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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甲川迪主場 塌天花1死14傷

生活指數榜 香港上海超紐約兩岸三地69企業 列《財富》500大
《財富》雜誌公布2011年全球500大企

業名單，美國零售業巨擘沃爾瑪以超過
4,210億美元（約3.28萬億港元）收入，連
續第2年高踞榜首。中國內地、香港及台
灣合共69家企業上榜，其中中國石化、中
國石油和中國國家電網均打入全球10大企
業，分別排名第5、第6和第7。怡和集
團、和記黃埔、鴻海精密工業等同樣榜上
有名。
名單根據各企業的收入編制而成。在各

國家和地區中，美國仍是排名榜的大贏
家，共有133家企業上榜，但比10年前減
少52家。中國內地和香港本年合共61家企
業上榜，比起2001年的12間大有進步。法
國和德國本年分別有35和34家企業上榜。
本年500大企業的總利潤增加了59%。

沃爾瑪本年已是歷來第8度上榜，除沃爾
瑪外，只有荷蘭皇家蜆殼、埃克森美孚、
通用汽車和三菱曾經高踞榜首。　

■《財富》

全球500大企業名單（部分）
收入(億港元)

1 沃爾瑪 3.28萬

2 荷蘭皇家蜆殼 2.94萬

3 埃克森美孚 2.76萬

4 英國石油 2.4萬

5 中國石化 2.13萬

6 中國石油 1.87萬

7 中國國家電網 1.76萬

8 豐田 1.73萬

9 日本郵政 1.59萬

10 雪佛龍 1.53萬

18 嘉能可 1.13萬

46 匯控 7,993

60 鴻海精密工業 7,409

77 中國工商銀行 6,265

87 中國移動 5,969

95 中國中鐵 5,448

全球生活指數排名(部分)
排名 城市

1 東京

6 悉尼

15 倫敦

22 香港

48 上海

49 紐約

59 大連

59 台北

63 深圳

64 北京

86 廣州

90 蘇州

93 天津

94 青島

129 新德里

經濟學人智庫

經歷數十年戰亂浩
劫和長期艱難談判，
蘇丹南部將於明日正
式獨立，成為「南蘇
丹共和國」。當地民眾
對這個即將誕生的新
國家實現和平發展充
滿期待。但分析指
出，由於北南之間在
邊界、石油收入等問
題分歧巨大，戰爭隱
憂仍存。加之南部地
區經濟基礎薄弱，南
蘇丹將成全球最貧窮國家之一，加上政治架構仍不
完善，南蘇丹立國之路將面臨重重考驗。

擬經東非出口石油
就在南蘇丹獨立進入倒數之際，北南邊界衝突頻

發。北南雙方圍繞南科爾多凡州地位問題相互指
責，戰事一度蔓延至該州首府卡杜格利。盛產石油
的阿卜耶伊地區歸屬問題更為棘手，蘇丹政府軍與
南方的蘇丹人民解放軍屢屢交手，雙方各有傷亡。
經濟方面，南蘇丹雖然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卻

缺乏煉油設施和向國外輸油的管道；北方控制石油
產業鏈，卻沒有石油。有南蘇丹官員表示，當局正
考慮將出口的石油通過東非的管道輸出，從而迴避
北蘇丹的管道，但分析認為，這可能加劇北南的矛
盾。由於基礎設施薄弱、投資領域狹窄、自身經濟
實力有限，南蘇丹將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南
北
蘇
丹
明
分
家

爭
石
油
恐
爆
戰
爭

經濟學人智庫（EIU）發表最新一期
「全球生活指數調查」，日本東京以161的指
數高踞榜首，香港排22，而上海則排48，
生活指數比紐約的49還要微高、另外，深
圳和北京分別排名63和64。是次調查有多
達4個澳洲城市位列生活指數排名頭15位，
EIU稱這是拜石油及商品價格飆升，以及
澳元大幅升值所賜。
EIU在全球140個城市中，比較多種產品

和服務的價格，並將此與紐約的物價比
較，得出各城市生活水平。紐約的指數設
為100，高於100即表示物價較紐約高。
EIU表示，日本雖然受到低通脹和消費

信心疲弱影響，但日圓在過去兩年持續強
勢，使東京和阪神(大阪、神戶)分別位列第
1和第3位，後者的指數為153。澳元大幅升
值，使悉尼、墨爾本、珀斯和布里斯班分
別排名第6、7、13、14。位列榜末的孟買
(131位)、突尼斯城(132位)和卡拉奇(133
位)，指數分別只有53、51和46。

■經濟學人智庫/法新社

菅直人認收親朝政團捐款
面對重大下台

壓力的日本首相
菅直人(見圖)，
最近又捲入獻金
醜聞，他前日在
眾議院預算委員
會上承認，收取
了有朝鮮背景的
政治團體6,250萬
日圓(約600萬港
元)捐款。

受到最大在野黨自民黨幹事長石原伸晃質詢
時，菅直人回答說：「這是事實」，但他否認這
筆捐款有問題，表示「每一筆捐款都寫在政治
資金報告書上，沒有隱瞞」。
這筆鉅額政治捐款來自極左激進組織「市民

黨」的派生組織，而這組織與朝鮮綁架日本人
的背景人物有㠥密切關係，因此外界認為這筆
政治捐款是「問題捐款」。

暗示可能解散眾議院
媒體揭露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也接受了「市民

黨」1,000萬日圓(約95.7萬港元)捐款，另有6名
民主黨議員拿了「市民黨」的錢。據悉，參與
綁架日本人前往朝鮮的一對日本人夫妻的長
子，是「市民黨」主要成員，並曾於今年參加
東京都三鷹市的市議員競選。
菅直人昨日上午在參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

聲稱「將在憲法賦予的權限下盡全力工作」，暗
示可能解散眾院。他還表示將「排除萬難」，出
席下月6日和9日在廣島、長崎兩市舉行的原爆
死難者悼念儀式。 ■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澳500企將交碳排稅 每噸近200元
澳洲將於周日宣布最新的徵收碳排放稅方

案，據報稅額定於每噸23澳元(約192.3港元)。
政府多年來推動污者自付計劃不果，總理吉拉
德決定將2009年提出1,000間公司納入稅網的計
劃，減半至500間，以減少政策面對的反對聲
音。
政府早前表示，澳洲首50間碳排放量最多的

公司，已佔全國2/3碳排放量，這些公司包括香

港中華電力轄下的TRUenergy、澳洲最大鋼鐵
製造商BlueScope及OneStell，以及力拓和必和必
拓等國際資源公司。
據報方案將於明年7月1日開始實施，未來4年

的經濟成本約40億澳元(約334.6億港元)。吉拉
德拒絕確認每噸徵費23澳元的報道，指後日自
會揭曉詳情，但上述稅額符合市場預期，亦與
歐洲看齊。　 ■路透社/法新社

幼園30童遇挾 馬警射匪救人
馬來西亞南部柔佛州麻坡昨日發生挾

持人質事件，一名男子以鐵槌及大刀挾
持30名3至5歲學童及4名幼稚園教師，與
警方對峙7小時。警方最終闖入幼稚園，
一槍擊中男子頭部，救出所有人質。
事發於昨日上午，警方表示，相信男

子患有精神病，他脅迫人質走上兩層高
的大廈頂層，並要脅若警方拒絕給他一
把槍，他會殺死學童。警方先後派出談

判員、精神科醫生及男子家人勸說投降
不果，終從首都吉隆坡調派反恐特別行
動組成員前來，闖入幼稚園。
特警施放催淚彈，手持突擊步槍闖入

學校，犯人一度高舉滅火筒反抗，最終
被一名狙擊手一槍打中頭部，所有人質
全部安全。警方表示，犯人已送到當地
醫院，目前情況危殆。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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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CR）前日發布人道救援警

報，指非洲東部多國正面臨60年來

最嚴重旱災，出現糧食危機，估計

有1,200萬人飽受飢荒之苦。高級

專員古特雷斯形容這已經是全球最

悲慘的人道危機之一，呼籲全球正

視問題，並提供援助。

發生大旱的國家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
亞、肯尼亞、索馬里、烏干達及厄立特

里亞等國。UNHCR調查索馬里兒童生活條件
的報告指出，50%因氣候乾旱遷往鄰國避難
的兒童嚴重營養不良，部分甚至在抵達難民
營24小時內就去世。此外，還有很多兒童在
逃難途中因缺水缺糧而渴死餓死。

多國自身難保 難民營不堪負荷
聯合國估計，已有75萬索馬里人逃離國

家。單是上月就有5.4萬人逃往埃塞俄比亞和
肯尼亞，其中在肯尼亞的全球最大難民營，
目前每天接收1萬名索馬里難民，人數較去年
同期急增6倍。由於物資匱乏，相關暴力衝突
正趨嚴重，許多婦女為躲避盜匪和強暴犯，

只能帶㠥子女在極端惡劣條件下，日夜不停
趕路。
樂施會已定下組織歷來最大規模非洲援助

計劃，目標籌集8,000萬美元(約6.2億港元)。今
年5月，因國際糧食捐贈大幅下跌，聯合國世
界糧食計劃署（WFP）被迫減少援助索馬里
的糧食。難民署發言人弗萊明呼籲各國政府
和民間團體正視此一惡劣狀況，即刻支援聯
合國援助行動。
難民署表示，目前肯尼亞的難民營已收容

了38.2萬人，還有數千人正等待入住。問題在
於，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本身也有大旱引起
的類似問題，自身難保，根本不具備幫助其
他國家難民的條件。

■美聯社/《每日電訊報》

荷蘭甲組球會川迪的主場館，昨
日中午進行翻新工程期間，南面看
台天花突然倒塌，多名建築工人被
埋，造成至少1死14人傷。報道
指，當時川迪球員正在荷蘭西南部
訓練，並不在球場內。

休季期間施工出事
發生意外的球場位於荷蘭東部城

市恩斯赫德。報道指，當時場內只
有建築工人正在施工，之後有起重
機駛入，天花隨即塌下，多名工人
被困瓦礫堆中。從現場照片可見，
球場天花大部分已經倒塌，南面龍

門背後整個看台被蓋住。
事發後，警員、消防隊和救護員

紛紛趕到現場，直升機亦到現場增
援。拯救人員把工人從瓦礫堆中救
出，並用搜索犬及攝影機找尋是否
還有人被困。有當時在看台3樓工
作的工人表示，事發時大家非常驚
慌，到處走避。
目前荷甲聯賽正在休季，川迪計

劃在主場館現有看台上增建新座
位，將容納人數由2.4萬增至3萬
人，工程原定在8月1日球季開始前
完成。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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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馬里民眾拖兒帶女逃
難，據稱很多兒童在逃難
途中餓死。 美聯社

■南蘇丹軍隊操練，為獨
立日閱兵作準備。美聯社

■索馬里難
民營內，婦
孺排隊領取
食物。

美聯社

■東非難民營的生活
環境差劣。 美聯社

■倒塌的支架蓋住看台，圖為救援現場。 美聯社

■家長在幼稚園抱出獲救的孩子，歡
喜萬分。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