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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举行公投
决定国家“钱程”

首先需要澄清的
是，5日的公投不是希
腊民众关于是否退欧的
公投。简单来说，此次
公投投的是一份已经过
期的债权人协议草案，
接 受 协 议 草 案 就 投

“YES”， 拒 绝 就 投
“NO”。

这份协议草案是国
际债权人在6月25日提
出的，计划将6月30日
到期的希腊救助协议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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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前提条件是，希腊继续
在债权人的“监管”之
下，实施一系列紧缩和
改革措施。希腊政府拒
绝了这一草案并将其诉
诸公投。

问题是，草案中计
划延长的救助协议已在
6月30日到期，原则上
已经不复存在了。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
称，随着希腊前一轮救
助协议到期，债权人此
前提供的协议草案不会
再出现在谈判桌上了，

“任何新的救助协议都
将被赋予新的条件”。

欧元集团主席戴塞
尔布鲁姆也在 7月 1日
晚间的欧元区财长会后
表态称，与希腊签订新
的救助协议将会被赋予
更为严苛的条件。

这说明，即便公投
结果是接受债权人此前
提出的协议草案，最终
希腊与债权人也需要坐
下来协商一份新的方
案。

公投投什么

这次希腊公投票上
还有一个“小陷阱”，

“不接受”选项放在
“接受”上面，给人以
选择“不接受”的心
理暗示。

希腊总理齐普拉
斯1日下午发表全国电
视讲话时呼吁民众在 5
日公投时投反对票。
齐 普 拉 斯 摆 出 一 副

“要钱没有”的态度，
逼迫欧盟提出更称希
腊心意的妥协方案。

投票“陷阱”

希腊自6月29日开始关闭银行、实施资本管制后，计划对债权人
协议草案投“YES”的人数正在上升。希腊媒体最近发布的一份民调
显示，47%的投票者将计划投“YES”， 43%的人计划投“NO”。

专家认为，如果投票结果是“YES”阵营取胜，希腊仍将面临诸
多不确定性，不能保证希腊会百分百留在欧元区内。

投票后，希腊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谁将代表希腊民众的意愿与债
权人进行谈判？是否会举行大选组建新的政府？齐普拉斯在6月30日
电视讲话中暗示，如果希腊民众对债权人的改革要求投“YES”，他将
辞职。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基斯在7月2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做出相同
表态。但是鉴于齐普拉斯在谈判过程中，态度多次出现反复，“辞职”
之说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认为，这些不确定性的大小
将取决于“YES”阵营取胜的规模。鉴于旧协议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已
不复存在，那么很可能希腊和债权人将重新协商一份全新的协议。如
果举行大选，双方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达成协议。

格罗斯预期的结果是，公投中投“YES”的阵营取得“小胜”，债
权人将与新政府展开长时间的谈判，希腊人民将面临更为严苛的救助
条件。

民调：47%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不愿公开姓名的银行业消息人士的话报
道，如果希腊同意为接受新一轮救助而实施银行业改革，那么国内银
行中单一账户存款超过8000欧元（约合8900美元）的储户可能面临部
分存款被强征的命运，强征比例可能达到30％。

一名熟悉谈判进程的银行业消息人士说，一旦希腊重新回到救助
协议中，那么储户存款遭“剃头”的选项就可能包括在银行业整体改
革方案中。《金融时报》报道，这一做法类似2013年应对塞浦路斯金融
危机的做法。为缓解金融危机，塞浦路斯 2013年 3月与国际债权人达
成一项救助协议，打算向国内银行小额和大额储户均征收一次性存款
税，引发国内强烈反弹，方案遭议会否决。随后，政府与国际债权人
达成一项新协议，依据欧盟相关法律“完全保护”塞浦路斯银行中10
万欧元以下的存款，但 10万欧元以上存款将被冻结并部分用于偿债。
这些大额储户最终承受的损失高达60％。作为回报，欧盟委员会、欧
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塞浦路斯提供100亿欧元救助贷款。

希腊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 3日晚些时候通过微博客网站
“推特”发表留言，否认会对大额储户强征存款。“《金融时报》有关
希腊银行业方案的报道是一个恶毒谣言，”瓦鲁法基斯说，“希腊银行
业协会负责人3日早上就已经否认。”

希腊储户存款要遭“剃头”？
谣言

齐普拉斯政府呼吁希腊民众公投时投反对票，称这将有助
于政府在谈判中争取更好的结果。

而欧元集团主席戴塞尔布鲁姆7月2日在荷兰议会讲话时则
表示，如果多数希腊人在公投中说“NO”，那么欧元区将不会继
续给希腊提供援助，且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也会变得“极度困
难”。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格罗斯认为，如果公投结果正如齐
普拉斯政府所期待的是“NO”，不接受债权方提出的改革要求，
那么意味着希腊将进入全面违约。继 6月 30日对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IMF） 债务违约之后，将继续在 7 月下旬对欧洲央行
（ECB）违约，希腊的银行系统将进一步崩溃，希腊经济将进一
步下滑。由于银行账户被冻结，希腊民众可能停止缴付税金，
政府也将无法正常支付工资，希腊社会法律和秩序将会面临瘫
痪。

格罗斯说，尽管从法律角度来讲，希腊不能被强制逐出欧
元区，但从现实角度看，如果希腊政府不可避免地出现收支问
题，希腊将很难留在欧元区。

民调：43%

曾经就职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詹姆斯·安杰洛斯曾就这
场债务危机实地走访希腊，他最先去的是被戏称为“盲人岛”
的扎金索斯岛，据称岛上2％的人口注册为盲人。安杰洛斯调查
中发现，这座岛上的680名注册“盲人”中，498人为谎报，其
中 61人还持有驾照，在岛上驾车行驶。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
是因为如果注册为“盲人”，希腊政府会每两个月给予其 724欧
元补助以及相关电费减免优惠。

不少人热衷成为“盲人”，那其他“残疾人”是否也是借以
获得不法补助的假冒对象呢？当时，希腊政府出台规定，领取
残疾人补助者必须到政府办公地当面更新有关资料和记录，结
果有3.6万“残疾人”没有现身。最后，这些人的补助撤销，政
府一下子可以省下每年1亿欧元开支。

根据希腊官方统计数据，雅典只有300多处别墅和豪宅有私
人泳池，因而需要缴纳与私人泳池有关的奢侈税。不过，当局
此后使用“谷歌地图”对雅典的豪宅做一番鸟瞰，发现这一地
区拥有私人泳池的住所接近20000处。面对政府方面敦促缴税的
要求，不少民众开始购买迷彩防水布，用以遮盖泳池，以免在
税务部门开展“空中监查”时被发现。

虚报残疾领补助瞒报收入逃税收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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