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7 責任編輯：王新源 2011年6月14日(星期二)國 際 新 聞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N E W S

新半裸照流出 美議員考慮辭職 「五角大樓文件」完整版 40年後首公開

■美國總統選舉拉開序幕，奧巴馬在北卡羅來納州爭取
選民支持。 法新社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仍就提高美

國債務上限爭論不休，據美國資深

銀行高管透露，若不盡快提高上

限，市場很可能出現波動，華爾街

最大的一些銀行正部署應變方案，

準備在8月份削減對美國國債的使

用，以消減市場波動帶來的衝擊。

鑑 於討論美國國債在政治上非常敏感，銀行高管們只同
意匿名談論此事。據稱其中一項策略就是持有更多現

金，為衍生品及其它交易作擔保，由此降低金融系統對美國
國債的依賴。

兩黨博弈可致金融混亂
美國國債總額達9.7萬億美元(約75.5萬億港元)，其中相當一

部分出售給各國的投資者，但據摩根大通估計，美國近40%
的已發行國債、即約4萬億美元(約31萬億港元)，都用來支持
回購、期貨和外匯掉期市場的交易。

美國國債的優質和高流動性，意味 各機構用它來支持交
易的成本相對低廉。銀行或清算機構只需少量「折減」債務
價值，以反映信貸風險。由於美國國債扮演為更廣泛金融體
系充當抵押品的關鍵角色，一旦因兩黨在提高債務上限方面
的博弈而引發債務違約，便會導致金融體系陷入混亂。

美國財政部借款顧問委員會主席、摩根大通高管贊姆斯今
年4月致美國財長蓋特納的一封信中寫道：「違約可能會引
發一輪追繳保證金、加大對抵押品折價的浪潮，並繼而導致
去槓桿操作和放貸水平的驟降。」

奧巴馬推新措施減浪費
美國國債市場操作集團對消息拒絕置評。該集團由紐約聯

邦儲備銀行資助，成員包括最大的幾家回購市場交易商、紐
約梅隆銀行和摩根大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團則表示，

「隨 美國逼近債務上限，我們將繼續監視流動性環境和適
當的抵押品折價」。該集團接受美國國債作為期貨交易擔
保。

美國總統奧巴馬認為，在經濟困難時期，缺乏效率、舞弊
和濫權將使情況雪上加霜，他定於昨日簽署行政命令，發起

「減少政府浪費運動」，要求成立新的監督委員會，與聯邦機
構通力合作，減少浪費並改善效能。行動第一步瞄準聯邦政
府網站重複浪費的情形，政府將在未來數月停止成立新網
站，並將2,000個政府網路關閉或合併其中的1/4。

■英國《金融時報》/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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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債上限仍未提高 充抵押品角色生變

美股上周五跌穿12,000點關口，吸引投
資者趁低吸納，美股昨日早段反彈，道
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2,003點，升51
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275點，升4
點；納斯達克指數報2,655點，升11點。

中國經濟數據令人失望、美國房地產
市場疲弱、就業市場不振，令投資者憂

慮經濟放緩，導致美股連跌6周。在出
現超賣的情況下，大市昨日明顯反彈。
VF Corp宣布以逾22億美元(約171億港
元)收購知名服裝品牌Timberland，後者
股價在開市前交易飆升43%，刺激美股
上升。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美股早段升51點

美國紐約眾議員韋納上周身陷不雅照醜聞，近日再有他的半裸健
身照流出（見圖），據稱他曾將相片傳給一名女性。《紐約每日新
聞》報道，事件越鬧越大，韋納自知難以死撐，正考慮辭職。

該批相片相信在華盛頓國會辦公大樓內的健身室拍攝，令外界再
次質疑韋納公器私用，以政府資源與女性在網上「風花雪月」，但
有報道指相片由韋納「私伙」黑莓手機拍攝，不是政府提供的公家
手機。據稱韋納對健身照到現在才被公開感到驚訝。

警方向17歲女生問話
另外，警方上周五上門向一名17歲女學生問話，了解她是否收過

韋納的不雅照，韋納前日已否認對該未成年少女有不軌行為。
韋納不雅照事件曝光後，他已向國會請假尋求「專業協助」。雖

然韋納仍表現淡定，但報道指他打算待妻子阿貝丁下周與國務卿希
拉里外訪回國後，便會決定去留。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每日郵報》

著名外洩機密文件「五角大樓文件」於
1971年6月13日公布，揭發時任總統尼克松
在越戰問題大話連篇，欺騙民眾支持戰
事。事隔40年，這份當時引起全國軒然大
波的文件，於昨日完整公布，共有48箱及
約7,000頁，約34%內容從未曝光，但當局

拒絕發布文件中的充滿謎團的「11個字」，
令人大感疑惑。

美國國家檔案局與肯尼迪、詹森及尼克
松總統圖書館，在網上發布未經校訂的完
整「五角大樓文件」，亦附有全部額外備份
文件，更包括與越南的完整和平條約，但
當年外洩文件的分析人員之一埃爾斯伯格
表示，在新發布文件中找到新發現的機會
很渺茫，因為他當年多晚通宵達旦影印文
件，已把最重要的公諸於世。

牽連水門事件 推倒尼克松
「五角大樓文件」於1967年由時任國防部

長麥克納馬拉委託國防部和私人外交政策
分析員撰寫，1971年《紐約時報》向公眾外

洩，令尼克松政府陷入尷尬局面，而洩密
者是其中一名撰寫人埃爾斯伯格。尼克松
指責外洩文件為背叛行為，誓言揪出洩密
者。他擔心埃爾斯伯格代表 左派策劃的
陰謀，企圖打擊其政府。

然而，尼克松的報復行動屢遭失敗，高
等法庭先裁定容許《紐約時報》等媒體繼
續發布文件；尼克松政府其後擬以間諜及
陰謀罪起訴控埃爾斯伯格及其同僚，亦失
敗收場。白宮並派特工潛入埃爾斯伯格的
精神科醫生辦公室，企圖偷取氏埃氏醫療
紀錄用作抹黑他，又非法竊聽其電話內
容，事件與「水門事件」扯上關係，尼克
松最終遭彈劾下台。

■美聯社/《紐約時報》/美國國家檔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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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選舉明年開鑼，有意挑戰現任總統奧巴馬的共和黨人，

將在電視辯論唇槍舌劍。縱觀現時的選舉形勢，不難發現一個奇怪

現象，就是各人爭相與自己的過去劃清界線，包括奧巴馬本人在

內。

以奪得共和黨提名大熱的前麻省州長羅姆尼為例，他在麻省推行

的「羅姆尼醫保」成為眾矢之的，羅姆尼無奈辯解，竟然發表「全

民強制形式的醫保只對麻省有效，對全國則不適用」的怪論。前明

尼蘇達州長波倫蒂曾經支持更嚴苛的氣候變化政策，現在則「今日

的我打倒昨日的我」，與氣候變化議題劃清界線。而對前駐華大使洪

博培來說，當初接受奧巴馬任命赴華，已經成為了他的最大包袱。

奧巴馬也不遑多讓，上任以來在多項重大議題「轉 」。關塔那摩

監獄遲遲未關閉已被自由派選民批評，過往出任參議員時曾反對提

高法定債務上限，現在卻警告國會，不提高上限的後果「不堪設

想」。

候選人紛紛轉向，原因十分簡單，就是現時美國的政治氣氛愈趨

兩極化。對共和黨人而言，右傾的茶黨崛起，對共和黨領導層施加

的壓力重大，加上現時各候選人的號召力都不高（羅姆尼在上屆初

選是麥凱恩的手下敗將，但波倫蒂在全國知名度更比不上羅姆尼），

如果不按共和黨的大方向表態，早早出局的機會必然大增。

然而當意識形態之爭日趨激烈的同時，美國距離處理債務問題的

道路也偏離愈遠。即使奧巴馬連任成功，兩黨激鬥也只會有增無

減，他當初企望成為「全民總統」的良好願望早已落空。 ■張啟宏

共和黨總統初選開跑
奧巴馬尋銀行家支持

薩默斯籲減稅振經濟 耗資1.56萬億

美國總統選舉明年開鑼，一眾準
備挑戰現任總統奧巴馬的共和黨人
已經磨拳擦掌，爭奪共和黨提名。7
名已宣布和即將宣布參選的共和黨
人，將於當地時間周一晚上8時（香
港時間今日早上8時），在新罕布什
爾州舉行電視辯論，美國有線新聞
網絡（CNN）全程直播。由於新罕
布什爾州是明年選舉首個舉行初選
的州份，辯論勝負將關係明年選
情。另一邊廂的奧巴馬則以逸待
勞，《紐約時報》稱，奧巴馬最近
積極尋求華爾街銀行家的支持，並
已啟程走訪多個重要選區拉票，為
連任鋪路。

奧巴馬首站是重要游離選區北卡
羅來納州，他在當地主持「職位委

員 會 」 會
議 。 奧 巴
馬 其 後 會
到 達 佛 羅
里 達 州 ，
主 持 多 場
籌款大會。

羅姆尼等人上電視辯論　
電視辯論在聖安塞爾姆學院舉

行，其中前麻省州長羅姆尼（見圖）

是奪取提名大熱，前眾議院議長金
里奇、茶黨寵兒巴克曼、前參議員
桑托勒姆、前明尼蘇達州長波倫
蒂、前薄餅公司高層凱恩和眾議員
羅恩．保羅也會出席。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前日就美
國經濟狀況及財赤發表己見，呼籲
華府擴大減稅措施以刺激經濟，若
將減稅額由2%提高至3%，政府收入
將減少約2,000億美元(約1.56萬億港
元)。他又表示，若總統奧巴馬拒絕
共和黨減稅協議，或會令美國出現
雙底衰退，步日本後塵，經濟長期
不景氣。

奧巴馬政府正陷兩難，需考慮應

推行削支還是進一步刺激經濟。身
為哈佛大學教授及前總統克林頓幕
僚的薩默斯顯然傾向支持後者，他
稱美國今年底停止以財政措施支持
經濟是「過早」，警告美國最大威脅
是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他說：「應
繼續、更應擴大財援，削減僱主及
僱員的工資稅，由2%提高至3%也不
錯。」

■路透社

■埃爾斯
伯格1973
年向公眾
解釋文件
內容。

美聯社

■華爾街銀行減
少使用國債。圖
為位於華爾街的
證交所。 美聯社憂美債違約

華爾街減依賴

本 內容：國際新聞 文匯論壇 香港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