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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運河瀕癱瘓

石油危機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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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埃及雖然不是產油國家，但國內的蘇伊士運河是貫通歐、
亞、非3大洲的航運要道，每天有大量石油從中東取道埃

及運往歐美。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表示，埃及政治危機若進一
步升級，或導致石油短缺危機。
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令全球受「石油震盪」衝擊，油價

勁升一倍至每桶近150美元。受埃及騷亂影響，市場擔心蘇伊士
運河的石油運輸受阻，刺激油價上升，3月份布蘭特原油升穿100
美元一桶，自2008年10月以來首次破百。

局勢若惡化 OPEC將增供應
國際能源機構（IEA）表示，北非和中東地區局勢不穩，成為

石油市場的主要變數。分析稱，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浪潮」，
或蔓延至其他資源豐富的國家甚至波斯灣地區。OPEC表示，目
前市場的石油供應仍然充足，但OPEC已作好準備，埃及局勢一
旦惡化，將增加石油供應。
美國能源部估計，每天約有100萬桶原油和油產品沿蘇伊士運

河北上。分析稱，若取道埃及的石油運輸中斷，歐洲的石油供應
和全球油價將大受影響。
丹麥船運及石油公司馬士其集團昨日表示，鑑於埃及局勢不

穩，決定暫停當地業務。有船運業人士稱，蘇伊士運河仍在運
作，但由於埃及政府中斷網絡通訊，拖慢貨櫃裝卸速度，航運或
會受阻。

糧價飆升 銀行或擠提
另一方面，埃及政府至今仍封鎖互聯網，使經濟活動癱瘓，各

種食品價格飆升。在阿歷山大港一個市場，洋㡡價格由每公斤25
美仙（約1.95港元）升至約60美仙(約4.68港元)。
根據埃及央行數據，截止上月底，政府擁有360億美元（約

2,806億港元）外匯儲備；去年10月底為止，在商業銀行也有210
億美元（約1,637億港元）額外資產，顯示埃及政府在帳面上並沒
有即時償付危機，但有銀行業人士指出，如果埃及動盪局勢再持
續數周，資金繼續流出，埃及政府的備急資金將會用罄，屆時情
況不堪設想。
事實上，有銀行家指上周每日至少有5億美元（約39億港元）

資金流出埃及，以這速度計算，埃及政府儲備在1個月內將損失
四分之一。
有外匯交易員估計，埃及各銀行一旦開門營業，更可能引發擠

提潮，重創埃及經濟。
另外，埃及貨幣「埃及鎊」的幣值也可能大受影響。上周埃及

鎊兌美元的匯價只下跌0.7%，但埃及政府自周日起關閉銀行和金
融市場，未知何時重開，否則埃及鎊匯價極可能進一步下挫。此
外，被視為埃及經濟命脈的旅遊業，也勢必受動亂嚴重打擊。

■路透社/《紐約時報》/法新社/衛報/《華爾街日報》

埃及示威衝突持續，對經

濟的影響開始浮現。埃及不

少商業交易都以互聯網進

行，政府「鎖網」使不少經

濟活動癱瘓，全國最大港口

亞歷山大港的抵港貨櫃已滯

留數日。外界亦擔心，掌握

世界航運命脈的蘇伊士運河會一旦受到影響，將阻礙

到石油運輸，倫敦布蘭特期油亦因此在香港時間凌晨

升穿100美元大關。有專家更指，埃及局勢或觸發新

一波「石油震盪」，恐拖慢全球經濟增長。

資料顯示，每年有3.4萬艘商船通過蘇伊士運河，包括2,700艘超
級油輪，石油運載量達2,900萬噸，主要向歐洲運送石油，以及把
歐洲商品輸送到中東和亞洲地區。單在去年，蘇伊士運河便為埃
及帶來近50億美元(約390億港元)收入。
靠㠥蘇伊士運河，蘇伊士省成為全國最富裕的省份，但當地失

業情況嚴重，部分工人月薪僅68美元(約529港元)，生活捉襟見肘。

疑官員中飽私囊
示威者指總統穆巴拉克在位30年，貧富懸殊情況惡化，財富都

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在蘇伊士市，有民眾質疑運河的收益都落到
官員的口袋，貧苦大眾無法受惠分毫。一名的士司機說：「我日
做夜做，一天才得3至4美元(約23至31港元)，把我應得的一份還
給我。」
執政黨中有一些從商的政客，他們開設的公司成為示威者攻擊

的對象，遭人縱火破壞，穆巴拉克兒子的富商好友伊茲日前便宣
布退出執政黨。 ■路透社/法新社

運河去年賺390億

工人月薪僅500

危機惡化 累全球跌市

埃及動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埃及局勢惡化，
上周五歐美股市率先下挫，昨日亞太區股市除內地
A股上升外，其餘地區的股市均告下跌，其中港股
早段跌幅最多達330點，午後受內地A股上升支
持，跌幅收窄。㞫指全日收報23,447點，跌169.6
點，成交692億元。

受油價抽升帶動，石油股有支持，中石油(857)
及中石化(386)昨大升3%。匯控(005)則宣布把埃及
的全線分行關閉，匯控股價受壓，收跌1.57%至
84.75元。

市場憂慮埃及的動亂燃燒至其他中東國家，進一
步推高油價，加劇新興市場的通脹，亞洲新興市場
貨幣昨日全線下跌，港匯昨晚8時低見7.7971，上

日收報7.7880。泰銖更觸及五個月低位。外電分析
指，能源價格高企加劇了市場對部分亞洲國家決策
者應對物價上漲不力的擔憂。

美股早段升29點 歐股先跌後回
歐洲股市受埃及危機影響昨日早段下跌，其後跌

幅收窄。倫敦富時100指數中段報5,880點，微跌1
點；巴黎CAC指數報4,013點，升10點；法蘭克福
DAX指數報7,097點，跌5點。

美股則在經濟數據和企業業績佳的提振下上揚。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1,852點，升29點；標
準普爾500指數報1,280點，升4點；納斯達克綜合
指數報2,693點，升6點。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昨日表示，鑑於埃及政治
危機升溫，宣布下調該國的債務評級，從
「Ba1」降一級至「Ba2」，前景亦由「穩定」降
為「負面」，並警告中期而言有機會再降級。
有分析認為，穆迪早應下降埃及評級，稱早

前「埃及與土耳其獲相同評級，實屬笑話。」
上周五，評級機構惠譽國際已把埃及信貸前景
修訂為負面。
穆迪發表聲明稱，關注埃及的「深層政治、

社會及經濟挑戰」，包括失業率高企、貧窮等
問題，認為當局很可能為了平息民憤，而放寬
財政措施，進一步削弱該國本已脆弱的公共財
政，加上當地通脹壓力上升，任何增加財政開
支的舉動，將造成新的問題。
總統穆巴拉克下令新內閣致力創造就業，控

制通脹和維持補貼措施。但穆迪認為，埃及政
府的薪金和補貼已佔開支總數幾近一半，公共
財政很可能進一步惡化。埃及政府債務的信貸
違約掉期(CDS)成本昨日上升30個基點，曾高
見450個基點。 ■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穆迪下調埃債務評級

埃及示威潮擴散危機增加，或蔓延至印度、

巴基斯坦甚至拉美國家，「新末日博士」魯比

尼就警告，埃及危機可能進一步推高石油和糧

食價格，加劇通脹，進而打擊全球經濟增長，

但相信未至於引發另一場經濟衰退。

掀起「糧食革命」
中東北非地區多國近期掀起的示威浪潮，部

分原因是糧食價格急升，導致民怨沸騰，這一

趨勢在未來20年或將持續惡化。有分析指出，

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突變已為「全球糧食革命

世紀」拉開序幕，暴露這些要進口糧食的窮國

的政權弱點。全球糧食價格自去年夏季飆升，

成為這場抗爭的觸發點，亦形成惡性循環──

弱勢政府爭相儲糧，例如阿爾及利亞上周購買

了80萬公噸小麥。

食水或成新引爆點
除了糧食外，該區水源不足，食水成為最重

要的商品，繼糧食引發連串示威之後，下一波

抗議浪潮的引爆點將是食水。

中東地區是全球食水資源最少的地方，在

該區食水是一種戰略資源，令中東地區的政治和社

會出現不穩的真正變數，並非戰爭、恐怖主義或革

命，而是食水。

在1980和1990年代的「綠色革命」，中東國家大

力發展農業，單是農業的耗水量已佔全國的65%至

90%，問題在於各國政府只致力維持食水供應，例

如大量抽取地下水，而非減少食水需求。食水加價

成為減低需求的手段，因而可能觸發像近期出現的

社會亂況。 ■余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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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政府宣布全國銀行今日將繼續停業，但
匯豐控股昨日表示，已啟動計劃確保在當地業
務持續運作。匯控昨日表示，該行將密切留意
埃及局勢發展，並採取措施保護當地職員、客
戶和他們的利益。匯控在埃及13個城市設有
100間分行，僱員約2,100人。
此外，匯控在埃及分行的網頁刊登聲明，稱

已關閉全國分行，但客戶仍可透過自動櫃員
機、網上和電話銀行等，繼續使用服務。

■路透社

匯控計劃保持業務運作

暴徒再搶掠 軍方守護博物館
繼示威者闖入開羅的博物館，扯斷收

藏的木乃伊頭部後，另一城市也有多個
博物館倉庫遭殃，暴徒掠奪並搗毀古埃
及時期的手工藝品。掌管文物的最高級
別官員表示，24間國家博物館已受軍方
保護。
考古學家昨日報稱，蘇伊士運河沿岸

城市伊斯梅利亞附近的坎塔拉博物館遭
搶掠。一名倉庫工人表示，暴徒稱想找
黃金，得悉館內不藏金時便打爛文物。
該博物館收藏3,000件古羅馬和拜占庭帝
國的文物，當中很多是以色列於六日戰
爭佔領西奈半島後在當地挖掘，最近才

交還埃及。
塞加拉和阿布西爾金字塔附近的博物

館也遭搶掠，位於開羅南部的塞加拉是
埃及最古老金字塔所在地，並擁有大量
3,000年歷史的古墓。有專家估計，埃及
文物的受破壞程度，可能超過伊拉克和
阿富汗文物在戰爭中的損毀。

軍方再拘50人
另外，開羅國家博物館上周五遭搶掠

後，前日和昨日再有50名暴徒企圖闖
入，被駐守門口的士兵攔截並拘捕。

■路透社/美聯社/《華盛頓郵報》

油價升穿百美元大關 埃及1/4儲備或30日內蒸發

全球最大水泥生產商停工
全球最大水泥生產商拉法基(Lafarge)昨日表

示，鑑於埃及局勢動盪，該公司位於開羅東南
的大型水泥廠將停止運作，並開始撤走外國職
員及家屬。埃及是拉法基的中東業務總部所
在，有70名外國職員和2,500名本地員工，每年
生產1,000萬噸水泥。
埃及航空昨日宣布，在宵禁時間內取消所有

國內和國際航班。另外，喜力啤酒、化學品公
司AkzoNobel、日用品及食品生產集團聯合利
華、日產汽車及通用汽車等多家外資宣布停止
在埃及運作。 ■法新社

■作為世界石油運輸主要航道的蘇伊士運河瀕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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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控一間位於開羅的分行被暴徒破壞。美聯社

■由於局勢持續動盪，埃及人購入大批糧食、日用品，以備不時之需。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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