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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希臘近來金融危機之一些背景 

● 黃煥堯  

 

 

坊間媒體曾用”歐豬五國”來形容歐盟最近岌岌可危的高負債且幾近破產可能的五

個國家，把這些國家英文名稱的第一個字母取出來即可拼成「PIIGS」，它們依序分別

是葡萄牙、愛爾蘭、義大利、希臘、西班牙，這些就是最近或未來最可能引發歐盟區

金融危機，弄得人心惶惶甚至會瓦解歐盟的幾個豬頭國家。 

以希臘而言，何以會加入歐盟後反而落到今天這個地步？歐洲地區是全球先進國

家比例最高的地區，早期全球舉足輕重的七大工業國即 G7（德、法、英、義、美、加

、日等），其成員就有一半以上是歐洲國家，經由這些經濟強國多年來提倡區域經濟統

合所形成的歐盟，本身的光環對歐洲其他各國就十分有吸引力，進入歐盟有如窮人獲

准加入富人所開設的上流社會俱樂部當會員，這對其他經濟情況平平的國家而言，好

似飛上枝頭作鳳凰或灰姑娘搭上南瓜車搖身一變為公主般，國際地位與民族自信方面

的虛榮心都可獲得最大的滿足。 

因此歐盟成立後，許多國家競相申請加入，但要進入歐盟也不是毫無代價的，最

主要在於財政方面要健全，且國家債務須控制在某一合理範圍內，即會員國預算赤字

不能超過 GDP 國民生產總值的 3%，負債率亦須低於 GDP 的 60%以下。 

在這種情況下，欲入歐盟的希臘卻是在預算赤字方面就佔了 GDP 的 5.2%，與歐

盟入會標準根本天差地遠。於是想抄捷徑進入歐盟的希臘 2001 年就找來惡名昭彰的美

國跨國金融組織高盛（Goldman Sachs，即後來搞出美國次貸風暴的始作俑者之一，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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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它厲害到最後居然還被美國政府列為援救對象），幫它設計出一整套的方法來處理債

務難題。透過這種高盛所謂的「創造性會計」，一方面使希臘可以在帳面上隱匿部分公

共債務（由高盛用換匯的方式多提供希臘十億歐元），使它符合歐盟的標準；另一方面

又讓希臘能繼續對外舉債，而不會顯示在財報上讓負債率上升，至此希臘可謂得償夙

願，不必費力改革也得以進入歐洲上流社會之行列中。而高盛也從對希臘的服務與貸

款中撈到三億歐元的高額佣金。只是希臘想也沒想到的是高盛早已把它未來的下場也

算計在內，打算好好痛宰這隻肥羊一番。因為高盛協助希臘完成這項作假帳系統後，

其實也心知肚明幾年之後債款逐漸到期，以希臘的經濟情況必然會出現償債能力不足

的情況，因此一方面在前一項十億歐元的貸款上找了一家德國銀行來提供保險，另一

方面又在希臘還不了債的消息曝光前夕，炒作希臘債務問題，造成市場的大幅恐慌動

盪，從而大舉放空攻擊歐元與希臘股匯市場謀取暴利。希臘等於是被債務壓得快吐血

崩潰了，還要雪上加霜地被高盛這種金融大鱷再多踹幾腳、多咬幾口，真正是得不償

失，悔不當初。 

綜觀整個希臘金融事件可以看出，虛榮心對個人或國家所可能造成的損害真是如

出一轍，一個人不顧自己經濟條件的不足，硬是要過高檔、上流社會的生活，結果在

入不敷出，需錢孔亟的情況下找上地下錢莊借錢應急，最後的結果就是被金融吸血鬼

給榨得精光、家破人亡，連原來較簡樸合理的生活方式也再不可得，希臘的情況即是

如此。它本是愛琴海沿岸的一個熱情、浪漫的純樸拉丁小國，後來卻因政客的大肆揮

霍、濫施社會福利（儘管國家舉債度日，希臘人依舊享有全世界最優渥的養老金制度

，人民每日平均工作時數僅五小時，公務員四十餘歲就可退休，還有豐富的退休待遇

，死後子孫還可續領……）而深陷泥沼。 

現在希臘還不出錢了，只好懇請歐盟各大國和 IMF（國際貨幣基金）給予紓困，

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紓困的一方也要求希臘必須強力自我整頓、清理門戶，才能

拿得到錢，其條件之嚴苛，還真有點像設下五關六將讓希臘來闖。於是一個本來可以

悠遊度日，生活輕鬆愜意的國家一變而為人人勒緊褲帶、削減社會福利、生活水平降

低的國度，希臘的慘痛經歷，是否能對那些逐漸或已經債台高築的國家（如台灣）有

著任何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