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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愛沙尼亞無視國內反對加入歐元區

的聲浪，即將於明年1月1日起揮別現時通行的貨幣克魯

恩（Kroon），改為採納歐元，成為歐元區第17個成員

國，也是第3個採用歐元的前蘇聯成員國。愛沙尼亞視使

用歐元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契機。

歐元俱樂部
愛沙尼亞入會

無視國內反對 元旦起棄用本國貨幣

市場上白銀一直供大於求，因此分析一直以為銀價不會有大幅波
動，但今年內，由於投資者大量湧入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刺激銀價不
斷飆升，由年初每盎司16.8美元升至目前接近30美元，升幅高達
74%，遠超金銅。

避險推動 狂創30年新高
過去4個月，銀價升了51%，不斷創出30年新高。銀價高企推動全球

礦商積極開採白銀，並將2010年白銀產量預期調高到7.332億盎司，較
去年預測高3.3%，2006年以來已累計上調14%。

法國巴黎銀行高級金屬策略師布里格斯說，銀價暴漲幾乎完全是投
資所致，例如由實物白銀支持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此外，近月
市場對通脹的憂慮、歐債危機，以及聯儲局量化寬鬆政策（QE），都
促使投資者轉投硬資產，一定程度推高銀價。

然而，銀價高企靠投資者支撐，因此亦可能突然下跌。瑞士信貸分
析師肯德爾說，當投資者對白銀的支持逐漸減弱，銀價將大幅下跌。
他預測明年銀價平均為30.1美元，但前提是要有新資金持續湧入。

除投資者感興趣外，近期銀價上升還受到其它因素影響。例如產銀
大國之一的中國早前取消金屬出口退稅，白銀出口因此減少59%。

■《華爾街日報》

聖誕過後，英國各大零售商前日展開「拆
禮物日」大特賣，由於明年1月4日起，當地
銷售稅將由17.5%加至20%，因此大批民眾
均把握最後機會掃貨，單在倫敦著名購物區
西區便有逾50萬人到場。據報數以萬計亞洲
遊客加入掃貨行列，甚至有中國旅行社組織
3天英國購物團，讓內地豪客掃名牌貨。

史上最旺一天 商戶憂來年
據估計，英國零售業在當日短短6小時

內，已賣出逾20億英鎊(約240億港元)貨
品，可能是歷來市道最旺的一日。但這不
代表新一年會有好開始，近2/3商戶對明年
消費市場感悲觀，因為政府緊縮開支導致

消費信心下跌，加上通脹壓力和銷售稅上
升，預料明年銷售額將較遜色。
■《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英國《太陽報》

英拆禮物日特賣 內地組團掃名牌

澳洲經濟蓬勃，吸引了一批「不速之客」到當地「搵食」──美
國公民。澳洲政府數據顯示，目前約有7,000名美國人以長期工作簽
證「457簽證」在澳打工，近5年人數已激增80%，人數僅次於英國
人和印度人。

23歲的達維拉原於加州鋪地板，但經濟不景，他被迫在雜貨店打
工，時薪僅8.9美元(約69港元)。2年前他遠赴澳洲重操故業，時薪達
50.21美元(約391港元)，是在美的兩倍。他更計劃開公司：「我在美
國工作一周賺的錢，這裡不到一天便賺到。」

分析指，澳洲人口較少，僅2,200萬人，故需要移民壯大人口，經
濟增長創造技術人才缺口，而在未來6年該國預料花6,000億美元(約
4.7億港元)發展基建，將需要更多技術勞工。 ■《華爾街日報》

受中國人民銀行上調基準利率消息影
響，美股結束聖誕假期休市後，昨日跟
隨歐亞股市回落。道瓊斯工業平均指
數昨日早段報11,527點，跌46點；標
準普爾500指數報1,252點，跌4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648點，跌16
點。

截至上周四，美股已連升4周，市場憧憬
大市跨年維持升勢。不過人行於聖誕(25日)宣
布加息，令投資者憂慮各國或加強收緊銀根
力度，拖累昨日全球股市普遍下跌。MSCI
全球指數上周見兩年高位後，昨日在美股
早段回落0.4%。 ■彭博通訊社

歐元區新成員
實質GDP增長(每年百分率改變) 預算平衡(佔GDP百分率)

愛沙尼亞
歐元區*

資料來源：歐盟委員會   英國《金融時報》 *包括愛沙尼亞　**預測

資料來源：世界白銀協會；湯森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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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布斯膺《金融時報》風雲人物
今年1月，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喬布斯走上三藩市芳

草地藝術中心的舞台發布平板電腦iPad，完成了現代
商業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復出。這不僅關乎半年
前迫使他退居幕後的疾病，同時也標誌喬布斯與蘋
果的重生。英國《金融時報》選擇喬布斯為年度風
雲人物，並撰文論述他將蘋果引領上巔峰。

「現實扭曲力場」大師
文章指出，喬布斯能讓觀眾信服，那些在其他廠商

手中似乎尚未成形的技術，已被蘋果完美地應用。為
激起消費者購買自己也不知是否真正需要的電子產品
的慾望，打消他們的疑慮極其關鍵。喬布斯早就被公
認是掌握這種「現實扭曲力場」的大師。

經歷過去30年，喬布斯成為美國幾大科技巨頭之
一。老對手蓋茨或許更富有，卻已離開舞台搞慈
善。如今，喬布斯才是焦點所在。

這些年來，蘋果針對微軟的所有打擊，沒一次比
得上iPad巨大成功造成的衝擊。iPad延續了iPhone在
觸屏多用途和應用程式（apps）的創新，代表沒滑
鼠和視窗的未來。通過操縱網上商店銷售的apps、
為開發apps制定規則，蘋果對這個新王國的控制更
勝於微軟對PC。

喬布斯能使消費者在不確定的經濟形勢下， 魔
般排隊搶購蘋果產品。矽谷金融家麥克納米說：

「喬布斯是最後一個偉大的創造者。其與眾不同之
處，在於當美國其他CEO都設法削支和裁員時，他

卻在憑空創造新就業和經濟活動。」麥克納米最近
曾模仿蘋果重建Palm，但宣告失敗。

喬布斯驅使企業不斷向前，而非沉迷舊有成功，
是其成功哲學。軟件設計商歐特克行政總裁巴斯
稱，其它公司可能試圖延長iPod產品線壽命，但蘋果
會說：「不，還有更好的技術。」

「出洗碗機也有人買」
今年5月，在iPad熱銷推動下，蘋果市值首度超越

微軟，成為全球最具價值的科技公司。喬布斯為對
手設立了一個令人生畏的標準，麥克納米說：「目
前，他們沒有天敵。蘋果就算推出一款洗碗機，人
們也會去購買。」 ■英國《金融時報》

愛沙尼亞早於2004年已加入歐盟。
該國中間偏右政府堅信，像愛沙

尼亞這樣小型開放的經濟體，最適合加
入歐元區。

「愛沙尼亞虎」冀歐元促增長
總理安西普說：「歐元能加強愛沙尼

亞經濟信譽，這對全世界投資者而言是
重要訊號。」經濟部長帕爾茨引述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研究指出，加入歐元區可讓愛沙尼亞於未來20年內，每年
經濟增長提升0.15-1.0個百分點。他同時表示，採用歐元對愛沙尼亞公司十分有
利，因該國80%貿易來自歐盟成員國。

財政部長利吉則指出，加入歐元區除可消除不明朗因素，以吸引更多貿易和投
資外，象徵意義也非常重大，因可向國際社會顯示，愛沙尼亞是「歐洲俱樂部」

的正式成員，這也是該國渴望加入歐元區的主要動機之一。
愛沙尼亞自1991年獨立以來，快速發展成為高科技驅動的自由市場經濟，贏得

「愛沙尼亞虎」的稱號。該國原希望於2007年加入歐元區，但因高通脹率而不符歐
盟於《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中訂立的入區條件。

政客斥盧布翻版 民眾憂通脹
然而，愛沙尼亞的疑歐派認為，根本沒放棄本幣克魯恩的理由。他們指出，

愛沙尼亞在盧布區48年期間，決策能力接近零，直至1992年建立克魯恩代替
盧布才結束這局面，現在加入歐元區無異於走回頭路。

國民對於加入歐元區也意見紛紜。政府最近一項民調顯示，支持加入
的佔52%，反對的也有39%；一項獨立調查更發現，支持和反對的差距
僅6個百分點，主要反對原因是民眾憂慮物價暴漲。一名70歲退休教
師說：「我注意到物價正向上，相信一旦歐元到來，物價將升得
更急。我不明白為何要改變。」 ■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

受到多個成員國債務危機威脅，歐元區可說

是處於生死存亡關頭。外界也越來越質疑，不

同經濟規模、發展速度的國家，採用單一貨幣

究竟是否可行。愛沙尼亞在這歐元區關鍵時刻

加入，無疑是一劑「強心針」，有助緩和其它

國家對加入歐元區的猶豫，同時，其穩健的財

政政策亦可供其它成員國借鑒。

緊縮奏效 東歐觀望
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愛沙尼亞是受創最深的

國家之一，2008年通脹高達10.6%，2009年經

濟倒退14.1%。這些數據令該國被擋在歐元區

門檻外。

然而，愛沙尼亞的緊縮政策相當奏效，今年

第3季增長按年急升5%，預計今明兩年財赤只

有1.3%和1.6%，遠較加入歐元區的門檻為低；

公債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亦只及歐盟平均

的1/10。

在嚴重衰退的環境下，大幅削減公共開支通

常會激起民眾不滿，例如希臘等多國便出現示

威罷工浪潮。愛沙尼亞雖緊縮財政，但未見社

會動盪，這亦值得其它國家借鏡。

鑑於歐元區陷困，波蘭、捷克、匈牙利以至

羅馬尼亞等一眾考慮入會的國家都顯得猶豫，

或會押後加入。預料這些國家會觀望愛沙尼亞

入會後的經濟表現。

歐元區生死關頭注強心針
中國加息影響
美股早段跌46點

銀價今年暴升74%  遠超金銅

越南曾是全球最炙手可熱的新興市場之
一，過去10年經濟快速增長，但「瘋狂」
擴張導致尾大不掉，後遺症逐漸浮現。國
企越南造船工業集團上周宣布，無法如期
償還6,000萬美元(約4.7億港元)首期債務。

知情人士透露，曾向海外貸款6億美元
(約46.7億港元)的越南造船，只能支付利
息，集團下月將與債權人討論如何償還本
金。有貸款人透露，他們不肯定集團是否
有足夠資源還款。

越南近年一直進行經濟轉型，但政策規
劃混亂，一味追求高速增長，導致通脹升
溫，越南盾貶值壓力大，民眾紛紛改買美
元或黃金避險，3大國際信貸評級機構都
相繼調低越南主權評級。

越南造船債務違約，恐進一步加重越南
的海外借貸成本，成為政府的最新危機。
有分析認為，政府可利用這機會不伸出援
手，藉此向其他國企發出整頓訊息，根治
效率不足的老問題。 ■《華爾街日報》

越南增長失控 國企無錢還債

馬來西亞計劃明年1月1日起，取消300種
受遊客歡迎的名牌商品進口關稅，使遊客
可盡情享受免稅購物樂趣。

大馬總理納吉布10月曾表示，為刺激旅

遊業發展、將大馬打造成亞洲購物天堂，
政府計劃取消上述關稅，其中包括服飾、
化妝品、紡織品、珠寶和體育用品等。

■新華社

大馬打造購物天堂 取消300種商品進口稅

經濟好薪金多1倍 美國人湧澳打工
希臘駐意大利羅馬大

使館昨日發現炸彈郵
包，當局立即疏散使館
人員，專家安全拆除郵
包，無人受傷。意國當
局指，希臘使館外的炸
彈郵包，特徵與上周五
在瑞士和智利大使館的

相似，當時一個自稱「非正式無政府聯盟」的組織承認責任。
希臘大使柯卡拉基斯表示，可疑包裹早於上周五送抵，由於

正值聖誕假期，故未有職員開啟。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希駐意使館收炸彈郵包

■Selfridges百貨公司被塞至水洩不通，
店員要護 飾櫃免被推倒。 路透社

■消防員進入使館戒備。 路透社

■愛沙尼亞1月1日起揮別現時通行的
貨幣克魯恩。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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