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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希腊是

欧洲民主和古典奥林匹克的发祥

地。这个素有“欧洲阳台”之称的

农业国阳光灿烂，爱琴海是中国

人趋之若鹜的度假胜地。那么，

怎么会突然成一个拖欧洲后腿的

灾难之源？

甘明宇介绍说：“希腊的社会

福利政策很高级，比如生一个孩

子可以补贴一千多欧元，教育、医

疗等基本免费。这种看似美好的

体制，其实暗藏危机。前总理帕

潘德里欧为自己的选民设立上万

个公务员位置，并为所有的公职

人员大幅提薪。现在，希腊公务

员超过100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

一，是欧洲最高的数字。为了显

示增设公务员位置的必要性，希

腊议会为每个细枝末节制定了法

律和法规。结果是官僚手续繁

冗，效率十分低下。”

甘明宇还介绍说，“我所认

识的商务人士都相信，由于无法

筹集资金并面临大规模款项支

付中断，可能有大量希腊企业倒

闭。一旦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

能性趋于明确，银行业可能遭遇

挤兑，私营或公共实体也将无法

再通过希腊法律框架下的工具

和合约获得融资。在一段时间

内，希腊政府可以勉强度日，但

是很快将山穷水尽，没钱发放政

府部门与退休人士的福利和工

资，还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

即使退出欧元区，我们这种商务

人士出于保值需要，欧元需求量

仍将会很大。”

在希腊药学院学习了9年的

药剂博士袁莉告诉记者：“希腊的

经济支柱是农业、旅游业和海运

业，缺乏工业基础，国际经济没有

后劲。假如退出欧元区，希腊的

外汇储备将会严重不足，希腊货

币德拉克马将会大幅贬值，很有

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综合新华社、《晶报》

八国集团峰会未解欧债危机
欧盟已为希腊准备“后事”

八国集团(G8)峰会19日在美

国马里兰州戴维营闭幕。不出舆

论所料，此次会议成果寥寥，成了

一场富国俱乐部的“穷”聚会。

虽然戴维营景色秀美，但与

会各国领导人却难言轻松。希腊

是否会成为欧元区第一个出局

者，如何控制西班牙等国的银行

业风险，如何在经济增长和财政

紧缩之间找到平衡点，围绕欧债

危机的诸多难题考验着八国集团

领导人的智慧，只可惜为期两天

的峰会并未在这些焦点议题上取

得突破性进展。

希腊将于6月再次举行议会

选举，其在欧元区的去留问题正

挑战着全球投资者的神经，导致

全球资本市场承压。

八国集团领导人表达了“留

住”希腊的意愿，但也强调希腊必

须履行其对国际救援方的承诺。

峰会结束后发表的《戴维营宣言》

强调希腊应留在欧元区之内并遵

守其承诺，认为强大且有凝聚力

的欧元区对全球稳定和经济复苏

至关重要。

观察人士认为，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欧债危机阴霾不散的体

制性缺陷在于其不完善的经济、

金融及财政一体化格局，货币联

盟缺乏财政联盟和经济治理联盟

的支撑。遗憾的是，八国集团戴

维营峰会并未对根治这一体制性

缺陷提出建设性方案，只是在宣

言中表示，欢迎欧元区领导人通

过具有可信度、及时的方式来解

决欧债危机的决心，八国集团将

采取所有必要的努力来重振经济

增长并应对金融市场的压力。

在增长“无望”，紧缩“难行”

的情况下，希腊出路或许只有退

出欧元区。新华社认为，种种迹

象预示着希腊退出欧元区已到危

险关头。

欧盟贸易委员卡瑞·德古特

18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说，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已开始制

订应对希腊出现债务违约状况的

应急方案来预防希腊退出欧元区

的危险。

这张美国白宫提供的照片显示，5月19日，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八国集团峰会间隙，英国首相卡梅

伦（后排右五）、美国总统奥巴马（后排右四）、德国总理默克尔（后排右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后排

右二）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前排右一）观看2011-2012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决赛。

直击经济危机中希腊人的生活

希腊人工作真“辛苦”：一周干3天一天干3小时
希腊，一个还停留在“神

的高贵”中的城市。在希腊

生活了十年半的华人甘明宇

说：“希腊最近在流行一个笑

话，内容是希腊众神开会，应

对金融危机。宙斯发言说，

‘不知怎么搞的，希腊经济崩

溃了。是啊，我和你们一样

震惊，毕竟我们素有勤劳勇

敢、艰苦奋斗的美名，一周又

一周辛勤工作。一周工作3

天，每天忙3个小时，直到45

岁退休那天。’这个笑话有些

刻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希腊的现实。”

在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

的最危险关头，记者最近几

天穿梭在雅典的街头巷尾，

探寻“风暴中心”的真切温

度。重债危机下老百姓的艰

难生活，渐次浮出水面。

记者在雅典街头的书

报亭看到，最新出版的希腊

报纸、杂志纷纷涉及国外援

助的话题。其中有一家名

为《撞击》的著名杂志封面，

是爱神阿弗洛狄德向德国

总理默克尔竖中指。72 岁

的雅典人米罗欧克斯，站在

书报亭前仔细翻阅报道。

对于阿弗洛狄德向默克尔

竖中指的杂志封面，米罗欧

克斯的情绪很激烈，“尽管

希腊经济面临困境，也不应

该受到如此的对待，特别是

受到德国的羞辱。我估计

德国实际上很想将希腊踢

出欧元区，因为德国官员的

言论特别刺耳。”

记者5月18日在雅典的希腊

国会大厦前看到，附近街区的主

要通道几乎都被警察看守，路过

的市民都被建议绕道而行。希腊

债务危机让社会严重分裂，罢工

和冲突此起彼伏，甚至导致大量

人员伤亡，公共交通中断，许多建

筑被毁等悲剧发生。

在国会大厦门前，停靠着来

自欧洲各地的十多辆电视直播

车。记者们扛着摄像机站在路

边，主持人站着提出一系列问题，

卫星传送车立即把信号传出。数

十位防爆特警牵着狼狗，在转播

车的行列中徘徊巡逻。希腊国家

电台记者木伊塔莎告诉记者：“最

近这半年，我们几乎天天都要跑

到这里‘报到’。从高层磋商来

看，新一届政府还得‘难产’，估计

要等到 6 月 17 日第三次举行大

选。要是政府的工作效率有记者

直播那么快，希腊的经济发展早

就上去了。”

希腊新政府的出生日期，被

延后到了6月17日举行希腊新议

会选举。

“欢迎来到希腊，这里现在是

无政府状态，”在希腊生活了十年

半的华人甘明宇告诉记者，“虽然

看似荒唐，但是希腊并没有外界

想象中的那么穷、那么乱。大家

该游行的时候游行，该生活的时

候生活。希腊去年的人均月收入

是1200欧元（1欧元约合8元人民

币），今年5月的统计数字是800

欧元，下降幅度比较大，但是勉强

也可以维持生活。”

走出雅典机场，随处可见黄

色的出租车，较大部分都是奔驰

轿车。雅典的出租车司机会先问

清你的去处，掂量大致能赚多少

钱，再决定是否载客。甘明宇说：

“在希腊，出租车拒载是很正常的

事情。很多时候都没啥理由，纯

粹就是司机看你不顺眼，就算投

诉也没用。”

在高福利的社会体制下，希

腊的作息时间十分人性化。每

天14时开始，雅典的大街上就冷

清得吓人。来自福建福清的华

侨郑喜明，在雅典著名的商业街

——马拉斯利街 27 号开了一间

服装店。这条号称繁华的商业

街大约有800米长，只有两个车

道的宽度。郑喜明说：“最近两

年的生意很难做，一到下午就没

人了。按照行规，大部分的商店

每逢周一、周三、周六，必须在15

时之前关门。每逢周二、周四、

周五，可以开门到21时。周日必

须关门休息，否则将被警察抓去

法庭。”郑喜明说，没有人知道接

下来会发生什么，唯一能做的或

许只有未雨绸缪，“我已经把老

婆孩子送回中国了，这样可以保

险一些。”

在雅典著名的阿马里拉斯街

头，记者邂逅了正在喂猫的退休

教师乔治亚·若望。71岁的若望

说，去年年底削减23%之后，自己

每月还能够领到590欧元的退休

金，这在白发阶层属于中等水

准。若望告诉记者，希腊很多的

物价都是在飞涨，蔬菜、牛奶、面

包这些生活必需品在这两年之内

价格翻了一番。在医疗方面，紧

缩政策下来以后，很多的公共医

疗保险的额度都在被大幅缩减。

勒紧裤腰带，希腊民众还能

扛得过去。也有一些人士厌倦了

这种生活。 希腊当地时间4月4

日，一位名叫克里斯托拉斯的退

休药剂师，在希腊国会大厦前的

宪法广场上举枪自尽。由于公共

服务、养老金工资削减以及税率

增加等问题及连续5年的经济衰

退，1/5的希腊人失业，2011年希腊

的自杀率比2010年增长了40％。

社会严重分裂 民众对政府很不满

商店生意很难经营 的士拒载家常便饭

债务重压削减补贴 希腊难以自力更生

蔬菜牛奶价格翻番 七旬老人生活拮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