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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債危機以往主要由歐元集團牽頭處理，歐盟早前宣
布召開緊急峰會，被認為反映事態升級，甚至是為

各國討論希臘脫歐鋪路。有歐盟消息人士認為，峰會取
消「原則上是好消息」，反映各方希望在歐元區層面解
決問題，但亦意味決定希臘命運的重任將落在歐元區領
袖身上。

德建議希臘脫歐5年
傳媒取得歐元集團會議聲明草稿，顯示歐元區要求希
臘在新方案中追加更多緊縮措施，包括擴闊
稅基、進一步改革銷售稅及退休金制
度，以及加大私有化力度等等。但
其中一段特別提到，假如歐元區
與希臘最終無法達成協議，
希臘應該暫時退出歐元
區。德國財政部在前日的
會議上傳閱了一份只有
一頁的文件，當中建
議希臘退出歐元區5
年，然後重新申請
加入。
德國總理默克爾
昨日在歐元區峰會前
重申，德國拒絕「不惜
代價」拯救希臘。法國總
統奧朗德則唱反調，稱會
盡所有辦法讓希臘留在歐
元區。
齊普拉斯日前突然
改變立場，提出包
含多項緊縮措施的
方案，換取新一份
為期3年的救助協議。
歐元區財長前日開會商討是否

接納方案，但經
過9小時激烈辯
論仍未有成果，
會議要延至昨日。
分析指，希臘在此前
談判中立場反覆，不
少國家已對希臘信心盡失，懷疑
希臘是否有心落實今次提出的改
革。

一向對希臘持強硬立場的德
國財長朔伊布勒，會上多次提
及德國此前提出的方案，要求
雅典把國有資產轉移至信託基金用
於還債，消息人士認為，朔伊布勒的強

硬態度反映他更傾向讓希臘脫
歐。希臘執政激進左翼聯
盟成員、歐洲議會副議長
帕帕季莫里斯批評，德國

只是想侮辱希臘及其人民，又或是推翻現屆希
臘政府。

意盧籲德放一馬
傾向讓希臘獲得援助的溫和派則繼續充當

「和事佬」，意大利總理倫齊表示絕
不能讓希臘脫歐，呼籲德國讓步及
「別再侮辱雅典」。盧森堡外相阿

塞爾博恩昨日亦警告，若德國
逼希臘脫歐，難免觸
發與法國的衝突，
對歐洲將是一大災
難。
■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衛報》/

《紐約時報》

歐元區促追加緊縮措施

德圖踢希臘出局德圖踢希臘出局

歐元區財長昨日繼續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會，討論是

否接受希臘提出的新緊縮方案，原定昨日舉行的歐盟

緊急峰會則因談判未有成果而取消，意味希臘命運

將交由同日舉行的歐元區領袖峰會定奪。報道指，以

德國為首的強硬派已不再信任希臘政府，要求希臘實施比

新方案更苛刻的緊縮措施，更有傳德國建議希臘暫時退出歐元

區5年。希臘則狠批德國無意達成協議，只想推倒總理齊普拉斯

領導的左翼政府。

根據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評估，希
臘實際融資需求高達820億歐元(約7,091億港元)，遠高於希臘現
時尋求的援助金額。這筆融資需求當中，最少有250億歐元(約
2,162億港元)需要用於重組銀行資產負債表，較此前多一倍，原
因是希臘實施資本管制前，大量資金流出銀行體系。 ■路透社

希債談判前景未明，希臘經濟部長斯泰撒基斯
前日表示，若各方能夠達成協議，讓歐洲央行

增加對希臘的緊急流動性援助(ELA)，
那麼希臘的銀行便可望在一星期內重
開，但要完全撤消資本管制則需時數
月，不過企業之間轉賬及交易會
「即時恢復」，當局亦會放寬對出
口業、船運業及旅遊業的限制。
為了遏止希臘銀行業資金流

失，希臘政府上月底實施
資金管制，限制民眾
每日最多提取60歐
元(約 519 港元)存
款，並禁止輸出外

匯。
■法新社

希債危機的受害者還包括大批難民，他們千辛
萬苦從北非或中東逃到希臘，卻遇上主人家自顧
不暇。聯合國難民署指出，今年上半年有逾6.9萬
名難民抵達希臘，且數字每月遞增，警告希臘及
巴爾幹半島國家已難以負荷，促請歐洲各國提供

援助，否則可能出現人道危機。部分難民見情況不妙，放
棄在希臘尋求庇護，直接偷渡到前景較佳的國家。
37歲的迪恩來自敘利亞，他早前跟太太和3名女兒乘船
到達愛琴海的萊斯沃斯島，後獲希臘政府發出簽證，得以
乘船前往雅典。迪恩對順利「抵壘」感到高興，希望在沒
有戰火的地方展開新生活，下船時更高興得拿起手機自
拍，但在受訪之後3天，他們一家已經離開希臘。
無國界醫生職員雷蒂諾蒂表示，希臘只有約1,000個難民

住宿空位，無法滿足需求，當局過去會向難民發出工作簽
證，讓他們自食其力，但失業率高企下，措施亦不得不取
消。難民亦可享用希臘的醫療福利，可惜由於語言不通，
實際保障有限，不少人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無
法紓緩，窒礙融入社會的步伐。 ■法新社

希臘物業市場在債務危機下持續低
迷，大量豪宅被迫割價求售，大批外國
人卻趁機「執平貨」，買屋度假或投
資，當中不少是俄羅斯人。
庫克琳娜在希臘從事地產經紀，透露

近年經濟不景，加上物業稅高昂，很多
人迫於無奈賣掉祖屋套現，部分原價
200萬歐元(約1,730萬港元)的房屋現僅
叫價100萬歐元(約865萬港元)，令不少
外國買家深感興趣。

買家主要來自中俄
另一間經紀行創辦人拉齊亦指，當地

樓價近年已下跌一半，但豪宅需求不減
反增，買家主要來自中國、俄羅斯、保
加利亞及塞爾維亞等地，他們普遍追求
海景，因此在眾多地區中，以雅典市
郊、哈爾基季基州及克里特島的樓盤最
受歡迎，最熱門價位為25萬至50萬歐
元(約216萬至432萬港元)。
俄羅斯人大舉在海外購買物業，其中

一個原因是盧布去年急貶，促使當地人
在海外買樓保值。他們除涉足希臘物業
市場外，亦染指多個地中海國家，意大
利豪宅海外買家中，8成來自俄羅斯。

■《星期日獨立報》

銀行需2千億
作資產重組

即使達成協議
資本管制仍維持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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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債危機延綿5年，成為歐元區以至環球金融市場的
一根刺，不過英國有機構調查發現，全球尚有最少14個
國家的債務達危險水平，只要經濟轉差或息口上升便隨
時陷入危機。

集中在非洲亞洲
調查指出若一國淨債務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
成以上、政府赤字相當於GDP的5%以上，加上政府需
利用最少10%收入還債，便屬高風險。這些國家主要集
中在非洲及亞洲，包括加納、埃塞俄比亞、不丹、老撾
及蒙古等。
全球利率自2008年起持續處於低位，英國海外發展研
究所(ODI)的泰森表示，西方投資者及債權人為求更高回
報，於是購買息率較高的主權債券，Llewellyn Consult-

ing經濟師瓊斯則指，近年環球經濟疲弱，部分國家政府
為維持金融危機前的國民生活水平，不惜舉債度日。今
年全球國家總負債達14.7萬億美元(約114萬億港元)，較
2011年的11.3萬億美元(約87.6萬億港元)上升3成。
多個非洲國家近年藉發債集資，使外債水平急增，部

分國家卻不善理財，浪費金錢。以加納為例，當地把借
來的錢用作政治用途，根本沒改善基礎建設。
坦桑尼亞1990年代曾陷入債務危機，國際債權人2001
年及2006年先後寬減該國債務，讓政府只需把收入的
2%用作還債，改善教育，然而該國外債比率在2009年
起再次上升，近年金價回落，政府出口收入亦開始減
少，當美國開始加息，資金從新興市場流出，當地經濟
可能再受打擊，屆時爆發債務危機的風險便明顯提高。

■《衛報》

■歐盟財長會議無果，希臘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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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左）、
奧朗德（中）和齊
普拉斯在峰會密
斟。 法新社

14國外債超負荷 恐連爆債務危機

■■德國財長朔伊布德國財長朔伊布
勒對希臘的態度最勒對希臘的態度最
強硬強硬。。 彭博通訊社彭博通訊社

■一批難民在雅典
帶着子女就地吃
着乾糧。

法新社

■■外國買家普遍追求外國買家普遍追求
海景豪宅海景豪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