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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在全球僱有
3.54萬名員工的高盛，正計劃在未來

12個月內縮減高達10億美元（約78億港元）的非薪酬
開支，並指現正「檢視每一個可行的削支地方」。消息人

士又稱，高盛正檢討員工水平，未來數月「肯定」會裁員。

嚴檢削支環節 黑莓也不放過
高盛向員工開刀，與最近金融市場交投量萎縮有關。首席財務官維尼

亞於4月便曾表示，如果交投量維持在當時水平或是每況愈下，便須在資
本、員工人數或其他開支上「作一些改變」。高盛首季盈利下跌72%；同
期非薪酬開支為26億美元（約203億港元），按年上升23%；薪酬及福利開
支則減少5%至52億美元（約405億港元）。

另一大行大摩也計劃削支，首席財務官波拉特計劃自明年起，每年削
減5億美元（約39億港元）非薪酬開支，2014年起金額加倍。波拉特於本
月較早前的匯報會上表示，公司會細緻檢視每一個可以節省開支的地
方，包括員工使用的黑莓手機。

不僅如此，大摩又打算進一步縮減財富管理部的經紀人數，在近1.8萬
人的龐大團隊中去蕪存菁，今年首3個月已裁走300人。大摩首季非薪酬
開支為24億美元（約187億港元），按升13%；薪酬及福利開支則減少2%
至43億美元（約335億港元）。

被逼棄坐盤交易 盈利受挫
有業內人士表示，去年通過的金改法案，逼銀行放棄坐盤交易等業

務，雖然現時未知法案對銀行界的衝擊有多大，但銀行盈利必受影響，
過往投行高達兩位數字的股本回報率（ROE）勢成過去式。 ■路透社

2008年金融海嘯使投資銀行界掀起裁員

潮，到了3年後的今天，華爾街大行形勢

仍未樂觀。路透社報道，由於市場

交投量持續萎縮，加上華府推行的

金融改革造成不明朗因素，高

盛、摩根士丹利、美國銀行

等多家大行已計劃裁員或

節流大計。據稱美銀計

劃在未來2周「大規

模」裁員，高盛

和大摩則拒絕

評論報道。

華爾街大行

爆裁員潮

交投萎縮金改掣肘 高盛大摩各需節流數十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最新一份《世界經濟
展望》，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修訂為4.3%，比4
月的預測下調0.1%。全球通脹預測為4.0%。中國增
長預測維持在9.6%不變，繼續冠絕全球；美國則被
下調0.3%，至2.5%；美國明年增長也被下調至
2.7%，低於早前預測的2.9%。

歐債美弱 恐累全球復甦
IMF指歐債危機和美國經濟疲弱，為全球復甦帶來

風險。報告指出，大宗商品價格高企、氣候狀況惡
劣，加上日本地震災害對該國製造業造成的影響，
是美國經濟被下調的部分原因。

歐洲方面，報告指希臘債務危機正在惡化，希臘
政府就救助條款所作的政治承諾，以及歐洲官員就
如何幫助希臘填補日漸擴大的財赤陷入僵局，都引
發新隱憂。希臘出現債務違約、債務問題蔓延至歐
洲其他國家的風險正迅速上升。

IMF稱，受地震、海嘯及隨後出現的核危機影響，
日本今年增長預測被大幅下調2.1%，至收縮0.7%。
多數新興市場將保持強勁增長，明年增幅為4.5%。
但IMF同時指出，不少新興經濟體的過熱跡象正日趨
明顯，巴西增長預測由4.5%被下調至4.1%。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IMF增長預測：

中國超9續冠全球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據報正考慮是
否對部分評級機構提出民事欺詐起訴，追
究它們在按揭債券交易過程中的行為，間
接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消息指出，SEC長期調查相關交易，範
圍已擴大至標準普爾等國際評級機構。據
悉，評級機構的研究不夠全面，未能對次
按抵押貸款池，以及支持按揭債券交易的
其他貸款作適當評級。SEC將集中調查這
種行為是否構成欺詐。

消息人士稱，某些評級機構對按揭債券

交易的貸款池評級時，參考不完整或過時
資料，或是忽略次按問題的訊息，因而評
級過高，產品其後售予投資者。SEC正密
切調查標普在過程中是否有不當行為；同
時亦調查穆迪在至少兩宗按揭債券交易中
的角色。

然而，調查未必會令評級機構面臨起
訴，SEC及標普拒絕回應。穆迪發言人表
示，雖不清楚指控詳情，但必定會配合調
查。

■《華爾街日報》

證交會查海嘯元兇
或控標普穆迪欺詐 互聯網用戶或已對「.com」結尾的網站司

空見慣，但全球頂級大企業日後或能擁有自
己的域名。負責分配域名和IP位址的「網際
網路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正
在新加坡舉行會議，明日投票表決是否通過
新計劃，「.apple」或「.coke」域名隨時出
現。

現時全球只有「.com」及「.org」等22個
「通用頂級域名」(gTLDs)，以及「.hk」及
「.cn」等約250個「地區域名」。

ICANN認為，新gTLDs將造就全新互聯網
世界，改變網民搜尋資訊方法及企業網上營
商策略，讓私企打造自家王國。然而，申請

費用驚人，亦非人人也能享有自家gTLDs。

申請費144萬 個人及獨資無份
為防投機者購入域名牟利，個人及獨資企

業將被拒之門外，只有信譽良好的著名企業
及機構可以申請，費用為18.5萬美元(約144萬
港元)，用作擬訂新域名開支。

域名專家金德里斯表示，新域名有助大企
業在網絡保障自家商標，網民亦能更易認出
企業網站。此外，城市或社區或能購入
gTLDs，開拓「.food」或「.kowloon」等域
名，讓小企業毋須局限於「.com」的網站。

■路透社/法新社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計劃裁員削支，反映投資銀行不景氣。但有分析指
出，華爾街10大行過去壟斷美國6成金融資產，投行影響力減，對美國來
說是好事。

美國自由派刊物《Mother Jones》指出，過去20年是美國金融化時代。
全美10大金融機構在1990年控制全美10%金融資產，到了2008年升至
60%。報道又引述普林斯頓大學韓裔經濟學家辛玄宋（譯音）的現金流
動經濟數據指出，1954至1980年間，美國幾乎各行業的規模都增長10
倍；1980至2008年基本上保持此趨勢，但期間證券行業卻增長100倍，足
見金融業的影響力。 ■《Mother Jones》

10大行一度風光 壟斷6成金融資產

歐盟今商援希新方案

「.apple」「.coke」大企未來自訂域名

評級機構穆迪前日警告，
鑑於意大利經濟增長面臨挑
戰、財赤高企，加上歐洲債
務危機嚴重，未來有可能下
調意大利「Aa2」的信貸評
級。

穆迪將意大利本國和外國
貨幣國債評級，列入負面觀
察名單，並確認短期評級為

「Prime-1」。穆迪表示，由於
長期結構性缺陷及未來可能
加息，令意國經濟增長受挑
戰；同時，意政府或未能削
減債務及減輕債息負擔，加

上希臘面臨債務違約風險，
歐洲市場充斥負面情緒，歐
洲高負債國家的融資環境發
生變化，為意大利帶來風
險，遂發出警告。

標準普爾於5月亦警告或會
下 調 意 大 利 信 用 評 級 至

「A+」。穆迪自2002年5月以
來，從未變更意大利評級。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前日公布的預測，意大利財
赤 佔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4.1%，負債120.6%。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穆迪警告削意國評級
希臘債務危機有望得出解決方

案，加上美國經濟數據理想，道瓊
斯工業平均指數前日收報12,004
點，全周升0.44%，結束連續6周跌
勢；希債曙光同時帶動「避險天堂」
美債價格回落，10年債孳息率由周
四2.9厘升至前日2.94厘。預料本周
市場將密切關注周二、三的聯儲局
議息走向。

德國總理默克爾前日與法國總統
薩科齊會面後立場軟化，令希臘有
望獲歐盟增加援助，避免債務違約
引發另一場金融危機。美國上周新
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減少、零售銷

售及房地產數據勝預期，刺激麥當
勞及微軟等大藍籌上周升逾2.4%，
帶動美股造好。

黑莓製造商RIM挫21%
標準普爾500指數前日收報1,271

點，全周雖然升不足1點，但仍是6
周以來首次重見升勢，避過平2001
年連跌7周的紀錄。納斯達克綜合
指數收報2,616.48點，全周跌7.22
點。黑莓製造商RIM無力抗衡蘋果
iPhone及Android手機，預測全年業
績惡化，收市重挫21%。■美聯社/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希債危機紓緩 美股結束6連跌

歐盟財長今日將在盧森堡舉行會
議，討論向希臘批出新援助方案，
以解決債務危機。日前對希臘國債
投資者問題立場軟化的德國總理默
克爾，昨日促請私人投資者為解救
希臘危機提供「大量援助」；歐元
集團主席容克則表示，希臘危機可
能擴散到比利時及意大利等至少5
國，形容各方正在「玩火」。

默克爾表示，手持希債的銀行應
該在解救希臘上「作出大量輸
入」，但指談判不應公開進行，否

則會引起投資者和評級機

構恐慌。歐盟內部市場專員巴尼耶
表示，不會考慮讓希臘的3,400億歐
元（約3.8萬億港元）債務重組，指
此舉會損害希臘在債券市場上的公
信力。

現時希臘已改組內閣，新任財長
韋尼澤洛斯表示，會帶領希臘打好
這一仗。美國白宮歡迎希臘改組內
閣，指這艱難決定對希臘渡過危機
是必須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
表示，希望希臘新內閣盡快獲通
過，使援希行動得以開展。

摩根大通分析認為，希臘取
得新一輪援助一直有兩
大障礙，包括歐盟分歧
及希臘政局。隨 默克
爾態度軟化，最大障礙似
乎已被掃除。分析認為
希臘有望避過違約危
機。■路透社/美聯社/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高 盛
計劃削減78億非薪酬開支

「肯定」會裁員

據稱計劃在未來2周
「大規模」裁員

計劃明年起年削39億非薪酬開支

2014年起金額加倍

摩 根 士 丹 利

美 國 銀 行

■希臘民眾反對緊縮，
繼續上街示威。 美聯社

■IMF預測全球增長為4.3%，中國則維持在
9.6%，繼續冠絕全球。 資料圖片

■「.apple」？

■「.co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