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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總理涉貪54億公帑 傳受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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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增投資湄公河區域
抗衡中國

日本與「湄公河流域5國」定於今日在東京舉行年度
峰會，日本計劃推動在湄公河區域投資興建高速公路、
鐵路及發電廠等基建項目，以促進日本經濟，並抗衡中
國在當地不斷增加的影響力。
峰會由東道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主持，柬埔寨、老
撾、緬甸、泰國及越南領導人均會出席。內閣官房長官
菅義偉指，各國領袖今日早上會討論發展「高質素基礎

夥伴關係」，以及日本與湄公河國家的新合作策略，其
後會進行一系列雙邊會談。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日本企業已奪得總值逾320

億泰銖(約73.4億港元)的泰國曼谷鐵路合約，日本政府
計劃為此向泰國提供貸款。

■英國《金融時報》/
法新社

日本執政自民黨一些年輕議員早前在學習
會上發表向媒體施壓的言論，事件持續發
酵，有反對派國會議員及民間團體前日集
會，抗議言論自由受打壓，形容當前處於
「肆意妄為的異常狀況」。首相安倍晉三昨
日對年輕議員的不當發言感到遺憾，並為此
道歉，稱最終責任應由他承擔。
來自民主黨與社民黨等護憲派議員組成的

「立憲論壇」及民間團體共250人，前日在
國會前集會。日本律師聯合會的伊藤真律師

指出，對有自民黨議員不理解言論
自由的重要表示震驚。《創》月刊
總編篠田博之則指，安倍的真正意
圖是為通過安保法案而打壓媒體。
安倍昨日在眾議院會議上試圖為

事件降溫，指相關言論「令人非常
遺憾且缺乏常識，大大損害了國民
的信賴，不可原諒」，表示已處
分相關人員。

■共同網/日本新聞網

希臘公投兩派民調叮噹馬頭
歐洲一體化臨最大挑戰歐洲一體化臨最大挑戰

希臘明天將舉行全民公投，決定是否支持國際債權人援助方案，公投結果

將對該國以至歐盟前途構成深遠影響。雖然希臘憲法禁止就財政政策舉行公

投，但國務委員會於香港時間今日凌晨宣判公投合法。最新民調顯示，正反

雙方支持率叮噹馬頭，分別有44.8%及43.4%，多達11.8%受訪者還未決定

投票意向。有報道形容，這是歐洲一體化進程面臨最重大的挑戰。

黨友打壓媒體言論惹火
安倍道歉

希臘債務危機深重，更實施資本管
制，依靠退休金過活的長者，本周只限
提取7月份退休金當中的120歐元(約
1,034港元)，難以應付生活重擔。北部
城市塞薩洛尼基一名長者昨日坐在國營
銀行外痛哭，照片在社交網站瘋傳，成
為反映民眾絕望的寫照。
該長者提取退休金後，在銀行外高舉
雙手，情緒激動，之後坐在行人路痛
哭，存摺及身份證明文件散落身旁。銀
行職員及警員見狀試圖扶起他。

■《獨立報》/《每日郵報》

銀行外痛哭

保國家尊嚴捨經濟
拒淪歐乞丐

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捲入巨額貪
腐醜聞，《華爾街日報》前日引述
大馬政府調查文件報道，納吉布擔
任主席的政府投資基金「一馬發展
公司」(1MDB)，把約 7億美元(約
54.3億港元)匯入懷疑是納吉布的私
人賬戶。若屬實，將是納吉布首次
直接牽涉到1MDB投資舞弊調查。

兩年前選舉期間匯入
《華爾街日報》指，調查人員發
現納吉布的賬戶經兩大渠道取得5筆
匯款，其中兩筆最大的匯款在2013
年3月大馬選舉期間匯入，金額分別
是6.2億美元和6,100萬美元(約48億
和4.7億港元)。這些資金來自一間英
屬維爾京群島註冊公司，透過阿布
扎比國家基金「阿布扎比國際石油

投資公司」(IPIC)旗下一間瑞士的銀
行匯入。報道稱，IPIC今年5月曾向
1MDB注資10億美元(約77.5億港元)
償債。
其他向納吉布轉賬的包括政府機

構、銀行及與1MDB有關的公司。
《華爾街日報》在報道中列出銀行
轉賬表格，以及調查員製作的資金
流向表，但未清楚說明資金來源，
也沒提及資金流入納吉布賬戶後的
去向。

納吉布：政治抹黑
納吉布的辦公室昨日發聲明否認，

稱有關指控是政治抹黑，是「有人刻
意要破壞大馬經濟，破壞政府名聲，
推翻民選總理」，並強調報告經政府
部門審核才能斷定真確性。1MDB指

從未向總理提供資金，批評報
道不負責任，企圖詆毀公司名
聲。反對黨民主行動黨及人民公
正黨表示，為確保洩密者安全及調
查的公正獨立，要求納吉布即時
暫停總理職務。
1MDB於2009

年由納吉布
成立，用以振
興大馬產業，但公
司短短數年內累積拖
欠116億美元(約899億
港元)債務，而且財務不透
明，導致貪污濫權消息頻
傳。大馬國家銀行（央行）、
審計部門及國會皆已分別展開
調查。 ■《華爾街日報》/

路透社/法新社

希臘政府限制國民每日提取現金上
限，部分提款機甚至沒有現金儲備，不
少民眾沒錢購買日用品。有見及此，居
於海外的希臘人透過網上為留在家鄉的
家人購買日用品，助他們度過難關。
在澳洲一份希臘語報章任職記者的斯
庫法托格盧表示，她一直透過銀行匯錢
給居於希臘的母親，銀行近日限制提款
後，她改用西聯匯款，然而後者本周遭
當局禁止轉賬。

斯庫法托格盧於是想出為母親在網上
購物，她致電詢問母親需要甚麼日用
品，然後到超市集團家樂福的希臘網站
為母親訂購及付款，選購產品包括橄欖
油、米、芝士和廁紙等。
希臘家樂福網站由Caremarket經營，

雖已拒絕銀行轉賬，但仍接受多個國家
客戶用信用卡付款。希臘家樂福所屬集
團表示過去3天的日用品需求增加。

■路透社

海外希民網購日用品
助家人紓困

投資者觀望希臘周日公投結果，歐股昨日
中段全線下跌。英國富時100指數報6,589
點，跌40點；法國CAC指數報4,796點，跌

39 點；德國DAX指數報 11,034 點，跌 64
點。昨日為美國國慶日假期，美股休市。

■CNBC網站

觀望希臘公投 歐股全線下跌

周日的公投關乎希臘命運，一旦否決
債權人提出的改革方案，更可能被迫脫
離歐元區，勢引發經濟動盪。然而，部
分希臘民眾認為必須保住國家尊嚴，表
明將投下反對票。他們不滿歐盟成員國
無視希臘人意願，令希臘淪為向歐洲討
錢的乞丐，更有人認為希臘落得今日局
面，是債權人報復希臘人今年1月選出
不合他們心意的左翼政府。
農業重鎮阿爾戈利斯州的選前氣氛與

雅典迥異，當地人反歐情緒高漲，不
少人認為國家榮辱重於經濟。橙農韋雷
米斯表示，「歐盟大家庭中的國家尊
嚴，意味成員國平等對話，而非用手指
着你要如何投票」，坦言「不想留在這
樣的歐洲」。送貨公司老闆恩塔卡里斯
指出，為了謀生，他原本支持債權人方
案，但債權人將希臘這個有尊嚴的國家
變成乞丐，他決定投反對票。

■《華爾街日報》

兩名希臘人周三入稟，質疑公投不符合憲
法，據報其中一人是國務委員會前任法

官，與主要反對黨新民主黨有聯繫。歐洲委
員會早前亦批評，這次希臘公投不符合國際
標準，因為國民只有8天時間去決定投票意
願，而且選票上的問題欠缺清晰。贊成接受
援助方案的陣營，這兩天開始在雅典張貼宣
傳海報，並推出電視廣告。贊成及反對接受
援助方案的國民，於昨晚同時在雅典舉行集
會，盡最後努力拉票。
總理齊普拉斯昨日發表電視講話，為公投

拉票，他引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報告指
該國需要減債，證明希臘目前的債務負擔無
法持續下去，緊縮政策亦毫無意義，希望公
投能爭取削減30%債務及20年還款寬限
期。他強調公投跟希臘是否退出歐元區
無關，拒絕債權人方案亦不代表跟歐
洲決裂，呼籲國民團結一致，向「最
後通牒、分化和恐懼」投下反對票。

銀行剩86億 下周二恐乾塘
由於國際援助有效期已於周二屆滿，歐元

區領袖一致表示，若公投反對新援助方案，意
味希臘將會脫歐離歐元區。齊普拉斯前日則聲
言，只要公投結束，便可在「48小時」內與國
際債權人達成協議，銀行亦會重開。

然而不少觀察家都認為，除非歐洲央行重
啟向希臘銀行提供緊急援助，否則銀行重開
的機會不大。政府已限制國民每天最多只能
提款60歐元(約517港元)。希臘銀行業協會主
席凱塞利表示，銀行體系流動性尚餘約10億
歐元(約86億港元)，估計能撐到後日，「之後
便要看歐洲央行」。

EFSF或追債1.1萬億
IMF前日曾警告，希臘在未來3年需要額外
500億歐元(約4,307億港元)援助，經濟才有
「喘息空間」。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昨日
宣布，由於希臘無法償還其債務，該國已經正
式違約，未來不排除採取行動，追討1,309億
歐元(約1.1萬億港元)債務。
《華爾街日報》形容，歐洲一體化的大計
面臨歷來最大挑戰。歐元區經濟需要更深入
的經濟政治融合，但目前政治爭執令事情反
方向發展，北歐債權國不願援助邊緣國家脫
困。另一方面，負債國家也不滿對方施以苛
刻的援助條件。這種矛盾揭示了歐元體系的
弱點，如今希臘脫歐危機，令各歐盟成員國
明白，要保留歐元區完整、真正實現歐洲一
體化，仍要克服重重難關。

■《衛報》/《華爾街日報》/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馬來西亞總理馬來西亞總理
納吉布納吉布

■安倍表示已
處分相關人
員。 法新社

■■有民眾向有民眾向IMFIMF、、歐盟及歐洲央歐盟及歐洲央
行行「「三頭馬車三頭馬車」」說不說不。。 法新社法新社

■■反歐盟示威者與警察爆反歐盟示威者與警察爆
發衝突發衝突。。 路透社路透社

■■銀行職員及警員試圖銀行職員及警員試圖
扶起長者扶起長者。。 法新社法新社

■■長者坐在行人長者坐在行人
路痛哭路痛哭，，存摺及存摺及
身份證明文件散身份證明文件散
落身旁落身旁。。 路透社路透社

長者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