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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官员透降息口风

证券时报记者 唐盛

欧洲央行日前宣布维持利率不

变， 但外界对欧洲央行的降息预期

并未因此降温。 在中国央行宣布降

息之后， 欧洲央行官员日前也透出

了降息口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央行

官员日前透露， 央行决策者已经为

将基准利率降至

1%

以下扫清了障

碍。 这名官员还表示， 目前对欧洲

央行执委会的大部分委员而言， 将隔

夜存款利率降至

0.25%

以下已没有异

议。 不过， 欧洲央行发言人拒绝就此

发表评论。 而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也

表示， 英国央行将激活一项紧急贷款

计划以应对欧债危机。

欧洲央行现行的基准利率为

1%

， 此前， 该行已经连续

6

个月保

持利率不变； 同时， 欧洲央行将隔夜

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分别定为

1.75%

和

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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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兴资源股票

被纳斯达克摘牌

据海外媒体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日前发表声明， 纳斯达克交易所已决定将侨

兴资源股票摘牌， 该决定将于

6

月

25

日开

盘时正式生效。

纳斯达克交易所曾于

4

月份宣布， 侨兴

资源股票已被暂停交易， 因侨兴资源未满足向

纳斯达克 “提供额外信息” 的要求。

（浩林）

国际监管机构拟放宽

银行业监管新规

证券时报记者 唐盛

据外电报道， 国际监管机构正在研究

放松银行业监管新规中的部分规定， 以降

低银行因全球监管新规定带来的经营难度。

报道引述相关人士的话称， 计划放宽

对银行业流动性覆盖比率的要求， 调整后

的监管规则将允许银行把黄金和股票等资

产计入流动性缓冲范畴， 同时， 还会有其

他放松措施将一并出台。 考虑到当前动荡

的国际金融环境， 这项安排将有助于降低

银行因全球监管新规带来的经营难度。

有业内人士指出， 上述潜在的监管规

定调整符合巴塞尔协议

III

的要求。

阿根廷私人外汇存款

跌至近

3

年来新低

据新华社电

阿根廷中央银行

16

日公布的报告显示，

截至本月

8

日， 阿根廷私人外汇存款额降至

98.79

亿美元， 创

2009

年

8

月以来新低。

报告说， 阿根廷政府出台了限制购买外

汇的措施后， 私人外汇存款比去年

10

月的

150

亿美元下降了

34%

。

报告显示，

5

月阿根廷私人外汇存款

减少了

16.06

亿美元， 占私人外汇存款总

额的

13.3%

。 而

6

月阿根廷民众从银行提

取外汇存款的规模仍然很大， 平均每天

1.1

亿美元左右， 仅

5

天时间从阿根廷银行流

失的外汇存款就占该国私人外汇存款总额

的

5%

。

阿根廷经济学家莱德斯马指出， 去年

10

月之前， 阿根廷民众习惯于将购买的外

汇存入银行， 用来抵消本币贬值的损失或准

备将来在国外使用。 但自从政府出台限制企

业和居民购买外汇后， 民众对阿根廷金融系

统的信任度骤降。 尤其是今年

5

月企业和居

民购买外汇的交易几乎被完全冻结， 更加剧

了居民恐慌情绪， 形成了从银行提取美元现

金的风潮。

日本重启

部分核电机组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日本政府

16

日宣布， 将重新启动关西

电力公司大饭核电站

3

号和

4

号机组， 从

而终结了日本自今年

5

月初以来的 “零核

电” 状态。 对此， 各界意见不一。

日本一直以来比较倚重核电， 福岛核

事故前， 日本电力供应约

3

成来自核电。

事故发生后， 日本国内

50

座商用核电机组

由于定期检查等原因相继停运。

面对希腊选举可能引发的风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被寄予厚望

G20

成拆弹部队

IMF

高筑全球防火墙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二十国集团 （

G20

） 领导人第七

次峰会今日起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召

开， 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繁多， 包括

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安全、 可持续发展

问题等， 但最受关注的还是如何应对

欧债危机带来的全球性风险。

就在昨日， 希腊举行了第二次议

会选举， 这次选举被视为对目前实行

的紧缩政策和希腊是否继续留在欧元

区的一次全民公决。 对于全球金融市

场来说， 这犹如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

“重磅炸弹”， 而

G20

峰会再次处在

“拆弹” 最前线， 成为被寄予厚望的

“拆弹部队”。

IMF

全球防火墙或扩容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昨日表示，

G20

峰会的首要议题将是批准向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增资以应对欧

债危机， 此次会议确定的 “防火墙”

规模将超过

4300

亿美元。

今年

4

月， 备受关注的

IMF

增

资议题取得决定性进展， 增资额进一

步上升至

4300

亿美元。 尽管

IMF

总裁拉加德强调， 为

IMF

增资以

加固全球 “防火墙” 不是为了某个

特定地区， 而将用于全球， 但从近

期来看， 最需

IMF

紧急资金救助

的仍是处于债务危机中的欧洲。

有分析人士表示， 陷入债务困

境的欧元区国家最终被迫向

IMF

求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IMF

现有

资源或许并不够用， 增资不可避

免。 但与会领导人是否最终会批准

这一计划仍存在变数， 一些新兴市

场国家也因为不满

IMF

改革的进

度， 并不愿意大规模增资。

随着欧债危机持续蔓延， 多国

领导人都希望从欧洲得到更大胆、

更迅速的信号以遏制其债务危机。

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欧洲领导人要

给全球市场带来信心， 而且动作要

快。 奥巴马的顾问们更将

G20

峰

会看作欧洲国家明确其计划以及展

示它们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的机会。

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范龙佩与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发布的

一封公开信表示， 欧盟将向

G20

传达其所做的应对危机的努力， 包括

应对重债国挑战、 通过财政整固与结

构调整等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强化欧

元区 “防火墙”、 对银行业注资等。

市场憧憬

G20

央行救市

除希腊之外， 埃及和法国昨日分

别举行了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 面对

难以预测的结果， 市场再一次习惯性

地将企盼的目光投向了各大央行。

据海外媒体报道， 二十国集团一

名高级助手稍早前曾表示， 该集团成

员国央行已经做好采取措施稳定金融

市场的准备。 这名官员表示， 如果希

腊选举的结果导致金融市场交易陷入

混乱局面， 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已准备

好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

该消息一出， 全球股市应声大

涨， 美国标准普尔

500

和纳斯达克

指数上周五都上涨了

1%

以上。 此

外， 疲软的经济状况令投资者深信

美联储本周有可能推出新一轮经济

刺激政策。 部分投资者认为， 除美

联储之外， 欧洲央行也会推出类似

举措。

有市场人士预计， 美联储政策

声明恰好是在希腊

17

日选举后的第

三天公布， 即便是希腊出现了最糟糕

的情况———即左翼政党赢得选举并提

升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 投资

者依然可以依赖由美联储政策行动构

成的相对坚固的安全网。

G20

峰会又被希腊抢戏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本月

18

日、

19

日是二十国集

团 （

G20

） 峰会主办方墨西哥与各

方协调后精心挑选的会期， 但不知

是否刻意安排， 希腊至关重要的议

会选举日期也正好在

G20

峰会的

前一天， 峰会毫无悬念地再次被希

腊抢戏。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

下， 投资者原本希望此次峰会能够

继续致力于保增长、 促稳定、 向世

界经济传递信心、 为全球经济复苏

提供动力。 不过， 本次峰会召开之

时正值希腊议会选举结果出炉之

际， 留给各国临时应对的时间非常

有限。 目前， 各国官员的表态都离

不开希腊， 希腊再次成为本次

G20

峰会当仁不让的主角。

其实， 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

来， 希腊一直就是盛产 “惊奇” 的所

在： 在去年

G20

戛纳峰会召开的前

一天， 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事先未

与各方通报， 突然宣布对欧盟刚刚通

过的新一轮希腊救助计划举行全民公

决。 整个世界被这个横空出世的公投

弄得方寸大乱， 东道主法国也措手不

及， 不得不临时改变峰会前的议程，

召集帕潘德里欧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

戛纳举行紧急会谈。

这一次， 又逢

G20

峰会。 希腊

新民主党和左派政党联盟正处于一场

势均力敌的较量当中。 在债务危机和

欧元区资格问题上， 新民主党主张

“适度” 修改国际救助协议中的紧缩

条款， 左派政党联盟则要求重新展开

谈判。 在这样的背景下，

G20

官员无

法不感到紧张， 全球投资者也都在密

切留意希腊的选举结果， 准备打一场

硬仗。

希腊大选前的平静

据新华社电

干净宽阔、 秩序井然的马路边，

市民们在咖啡馆悠闲地喝着咖啡， 谈

天说地； 着装时尚的年轻情侣时而喃

喃低语， 时而欢声笑语。 这是夜幕降

临后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

五天前， 笔者带着一丝忐忑来到

雅典报道

17

日的第二轮议会选举。

临行时， 朋友同事纷纷提醒， “一定

要注意安全”， “要不要多带点吃

的”， 如此等等。

可能很多人对大选前的希腊印象

是： 城市秩序混乱、 暴力游行不断

……近几天， 一些西方媒体的 “希腊

选举特别报道” 都在穿插播放着一些

希腊警察与抗议者对峙对抗、 抗议者

破坏公共设施、 建筑物燃烧的画面。

如果笔者不是身在雅典， 肯定也会觉

得这就是选举前雅典的样子。

然而， 当笔者走在爱琴海边这座

古老与现代完美结合的城市大道上，

进入充满现代化、 人性化设计、 陈设

着古希腊文物的 “博物馆式” 雅典地

铁站时， 着实对这里的安静、 低调有

些震惊。

笔者还分别在欧摩尼亚广场和宪

法广场全程目睹了左派政党联盟和新

民主党选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竞选集

会。 虽然集会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

但在这些极易出现骚乱的集会上， 笔

者没有看到一起骚乱事件。

在当地工作多年的中国同事以及

多位当地人告诉笔者， 即便是债务危

机爆发后， 雅典街头的普通抗议游行

其实也跟很多西方国家没有太大差

别。 在这段时间里， 严重的暴力事件

就出现过一次， 就是今年

2

月当希腊

议会准备通过新一轮大规模紧缩措施

并通过第二轮国际救助的时候。

一位

50

来岁的餐馆经理阿吉罗

斯告诉笔者， 这里大大小小的游行示

威主要是针对政府的， 而且几乎全都

发生在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及其附近区

域。 对于很多人印象深刻的纵火焚烧

建筑物的场景， 阿吉罗斯掩饰不住自

己的愤怒与无奈。 他说： “那些人都

是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 我们都痛恨

那些人！ 他们搞暴力事件已经好几十

年了， 只是现在想利用民众的不满增

加破坏程度， 从而增加自己的影响

力。 他们是希腊的污点！”

当然，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

当失业率达到

23%

， 当

50%

的年轻

人没有工作， 当普通民众两年前还在

享受的诸多福利不断消失时， 雅典社

会治安面临的压力确实越来越大。 但

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及整个欧洲经济

形势的恶化， 这已成为许多欧洲国家

面临的共同问题。

22

岁的电脑维修员柯罗尼斯告

诉笔者： “我们确实处在一个非常

艰难的时期， 很多人对自己的未来

有些迷茫， 我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糟

糕。 但生活还要继续， 很多希腊人

还在正常生活， 雅典基本上还是一

个平静、 安全的城市。 而媒体太容

易夸大某些方面， 尤其是那些不太

负责的媒体。”

柯罗尼斯说， 几天前当看到一家

西方媒体报道说雅典市民正在囤积食

物和水以应对大选之后的动荡局面

时， 他觉得 “莫名其妙”。 “至少我

身边的亲戚朋友， 我所知道的人都没

有这回事， 这确实有些夸张。”

这位目前只是在做临时工、 随时

都有可能失业的年轻人告诉笔者：

“我们前些年犯了不少错误， 现在的

困境算是一种惩罚， 但我们还是相信

希腊最终能够走出困境， 当然这可能

会需要很多年。 即便发生最坏的结

果， 我们退出欧元区， 那又怎样， 又

不是世界末日， 生活还要继续。”

“

我们前些年犯了不少

错误

，

现在的困境算是一

种惩罚

，

但我们还是相信

希腊最终能够走出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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