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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7小时彻夜谈判，欧元区领导人
峰会 13 日宣布就希腊债务问题达成协议。
当欧元区领导人都在宣扬希腊将摆脱退出
欧元区命运的成果时，严苛的协议条款让
不少希腊民众感到愤怒，认为协议是在

“羞辱”希腊。

还需数国议会通过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达成协

议。经过 17小时谈判，我们终于做到了。”
一夜未合眼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
他还创了一个新词“希腊式协议”，引发了
现场笑声。

根据协议，希腊政府需在 15日前完成
增值税、养老金改革和私有化等一系列关
键立法。在此基础上，欧元区原则上同意
与希腊启动救援款谈判，涉及金额在820亿
欧元至860亿欧元之间，为期3年。

此外，希腊在债权人监管下成立由希
腊出资和管理的500亿欧元信托基金。资金
主要来源于希腊国有资产私有化，其中一
半用于救助希腊银行，四分之一用于减少
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剩余四分之
一用于投资希腊经济。

未来两天，包括希腊议会在内的数国
议会需通过这份协议。希腊则需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相关立法。救助贷款得到批准并
发放后，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财长将密
切监督希腊方面履行救助协议的举措。

民众网上发泄愤怒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12日抵达布鲁塞尔

谈判时曾表示，他希望欧元区作出“另一
个有诚意的让步”，来确保欧元区完整。不
曾想到，17个小时艰难谈判后，双方达成
的协议条款比国际债权人6月交给希腊的方
案更加严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先前的
方案已经在希腊全民公决中遭否决。

现年60岁的希腊经济学家哈拉兰博斯·
鲁利斯克斯说，这份协议对希腊意味着

“痛苦、羞辱和奴隶制”。
35岁的私营业主莱夫泰里斯·帕布利迪

斯说，“今后几年生活肯定会越来越糟，我
宁肯接受其他选择，比如退出欧元区，那
样我们刚开始可能挨饿，但能自力更生应
对。”

希腊民众还将怒火发泄到网络，以
“这是一场政变”为标签的讨论成为希腊网
络热门话题。一名希腊网友留言：“我不敢
相信布鲁塞尔发生的一切，这些要求简直
疯了。”

“债主”不愿继续出资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否认谈判有“输

家”，“在妥协中，没有赢家和输家之说”。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尽管希腊暂时
摆脱退出欧元区的命运，但这份协议的履
行还取决于德国、芬兰和希腊等国议会批
准，一旦这些技术环节出现“事故”，那么

“退欧”将重回视野，整个欧元区再次面临
考验。

事实上，在德国等欧洲国家，不愿意
为希腊承担债务负担的民意占主流。新协
议包含的几百亿欧元救助款又得让欧元区
伙伴国掏腰包。之前，这些国家已经出资
约 2000亿欧元，这些救助款能否收回尚未
可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要去说服各自
的议会继续出资，可谓非常不易。

17小时谈判后债务危机各方勉强达成一致

希腊民众：被严苛新协议“羞辱”

■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各有不满。 ■ 希腊民众示威反对与欧元区领导人达成协议。

据国外财经网站报道，在经历了长达17
个小时的艰苦谈判之后，希腊同国际债权人
终于就债务问题解决方案达成一致协议。
在最终的方案中，希腊政府将对劳动力市场
和养老金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希腊
也因此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为期
三年，总额高达 86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另
一方面，希腊政府将向第三方流动性基金交
出价值大约 500亿欧元的国有资产用于私
有化，其中就包括一些风景如画的小岛。

外界起初预计，上述第三方流动性基金
将会设立在卢森堡，不过最终的设立地可能
会发生变化。在希腊移交国有资产（相当于
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左右）的过程中，
欧洲对于希腊向该基金移交何种国有资产
拥有控制权以及首要否决权。

欧元集团主席迪塞尔布洛姆在谈到希
腊将向欧洲移交资产的内容时透露：“接受
希腊所移交资产的将会是一家独立的第三

方基金，希腊移交的价值 500亿欧元资产包
括飞机、机场、基础设施和银行等等。”

彭博社此前援引迪塞尔布洛姆的话报
道称：“在未来几年中，欧洲会完成希腊所移
交资产的私有化工作。我们希望希腊国有
资产私有化能够换得 500亿欧元资金，但实
现这个目标需要一定时间。希腊银行业首
先将从新的援助方案中获得融资，之后欧元
集团再将这些值钱的资产进行出售。”

简单地说，希腊政府必须出售国有资产
以获得资金，这些钱不会落到希腊国民手
中，其将用于向债权人偿还贷款。

迪塞尔布洛姆在评论上述方案时说道：
“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方案对希腊和欧元区集
团都有好处。我们把钱借给希腊，最终这些
钱还是回到了我们口袋里。”

希腊将出售小岛还债
售价300万英镑起

希腊正在出售的GAIA岛，售价300万英镑。

7月13日，日本遗孤、中国归国者东京日本友好之会理事长池田澄江（前）在中国养父母公墓前敬献鲜花并祭拜。当日，由54名日本遗孤
组成的“东京日中友好之会感恩团”在哈尔滨市方正县祭拜中国养父母公墓。这次来访的遗孤都是1945年日本侵略军在仓皇撤退时，遗弃在
中国东北地区并被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许多孤儿被遗弃时仅有几个月大，如今他们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走到中国养父
母公墓前，许多遗孤都十分激动。中国归国者东京日本友好之会理事长池田澄江说：“虽然我的养父母没有葬在这里，但所有的中国养父母都
是一样的，看望他们就像看望自己的养父母一样。”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日本遗孤在哈尔滨祭拜中国养父母公墓

英国留学政策可能迎来“大变天”。
为控制移民数量，英国内政大臣特雷莎·
梅将推行一项新政，禁止非欧盟国家留
学生打工。她同时提议取消留学生毕业
后两年的“停留期”，要求他们毕业后立
即离开英国。这项提议得到英国商务大
臣赛义德·贾维德力挺。他表示，此举将

“切断留学与居留权之间的联系”。
新政促“学完就走”
根据英国现行留学政策，在英国高

等教育机构就读的非欧盟国家留学生，
满足一定条件者可利用空闲时间打工赚
钱。此外，留学生毕业后可在英国停留
两年，以应聘并申请工作签证。

特雷莎·梅认为，上述两项政策加剧
了英国移民问题，应取消。根据她的提
议，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将被禁止打工，并
且毕业后将被要求立即离开英国。有意
留在英国工作的学生，必须先回本国，向
英国申请工作签证。

同时，特雷莎·梅还发起打击“野鸡
大学”的行动，准备关停 870 所冒牌大
学，严防它们招收留学生。

这并非特雷莎·梅首次提出对留学
生设限。她去年曾提出类似方案，遭来
自自由民主党的时任商务大臣反对，未
能实施。这次，她的提议得到现任商务
大臣贾维德力挺。

英国近年来留学生人数持续攀升。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6月的一
年时间内，共有 12.1万名非欧盟国家留
学生进入英国。与此同时，只有5.1万名
毕业生离开，这意味着人口净流入量多
达7万。

反对者忧经济后果
虽然特雷莎·梅和贾维德两名“重

臣”力推这项新政，但教育界和商界一些
人士对此表示反对，称这将有损英国教
育系统、经济甚至国际影响力。

英国非营利研究机构“伦敦第一”与
普华永道今年5月联合发表的一份研究
报告显示，在伦敦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
留学生每年为英国经济带来约 23亿英
镑净收益。一些大学警告，如果限制留
学生的新政得以实施，上述收益可能“缩
水”。

英国董事协会就业与技能部门主任
谢默斯·内文表示，英国生活成本相对较
高，已经使留学生不愿前来或难以生存，
这项提议等于“雪上加霜”，把留学生毕
业生“一脚踢开”。他说：“现在，英国经
济正急需高端国际人才，如果把他们拒
之门外，将严重损害英国经济。从英国
教育、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来看，商
务大臣应重新考虑这项提议。”

英国拟禁止
非欧盟留学生打工
为控制移民数量还将取消毕
业后两年“停留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