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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狼獅間做抉擇」民調顯示多數人反對援助方案
希臘公投 無助脫困

希臘昨日舉行全民公投，決定是否接受國際債權人提出的「改革換援助」方
案，投票於香港時間今日凌晨零時結束，多個希臘傳媒進行的民意調查
顯示，反對方案的一方得票率領先，意味希臘民眾拒絕接受改革方案。
公投結果令希臘前途變得更不明朗，尤其是反對方案後，希臘未必能夠
繼續取得歐洲央行的緊急援助，隨時可能因此退出歐元區，執政激進左
翼聯盟則表示，民眾反對方案將有助希臘政府向前走，並與債權人達成
協議。

官方公投結果最快於香港時間今日凌晨2時30分公布，傳媒公布的調查只是
投票期間進行的抽樣民調，並非票站調查，可能存在誤差，但多項民調均

顯示反對債權人方案的陣營優勢明顯，最大差距達9%。有傳媒分析民調數
據，顯示不支持方案的選民中，以18至34歲年輕人佔多，相反55歲以上人
士有63%都支持接受改革方案。
民調公布後，德國總理默克爾隨即宣布今晚會到巴黎與法國總統奧朗德

會面，商討希臘危機，意味歐盟領導人未必會於短時間內恢復與希臘談
判。希臘財長則宣布在當地時間周日晚會與銀行業界會面，估計是商議
一旦歐央行停止援助後的應對方案，但政府發言人強調無意發行平行
貨幣應對危機，希臘央行據報會向歐洲央行要求增加緊急流動性援
助(ELA)。
總理齊普拉斯在公投結束後返回官邸，至截稿前未有回應民調
結果。他昨日投票時，強調希臘將自主決定命運，重申國際債權
人一再要求緊縮是對希臘的侮辱，呼籲國民投下反對票。但在
雅典中產區，35歲的萊瓦迪蒂斯表示，投票無法改善國家現
狀，這是很多國民的想法，「就像要在狼和獅子之間，選擇
讓哪一方來把你吞掉。」

希德總理同陷兩難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卡利瓦斯認為，無論公投
結果如何，齊普拉斯領導的左翼政府前景也是充滿挑
戰。雖然齊普拉斯多次重申，否決公投可為希臘帶來
更多談判籌碼，但實際上歐元區對齊普拉斯已信心
盡失，不太可能放軟立場；相反若公投結果是
「贊成」居多，則可預見民眾將要求左翼政府下
台，另選代表與債權人展開新一輪談判。
同樣陷入兩難困境的還有德國總理默克爾，
德國智庫「德國外交關係理事會」(DGAP)
成員拉波爾德指出，若希臘最終「脫
歐」，將意味默克爾過去幾年積極推動
的歐洲危機管理宣告失敗，她也會被說
成是把希臘逐出歐元區的人。即使公投
獲通過，默克爾也要為如何說服自己
的選民而苦惱，因德國社會對無止
境救助希臘已深感不滿。

專家撐脫歐「真正復甦」
雖然傳媒大多把希臘「脫
歐」描繪成大災難，但多位
頂尖經濟學家近日卻相繼發
表意見，支持希臘人說「不」，
原因是退出歐元區的過程儘管痛苦，希臘
卻可藉大幅貶值本幣提振出口及旅遊業，順勢整
頓財政，穩定經濟。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認
為，「反對」救援方案給希臘一個「真正復甦」
的機會。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星期日泰晤士報》/《衛報》
/Euobserver網站

受希債危機影響，希臘的銀行存款不斷流失，估計業
界目前手頭現金僅剩5億至10億歐元(約43億至86億港
元)，依賴歐洲央行的緊急流動性援助(ELA)「吊命」。有
分析認為，若公投最終反對債權人的救助方案，央行或被
迫中斷援助，屆時希臘銀行業恐全面崩潰，最終迫使希臘
退出歐元區。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則在公投前軟硬兼施，
強調歐盟不會離棄希臘人民，更稱不理公投結果如何，歐
盟仍可能提供緊急貸款，協助希臘支付公務員薪酬及維持交
通、醫療等公共服務。
歐央行管理委員會預計今日開會，商討希臘公投結果。分

析指，若希臘人對債權人方案投「贊成」，央行將有理由延
續ELA；相反若公投以「反對」佔多，央行礙於本身規定，
或被迫截斷緊急援助，改為集中精力減少希債危機對歐元區的

影響，包括可能增加量化寬鬆(QE)買債規模。

希臘是否「脫歐」歐央行成關鍵
外界普遍認為，希臘銀行業能否維持以至希臘會否「脫歐」，十分視乎歐央

行會否延續ELA。評論指，希債危機發展至今已如同未知海域，使歐央行步步
為營，以免成為希臘可能發生的經濟或人道災難的禍首。

■《星期日泰晤士報》/
《紐約時報》

歐盟或提供緊急貸款

希臘政
府為了補充國庫，

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據瑞士
《星期日新蘇黎世時報》報道，希臘政

府私下向瑞士提出一項「稅務特赦」方
案，容許透過瑞士銀行帳戶逃稅的希臘
人，繳交相當於未申報資產21%的稅款，
換取赦免稅務相關罪行。

瑞士財政部證實，希臘近日的確就如何
處理逃稅賬戶提出新方案，但拒絕透露詳
情。報道引述消息指，希臘到底有多少未
課稅資產存放在瑞士銀行，不同估計相差
巨大，由20億至2,000億歐元(約172億至
1.72萬億)不等，一旦瑞士接受提議，部分
存戶向希臘當局支付21%稅款，即可為希
臘帶來可觀收入。 ■法新社

希臘民眾擔心經濟崩
潰，除了繼續排隊提取現
金外，亦搶購食物及日用
品，超市貨架被掃清光，
最多人購搶的是糖、麵粉
及意粉這3項必需品。
超市及商店擠滿搶購日

用品的人群，他們無不推

着滿載的購物車或袋子離
開。在雅典較富裕的地區
情況亦不遑多讓，當地居
民憂心忡忡，從廁紙至扁
豆，將貨架尚餘的存貨全
部掃走。51歲從事金融業
的庫特拉斯表示，大部分
人搶購食品，因為擔心會

出現最壞的情況。希臘出
口業者協會(PEA)的阿洪迪
斯表示，由於無法預測局
勢變化，部分超市非常擔
心，他預料肉類、芝士、
蔬果存貨「或在未來數周
出現短缺」。近日買藥人
數亦明顯上升。 ■法新社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昨
日通過把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產」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成為日本第19處世界遺產。有關審議程
序原定前日舉行，但由於日本與韓國就部分申遺
設施曾強徵朝鮮半島勞工的記述用字存在分歧，
導致世界遺產委員會決定延後一天審議。日韓代
表昨日開會後，終就記入強徵勞工的記述達成共
識，委員會其後一致通過「明治申遺」。
「明治工業革命遺產」牽涉分布在日本8個縣
的23個設施，部分在二戰期間曾經從中國及朝鮮
半島強徵勞工進行非人道的強制勞動，引來中國
和韓國政府反對。日本政府一度以「申遺時期僅
止於二十世紀初期，不包含二戰」為由，拒絕在
申遺文本記入相關記述，但後來在日韓外長會談
同意記入相關事項，換取同是現任委員國的韓國
支持通過申遺，但雙方在字眼上一直未達共識。

「不忘犧牲者」言論 韓視為讓步
日本起初同意記入徵用朝鮮半島勞工，但認為

有關舉措符合當時法令，韓方則堅持要加入「強
徵勞工」及「強迫勞動」等字眼，更打算在會上
發表有關論述。兩國經商議後，日本代表昨日發
言時承認「在1940年代，曾有大量朝鮮半島等地
人民被強行帶往部分設施，在惡劣環境下被迫勞

動」，又稱為了不忘記這
些犧牲者，會設置資訊中心等適當措施。
韓方代表發言時，則僅呼籲委員會應該對日方

是否確實執行所提及的措施進行驗證。韓國官員
將日方昨日的發言視為讓步，形容韓國外交攻勢
取得成功。
中國外交部今年5月曾表示反對日本「明治申

遺」。世界遺產委員會由21個委員國組成，任期
6年，每兩年改選1/3，中國並非現任委員國。

■日本《朝日新聞》/日本《讀賣新聞》/
日本放送協會

日
記
入
強
徵
勞
工
史
實

﹁明
治
申
遺﹂
獲
通
過

5月初出生的英國小公主
夏洛特昨日受洗，除了爸爸
威廉王子及媽媽凱特王妃
外，曾祖母英女王伊利沙伯
二世、祖父王儲查爾斯伉儷
等王室成員均有出席。小公

主受洗後，由父母帶同她和哥哥喬治在教堂外與公眾
見面，是威廉一家四口首次一起公開亮相。
威廉夫婦目前住在諾福克郡桑德靈厄姆，洗禮儀式

就在當地一座16世紀教堂舉行，該處亦是小公主祖
母、已故王妃戴安娜受洗的教堂。小公主由聖公會坎
特伯雷大主教韋爾比施洗，凱特的娘家成員亦有出
席。像兩年前喬治受洗時一樣，安妮公主、安德魯王
子及愛德華王子等王室成員均未有出席，小公主叔叔
哈里王子由於身在非洲，亦缺席儀式。

■《觀察家報》/英國廣播公司/英國天空電視台

擬准國民繳款
換赦免逃稅罪

超市搶購一空

英夏洛特小公主受洗

法香檳區及勃艮第列世遺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繼續公布新一批世界遺產，其
中法國更是雙喜臨門，北部埃
佩爾奈釀造香檳的傳統葡萄
園、酒窖及酒莊，以及另一知
名釀酒區勃艮第雙雙獲列入世
界遺產名錄，令法國擁有的世
界遺產增加至41處，分析認為
這將有助推動法國旅遊業及提
振正在下滑的經濟。
埃佩爾奈的「香檳大道」延

綿數英里，酒莊林立，當地酒
莊自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工業
化時代初期，利用樽內二次發

酵法製出世界著名的汽酒。
UNESCO同時承認勃艮第夜丘
及伯恩丘兩處葡萄園的獨特
性，稱當地自中世紀全盛時期
以來，就是葡萄種植及釀酒業
的傑出典範。

■法新社/《衛報》/路透社

■■獲列入世遺的埃佩爾奈獲列入世遺的埃佩爾奈。。 法新社法新社

■日本端島是今次23項「明治產業
革命遺產」之一。 美聯社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希臘總理齊普拉斯

到票站投票到票站投票。。 路透社路透社

■希臘財長瓦魯法基斯揚
言會投下反對票。路透社

■■選民在票站內投票
選民在票站內投票。。 彭博通訊社彭博通訊社

■■存戶持續排隊提款存戶持續排隊提款，，令希臘令希臘
銀行面臨現金短缺銀行面臨現金短缺。。 路透社路透社

■威廉一家四口抵達教堂。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