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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案全長13頁，將提高資產增值稅、船運及企業稅等稅率，其中資產增值稅標準
稅率增至23%，亦會撤銷對大部分離島地區的稅務減免，滿足債權人要求。今年希

臘政府盈餘將相等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並逐年遞增。在經濟不再惡化的前提下，
預計在2018年財政盈餘佔GDP 3.5%。

削國防開支 改革退休金
希政府還承諾作出經濟改革，包括把多個機場、鐵路、公路及

港口等國營產業私有化，亦會改善稅務、海關等工作的透明
度，阻止走私及逃稅，同時削減國防開支，並從今年10月份
開始退休金改革，減少提前退休現象。
法國總統奧朗德指方案「認真、全面」，德國態度則較審
慎，總理默克爾發言人指仍要詳細檢視方案。齊普拉斯昨游
說希國會通過新方案，授權他繼續與債權人談判。歐元集團
今日作出正式評估，集團主席迪塞爾布洛姆表示會作出
「重大決定」。有歐盟官員透露，若歐元區財長今日批准
方案，明日的峰會可能取消。
新方案另一重點是沒明確要求削債，歐洲理事會主席
圖斯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早前先後指
出，債權人需考慮重組希臘債務。法國官員透露，該國
有參與起草新方案，總統奧朗德亦曾跟齊普拉斯通電，
促請對方提出更徹底的改革方案，以協助說服德國總
理默克爾。

強硬派促勿投降 反對黨撐方案
新方案重提多項緊縮措施，在希臘國內旋即引致反
彈，以強硬見稱的能源部長拉法贊尼斯更率先促請政
府不要批准新援助，否則形同投降，任由國民遭到掠
奪；執政聯盟另一成員獨立希臘人黨領袖亦沒在新方
案上簽署。然而主要反對黨都表示支持新方案，包括
最大的新民主黨。

政府臨內訌或改組
齊普拉斯的新方案初步獲歐元區好評，但他領導的

激進左派聯盟成員認為，齊普拉斯背叛了國民早前公
投的結果，醞釀內訌。報道估計，齊普拉斯有望在反
對黨支持下通過方案，隨後改組內閣，形成大聯合
政府。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國營事業私有化 爭取4611億援助

希臘債務談判出現重大進展，總理齊普拉斯在前晚限期結束前兩小

時，向國際債權人及希臘國會提交新改革方案。方案建議提高多項稅

率，調低養老金及國防等開支，以達至收支平衡，換取債務重組，並

於未來3年獲取535億歐元(約4,611億港元)援助資金。新方案料獲

希臘國會通過，報道指其內容非常接近債權人原定要求，與此前希臘

公投否決的方案也相似。

希臘債務談判終於有曙光，加上內地股市喘定，美股昨日高開，一
度升逾200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早段報17,737點， 升188點；
納斯達克指數報4,979點，升5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072點，升
21點。
歐股全線上揚，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666點，升85點；法國
CAC指數報4,906點，升149點；德國DAX指數報11,277點，升
281點。法德股市升幅分別逾3%和2%。 ■美聯社/法新社

希臘實施資本管制已經兩星期，報章出版亦受牽連。由
於當地所有報章用紙均依賴進口，不少報社無力向外國供
應商付錢，若銀行短期內不重開，可能要被迫停刊。希臘
萊斯沃斯島報社《萊斯沃斯新聞》擔心紙張快將用罄，連
希臘銷量最高的《新聞報》亦未能倖免，上周三便在社評
中宣布即日起縮至32版。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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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不足一周前公投反對延續緊縮政策，但國際債權人看穿
希臘不願退出歐元區的底牌，對公投置之不理。希臘總理齊普
拉斯前日終於「跪低」，交出一份開源節流，且符合債權人要
求的新方案，甚至沒再明確要求削債。債權人表面上大獲全

勝，然而以希臘債務水平之高，即使以緊縮政策換取援助還債，
長遠也只會形成惡性循環，歐元區對希臘「長貧難顧」

的憂慮始終不會得到解決。
希臘政府負債目前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

的180%，根本不可能償還，債權人亦意識到這
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歐洲理事會主席

圖斯克、美國、法國及意大利近日先後提到削
債。法國官員早前協助希臘起草新方案，總統奧朗德
更請纓游說德國總理默克爾，顯然有意出手減輕希臘
負擔。
不過，新方案完全違反激進左翼聯盟早前的承諾，調

高資產增值稅、削減退休金、出售國有資產等爭議項目一
個不漏，意味緊縮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仍然存在。希臘早前為

求爭取較佳條件，一再挑戰債權人底線，甚至不惜賠上國家經
濟，如今向債權人屈服，這些代價便近乎白費。
諷刺的是，齊普拉斯此時高舉白旗，債權人是否「受降」仍是

未知之數。最大債權國德國的默克爾雖然主張希臘留在歐元區，
但鑑於國內對希臘極為不滿，若她同意再援希臘，隨時會觸發執
政聯盟分裂。

默克爾早前在執政黨會議時提到挽留希臘，竟有黨員公然埋
怨，主張希臘脫歐的財長朔伊布勒卻獲熱烈鼓掌，黨內意見如何
可想而知。不過，若希臘無法獲得援助，隨時被迫退出歐元區，
屆時默克爾將難辭其咎，德法關係亦可能受損，相信她仍會盡力
說服國會通過方案。

此外，希臘在談判期間態度反覆無常，單方面宣布就
緊縮方案公投，使債權人無法信任希臘切實執行改革。
即使德國同意方案，態度同樣強硬的芬蘭及荷蘭也未必
願意妥協，希債危機要圓滿解決，仍有漫漫長路。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提出新改革方案，德
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執政聯盟內部對此意
見不一，最大黨社會民主黨(SPD)歡迎齊普
拉斯讓步，不過默克爾所屬的保守派基督
教民主聯盟(CDU)質疑齊普拉斯的誠信，
懷疑他最終會否如實推行措施。前默克爾
政府內閣成員、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
(CSU)高層弗里德里希更指，齊普拉斯要

麼在欺騙自己的人民，要麼在欺騙德國。
接近默克爾的消息透露，她仍然決心與

希臘達成協議，以免希臘脫離歐元區，不
過她也意識到德國不少保守派選民希望希
臘脫歐，亦擔心齊普拉斯未必會履行諾
言，因此她表明不會不惜一切代價留住希
臘。在未來幾日，默克爾必須在正反兩派
間取得微妙平衡：向齊普拉斯施壓，才能

獲得財長朔伊布勒等保守派支
持，但若施壓過度，又可能導致談
判破裂，屆時她就要承擔令希臘脫歐的罪
責。
歐盟各國領袖明日將舉行峰會，若會議

通過接受希臘的方案，德國國會就可能在
下周三進行表決，然後才會與希臘展開談
判。 ■路透社

今年4月曾有報道指希臘與俄羅斯簽訂「土
耳其溪」（Turkish Stream）輸氣管計劃，當
時希臘總理齊普拉斯雖然親赴莫斯科與俄總
統普京會面，但克里姆林宮否認報道。經過3
個多月後，希臘能源部長拉法贊尼斯前日終
於承認有關計劃，並透露涉及金額約20億歐
元(約173億港元)。
拉法贊尼斯指出，輸氣管項目名為「南歐

管道」，落成後可於2018年起，每年由俄羅
斯國營天然氣公司輸送470億立方米天然氣至

歐洲，可為希臘創造2萬個職位。
歐盟一直希望減少對俄氣的依賴，並提出

歐洲東南地區應優先選用阿塞拜疆的天然
氣。自希債危機以來，歐盟高層都憂慮俄羅
斯伺機拉攏希臘，輸氣管政治便是俄希的關
鍵議題。拉法贊尼斯在尋求歐盟新一筆援助
之際，突然公布有關合作，顯然是要向歐盟
示威，他強調與俄能源交易是希臘「多層
面」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

■《每日電訊報》/英國《金融時報》

白旗高舉 死結未解
黎耀康

德兩派分歧 考驗默克爾

中國內地A股和歐洲股市近期同樣急挫，或引起
投資者入市撈底的興趣。英國《金融時報》發表
文章指出，兩地股市同樣累積不少跌幅，是否適
宜趁低吸納則不能一概而論，認為中國各部委近
期連環出招救市，甚至使出非常措施，已損害投
資者信心。相反，歐洲多個主要股市因希債危機
拖累，今年春季以來累跌逾一成，但未見恐慌性

拋售，而且估值遠低於美股，投資者有機會博反
彈。

市盈率較美股低
歐洲股市今春以來調整幅度不小，加上歐元疲

弱，令現時歐股估值遠低於美股。歐股儘管持續受
壓，但沽售情況大致有序，未見恐慌。而歐股市盈

率相對較低，例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只介乎11至12
倍，反而美股由於包含不少科技股，令市盈率偏
高，有可能已迫近「浪頂」。
歐洲推行寛鬆貨幣政策亦值得憧憬，一旦希臘退

出歐元區，歐央行勢加大量化寛鬆(QE)規模支撐經
濟，大量熱錢將帶動股市上揚。

■英國《金融時報》

歐股估值低 撈底勝算較大

承認俄氣合作 向歐盟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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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普拉斯的新方
案初步獲歐元區好
評，但導致政府醞
釀內訌。 彭博社

■親歐盟者支持新方案。 法新社

退休金改革
■上調退休年齡至67

歲，退休金分配機制

亦會調整。 路透社

港口私有化
■多個政府擁有的機場、港

口等資產將被私有
化。資料圖

片

國防削支
■今明兩年共削減約
26億港元。 資料圖片■■默克爾仍決心與希默克爾仍決心與希

臘達成協議臘達成協議，，以免希以免希
臘脫歐臘脫歐。。 路透社路透社

■■不少報社縮版應對難關不少報社縮版應對難關。。美聯社美聯社

■「南歐管道」每年由俄國
營天然氣公司輸送天然氣至
歐洲。 網上圖片

希臘跪低 緊縮「換命」

希債現曙光
美股高開逾200點

（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