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元終結？
它是不會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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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儲備局上月議息會議紀錄
顯示，部分與會者認為一旦經濟增長
失去動力、經濟前景風險升溫，局方
或需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他們又認
為，歐債危機和華府削減開支，是經
濟復甦的主要威脅，有前聯儲局官員
指出，這兩點或成局方未來決定是否
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QE3)的考
慮因素。
會議紀錄顯示，息口維持於0至

0.25厘不變至2014年底，局方需要更
多證據證明經濟和就業市場中期前景

明顯改善，才會考慮提前加息。主張
低息者亦認為，局方單靠利率工具不
足以應對任何經濟再下行風險。
會議上對QE3 墨不多。經濟師大

多認為，前兩輪QE成效存疑，因此
局方不會進一步買債；但華爾街銀行
家普遍認為，局方會選擇在更早時候
推出QE3，避免和美國大選太接近，
引起不必要揣測。
聖路易斯聯儲銀行行長布拉德指

出，以貨幣措施刺激經濟有機會推高
通脹，華府應以實質政策改善就業。

他又認為局方目前太過倚賴貨幣政
策，可能影響美國及環球經濟貨幣穩
定。

議息會議一律兩天
聯儲局前日又宣布，今後所有議息

會議將一律延長至兩天，讓與會者
「有充足時間討論」；主席伯南克會
後記者會亦會改為每季一次，解決此
前6月與11月記者會之間相隔太久的
問題。 ■路透社/法新社/

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QE3考慮因素：
歐債及華府削支

希臘政局危機撼動歐洲，歐洲
4大經濟體德國、法國、英國及
意大利的領導人，昨日舉行視像
會議，商討歐元區問題，並就今
日起在美國舉行的八國集團(G8)
峰會交換意見。歐盟委員會主席
巴羅佐及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
亦有參與會議。
華盛頓大衛營的G8峰會及芝加

哥的北約峰會，將於今明舉行，
20多名各國領袖齊集美國，東道
主奧巴馬料將推銷經濟增長、創

造就業、結束阿富汗戰事等主
張，以增加競選籌碼。阿富汗及
巴基斯坦領袖皆獲邀出席北約峰
會。

白宮拒評釋油儲報道
預料歐債危機仍是G8峰會首要

議題；奧巴馬將於峰會前，在白
宮接待法國新總統奧朗德。共同
社報道指，為應對歐盟7月起全面
禁止從伊朗進口原油，華府已建
議G8成員國做好釋放戰略石油儲

備的準備，白宮昨日拒絕評論。
兩個峰會原本計劃都在芝加哥

舉行，但白宮3月突然宣布將G8
峰會改往大衛營。由於奧巴馬上
任後鮮有到大衛營度假，更從未
在當地接待他國元首，因此是次
決定引起關注。有華府消息透
露，美方此舉原欲為遷就反對北
約導彈防禦系統東擴的俄羅斯總
統普京，以免他在G8會後突然離
開造成尷尬。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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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組閣失敗後，資深法官皮克拉梅諾斯前
日宣誓就任看守政府總理，直至下月國

會重選。他獲任命後打趣說，自己可能是最適
合在這困難時刻擔任總理的人，因為「皮克拉
梅諾斯」在希臘語意思就是「痛苦」。德國總
理默克爾立場軟化，稱準備推出刺激措施重振
希臘經濟，並承諾力保希臘留在歐元區。

默克爾軟化 願振經濟保雅典留低
希臘總統帕普利亞斯前日與各黨領袖討論後，決定任命皮

克拉梅諾斯。皮氏畢業於雅典大學法學院，1976年起擔任法
官，前年開始擔任最高行政法院主席。國債首席談判員扎尼
薩和前總理莫里維亞提斯，則分別獲任命為看守財長和外
長。
外界關注希臘銀行周一被擠提7億歐元(約69億港元)存款，

歐洲央行執行董事克雷透露，歐元區銀行去年秋季一度難以
融資，幾近崩潰。
默克爾日前會晤法國新總統奧朗德，兩人承諾協助希臘經

濟增長。她今日前往美國大衛營出席八國集團(G8)峰會，料敦
促發達國尋求解決希臘危機。據報她加推增長措施的意願愈
趨明顯，前提是不與歐盟新財政契約相衝突。
默克爾接受CNBC採訪時表示，歐元區經濟依賴兩條支柱，

一是穩固財政政策，二是增長元素。歐洲政策中心首席經濟
師楚勒格表示，可從現有歐盟基金中，向財困國注入推動增
長資金，這亦是奧朗德支持的方法。

佐利克：退會將釀雷曼效應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表示，希臘退出歐元區

的代價「極高昂」且困難，但IMF須技術上準備因應任何情
況。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稱，希臘一旦「退會」，將引發雷曼
兄弟「爆煲」的連鎖反應，打擊市場信心，導致流動性短
缺，嚴重衝擊西班牙、意大利等財困國，呼籲歐洲做好準備
同時出手救援。西國首相拉霍伊敦促歐盟發出明確捍衛歐元
的訊號。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稱，「強烈傾向」希臘留低，但澄清

這不由央行決定，強調不會為留住希臘而犧牲通脹目標及資
產負債表。
西班牙政府昨日成功拍賣24.9億歐元(約245.7億港元)3年及4年

期國債，認購額符合預期，但孳息率大幅上升，分別為4.375厘
及5.106厘。另外，政府昨日與26家銀行達成300億歐元(約2,961
億港元)貸款協議，協助各地方政府再融資及清還欠款。
受希臘危機影響，投資者都轉投較穩陣的德債，加上眼見

西班牙陷入衰退，失業率達24.4%，銀行又受樓市泡沫爆破影
響，財政狀況堪憂。投資者擔心政府難以削赤，需向國際求
援，令西債成本飆升。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衛報》/《華爾街日報》

昨日有西班牙傳媒指，已被政府接管的Bankia銀

行，上周有超過10億歐元(約98.7億港元)資金被提

走。消息拖累Bankia股價最多急挫27.49%，較去年

上市時縮水超過2/3。路透社亦引述消息稱，繼希臘

銀行周一存款額銳減7億歐元(約69億港元)後，翌日

情況同樣嚴重，新數據更顯示，提款潮已蔓延至比

利時、法國及意大利的銀行。

新領失業金人數不變
美股中段跌9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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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西班牙政府接管的Bankia銀行，上周有超過98.7億元

被提走。 美聯社

■希臘看守

總理皮克拉

梅諾斯

■英國《獨立報》前日的漫畫，將

「默朗德」化為《鐵達尼號》主角，

女方從後擁抱男方，海面則有一條半

沉的古希臘石柱。

美國多項最新經濟數據出乎意外地差，
加上希臘危機及西班牙Bankia銀行傳出擠
提消息，拖累美股昨日中段一度跌過百
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中段報12,504
點，跌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317
點，跌7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834
點，跌40點。
彭博報道，穆迪將於稍後下調多家西班

牙銀行評級，歐洲股市全線低收。英國富時100
指數收報5,338點，跌66點；法國CAC指數報3,011
點，跌36點；德國DAX指數報6,308點，跌75點。
西班牙股市挫1.1%，跌至2003年以來新低。

歐元4個月新低 油價回落
歐元沽壓沉重，兌美元昨日跌至4個月新低，

報1.2667美元。受歐債危機拖累，國際油價持續
回落，昨日俄羅斯股市一度跌近3%，創8個月新
低。 ■美聯社/法新社/CNBC

歐元區會演變成「政治聯盟」?
希臘債務危機演變成政治危機，前總理帕潘德里歐形容

希臘是緊縮政策的「白老鼠」，如今白老鼠忍無可忍，隨

時反轉整座「歐洲實驗室」。要挽救歐元區乃至歐盟，還

賴德國動用龐大財政資源，與財困國共患難，而這可能需

要歐洲推動深層次改革，成為更緊密政治聯盟。

在歐洲，財政/貨幣聯盟的壽命一般不超過30至40年。

以德國為例，近百年來使用過帝國馬克、德國馬克和歐

元。從前兩者的命運可見，一種歐洲貨幣平均壽命有

限，除非它由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發行，經過時間洗

禮，就如從中世紀開始沿用至今的英鎊。

歐洲若要實現政治融合，可向美國聯邦制看齊，融合

成「歐洲超級國」。德國財長朔伊布勒昨日就呼籲成立政

治聯盟，選出直選總統及採取更緊密財政政策，以克服

歐債危機，但他拒絕歐洲成為超級國。若不欲在政治融

合下功夫，只想維持現有財政聯盟，縮減規模恐怕是唯

一出路。

其實，歐元區誕生根本出於政治考慮，試圖

藉團結歐洲，減弱東西德統一後的影響力，並

把德國興衰與鄰國捆綁在一起。吊詭的是，這

正好為德國提供了平台，發揮其強國影響力。

然而要德民解囊幫助一眾「窮兄弟」，實在勉為

其難。歐元區成立之初已埋下「自爆」禍根，

政治融合或許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李鍾洲

星馬關注歐債拖累增長
希臘組閣失敗，全球關注該國會否退出歐元區，影響亞洲

國家增長前景。馬來西亞央行行長澤提前日警告，希臘「退
會」恐為歐洲帶來難以想像的後果，她相信刺激增長是解決
方法之一。
澤提認為，希臘等歐洲國家應循序漸進，推行包括緊縮在

內的結構性調整，不宜操之過急。她稱，從亞洲經驗來看，
最壞情況是其中一國經濟崩潰，市場焦點即轉移至下個「高
危國家」，最終火燒連環船，波及無辜經濟體，後果堪虞。
新加坡政府稱，即使該國上季經濟增長反彈，但歐洲未能排

除無序違約風險，經濟前景毫不明朗。野村控股駐星經濟師帕
拉庫埃勒斯稱，歐債發展為新加坡經濟構成龐大下行風險，若
歐洲衰退、金融市場動盪、銀行出現危機，亞洲難獨善其身。
他預料新加坡下半年經濟增長前景黯淡。 ■彭博通訊社

全球大行缺水4.4萬億
評級機構惠譽最新研究顯示，全球首29家大型銀行於2018

年前，需額外籌措5,660億美元(約4.4萬億港元)或出售5.5萬億
美元(約43萬億港元)資產，才能達到新通過的《巴塞爾協議III》
資本要求，較早前研究估計的金額多。
雖然歐洲央行曾向歐元區銀行泵水達1萬億歐元(約9.9萬億

港元)，令銀行業得以短暫喘息，但《華爾街日報》指出，過
去5個月歐洲銀行的情況急轉直下，過去3個月斯托克歐洲600
銀行分類指數累跌6.5%，評級機構穆迪正重新評估114家歐洲
金融機構的評級，加上希臘可能退出歐元區，令銀行業前景
不明朗。■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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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拉梅諾斯與國會議員會面。 法新社

■Bankia股價插水。 路透社

■股壇「師奶」在馬德里證交所顯得非常緊張。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