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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整整4天4夜艱難討論後，歐盟理事

會主席米歇爾昨日終於宣布，歐盟27個成

員國就新冠疫情紓困方案達成共識。方案

總值包括破天荒由歐盟出手融資，向成員

國提供7,500億歐元(約6.65萬億港元)援助

及貸款，規模之大被形容為足以跟二戰後

的「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方案最快明

日在歐洲議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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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威脅覓食
北極熊恐世紀末滅絕
全球氣候變化影響不少物種的存亡，科
學家前日發表報告，指出由於全球暖化令
海洋冰層面積縮小，北極熊覓食愈趨困
難，在80年內便可能面臨滅絕，唯一拯救
北極熊的方法，就是阻止全球暖化。

野生北極熊保護屬易危
報告前日刊於科學期刊《自然氣候變

化》，科學家透過北極熊的體重、能量消耗
情況等數據，計算北極熊斷食期最長可維持
多久，發現以哈德遜灣西部的雄性北極熊為
例，牠們的體重較正常低20%，斷食期只可
維持約125日，較正常的200日為少；同時
間冰層重新凝固亦需要更長時間，意味北極
熊需要捱過更長斷食期、才可重新覓食。
全球現有約2.5萬隻野生北極熊，保護狀
況屬易危，據報告推算，若地球表面平均
溫度升至較工業革命前高攝氏3.3度，北極

13個北極熊亞族群中，會有12個亞族群在
2100年時數量劇減。即使將升溫控制在攝
氏2.4度內、即較《巴黎協定》高出約半
度，亦只能拖長時間，北極熊仍會滅絕。

環境變化過快無法適應
關注組織「北極熊國際」首席科學家阿

姆斯特魯普負責領導研究，他解釋並非全
球暖化本身威脅北極熊，而是環境變化過
快、北極熊無法適應，若海洋冰層神奇地
不會因全球暖化融化，北極熊便可存活，
但現實是牠們生活的環境正急劇變化。
阿姆斯特魯普又以墜樓來比喻北極熊的

境況，指「如果我將你從高100層大樓天台
推下去，你會下墜至10樓才從易危變成瀕
危嗎？」因此要拯救北極熊的唯一方法，
就是保護牠們的棲息地避免因全球暖化消
失。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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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各國領袖經過「馬拉松式」談
判，終於就提振歐盟經濟的計劃達成
協議。在拉鋸期間，法國總統馬克龍
曾於周日27個成員國領袖的晚宴上激
動拍枱，被在場多家媒體代表目睹。
據悉馬克龍不滿部分國家不願配合的
態度，並指責他們非常自私。
隨着各國在峰會上對於提振經濟計

劃的分歧逐漸擴大，氣氛也愈來愈緊
繃。會議出現兩大陣營，一邊是受疫

情影響較小的「節儉四國」荷蘭、奧
地利、瑞士、丹麥；另一邊則是法國
與德國。而芬蘭也選擇加入了節儉四
國的陣線。

尤不滿荷蘭奧地利
馬克龍指責「節儉四國」不願配合提

振計劃，他特別不滿荷蘭首相呂特及奧
地利總理庫爾茨的強硬態度。馬克龍提
議以向歐盟共同借貸的方式，先撥出一

筆款項，為會員國紓困，但提議遭到反
對，馬克龍對此相當不滿。
另一名消息人士則向法媒透露，馬
克龍曾表示「當我們努力為歐洲利益
拚搏時，節儉國只顯得自私，且不願
作出任何讓步」。消息人士更指出，
馬克龍寧願離開談判桌，也不願達成
糟糕的協議」，據稱馬克龍曾下令幕
僚準備總統專機，接載他返回巴黎，
不再談判下去。 ■綜合報道

馬克龍拍枱發飆 批部分國家自私

英國政府昨日宣布，將向約90萬名公
共部門工作人員加薪，加幅高於通脹
率，以反映他們在疫情期間的貢獻。

教師薪資升3.1%最高
在歐洲國家中，英國的新冠肺炎疫情

最嚴重，官方統計染疫死亡人數超過4.5
萬人。疫情危機凸顯出國家運作機制的
重要工作人員中，很多仍屬低薪一族。

英國政府表示，在公共部門這次調
薪中，以教師薪資調升3.1%最高，醫
生與牙醫增加 2.8%，警務人員漲
2.5%，軍方部隊則增加2%。至於逾
100萬名護理師與醫院員工，先前已
同意另行調薪，今年有4.4%的漲幅。
英國財政大臣辛偉誠稱，「我們一

向知曉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對國家的重
要貢獻，當我們需要時可仰賴他們，

而過去數月再度凸顯這項事實。」
在疫情爆發前，英國薪資增長已放

緩，在今年2月底之前的3個月，薪資
年增長率降至2.8%，接着在3月至5
月，疫情危機造成平均整體薪資年增
率降至負0.3%，是自2014年以來首度
呈現負數。英國5月通脹率為0.5%，
為4年來最低，6月通脹率則稍為回升
至0.6%。 ■綜合報道

��������	��%������� ������
��3������+�(

$4 -1

,4

#4

&(

4#

8)

4)

'#

%4

##

.$ -4

(#

,#
/8

7.

$4 -1

,4

#4

&(

/#/#
2&2&

4#4#

8)

4)

'#

%4

##

.$ -4
(#

,#/87.

���
��

���

�!�
��

��

���

��

������ ������������	

�������
������� ����

���
���� ���� ����

���� ���� ����

/#/#
2&2&

��
�����%��
�������%
��
��	8)

��
��	4)

���		%4

���	'#

	��	##


�������%����
	������%
��
��	4#

����	$4

����	-1

���	,4

	���	#4


�������%���
�	��%
���	&(

��
��	/#

�������		2&


�	���%���
�	��%
!����		.$

	���	(#

�������		7.

����		-4

����	/8

�
	,#


�����

���%
������� �� ����������!��������		����������	�

歷時90小時 規模堪比「馬歇爾計劃」「節儉四國」南歐國激辯

英公僕抗疫有功 90萬人加薪獎勵

烏漢持爆炸裝置 挾持逾20人巴士
烏克蘭西北部城市盧茨克昨日發生劫
持事件，一名攜帶武器和爆炸品的男
子，挾持一輛載有20多名乘客的公共巴
士，據報現場曾傳出槍聲，但未有傷亡
消息。警方已封鎖現場，與疑犯展開談
判。烏克蘭內政部長阿瓦科夫正趕赴盧
茨克處理今次事件。
警方發聲明稱，疑犯聲稱攜帶武器
及爆炸裝置，揚言要炸毀巴士。烏克蘭
國家安全局反恐人員隨後包圍肇事巴

士。並封鎖附近一帶，呼籲民眾留在工
作場所或家中以策安全。現場畫面顯示
巴士被警員重重包圍，兩扇玻璃窗碎
裂，其餘窗戶則被窗簾遮蓋。
烏克蘭內政部次長格拉申科表示，

疑犯已聯繫警方，自稱名為普洛霍伊，
曾在社交媒體發文表達對當局不滿。當
局正確認對方的身份和具體要求，總統
澤連斯基在facebook留言，對發生劫持
事件感到不安。 ■綜合報道

韓國國防採購計劃管理局昨日宣布，該國
首枚軍事通訊衛星ANASIS-II， 已由美國太
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的火箭搭載成功發
射，令韓國成為全球第十個擁有軍用通訊衛
星的國家，可提供長久且安全的軍事通訊。

對抗朝鮮擁核威脅
韓國發展ANASIS-II衛星，目的是增強防
衛能力，以對抗擁有核武的朝鮮威脅。預計
衛星將在兩周內抵達距離地球3.6萬公里軌

道，完成測試後，韓國軍方將於10月接手這
系統。韓國國防部官員表示，這枚衛星「可
望改善韓國軍方的獨立作戰能力」。
韓國與美國近年因對朝鮮政策及軍費分攤

出現分歧，導致同盟關係緊張。美軍目前派
駐韓國的部隊達2.85萬人，依據現行協議，
一旦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美軍司令將有權指
揮美韓聯合部隊。韓國當局致力推動終止這
項安排，正力求強化本身的軍事能力。

■綜合報道

韓首射軍事衛星 減倚賴美國

歐盟紓困協議運作機制
紓困方案運作方式
◆3,125億歐元(約2.78萬億港元)撥款將納入歐洲
復甦基金，於2021年至2023年間陸續分發，
各成員國需制訂改革經濟計劃。另有775億歐
元(約6,886億港元)撥款則用於補充歐盟預算。

援助資金分配方案
◆各國獲批援助金額將視乎疫情造成的損失，任
何成員國若發現某一國家未有履行改革承諾，
均可就資金分配提出反對，檢討程序以為3個
月為限，歐盟委員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償還債務
◆歐委會計劃建立發債孳息曲線，最遲於2058
年前償清債務。

■ 米歇爾（左一）、馬克龍（右二）、呂特（左二）會下
交流。 美聯社

■■ 歐盟最終通過歐盟最終通過77,,500500億歐億歐
元的疫情紓困方案元的疫情紓困方案。。 新華社新華社

■■警方封鎖現場展開談判警方封鎖現場展開談判。。 路透社路透社

此次「馬拉松式」會議自上周五開始持續至昨日
清晨，合共耗時逾90小時，是繼2000年討論歐

盟東擴的尼斯會議以後，最漫長的一次峰會。由於會
議冗長，不少與會領導人疲憊不堪，盧森堡首相貝特
和愛爾蘭總理馬丁甚至在會議落幕前先行回國。

孔特批荷蘭首相不團結
歐盟委員會在5月底公布方案，計劃向成員國提供
合共7,500億歐元，按照各國受新冠疫情影響的程度
分配，大部分資金將由歐盟從金融市場貸款融資，當
時計劃當中5,000億歐元(約4.4萬億港元)為無需向歐
盟償還的援助，其次則是貸款，引起荷蘭、奧地利、
丹麥和瑞典組成的「節儉四國」反對，匈牙利和波蘭
亦不滿計劃內容，一度揚言行使否決權。
各成員國領導人在會上不乏激烈爭辯，財政負擔較重
的南歐國家聯同法國和德國，爭取歐盟提供更多援助，
意大利總理孔特更怒批荷蘭首相呂特缺乏團結意識，德
國總理默克爾一度警告，各國有可能無法達成協議。

2028年起還款期限30年
直至昨日清晨，各國終於作出妥協，同意把援助金

額調整為3,900億歐元(約3.46萬億港元)，其餘款項則
屬低息貸款。歐盟委員會將要求受助國，把資金用於
經濟改革、發展環保政策、數碼轉型等，若發現有國
家未達到改革條件，歐盟可隨時停止發放款項。歐盟
計劃在2028年開始，償還涉及此筆資金的貸款，還
款期30年。會上亦同時通過未來7年總值1.07萬億歐
元(約9.5萬億港元)的預算。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盛讚計劃彰顯各成員國團
結一致，將為「歐洲的未來」投資。法國總統馬克龍
強調這是「歐洲歷史性一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更
指方案有如「馬歇爾計劃」再現，估計方案在未來6
年，可帶動西班牙取得1,400億歐元(約1.24萬億港元)
經濟增長。
不過方案達成背後仍有隱憂，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

自英國脫歐後，歐盟成員國的平衡被顯著改變。荷蘭首
相呂特則為會上爭議降溫，稱爭論是峰會一部分，他與
孔特的關係仍然友好，對方案亦沒異議，強調今次只是
在特殊情況下的一筆過撥款。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