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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經濟四巨頭(德、法、意和西班
牙)領導人前日在羅馬開會，同意推出
1,300億歐元(約1.27萬億港元)刺激經濟方
案，展現團結姿態，但沒提出實質建議，
泛歐債券和如何運用救市機制等分歧仍
存。據稱，法國總統奧朗德堅持本周歐盟
峰會須就增長方案、銀行業聯盟和其他穩
定措施達成共識，才願通過歐盟財政條
約。

不單靠緊縮 默克爾讓步
會議主要達成兩項共識：一、以歐盟國

內生產總值(GDP)的1%，即約1,300億歐元
刺激增長，但沒具體說明資金來源；二，
四國同意在歐洲開徵金融交易稅。德國總
理默克爾同意單靠緊縮無法挽救歐元，被
視為峰會最大突破，她坦言增長和穩固財
政是硬幣兩面，僅有後者並不足夠。

分析指，會議旨在歐盟峰會前協調立
場，然而仍難掩四國分歧，會上甚至出現
不和諧一幕：默克爾回答記者關於泛歐債
券提問時，被奧朗德打斷。

法撐EFSF買財困國國債
奧朗德稱，應動用所有現存機制來穩定

市場、打擊投機行為，形容這是「重要一
步」，並支持意國總理蒙蒂使用歐洲金融

穩定機制(EFSF)在二級市場購買財困國國
債的建議。默克爾沒公開反對，但要求附
加一定條件。意國官員透露，德國未完全
封殺使用援助基金購意西國債。
主權債券風險分析師斯皮羅表示，這次

會議只是老調重彈，再次顯示歐元區領袖
企圖極力掩飾分歧，未能確實解決市場最
憂慮的意西債務危機。

■美聯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歐四國峰會藏分歧 泛歐債談不攏

新總理財長齊入院

西相稱羅馬全球最美
奧朗德質疑

歐國盃8強廝殺 德傷口灑鹽

歐元區四國峰會驚喜欠奉，領導人面和心不
和，一場口舌之爭表露無遺。西班牙首相拉霍
伊感謝各領袖親臨意大利開會時，形容羅馬是
「全球最美城市」，法國總統奧朗德隨即指說法
「有爭議」，場面尷尬。德國總理默克爾充當
「和事佬」，稱羅馬確有美麗一面。

■路透社

歐洲國家盃8強賽第二

戰，三屆盟主德國前日大戰2004

年冠軍希臘，雙方除為爭盃鬥個你死我

活外，更因在歐債危機中的新仇舊恨，

令賽事蒙上濃厚政治色彩。德國最終

以4比2擊敗希臘，令希臘人冀望在賽

場上擊敗德國、對抗「強權」的美夢

落空，路透社更直言德國「向希臘

的傷口上灑鹽」。

希臘61歲新總理薩瑪拉斯宣誓就職不到兩日，
因早期視網膜脫落，需入院做手術。同樣年過花
甲的新財長拉帕諾斯，前日亦因嚴重肚痛、噁
心、眩暈和虛弱入院，未能宣誓，病因未明。
薩瑪拉斯前日入院檢查，下午雖已回到辦公

室，但隨後又再入院，並於昨日動刀。院方其後
表示，他手術成功，但須留院觀察一天。拉帕諾
斯亦留醫觀察，院方稱為他進行掃瞄，結果滿
意，指其病情已穩定且漸康復，將繼續藥物治
療。 ■美聯社/路透社

擬新計劃紓困 推遲削赤目標
路透社昨日取得一份文件，顯示希臘聯合政府

草擬一份新經濟計劃，放寬緊縮政策，減輕國民
負擔，但這意味2月承諾的緊縮條款須推倒重
來，估計於下周歐盟峰會將惹來其他成員國強烈
反對。
新計劃要求對希臘第5大的國有農業銀行ATE

進行資本重組、削減對餐廳及農民徵收的23%增

值稅、停止裁減公務員、把失業救助金由1年延
長至2年、提高薪俸稅門檻、加快政府拖欠供應
商的60億歐元(約585億港元)債務還款期，同時把2
月調低的22%最低工資回復至勞資雙方協議水
平，並將削赤至國家生產總值2.1%的目標延至
2016年完成。

■路透社

富二代籌錢 冀買債救國
十多年前，韓國民眾捐金救國成

為佳話，如今面臨債務危機的希
臘，亦有國民發起捐錢買債救國。
出身希臘航運世家的諾米科斯，上
月成立非牟利「希臘免債」組織，
計劃利用募得「善款」，低價購買
滯銷的國債，然後一次過宣布免除
債務，希望紓緩國家負擔。
目前希臘負債總額為2,800億歐元

(約2.73萬億港元)，但諾米科斯至今
只籌得27.3萬歐元(約266萬港元)，
杯水車薪，大多數款項更是由家族

和朋友捐出。但他並未灰心，有信
心同胞會捐款。
諾米科斯家族的朋友、希臘球隊

奧林比亞高斯的班主毛里納克，以
球隊名義捐出16.9萬歐元(約165萬港
元)，足以購買面額140萬歐元(約
1,366萬港元)的債券，以示支持。
但諾米科斯此舉遭學者質疑，指

幫助微不足道，認為將金錢捐贈慈
善機構，幫助窮人買藥買食物更
好。

■《華爾街日報》

英女抗睇波熱潮
搶購性感內衣

歐洲國家盃戰情激烈，男士每晚緊
貼賽事，另一半慘被冷落。英國女士
寂寞難耐，紛紛購買性感內衣褲，為
伴侶製造新鮮感，希望對方擺脫球
賽。29歲的威廉斯稱，誘惑行動尚算
成功，「暫時僅不敵英格蘭隊」。
零售商Littlewoods指，自歐國盃月

初揭幕，胸圍、內褲、緊身裙等銷售
額上升38%。品牌主管基布爾稱，性
感內衣一般在情人節最搶手，沒料到
球賽也能刺激銷路，觀乎歐國盃進入
決戰階段，預期購買潮仍會持續。

■英國《太陽報》

反德倡緊縮 西百人領館示威
西班牙近百名退休人士

前日響應「憤怒者」運
動，到德國領事館外示威
(見圖)，抗議德國力倡緊
縮，令西國民不聊生。示
威者身穿螢光背心，揮動
「西班牙乃非賣品」的標

語，大喊「默克爾，你的
禮物是糖衣毒藥」，代表
將「歐洲人民要求援助」
聲明交予副領事，其後遊
行至巴塞羅那市中心廣場
示威。

■法新社

希欠債恐遭截電 衝擊旅遊業
希臘電力公司賒賬情況嚴重，4

大外國供應商決定減少或停止向希
供電。電費急升，加上適逢旅遊旺
季，工業及旅遊業首當其衝，經濟
增長遙遙無期。
路透社報道，受本地企業賒賬拖

累，電力公司LAGHE拖欠供應商
金額達3.27億歐元(約32億港元)。進
口電量減少導致電費上漲，由平日
每兆瓦時40歐元(約390港元)，升至

周六的96歐元(約937港元)。旅遊業
是希臘重要經濟支柱，為1/5人口
提供就業機會，一旦供電中斷，損
失難以預測。
國營電力公司PPC表示，有足夠

燃油應付今夏發電。國營天然氣公
司DEPA早前已向銀行貸款1億歐元
(約9.8億港元)，支付外國供應商款
項。

■路透社

英丹財相尷尬誤嘴
歐盟財長前日在盧森堡開會商討歐債危機，但

會前卻發生小插曲，英國財相歐思邦與丹麥內政
及經濟事務大臣韋斯塔格互相擁抱打招呼時，不
慎嘴碰嘴，雙方雖立刻恢復一般吻臉頰式打招
呼，但表情均有點不自然，場面極度尷尬。

兩人事後相視而笑，將意外當作趣事。作為歐
盟輪任主席國丹麥的代表，韋斯塔格當日需主持
會議，會上談到開徵金融交易稅，兩人均投下反
對票。

■《每日郵報》

墮下水道自救
幼童漂流20分鐘不死

美國明尼
蘇達州近日
暴雨成災，
8歲男童馬
爾 凱 維 奇
(見圖)在街
頭 玩 耍 期
間，誤墮下

水道，漂流1.6公里後獲救，大難
不死。他憶述遇險時用力捏 鼻
子，避免體內空氣流走，又形容
好像飄流了過百公里，過程漫長

而可怕，「非常討厭今次經歷」。
馬氏出事約20分鐘後被沖回小

溪，不斷大聲呼叫。附近居民馬
歇爾外出一看，發現他頭部流
血。醫生稱，馬氏有輕微擦傷及
瘀傷，腦部曾受震盪，忘記部分
事發經過。
馬氏母親事後猶有餘悸，稱兒

子失蹤後一眾鄰居趕來協助，合
力搬開沙井蓋，卻一無所獲。她
稱當時幾近崩潰，聲言願意犧牲
以換兒子性命。 ■《每日郵報》

作為美國
首位黑人總
統，奧巴馬
(圖右)多年
來皆以黑皮
膚作賣點，
積極塑造爭
取種族平等
的領袖及硬

漢形象。他1995年出版的自傳《我
父親的夢想》，令不少讀者相信他忙
於拯救世界，無暇談情，但美國普
立茲新聞獎得主馬拉尼斯的新作，

揭示他不單曾與3位白人女子相戀，
其自戀冷漠的個性更令戀情無疾而
終。

冷漠自我 埋分手伏線
1981年，奧巴馬在洛杉磯西方學

院讀書時，與同校白人女生麥克尼
爾熱戀。在麥克尼爾心中，男友聰
明、幽默且英俊。兩人後來分隔兩
地，仍靠書信維繫感情。然而奧巴
馬的自我中心，令她不安。幾個月
後，奧巴馬來信坦言舊情不再，受
情傷的她最終下嫁拳手。

奧巴馬1983年遇上另一白人女子
庫克(圖左)，短短幾天便火速戀上。
庫克稱讚當時年僅22歲的奧巴馬充
滿智慧，思想成熟，但對她若即若
離的性格十分失望。庫克更指，即
使奧巴馬滿口甜言，態度中仍存有
絲絲冷漠。
但奧巴馬的自傳中，庫克仿似

「不能見光」。書中稱「我在紐約愛
上一位白人女子，褐髮綠眼，聲線
像風鈴般清脆」，但最終分手收場。
至於第3段戀情，奧巴馬在自傳中更
幾乎絕口不提。 ■《每日郵報》

奧巴馬淡化戀上白人 圖塑硬漢形象

1. 誤嘴對嘴 2. 移位錫臉

3. 尷尬分開 4. 以笑解困

■德國在球賽上戰勝希臘，令對方再次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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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不滿希債纏繞歐元區，希臘人則不滿
對方強迫他們接受苛刻的緊縮條款，欲於

綠茵場上復仇，令比賽甚為矚目。早於開賽前，
兩國媒體已率先為國家隊叫陣，營造緊張氣氛，
德國《圖片報》當日頭版以「再見希臘！我們今
天不能再拯救你！」為題；希臘《體育日報》則
大呼「令他們破產」，主流大報《日報》更明
言：「這不是比賽，是政治，甚至是戰爭」。
不少希臘民眾在酒吧觀看賽事，希望那怕只得

一日，國家隊能贏回驕傲，以及獲一次佔德國上
風的機會。當希臘在下半場追和至1比1時，球迷
高興得跳上座位，街上司機亦響號慶祝，彷彿要
將3年多的烏氣全吐出來。

默克爾歡呼 雅典罵聲四起
不過歡樂氣氛只持續6分鐘，德國再度超前，

當直播畫面顯示到場觀戰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振臂

歡呼，雅典酒吧內球迷即時咒罵聲四起，粗口手
勢到處可見。反德的獨立希臘人黨發言人在微博
twitter稱：「有幾分鐘，我們夢到有機會重談緊
縮條款，但希望迅即幻滅。」

希經濟差 少支持者到場
另邊廂，在波蘭格但斯克的賽場上，亦見證德

希經濟上差異。有錢到場為國打氣的希臘人，只
佔小部分，難與3萬名德國支持者相比。但雙方
球迷在場上亦保持友誼，在對手表現良好時亦會
互相祝賀。
在德國柏林的勃蘭登堡門，估計近50萬觀眾觀

賞直播，不少德國人大叫「踢走希臘」為國家隊
打氣。但希臘隊在上半場多次成功封截德國攻
勢，令德國電視二台(ZDF)主持不禁在揶揄中帶點
讚賞：「如希臘財政能像國家隊的防守般穩健，
歐洲或可少點麻煩。」 ■路透社/美聯社

■得悉德國

隊佳績，默

克爾與民眾

(上圖)振臂

歡呼。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