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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未能在6月30日22时(北京时间7月1日6时)最后期限到达之前偿还所欠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6亿欧元贷款，出现债务违约。这也使得希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未
能按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债务的发达国家。

成首个未能向IMF偿还债务的发达国家

希腊 开始违约了

希腊民众公投前被限制提款希腊民众公投前被限制提款。。

7月1日

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卢姆6月30
日说，希腊将于 7月 1日提交一份最新
的救助建议，欧元集团将再次召开电话
会议进行讨论。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6 月 30 日建议
与欧洲稳定机制达成为期两年、总额
300亿欧元的协议，其中包括满足希腊
财政需求、重组债务、延长现有救助协
议等内容。这份建议不涉及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欧元区财长当晚举行电话
会议讨论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取得具体
成果。德拉加萨基斯 6月 30日晚在欧
元区财长会结束后接受希腊国家电视
台采访时说，希腊政府将在未来几小时
内更新之前提出的协议草案。

希腊新方案:
继续向欧借钱

欧洲稳定机制 2012年 10月 8日生
效，由800亿欧元现金及6200亿欧元通
知即缴资本组成，主要任务是在严格的
前提下为成员国提供金融救助，运营的
重大决定由各国财长做出。

欧洲稳定机制

7月5日
6月28日凌晨，希腊议会通过就“债权人6月25日提出的救助协议草

案”举行全民公决的议案，以决定是否接受新的救助协议，时间定在7月
5日。

先来看看希腊公投针对的协议草案是怎么说的：债权人答应，对希腊
的现有救助协议将再延长5个月至11月底，其间希腊可获得四笔共155亿
欧元贷款，包括在 6月 30日之前发放 18亿欧元贷款。但条件是，希腊将
继续在债权人的“监管”之下，实施一系列紧缩和改革措施。

从理论上来说，到7月5日举行全民公决时，希腊因无力偿还到期债
务已形成技术性违约，公投只是传递出了希腊不惧违约的“硬扛”姿态而
已。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警告说，如果5日希腊债务危机公投结果是接受债
权人的要求，他就辞职。

民调显示，大约 70%的希腊人支持政府在谈判中的立场，但同时约
60%的希腊民众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留在欧元区之内。

德国统计网站Statista6月30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多数欧洲人希望
希腊退出欧元区。这项调查并不局限于欧元区国家，但没有包括意大利、
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与希腊“同病相怜”的国家。

希腊公投表“硬扛”姿态

在 7月 20日之前，希腊需要拿出 65亿欧元的资金来偿还贷款和履行
其他财政义务。

如果说暂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还不至于让希腊正式违约的
话，那么7月20日如未偿还欧洲央行的35亿欧元贷款，很可能迫使希腊
做出违约和退出欧元区的选择。

欠欧洲央行35亿欧元到期

7月20日

目前，希腊债务危机有关各
方的回旋余地已经大大压缩，可
能面临的结局总结起来有以下三
种情况：

结局之一：希腊开始债务违
约甚至退出欧元区的进程。

结局之二：双方各让一步达
成协议。

目前，希腊与债权人主要面
临的分歧包括：希腊拒绝削减养
老金和公共部门工资，而 IMF坚持
希腊应在提高税收措施之外采取
更多的削减开支措施，其中包括
取消给低收入养老金领取者的特
别补贴；债权人希望扩大增值税
的税基，而希腊反对在药品、电
力、酒店和餐饮等行业提高增值
税税率；希腊希望债权人对减轻
希腊的债务负担作出明确承诺，
而债权人拒绝这样做。

结局之三：违约而不退出欧
元区或退出欧元区但不违约。

违约而不退出欧元区的后果
有点类似于两年前塞浦路斯爆发
金融危机后的解决方案。但希腊
的经济规模是塞浦路斯的将近 10
倍，“照猫画虎”的难度很大。

至于退出欧元区但不违约，
即希腊用自己的新货币偿还债权
人的贷款。

危机如何解？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
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向希腊提供了2轮共2400
亿欧元救助贷款，但贷款中仅不
到10%由希腊政府掌控。

政府仅掌控10%贷款
英国《卫报》网站 6 月 30 日

替希腊算了一笔账，分析希腊如
何使用救助贷款。这一算发现，
贷款中仅有不到10%由希腊政府掌
控，用于提振经济、发展改革项
目，而绝大部分被用于还债和救
助银行。

希腊 2010 年获得第一轮援
助，总额 1100 亿欧元。2012 年，
国际援助方“三驾马车”（欧盟委
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同意对希腊实施第二轮救
助，总额 1300亿欧元。根据援助
方与希腊达成的协议，希腊对私
人投资者持有的债务进行了多达
1000亿欧元减记。

但为了促成这 1000 亿欧元债
务减记，希腊向各方支出340亿欧
元，这笔费用计入“债务”。而后
希腊又拿出 482亿欧元救助银行，
1400 亿欧元偿还先前的欠款和利

息。最后只剩下不到10%贷款由政
府掌控，用于提振经济、发展改
革以及保障低收入家庭。

目前希腊负债总额为 3200 亿
欧元，其中 78%欠给“三驾马
车”。正如英国民间组织“禧年债
务运动”所说：“这场救助就是把
债主从私有债权人变成了公共债
权人。”

高盛帮忙掩盖问题
希腊债务问题早在希腊加入

欧元区时就埋下了伏笔。
根据欧盟 《稳定与增长公

约》，欧元区成员国必须将政府财
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控制
在 3%以内，公共债务比例控制在
60%以内，否则将面临严厉的罚
款。但当时希腊财政赤字超过规
定，只能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求
助。

2002 年，希腊在高盛帮助
下，通过货币互换交易筹到 10亿
美元资产负债表外资金。此后高
盛为希腊承销了 10 次债券发行，
但并未公开货币互换交易信息，
欧盟监管机构对此一无所知。

在此过程中，希腊获得了资

金，逃脱了惩罚，高盛则赚取了
大量佣金。英国《金融时报》首
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指出，高盛
帮助希腊掩盖债务问题“完全合
法，却是丑闻”。

缺乏统一财政政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

济研究中心薛磊博士指出，希腊
债务违约凸显欧元区财政政策缺
少统一指导原则。

薛磊表示，欧元作为共同货
币，各成员国间经济差距很大。
希腊加入欧元区前，债务问题还
不是非常严重，加入欧元区后，
大量资本从经济更发达国家通过
贷款方式流入，债务问题日益恶
化。

薛磊认为，欧元区实行单一
货币使成员国之间利率均等化，
失去了通过调整利率来调控经济
的手段。

希腊债务问题凸显欧元区设
计问题，即只是货币联盟而不是
财政联盟，在财政政策上缺少统
一指导原则。希腊作为其中最弱
一环，首先陷入困境。

希腊救助款去哪儿了？

大约1.7万名希腊民众6月29日走上首都雅典及第二大城市
塞萨洛尼基街头，表示要在即将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投下反对
票，并且痛斥国际债权人“敲诈”。示威民众高举横幅“我们的
生活不是债权人的”，高呼口号“不要紧缩政策”、“不要三驾马
车的勒索”。许多人支持总理齐普拉斯，表示将在7月5日全民
公决中投下反对票，抵制条件严苛的国际救助协议。

希腊万人示威
斥国际债权人“敲诈”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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