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責任編輯：孔惠萍 2012年6月17日(星期日)

希臘國會今日重選，選舉結果將決定該國會否脫離歐元區，全球

嚴陣以待，迎接分析員口中的「雷曼時刻」。在率先開市的亞洲地

區，銀行加派人手，香港和吉隆坡部分交易員亦打算提早於明日凌

晨2時上班候命，密切留意希臘大選結果，預備打硬仗。有亞太區

證券行形容，現正進入「紅色戒備」

狀態，資訊科技及解決方案的員

工率先就位，確保開

市首個小時能

應付突發

情況。

適逢今日父親節，不過市場人士大多無心情慶祝，資產經理手機響不停，又忙於
回覆短訊及電郵。大型投資機構Legg Mason企業風險管理總監卡里爾表示，雖

然同行認為希臘不會「出事」，但防範措施寧濫勿缺。一名出身希臘的金融顧問透露，
今晚會跟在家鄉的親屬聯絡，了解最新局勢；一旦情況很糟糕，會考慮將歐洲投資全
撤走。

新民主黨輕微領先 美企趁平收購
信用卡及付款公司亦擬訂應急措施，VISA歐洲稱與當局緊密合作，應對一旦有國家

退出歐元區，可迅速過渡至新貨幣，減低對消費者及零售商的影響。商界普遍認為，
即使希臘大選結果為「退會」鋪路，亦不會即時發生，仍有足夠時間應付。

一家歐洲銀行顯得甚為樂觀，消息人士說：「目前只會出現兩個結果：希臘留低或
退出，大家都知道不會早於周日『爆煲』，應如常慶祝父親節。」有人則視之為商機，
美國Investors Bancorp（ISBC）上周作價1.35億美元（約10.5億港元），收購希臘Piraeus
銀行旗下Marathon銀行集團。

大選投票將於香港時間今日正午開始，深夜12時結束，預料最快於明日凌晨2時半有
初步結果。非正式民調顯示，支持緊縮的新民主黨稍勝激進左翼聯盟，但不足以取得
過半議席；然而不少選民仍未表態，料將左右結果。專家認為，希臘最終可能組成技
術專家內閣，屆時歐元區領袖仍要面對「行屍走肉」般的希臘。

華府準備好協助 歐德發最後警告
美國財政部國際事務次卿布雷維德表示，美方已準備好「工具包」，若有需要將與歐

洲共同促進市場信心，並期待明日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有確實成果。
歐元集團主席容克警告希臘不要脫歐，指這會拖垮希臘和歐元。他又稱，無論哪個

政黨勝出，歐洲領袖都要盡快與其商討希臘改革，「第三輪選舉不能解決問題」，但重
申不可能重新商討援助條款。德國總理默克爾呼籲希臘人民選出遵守援助協議的政
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表示，歐元區須立即發出強化自身的有力
訊號，並呼籲成立歐元區財政部。 ■路透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如贏波或激發愛國情
賭仔看好新民主黨

薩瑪拉斯警告：
脫歐必迎噩夢

白高敦：法意或「跪低」 IMF：西國不應急㠥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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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明日將於
墨西哥舉行，由於正值希臘大選翌
日，外界關注各國領袖會否推出穩
定市場信心的措施。希臘危機不僅
影響歐元區，對尋求連任的美國總
統奧巴馬而言，也是燙手山芋，預
料美方將在會上向歐洲施壓，要求
就化解危機作明確表示。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及歐盟委員
會主席巴羅佐會前發表聲明，指歐債
危機將是峰會焦點，歐盟亦會向與會
者通報如何應對重債國的挑戰、通過
結構調整等措施促進經濟增長、強化
歐元區防火牆、注資銀行業等。

再晤普京成另一挑戰
美國總統大選將於11月舉行，G20峰會

勢將左右奧巴馬能否連任的命運。奧巴馬
亦將迎來俄羅斯總統普京重掌克里姆林宮
後，兩人的首次會晤。奧巴馬希望能「重
啟」美俄關係，以及緩解處理敘利亞局勢
的矛盾。

面對國內失業率上月回升至8.2%，奧巴
馬料將對德國總理默克爾施壓，迫使她提
出更多措施穩定歐元區經濟及刺激增長。
有分析指，奧巴馬與法國總統奧朗德等支
持增長派，跟默克爾的緊縮派，料將針鋒

相對。
峰會未開始，法德已針鋒相對。默克爾

指責奧朗德的經濟改革，擔心只會深化法
國經濟問題。法國工業部長卻稱默克爾

「盲目的意識形態」，導致7個歐元國陷入
衰退。

6領袖舉行視像會議
峰會召開前夕，英國首相卡梅倫、意大

利總理蒙蒂、西班牙首相拉霍伊、默克
爾、范龍佩及巴羅佐，前日率先舉行視像
會議。他們同意須繼續推行必要措施及金
融改革，確保全球金融穩定及支持增長。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華爾街日報》

英國前首相白高敦指，無論大選結果
如何，希臘都很可能會退出歐元區，並
嚴重影響其他國家的經濟。他又指歐洲
經濟正螺旋式下滑，且沒結束跡象，警
告若歐盟領袖未能在明日二十國集團
(G20)峰會上，訂出對策應付危機，歐洲
會步入「失落10年」。

白高敦認為，歐洲銀行業可能需要再
多4,000億英鎊(約4.9萬億港元)緊急援
助，在無法重返市場的情況下，葡萄牙
和愛爾蘭很快會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要求第二輪援助。當衰退進一步加
劇，意大利甚至法國，可能也會步西班
牙後塵。即使是德國銀行業，也可能無
法倖免要增加資本。

白高敦指責歐盟領袖一味削減財赤和
國債，忽略這會對銀行業帶來動盪，並
令經濟停滯不前。 ■《每日郵報》

分析認為，天氣乃至希臘國家隊在歐
洲國家盃分組賽的表現，均是左右大選
結果的重要因素。

希臘國家隊於香港時間今晨迎戰俄羅
斯，勝出就可以出線淘汰賽，有機會在
周五八強戰中，與「緊縮仇人」德國碰
頭。支持緊縮的新民主黨有候選人稱，
希臘隊報捷可能激發愛國情緒，但不肯
定哪個政黨會受惠；至於天氣炎熱隨時
拉低年輕人投票率，對保守派政黨有
利。

各界關注重選，賭仔亦不例外。網上
莊家開盤以新民主黨為大熱，其中英國
Betfair和Paddy Power分別將新民主黨勝
出賠率定為1.33和1.29倍，激進左翼聯盟
則是3.75和3.25倍。Betfair稱希臘重選的
投注額達25萬英鎊(約305萬港元)，當中
72%押注新民主黨。

■路透社

希臘各政黨前日盡最後努力拉票，支持緊縮
的新民主黨黨魁薩瑪拉斯警告，若復用舊貨幣
德拉克馬，將為國家帶來「噩夢」。

薩瑪拉斯前晚表示，絕不容許有人犧牲國家
利益「玩火」，警告若希臘退出歐元區，讓

「德拉克馬支持者」及外國勢力得逞，國家將
如法國總統奧朗德所說般「倒退50年」。他呼
籲各黨選後成立「民族拯救政府」，確保留在
歐元區，以及重新談判國際援助協議。

激進左翼聯盟領袖齊普拉斯強調，若繼續履
行援助協議，就業及增長將遙遙無期。經過多
年緊縮，年輕人苦無出路，成為左翼主要票
源。21歲「雙失」青年揚尼斯稱，齊普拉斯是
個「很特別」的領袖，寄望他打破傳統兩黨30
年來壟斷政壇。40歲以上選民則普遍認同新民
主黨的「穩妥」政策，是解危唯一出路。

希臘看守總理皮克拉梅諾斯批評，政府運作
陷入「危險惰性」，警告國家正處危急關頭。
前總理帕帕季莫斯擔心悲劇上演，借用莎士比
亞劇作《哈姆雷特》名句：「留不留在歐元
區？這是個問題。」

■路透社/法新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日表示，西
班牙不應在經濟極度疲弱時期趕㠥縮減
財赤，並呼籲歐洲採取措施防止銀行危
機加劇。IMF又指，西國計劃將財赤佔
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由去年8.9%
降至5.3%的目標，很可能無法實現。

西國政府將於本周公布銀行業獨立審
計報告，當中會把銀行分為3大類，從
而決定哪些銀行需要、並需要多少援
助。IMF稱西國應盡快決定哪些銀行需
要援助，並闡釋政府可提供甚麼財政援
助，又呼籲歐元區就建立銀行業聯盟和
財政聯盟，盡快提出路線圖，確保銀行
融資充足並防止危機擴散。

繼上周三將西國主權評級連降3級
後，評級機構穆迪前日再將該國8個地
區政府和4個地方政府機構評級下調。

■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希臘國會重選前夕，民眾似乎「理性」，8

成人支持國家留在歐元區，較民粹看高一

線。新政府組成前景未明朗，希民以為拖字

訣，可奢求歐盟網開一面，放寬緊縮要求。

然而「歐豬」烽火四起，希債問題議而不

決，代價只會愈高。全球市場對「希退」早

有心理準備，難怪希民大筆提走銀行存款，

對國家投下不信任票。

希臘年輕人畢業即失業，要依靠父母養老

金過活；民眾生意失敗、一貧如洗而自殺者

不計其數；有人鋌而走險，治安急劇惡化。

法國零售巨頭家樂福剛撤出希臘，外資一去

不返必陸續有來。希臘社會經濟問題幾近爆

煲，儼如第三世界，難怪世界銀行也要劃清

界線。輿論質疑，既然緊縮還要持續十年八

年，何不推倒重來，告別無了期淌血？事實

上，希民無勇氣改變現狀，顯得進退失據。

西班牙銀行業早前獲援助而不用緊縮，引

起強烈反響，希臘期望歐盟「特赦」難度甚

高。媒體踢爆當年希臘政府串通高盛，掩飾

財赤及政府債務的真實水平，使得以符合資

格入歐。希臘享受多年低息貸款，卻同時承

受「貴價貨幣」帶來的惡果。「因誤

會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開」，希退算

是當初造假的一點懲戒。

2004年希臘爆冷稱霸歐洲國家盃，

緊接主辦奧運會，好不威風。民眾嚮

往綠茵場上國腳永不言敗的精神，8

年後再受全球關注，卻落得聲名狼

藉、萬劫不復境地。

曾憲龍

造假入歐 今付代價

■香港部分交易員打算提早於明日凌晨2時上

班候命。 資料圖片

■紐交所交易員準備迎接「雷曼時刻」。

資料圖片

■兩黨黨魁前晚盡最後努力拉票。 法新社

■樂施會成員戴上奧巴馬面具，在G20峰會外

示威。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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