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總統奧朗德自5月上任後，一直挑戰德國
堅持的嚴厲緊縮。奧朗德前日受訪時警告，經
濟衰退的威脅絕不遜於赤字，指德總理默克爾
應捨棄憑緊縮措施及上繳權力收緊財政紀律的
想法。奧朗德昨出席歐盟峰會前表示，歐盟委
員會應以設立銀行業聯盟為目標，期望最快年
底可設立銀行業統一監管。
輿論認為，奧朗德於歐盟峰會前夕公然挑戰

默克爾，反映兩國分歧甚大。奧朗德認為，要
實行歐洲銀行業統合，需先發行歐盟債券讓各
國共同承擔債務。此方案一直遭默克爾強烈反

對。談到希臘時，奧朗德認為希臘努力付
出，應被允諾留在歐元區。他亦呼籲德國
協助降低西班牙及意大利在債市的融資成
本。
默克爾在峰會前表示，歐盟應被賦予干預成

員國預算案的實權，以強化歐洲財務紀律。她
承認部分成員並不願授權歐盟干涉自家財政，
但堅持德國會繼續爭取落實方案，並稱財長朔
伊布勒建議設立「歐洲貨幣專員」是可行方案
之一。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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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義機構DARA前日於紐約的亞洲協會，發表
《氣候脆弱性監測》報告，指全球暖化導致氣候轉變，
每年釀成環境災難奪去數以百萬計性命，更衝擊全球
經濟，當中中國蒙受最大打擊，可能在20年內經濟損
失逾1.2萬億美元(約9.3萬億港元)；美國及印度料分別
被削去2%及5%經濟增長。
由20個最受氣候變化威脅的國家組成的「氣候變遷

脆弱國家論壇」委託DARA完成報告。報告顯示，碳
排放密集的經濟體及其引發的氣候變化，每年導致約

500萬人死亡，當中90%與空氣污染有關。

全球GDP損失勢翻倍
報告稱，未能及時遏制氣候變化，已令全球國內生

產總值(GDP)損失1.6%，導致全球經濟每年損失1.2萬
億美元。至2030年，氣溫急升及碳污染會令全球GDP
損失倍增至3.2%，人類亦會遭受前所未有的傷害。若
各國 手解決氣候變化的根源，將為全球帶來龐大經
濟利益。報告指，儘管貧窮國家面臨最嚴峻的經濟衝

擊，但大型發達國家亦不能獨善其身。
孟加拉總理兼「氣候變遷脆弱國家論壇」主席哈西

納稱：「氣候變化對孟國影響甚深，溫度每上升攝氏1
度，將導致農產損失10%，代表民眾失去400萬公噸、
價值25億美元(約194億港元)的食糧，加上變化引起的
物業及其他損失，孟國GDP將損失3%至4%。海平面
每上升1米，國內1/5低窪地區將被淹沒，令3,000萬人
流離失所。」

■法新社

全球暖化衝擊 華20年內恐失9.3萬億

銀行聯盟掀法德內訌 分歧嚴重難有突破

經濟差爆移民潮 西民出逃

分裂前奏 奧朗德反緊縮撼德

■全球暖化

令北極冰層

融化，影響

全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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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議程集中在重整區內銀行及經濟等長期
目標、各國6月同意創立的銀行業聯盟、

「增長與就業契約」落實情況和經濟政治一體化
等議題。峰會還將討論歐盟和中國的關係，以及
伊朗和敘利亞問題。峰會前夕，德國總理默克爾
和法國總統奧朗德先舉行30分鐘雙邊會談。

法促年底前建銀行聯盟
默克爾支持加強歐盟經濟事務專員雷恩監管

各國財政的權限，此舉意味他國須向歐盟轉移
更多主權。奧朗德反指，歐盟峰會要談論的不
是財政聯盟，稱最重要在年底前成立銀行業聯
盟。該聯盟成立後，ESM將可直接援助財困國
的銀行。
西國全面求援的傳聞甚囂塵上，意大利總理蒙

蒂認為，西國求救將可大幅穩定市場。但西國首
相拉霍伊強調，國家只會在債息抵達危險水平時
才會求救，西10年期債息率昨日跌至6個月新
低，報5.42厘。美銀美林分析員認為，西國年底
或明年初將求救。
名為「Sareb」的西國「壞賬銀行」在下月19日

運作，將接收並清算西銀高達900億歐元(約9,139

億港元)不良資產。8月份西銀呆壞賬再創新高，
佔放貸總額10.51%，達1,786億歐元(約1.81萬億港
元)，是連續第17個月上升。

希萬人上街 示威漢心臟病發亡
希臘工會昨在歐盟峰會前舉行大罷工，是一個

月來第二次，向政府及歐盟表達對緊縮政策的不
滿。數以萬計民眾上街示威，其間數百青年向防
暴警察擲汽油彈、水樽及石塊，警方施放催淚氣
體及閃光彈還擊，一名65歲男子在示威時心臟病
發死亡。
「三巨頭」歐盟、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前日表示，已與希臘就大部分核心削支案
達成共識，餘下問題亦可望在未來數日解決，意
味希臘極可能順利獲發下一筆315億歐元(約3,199
億港元)貸款。
歐洲研究機構Prognos研究顯示，倘希臘退出歐

元區，2013至2020年全球經濟將損失6,740億歐元
(約6.84萬億港元)。若引發骨牌效應，葡萄牙及意
大利也一同退出，全球經濟需承受超過17萬億歐
元(約173萬億港元)慘痛損失。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新華社

歐盟領袖昨日起在布魯塞爾一連兩日舉行峰會，聚焦西班牙會否求救、歐洲永久穩

定機制(ESM)可否直接援助銀行和落實銀行業聯盟等，但對於應優先監管財政，還是

援助財困國，兩大經濟體法國和德國分歧嚴重，相信難有重大進展。消息稱，西國首

相拉霍伊可能趁峰會期間，闡明換取援助所願接受的條件。

歐盟各國領袖昨起再度聚首布魯塞爾，但期

望各國在會議上解決一直以來的矛盾，似乎是

異想天開。近期歐債的迫切性明顯減低，各國

政府更難有動機妥協，令統一銀行監管、財政

聯盟乃至更長遠的政治聯盟遙遙無期。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早在6月峰會上，提

出統一監管銀行的藍圖，計劃年底逐步將區內

銀行納入歐洲央行的規管下。不過，最少有5

個以德國為首的歐元國反對即時落實計劃，認

為統一監管的重點在於如何管控風險最大的銀

行，一刀切將所有大小銀行納入監管，只會降

低效率。

不過，統一監管牽連到歐洲永久穩定機制

(ESM)何時才能直接注資財困銀行，假如各國

繼續各自為政，歐洲金融體系將遲遲無法重

組，令歐銀難以抵禦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

德國、芬蘭及荷蘭國會對紓困愈來愈反感，

但即使西班牙能熬過去，各國亦非一勞

永逸。塞浦路斯極可能成為下一個求援

國家，希臘面對的問題亦非朝夕可解

決。各國若繼續只看本土利益，只會令

問題愈滾愈多，最終激化下一次危機。

歐盟得把口 歐債滾雪球

經濟不景氣不僅令西班牙

喪失吸引移民的魅力，連本

國人亦紛紛出走。西國國家

統計局(INE)資料顯示，西國

去年1月至上月已流失逾百萬

人口。

西國各自治區都出現人口

外移，尤以經濟成長期外國

移民湧入最多的馬德里、加

泰羅尼亞、安達魯西亞與巴

斯克等地區最明顯，加泰羅

尼亞與馬德里自治區移出人

口分別達14.95萬及7.35萬。

因西國女性更易找到家傭等

工作，男性外移比例皆高於

女性。西國科學高等研究院

(CSIC)人口統計學家表示，

去年西國移入人口首次少於

移出人口。

西國經濟萎靡，北部巴斯

克自治區卻憑美食吸引遊

客，今年首8個月錄得逾150

萬人次，外國遊客數目更不

斷增長。調查顯示，品嘗美

食是70%遊客到訪動機。該

鎮因擁有全球以每平方米計

最多米芝蓮餐廳，以及全球

首間烹飪大學而享譽全球。

■法新社/中央社

歐盟三「一哥」領和平諾獎

奪得今屆諾貝爾和平獎的歐盟，前
日決定派出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左

圖)、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中圖)、
以及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右圖)，於12
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的頒獎典禮上領
獎，但未決定誰人發表得獎演說，以
及120萬美元(約930萬港元)獎金將如何
處置。外界料獎金將贈予慈善團體。

范龍佩：
想全部歐盟領袖領獎

舒爾茨與法國總統奧朗德會晤後
稱，3人日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會面時
作出決定。但范龍佩在歐盟峰會上表
示，希望27個歐盟國領袖同台領獎。

■法新社/路透社

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前日下調
塞浦路斯長期主權信貸評級，由BB
級下調3級至B級，前景展望為負
面，原因是塞政府和國際信貸機構
之間的援助方案談判失敗。塞政府
則表示，期望在下周開展最後一輪
談判，並在下月中的歐元區財長會
議上達成方案。
標普在聲明中說：「在政府仍未

談妥救助方案，而外部及財政風險
持續增加，評級下調反映塞國信貸

價值惡化」，若塞國未能符合「三巨
頭」歐盟、歐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的援助要求，將再下調評
級。
塞財長希亞爾利承認目前日程十

分迫切，但仍有信心可獲救助。標
普估計，塞國需獲得約150億歐元
(約1,523億港元)救助資金，但若銀
行系統壞帳上升，該國可能需更多
援助。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美巨企促華府叫停緊縮 避免「墮崖」
美國銀行、摩根大通和高盛等大

行15名高層，昨日聯署去信華府和
國會，促請兩者避免「財政懸崖」
出現，停止明年初自動實施的大幅
削支等緊縮措施，稱「白宮無動於
衷的後果將非常嚴重」，但信中沒
提供取締措施的新建議。

另外，有華府官員稱奧巴馬準備
「企硬」，共和黨若不同意向富人加
稅，便否決阻截「財政懸崖」的法
案。輿論認為，這是場極危險的
「膽小鬼博弈」，若雙方互不退讓，
「財政懸崖」將令美國陷入衰退。

■路透社/《華盛頓郵報》

林嘉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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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示威者向警察投汽油彈(左圖)，數以萬計民眾聚集國會外(右圖)。

西班牙 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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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標普連削塞浦路斯3級

就業數據欠佳 美股早段微跌
美國勞工部昨公布，上周新申領失業救

濟人數升至38.8萬人，較前一周的34.2萬人
增加4.6萬人，升幅高於市場預期，消息結
束道指連績四日升勢，美股昨輕微低開。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3,551點，跌5
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457點，跌3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3,096點，跌7點。
市場觀望昨日召開的歐盟峰會，歐股昨

好淡爭持。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5,904
點，跌6點；法國CAC指數報3,517點，跌10
點；德國DAX指數報7,411點，升16點。

■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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