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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級機構穆迪昨宣布，將意大利主權債務評

級一次過調低三級，由AA2降至A2，更警告未來

再有國家或遭降級。但是，歐洲股市不跌反

升，英法德的股市指數分別上漲2%-3%，原因是

歐元區將對銀行業資本重組採取協同行動，抵

消了意大利主權評級被降對市場的負面影響。

意大利主權債務被連降三級，正常來說會引發

一場小型環球股災。然而，歐洲股市卻因為有聯

手挽救銀行的行動而上升。這件事給市場的啟示

是，儘管歐債危機有進一步惡化的可能，但目前

仍未到無可挽回的地步，只要歐洲內部拿出決

心，採取實在的救援行動，依然可以令市場重拾

信心，為化解危機帶來曙光和希望。

意大利的公共債務負擔達到1.9萬億歐元，規模

比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和愛爾蘭四國債務之和

還要大，上月中已遭另一評級機構標普將其主權

債務評級下調，如今穆迪再踩多一腳，意味㠥意

大利解決債務危機難度更大。意大利是歐洲第三

大經濟體，其債務負擔已達到被市場形容為「大

到不能救」的程度，一旦發生更大的債務危機，

對整個歐洲經濟的衝擊將難以想像。

上月意大利主權債務評級遭標普下調消息一

出，國際金融市場立即遭遇「地震」。但是，昨

日歐股、美股不但無再出現恐慌性下滑，相反

還大幅走高，原因在於法國及比利時政府相繼

同意向法比合資的德克夏銀行提供援助。德克

夏和很多歐洲大銀行一樣，大量持有歐元區特

別是希臘、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國債券，股價曾

經暴跌38%，並傳出將破產的傳聞。對於法比政

府合力挽救德克夏銀行的舉措，德國總理默克

爾表示肯定，更認為若有必要，德國會修改歐

盟條約，讓歐元區17國更緊密合作，應對當前

危機。正因為受有關正面消息刺激，不但德克

夏銀行扭轉連日跌勢，盤中更一度出現10%的漲

幅，包括德意志銀行、法國巴黎銀行在內的歐

洲銀行股普遍上漲，連意大利的銀行股也有少

量升幅。

由此可見，歐債危機並非已無可救藥，穆迪

也承認目前意大利遠遠說不上會違約，而且亦

可透過發行歐元債券等不同方案解危，關鍵是

歐洲各國要齊心合力、抱團過冬，改變各自為

政、只顧一己之利的態度，果斷地落實具體的

救援措施，特別是德法等大國必須肩負起救市

的責任，其他各國積極配合，才能重振市場信

心，為擺脫危機創造有利條件。

(相關新聞刊A4版)

將於下周三發表的施政報告，有關居屋政策

備受關注。有報道指，當局考慮復建居屋，首

年最多推出五千個單位，入息上限會比現時白

表高。目前，本港正面對新一輪金融危機衝

擊，樓市逆轉的風險與日俱增。當局的居屋政

策必須因應大環境而作出調整，在回應市民置

業訴求的同時，也要避免復建居屋政策推行過

急加劇樓市調整風險。當局應明確規定，一、

二手居屋只准售予符合入息、資產要求的本港

永久居民，既確保居屋只滿足真正有需要的市

民，又將居屋市場與私人市場區隔，以免加劇

樓市炒風或加劇樓市下跌。

近年本港樓市熾熱，金管局數字亦顯示，市

民平均供樓月入負擔已急升至逾五成，反映市

民的薪金增長難以追及樓價升幅，置業難已成

為社會上最關注的課題，而復建居屋的呼聲也

在不斷增強。為回應社會訴求，當局復建居屋

未嘗不可，而適當放寬申請人的入息限額，令

更多夾心階層有資格上車，也是合適做法。然

而，興建居屋動輒要3-5年，屆時本港樓市環境

難以預料。因此，當局要把握好復建居屋的速

度和力度，不應一次過推出過多單位應市，以

免對樓市造成太大衝擊。

過去，居屋業主只要為單位補足地價，便可以

在二手市場將居屋出售。在樓市熱火朝天之時，

價格相對較低的居屋單位往往成為投資者追捧的

對象，令居屋價格同樣水漲船高，失去了協助有

需要市民上車的作用。因此，當局在復建居屋之

時，在政策上也要作出調整，不應再沿用以往的

模式。將來不論是「置安心」計劃或是新建的居

屋，都應與私人市場完全區隔，除了首次買家要

符合入息、資產等規定外，將來轉售也必須售予

同樣合資格的人士，這不但可確保資助房屋都能

讓有需要的市民受惠，而且可避免居屋加劇樓市

炒風或加劇樓市下跌。

本港正面對新一輪金融市場動盪，股票市場

已經大幅下挫，而樓市也難以獨善其身，種種

跡象顯示，樓市風險正在積累之中。現時宣佈

復建居屋，特別要注意避免令樓市出現震盪。

當市況逆轉，市場需求萎縮之時，居屋便會立

時面臨出售困難的問題，浪費資源之餘，也加

重樓市沽壓。記得沙士時樓市一潭死水，當局

及後決定停建居屋，剩存居屋要花上多年才告

沽清。當局必須汲取教訓，在居屋政策上必須

因應市況作出調整，不能一本通書看到老。

(相關新聞刊A14版)

意大利降級歐股反升的啟示 居屋可復建 政策需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中國近年的經濟
實力驕人，高等教育發展亦拾級而上。《泰晤士
高等教育》最新公布，中國內地共有3所大學躋
身全球200大，分別是北京大學(49位)、清華大學
(71位)和中國科技大學(192位)。報告指出，它們
連同另外6間內地知名大學組成的「九校聯盟」
擁有巨大潛力，將有力挑戰美英大學在排行榜的
主導地位。

「九校聯盟」於2009年成立，用以促進院校學
術之間的交流，成員包括：復旦大學、哈爾濱工
業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
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和浙江
大學，各校均是內地的名牌大學，但各有不同特
色。報告稱，中國政府對「九校聯盟」投入大量
資金，在多種條件推動下，「聯盟」有能力動搖
美英兩國在排行榜的盟主寶座。

教育與經濟互為因果
雖然報告大讚「九校聯盟」有實力，但亦同時

指出，內地高等教院也有不少地方有待改善。整
體而言，北大和清華屬於全球精英大學之列，但
排行榜顯示，中國其他大學距離真正的國際一流
學府仍有很大差距，另外，不同國家的引用論文
率，亦影響中國的大學排名。報告建議，長遠而

言，中國若要取得更佳排名，需要更大的學術自
由和空間，並致力改善教學程序。

《泰晤士高等教育》負責編輯安．穆洛玆認
為，世界局勢處於快速變化階段，高等教育是各
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全球競爭漸趨劇烈，
人才方面尤甚。我們看見高等教育的新興力量正
在崛起，原有的實力格局面對挑戰，老牌的頂尖
學府需要思考對策。」若按國家或地區劃分，以
所有上榜大學總分計算，內地在亞洲排名第4，
排在日本、香港和韓國之後，新加坡排第5。其
中，日本總共有5所大學在全球200強以內，在亞
洲區排名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泰晤士高等
教育》繼去年大幅改革評估機制，今年再作微
調，在原先的13項準則中，剔除了「公共研究
資源佔整體比例」，新增了「和一個或多個外
國作者合著的學術論文佔學術論文總數比
例」。據了解，研究機構認為過去理工科大學
一直因為在吸引資金方面佔優而被高估；微調
後，強項是藝術、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大學可更
平等地與理工科大學較勁，故一直以文科見稱
的牛津大學，今年超越以自然科學聞名的劍橋
大學，前者排名第4；後者排名第6。

5範疇分13項計分指標
《泰晤士高等教育》是全球最大型的學術

聲譽調查，今次共有17,500家學術機搆參與，
分析5,000萬次的論文引用，並對相同學科領
域進行比較。它全面考察現代國際化大學的4
大核心使命：教學、研究、知識轉移和國際
活動，由此引申5個需要評估的範疇：「產業
收入與創新」、「教學與學習環境」、「引用
及研究影響」、「科研數量、收入和聲譽」以
及「國際化程度：師資、學生和研究」。
為計算這5個範疇的總分，是次調查一共引

入13項計分指標，例如「教學人員與學生比
例」、「研究引用比率」、「外國學生佔整體
學生比例」等。
負責進行資料收集及分析的路透社研究評

估主管喬納森．亞當斯表示：「我們把各大
院校放在全球化大環境下進行分析，考慮它
們各大範疇。綜合去年的意見，加上今年我
們強化和大學之間的合作，今次的分析結果
將會最為全面和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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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排名 亞洲金牌痛
失

美英名校囊括十佳
《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世界

大學排名榜顯示，美國及英國的
名校繼續「壟斷」首10位。在該刊

發報世界大學排行榜8年以來，美國哈
佛大學首次失去龍頭寶座，與史丹福大學並列第2，去年
排第2的加州理工學院，終成功奪得第1位，成為全球最佳
大學。
英國牛津大學首次排名第4，打破去年美國包辦5佳的局

面；普林斯頓大學則力保第5。其後順序為劍橋大學、麻
省理工學院、倫敦帝國學院、芝加哥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芝大改制後首次打入十大，耶魯大學則跌至11
名。
至於兩岸三地院校的排名，多呈下滑之勢。北京大學及

北京清華大學兩所內地頂尖名校分別位列49位及71位，排
名下跌12位及13位；台灣大學排154位，下跌了39位。

東京大學稱雄亞洲
港校亦好不了多少，過去兩年均力壓東京大學的港大，

今年大跌13位，降至34位，無法保住「亞洲第一」美譽。
港大發言人回應，今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在計算方法上
作出多項調整，分析數據方法和參照範圍跟去年有別。
至於由去年41位下跌至62位的香港科技大學發言人稱，

學校會藉此加強自我了解，力求完善，但創校短短20年，
能躋身全球大學前列，實屬難得。

浸大理大跌出榜外
去年位列111位及149位的浸大及理大，今年均跌出

「200佳」榜外；中大及城大今年加入排名，則位列151位
及193位。浸大、理大及中大發言人均稱，排名榜考慮因
素各有不同，學校會在教學研究上繼續努力。城大發言人
則稱，排名榜反映香港高等教育界充滿活力，有助香港知
識型社會的發展。
此外，香港在「頂尖

大學密度最高地區」及
「上榜大學數量與國內生
產總值（GDP）比率」
均取得全國第1，後者屬
首次加入評分的項目，
荷蘭、英國、瑞士及瑞
典緊隨香港之後。
資深升學專家夏里巴

認為，由於不同排名榜
有不同計算方法，加上
準則每年有改變，排名
升跌不能與教學水平直
接掛㢕。

兩岸三地大學排名
院校 今年 去年 升跌

香港大學 34 21 跌13位

北京大學 49 37 跌12位

香港科技大學 62 41 跌21位

北京清華大學 71 58 跌13位

香港中文大學 151 無參與 不適用

台灣大學 154 115 跌39位

中國科技大學 192 49 跌143位

香港城市大學 193 無參與 不適用

台灣清華大學 — 107 跌出榜外

香港浸會大學 — 111 跌出榜外

南京大學 — 120 跌出榜外

香港理工大學 — 149 跌出榜外

台灣中山大學 — 163 跌出榜外

廣州中山大學 — 171 跌出榜外

台灣交通大學 — 181 跌出榜外

浙江大學 — 197 跌出榜外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全球十佳大學排名
院校 今年 去年
加州理工學院 1 2

哈佛大學 2 1

史丹福大學 2 4

牛津大學 4 6

普林斯頓大學 5 5

劍橋大學 6 6

麻省理工學院 7 3

倫敦帝國學院 8 9

芝加哥大學 9 >10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10 8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內地九校聯盟

潛質可撼英美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劉景熙）國際高等教育

權威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最新世界

大學排名榜，香港今年有4所大學上榜「200佳」，

但香港大學排名由去年的21位跌至34位，被東京

大學超前，痛失「亞洲第一」的冠冕；科技大學

亦下滑21位，連同首次參加排名的中文大學和城

市大學，分別排名62、151及193；浸會大學及

理工大學則跌出榜外。港校排名遠遜去年，幸

好在「頂尖大學密度最高地區」及「上榜大學

數量與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兩個單項

取得全球第1，算是挽回一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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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34位

清華71位

科大62位 中大151位

中大城大首列200佳 港校兩指標冠全球

■香港大學全球排名由去年的21
位跌至34位，在亞洲屈居東京大
學之後，名列第2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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