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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希腊财长辞职
在希腊全民公决拒绝接受国际债

权人“改革换资金”协议草案后，希腊
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6日宣布辞职。

瓦鲁法基斯当天通过自己的办
公室发表声明说：“7月5日，一个欧
洲小国为摆脱债务束缚奋起抗争，这
个独一无二的日子将载入史册。像
所有民主斗争一样，历史性地拒绝欧
元集团6月25日的最后通牒也需要
付出巨大代价。”

瓦鲁法基斯说，“拒绝”应该立即
转化成对合理解决方案的“支持”。
他说，解决希腊债务问题的协议应该
包括债务重组、减轻紧缩措施、向弱
势群体提供帮助以及真正的改革。

紧急峰会商形势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5日深

夜宣布，应德国和法国领导人要求，
欧元区成员国定于7日召开欧元区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希腊
问题。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说，默

克尔当晚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就希腊
问题通电话，一致认为希腊人民的投
票“应该受到尊重”。两位领导人提
出召开欧元区国家紧急峰会的要求。

法国媒体说，一般欧元区只有在
特别情况下举行首脑会议。半个月
前，欧元区国家刚刚在布鲁塞尔举行
峰会，议题就是希腊债务危机。

“最后桥梁”崩塌？
在欧元区一片“遗憾”声中，一些

对希腊债务危机持强硬立场的欧盟
官员更是明言希腊与国际债权人达
成后续协议的难度“难以想象”。

联合执政的德国社民党领导人
加布里埃尔指责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摧毁了欧洲与希腊原本可以达成妥
协的最后桥梁”。

“对欧元区的规则说‘不’……有
关救助方案的谈判难以想象，”加布
里埃尔提及希腊方面寻求新一轮救
助的要求时说。

斯洛伐克财长卡济米尔说，希腊
正越来越接近退出欧元区。他通过
微博客网站“推特”发表留言称：“希

腊说‘不’之后，‘欧元缔造者’的噩
梦，即成员国退出这个俱乐部，看来
已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命运掌握在欧洲央行手中
希腊接下来的命运将掌握在欧

洲中央银行手中。
希腊银行业上周起因缺少流动

性而实施资本管制。众所周知，没有
一个经济体可以在银行业瘫痪的情
况下正常运转。 如果欧洲央行恪守
规定，要求希腊银行业只有在具备偿
债能力的前提下才能接受央行贷款，
那么央行6日起将停止向希腊银行
业提供现金。

不过，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多次
强调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可能引发的
人道后果。美国《纽约时报》认为，德
拉吉可能将想方设法绕过这些规定。

希腊银行业协会会长卡采利3
日提供的数据，希腊银行业仅剩10
亿欧元（约合11亿美元）现金。这意
味如果银行本周开门，恐慌情绪将使
这些现金迅速被提光，除非政府进一
步下调提款额限制。 据新华社电

希腊全民公投说“不!”
超六成人反对国际债权人“改革换资金”协议草案

希腊内政部6日凌晨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在5日就是否接受国际债权人“改革换资金”协议草案
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反对者获胜。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协议草案者约占61.31%，支持者约占
38.69%。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将公投结果称作“对双方达成切实可行协议的支持”。与希腊官员乐观言
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元区成员国传来一片沮丧之声。

相信欧洲
能过希腊这一关

希腊公投结果，六成以上民众向

国际债权人救助协议说不。希腊会

退出欧元区吗？

一个字：难！

希腊公投，不能只算经济账；逼

不逼希腊退出欧元区，布鲁塞尔也不

可能只打经济算盘。欧洲一体化进

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启动

的，缘于欧洲各国保障和平、避免战

祸的共同愿望。从第一天起，妥协，

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精神根基。

正因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欧

洲一体化虽不时磕磕绊绊、险象环

生，但依靠“理性的妥协”，再激烈的

利益分歧最终都化险为夷。

的确，从经济层面看，希腊破产

乃至退欧，都不太可能造成不可控的

经济灾难。希腊经济规模仅占欧元

区总量的 2%，本身不足以构成威

胁。近年，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

“重债国”财经改革进展顺利，也使希

腊引发连锁效应的风险显著降低。

更重要的是，欧洲央行已构筑强大的

金融防火墙，有能力借助量化宽松、

无限量购买债券等政策工具，控制希

腊危机的外溢效应。

但从政治层面来看，不论欧元区

和欧盟，当初的设计架构里，根本就

没有退出机制这一条。一旦希腊退

出，不仅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首次

出现重大倒退，也意味着欧洲的精神

根基——妥协，发生了动摇。欧洲作

为国际力量重要一极的可信度和成

熟度将遭受严重质疑。这对欧洲来

说，恐怕是难以承受之重。

回首历史，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

萌发的一体化初步构想，到如今拥有

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和有28个成员

国的欧洲联盟；从产业联盟、贸易联

盟和货币联盟，到开放边境、人员自

由流动、制定共同发展战略和对外用

一个声音说话……欧洲一体化进程

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主权国家

联盟试验。

深究这伟大进程的演进，不难发

现，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挫折和停顿

不时出现，质疑和怀疑从未中断。但

在一体化的伟大政治理想指引下，凭

借理性妥协的不二法门，每一次最终

都化险为夷。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欧盟成

立的基础性文件《马斯特里赫条约》

在1992年遭丹麦全民公决否决；《欧

洲宪法条约》在 2005 年遭法国和荷

兰全民公决否决；欧洲“新宪法”《里

斯本条约》在 2008 年遭爱尔兰公投

否决。但这些当时看似重大的挫折

和停顿，都不曾从根本上阻碍欧洲一

体化进程的发展。

熟悉欧洲政治的人士可能对此

深有体会：如果说激烈争吵是欧洲政

治的一种日常表象，那么理性妥协则

是欧洲政治的一种基本品格。激烈

争吵是为了赢得更多相对利益，而理

性妥协则是为了锁定双方都无法放

弃的绝对利益。

欧洲只要常葆妥协精神，不论希

腊债务风波多么险恶，争吵多么激

烈，都不太可能引发希腊退出欧元区

这样重大的“双输”结果。

不论雅典还是布鲁塞尔，向对方

说“不”容易，说“退出”难！

据新华社电

欧盟领导人真的会放任希腊退

出欧元区吗？专家一致认为，尽管

希腊退出欧元区存在真实的可能

性，但对希腊和整个欧元区来说“代

价巨大”。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

格罗斯认为，欧盟真正的行动将会是

针对希腊银行业，关键在于欧洲央行

的行动，一是不会提高紧急流动性上

限，希腊国内现金将会很快耗尽。此

时，欧盟以及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欧

盟稳定机制的立场已经不太重要。

二是可通过“单一监督机制”宣布希

腊一些银行破产，希腊将进入全面违

约。继6月30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债务违约之后，如继续在7月20日

对欧洲央行违约，希腊的银行系统将

进一步崩溃，经济将进一步下滑。这

将导致欧盟与希腊政府发生直接冲

突，但发展到这一步，希腊政府会抓

住每个场合指责欧盟，把所有责任都

“嫁祸”到欧盟身上。

对于希腊来说，退出欧元区意味

着希腊政府将不得不靠印发新货币

支付工资和养老金，从而引发货币贬

值和恶性通货膨胀。格罗斯说，虽然

出口占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30%，但

大部分出口由石油和全球海运服务

组成。而希腊并不是一个产油国，石

油出口实际上是附加值很小的再出

口，海运服务业也一般不雇佣希腊船

员，因此几乎与国内经济没有联系。

此外，分析人士认为，资金外流

和短缺，以及可能出现的希腊人大量

移民他国将变成普遍的社会问题，影

响希腊的同时还将影响欧盟其他成

员国。希腊一直倚重的旅游业将受

到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影响。

据新华社电

欧盟领导人放任希腊退出欧元区？

[新华时评]

7月5日晚，在希腊雅典，支持在公投中投否决票的人们在街头庆祝。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