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39 歲的馬克龍將於 5 月 14 日宣誓就任，並會是法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  

 

希臘：與債權人達成救助協議 

希臘與國際債權人就必須採取的緊縮措施及經濟改革達成協議，以換取 860 億歐元救

助計劃的下一筆款項。根據協議，希臘承諾進一步減少財政開支，將於 2019 年削減

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約 1%的退休金，並於 2020 年降低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門檻以取

得相若金額的稅收。希臘國會如今必須趕在 5 月 22 日舉行下一次歐元區財長會議之

前通過有關改革，方能取得所需貸款以償還 7 月到期的 70 億歐元債務。 
 

 

拉丁美洲 

波多黎各：美國規模最大的一次地方破產 

波多黎各已入稟法院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美國地方政府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破產事

件。波多黎各與債權人的談判未能達成共識，由美國國會去年成立的聯邦監督委員會

遂入稟啟動所謂的第三章（Title III）程序，藉此削減波多黎各 740 億美元的部分債務，

但此舉卻會令債券持有人蒙受很大損失。雖然這次申請或可以令波多黎各重新開始，

但亦可能與債權人（以對沖基金及互惠基金為主）展開冗長的法律訴訟。波多黎各是

美國領土，但多年來經濟低迷，失業率超過 12%，是美國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  

 

哥倫比亞：3 月失業率跌至 9.7% 

哥倫比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3 月失業率下跌至 9.7%，低於去年同期的 10.1%。

然而，失業率仍然相對偏高，並高於 2016 年平均的 9.2%，反映經濟增長正在放緩。

哥倫比亞 2016 年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放緩至 2%，是 2009 年來最慢增速。哥倫比

亞中央銀行於 4 月底發表的聲明指出，近期零售銷售、工業生產及消費者信心等經濟

活動指標顯示，第一季經濟增長的放緩幅度「大過原先預期」。為刺激經濟增長，央

行於 12 月展開貨幣政策寬鬆周期，自此將政策利率合共調低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