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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先前地理課堂所教授日本泡沫經濟的概念引發了我們對於各國金融面起起

落落的探索好奇心，對於經濟數據分析圖漲跌的透視瞭解更是有難以言喻的嚮往

之情。在經過一場淺談日本經濟發展的演變後也發現其中的奧妙之處。何以在表

面上似若一片繁榮景象，卻在政府干預並且戳破後竟瞬間化為一攤泡沫、成為一

場幻影？ 

     

而近期來各大財經新聞報導總免不了傳來歐洲金融浩劫衰退之噩耗，其債務

數目之驚人，如同骨牌效應一般，歐洲各國皆深受其害，其中尤以肇因希臘問題

最為嚴重。希臘在發生金融危機後釋出許多政策，但卻是陸續引發出無止盡的難

題，讓歐元區的隱患暴露無疑。縱使此次的金融危機位於歐洲，我們仍盼望能以

嶄新的國際觀洞悉世界另一端的發展。好奇於希臘政府將如何解決此燙手山芋，

而面對債台高築的歐元區的鄰近國家又將如何因應？我們渴望探討如此高度發

展的歐洲國家，卻何以擁有如此深埋已久之瘡疾？是否稍一不慎就將引爆另一場

全球金融風暴？ 

 

貳●正文 

一、希臘經濟危機緣由 

 

 圖一：2011 年 希臘 5~9 月股市走勢圖 

（圖片資料來源：取自 stock Q.org 網址 http://stockq.org/，2011） 

              

（一）福利制度問題顯露 

  

  歐洲一向都是都是以完善的福利政策著稱，然而希臘是歐盟成員國中經濟

欠發達的國家之一，卻仍向歐盟已開發國家的福利制度看齊，所以這造就希臘

經濟嚴重超支，債務連連。 

       

http://stockq.org/，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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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希臘高齡化程度愈來愈嚴重，根據歐盟統計資料顯示，希臘的老齡

化負擔占 GDP 的 15.9%，在歐洲排名第一，高齡化的沉重壓力意味著希臘政府

需要承擔更高的養老資金支出，這對於已相當吃緊的希臘無不是雪上加霜。 

     

（二）人民逃漏稅問題 

   

  希臘國內的高福利制度使得其人民背負龐大的稅收壓力。造成希臘國內偷

稅漏稅十分嚴重。根據希臘企業聯合會的估算，希臘全國每年偷逃稅款高達 300

億歐元。 

 

（三）觀光業收入大幅減少 

     

    根據世界觀光旅遊協會資料指出，觀光業占希臘國內生產毛額總值 18％，

也就是說每 5 人就有 1 人從事觀光業。然而 2010 年 4 月的冰島火山爆發卻嚴重

衝擊其觀光產業，使得國內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也間接影響到通膨率。 

     

    另外，因不滿國內政府爲解救財政赤字而頒布的新法令，希臘國內發起一

連串的暴動和罷工，這使得希臘被許多國家列為旅遊警戒區域，也因此重重地

威脅到國內的旅遊業。 

 

（四）公務員龐大支出問題 

 

    在希臘，僅政府部門的公務員數量就佔全國勞動人口的 10%。甚至就連希

臘所有的碼頭工人都算是公務員，一個初級工人的月薪大約在 3000～10000 歐

元之間，除此之外他們一年可以領 14 個月的工資。希臘公務員每個月可以獲

得介於 5 歐元至 1300 歐元之間的額外獎金，儘管希臘法律保護公務員免於被

辭退，但卻允諾他們在過了 40 歲之後就退休和領取退休金。另外公務員的女

兒是未婚或者是離婚，她們可以在父母死後繼續領取父母的退休金。 

 

（五）政府官員無能（貪汙） 

 

    為了兌現競選時的允諾，輪番上政的執政黨普遍奉行「向西歐富裕國家看

齊」的高福利政策，使得國家財政更加吃緊，陷入寅吃卯糧的惡性循環之中。 

 

此外，希臘政府的「貪腐文化」也是造成希臘國庫虧空的原因之一。美國

《華爾街日報》近日援引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賄

賂、政治獻金和其他公職腐敗致使希臘政府每年損失高達 200 多億歐元，相當

於希臘 GDP 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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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臘的行動與其解決方案 

 

（一）緊縮政策 

 

    希臘目前面臨鉅額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據希臘政府估計，希臘 2009 年財

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達 12.7％，遠超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

的 3％的上限。希臘政府為解決其經濟危機，決定實施緊縮政策以贏得歐盟對

解決希臘債務危機的支援。緊縮政策包括：將執行以增加稅收、減少政府開支

和國營企業私有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緊縮和改革措施。 

 

    「在削減公務員薪金和提高燃油稅等措施的基礎上，以年收入 10 萬歐元

以下徵收 1％特別稅，以上則徵收 45％特別稅。」（新華網，2010） 

 

    「在未來 3 年對固定資產超過 500 萬歐元的希臘人提高徵稅 2 個百分點，

對離岸公司的徵稅率從現在的 3％提高到 15％。」（新華網，2010） 

 

    希臘公務員第 14 個月工資（以往為補貼耶誕節）將削減 30％，其他獎金

將最高削 12％；政府高級官員工資將削減 50％；增值稅將從現在的 19％提高

到 21％；對煙酒類商品徵稅再提高 20 個百分點；每升燃油增收 0.08 歐元燃油

稅；對價值超過 3.5 萬歐元的汽車等奢侈品徵收特別稅。這一整套經濟緊縮政

策預計將增收節支 48 億歐元。 

 

    希臘政府將在未來兩年徵收一項新的房產稅，以實現預算目標。為了獲得

新的救助資金，希臘必須達到預算目標。希臘面臨約 20 億歐元的預算缺口，

希臘政府希望能達到今明兩年分別為 171 億歐元和 149 億歐元的預算赤字目

標。 

 

（二）福利壓縮 

 

    希臘執行緊縮政策計劃也許得到歐盟和金融市場的歡迎，但卻招致該國工

會和左翼政界人士的憤怒。「希臘公務員工會說，這計劃對公務員工資、獎金

削減和增加稅收等措施是不公平的。」（BBC，2010）；「退休公務員協會說，

讓退休公務員為這次危機還債的做法是可恥的。」（BBC，2010）希臘公佈五

年期緊縮計劃的細節，計劃總額接近 283 億歐元的緊縮計劃。 

 

1、希臘將力爭到 2015 年增加約 134 億歐元新收入，同時進一步削減 148 億歐

元支出，將預算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 2010 年的 10.5%降

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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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來兩年政府私有化和資產出售規模目標從之前的 115 億歐元提高至 150

億歐元。 

 

3、加強對福利費的管理、削減公務員退休福利以及在 2011 年大幅裁減公務員。 

 

4、最具爭議的條款是新的增收措施，未來三至四年內向所有納稅人徵收的 1%

～3%的特別危機稅。 

 

三、影響 

 

（一）對希臘 

 

1、失業率高攀 

 

    由於實施緊縮政策和赤字削減計劃，希臘經濟在第二季快速萎縮，GDP

下降了 1.5%，5 月份失業率也從 4 月的 11.9%上升至 12%。2009 年希臘經濟

萎縮2%，超過政府1.5%的預期值，而平均失業率為9.5%。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預測希臘 2010 年平均失業率將會是 11.8%，到 2011 年將升至

13.2%。 

 

2、扼殺經濟復甦 

 

    失業率持續上升的情況下，為解決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只能以透過發

行公債、增加稅收和國家減少支出這類近於自殘的辦法，結果既不能有效削    

減財政赤字，還有可能造成經濟更加萎縮、社會矛盾尖銳化。 

 

3、國債利差急劇升高 

    

    其利率值與德國相同債券之利率值「利差」高得離譜。10 年期公債與德    

國公債之利差今年 1 月 25 日為 3.25 百分比，至 4 月 27 日為 6.7 百分比，幾

乎為 2.1 倍。此皆為國際債市埋下陰影，如此高利差不知何時會因「債務重

整」或「違約」而引發另一場風暴。 

 

4、違約及債信危機未減反增 

 

    歐洲官員對爆發主權債務危機的希臘伸出援手 1 年後，市場投資人表示   

區域內銀行沒有籌足資本，或削減貸款金額，不足以應付一旦希臘違約所引

發的效應。而信評機構標準普爾在 15 日的報告內表示，希臘主權違約恐將導   

致希臘銀行陷入破產，及存款擠兌所造成的流動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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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削減赤字，希臘總理巴本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計劃凍漲薪資、

減少津貼，卻因而引發公共部門勞工罷工，考驗希臘減債之決心。信評機構

穆迪公司表示已準備調降希臘評等。    

 

   5、罷工潮 

 

    「希臘民眾正在用罷工的方式表達其對政府削減財政赤字政策的不滿，

而削減赤字正是希臘獲得國際援助的先決條件。」（財經日報，2010） 

 

    罷工由公、私機構的兩大工會發起，佔全國 500 萬勞工的一半，他們認

為這些嚴厲的措施只會傷害窮人，使衰退的經濟更加惡化。且民營企業工會

GSEE 在聲明中表示拒絕為這場災難善後。 

 

    24 小時的罷工行動癱瘓了希臘的海陸空交通，醫院、學校、觀光景點都   

暫時關閉。僱主聯盟代表則譴責那些罷工者，認為他們把希臘政府當成了慈   

善單位。 

 

  民意調查顯示反對加稅及削減經費的人數持續增加，計程車司機、清潔   

隊員，甚至是記者都陸續走上街頭。希臘勞工認為，財政危機的代價不應該   

由他們來付。而歐盟所支持的這一財政緊縮計畫只是在剝削窮人，只會讓希   

臘經濟更加惡化。另一方面，民調也顯示大部份民眾認同政策有其必要性，

政府將繼續執行。 

 

（二）對歐盟 

  

 

 

 

 

  

 

 

 

圖二：歐盟各國公債佔 GDP 比例 

（資料來源：取自經濟學人 http://www.economist.com/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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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委員會負責經濟和貨幣事務的候選委員奧利雷恩警告：「這場危機有

可能對整個歐元區產生溢出效應，因而影響到歐元區的整體經濟穩定。」（華

翼網，2011） 

 

    雖然希臘破產後，其以債養債之惡性循環短期內看似不易解決，幸好其

GDP 僅占全體歐元區的 2.8%，且歐盟在經過此次風暴衝擊後，以建立許多相

關應變機制與措施，所以整個歐盟之經濟環境仍然良好。至於希臘除已大力

緊縮支出與查稅之外，尚尋求外部經濟之突破，諸如 5 月初與中國達成多項

加強合作之協議，尤其要求大量觀光客前往旅遊。又如 5 月 14 日希臘與其世

仇土耳其化敵為友，並簽署 21 項合作協議，其中又以共同招攬中國觀光客最

為積極。若以經驗法則分析，歐盟現行之財政緊縮與貨幣寬鬆之政策，將使

歐元短期內不易回升，而在全球經濟仍在擴張的狀況下，可以加速歐元區對

外出口，以脫離衰退並早日復甦。 

 

參●結論 

 

    在現今世界各國緊密的關係中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情勢下，希臘的崩盤造

成的不僅是一國內政府抑或人民的危機而已，更是引發出許多一連串的效應，經

濟難題可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一秒才剛探討釋放出此時對國家最有利但卻

也得付出最大代價的政策時，下一秒竟又引發全國上下所動員的罷工潮，以及逐

漸攀升的失業率，並未見政府如何以完善的方法制度解決此問題，卻是隔靴搔

癢。而希臘仍為開發中國家，卻妄想與同為歐盟中西歐、北歐等高度發展國家實

施相同的政策以及良好的社會福利，殊不知這樣的仿效只是徒增政府的負擔，令

人有東施效顰、不勝唏噓之感。 

 

    在參考完其他經歷破產亦或瀕臨破產的國家所實施的方案，我們認為希臘人

民以罷工來表達自身不滿的方法是極為拙劣的，此時此刻更應以共體時艱的態度

幫助國家度過此一大難關，尤其這一連串的罷工潮特別又是由公務員所發起的。

公務員為一國家政府中最基本的支柱體系，若是缺乏支撐的棟樑，國家又豈能創

造經濟奇蹟、外匯存底？人民自身首要做的是瞭解政府實施每一政策的用意，以

全面的角度來看待，不應一味地抵抗，配合政策，若是有不同的意見不該以如此

激烈的手段對抗政府。 

 

而政府所要完成地為不應好高騖遠，須積極地開源節流，逐步縮減國債利

差，加強強制還本額度，降低舉債成本等，以進行債務瘦身，實踐對歐盟各成員

國的承諾以獲得援助。獲取各國支援後，在將來更不應重蹈覆轍，而使希臘成為

信用破產之國。雖希臘此一經濟危機仍在進行中，但我們也會持續地關注希臘政

府的配套解決方案，瞭解其措施背後最大的用意，盼望其能盡快創造其經濟的復

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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