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
任
編
輯
：
朱
韻
詩

A6 2011年3月16日(星期三)

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核危機升級，福島第一核電廠六

個反應堆之中，四個廠房先後爆炸和起火。日本政府

正式請求美國及國際原子能機構協助將反應堆冷卻，

以求解除危機。日本核危機已演變成世界性災難，既

威脅日本民眾的生命安全，也影響其他國家人民的身

體健康，還造成人類利用核能發電的衝擊。國際社會

應盡快聯手，全力阻止核災難擴散。日本當局更要改

變隱瞞、淡化危機的做法，以公開透明的態度配合國

際社會的援助，避免一錯再錯。

日本核危機至今仍未受控，當局束手無策，唯有撤

離附近民眾，各國政府亦開始接走在日僑民。情況仍

在繼續惡化，大量核輻射物質隨風飄散，對日本本

國、周邊國家乃至遠在萬里之外的美國都構成威脅。

核電廠爆炸已不僅僅是日本的危難，而是關乎人類安

危的浩劫。為了將日本解救於危難之中，亦為全人類

的安全 想，全球此時的確需要攜手同心，不論是國

際原子能機構、世界衛生組織，還是美國、法國、俄

羅斯等核電技術較先進的國家，都應無私地為日本提

供技術援助和防護措施，盡早控制危機，制止一場可

能危及全人類的大災難。經此一役，各國恐將重新審

視核電發展的政策，民眾對核電技術、安全、監管會

有更高要求。

這場核危機由強震海嘯引發，但亦有人為因素所

致。近日陸續有消息指，出事的核電站本身有設備老

化、抗震力不足的弊端，然而營運的東京電力公司不

但疏於維修，還屢屢隱瞞事故。福島第一核電廠1978

年曾發生「臨界事故」，篡改28次。日本企業向來以

管理嚴謹著稱，對牽涉重大安全的核電廠維護竟然存

在這麼混亂的情況，令人匪夷所思。發生爆炸之後，

日本政府未有第一時間向外界公布詳情，甚至以問題

輕微作遮掩，直到核災難擴散才向外告急求救，延誤

了時機，令問題更加棘手，鑄成大錯。痛定思痛，如

今日本政府唯有如實公布災情，讓國際社會掌握情況

制定應對方案，才有利於協助日本早日擺脫危機。

受日本核災難消息影響，投資者憂慮加深，昨日亞

太區股市全面急挫，港股出現恐慌性拋售， 生指數

最多跌超過1000點。能否止住恐懼情緒，關鍵要看能

否控制危機惡化。可惜，何時能夠控制核事故、對日

本及世界經濟造成多大衝擊、會否引發類似切爾諾貝

爾核事故那樣的全球生態災難，等等，眼下都是未知

之數，必然成為近期困擾區內乃至全球股市的不明朗

因素，其對股市的影響難以估計，小投資者小心為

上。

(相關新聞刊A2、A3、A4、A6、A7版)

日本大地震和核危機發生後，謠傳奶粉

供應將大受影響，並傳將來的奶粉有機會

受到輻射污染，引發市場對奶粉的恐慌性

搶購，無良商人乘機哄抬物價，大發災難

財。實際上，日本災情對本港奶粉供應影

響有限，供應短缺的傳言並無實據，當局

應及時澄清，消除市場恐慌情緒。同時，

要打擊商店哄抬奶粉價格，設立黑名單制

度，舉報違規商店，並研究由醫管局直接

採購奶粉，應付家長的需要。

日本主要奶製品工廠極少位於受災地

區，雖然災情難免對生產帶來一定影響，

但相信很快便會恢復正常。而且，日本出

口的奶粉需通過嚴謹的檢測過程，帶有輻

射的奶粉根本不能通過檢測認證，市民不

必過分憂慮。由於本港不少貨品都是從日

本進口，近日各種有關日本產品的謠言此

起彼落，擾亂市場的正常運作，令消費者

蒙受損失。當局應通過不同渠道澄清謠

言，防止謠言繼續散播。

消委會的調查發現，90%奶粉在兩年間

加價，70%加幅遠高於通脹率。事實上，

奶粉價格持續上升，固然是因為多了內地

人士來港搶購奶粉所致，但供應商既然看

到奶粉需求大增，在商言商之下自然會增

加供應滿足市場需求，不可能長期存在供

不應求的情況。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少店

舖眼見奶粉有價有市，於是紛紛大量囤

積，一方面製造供不應求的現象，以此作

為加價藉口；另一方面部分無良商舖與水

貨客合作，將奶粉走私內地高價出售，導

致市場缺乏足夠奶粉應市。這才是奶粉價

格持續上升的主因。

為紓緩本港奶粉荒問題，當局除了要加

強與供應商合作，確保奶粉供應之外，更

要加大打擊哄抬物價的力度。由於本港沒

有明文法例懲治囤積居奇行為，當局應與

消委會合作設立黑名單制度，以放蛇等方

式調查商店有否囤積奶粉炒作，如有發現

立即將犯事商店列入黑名單，並向公眾公

開相關商店名稱，此舉對於商店的商譽影

響極大，有助阻嚇不法商店不敢以身試

法。

(相關新聞刊A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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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聯手遏止核災難 澄清奶粉謠言 打擊哄抬物價

憂核危機升級 歐美股市急挫

核能前景堪虞 東芝沽盤未停

日經指數曾瀉逾14% 歷來第3大單日跌幅

日經平均指數昨晨裂口低開，午市後跌勢
加劇，最多跌近1,400點，超過2008年

金融海嘯時的日內最大跌幅。後來期指買盤
介入，加上東京證券交易所宣布限制套利措
施，跌幅收窄，收市仍創近2年新低。以全日
最低點計，自上周五發生地震以來，日股市
值蒸發近1/5。

道指早段大跌297點
歐美主要股市昨日全面下跌，倫敦股市曾

跌逾3%，觸及3個多月來低位，富時100指數
中段報5,620點，跌154點或2.68%；巴黎CAC
指數報3,722點，跌155點或4.01%；德國DAX
指數報6,528點，跌337點或4.92%。

據報紐約證券交易所昨日實施甚少引用的
規例，以紓緩股市波動，但美股甫開市便下
跌逾2%。美股曾急挫297點，其後稍為回
穩。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1,747點，
跌2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266點，跌29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633點，跌67點。
核能企業股份繼續捱沽，通用電氣股價跌
5%，低見18.93美元；保險巨擘美國國際集團
(AIG)亦跌4%，報35.97美元。

資金湧向債市避險，刺激美債上揚，10年
期國債孳息率由3.16厘跌至3.23厘。油價方
面，市場預料大地震後石油需求將減少，加
上中東局勢惡化，油價昨下跌3.95美元，每
桶報97.22美元。

日央行再泵8萬億圓
日本央行繼前日注資18萬億日圓(約1.7萬億

港元)後，昨日再投入8萬億日圓，以穩定金融
市場。受消息刺激，日圓兌美元匯價一度回

落，但昨晚再反彈至1美元兌81.52日圓水平。
由於災區工業停頓，多家企業持續捱沽，

豐田、日產和本田股價分別跌逾3.6%；索尼
插6.27%，日本最大銀行三菱UFJ更一度跌至
歷史新低。東京電力證實核反應堆再爆炸，
股價昨日再瀉25%。

IHS iSuppli估計，重要電子零件的全球供
應鏈受衝擊，影響或持續數月，晶片將出現
嚴重短缺。前日，NAND閃存記憶體現貨價
急升20%，DRAM記憶晶片亦升7%。

不排除增持股票托市
瑞信和巴克萊經濟師估計，地震災後重建

費用或高達1,800億美元(約1.4萬億港元)，相
當於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

日本面對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高官紛
紛派定心丸。經濟產業相與謝野馨表示，日
本的生產力和經濟活力並未下降，認為市場
短期內會恢復平靜，並強調日本股市今日不
會、亦沒有理由停市。他又說，日本政府不
排除增持股票托市，「雖然言之尚早，但我
們有這個考慮。」財相野田佳彥亦說，股市
大跌是因為「暫時性因素」。

美向日本提供援助
美國財政部表示，財長蓋特納已向日本政

府和央行表示提供援助。蓋特納昨日稱，相
信日本有能力負擔災後重建費用，而這場災
難預料不會影響美國息口和國債價格。美國
總統奧巴馬形容，日本這場災難是一宗「國
際悲劇」，稱「未來無論是幾天還是幾個月，
美國都將盡力提供援助」。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日本爆發核危機，嚴重衝擊一眾重
工業股份，作為福島核電站部分反應
堆的製造商，東芝首當其衝，股價前

日已急跌16%，股份昨日停牌，但大
量沽盤湧入，賣出價顯示股價再跌近
20%。核能設備生產商日立和三菱重

工，股價均跌逾8%。
分析員認為，東芝股份出現恐慌

性拋售可以理解，但程度超出預
期，故維持對東芝「買入」或「跑
贏大市」的建議。有分析員指出，
股價走勢蓋過了核能工業的估值，
預料當危機受控，股價將從谷底反
彈。「核能業務的價值可能下跌，
但不會跌至一文不值」。

儘管日本民眾對核能的信心受影
響，然而日本資源貧乏，8成能源
依賴入口，長遠很難找到替代核能
的能源。 ■路透社

日本福島核電廠昨日再發生爆炸，東京輻射量一度超出正常水平20

倍，觸發市場恐慌性拋售，日本股市繼前日挫逾6%後，昨日午市再暴

瀉14.17%，收報8,605點，全日跌1,015點，跌幅達10.55%，是1987年

股災以來最大雙日跌幅、史上第3大單日跌幅。此外，市場擔心日本核

危機升級，危及全球經濟增長，歐美主要股市昨日全面下跌，美股早段

曾急挫297點。

地震和海嘯造成嚴重的財產和人命損失，估計
全球保險業賠償額將高達600億美元(約4,679億港
元)，僅次於美國卡特里娜風災。三菱UFJ證券估
計，若計算稅收損失、對災區企業補貼，停電導
致的生產力損失等成本，日本重建費用將佔國內
生產總值(GDP)的5%。美國白宮發言人卡尼表示，
有信心日本可處理地震後的經濟挑戰，並稱地震
不會阻礙全球經濟復甦。

美稱有信心日可應付挑戰
三菱UFJ證券稱，不計海嘯和核洩漏，單是地震

就令保險界損失高達350億美元，修復核電廠需50
億美元(約390億港元)。國際評級機構惠譽也表
示，今次地震的保險成本是歷來最高之一，但可
被保險和再保險業吸納，不會造成廣泛破產和資

金緊絀問題。
另有分析認為，若把股本損失計算在內，重建

成本將超過現時預測。智囊組織「英國皇家國際
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羅西估計，日本損失了
10%股本，金額達1萬億美元(約7.8萬億港元)，相
當於GDP的20%。羅西表示，機械、發電廠、房
屋、工廠、港口等基建損毀嚴重，可能需4至5年
才能復元。

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後，日本經濟迅速V形反
彈，但野村集團澳洲首席分析師羅伯茨表示，與
上次不同的是，由於核電廠受損，今次日本很可
能進入長期停電狀態，或拖累經濟至第4季才會復
甦。由於豐田、本田和日產等對美國銷售的汽車
絕大多數都在北美生產，故美國汽車供應不會出
現短缺。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保險賠償料達4679億 僅次「卡特里娜」

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蓬勃，但自1992年泡

沫爆破後一沉不起，至今衰退期長達20年，經歷了

2個「迷失10年」。一場大地震再重創日本經濟，迷

失年代或會延續下去。

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汽車及電子工業傲視全

球，當時經濟學者自信預測，10年內有望挑戰美國

的全球最大經濟體地位。可惜泡沫爆破，拖累日本

90年代每年經濟平均增長只有1%，踏入新世紀亦未

見改善。

強震打擊經濟復甦步伐
日本面對內憂外患，經濟長期依賴出口，區內競

爭劇烈，價格下跌導致借貸成本增加。政府負債高

達國民生產總值兩倍，又陷入通縮困局。預料2050

年日本人口會減少2千多萬至只有1億，意味生產力

萎縮，政府的醫療福利開支大增，令負債問題惡

化。

日本經濟直至去年始見起色，日本出乎意料地成

為七大工業國集團(G7)中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然

而突如其來的地震，再度打擊剛復甦的經濟。瑞士

信貸銀行估計，這場地震造成1,710億美元(約

13,334億港元)經濟損失，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

3%。 ■《每日電訊報》

市場進一步憂慮日本面臨的危機，拖累倫敦4月份

布蘭特期油昨日午市大跌5.79美元，報每桶107.88

美元；紐約4月期油早段亦跌3.4美元，每桶報97.79

美元。國際能源署(IEA)稱，日本現時仍有足夠170

日用的石油庫存，但若有需要，該署準備動用戰略

石油儲備，確保日本石油供應穩定。

瑞典銀行集團SEB首席商品分析師希爾德魯普表

示，大量核輻射可能阻礙日本的重建和其他經濟活

動，導致石油需求減少，這是昨日油價下跌的主

因。IEA昨日發表的報告估計，若日本11個核反應

堆完全由石油發電廠取代，日本每日耗油量將急增

20萬桶。 ■法新社

布蘭特期油跌近6美元
IEA稱準備動用石油儲備

日「迷失年代」或延續下去■日本地震及海嘯後，核危機升級成另一憂慮，日後重建又是一個大考驗。
美聯社

■東京輪流停電，部分商店只有少量燈光，顯得
人民心情更沉重。 路透社

■地震和海嘯造成嚴重的財產和人命損失，估計全球保險業賠償額
將高達600億美元。 路透社

■日經指數昨日曾跌逾14%，收市仍跌逾
千點。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