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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個太空實驗室天宮一號昨晚成功發射升空。正

值國際金融局勢動盪不安、西方太空開發計劃不斷萎縮

的情況下，中國天宮一號成功發射，並即將實施與飛船

神舟八號交會對接任務，是中國航天發展史上又一具里

程碑意義的事件，標誌㠥中國在雄厚的經濟基礎支持

下，突破西方技術封鎖，自主開發航天科技進步迅速，

再向航天強國邁出一大步。中國有條件也有責任再接再

厲，大力發展航天技術，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同時積

極推動航天領域的國際合作，為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

類做出更大貢獻。

天宮一號升空及其後的對接任務備受關注，是因為顯

示了中國在掌握了載人飛船技術後，又在載人飛船和空

間飛行器的交會對接、建立空間實驗室的關鍵技術上取

得重大突破，成為繼美俄之後全球第3個具備獨立能力

進行太空飛行器接合的國家。這為中國下一步建造長

期、規模更大的空間站打下基礎，並為實現登月計劃以

及開展更多更遠的太空探索計劃提供準備。近年，西方

由於經濟衰退，太空開發計劃不斷縮減。相比之下，中

國經濟高速發展，國家高度重視發展航天科技的重要

性，在人力物力各方面提供充分的支持，中國航天技術

發展一日千里，成就斐然。2003年楊利偉乘神舟五號一

圓中國人飛天夢，距今不到十年時間，中國首個太空實

驗室天宮一號已成功升空。國際社會也認同，在國際空

間科研和實驗中，中國的進展速度最快，超過了任何國

家。

眾所周知，航天科技集中了一個國家科技和工業最尖

端的技術。一向以來，在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太空站計

劃中，中國被有意無意地排除在外。因此，中國唯有依

靠自己的力量，奮發圖強，才能在國際空間利用領域佔

一席之地。事實證明，憑㠥不服輸的拚勁和努力，中國

已掌握獨立開發、運作複雜航天體系的能力，躍然成為

國際航天領域的一支不容忽視力量。當然，中國目前在

太空科技和經驗方面仍與美俄存在明顯差距，但是中國

擁有長遠的發展計劃和堅實的財政支持，應該加速航天

產業發展，帶動高科技、軍事以及經濟等方面的協同發

展，佔據科技發展的制高點，為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發

揮助推作用，更好地維護、保障國家的長遠和根本利

益。

中國向來與人為善，一直強調願意與世界上任何國家

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則基礎上，開展航天領域包括

載人航天的國際合作，以推動世界航天技術向更高水平

發展。天宮一號的發射及日後中國建立自己的空間站，

開展更多太空科技嘗試，為國際間太空合作提供多一個

平台，讓外國的科學家和宇航員與中國合作進行科學實

驗，對於人類和平利用太空、探索太空奧秘都將帶來更

大的利益。 (相關新聞刊A1、2版)

天文台前日多次發布預測，指改發8號

烈風信號的機會不大，豈料颱風「納沙」

突然改變路線，天文台在昨凌晨4時40分

發出今年首個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令本

港社會手忙腳亂，引起非議。天有不測

之風雲。颱風預報尺度的鬆緊一直在社

會上存有爭論。天文台在預報時理應將

社會利益及市民安全放在首位，面對不

確定的風向時應謹慎為宜，預報宜緊不

宜鬆，寧願讓社會多加警惕防備，也勝

過社會因掉以輕心而造成損失。天文台

應該總結經驗，增強預見性，將颱風的

風險減至最低。

天文台在前日傍晚仍指發八號信號的

機會偏低，原因是「納沙」一直向偏西

方移動，對香港的影響不大，令到市民

預期「納沙」只會在本港極外圍掠過，

對此不以為意。結果在深夜颱風突然轉

向，令天文台急急掛起八號信號，但當

時不少市民仍在夢中，各機構也難以立

即作出應變，結果早上起來，社會都沒

有做好應對颱風的準備。渡輪航空服務

出現不同程度的混亂，多處舊樓招牌被

強風吹得搖搖欲墜，一個重逾1600噸的

巨型浮塢，更懷疑因為工作人員未有檢

查好船隻錨鏈，被強風吹斷錨鏈撼向附

近一個油庫，造成嚴重的事故。　

天文台解釋稱，「納沙」在午夜後突

然轉以偏北方向移動，需要改發8號烈風

信號，否認預測失準。固然，在數據層

面上，天文台並沒有犯錯，颱風轉向也

是常有之事，不應對天文台過分苛責。

然而，「納沙」並非一般颱風，是今年

以來登陸中國的最強颱風，在多個地區

都造成嚴重破壞。對於這樣一個大型颱

風，天文台理應加倍小心，在預報時應

採取較緊的標準，就算不能提早發出八

號信號，至少也要向社會指出颱風的破

壞力，提醒有關人士及早做好防風措

施。事實上，颱風預報如果過緊，市民

會覺得天文台過分大驚小怪，預報過鬆

又難以發揮提醒的作用，確實是兩面不

討好。但比較而言，市民安全重於一

切，天文台在將來的預報時應採取宜緊

不宜鬆的原則，令社會能及早防備。

(相關新聞刊A5版)

天宮成功發射 祖國航天邁大步 天有不測風雲 預報謹慎為宜

美國聯儲局早前推出「扭曲操作」，圖藉推低長期利率振興經
濟。主席伯南克（見圖）在操作推出後，前日首次公開發言，
表示如果通脹或通脹期望下跌過度，不排除進一步作貨幣寬
鬆，他又指美國可以借鑑中國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
伯南克在俄亥俄州克里夫蘭發表「新興經濟體可持續增長經

驗」演講，稱決策者在關注短期經濟發展的同時，應關注影響
全球經濟的長期趨勢。他指出，在這些趨勢中，最重要的是新
興經濟體快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他說，目前發展中國家和新

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比重超過一半，而在1980年，這一

比例低於1/3。

不排除進一步貨幣寬鬆
伯南克說，在新興經濟體中，亞洲的「增長奇跡」

是最顯著的成功故事，中國尤其引人注目。30年
來，中國經濟每年平均增長約9%，人均國內生產
總值現在比1980年高出約13倍。此外，韓國、拉
美等新興經濟體也都取得了驕人的增長。
伯南克稱，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可以從新興經濟

體的經驗中借鑑，包括遵守財政紀律的重要性、開放貿易、鼓勵
私人資本的同時採取必要的公共投資、發展教育和推動技術進
步、在加強監管框架以確保金融穩定的同時，鼓勵企業家精神和
創新等。伯南克又稱或進一步寬鬆貨幣，以避免出現通縮。他預
計未來數年的平均通脹率將在2%左右，是聯儲局認為適宜的水
平。至於美國就業問題，他稱長期失業率為「國家危機」，指國
會應為創造就業承擔更多責任。

意大利昨日發行78.5億歐元（約834億港元）國債，
但孳息率較上次發債急升，反映市場對歐洲債務危機
的擔憂升溫。
意大利央行表示，此次希望發行55-90億歐元（約584

－956億港元）國債，而需求則達到115億歐元(約1,222
億港元)。今次發行的國債到期年份介乎2014-2022年，
孳息率較上次發債急漲，以2014年到期的債券為例，
孳息率由3.87厘升至4.68厘。
意大利負債已佔國內生產總值(GDP)120％，政府於

本月中通過第二份緊縮方案，冀於2013年成功削債，
以挽回投資者信心。 ■法新社

意發債834億 孳息急升
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惠譽昨向法國銀行業提出警告，

指法國銀行業明顯對歐元區財困國希臘、西班牙及意
大利的高風險主權債務敞口過大，陷入評級下調的壓
力。
惠譽表示，關注到法國銀行業對南歐幾個國家的敞

口，持有的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
的跨境主權及非主權債務敞口，在歐洲銀行業中最
多。惠譽又提到，法國政府已無視外界壓力，堅拒以
公帑向高危的銀行注資，警告政府的救助或有需要。
投資者憧憬歐盟援助措施，但同時憂慮歐債違約，

令法國大型銀行的股份近期大幅波動。 ■法新社

惠譽威脅降法銀行評級

雙重好消息

德國國會昨日大比數通過擴大歐洲金融穩定機制
(EFSF)權限，為拯救希臘債務危機清除重大障

礙。另一邊廂，美國政府公布的經濟增長及就業數據
好過預期，消除市場對復甦緩慢的憂慮，帶動美股昨
日早段上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1,244點，升
23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171點，升20點；納斯達
克指數報2,523點，升31點。道指中段回軟，升幅收窄
至135點。

獲黨內支持 默克爾鬆口氣
歐洲股市全線上揚。倫敦富時100指數中段報5,229

點，升11點；巴黎CAC指數報3,049點，升53點；德國
DAX指數報5,676點，升97點；西班牙IBEX35指數報
8,636點，升156點。
昨日德國國會的表決中，共有523票支持、85票反對

及3票棄權，雖然結果一如市場所料，但支持票數仍然
高過預期。總理默克爾領導的中間偏右執政聯盟中，
有315名議員支持，較所需的過半數多4票，意味她毋
須向反對派「借票」便能通過方案。
雖然執政聯盟內的基督教社會聯盟(CSU)和自民黨的

黨魁，都在公開發言時與默克爾唱反調，但相信多數
執政聯盟議員都在最後關頭，基於團結而支持。反對
派早前曾表示，假如默克爾未能在執政聯盟內獲得足
夠票數，她的管治將會結束。

仍有疑慮 援希方案或調整
雖然擴大EFSF權限的重大阻礙已經解決，但市場

對歐債危機前景仍有疑慮，尤其默克爾對援希方案條款
的態度突然改變。默克爾前日游說國會議員支持方案時
表示，援助希臘的行動不會白費，援希方案亦有可能根
據希臘政府的緊縮措施進度再作調整，消息令人擔心援
希案或存變數。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德國國會昨日以大比數通過，同意擴

大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權限，為方

案獲得歐元區全部國家通過掃除最大阻

礙。另外，美國第2季經濟錄得1.3%增

長，較上月預期的1%為高。美國上周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更跌至5個月以

來新低，大幅減少3.7萬宗至39.1萬人，

遠比預期的42萬人少，消息刺激美股早

段升逾200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

京報道）中國人民銀行貨幣

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29日

在「2011年中關村論壇年會」

間隙向本報表示，對於歐債危

機，中國抱㠥國際合作、共度難

關的態度，正與各國積極展開協

商。歐債問題對中國經濟有不利

影響，中國全力支持歐洲相應國

家解決此問題，但不可能單獨行

動。關於美國可能出台的新一輪量

化寬鬆政策，他認為，中國須謹慎

應對，防止過多的貨幣發行後可能

湧入境內，進而影響到中國經濟。

掛職任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

區管委會副主任的李稻葵表示，如

果美國出台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或

變相的量化寬鬆政策，中國要防止

過多的貨幣湧入境內。但其實美國

人也不願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因

為他們希望更多的流動性留在美國

國內。此外，關於中國外匯儲備多

元化，目前若簡單將大量美元資產

轉向歐元，本身不一定是經得起推

敲的投資方式，關鍵在細節，應找

到合適的投資方式。

祁斌：歐洲尷尬剛剛開始
另外，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

祁斌在此間指出，歐美債務危機可

謂步步驚心，中國應高度關注並思

考啟示。歐債危機的成因是多元

的，除技術性原因外，危機背後更

深層次的原因是歐洲在全球化時代

的經濟競爭力不足。

祁斌表示，歐洲比較優勢日漸式

微，可預見在未來領域和若干年

中，類似的產業併購和轉移會不斷

發生在歐洲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

間。歐洲的尷尬才剛剛開始，不是

傳統產業被併購，而是此後缺乏發

現新產業的能力。只有通過深化改

革，提高市場化程度，有效發揮資

本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在未來新

興產業中搶佔一席之地，重拾在全

球經濟體中的競爭力，才有可能使

歐洲真正走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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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美可借鑑中國成功經驗

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三巨頭」的觀察員，昨日重返希臘，恢復審視雅典

政府推行改革進度，以決定是否繼續批出援助貸款。

早前有歐元區國家提出希債持有人應承受更大損失，

有報道指部分銀行及債權人對此表示憤怒。

據稱，一些銀行及希債持有人正游說德國和荷蘭政

府，反對加重私人債權人負擔。根據7月份出爐的

1,100億歐元(約1.17萬億港元)希臘援助方案，各方同

意私人債權人將債券減值21%，但市傳德荷等國的強

硬派要求將這比率提高。法國和歐洲央行帶頭反對提

高債權人承受損失的做法。

公務員反緊縮 佔政府大樓
另外，「三巨頭」昨日開始重返希臘，在雅典市面

觸發大規模示威，反對緊縮方案的公務員工會更佔據
多座政府大樓，包括財政部、發展部、司法部、勞工
部等，預料行動會持續至今日。

分析相信，「三巨頭」將會如期批出新一輪80億歐
元(約852億港元)援希貸款。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繼
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晤後，預料今天將與法國總統薩
科齊會談。 ■英國《金融時報》/路透社/法新社

希臘債權人拒承受更大損失　

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道指曾飆逾200點
■ 雅 典 示
威 者 將 緊
急 課 稅 信
件 串 連 在
一 起 ， 在
財 政 部 大
樓 外 抗 議
緊 縮 方
案。

法新社

■ 德 國 國
會 投 票 期
間 ， 議 員
向 總 理 默
克爾(中)揮
舞 選 票 ，
暗 示 投 支
持票。

路透社

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德為救歐債開綠燈 美就業數據佳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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