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明镜周刊》曝光美国国家
安全局监控国际金融交易的丑闻，
引起欧洲强烈反应。据“明镜在线”9
月 17日报道，欧盟内政事务专员马
尔姆斯特伦表示，如果美国违反同
欧盟签订的数据保护协议，同其他
机构共享 SWIFT 数据，欧盟将考虑
终止同美国的金融信息合作。欧洲
议会7个党团中，有4个已经明确提
出，在美国澄清事实前需要暂停欧
美金融信息合作。

多种方法入侵SWIFT网络

SWIFT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
会的简称，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通信
网络之一。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
过它相互交换电文，完成金融交易。
接入该网络的金融机构超过 8000
家，遍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明
镜周刊》获得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秘
密报告显示，美国情报人员使用多
种方法侵入SWIFT内部数据通信。

“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名
义强烈要求欧盟提供相关金融交易
信息，遭到欧盟拒绝。在华盛顿反复
施压下，2010年双方签署《恐怖分子
金融追踪项目协议》，但欧盟要求美
国严格保护数据隐私。《明镜周刊》
说，美国明显违背了这一承诺。美国
国家安全局 2011 年一份秘密报告
把 SWIFT电脑称之为“目标”，秘密

数据搜集则被称为“定制接入行
动”。美国至少在 2006 年就自由进
出 SWIFT 网络，并能够任意阅读银
行在 SWIFT 打印机上的内容。美国
国家安全局负责监控银行资金流
动、信用卡和转账数据的数据库到
2011年储存了1.8亿个独立数据集，
大多数数据将在数据库里保存 5
年。

美国情报机构以金融交易是
“恐怖分子的软肋”为由最大限度
地搜集各种金融数据，这无疑同各
国法律和国际规范相冲突。美国金
融监控的重点集中在非洲和中东地
区。2010年夏，一名中东商人想向
国外汇一笔钱，金额高于 5 万美
元。他要求汇款不经过美国，银行
名字也要保密。但这些信息最终仍
然进入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数据
库。

通过监控和汇总金融数据，美
国国家安全局能够轻而易举地了解
每个人的动向，包括去过哪些地方、
同谁进行联系以及通信习惯等。值
得注意的是，美国财政部在选择监
控目标方面同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
密切合作，双方工作人员定期互换，
时间长达几个月。

除了监控 SWIFT 网络，美国情
报机构还监视信用卡交易信息，项
目名为 Tracfin。由于很多银行都用
短信方式通知客户交易信息，这一

“后门”被美国情报人员利用。约有
70家银行受到监视。据披露，这一项
目至少从 2009 年起就已启动，大
型信用卡公司也不能幸免。在2010
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美国情报人
员详细描述了他们如何从复杂的维
萨信用卡网络中寻找突破口，并最
终渗透成功。情报人员说，他们的
入侵目标是欧洲、中东和非洲的维
萨卡用户，目的是为重点信用卡协
会搜集、解析和消化数据。维萨公
司发言人表示不清楚网络曾遭到非
法入侵，并强调只在收到法院命令
或其他合法程序情况下，才会提供
信用卡交易信息。报告显示，2011
年 9月，在Tracfin项目下，信用卡
相关的数据和短信息占了美国国家
安全局数据库容量的84%。

监控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通常情况下，全球金融数据首
先被美国国家安全局一并纳入数据
库，然后进行分析，并对加密数据进
行解密。美国情报人员最初只能对
加密过的银行客户的交易信息进行
解密，现在他们已能进入某些金融
机构办公场所的内部加密系统。美
国国家安全局分析师曾得意地宣
称，这让他们得到了全新的金融数
据，以及解密过的金融机构内部通
信。情报人员还抱怨金融世界的变
化太快。他们曾经侵入了西联汇款

的网络，但 2008年西联汇款强化了
数据保护，把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
报刺探挡在门外。

为了在海量信息中捞针，美国
情报人员还编写了“搜索指南”手
册，一些情报人员还自己开发出电
子工具，用来迅速甄别信用卡信息。

欧美关系面临更多变数

中国人民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
主任孟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
于德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
依赖美国，“棱镜门”事件并不会从
根本上影响德美关系。

不过，美国大规模监控国际金
融系统的做法仍在其盟国内部引发
疑虑。职能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局
的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曾从法律层面
审视了监控金融数据的行为，并重
新界定同美国的合作。英国情报机
构承认，储存和共享敏感数据是严
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因为海量数据
中很多其实并非他们的监控目标。

《明镜周刊》说，马尔姆斯特伦
在沉默一段时间后表示，美国必须

“立即和准确地说清事件，不能隐
瞒”。德国绿党欧洲议会的议员阿尔
布莱希特指责美国“公然违法”，并
强调欧盟需要暂停同美国的金融信
息合作协议。美联社的文章认为，窃
听丑闻一再发酵，将给双方关系带
来更多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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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财政部长扬尼斯·斯
图纳拉斯日前表示，希腊正寻
求通过国有资产担保来获得
贷款，并将以此避免从欧盟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获
得新的救助。

据 CNBC 网站日前报道，
斯图纳拉斯不太愿意接受外
部的第三轮救助，原因是外界
救助会附带关于希腊政府开
支和改革进程方面的条件限
制。据一项特别的安排，希腊
可以通过国有资产担保来发
行债券，进而获得欧洲稳定机
制的更多贷款。

一段时间以来，舆论普遍
认为希腊财政窘迫并需要获
得外界新的救助贷款，欧洲央
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兼比利时
央行行长吕克·克纳 11 日在
接受电台采访时称，由于希腊
从经济危机中复苏较为缓慢，
因此可能还需要两轮救助。
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上月
也表示，希腊 2015 年开始将
需要第三轮国际救助计划。

2009年底，希腊爆发主权
债务危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对希腊提供了两轮总
计 2400 亿欧元的救助贷款。
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应于
2014 年底结束。迄今希腊已
经获得了大约 2150亿欧元的
信贷援助。

希腊靠外部救助避免了无序债
务违约，相应地希腊承诺根据救助协
议实施严厉的紧缩和改革措施。但
是，这些措施在削减债务的同时，也
导致失业率增加、经济衰退等负面后
果，并引发一系列抗议。

让法国财长莫斯科维奇有点意
想不到的是，在刚刚结 束 的 欧 盟
28 国 财 长 会上，原本根本不在议
题上的法国却成了众矢之的，改革
不力的批评接踵而至，以至于莫斯
科维奇愤然反击，要求停止对法国
的抨击。他表示，法国不是欧洲病
人。

莫斯科维奇的愤怒是有一定底
气的。新出炉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
0.5%的增长，结束了经济衰退的局
面。法国的表现也支撑了欧元区二
季度 0.3%的增长。但法国的欧洲伙
伴们居然无视这看来“令人鼓舞的
信号”，纷纷表示对法国状况的担
忧，并一致认为，如果法国不加紧改
革步伐，就会滑入危险境地。

法国不是欧洲病人，但却已经

被它的欧洲伙伴们认作是“问题儿
童”。对法国的不信任从去年的评级
机构先后降低法国国债的信用等级
开始，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
文章将法国形容成欧洲心脏的定时
炸弹达到一个小高潮。法国政府高
官纷纷表态批评《经济学人》报道夸
张，但经济陷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
下、竞争力低下、政府开支及公共债
务日益膨胀，是政府官员无法掩饰
也无法回避的现实。虽然今年二季
度经济略有增长，但结构性问题仍
然存在，失业率仍在 10%以上的高
位，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法国
的年度评估报告认为，2013年法国
经济仍将萎缩，财政赤字和公共债
务G D P占比仍将增长，失业率会攀
新高。

尽管莫斯科维奇强调，法国已

经着手进行各种经济改革，改革的
步伐已经不可能更快了。但在旁观
者看来，法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改革
不力，法国人没有进行大规模结构
性改革的动力和勇气。

法国媒体发布的一个最新民调
显示，73%的法国人对法国和法国
人的前途没有信心，主要原因是“法
国的经济现状”。但有意思的是，近
八成的人承认，能住在法国是十分
幸运的，近五成的法国人认为，法国
的社会福利制度很好。这其实也从
一个侧面证实了法国人为什么对结
构性改革不感兴趣。

法国人自傲于他们优越的社会
模式、医疗保险和养老制度，如果不
是万不得已，没人愿意自动放弃稳
定和高标准的生活。但这种社会模
式在全球化、人口老龄化和财政捉

襟见肘的情况下难以为继，不进行
结构性改革会将整个社会拖入危险
境地。法国的近邻德国经过十年改
革，从曾经的欧洲病人一跃成为欧
洲经济的领导者，在国际金融危机
和欧债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法
国人在赞赏德国人勇气的同时，更
多地看到德国改革的痛苦过程，社
会福利被大幅削减，触动社会福利
体系的改革拉大了贫富差距。法国
人对这样的改革宁愿敬而远之。

法国也许希望随着欧洲经济缓
慢复苏，小幅的经济增长会掩盖住
一些根本问题，从而让法国不经历
太剧烈的改革而渡过难关。但这也
正是法国总让人提心吊胆的原因。
一旦这个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滑入
险境，对欧元、欧元区、欧盟和整个
世界都不是福音。

当前，欧债危机仍将是全球经济
形势的热点议题。法国无奈“牵手”
塞浦路斯，“为债转身”加入“欧猪五
国”阵营，“新重债七国”对欧元区乃
至欧盟当前脆弱的经济复苏形成较
强拖累。

首先，“新重债七国”面临债务和
增长双重危机，整体形势难言乐观。
债务层面，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预
计七国2013年债务占GDP比例分别
为：希腊 175.18%、意大利 131.41%、
爱尔兰 123.33%、葡萄牙 122.95%、
塞浦路斯 109.54%、法国 94.03%、西
班牙 91.34%。七国债务形势恶化风
险依旧。而在增长层面，七国的政府
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整
体仍呈负面，财政、信贷、贸易三重

“紧箍咒”引发的紧缩循环一定时期
内将强力制约复苏。在此基础上，债
务和增长双重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
正严重稀释救助政策成果。财政紧
缩举步维艰、青年人长期失业、社会
保障大幅削减等问题均对重债国走
出危机以及未来经济、社会、政治转
型产生较大冲击，尤其是对执政当局

造成极大现实挑战。
其次，法国深陷经济失速泥潭，

“自身难保”处境下核心国地位前景
堪忧。作为欧元区及欧盟核心国，法
国经济陷入“增长疲软困局”的同时
尚需承担救助责任，债务削减困难重
重，未来“被边缘化”疑虑加剧。法国
财长表态，“预计2013年增长率仍为
零，2014年方能初显增长迹象”。一
方面，投资、消费和出口停滞甚至倒
退的迹象比较明显；另一方面，奥朗
德政府偏左的社会化经济改革方案
对市场活力复苏形成压抑。

令法国人担忧的远不止经济本
身。法国由“债权国”向“债务国”的
转变，迫使欧委会不得不同意该国推
迟两年实现减赤目标，以降低潜在的

违约风险。对此，欧洲舆论忧心忡
忡：“法国问题”成了新问题，法国该
好好考虑如何防止沦为“欧洲二流国
家”。

最后，塞浦路斯依旧风险高企，
恐成引爆欧洲经济政治动荡的“地
雷”。《纽约时报》评论称，欧盟当初给
希腊国债减记50%、大幅提高银行准
备金门槛以及严格监控塞浦路斯资
本账户等一系列决策，“给塞浦路斯
的银行系统炸开了一个大洞，连锁反
应和不断升级的可怕后果接踵而
来”。该国银行系统最终资产缩水近
50%，损失高达GDP两成左右。据测
算，塞浦路斯已成为重债国中债务风
险累积最快、等级最高的国家。

塞浦路斯对欧元区乃至欧盟的

威胁不仅限于经济层面，经济问题引
发的“分离主义”倾向值得重视。经
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代价巨大，以致
塞浦路斯“被剥夺感”和“脱欧”情绪
日益增强，国内各界对欧元、欧盟以
及对德国的质疑愈加强烈。该国舆
论认为，“欧盟总部制定的决策无视
我们的利益，反而受制于德国的选举
周期”。

诚如加拿大皇家银行驻伦敦首
席经济学家拉森所言，“欧洲现在还
不是宣告危机已经结束的时候”。在

“新重债七国”的集体拖累下，欧洲经
济现有的复苏是脆弱而敏感的，短期
内经济恶化虽有所收敛，但中长期内
走出债务危机和增长危机尚需更强
动力。

欧盟威胁终止与美金融信息合作

欧债危机远未结束 新重债七国拖累欧盟经济复苏

9月 18日，希腊两大主要工会
组织开始举行48小时罢工，抗议希
腊政府的大规模裁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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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力度遭多方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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