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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復活節假期的首日，大批港人趁長

假期外遊度假。受災難影響，今年前往日本

的本港旅行團減少，但港人仍踴躍前往其他

地點旅遊。「五一」黃金周將至，在日本旅

遊市場不景情況下，來港度假的內地和東南

亞遊客可能較往年多，本港必須做好接待準

備，加強導遊服務監管，杜絕再出現「迫爆」

景點、欺客宰客的事件，以優質誠信服務、

具香港特色的旅遊項目，維護本港購物天

堂、旅遊之都的美譽。

日本一直是港人旅遊勝地，但受日本地震及

核輻射事故影響，復活節假期前往日本的港客

人數急跌。有業內人士指出，日本遊出團數量

由往年約60至100團，大幅減至只有30至40

團。昨天，日本政府決定擴大福島第一核電站

的疏散範圍，規定方圓20公里外的5個地區，

居民亦要撤走，顯示核輻射有進一步擴散的危

機。仍堅持到日本遊的港人必須注意食品、飲

水的安全，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事前充分了解

遇上緊急情況時求助的方法，以求有備無患。

本港市民去日本旅遊人數下降，卻帶旺東南

亞短線團，旅客轉往新加坡、台灣及泰國等度

假，客量大幅上升。同時，這意味 內地和東

南亞的不少遊客今年也會捨棄日本而選擇香

港，「五一」黃金周可能出現遊客增幅遠超往

年的情況，對本港的酒店、旅遊景點的接待能

力是一次挑戰。在旅遊市場此消彼長，香港客

源增多的情況下，本港旅遊主管當局和業界應

該密切合作，做好購票、入場人流管制等應對

安排，切忌重演過往「迫爆」海洋公園和迪士

尼樂園等混亂場面；另外，當局還要打擊零團

費、導遊逼客購物的違規經營行為，切實保障

遊客的消費權益，不能再讓遊客敗興而回、香

港形象再受損害。

海南三亞剛實施購物免稅政策，內地旅客

紛紛湧至三亞購物，某程度上對香港形成競

爭壓力。本港旅發局和各大商場應該集思廣

益，積極推出促銷旅遊優惠，加強宣傳推

廣，保持本港銷售的貨物多元化、新潮、有

質量保證的優勢，拓展更多旅遊商機。今年

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香港在辛亥革

命中扮演了重要的歷史角色，本港應充分利

用這一主題集中展開旅遊推廣，設計與辛亥

革命和孫中山在港行蹤有關的旅遊項目，吸

引兩岸四地的遊客來港緬懷歷史。

(相關新聞刊A2版)

《紐約時報》及《CBS》新聞周四發布的民調顯

示，與奧巴馬政府執政初期相比較，美國民眾對美

國經濟前景的看法更加悲觀，多達57%的美國民眾

不贊同奧巴馬處理經濟的方式，高達70%的受訪民

眾認為美國步入錯誤軌道。與奧巴馬上台時要改變

美國和改變世界誓言相比，奧巴馬經濟政策已黯然

失色。奧巴馬和他領導的團隊沒有實際的經濟工作

經驗，他們不知道如何在私營部門創造就業機會。

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已經成為奧巴馬的夢魘，國會中

期選舉民主黨失利，奧巴馬2012年總統選舉連任亦

前景黯淡。　

在經濟衰退期間，奧巴馬政府撥出了近8000億美

元的刺激經濟資金。在奧巴馬和國會民主黨議員的

推動下，通過了規模龐大的醫保改革法案和金融改

革法案，這些重大舉措引起很大的爭議。奧巴馬的

急遽政策導致公共開支越大，私人部門的空間越

小，創造就業的難度就越大。龐大的醫改計劃給企

業增加了很大成本負擔。民主黨推動的給富人加稅

的議案以及金融改革法案，都給企業的擴張前景投

下不確定的陰雲。不確定是投資的天敵，這是美國

經濟復甦乏力而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

美國共和黨重量級人物米特．羅姆尼11日宣佈參

加2012年美國總統競選，他指出奧巴馬的經濟政策

已經失敗，因為超過2000萬美國人仍然找不到工作

或不再找工作。奧巴馬政府連續兩年來大規模的刺

激經濟計劃，未能把美國經濟拖出衰退的泥潭，一

輪又一輪貨幣量化寬鬆政策推出，美國服務業和製

造業依然發展動力不足，就業崗位不增反減。即使

在接近於零利率的情況下，奧巴馬政府的量化寬鬆

政策依然未能顯著推動經濟增長，因為經濟發展前

景不明，企業不願意擴大生產，大量流動性資金沒

有進入經濟實體，反而回到了美聯儲手裡，有的流

向新興經濟體市場。

標準普爾18日罕見地將美國政府債務長期前景評

級從「穩定」調低至「負面」，表明美國政府控制龐

大財政赤字的前景受到質疑。美國政府財政赤字今

年預計將達1.5萬億美元，這將是連續第三年美聯邦

財赤超過1萬億美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後，英

國、法國、德國削減財赤的進度比美國快得多。

美國媒體認為，美國人有理由悲觀，因為美國人

目前遭遇了金融恐慌、蕭條陰影，美國人的好生活

似乎到盡頭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稱：「當

國家處於關鍵考驗期，民眾對國家領導人缺乏信

心，這實在讓人憂心。」這說明，在當今世界，一

個國家的經濟和民生狀況，是民眾能否對國家保持

信心最重要的依據。 (相關新聞刊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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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旅遊不景 香港來客增多 經濟黯淡 美國人失去信心

信心指數2年來最低 奧巴馬連任響警號

假期前逼3載高位
美股仍嚇怕美民

在蘋果公司和摩根士丹利等業
績理想刺激下，美國3大指數周四
輕微上升，是連續第3個交易日造
好，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市更
創2008年6月以來高位。儘管美股
最近愈升愈有，但民調顯示，美
國人對華爾街仍敬而遠之，蓋洛
普指：「金融危機造成很多投資
者損失，加上政府紓困和華爾街
醜聞，很多美國人不再投資股
票。」

道指周四升52.45點，收報
12,505點，升幅0.42%；標準普爾
500指數升7點，收報1,337點，距
離2月創下的高位僅差6點；納斯
達克綜合指數升17點，收報2,820
點。

標指2年倍升 上望1500點
標普500指數成份股業績已連續

8季勝預期，創下自2006年以來最
長榮景，帶動指數自2009年3月9
日谷底強彈97%。已公布業績的
115家公司，每股盈利增長19%，

其中81%超預期。高盛首席美股
策略師科斯京指，科技股等公司
將持續這股動力至年底，標普指
數年底可上望1,500點。

蓋洛普月初進行的民調顯示，
僅54%美國人持有股票或股票基
金、退休帳戶或機構退休基金，
是1999年來最低。自2007年來，
美國人持股比例一直下滑。在經
濟衰退及金融風暴前，65%人持
股。

民調也指出，雖然美國樓市低
迷，仍有33%美國人認為房地產
是最佳長期投資。

新浪網評級降 股價下跌
此外，高盛指新浪網面對微博

激烈競爭，現價已反映增長潛
力，將其評級由「中性」改為

「沽售」，其股價創兩個月最大跌
幅。美股昨日適逢耶穌受難日休
市一天。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彭博通訊社

美元連續9年熊市
「強美元」失蹤

美國歷任財長均明確支持強美元政
策，但隨 美元逼近歷史低位，「強美
元」一詞幾乎已在華府官員口中絕跡。
愈來愈多投資者和外匯專家認為，華府
實際上已接納美元逐步貶值，以推動經
濟復甦。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院總
監伯格斯滕指出，自2002年起，除了08
年金融海嘯和去年歐債危機，美元實際
上正處於9年的熊市。

財長蓋特納去年11月堅決否認推動貶
抑美元，重申強美元符合國家利益，但
自此起對「強美元」隻字不提。期間，
聯儲局大舉購買國債，美國財赤持續高
企，白宮又實行出口主導的就業政策，
美元持續向下。

印銀紙谷出口 非蓄意也是准許
美匯指數今年已下跌6.2%，周四跌至

73.735，是2008年8月以來新低，大可能
挑戰08年3月的70.698歷史低位。

波士頓經濟顧問公司Decision Economics
首席全球經濟師賽奈說：「目前找不到
明顯證據（美推行弱美元政策），但實則
上即使美國不是蓄意協助，也是准許美

元下跌。」他指出，聯儲局持續兩年的
超寬鬆貨幣政策，是美元弱勢主因。FX
Analytics合夥人吉爾摩亦稱，華府推動出
口倍增，沒弱美元配合不能成事。

聯儲局大印銀紙，推高全球通脹，引
起拉美和亞洲國家批評。巴西財長曼特
加去年說：「美國和發達國家有一策
略，增加出口、減少貿易失衡，卻要新
興市場付出代價。」本周公布的美國企
業業績亦顯示，美元下跌的確有助美企
外銷藥物、化學品和食品。

削赤談判膠 美元將續跌
弱美元會製造通脹風險，長遠損害貨

幣價值，奧巴馬政府不大可能官方宣示
採納弱美元政策，因為「弱美元」總統
的名號在政治上沒好處。但市場預期華
府和共和黨尚未能達成削赤共識，美元
還會持續下跌。

商品大王羅傑斯已警告，投資者將停
止購買美國政府資產，即使回報率回
升。「人們將開始明白，以3、4、5或6
厘利息，以美元借錢給美國政府30年，
是何等荒謬。」 ■路透社

金價首破1500
年底前料1600

全球金融市場動盪不安，黃
金繼續保持升勢，周四收市上
升4.90美元，至每盎司1,503美

元，首次突破1,500美元大
關，連續5周上升，今年已
累升5.8%；金屬顧問公司
GFMS更預計年底前將升至
1,600美元。然而德意志稱，
過多投資者湧入金市，令行
情逆轉風險愈來愈大。

儘管歐洲和中國央行月初
分別加息，但投資者擔心美
元貶值、通脹高企，以及歐
洲、中東和日本等問題，並

對政府解決財政問題缺乏信
心，黃金發揮避險功能。

■《華爾街日報》

「希臘重組債務」
花旗涉造謠受查

希臘日前傳出需重組債務，觸發
該國銀行股暴瀉4.6%。希臘政府表
示，正調查一家國際投資銀行的倫
敦交易員，涉嫌散播不實電郵。希

臘報章《Imerisia》報道，受查的是
美國花旗集團，並刊出該封電郵，
發件人是花旗駐倫敦交易員莫斯，
內容稱：「愈來愈多雜音指希臘最
快在這個復活節周末重組債務⋯⋯
儘管希臘和外國官員持續否認，但
過去數天希臘重組的談判白熱
化。」花旗倫敦承認正配合調查，
但否認員工涉及不法行為。

希臘警方追蹤到該電郵，發現肇
事電腦向大量用家發送電郵，包括
希臘交易所的地址，希臘網絡罪案
組已透過國際刑警向英警尋求協
助。 ■《衛報》/美聯社/法新社

股神債王 齊唱淡美元
美國多位星級投資者看淡美元長期前

景。「股神」巴菲特最近說：「我建議不
要購買長期的美元固定資產，如果你問我
5、10或20年後，美元能否保持現水平購買
力，我會告訴你不能。」

債王格羅斯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
(Pimco)年初已盡沽美債，旗下最大債券基
金更持有8%非美元資產，比例創新高。格
羅斯說：「美國是濫用財赤、不當預算和
財政的積犯之一。」 ■《華盛頓郵報》

美成立反欺詐小組 嚴查油價飛漲
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司法部正成立金融

欺詐執法工作小組，多個聯邦機構和州司
法部門共同運作，將調查供油商和投機商
之間在油價飛漲過程中，是否存在欺詐和
操縱等違法行為。籌建小組的司法部長霍
爾德表示，如果有人違法漲價並危害消費
者利益，聯邦和州執法機構將予以打擊。

兩年前的4月21日，三藩市普通汽油平均
油價每加侖2.36美元，兩年後的今天已升
至4.26美元，名列全美第一。奧巴馬在三
藩市密集籌款活動中，多次提到油價讓大
眾傷透腦筋。「你每天開20-30英里上下
班，你的工資一部分被油站吃掉了。」

■法新社/美聯社

美國《紐約時報》及哥倫比
亞廣播公司(CBS)聯合進

行的民調顯示，公眾情緒轉差，
亦拖累奧巴馬和兩黨國會議員的
評分下跌。經過共和黨控制眾議
院、國會兩黨分治的首100天
後，3/4受訪者不認同國會表
現，57%不認同奧巴馬處理經濟
和聯邦預算赤字，向其連任計劃
發出警號。

1/3人認為減赤挫就業
儘管奧巴馬和共和黨議員反覆

解釋減赤有利經濟，但只有不足
29%受訪者相信這有助創造就
業，27%認為減赤無助就業前
景，29%認為反而會減少職位。

《紐時》指，雖然美國經濟自去
年秋天以來重拾增長勢頭，但不
足以創造大量職位，令許多經濟
學家也不敢太樂觀。

令奧巴馬較安慰的是，72%受
訪者支持其結束富戶稅務寬減的
政策，3/4人認為聯邦政府有責
任為長者提供醫療福利。不過，
逾6成人支持舊有的聯邦醫療保
險制度(Medicare)，寧願加稅也
不希望削減現有醫療服務。如要
削減預算，45%人寧願縮減軍
費。

7成人認為美走錯方向
民調又顯示，7成美民認為國

家走錯方向，大部分人認為不論
是奧巴馬還是共和黨議員，都沒
解決國民最關心的事。奧巴馬整
體工作表現只有46%人認同，與
不認同的45%相若。而對其利比
亞 軍 事 行 動 的 支 持 率 亦 跌 至
39%，較CBS上月的調查下跌11
個百分點。

■《紐約時報》

美國總統奧巴馬月初宣布競逐連任後，民情響起不利訊

號。據最新民調顯示，美國人對國家經濟前景和整體方向

愈趨悲觀，比奧巴馬上任首兩月的經濟衰退期時更差。過

去1個月，認定經濟惡化的人急增13%，顯示今年初緩慢上

升的經濟復甦信心，已一掃而空。近2/3受訪者更反對提高

美國國債上限，恐迫使美國債務違約。

■截至3月底，各國央行共持有
27,219.8公噸黃金，佔其總外儲的
11.3%。 資料圖片

■花旗倫敦交易員涉嫌發謠言電
郵，指希臘需重組債務，觸發日
前該國銀行股暴瀉4.6%。 法新社

■奧巴馬前日在洛杉磯舉行籌款活動，
支持者望 他時猶如「拜神」。 路透社

■示威者趁奧巴馬到來籌款，在洛杉磯索尼電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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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民眾悲觀 怕經濟爆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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