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財相放風干預 圓匯應聲下跌

希臘7月有總值35億歐元(約310億港

元)的歐洲央行債務到期，若得不到財政

援助，將再陷債務違約危機。希臘國會

昨日凌晨以些微差距，通過被指是歷來

最嚴厲的緊縮方案，內容包括加稅及削

減退休金，以便希臘在當日稍後的歐元

區財長會議上，爭取援助貸款，但方案

引起國民不滿，多地有人示威反對新措

施，更演變成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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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副首相兼財相麻生太郎昨日表示，若日圓
匯率進一步急升，日本政府「已準備好作出干
預」，這是他上任財相以來，就干預匯市的最明
確表態。麻生言論引致圓匯昨日應聲下跌，每美
元兌日圓高見108.46，每百日圓兌港元亦跌穿
7.2算，低見7.1579。另外，日本央行昨日公佈3
月份貨幣政策會議記錄，反映數名委員擔心負利

率政策會引發泡沫。

央行委員憂負利率爆泡沫風險
會議記錄顯示日本央行3月舉行議息會議期

間，數名委員認為推行負利率政策後，利率大
幅調低，引致金融機構和銀行存戶不安，又指
市場對央行追加實施寬鬆貨幣政策期望過度。

另有委員擔心，金融機構為保收益傾向過度放
貸，金融市場或因此面臨泡沫風險。不過亦有
委員認為負利率政策可刺激住宅投資，有利促
進消費。
對於負利率政策未見顯著成效，有委員指效果

正陸續浮現，只要金融市場恢復平靜，就會「切
實發揮效果」；另有委員否認負利率政策導致圓

匯上升以及東京股市下挫，認為國際投資者的避
險行為才是元兇。
通脹方面，由於日本經濟持續疲弱，有委員認

為通脹升幅比原先預期慢，距離央行的2%通脹
目標仍有一段距離。

■共同社/《日本時報》/
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最新緊縮措施包括削減部分人士的退休金、合併
數個退休基金，以及增加社會保障繳款和入息

稅，各項開源節流計劃總額達54億歐元(約478億港
元)，相當於希臘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表示，法案有助希臘獲發放新一
筆援助貸款，承諾繼續推動減債談判。他強調新措施
能穩定經濟，讓高收入人士分擔責任，大部分退休人
士不會受影響。當局又建議提高煙、酒及寬頻上網等
稅項，預計下月提交國會，目標是在2018年前達成
債權人所訂目標。
在野黨及多個工會強烈反對方案，批評削減退休

金及調低入息稅免稅額等措施，將使國民生活雪上
加霜。全體在野黨就法案投下反對票，法案最終在
執政激進左翼聯盟支持下，以153票贊成、143票反
對的微弱優勢通過，較半數僅多3票。

雅典1.8萬人騷亂 警催淚彈鎮壓
緊縮法案通過前，首都雅典有1.8萬人抗議，癱瘓公

共交通，部分人向警察投擲石頭、汽油彈及煙花等物
品，警方使用催淚彈驅散人群，拘捕9名示威者。第
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亦有約8,000人上街，同樣演變成
警民衝突，警員要施放催淚彈，暫未有人被捕。
歐元區昨日稍後在布魯塞爾召開財長級會議，希

臘財長察卡洛托斯會前罕有去信各國財長，稱希臘
已兌現承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德國應提供
可行方案，解決債務危機，形容若希臘「爆煲」，
所有國家均不會得益。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指出，
希臘已基本達到改革要求，歐元集團主席迪塞爾布
洛姆則表示，期望在本月24日的財長會議上達成減
債協議。

■《衛報》/英國廣播公司/法新社/美聯社

為獲發新貸款 通過歷來最嚴緊縮法

加稅削退休金加稅削退休金
希臘希臘「「怒火街頭怒火街頭」」希臘新一輪緊縮措施

退休金
■制訂統一退休規定
■工作20年以上的退休人士，退休金調整至每月384
歐元(約3,398港元)
■撤銷補助退休金
■逐步取消低收入退休人士生活津貼
■收緊喪偶人士的退休金規定
■重新調整退休金替代率，以阻止提早退休

社會保障繳款
■社會保障繳款調整為佔僱員淨月薪20%，僱主及僱
員分別負擔13.3%及6.7%
■改革自僱人士包括農民及律師繳交的社會保障繳款
計算方法，由目前每月支付固定金額，改為5年總收
入的20%

稅項
入息稅

■免稅額由平均每年約8.4萬港元，降至約7.8萬港元
■最低稅階稅率維持22%，年收入上限由約22萬港
元下調至約18萬港元；最高稅階稅率由42%上調至
45%，年收入下限由約37萬港元下調至約35萬港元
■歐盟農業補貼列為應課稅收入

協助失業人士的團結稅
■年薪約11萬至18萬港元人士，稅率2.2%
■年薪約18萬以上至27萬港元人士，稅率5%
■年薪約27萬以上至35萬港元人士，稅率6.5%
■最高稅率組別由年薪442萬港元以上，下調至195
萬港元以上，稅率由8%上調至10%

利息稅
■由10%上調至15%

路透社/瑞士廣播公司

希臘國會雖成功通過新一輪緊縮方案，為爭取
下一筆共50億歐元(約442億港元)貸款清除主要障
礙，但距離解決希債危機仍有漫漫長路，若「債
主」認為緊縮方案不足以帶來預算盈餘，將要求
希臘額外實行「應急措施」，進一步削支30億歐
元(約265億港元)，而希臘政府和民眾已表明反
對。
希臘最大債權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德國

政府，在向希臘發放新一筆貸款前，將檢視最新通
過的緊縮方案，若認為方案未能令希臘財政預算轉
虧為盈，則希政府必須額外削支30億歐元。
然而，希臘財長察卡洛托斯上周五去信18個歐

元區國家，表明希臘憲法不容許實施「應急措

施」。希臘民眾普遍亦認為，總額54億歐元(約
478億港元)的緊縮措施，足以滿足債權人訂下的
發放貸款條件，反映難以實行進一步緊縮措施。
解決希債危機另一關鍵，是債權國是否願意寬

減希臘債務。德國內部對此出現分歧，財長朔伊
布勒表明不願意減債，指此舉無助解決希臘問
題，希臘提升競爭力及推行行政改革才是治本之
道，但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則指，債務減
免已成為唯一協助希臘走出經濟惡性循環的方
法，拒絕減免希債根本不合理。事實上，除IMF
外，其他債權人均不願減免希債，充其量只同意
削減債息及延長還款期。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美聯社

英國將於下月23日舉行公投，決定是否脫離歐盟，最
新民調顯示42%受訪者反對脫歐，僅較支持多2個百分
點。英國首相卡梅倫昨日發表演說，警告英國脫歐無助保
持歐洲大陸和平穩定，歐洲可能因各國衝突而分崩離析，
甚至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支持脫歐陣營則批評卡梅倫
「靠嚇」。
卡梅倫表示，「好鬥的俄羅斯」、極端組織「伊斯蘭

國」(ISIS)及難民危機，均威脅歐洲的穩定，又提及以往
歐洲多次陷入戰爭，英國都沒法獨善其身，認為英國留在
歐盟深化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才是保護英國的最好方法。
支持脫歐陣營對卡梅倫的言論不以為然，倫敦市長約翰

遜昨日發表演說時，批評卡梅倫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論」
危言聳聽，又反駁卡梅倫若認為脫歐風險這麼高，當初就
不會以此作要挾，要求歐盟推行改革。

歐盟1/3民眾支持脫歐
另外，民調機構Ipsos-Mori於3月25日至4月8日期間，

在法國、德國、意大利等8個歐盟成員國訪問了約6,000
人，有45%受訪者表示希望就是否脫離歐盟舉行公投，當
中1/3更表明支持脫歐，其中意大利及法國支持脫歐比率
最高，分別達到48%和41%。

■《每日鏡報》/《每日電訊報》/《獨立報》/《衛報》

卡梅倫：英脫歐恐爆第三次世界大戰

鎖定黨內提名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初選參選
人特朗普，早前建議美國全民減稅，但他前
日接受美國廣播公司節目《This Week》訪
問時轉軚，稱會考慮向富裕人士加稅，明顯
偏離近30年來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反對加稅的

黨內核心稅務政策。
特朗普去年9月提出的稅務方案，內容包括擴大企業及家庭
免稅額，其中企業所得稅擬降至15%，年收入不足5萬美元(約
38.8萬港元)的家庭，可豁免繳交聯邦入息稅，約佔全國一半家
庭，最高入息稅率則由現時39.6%下調至25%。特朗普前日表
示，「我願意繳交更多稅，富人也願意繳更多」，稱這旨在保
護中產階層，形容當初的方案「只屬概念」，預計經國會磋商
後會進一步修訂。

希拉里拉攏共和黨人倒戈
另一方面，民主黨總統初選參選人希拉里上周五出席哥倫比
亞廣播公司節目《Face the Nation》時表示，近期聯絡了不少
共和黨人，他們均稱有意與民主黨合作，支持她角逐總統，寧
願倒戈也不願力挺特朗普。

■法新社/路透社/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特朗普轉軚
擬向富戶加稅

奧地利執政社民黨上月在總統大選首輪投票遭遇滑鐵盧，
備受壓力的總理兼社民黨領導人法伊曼，昨日突然宣布辭去
總理及黨領導人職位，為選戰失利負責。總統菲舍爾發言人
之後宣佈，副總理米特萊納將取代法伊曼擔任總理一職。
法伊曼發聲明表示，奧地利面對失業率高企、社會不穩

及難民危機等問題，社民黨需要團結一致，但自己未能獲
得黨內一致支持，因此決定辭任。他又促請執政聯合政府

「捲土重來」，相信國家有能力化解當前危機。
民望低迷的法伊曼早前頂着黨內壓力，收緊難民政策，

包括限制在奧地利申請庇護的人數，又堅拒與最近人氣急
速上升、主張極右民粹主義的自由黨合作。自由黨總統候
選人霍費爾在首輪投票得票36%排第一，將與獨立候選人
范德貝倫在本月22日的次輪投票爭奪總統一職。

■英國廣播公司/《衛報》/德新社/法新社/路透社

黨選戰失利 奧地利總理引咎辭職

若債主唔收貨 希或需再削支26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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