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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德日攬權 拒「金磚」注資IMF

16個香港被淹
料損700萬噸稻米

災情訊息混亂
英祿政府捱轟

美股連升3周 收復今年失地
受經濟數據向好、歐債危機有望解決的消息刺激，美股上周五高

收，道指一口氣收復今年以來失地，更是自4月以來首次連續3周上
升。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周五收報11,644點，升166點。標準普爾500指

數報1,224點，升20點，自8月以來首次重上1,220點關口，一周升幅是
2009年7月以來最大。反映科技股的納斯達克指數報2,667點，升47
點；蘋果及IBM股價在業績公布前雙雙創新高。
市場對周末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會議樂觀，抵銷了西班牙

及歐美銀行被降評級消息的影響。反映市場恐慌情緒的VIX波動指
數過去數周持續下跌，周五收於8月3日以來最低位，反映投資者不
安或有所退減。

憧憬蘋果業績佳 美股有望再升
展望本周，微軟、國際商業機器(IBM)、蘋果公司及可口可樂等多

隻大藍籌將陸續公布業績，投資者憧憬美股有望再升。路透湯森數
據顯示，標普500上市公司本季度已公布及預計盈利增長為12.4%，
不及7月的17%，但市場預計蘋果和IBM業績將比預期為佳。
券商Conifer認為，人們總要將錢用作投資，指上周美股升幅如

斯，不少投資者擔心情況會像去年第4季翻版，股市狂升，自己卻白
白錯過。過去2個月，標普500指數一直在1,074至1,230點之間徘徊，
有分析師認為，一旦升穿1,230點，相信不少技術型投資者將飛身追
貨。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彭博通訊社引述知情人士報道，歐
洲官員正考慮將希臘債券減值達
50%，在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提
供資金下設立銀行業支援機制，並持
續央行買債行動，作為應對歐債危機
的策略核心。

消息人士指出，希債減值雖然導致
損失，但或會連帶提出不要求葡萄牙
等其他受援國進行債務重組，藉此讓
投資者相信歐洲已控制危機。

除了減值希債達5成，另一更積極
提案是投資者將希債換成面值較低的
新債，由歐元區擁有AAA評級的紓困

基金作擔保。終極選項涉及在無擔保
情況下減值的債務重組。

歐洲官員並考慮以7種方式讓EFSF
發揮更大效果，這些選項可歸納成2
大類：讓EFSF有權從歐洲央行借
款，或運用EFSF提供債券保險。據
指央行幾乎已排除前者。

此外，加速成立永久紓困基金「歐
洲穩定機制」(ESM)的共識逐漸浮
現。下周討論焦點將是讓ESM提早1
年，在明年7月上馬，以及鬆綁容許
單一國家阻撓紓困的一致原則。

■中央社

歐盟傳擬將希債減值5成

曼谷抗洪防線

當局正搶修
巴吞他尼府一
個水閘，以減
少湧進曼谷的
洪水

朱拉隆功
水閘是另一
個抵禦洪水
的重要防線

沿 巴 吞 他 尼 的
Rangsit運河築起沙包
及1.25米高防水堤，以
防洪水流入另外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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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便會湧入曼谷國際
機場所在的廊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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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武里府

湄南河

巴吞他尼府

水利部發言人表示，海水潮漲加上北部河水湧入，估
計水位會在今日起至周二達到頂峰。他稱，湄南河

水位昨晨潮漲時升至2.29米，稍低於警戒線2.5米。重災區
除中部工業重鎮大城府外，巴吞他尼府水浸亦接近1米。
當地居民不滿政府厚此薄彼，只顧保護重要地區，憤而破
壞剛堆起的沙包牆。

商業旅遊正常 唐人街搶購糧水
陸軍上校威拉指出，堤壩幾近最高負荷，仍需排出大量

洪水，最差時候尚未過去，呼籲民眾不能掉以輕心。氣象
部門稱，泰國已近雨季尾聲，北部降雨量將驟減。但來自
中國的高壓脊減弱，中部仍會持續下雨，甚至移至南部。
曼谷市區商業活動大致正常，不時有外地遊客，機場航

班如常升降。唐人街一帶靠近河道地區則氣氛較為緊張，
居民紛紛搶購樽裝水、公仔麵及罐頭等。有居民認為災情
仍未明朗，不能旨意政府打救。

佔泰經濟4成 中國物資助抗洪
英祿表示，明白各省民眾過去3個月飽受水災影響，稱

政府已全力救災，但強調曼谷是泰國經濟命脈，須團結起
來全力保護。曼谷佔全國經濟的41%，而中部重災區僅佔
8%。她已下令軍隊全面協助救災，稱形勢尚在可控制範
圍，呼籲民眾冷靜。中國軍隊已決定向泰國武裝部隊免費
提供一批緊急抗洪搶險物資，包括24艘衝鋒舟、6部柴油
發電機組和200個應急燈。全部於今日上午由空軍
運輸機運至曼谷。■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曼谷

郵報》/泰國《民族報》/新華社

泰國發生半世紀以來最嚴重水災，洪峰昨日

已通過首都曼谷，沒造成重大災情。市內湄南

河水位已達300年來新高，東部水深達70厘

米，預料未來數日仍有大雨，當局全力保護市

中心地帶，將洪水疏導至周邊地區，引起民眾

不滿。據稱軍方領袖前日達成共識，要求總理

英祿盡快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加快「力保

曼谷」。水災持續3個月，至今已造成最少297

人死亡，損失約30億美元（約233億港元）。

泰國水災肆虐，全國77個府中有25個受災，約162萬公頃農田
被水淹沒，總面積相當於16個香港之多。商務部稱，洪水已破
壞70萬噸稻米，但估計最終損失可能高達700萬噸。不過官員強
調，水災對今年大米出口影響有限，預期仍可達全年1,100萬噸
的出口目標。
農業部表示，由於被浸農田很多都是稻田，意味稻米產量將

大減，打亂政府高價收購稻米計劃。商務部官員承認現時米價
高企，但未至於影響訂單。泰國今年已輸出900萬噸稻米，幾乎
達標，受道路損毀影響，稻米暫時未能運到港口，但海外需求
仍然頗高。

勢挫明年出口
中部工業重鎮受洪水重創，物流受損，商務部考慮調低原定

15%的整體出口增長目標。出口推廣署副總幹事安查勒表示，
相信今年可力保出口增長20%至2,300億美元(約1.8萬億港元)的目
標，但明年首季出口肯定會受拖累。她稱，商務部稍後將召集
出口商及製造商開會，商討明年出口目標及推廣策略，當局亦
考慮賠償受影響企業。 ■《曼谷郵報》/泰國《民族報》

泰國總理英祿政府甫上台即遇嚴重水災，外界
批評協調救災的科學部長博巴索發放訊息混亂，
不當誇大災情，令民眾彌漫恐慌情緒。官員洋相
盡出，新政府管治能力備受質疑。
博巴索上周四在電視聲稱近1米高的洪水正湧

向曼谷北部多個地區，消息在網上瘋傳，令民眾
提心吊膽。其上司、司法部長巴差急忙補鑊，澄
清無意發出疏散令。
面對外界批評，英祿前日辯稱博巴索的警告只

是「出於好意」，但救災發言人一職未幾即改由
巴差負責。短短兩周內兩換發言人，英祿在電視
直播交代災情時亦顯得非常煩惱。
除了官員失言，資訊及通訊科技部日前警告散

播謠言者可能入獄，甚至有人提出資訊發布須經
巴差加簽，令政府與媒體的關係更緊張。前日又
傳出救災中心宣布曼谷17個區為「災區」，巴差
當晚發聲明否認。

■泰國《民族報》

一連兩日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會議昨日結束，大會發
表共同聲明，表明會確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有充
足財力履行系統性責任。然而，會前曾有媒體指「金磚五
國」有意向IMF注資，協助應對歐債危機，但建議旋即遭
美國、英國、德國及日本等擁有IMF多數投票權的國家反
對，顯示發達國家不欲新興經濟體擴大在IMF的話事權。
法國財長巴魯安表示，下周的歐洲峰會將為歐債危機提供
「決定性」答案。美國財長蓋特納會後發聲明指，歐洲的方
案包括確保歐洲政府能在可行利率下借錢、銀行資本重
組、繼續支持希臘和進一步邁向財政聯盟，包含了「正確
的元素」。
前日傳出新興國有意注資IMF的消息後，歐美財長紛紛

「潑冷水」。美國財長蓋特納稱IMF已擁有「非常龐大」的未
動用資源，日本財相安住淳附和；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和英

國財相歐思邦也同聲表示，歐元區危機應由歐洲解決。
路透社引述消息稱，新興經濟體原本建議向IMF注入

3,500億美元(約2.7萬億港元)。IMF此前已先後多次與歐盟合
作援助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貢獻了1/3資金。現時IMF
剩餘儲備約為4,000億美元(約3.1萬億港元)，總裁拉加德早前
曾表示，可能需要增加資金。

G20擬5600億助意西
G20成員國分歧巨大，是次會議恐怕難有重大成果。據稱

除了為IMF加碼的方案，與會者又討論為意大利和西班牙
提供相等於720億美元(約5,600億港元)的「預備信貸額」，以
及設立由德國提倡的全球金融交易稅等。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泰晤士報》

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
爾宣布，下調法國5家
最大銀行的評級，包括
將法國巴黎銀行的長期
評級下調1級至AA-，
較最高評級低3級；5行
評級展望均為穩定。
標普將其餘4家銀

行，包括BPCE集團、
法國農業信貸集團、聯
邦銀行杜互助信貸銀
行，以及法國興業銀行
的個別基礎信貸結構下
調至A。標普解釋，降
級反映出未來經濟和融
資市場環境更艱難，已
削弱5行的財務狀況。

■《華爾街日報》

G20財長昨日開會商討歐債危機，歐盟消息透
露，德法兩國討論拯救歐洲銀行業有進展，據稱
會要求銀行達致9%的一級資本比率，但未知要求
落實時間。至於擴大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過
去有人提出由歐洲央行出資為EFSF槓桿化，提議
已被否決，但德法可能同意由EFSF為歐債提供某
程度減值保障。此方案雖可能成事，但提供的保
障較低。

高盛：銀行業3.2萬億缺口
另外，高盛估計，歐洲銀行管理局(EBA)如果進

行新一輪壓測，將有68家銀行「肥佬」，反映銀行
體系出現高達2,980億歐元(約3.2萬億港元)的資本缺
口，當中法巴及德意志分別需要130億及122億歐元
(約1,403億及1,317億港元)。高盛認為，單靠資本重
組不能解決歐元區問題，需多管齊下穩定主權債
務價值。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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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愈升愈高，小女孩只能露出頭部。
美聯社

■有居民的家園被沖毀，要靠鐵枝搭建臨時
帳篷暫住。 法新社

■曼谷盤谷銀行總部外堆了大量沙包防洪。
美聯社

狗狗怕水另類水靴 力保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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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洪水浸街 曼谷告急
湄南河水位300年新高 已向郊區洩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