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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播英翁安樂死細節惹爭議

日本漁業團體昨日表示，在北海道釧路近海捕獲的
17頭小鬚鯨（見圖）中，於其中兩頭分別檢測出每千
克31貝克和24.2貝克的放射性銫，不過低於日本食品衛
生法暫定標準值（每千克500貝克）。北海道距福島第
一核電站600多公里，不屬於核電站附近地區。
另外，日本政府昨日敲定了《原子能損害賠償支援

機構法案》。法案的核心內容是設立專門機構以順利推
進福島核事故賠償工作，由政府及金融機構向東京電
力公司注資加快賠償速度，同時維持穩定的電力供
應。法案將提交國會。 ■共同網/新華社

北海道捕獲輻射鯨

英嚴限留學生人數 料損459億
英國計劃大幅削減外國留學生

人數並打擊為了騙取簽證而提供
虛假課程的「野雞大學」，但內政
部估計，此舉亦會令英國經濟損
失24億至36億英鎊（約306億至
459億港元）。
英國自去年5月，取消33間教育

機構的資格，並暫停32間機構的
招生資格。
保守及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自

去年5月上台後，提出多項措施，

嚴格控制留學生數目，包括打擊
虛假留學。今年初通過，對私立
學院及課程實施更嚴格的審查，
以及加強英語水平測試，嚴格控
制非歐盟國家留學生簽證數量及
嚴格限制留學生打工。
政府的目標是將目前每年約25

萬非歐盟國家留學生數量減少到7
萬5千人，從而將英國的外國移民
人數在5年內減少23萬人。

■綜合報道

美國紐約曼哈頓區唐人街前日被蜂群
侵襲，有養蜂專家估計約有1.5萬隻蜜
蜂，當局派出警員和消防員處理，幸無
人受傷。警方表示，這是本年以來當地
出現的最大型蜂群。
蜂群於當地時間前日下午約5時30分

出現，過萬隻蜜蜂集結在勿街42號一支
燈柱上。警方封鎖現場，並出動活動起
重機處理。有居民表示，這是唐人街一
星期內第3次出現蜂群。另一名居民
稱，應是附近有居民的屋頂被蜜蜂「寄

居」，但沒有妥善處理，造成蜂群聚集
事件。 ■NY1.com

希臘債務危

機惡化，國際

評級機構標準

普爾宣布，將

希臘長期主權

信貸評級由B級連降3級，至CCC級的全球最低

水平，距離「違約」僅4級之遙，評級展望繼續

維持「負面」。與此同時，歐元區17國財長昨在

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商討拯救希臘的第2次援助

方案，但各方仍就希臘國債投資者延期還款問

題爭持不下；加上希臘工會今日發動全國大罷

工，抗議當局新一輪緊縮政策，使希臘經濟前

景雪上加霜。

1.5萬蜜蜂狂襲紐約唐人街

標普前日表示，希臘出現債務違約的風險顯著增加，指
希臘的融資需求以及國內對於緊縮政策的政治分歧不斷加
大，加上希臘可能通過債務互換或延期還款進行債務重
組，以標普的標準來看，這兩種方式均構成實際上的違
約。

歐盟商議援助陷僵局
標普又認為，希臘在2014年前需要1,530億歐元（約1.7

萬億港元）資金用於到期債務延期，而希臘在2012年前或
更久的時間內不大可能從市場中融資。在標普調降希臘的
主權信貸評級後，當天希臘10年期國債孳息率升至17%以
上，是今年第2次。
希臘批評標準普爾下調其評級的決定，說這是基於「流

言」，沒有考慮到各方正商討拯救希臘方案，以及希臘政
府控制債務的努力。希臘債務現時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150%；目前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中，穆迪對希臘
的評級是Caa1，惠譽則為B+。希臘是標普給予評級的國
家中評級最低的。
為解決希臘債務危機，歐盟財長昨在布魯塞爾會面，希

望盡快商定第二輪援助希臘方案。但德國堅持希臘國債投
資者須改持較長還款期的債券，使會談陷於僵局。歐洲央
行一直反對德國的建議，認為這等同違約；相反主張「債
務轉期」的方案，即讓投資者在債券到期後購買新國債。
一般預計，各方要待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科齊

本周五會面後，才有望就援助方案達成共識。歐盟財長將
於下周一再舉行會議，本月23日則會舉行歐盟峰會，屆時
將會是援助方案的最後決定期限。

今全國罷工抗議緊縮
至於希臘本土方面，總理帕潘德里歐領導的社會黨政府

已提出新的緊縮政策方案，通過加稅削支以在2015年前節
省280億歐元（約3,147億港元），以及通過私有化籌集500
億歐元（約5,620億港元），方案將交國會表決。
但方案引來民眾強烈不滿，工會今日將發動全國大罷

工，預計所有火車、渡輪服務停止，學校及公共服務將關
閉，醫院只有緊急員工運作，但航班運作將不受影響。如
果國會未能通過方案，將不能獲得去年通過的歐盟援助方
案第5期貸款。另外，希臘昨日拍賣12.5億歐元（約140億
港元）的26周短期國庫券。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國際黑客組織「匿名
者」（Anonymous）涉
嫌 入 侵 索 尼
PlayStation網上商
店，以及利比亞、
伊朗和埃及政府等
網站後，最新目標
是美國聯邦儲備局。

匿名者在YouTube上載
短片（見右圖），向聯儲

局主席伯南克（見左圖）宣戰，要求伯南克下
台，並警告會在昨日開始入侵聯儲局。
短片中一把經過特別處理的聲音指出，聯儲

局的政策「有系統地」搜刮美國的民脂民膏，
目的是讓全國千分之一的人更富裕。短片又呼
籲民眾上街抗議，直至伯南克下台為止。一般
相信，匿名者將會以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

方式，襲擊聯儲局電腦系統。
「匿名者」組織鬆散，經常肆意襲擊他們

「看不順眼」的企業或組織網站，以表達政治訴
求及爭取網絡自由。早前土耳其推行網絡審
查，「匿名者」即攻擊該國政府網站，去年又
入侵PayPal、Visa、MasterCard等網站，抗議它
們拒絕為維基解密網站提供服務。

■彭博通訊社

魯比尼︰歐元區走向解體
「新末日博士」魯

比尼（見圖）指出，
歐債危機爆發以來，
歐元區國家應對危機
的手法雜亂無章，無
法解決區內經濟和競
爭力差異的根本問
題。魯比尼預言，若
情況無法改善，經濟
實力較弱的國家將相
繼退出歐元區，5年後

歐元區將解體。魯比尼認為，歐元區領袖一直
希望藉寬鬆財政、貨幣和匯率政策，推動區內
國家加速經濟結構改革，卻事與願違。希臘和

葡萄牙的財政紀律逐漸鬆散，西班牙和愛爾蘭
則累積資產泡沫，結構改革一拖再拖，各國對
薪酬水平亦未能達成共識，導致邊緣區國家喪
失競爭力。然而，歐元區的「藥方」亦相當有
限。魯比尼表示，其中一種方案是讓歐元對美
元大幅貶值，以提升產品競爭力，但歐洲央行
和歐元區經濟火車頭德國不會贊成。

指中美歐日前景全不妙
此外，魯比尼上周末在新加坡一個投資論壇

上發言時表示，「全球經濟可能會同時遭遇美
國財政危機、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歐洲債務重
組和日本經濟停滯的打擊。」

■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以央行行長超齡 角逐IMF總裁遭拒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聲明，表示

總裁一職將由法國財長拉加德和墨西哥央行行
長卡斯滕斯競逐，於最後一刻宣布參選的以色
列央行行長費希爾（見圖），則因「超齡」不獲
接納申請。費希爾表示，對於IMF不願修改總
裁年齡限制以作遷就感遺憾。
IMF總裁的年齡上限為65歲，但費希爾已年

屆67歲。IMF的聲明完全沒有提及費希爾，不
過有IMF官員表示，一旦修例便須重新展開遴
選過程，以讓其他超過65歲的人參選，這是
IMF拒絕修例的原因。
一般相信，在發達國和新興國都聲望極隆的

費希爾退選後，拉加德的勝算將進一步提升。

拉加德現時已得到歐洲
支持，埃及、印尼和卡
塔爾也已為她「背
書」；美國雖然沒有公
開表態，但預計也會支
持拉加德，以維持歐洲
人掌IMF、美國人掌世
銀的傳統。
正因如此，卡斯滕斯言談中也有點洩氣，說

情況就像足球賽，但他一開始已「落後0比5」。
他指拉加德勝算「頗高」，但質疑IMF向希臘等
歐洲財困國貸款，IMF由歐洲人掌管有「利益
衝突」。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英國廣播公司（BBC）前晚播出名為《選擇死亡》
的紀錄片，拍下一名英國老翁在瑞士吞下鎮靜劑安樂
死，畫面令觀眾感到不安，引起激烈爭議。
71歲的斯梅德利患上運動神經元疾病（MND），前

往瑞士的Dignitas安樂死診所尋求協助自殺。斯梅德利
臨終前感謝醫生「悉心照料」，他服用鎮靜劑巴比妥酸
鹽後開始窒息，結婚40年的妻子克里斯蒂娜淚流滿
面，緊緊抓住他的手臂。
接㠥他開始喘氣，稱想飲水，醫生回應說：「無水

了，快點睡。」斯梅德利閉上雙眼，開始打鼻鼾，是

呼吸衰竭的徵狀。最後他停止呼吸和心臟停頓死亡。
節目播出後，在社交網站引起熱烈討論，有人斥責

斯梅德利拋下妻子行為自私，有網民說：「離去比留
下容易得多。」也有人稱節目顯示人們在面對困難時
的表現，發人深省。
現時若英國公民希望安樂死，可選擇在家中自行了

斷，或是飛往瑞士蘇黎世尋求協助自殺。反自殺關注
組織的桑德斯醫生表示，BBC的紀錄片完全誤導，是
「危險的宣傳」，恐會引致自殺率上升。

■英國《太陽報》

歐元區財長商討援助希臘前夕，評級機

構標準普爾突然「發難」，大降希臘評級至

全球最低，對希臘來說固然是一沉百踩，

勢必為援助計劃節外生枝。

標普此舉可謂意料之外，也可謂意料之

內—歐洲股市未有應聲下跌便是證明。而

回顧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以來評級機構的舉

動，不難發現一個趨向，就是對前景觀望

愈趨悲觀，固此動輒降級。另一特徵是常

常以政治氣氛之不明朗作為降級原因。

本年4月標普下調美國的長期展望，原因

是美國國會或未能就應對財赤和債務等達

成共識；是次大削希臘評級，一個原因也

是引述希臘的「複雜政治和經濟環境」。然

而平情如論，國會的財政爭拗是家常便

飯，緊縮政策引起的大規模反對之聲，在

歐洲多國都有出現，不是希臘獨有。標普

以此為降級理據，難怪有評論以「多疑」

（paranoid）形容之。

評級機構趨向謹小慎微，不是沒有原

因。金融海嘯前夕，評級機構未能預見危

機，反而給抵押債務債券（CDO）產品AAA

評級，備受批評。評級機構吸取教訓，對

下調評級不再「手軟」，但可能淪於寧枉勿縱。

事實上，歐債危機爆發後，評級機構面臨的批評

有增無減。標普等接連降低葡萄牙和希臘評級，往

往使投資者恐慌加劇。歐元集團主席容克去年呼籲

歐洲各國合作，成立屬於歐洲的評級機構，與標普

等抗衡。但評級機構要累積公信力非一朝一夕之

事，計劃一直只聞樓梯響。

■張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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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謀襲聯儲局 YouTube向伯南克宣戰

■希臘示威民眾揮舞國旗包圍國會，抗議緊縮政策。 路透社

■消防員穿隔離衣處理街
燈上的蜂巢。

■紐約唐人街民眾圍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