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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克伯格

喬布斯

希拉里向亞洲派「定心丸」
中日等國共持美債23萬億 美自誇經濟穩健投資者勿失信心

美國債務上限談判未有實質進展，一旦債務違約，

持有近3萬億美元(約23.4萬億港元)美債的亞洲國家將

首當其衝，各國密切注視，亞洲投資者採取防禦態

度。昨日展開香港訪問行程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向

亞洲金融市場大派「定心丸」，稱美國經濟體系健全，

機會處處，希望投資者不要對此失去信心。美國國會領袖周日仍未就提高國債上限達成協議，美國距離賴帳愈來
愈近。由於要得出雙方同意的協議愈見艱難，兩黨兩院領袖分別準備
「後備方案」，希望力挽狂瀾，但能否同時得到兩黨支持仍屬未知數。財
長蓋特納表示，國會要在美國時間周一晚(本港今晨)敲定框架協議，才能
趕及下月2日死線。

短期提債限 大選年恐演續集
在周日的談判，兩黨在如何減赤和提高債限仍存分歧，民主黨參議院

多數黨領袖里德表示，共和黨堅持己見是「把美國推向倒債邊緣」。共和
黨眾議院議長博納指出，短期調高債限勢所難免，這意味美國在明年總
統大選前，將再就借貸授權進行表決。
里德方案主張在未來10年減赤2.7萬億美元(約21萬億港元)的方案，

以將債限提高2.4萬億美元(約19萬億港元)，足夠讓華府運作至明年
底，政局在大選前都不會受債限談判左右。方案不包括加稅，也不會
向民主黨重視的福利項目「開刀」，務求能獲兩黨支持。一般相信，
奧巴馬將支持這方案，因為他希望大選前不會再出現債限爭論，以免
影響勝算。
博納方案則主張在未來10年減赤1.2萬億美元(約9.4萬億港元)，並分兩

階段提高債限，第1階段讓華府在年底前足以應付賬單，第2階段則在明
年1月進行。但民主黨稱，短期提高債限會為金融市場帶來更多不確定
性。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距離限期僅餘一周，華
府仍未就提高債務上限
達成協議，投資者憂慮
債務違約會令美國信貸
評級下降，拖累美股昨

日早段下挫。道瓊斯工業
平均指數早段報12,612點，跌68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338點，跌6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845點，跌13點。

上月宣布節流計劃的黑莓生產商RIM將於本周裁員2,000人，佔
公司1/10員工，RIM股價昨早段跌1.5%。
受美債違約陰霾籠罩，紐約9月期油昨跌至每桶98.84美元，下

跌1.03美元；布蘭特期油跌至117.38美元。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全球最大債券交易商「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行政總裁埃里
安，強烈抨擊華府政客互不妥
協，拖延提債上限談判。他
指債務危機已令美國在金
融市場的聲譽受損，或使
美國在數月內失去最高的
AAA信貸評級。
埃里安警告，現在剩下的時間越

來越少，債務爭議已導致全球投資者對美
國前景越趨謹慎。「在最可能的情況下，
最後時刻的政治妥協將可避免債務違約，
AAA信貸評級卻岌岌可危。」
他補充，一旦評級被降，主要債權國、海外

生產商及以美元作儲備貨幣的國家，將不再信
任美國，美國將難以承受這後果。 ■《衛報》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昨日將希臘國債評
級，在「垃圾級」範圍內再下調3級，
指私人債權人將因持有希債而蒙受重大
損失。
穆迪將希臘外幣和本幣債券評級由

Caa1下調至Ca，評級展望為「發展
中」，指債權人換債後，債券的市場價
值仍存在不確定性。
穆迪稱，歐盟宣布的第二輪援希計劃

表明，債務折價置換及希債違約機會幾
乎是100%。但穆迪認為，長遠而言歐
洲的救助計劃及換債提議，將使希臘有
望企穩，並最終削減整體債務負擔。

■《華爾街日報》

希臘「垃圾國債」
再被下調3級英國《衛報》一

年一度「英國媒體
百大權力人物」出
爐，年僅27歲的社
交網站facebook創辦
人朱克伯格(朱仔)壓
倒去年盟主蘋果公

司行政總裁喬布斯登上榜首。新聞集團因旗下《世
界新聞報》備受竊聽風暴困擾，令業界「洗牌」，
傳媒大亨梅鐸從第4跌至第6；兒子詹姆斯更由第8
跌至第11，跌出10大；梅鐸「契女」、新聞國際前行
政總裁布魯克斯更被踢出百大。
時代變遷，3甲也是從事電子媒體的年輕新秀。

朱仔4年前首次上榜，排名僅第100，今年已榮膺盟
主，其fb用戶人數已達7.5億，成為英國最大廣告發

行商，今年收入達40億美元(約311.7億港元)。第2、
3位分別是微博twitter創辦人多爾西，以及互聯網搜
尋引擎巨擘Google新總裁佩奇。

喬布斯由榜首跌落第5
喬布斯去年憑蘋果iPhone及iPad的強勁銷售榮登榜

首，但今年因病告假，令人憂慮其健康狀況，蘋果
今年亦未交出更驚人的產品，令喬布斯的排名下跌
至第5。
新聞集團失威，競爭對手漁人得利。聯合報業集

團總編輯戴克從第13升至第7；英國廣播公司(BBC)
總裁湯普森雖較去年下跌一位，亦力守第4。負責
竊聽案調查的高院法官萊韋森首次上榜便打入10
大；副首相克萊格亦憑支持調查竊聽案，成功進佔
第20。 ■《衛報》

英媒權力榜(部分)
排名(去年) 人物(年齡) 公司及職位
1(7) 朱克伯格(27) facebook創辦人

兼行政總裁

2(-) 多爾西(34) twitter創辦人

3(2) 佩奇(38) Google行政總裁

4(3) 湯普森(53) 英國廣播公司總裁

5(1) 喬布斯(56) 蘋果公司創辦人、

主席兼行政總裁

6(4) 梅鐸(80) 新聞集團主席

兼行政總裁

7(13) 戴克(62) 聯合報業集團總編、

《每日郵報》編輯

10(-) 萊韋森(62) 負責竊聽案調查的

高院法官

11(8) 詹姆斯(38) 新聞集團營運副總監

20(-) 克萊格(44) 英國副首相

32(58) 阿桑奇(40) 「維基解密」創辦人

註：「-」為新上榜 ■《衛報》

戴秉國晤希拉里
共同維護亞太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熊君慧、

何凡 報道）國務
委員戴秉國昨日
在深圳與結束香
港旋風式訪問
後、即日抵㝸的
美國國務卿希拉
里舉行非正式會
晤（見左圖），雙
方一致表示，要
共同維護和促進
亞太和平穩定發
展。
雙方同意繼續

致力於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努力拓展各領域合
作，尊重彼此重大利益和關切，妥善處理分歧，增進戰略互信。戴秉國重申中
方在台灣和涉藏問題的嚴正立場，雙方又就
朝鮮半島局勢等問題交換意見。雙方均認為
會晤有成果，並決定繼續保持密切、形式靈
活多樣的接觸溝通，就中美關係及共同關心
問題隨時交換看法。

為兩國關係減壓 為下半年鋪路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

向本報表示，此次希拉里來華與戴秉國會
晤，主要為中美關係近兩個月來的不愉快政
治氣氛「減壓」，以免局勢進一步緊繃而影響
中美下半年既定高層互動。金燦榮指出，美
國須真正尊重中國核心利益，謹慎處理敏感
問題；若執意在下半年對台軍售，可能破壞
兩國穩定關係的嚴重後果。

投保美債成本上升
投資者觀望美國政府能否達成協議，防美債違約的保險成本攀升。
1,000萬歐元5年期美債的防違約保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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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
5.3萬歐元

2月8日：國會將債務上限由12.4萬
億美元提高至14.3萬億美元前夕

資料來源：Markit

英媒權力榜 梅鐸下滑fb「朱仔」第一

中國人民銀行顧問夏
斌對路透社表示：

「不用太擔心，美國將會
發更多債，印更多銀
紙，」因為美國兩黨議
員不會違背國家利益，
現在只是玩弄政治，最
終肯定會妥協。中國5月
持有美債達1.16萬億美元
(約9萬億港元)，北京投
下的「信心一票」甚具
份量。

韓銀行：美不會「自殺」
希拉里在香港美國商會發表演說，她估計美國可在下月2

日限期前達成共識，避免債務違約，指出民主共和兩黨出現
意見分歧是該國「自然及健康」的政治生態，有信心國會會
作正確決定，並協助總統奧巴馬改善政府長期財政狀況。她
認為美國正處於轉型階段，以後要減少消費及借貸，增加儲
蓄。
然而，距離下月2日限期只餘一周，避險之選瑞士法郎及

金價均上揚，瑞郎更創下新高。有印度政府高層稱，華府及
美國國會議員應知道「擦槍走火」債務違約的後果。澳洲財
長斯萬指出，全球經濟仍在復甦階段，投資者均希望美國能
盡快解決問題，掃除不穩定因素。韓國銀行一名高層說，華
府負責財政儲備的官員現在肯定非常緊張，但無人認為美國
會明知如何解決仍選擇「自殺」。
亞洲消息人士指出，美債上限只屬政治而非經濟問題，遠

不及希臘債務危機需尋求大筆貸款般複雜。美債流動性高，
暫無更「安全」及吸引的替代品，加上中日共持有超過2萬
億美元(約15.6萬億港元)，全球無其他市場可吸納如此大的投
資額。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泰國、新加坡、印度及韓
國因此亦持有大量美債「遺產」。

美銀料：先讓步再拖半年
美國銀行美林證券哈里斯預料債限會短期臨時提高，半年

後亦會落實4萬億美元(約31.2萬億港元)減赤方案。他稱之為
策略，先是向評級機構讓步，避免失去最高的AAA信貸評
級，但其實只是拖延至不久將來，問題仍未根治。

■美聯社/路透社

「美國夢已成噩夢」
美國就提高舉債上限談判，民主共和兩黨爭持不下，無論最終能

否達成協議，美國人都在國家債務違約邊緣「走鋼線」，很不好過。

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如是說：「美國夢變成了噩夢。」

克里斯蒂娜這句話發人深省。美國在這次債務危機中所表現的，

正是對美國長久以來所信奉的價值的絕妙諷刺。這個號稱全球第一

大的經濟體，也陷入以往只會是發展中國家才有的難題。

美國號稱民主國家，兩黨在關乎全國經濟存亡的問題上卻「政治

掛帥」，提高債限成為政客角力場，國民利益棄於最後。兩黨刻意對

立，一方要保障福利項目，另一方就要項目非削不可；一方要求加

稅，另一方便高喊加稅「謀殺職位」，如此這般，不一而足。

連債限應一次過，還是分段完成，兩方也針鋒相對。明眼人卻看

得一清二楚：爭拗全都無關宏旨。美國政治兩極化，使所有議題都

被抹上政治色彩；美國人崇尚「民主解決一切」，民主偏偏成了勒住

美國前進的一道韁繩。

再者，美國債台高築，國民一出世即成「債仔」，這在過往只是落

後國家的難題；政客互相攻訐、拖泥帶水，過往亦是先進國家看不

起落後國家的原因。曾幾何時，幾多人趕㠥做「美國夢」，於今美國

因債務鬧劇形象受損，為國民招來「噩夢」。克里斯蒂娜所言不虛

也。 ■張啟宏

美債談判僵持

道指早段跌68點

兩院兩黨兩手準備

蓋特納：今須有框架

PIMCO警告

美AAA評級恐不保

■人行顧問夏斌表示不用太擔
心美債問題，因為美國將發更
多債，印更多銀紙。 資料圖片

■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前
日迎接希拉里抵港。 路透社

■詹姆斯（左）、梅鐸（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