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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
希腊支持救助党派赢得选举，该党领导人称希腊将信守承诺，履行义务；“退欧”之忧大大降低

新京报讯 （记者沈玮青）
当地时间 17 日，希腊举行了
六周以来的第二次议会选
举，根据初步结果显示，支持
紧缩措施的新民主党得票率
居第一位，反对紧缩措施的
左派政党联盟紧随其后。这
一结果使得希腊退出欧元区
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希腊“不能浪费时间了”

据悉，希腊本次选举参
选政党有 21 个，其中新民主

党、激进左派政党联盟和泛
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为希腊最
主要三大政党。

根据此次选举统计结
果，支持国际救助协议和实
施紧缩措施的新民主党和
泛希社运得票率超过了反
对国际救助协议的左派政
党联盟。这意味着支持救
助协议的党派将占到议会
多数席位。

根据选举结果，新民主
党领袖萨马拉斯将成为希腊
总理，他在选举后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其将信守承诺，
履行希腊的义务。“今日希腊
人已经表示他们将坚决地留
在欧元区，我们将尊重他们
的选择和国家的责任”，他
说，“我们不能浪费时间了，
政府必须给希腊带来经济增
长，并确保最坏的日子已经
过去”。

萨马拉斯当天还呼吁其
他党派也参与到“民族救亡”
的联合政府中来。根据程
序，在选举结果正式公布后，
希腊组阁谈判会随即展开。

为求补助须裁1.5
万公务员

此前，为了获得欧盟、欧
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提供的第二轮总计 1300 亿
欧元的救助资金，希腊上一
届议会今年 2 月经过痛苦的
谈判，通过了新一轮财政紧
缩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在
2012 年减少 32 亿欧元政府
开支，占 GDP 的 1.5%；将私
营部门最低工资降低 22%，

以及年内裁减 1.5 万名公务
员等。

在 选 举 前 ，激 进 左 派
政党联盟始终主张中止已
达成的救援协议，并以“恢
复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发
展 的 全 国 性 计 划 ”代 替 。
此举因迎合了希腊民众的
心理而在上次大选中异军
突 起 。 市 场 为 此 普 遍 担
心 ，一 旦 激 进 左 派 政 党 联
盟 赢 得 议 会 选 举 ，希 腊 将
因 无 法 履 行 协 议 而“ 断
粮”，从而退出欧元区。而

目前的选举结果使市场的
担忧大大减轻。

有外媒分析认为，虽然
选举结果暂时缓和了市场对
于希腊政局陷入混乱及可能
退出欧元区的担忧，但选举
结果不会消除希腊和欧元区
各自及共同面临的巨大问
题。如今希腊已经选择留
在欧元区，外界关注的焦点
将转向德国，看德国是否有
可能向雅典做出任何让步，
以帮助希腊实现紧缩计划
的目标。

挺救助协议派：新民主党
新民主党成立于军政府垮台后的1974年。萨马拉

斯于2009年被推选为新民主党领导人。新民主党支持
第二轮救助协议，以确保希腊留在欧元区，但希望“适
度”谈判两轮救助协议中某些紧缩条款。

反救助协议派：左派政党联盟
左派政党联盟创建于2004年。它强烈反对希腊与

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的两轮救助协议。该党
派主张废除救助协议，但又不愿退出欧元区。

希腊大选结果初步揭晓
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
表联合声明，对希腊人民的
选择表示尊重，并希望希腊
新的政府能尽快产生。

声明表示：“我们对希
腊人民的勇气与坚韧表示
致敬，并充分理解他们为恢
复希腊经济、重建新的、可
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做
的牺牲。同时，我们也支持
希腊继续成为欧盟及欧元
区的一员。”

声明同时表示，欧盟希
望希腊大选结果能促使新

的政府尽快产生，同时强调
希腊与欧元集团达成的第
二轮经济调整计划应继续
成为一切促进经济增长与
繁荣，以及增加就业努力的
基石。“此外，欧盟也将继续
为希腊实现这一目标的努
力提供帮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
言人在 G20 召开前夕也表
示，该机构随时关注希腊的
选举结果，并准备与新政府
合作，以帮助希腊实现恢复
财政稳定性、经济增长和就
业等目标。

新京报记者 沈玮青

欧盟

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

2009年10月20日 希腊政府宣布
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将超
12%，随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
希腊主权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暴露。

2010年1月26日 希腊发售五年
期国债筹资113亿美元。

2010 年 4
月 23 日 希腊
正 式 向 欧 盟 与
IMF 申 请 援
助 。 受 此 消 息
刺激，一度跌近
一 年 低 点 的 欧
元大幅反弹，欧
洲 股 市 也 扩 大
涨幅。

2010 年 5
月 10 日 欧盟
批 准 7500 亿 欧
元 希 腊 援 助 计
划，IMF 也将提
供 2500 亿 欧 元
资 金 救 助 希
腊 。 受 此 消 息
影响，三大股指
开盘大涨。

2011年 7月21日 欧元区
领导人召开欧洲峰会，就希腊救
助问题进一步达成共识，向希腊
提供1090亿欧元贷款。

2011年10月21日 欧元区
批准再向希腊援助80亿欧元。

两大阵营之争

■ 各方反应

在选举结果公布后，德
国总理默克尔与希腊新民
主 党 领 袖 萨 马 拉 斯 通 电
话，祝贺后者当选，并称她
有信心希腊将严格遵守救
助协议。

根据德国政府当天发
布的声明，默克尔表示，今
后的合作将建立在希腊履
行 对 欧 洲 的 承 诺 的 基 础
上。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
当天则敦促称，希腊必须
履行同欧盟国家已达成的
各项财政紧缩协定。德国
是欧元区最大的“债主”，
如果希腊因不履行救助协

议而退出欧元区，德国将
损失不菲。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表
示，英国将与选举后组成的
新希腊政府继续合作，无论
其组成形式如何。

西方七国集团财长及央
行行长会议 17 日发表声明，
强调希腊留在欧元区内符合
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希望
该国新政府履行财政紧缩等
承诺。声明还称，G7将与希
腊新政府合作，并欢迎欧元
区各国与希腊建立合作关系
以确保改革得以继续。

新京报记者 沈玮青

德国

有信心希腊遵守承诺

■ 小知识

2010年1月14日 希腊提交了未
来 3 年的经济稳定与增长计划，拟在
2013年将赤字减少到3%。

2010年3月3日 希腊推出 48 亿
欧元赤字削减方案，包括部分增税和公
务员减薪等财政紧缩措施。引发国内
街头罢工和动荡。

2011 年 1
月 11 日 希腊
成 功 发 债 ，筹
资 19.5 亿 欧 元
纾困。

2011 年 6
月 29 日 希腊
议会通过 280 亿
欧 元 财 政 紧 缩
方案，希腊民众
连 日 示 威 反 对
紧 缩 措 施 并 与
警方发生冲突。

2012年 2月21日 欧元区
财长会议通过 1300 亿欧元救助
协议。欧洲股市早盘全线上升。

2012年3月16日 IMF批准
向希腊提供280亿欧元中期贷款。

2012年 5月15日 希腊组
阁失败将重新举行大选。全球市
场震动，欧美股市大跌。

新京报记者刘兰兰 整理 新京报制图/赵斌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