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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於1999年1月1日面世，當時歐元區成員國只有德國、法國等11個國家，
各國先為本幣與歐元制訂固定匯率，在電子層面先用歐元交易，並透過新成

立的歐央行處理貨幣政策，歐元紙幣及硬幣則在3年過渡期後推出。時至今日，歐
元區成員國已擴至19個，總人口達3.4億人，亦有多個國家自行使用歐元。

德人憂物價飛漲 嘲昂貴貨幣
歐元出現初期一度備受質疑，輿論憂慮引入歐元將導致物價飛漲，德國民間
更一度取德語「昂貴」(teuer)，語帶雙關地把歐元戲稱為「teuro」。不過隨着
歐元真正投入使用，人們從實際生活中，體驗到單一貨幣能方便旅遊和貿易，
亦無須再擔心匯率起跌，使歐元逐漸變得受歡迎。

歐債危機促緊縮 各國現分歧
然而好景不常，2008年環球金融海嘯後，歐元區多個成員國相繼出現債務危

機，需向歐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申請緊急援助貸款。德拉吉2012年
在壓力下，表明會盡一切所能挽救歐元，必要時無上限從成員國買債。歐央行

近年持續維持超低利率，加上推行多
輪量化寬鬆，終穩住市場信心，愛爾蘭、葡萄
牙等曾出現債務危機的國家經濟更顯著反彈。
歐債危機不但反映歐元區未有共同債務機制的缺陷，亦暴露

成員國間的經濟水平和公共財政哲學的鴻溝，其中以德國為首的
國家屢次向南歐國家施壓，要求後者實施緊縮政策，縮減政府開
支，更導致各國分歧表面化。希臘甚至有聲音形容，歐元已變成「德
國人的歐元」。

法意疑歐政黨揚言退出歐元區
歐元區多國在債務危機後厲行緊縮，亦激發基層人民不滿，使民粹和

疑歐思想席捲歐洲，無論法國「國民陣線」或意大利「五星運動」，均曾揚
言退出歐元區，從而恢復自行制訂貨幣和財政政策。今年意大利民粹
政府上台後，隨即因主張增加政府開支改善福利，就新年度財政預
算與歐盟爭拗不斷，衝擊歐元區穩定。

逾6成歐元區公民認同歐元
法國總統馬克龍去年曾有一番雄心壯志，計劃成立歐盟共同

預算，改善各國步伐不一的問題，但計劃遭各國反對，馬克
龍在近期「黃背心」示威後，更承諾增加政府開支平息民
怨，使歐盟更難說服成員國嚴守財政紀律。
儘管如此，歐洲民間仍然普遍認同歐元，歐央

行上月一項調查發現，64%歐元區公民認為
歐元有利本國。歐洲布魯蓋爾智庫研究
員韋爾農形容，歐元的根基
已非常穩固，「這巨
人的腳是用磚砌
成，不是泥。」
■美聯社/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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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中葉起，
逐漸成為全球最大

儲備貨幣，美國亦藉此
在外交和經濟上佔盡優勢。然
而美國近期因發動貿易戰和制
裁伊朗，備受各國批評，歐盟
正計劃趁此機會，推廣使用歐
元結算，挑戰美元霸主地位。

借貿戰推廣美元代替品
現時全球外匯儲備中逾6成

屬美元，歐元只佔約兩成，大
部分國際貿易亦以美元結算，
美國政府因而能夠限制任何企
業和國家的貿易。以針對伊朗
的制裁為例，由於國際石油交
易以美元結算，若任何國家從
伊朗進口石油，便變相違反美
國制裁令，隨時遭華府制裁。
歐盟委員會本月初召開會

議，宣佈將向市場持份者展開
諮詢，探討改用歐元結算石
油、天然氣和飛機等商品，預
料明年中提交報告。歐盟經濟
事務專員莫斯科維奇直言，美
國發動的貿易戰和制裁製造大
量不確定因素，市場正尋求美
元的替代品；歐盟委員會副主
席東布羅夫斯基斯更稱，歐元
的地位應能反映19個成員國的
政經重要性。 ■法新社

歐元迎來誕生20周年，在歐債危機後，
外界日益關注歐元區成員國之間的團結，
歐元集團前主席迪塞爾布洛姆接受法新社
訪問時強調，歐元有助維持成員國穩定，
緩和各國面對的衝擊，因此即使歐洲近年
民粹主義興起，意大利、希臘、法國等國
家的疑歐派，亦難以促成當地脫離歐元

區。
迪塞爾布洛姆表示，過去10年的事例證
明，歐元集團是歐盟最具效率的決策機構
之一，「(成員國)部長間決策一致，從不需
進行投票」，不過他認為，集團應處理成
員國間的宏觀經濟不平衡問題，避免政策
偏向特定國家。

作為荷蘭前財相，迪塞爾布洛姆稱，從
未想過荷蘭會退出歐元區，重新使用舊幣
荷蘭盾，但指出歐元區面對的真正危機是
希臘「退群」，重新使用舊幣德拉克馬，
強調歐元區能否維持團結，對區內經濟復
甦至關重要。不過迪塞爾布洛姆認為，隨
着歐元區近年加強監管措施及法規日漸完

善，相信歐元區爆發新一輪債務危機的機
會不大。
被問及歐元區如何安度下一個20年，迪

塞爾布洛姆認為，當局需積極建設歐元區
銀行聯盟，並制訂實際資本市場聯盟，改
善區內的投資氣氛，加強歐元區「防震能
力」。 ■法新社

1998

訂立固定匯率
12月31日，

歐盟於歐元啓
用前夕，與歐
元區國家原有
貨幣訂立固定
匯率，1歐元可
兌1.95583德國
馬克、6.55957
法 國 法 郎 及
1,936.27 意 大
利里拉。

1999

啓用
歐元於1999年1月

1日起按《馬斯特里
赫特條約》啓用，法
國、德國、意大利等
11個國家即日起採
用，可用於電子銀行
交易、支票及銀行
卡。1月4日於歐洲
匯市掛牌，當日1歐
元兌1.18美元，不久
後即開始下滑，最低
跌至0.8230美元。

2001

新歐元區國家
希 臘 於

2001 年加入
成為第 12 個
歐元區國家，
斯洛文尼亞、
塞浦路斯等7
個國家則於
2007 年 至
2015 年間陸
續加入。

2002

實體貨幣
歐元實體貨

幣於2002年1
月 1 日 起 流
通 ， 發 行 約
150億張鈔票
及超過500億
枚硬幣，各國
原有貨幣於3
月1日前逐步
淘汰。歐元匯
價同時亦逐漸
回升，同年7
月兌美元重上
1算。

2010

債務危機
歐盟多國於

2010 年出現
債務危機，希
臘接受 1,100
億 歐 元 ( 約
9,821億港元)
經濟援助，導
致歐元兌美元
於一個月後跌
至 1.20 美 元
低位，其後愛
爾蘭及葡萄牙
亦宣佈接受救
助。

2012

拯救歐元
西班牙長期

息率於 2012
年 7 月 25 日
升穿7.6厘，
8月歐洲央行
購入220億歐
元 ( 約 1,964
億 港 元) 債
券，以支持意
大利及西班牙
經濟，並於
10 月宣佈減
免希臘部分債
務及提供新一
筆貸款。

2015

希臘險「脫歐元」
2015 年 1 月

希臘大選後，反
緊縮政黨上台，
引爆新一輪債務
危機。希臘同年
7月接受第三次
緊急救助援款，
避過被踢出歐元
區命運。

停印500歐元大鈔
為打擊洗黑錢

及 恐 怖 分 子 活
動，歐洲央行於
2016年宣佈，年
底前停止發行500
歐元面額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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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主席：歐元團結19國 抗疑歐派衝擊

2016

法新社

■歐元經過20年發展，已穩佔全球第
二大流通貨幣席位。 網上圖片

■歐債危機爆發，希臘被
要求實施緊縮政策，民眾
示威抗議。 彭博社

■法國極右
政黨「國民聯盟」曾揚言
退出歐元區。 法新社

■國際石油交易以美元結算，
歐盟希望改變現狀。 彭博社

歐元20年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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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將是歐元面世20周年，歐元經過多年發展已穩佔全球第二大流通貨幣席位，但隨着歐債危機爆發和民粹主義興起，近
年歐元區成員國分歧日益明顯，更屢有疑歐聲音揚言退出歐元區。本月3日歐元區財長級會議的大合照環節上，傳媒拍得除歐
洲央行(ECB)行長德拉吉等歐盟官員眼望前方外，19個歐元區國家財長分別望向不同方向，正是歐元區內部貌合神離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