」，即使彼此存有

歧見，亦會積極求同存異，

重申「為歐洲利益相互合

作」是兩國共同願望。

報道指，法德

兩國將在

下 月 底

的歐盟峰

會上作出聯

合提議。

會談前，「默朗德」一再表明決心延
續前法國總統薩科齊建立的法德友

好合作關係，然而分析認為，兩人在記者
會上的肢體語言，已顯示可能性不大。
甫見面，「默朗德」沒有「默科齊」的一
貫親吻面頰，改為握手示意。一向以微笑
迎接法總統的默克爾表現拘謹，鮮有笑
容。缺乏國際政治經驗的奧朗德，在記者
會上一再用手勢強調自己論點正確，又於
默克爾發言時掏衣袋找紙筆做筆記；他重
提希望重新協商歐盟新財政契約，加入增
長元素，否則多國將難以削債。他講話
時，默克爾只對記者聳肩微笑，未出現
「默科齊」的火花。

奧朗德重提增長 預告泛歐債
國際社會一直緊張期待奧朗德訪德，因

法國大選期間，默克爾曾請奧朗德吃檸
檬，公然拒絕與他會面，又批評他提出修
改歐盟新約。不過，柏林政府把他甫上任
即訪德視為「強大訊號」，所以即使雙方就
刺激增長的觀點存異，亦不會損害既有合

作關係。
默克爾表示，儘管與奧朗德來自不同黨

派，仍無阻彼此合作，因為兩國關係密
切，與歐洲發展攸關。奧朗德則憧憬一個
「平衡及互相尊重」的法德關係，稱雙方互
信、團結、關係良好非常重要。
歐盟領袖將於下月底舉行峰會，並於下

周三舉行非正式會議。默克爾強調，兩國
在峰會提出一致想法及建議非常重要，並
指雙方已加以討論和積極準備。奧朗德則
稱，將提出任何能推動區內增長的建議，
又強調下周會議應包括任何有助增長、提
升競爭力的建議，並稱發行泛歐債券也應
在考慮之列。

異口同聲 望希臘留歐元區
針對希臘國會重選，兩人皆稱會尊重當

地選民意願，但希望希臘能留在歐元區。
默克爾表示，已準備好協助希臘返回增長
路上，奧朗德亦稱歐盟將採取額外措施幫
助希臘復原。

■美聯社/路透社

老天似乎要跟奧朗德「玩作對」！繼就職
時風雨交加「贈興」後，他乘坐專機打算
飛往德國晤默克爾時，專機突然遭雷電擊
中，被迫折返，令行程延誤個半小時。對

於奧朗德不管專機被雷
劈仍堅持飛柏林，默克
爾稱，這可能是兩人合
作的「好兆頭」。
奧朗德宣誓就職後數

小時，按原定計劃，於
當地時間下午5時乘坐
專機獵鷹7X，從維拉
古博雷空軍基地起飛，
直飛柏林。惟起飛後不

久在巴黎上空遇惡劣天氣，他原本打算
繼續行程，但其後不得不折返，轉乘另
一架專機獵鷹900（見圖）赴約。

■美聯社/法新社

德國內閣通過12年來首次加薪，其中總
理默克爾將加930歐元(約9,215港元)，新的
月薪除稅前為1.7萬歐元(約16.8萬港元)。加
薪分3階段進行，至明年8月增幅為5.7%。
各部長月薪會加750歐元(約7,431港元)，至
1.38萬歐元(約13.7萬港元)。

不過環境部長勒特根就無緣加
薪，因他日前帶領基民盟在北威州地
方選舉中慘敗，昨日被默克爾追究責
任，即時下台，環境部長一職改由基
民盟黨鞭阿爾特邁爾接任。

■法新社

全球經濟不景，大型金融機構高層仍領取
高薪備受爭議。歐盟正起草公司治理改革計
劃，賦予歐洲上市公司股東具約束力的投票
權，以遏制「道德上站不住腳」的薪酬，並
限制最低與最高薪酬之間的差距。計劃還強
制銀行披露薪酬最高的20至30名高層。
該計劃由歐盟主管金融服務監管的巴尼耶

草擬，銀行股東須投票決定獎金與薪酬的最
高比率，以及薪酬最低者與最高者的比率。
巴尼耶強調，重點並非從外部規定相關比

率，而是把規管責任交給股東，確保金融機
構的高層薪酬制度更透明。
他受訪時形容改革為「股東之春、監管之

春或規則制訂之春」。他認為這是非常積極的
動向，指需要讓所有公司都有責任感和保持
透明度。倘獲其他歐盟專員同意，巴尼耶將
在今秋公布最終的公司治理改革計劃。
目前歐洲只有荷蘭、挪威和瑞典等少數國

家，法律上規定股東有權否決高層獎金和薪
酬，而非僅僅提出意見。■英國《金融時報》

歐債危機形勢急轉直下，同
一時間，美國聯儲局（見圖）

於今日凌晨公布月初議息會議
紀錄，投資者紛紛關注與會者
有否談及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
(QE3)，期望從中找到一點蛛絲
馬跡，為市場帶來正面消息。
聯儲局官員早已多次重申，

暫時無意加推刺激措施，因此
投資者主要焦點，是會議紀錄
中會否提及局方到底要在怎
樣的情況下，才會決定有必
要「放水」。Pierpont證券首
席經濟師斯坦利表示，雖然希臘情況嚴
峻，但相信還未足以迫使聯儲局出手。

斯坦利認為，事實上市場早已預期希臘

退會，因此不會有太多人感到驚訝。除非希
臘局勢蔓延，導致環球金融市場緊張，否則
美國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CNBC

歐債危機其中一個主要幕後「點
火者」，非三大評級機構莫屬。歐
洲20家最大型銀行的高層昨日開
會，商議限制穆迪、標準普爾及
惠譽影響力，打破評級機構在金
融訊息市場上的壟斷和特權。
消息稱，部分銀行希望改變訊

息披露文化，不再向「三大」提
供最優先資訊，長遠而言，評級
機構應和其他金融市場參與者一
樣，獲得同樣份量資訊，避免出現

市場訊息流通不公。
「三大」由於預測金融危機反應遲緩，

部分大型債券投資者近年開始斥巨資培訓
內部分析師。諮詢管理公司羅蘭貝格和貝
塔斯曼媒體集團上月均表示，計劃募集數
億歐元創辦新的評級機構。加拿大評級機
構DBRS亦積極拓展倫敦業務，希望藉此抗
衡標普和穆迪。德國及一些國家亦考慮設
立國有評級機構，但批評質疑國營機構可
信度。

■英國《金融時報》

雷劈奧朗德專機 默克爾：好兆頭

歐盟擬賦股東投票權 約束高層薪酬

握手
「默朗德」

親吻
叉腰

無眼睇

扮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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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評級機構頻「點火」 歐銀行謀削特權

默克爾工資加1萬 地選落敗炒部長

■西班牙示威者高舉默

克爾的「斷頭」，以示

對緊縮不滿。 美聯社

聯儲局公布議息紀錄 市場觀望QE3

「默科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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