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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最大的经济体，跻身欧洲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行列。

虽说没有富得流油，但希腊凭

借发达的农业，以及海运、旅游与

侨汇三大外汇支柱，其经济水平也

一直让希腊人民保持着衣食无忧的

状态。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希

腊人均 GDP 持续增长，直到 2008

年达到人均 3.2 万美元的顶峰。这无

疑是标准的发达国家水平。

但好景不长，巨大的转折随后

到来。2009 年，希腊爆发主权债务

危机。当年 12 月，希腊政府公布财

政赤字，而后全球三大信用评级相

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这被视

为揭开了希腊债务危机的序幕。之

后，希腊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从

2009 年到 2016 年，该国经济经历

了连续 8 年下跌。2016 年，希腊的

GDP 只有巅峰时期的 54%。

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必须要

追溯到 2001 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根

据协议，加入欧元区的国家需要有

一个健康的财政环境，即预算赤字

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负债

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当时的希腊财政赤字远高于这

个水平。于是，希腊拉来了著名的

投行高盛，高盛通过一系列发行长

期国债、换汇等手段，让希腊的财

政赤字降到了标准线以下，并顺便

带走了 3 亿欧元的报酬。这并不是

什么新鲜事，像西班牙、意大利等

国在加入欧元区时面临财政水平不

达标，也是高盛通过类似的方法帮

忙解决。

但与西班牙、意大利等拥有成

熟工业体系的国家不同，希腊经济

形式相对单一，对国外的依存度较

高，所以 2008 年金融危机一爆发，

外界对于旅游等需求减弱，国家收

入减少，希腊再也无力偿还到期债

务，便面临国家破产的窘境。

之后，欧盟向深受危机打击的

希腊实施了两轮救济政策，但显然

这种救济是名义上的，是以逼迫希

腊实施严格的财政紧缩与大规模私

有化政策为前提。有分析人士指出，

当时许多援助计划是法国和德国制

定的，在希腊对大量国有企业和基

础设施进行私有化后，这两个国家

成为最主要的受益者。换言之，在

最需要帮助之时，希腊经济命脉仍

受它的“欧洲兄弟”摆布。与此同时，

政府缩减开支的大刀主要砍向公共

服务领域，2010 年至 2016 年，希腊

人的养老金经历了 11 次削减，6 年

中累计削减达 50%。对三分之一的

希腊家庭来说，养老金是他们唯一

的收入。同时，希腊的失业率一直

维持在 25% 左右。希腊激进左翼联

盟的顾问、政治分析人士季米特里

斯·拉皮季斯指出，欧盟的经济援

助条件十分苛刻，希腊人均背负的

债务约 3 万欧元，即使还贷条件有

所改善，这种情况也会继续。更重

要的是，欧盟援助资金几乎没有进

入希腊实体经济领域，而是让希腊

“借新债，还旧债”，形成对欧盟

进一步依赖。这是表面上的“握手”，

实则是新一轮的利益交换。

真正挽救希腊经济于水火的，

还是中国。当时希腊饱受债务危机

之苦，中资的注入，切切实实拉动

了希腊当地的经济和就业。这一过

程中，最著名的当属比雷埃夫斯港。

“当希腊身处债务危机时，中国帮

助了希腊人民。事实证明，比雷埃

夫斯港项目是互惠互利的，有力促

进了希腊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11

月 11 日，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共同参观中远海运比雷埃夫

斯港项目时，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

如此说道。

比雷埃夫斯港是希腊最大港口，

位于雅典西南约 10 公里处。比雷埃

夫斯，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扼守

通道之地”，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的港口之一，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当年希腊面临债务危机时，比港也

处于严重亏损状态。2008 年，中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