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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特族」湧現
貧困人增多：日本

富人繳稅少
窮人胖子多：美國

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等日前反對新興國家透過
注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拯救歐洲，以免擴大新興
國於IMF的話事權；前日落幕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
會議又未得出具體方案。但《星期日泰晤士報》昨日
引述知情人士報道，中國已秘密承諾，願意向歐元區
國家注資逾數百億英鎊(約數千億港元)，購買當地基建
和國債。據悉中國銀行業有意購入更多主權債券，海
航集團(HNA)亦有意收購雅典機場。

條件：歐洲改革削支
報道稱，中方大量注資前，要求歐元國進一步削減

預算及進行結構性改革。知情者透露，中國希望歐洲
明白歐債危機「深淵」有多深，並確保危機不會惡
化。

現時歐債危機威脅波及銀行業，歐洲官員正忙於制
定銀行資本重組方案。預計銀行將須擁有9%的資本比
率，不達標者須在明年6月30日前籌集資金。預計法、
德、意、西的銀行都須增資，但資金缺口或不如早前
預計般大，英國銀行業則可望達標。

卡塔爾科威特等4國可能提供資金
據稱為了協助歐洲銀行業渡過難關，卡塔爾、科威

特的投資部門、新加波淡馬錫，以及挪威主權基金挪
威銀行，都正與數家歐洲銀行商談提供資金。

此外，英國財相歐思邦首次承認，該國或須動用數
十億英鎊，協助歐元區紓緩歐債危機。但他稱，歐元
區有責任以自身資源支持歐元穩定發展，不應單靠IMF
額外資源代替。■《星期日泰晤士報》/《華爾街日報》

傳中國秘密承諾救歐
數千億購基建國債

2008年金融海嘯時獲英國政府出手打救的蘇格蘭皇
家銀行，業績大受歐債危機影響，投資銀行業務更首
當其衝。《星期日泰晤士報》昨日報道，蘇皇正打算裁
減投行至少1/3人手，意味約5,000員工可能飯碗不保。

《衛報》上周五更報道，該部門財務總監向員工發電
郵，表示不再資助員工搞聖誕派對，以省開支。

由於新資本規定將出台，加上投行回報縮減，蘇皇
會向全球銀行及市場部開刀，只保留英美業務；收購
荷蘭銀行時得到的國際付款網絡則會保留。企業借貸
業務的歐洲分部，以及買賣與投資的高風險業務也會
被裁減。 ■《星期日泰晤士報》/《衛報》

蘇皇或裁5000人
不再資助聖誕派對

西班牙陷入財困，主權評級接連遭國際評級機構惠
譽國際和標準普爾下調。有分析師認為，西國將難以
達到本年經濟增長1.3%和財赤減至佔國內生產總值
(GDP)6%的目標，故7月開始警告要下調西國評級的另
一評級機構穆迪，很可能於本月底出手。

西國主權信貸評級早前遭惠譽降2級至AA-，上周五
再遭標普下調至AA-，前景同為負面，意味或再降級。

失業率逾20%  自治區減赤失敗
IG Markets分析師平加龍認為，西國經濟增長只會有

0.7%至0.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西國央行以及
標普均預測該國增長只有0.8%。失業率高企正是增長
疲弱元兇，該國第2季失業率便高達20.89%，創工業國
新高。

經濟增長跟減赤息息相關，增長疲弱令減赤目標遙不
可及。標普預測，西國本年財赤達6.2%，來年更只可減
至5%，高於當局的4.4%目標。有分析指，減赤幅度強
差人意，自治區應負上責任，17個地區都債台高築，12
個未能達到中央政府訂立的減赤目標。 ■法新社

西增長減赤難達標
月底或再降級

歐債危機有待解決，在剛結束的二十
國集團(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上，成
員國要求歐洲各國在本月23日的歐盟峰
會上，以「全面方案」應對目前挑戰，
意味歐元區只有7日解決危機。成員國又
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擔當更重要
角色和考慮新方法，為財困國提供短期
流動性。

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認為，如有必要
應修改歐盟條約，避免一個國家為其他
成員國製造麻煩。他批評有國家不尊重
規則，但他補充，即使不修例亦可更嚴
厲落實相關管治條款。他強調歐元仍是

「極可信」的貨幣，歐元區並非受到威
脅，估計今年首3季應錄得增長。

IMF設預防工具 指新興國受衝擊
G20財長會議未有達成重大協議，除了

7天最後通牒，發表的公告只表示期望歐
洲進一步行動，加大歐洲援助基金影響
力。歐盟峰會上，料將簽署同意歐洲金
融穩定機制(EFSF)加碼、銀行資本重組方
案，以及給予希臘的第二輪援助。

IMF總裁拉加德表示，過去數周全球經
濟惡化，開始衝擊新興國家。她並稱會
在下月初的G20峰會提出建議，以更具彈
性、更快到位的「預訪工具」協助財困
國，就如投行雷曼兄弟2008年倒閉時，
IMF向數國提供預防性信貸額般。

然而，IMF是否具備足夠「彈藥」成為
焦點；G20公告亦指，IMF需具備充足資
源以履行職責。拉加德上月已表示，IMF
的3,900億美元(約3萬億港元)資金池可能
不足夠。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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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前日響應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起源地紐約的示威

者遊行至時代廣場，最少6,000名示威者一度佔據廣場，其間與警衝

突，最少88人被捕。意大利首都羅馬多達20萬人上街示威，後來演

變成騷亂，有蒙面示威者肆意破壞商店櫥窗，警方出動催淚彈及水

炮驅散，事件中約135人受傷，包括軍警及無辜平民。

美國貧富懸殊極端，催生「佔領華
爾街」運動。有趣的是，善於避稅的
美國有錢人，並非肚滿腸肥，他們樂
於花費在有機食品和昂貴健身室，為
的是活得更健康長命。相反，窮人往
往為了省錢而依靠垃圾食物充飢，肥
人比率較有錢人要高。

美國人口普查局最新統計顯示，
美國20%高收入一族佔全國總收入
49.4%，他們年均收入逾10萬美元(約
77 . 8萬港元)；貧困一族人口達

14.5%，但只獲得3.4%財富，年收入
不到2.2萬美元(約17.1萬港元)。然
而，華府政策未曾縮窄貧富懸殊，
超級富豪如「股神」巴菲特，去年
繳稅率僅為17.4%，較同事的33%到
41%少近一倍。

根據美國人健康基金會統計，年
收入1.5萬美元(約11.7萬港元)以下的
家庭，肥胖人口比例達33.8%，與年
收入5萬美元(約38.9萬港元)的24.6%
相距甚遠。 ■中央社

日本社會近年出現兩種現象，首先是
年輕人遊手好閒，靠父母「供養」，被稱
為「尼特族」或「飛特族」，有人甚至在
父母離世後餓死家中。另一種是勤力的
打工一族，他們無法脫貧，更愈做愈
窮，被稱為「窮忙族」或「新貧族」。分
析認為，這顯示日本前景黯淡。

前年4月，九州門司區一名39歲男子
在租屋內餓死。此前5年，他在母親死
後開始獨居，工作不穩定，10年前開始
在居酒屋等餐廳打工，至少換過6家

店。其好友的母親曾聽他小聲說：「很
想自己開一家店，想談戀愛。」傳媒認
為，他正是「尼特族」的表表者。

國稅廳調查顯示，去年有收入的4,552
萬人中，1,045萬人年薪不到200萬日圓
(約20萬港元)，佔總數22.9%，其中半數
為30歲以下。在日本，年薪不足112萬
日圓(約11.3萬港元)就算是「貧困人
口」，而7月公布的2010年「相對貧困率」
調查顯示，每7人中就有1人是窮人，是
1986年有紀錄以來最差。 ■中央社

歐美經濟不景衝擊英國經濟，安永會
計師事務所大幅下調英國今年經濟增長
預測至0.9%，意味出現雙底衰退的風

險大增。安永指歐債危機對英國構成最
大威脅，若危機惡化，英國的量化寬

鬆政策(QE)將不足以促進經濟，需
實施新措施刺激增長，呼籲政府減
稅、英倫銀行減息。

安永旗下經濟智庫ITEM Club
將英國今明兩年的增長

預測，分別由
1.4%及2.2%下
調 至 0 . 9 % 及
1.5%，並稱雖
然央行月初將
QE規模擴大
至2,750億英鎊
(約3.4萬億港
元)，但若歐
元區領袖無法
紓困，QE規
模 將 不 足
夠 。 安 永 預
料 央 行 會 進

一步擴大QE，但明年11月前不會加
息。■彭博通訊社/《星期日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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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衝突中，騎警試圖攔截進入時代
廣場的群眾，混亂間1名女子倒地頭

部受傷。示威者在大電視下以各種方式表達
訴求，有人高喊「警察是99%大多數」，強
調示威和平進行，反對警方使用過分武力。

警方指，較早前另有24名示威者闖入華盛
頓廣場公園旁1間花旗銀行分行被捕，分行
被迫關門。在芝加哥，逾2,000人於聯邦儲
備銀行外遊行，約175人被捕。

意搞事者被斥「畜牲」
市民責警失職

羅馬猶如戰場，示威者向警方擲石、玻璃
樽及燃燒彈。在羅馬競技場及聖約翰大教堂
和平聚集的示威者被迫走入酒店及教堂暫
避，數家博物館須臨時關門。市長阿萊曼諾
譴責搞事者滲入和平示威，是「畜牲」，估計
事件中損失達100萬歐元（約1,079萬港元）。

市民不明白為何在全球「佔領」運動中，
僅羅馬出現暴力衝突，指警方沒及早干預；
數百名示威者四處破壞鬧事，警方只拘捕12
人。總理貝盧斯科尼卻感謝保安部隊「成功
控制場面」。

「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現身英
國倫敦支持示威者，指英國銀行制度
是貪污受益者。警方嚴陣以待，聖保
羅大教堂附近一度有示威者與警察衝
突，8人被捕，其中6人被起訴。

200人歐央行外紮營
加逾萬人示威

德國歐洲央行總部外有200人通宵紮
營，「佔領法蘭克福」發言人稱，當局
只容許他們聚集至後日，但示威會無限
期延續。柏林警方則成功阻止在國會外
紮營。月底退休的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
昨日稱，全球金融制度不能再維持脆弱
狀態，承諾加強監管，表示已聽到示威者
的訴求，但反對以激進手段解決。

逾萬加拿大人前日亦在首都渥太華、溫
哥華等地響應反企業貪婪大遊行。多倫多約
5,000人在市內金融區聚集，然後在附近公
園紮營通宵留守。示威大致和平，警方拘捕
2人，指其中1名男子攜鐵鎚擅闖銀行。

■美聯社/法新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紐約郵報》

安永削英增長至0.9%
雙底風險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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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總理貝盧斯科尼的海報被潑紅油，示威者更向

警車縱火。
路透社

羅馬20萬示威者上街 爆騷亂逾百傷

美6000人佔時代廣場

■紐黑
文 6 歲
女童加勒特拿
㠥「媽媽，看，無
將來」的標語牌參
與示威。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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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煞」示威者在歐洲
央行外紮營生火。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