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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上周日公投否決債權人提出的方案，外界均認為
希臘只剩脫離歐元區一途，如今希債談判再現轉機，法
國可說是最大功臣。報道指，當希臘因為公投與德國鬧
僵後，法國總統奧朗德及總理瓦爾斯不僅公開呼籲各方
繼續對話，一眾官員也在幕後遊走於希臘與債權人之間
斡旋。有分析形容，奧朗德和瓦爾斯為希臘脫歐「踩下
了剎車掣」。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上周提交新緊縮方案後，奧朗德率
先表示歡迎，形容方案「認真及全面」，展示了希臘留
在歐元區的決心。評論指，當德國嘗試關上談判大門
時，奧朗德仍然積極斡旋，促成轉機，若希臘與債權人
最終達成協議，奧朗德肯定加分，亦會提升法國在歐盟
內的地位。
法國經濟近年持續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不少人歸
咎政府跟隨德國推行緊縮，令奧朗德民望屢創新低。有
評論認為，奧朗德今次幫希臘一把，實質是救人自救。

希前財長：德擬借希威嚇法
前希臘財長瓦魯法基斯宣稱，德國財長朔伊布勒意在
打造一個「紀律優先的歐元區」，故打算用希臘殺雞儆
猴，一洗歐元區「污氣」之餘，亦是要威嚇法國遵循自
己的一套。 ■法新社

法斡旋成功
奧朗德救人自救

希臘雖然已實施資本管制，但持續幾個月的提款潮
令銀行體系資金緊絀，即使談判重現曙光，銀行業的
噩夢仍未結束。有當地銀行家估計，銀行業需獲注資
100億至140億歐元(約865億至1,211億港元)，才能恢
復正常運作。
希臘銀行自去年12月起流失逾340億歐元(約2,941

億港元)存款，消息指銀行業現時僅餘7.5億歐元(約65
億港元)資金，即使延長資本管制，以近兩周每日
8,000萬至1億歐元(約6.9億至8.7億港元)的提款額，
銀行將無法支撐太久。

若希臘與債權人達成協議，銀行料需實行資本重
組，估計9月前進行壓力測試。當地銀行將尋求私
人融資填補資金缺口，如失敗便可能要向歐洲永久
穩定機制(ESM)下的直接資本重組工具(DRI)求助，
但條件包括要求股東集資及沒收存款等，代價不
菲。
希臘政府未來數周需向歐央行償還近70億歐元(約

606億港元)，財長察卡洛托斯前日向國會透露，已提
出把歐央行持有的債務轉移至ESM，避免即時還
款。 ■路透社

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就希臘上周四提交的新方案完成首次聯合評估，

認為在特定條件下足夠構成各方討論的基礎，評估報
告已提交迪塞爾布洛姆。若救助協議獲通過，將是希
臘自2010年以來第三度獲得救助。據報在整筆援助
中，「歐洲永久穩定機制」(ESM)將出資580億歐元
(約5,016億港元)，IMF則會提供160億歐元(約1,383億
港元)。

部長倒戈 齊普拉斯陷危機
雖然各方對希臘的方案反應正面及肯定，但對於能

否達成協議卻多有保留。迪塞爾布洛姆昨日開會前指
出，希臘政府存在極大的信用問題，德國財長朔伊布

勒亦稱談判將會「非常艱難」。
一直反對緊縮的齊普拉斯日前突然改變立場，向債權

人提交包含多項緊縮措施的新改革方案，內容與債權人
此前提出、其後遭到希臘公投否決的方案十分相似。有
300個議席的希臘國會討論至昨日凌晨，最終以251票
贊成、32票反對及8票棄權通過方案，正式授權齊普拉
斯與債權人進行很可能是最後一次的希債談判。
齊普拉斯在表決前發言，承認在過去幾個月的談判

中曾經出錯，但強調國家需要作出抉擇，「我們有責
任維持人民生計」，又稱希臘不僅要留在歐元區，更
要「有尊嚴及驕傲地與其他同儕平起平坐」。不過方
案引來齊普拉斯部分黨友反對，包括兩名內閣部長，
反映激進左翼聯盟內部分歧嚴重，很可能損害債權人

對希臘政府的信心。分析認為，齊普拉斯或有需要重
組政府，甚至可能要下台。

8000人示威 批侮辱民意
國會討論期間，約8,000人到門外聚集示威，狠批

政府的新方案違背公投民意。有支持激進左翼聯盟強
硬派系的示威者稱，新方案無助希臘經濟增長，再提
緊縮措施更是對希臘人民的侮辱。
歐洲過去5年為希臘提供了超過2,400億歐元(約2.1

萬億港元)的救助，在2012年更免除了希臘1,070億歐
元(約9,253億港元)債務，分析指不少歐元區國家擔心
希臘已成無底深潭，自然對再次施援感到猶豫。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歐財長開會商討歐財長開會商討 德強硬派未軟化德強硬派未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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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電台希臘電台 ParapolitikaParapolitika 委託委託 MetronMetron
AnalysisAnalysis進行的民調顯示進行的民調顯示，，8484%%希臘人希臘人
支持續用歐元支持續用歐元，，只有只有1212%%希望復用舊幣希望復用舊幣
德拉克馬德拉克馬。。雖然希臘人普遍支持留在歐元雖然希臘人普遍支持留在歐元
區區，，但亦有但亦有5555%%受訪者認為受訪者認為，，上周日公上周日公
投否決債權人提出的方案是投否決債權人提出的方案是「「正確決正確決
定定」。」。

雖然希臘政府在債務談判上屢屢碰壁雖然希臘政府在債務談判上屢屢碰壁，，
不過不過 Metron AnalysisMetron Analysis 的民調顯示的民調顯示，，
4545..66%%希臘人仍然願意投票給執政激進左希臘人仍然願意投票給執政激進左
翼聯盟翼聯盟，，較該黨在較該黨在11月大選時的月大選時的3636..33%%得得
票率還要高票率還要高，，相反主要反對黨新民主黨支相反主要反對黨新民主黨支
持率則從持率則從 2727..88%%跌至跌至 2222..77%%。。MetronMetron
AnalysisAnalysis未有透露民調是何時進行未有透露民調是何時進行。。

希臘馬其頓大學前日則透過問卷訪問希臘馬其頓大學前日則透過問卷訪問
633633名成人名成人，，發現激進左翼聯盟支持者對發現激進左翼聯盟支持者對
是否復用德拉克馬存在分歧是否復用德拉克馬存在分歧，，只有只有4040%%
認為這是較好選擇認為這是較好選擇，，相反有相反有4747..55%%支持沿支持沿
用歐元用歐元。。另外另外，，六成受訪者對未來六成受訪者對未來1212個個
月的家庭生計前景感到悲觀月的家庭生計前景感到悲觀，，只有只有1010%%
認為認為「「肯定或可能會改善肯定或可能會改善」。」。 ■■路透社路透社

民調民調：：8484%%希民冀續用歐元希民冀續用歐元

希臘國會以大比數通過總理齊普拉斯提出

的新緊縮方案後，歐元區財長昨日開會商

討，歐元集團主席迪塞爾布洛姆事前稱會有

「重大決定」，暗示或為希臘命運一錘定

音。歐盟消息人士透露，國際債權人對希臘

提出的新方案評價正面，足夠為740億歐元

(約 6,399億港元)的新救助協議提供談判基

礎，但考慮到可能遇上德國等強硬派的阻

力，估計通過方案的機會只有一半。

經濟和政府財政向來欠佳的希臘，2001年獲准加入
歐元區，背後其實多得投資銀行高盛協助整理賬目，
包括利用複雜的掉期合約，協助希臘隱藏債務，以符
合歐元區規定。這些做法埋下希債危機的導火線，專
門協助財困國家向銀行追數的財務專家傑伯去信希臘
政府，指高盛當年收取不合理費用，建議希臘向高盛
索償。

高盛倫敦前高層勞迪亞迪斯是幫希臘整理賬目的主
要負責人，她為希臘度身訂造複雜的貨幣掉期方案，將
希臘債務水平調整至歐元區要求範圍內，據報高盛在這
宗交易中收取了5億美元(約39億港元)佣金。之後高盛
再為希臘設計利率掉期交易，但一場「911」恐襲令全
球息率急跌，希臘損失慘重。
曾在高盛負責設計掉期合約的傑伯根據公開資訊，

相信高盛從該次交易獲取的佣金不合理，建議希臘徹查
有關文件，從中找出證據證明該宗交易的目的純粹為了
掩飾希臘債務，以此要求高盛賠償。
處理銀行衍生產品訴訟的Turing Experts合伙人索爾

羅表示，只要希臘證明高盛明知交易涉及造假，或不在
乎交易真偽，已可作出法律行動。

■《獨立報》

高盛收39億做數助入歐 專家倡希臘索償

希臘債務危機加上中國股
市急瀉，拖累全球金融市場
近期動盪不止，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日前更公開促
請美國延後收緊貨幣政策，
但這些皆無阻美國加息步
伐。聯儲局主席耶倫前日表
明，美國經濟正穩步復甦，
預料這趨勢未來數年仍會持
續，重申聯儲局今年加息的
計劃不變。
耶倫前日在克利夫蘭演

講，表示歐元區整體經濟有
改善，但投資及地產市場疲
弱，加上希臘債務危機持
續，將令短期前景不明朗，
其間沒提到中國。美國目前
失業率跌至5.3%，然而耶
倫指部分人不再尋找工作或
被迫從事兼職，顯示勞工市
場仍未完全恢復，美元走強
及油價回落亦暫時拖低物
價，故未能掉以輕心。

耶倫認為近期消費及汽車銷售數據理想，加
上股市及樓市造好，持續落後的工資亦有增長
跡象，將推動消費及經濟。她預期今年經濟會
溫和擴張，通脹消化短期因素後亦會重拾升
勢，加上基本因素強勁，有信心未來數年增長
會逐漸加快，故今年內開始加息仍屬適當。
耶倫補充，美國經濟及通脹前景變數仍大，

加息計劃將按照實際情況提早或推遲。她又強
調首次加息時間並非最重要，往後的利率調整
步伐才是關鍵，但估計加息速度將較平穩。

■《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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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噩夢未完
料需撲水逾千億

■奧朗德為希臘脫歐踩下
剎車掣。 路透社

■德國被指殺雞儆猴。
圖為總理默克爾。

■■希臘極右黨派向新方案說不希臘極右黨派向新方案說不。。路透社路透社

■■耶倫補充，美國經濟及通脹前景變數仍大。

■■方案獲國會通方案獲國會通
過過，，齊普拉斯與新齊普拉斯與新
民主黨領袖握手時民主黨領袖握手時
喜上眉梢喜上眉梢。。 路透社路透社

■■察卡洛托斯出席察卡洛托斯出席
歐元區財長會議歐元區財長會議。。

美聯社美聯社

■■示威者與警察發
生衝突。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