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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瓊斯工業平均
指數早段一度急挫

逾100點，中段報14,495點，
跌1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1,556點，跌4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報3,242點，跌6點。英國富時100指數昨

收報6,457點，跌31點；法國CAC指數報3,825
點，跌18點；德國DAX指數報8,010點，跌32
點。歐元兌美元昨早段跌至1.2902美元；投
資者紛紛買入日圓避險，日圓兌美元昨一度
回升至94.87日圓。

總統「期票」誘民 銀行放假避擠提

德國領頭的債權國要求塞國徵收存款
稅，減輕其他成員國負擔，作為塞國

上周六與歐元集團達成100億歐元(約
1,006億港元)救助協議的條件。塞國原
擬向10萬歐元(約101萬港元)以下存戶徵
6.75%存款稅，10萬歐元以上為9.9%，

料可帶來58億歐元(約583億港元)收入。消
息指，調整後稅率將為10萬歐元以下徵3%，
10萬至50萬歐元(約101萬至503萬港元)徵
10%，50萬歐元以上徵15%。
前歐元集團主席容克昨警告，存款稅恐令

外界「信心盡失」。歐盟經濟事務專員雷恩則
表示，只要達到預期稅收，歐元集團接受稅
率調整。據報會上曾提議只向富戶徵稅，但
被塞國官員拒絕。
昨日是塞國公眾假期，銀行關門。鑑於群

情激憤，塞國央行昨宣布，全國銀行將停業
至後日，以減輕擠提風險。
總統阿納斯塔夏季斯前晚呼籲國會開綠

燈，稱歐洲央行堅持若存款稅不獲通過，會
終止對塞國銀行的緊急流動援助，銀行業將

崩潰。他表示，存戶將獲發相等於繳稅額的
銀行股份作補償；願意將存款留在銀行兩年
亦會獲贈政府債券，由塞國未來天然氣收入
支持。

普京批「危險」 威脅收緊借貸

塞國存款有近37%來自外國，佔當中約190
億美元(約1,475億港元)的俄羅斯受存款稅波
及。俄總統普京批評存款稅「不公平、不專
業及危險」，總理梅德韋傑夫更形容是「猶如
沒收他人財產」。俄財長批評歐
元區決定前未有諮詢俄意
見，或影響俄國就放寬塞
國主權貸款條件的考慮。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華爾街日報》/英國

《金融時報》

B計劃「減平民加富戶」 國會再押後表決

塞浦路斯向銀行存戶強徵重稅作為救助銀行業資金，激起民憤，轟此舉

猶如「搶劫」。據報官員昨提出調整方案，將重擔加在富戶身上，減輕小

存戶負擔。歐盟援助方案須國會表決通過，但在全部56名議員中已

有25人表明反對，過關困難重重，國會昨宣布將投票再押後至

今日下午，爭取更多時間談判。歐債危機重燃憂慮

加深，亞洲股市昨全

線下挫，美歐股受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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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今明兩日議息，分析普遍認
為，當局將維持買債計劃一年以上，未來兩
年保持超低利率政策。
《華爾街日報》調查顯示，聯儲局可能於

11月起開始減少每月買債規模，到明年5月才
會停止買債；2015年6月，隨失業率降至
6.5%，便會考慮提高短期利率；但在2019年
底前，當局資產負債表將不會回復正常，而
會保持巨額證券投資組合，積極投入長期債
券市場，直接左右長期利率走勢。受訪經濟

師預測，即使股市屢創新高，市場亦不會過
熱。
聯儲局現時每月購買850億美元(約6,597億港

元)美債及抵押貸款債券，市場人士擔心，一
旦停止措施或加息，股市可能下跌，借貸成
本大升，經濟增長放緩。
主席伯南克早前聲言，會通過調整資產出

售計劃的步伐及時間，抑制長息過分急劇的
變化。有官員建議當局減少所持資產，並待
持有的債券到期以取代出售，從而降低直接

出售資產導致利率大升的風險。法國巴黎銀
行首席經濟師科羅納多預測，當局會於未來
30年繼續持有中長期債券。

美25州失業率升

另外，美國勞工部昨表示，由於職位空缺
減少，1月份有25州的失業率上升，加州及羅
得島更達9.8%。只有8個州份的失業率下跌，
另17州維持不變。

■《華爾街日報》/美聯社

聯儲局今議息 買債及低息料不變

塞浦路斯強徵存款稅，

重燃市場對歐債危機的憂

慮，環球股市受壓，投資

者再成驚弓之鳥。歐盟超

越禁忌試水溫，凸顯南北

歐對立浮面情況下，推動

財政紀律及銀行業監管等

不受歡迎措施，將難上加

難。

塞國民眾血汗錢被「搶

劫」，歐豬國亦擔心步後

塵。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

以來，歐洲銀行存款基本

無承受損失，歐元區財長

今次毅然開先例，試問誰

可擔保不會有財困國重施

故技？

歐元區龍頭德國以「緊

縮治歐」，總理默克爾儼

如「歐洲領導人」，被希

臘、西班牙等民眾喻為新

一代納粹希魔。今次德國

帶頭推動塞國存款稅，加

深南北分化，壯大民粹勢

力。「壞孩子」意大利重

選風險未除，期望更多資

金重返歐元區可謂凍過

水。

另一邊廂，日圓在歐債

高峰期受投資者追捧，圓

匯飆升，日本出口業首當

其衝。首相安倍晉三上台

後大推寬鬆貨幣政策，促

使圓匯急貶。如今眼見歐債又有重燃

之勢，「安倍經濟學」備受挑戰。

塞國人口80萬，經濟規模不到180億

歐元(約1,810億港元)，在歐元區僅排

尾三，卻足以令全球金融市場牽一髮

動全身，是全球化最活生生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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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透
露，德國官員在上周六長

達10小時的談判中，不斷向塞浦路斯總統阿納
斯塔夏季斯施壓，更以銀行緊急援助作要脅，
逼使他屈服。有官員指，歐盟因屢次錯估希臘
債務形勢，威信盡失，令德國和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推存款稅「得逞」。
有與會官員透露，德財長朔伊布勒與芬蘭代

表態度強硬，堅決要塞國以徵稅方式籌集救助
資金，令阿氏一度氣憤拍㟜喊走。不過歐洲央

行警告阿氏，塞國銀行情況惡劣，一旦援助協
議告吹，銀行業將崩潰。塞國政府無力承擔高
達300億歐元(約3,017億港元)存款保障賠償，令
阿氏只能乖乖坐下繼續談判。

財長聲稱欲保小存戶

朔伊布勒前日指，德國同意將稅責集中到存
款10萬歐元(約101萬港元)以上的戶口，卻遭塞
國官員、歐盟和歐央行反對，稱「他們才應向
塞國民眾解釋」。 ■路透社/英國《金融時報》

塞浦路斯經濟學家馬齊警告，存款稅將嚇走
外國資金，重創金融信譽，塞國20年內翻身無
望。他稱，已有跡象顯示俄羅斯打算抽走最多
30億歐元(約302億港元)存款，恐觸發「資金逃
亡潮」。他認為，歐元集團、IMF和歐央行成功
「搞垮塞國信譽」，塞國難逃衰退。諾貝爾經濟
學獎得主克魯明亦指，事件已令恐慌情緒蔓延
至其他歐洲國家。
花旗分析師恩蘭德認為，事件將促使歐元被拋

售，加上歐元區決策者未能確保事件不會重演，
歐元出現螺旋下跌、風險溢價飆升的風險仍在。
摩根大通批評歐元區再三承諾「打破主權與銀行
間惡性循環」，存款稅無疑是自相矛盾。
塞國尼科西亞大學民調顯示，73%民眾認為

總統未爭取到最佳協議，71%認為國會應反對
援助方案；72%認為10萬歐元(約101萬港元)以下
存款不應納入繳稅對象。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赫芬頓郵報》

歐元區財長要求塞浦路
斯向銀行存戶開刀，以換取紓
困援金，一旦通過，將是歐洲
紓困方案首見存戶埋單。消息
甫出，歐洲各國民眾都變驚弓
鳥，擔心自己遲早都被「開
刀」。
歐洲不少民眾及部分左翼領

袖認為炮轟政客插手公民存款
做法可恥。希臘雅典57歲家庭主

婦斯比羅說：「他們(財長們)對塞國
人所做的真是可恥。在希臘，他們
會找其他更巧妙、更狡猾的方法搶
劫我們，用燃料稅、財產人頭稅，
各種名目都有。」葡萄牙左派小黨
「左翼聯盟」黨魁塞梅多警告，若歐
洲債權人堅持採取更多緊縮措施，
「葡政府將毫不猶疑把手伸向銀行存
款」。西班牙民眾亦擔心情況遲早會

在西國出現。
專家估計，俄羅斯國民和金融機構

於塞國銀行存款額龐大，屆時將損失
慘重。財經雜誌《福布斯》俄文版更
在社論寫道：「俄民將在一天內損失
35億歐元(約352億港元)。」俄銀行業
人士稱，對塞國是安全儲蓄地方的信
心已蕩然無存。 ■法新社

德國反對歐元勢力計劃籌建以主張
德國放棄歐元、恢復舊幣馬克為法定
流通貨幣為宗旨的新政黨，爭取參加
9月大選，執政中間偏右聯盟能否保
住保守派選票，將備受考驗。
德國一些反對總理默克爾政府動用

鉅資參與歐債危機救助計劃的經濟學
家和商界領袖，日前聯合發起成立民
間組織「德國的選擇」，公開宣傳
「德人不需要歐元」和「恢復德國馬
克」。組織認為，歐元的引入和流通
是嚴重錯誤，影響並威脅德國經濟社
會持續繁榮。

目前組織自稱已在其網站徵集到上
萬人的支持郵件，正式成立大會於下
月14日在柏林舉行。據德國著名民調
機構埃姆尼德市場和社會問題研究所
近日公布的抽樣調查顯示，約1/4受
訪者稱將在大選中投票給反對歐元的
政黨。
分析人士認為，鑑於德國整體經濟

良好、失業率較低及社會收入水平上
升，加上德國社會素有防範民族主義
及極端主義勢力抬頭的傳統，僅憑單
一政治主張的政黨難成氣候。

■《華爾街日報》

歐洲存戶

302億俄資或逃亡 塞國失信恐衰20年

德疑歐勢力欲組黨參選

如驚弓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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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在總統座

駕駛經國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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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存款稅救銀

行。 路透社

▲

談判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內幕

因希債失威信 德領頭逼塞開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