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銀行最新分析報告警告，由於共和民主兩
黨未能就減赤方案達成共識，加上跨黨「超級赤
字委員會」不太可能提出可靠的減赤計劃，故預
料當委員會於11月或12月垮台後，美國主權信貸
評級有可能再遭下調。

美國黨爭引發違約危機，結果美國於8月被評
級機構標準普爾褫奪AAA最高評級。美銀分析師

哈里斯預期，明年初美國將面臨兩大衝擊：再被
降級和財政緊縮措施，兩者均會令經濟逐步衰
弱。哈里斯又指，減少開支只屬退而求其次的削
赤方案，故委員會應向稅收或津貼 手。但共和
黨已立誓不加稅，民主黨亦不可能支持削減津
貼，故委員會內部分歧比國會更嚴重。

■《星期日郵報》

美銀：美減赤不成或再降級

歐盟命銀行增資1.2萬億
西意葡齊反對 憂淪為求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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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名已婚共和黨政
客爆出同性戀醜聞。一名
應召男妓聲稱，該黨前國
會議員候選人邁爾斯(小圖)

曾以500美元(約3,891港元)
向他提出性要求，還形容
自己是雙性戀專業人士，
希望能在外遊時滿足同性
戀慾望。他又稱，邁爾斯
曾言喜歡肌肉，希望與他

「玩樂」；二人「完事」
後，邁爾斯更承諾送寶馬房車給他，並為他開設
錄音室。邁爾斯否認指控，直斥男妓是瘋子。

邁爾斯2008年曾代表共和黨角逐國會議員，現
為新澤西州近郊的梅德福鎮鎮長，育有2名子
女。據男妓稱，去年10月在加州一家酒店遇上邁
爾斯，邁爾斯向他出示鎮長證件及金徽章，證實
身份，其後向他提出性要求。

網上流傳裸男床照
網上流傳一張擬似邁爾斯的半裸男床上照。據

男妓稱，相片在網上流傳後，邁爾斯再沒回覆他
的電話。邁爾斯則指相片經過加工，並非其本
人，形容事件非常瘋狂，不認識男妓，斥對方有
妄想症；妻子也指事件屬「炒作」，拒絕回應。

■《每日郵報》

廢棄衛星又墜落地球！德國航空航天中心發言人許
茨表示，報廢的天文觀測衛星「倫琴」(見圖)昨日已
進入大氣層，預期部分殘骸會墜落地面，暫時未知哪
個國家會「中頭獎」，但早前有科學家根據預先計算
軌道，估計殘骸不會墜落歐洲、非洲或澳洲，但有可
能擊中亞洲，中國隨時天降異物。不過，許茨指暫時
仍未能確定。

最大碎片重1.5噸
許茨指當局已跟「倫琴」中斷聯絡，衛星進入大氣

層前，在30分鐘內移動了約2萬公里，並以時速2.8萬
公里進入大氣層。其間，大部分機件會被燒毀，但約
30塊總重約1.7噸的殘骸，包括異常防熱、重1.5噸的
鏡片，可能墜落地面。

「倫琴」於1990年升空，身兼研究黑洞及中子星的
任務，並利用造影望遠鏡進行首次X射線全天域巡視
計劃，發現所有天體都會發放X射線。服役期間，

「倫琴」離地600公里，但退役後距離收窄至330公
里。墜地在即的它，圍繞地球一周只需90分鐘，加上
沒推進器，故根本難以預測或控制墜落地點。

「倫琴」原本只需出動18個月，但由於貢獻良多，
當局決定把任務延期至它不能再運作為止，結果執勤
8年後，因有星體追蹤器失靈，加上太陽造成不可修
補的損毀，最終於1998年停止運作並於翌年關閉。

■美聯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太空中遙不可及之地多的是，為了打破阻隔，美國
太空總署(NASA)提出太空加油站建議，讓軌道上的太
空船加油，減低成本之餘，亦可加快探索月球甚至小
行星計劃的進度。

省6459億元開支
NASA用了6個月時間研究太空加油站，於今年7月

完成。由於現時所有燃料是由火箭負責運送，燃料重
量限制了太空船的大小。如果太空船可中途加油，可

大大減低其重量，節省開支。
研究文件指，當局會先發射燃料補給站，其後由火

箭運送燃料到補給站，雖然這會讓發射次數由4次增
加到11至17次，但相信可提前5年於2024年送太空人
到小行星。若按照計劃探索小行星，2012年至2030年
的開支將是600億至860億美元(約4,669億至6,693億港
元)，比去年提出的大推力火箭計劃減少最多830億美
元(約6,459億港元)。

■《紐約時報》

NASA擬建太空加油站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本周將公布最新報
告，預測全球人口或在本世紀末時倍增，突破150
億。該趨勢若得不到遏制，地球資源將供不應求，人
類將遭受災難性滅亡。

聯合國原先估計目前全球人口約70億，到2100年將

超過100億。新數據遠超預期，令許多專家大為震
驚。英國人口控制運動（Population Matters）主席馬
丁稱，地球已邁入危險新階段，「地球正面臨人口增
長、氣候變化和石油過度開採等，實際上我們的星球
已承擔不起70億人口的壓力。」 ■《衛報》

世紀末全球人口150億 人類瀕滅亡

印度一名28歲女子2個月前遭小狗咬傷，
之後性慾突然失控，甚至經常在無受外界刺
激下「忽然性興奮」。她其後確診染上瘋狗
症，但在染病4天後不治。

據報該女子最初被咬傷時沒為意嚴重性，
未有及時就醫。「全球瘋狗症控制聯盟」傳
播總監科斯塔稱，如果她及時治療，可以挽
回一命。

一般而言，瘋狗症患者會因肌肉痙攣引發
怕水等症狀，偶爾也會因腦部受感染而性慾
異常。科斯塔提醒，被咬後用肥皂和水沖洗
傷口約10分鐘，然後在24小時內迅速求醫。

■《每日郵報》

泰國水災對首都曼谷的威脅未退。曼谷北
部水位不斷上升，多處水浸，加上政府已開
閘排洪，洪水直逼市中心，更威脅曼谷第2
大的廊曼國際機場。當局昨日敦促湄南河沿
岸約3,000名居民撤至緊急收容中心，軍人加
快修葺防洪牆，以保護兩處重點工業村。

洪水威脅將於周末（本月28日至30日）達
高峰，屆時洪峰令湄南河水位上升，加上泰
國灣達至潮漲高峰，減慢排洪入海速度，當
局將面臨另一次挑戰。政府昨日表示，預期
洪水於下月初退去。

廊曼機場部分地區已劃為臨時避難中心，
收容了數千名災民(見圖)，並於今天起負責
提供糧水。機場四周都堆起沙包抵禦洪水。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曼谷郵報》/中央社

美雙性戀男鎮長
涉4千元召男妓

印女染瘋狗症4天
性慾失控不治

英今辯脫歐公投 卡梅倫臨60黨員倒戈
歐債危機日益嚴重，愈來愈多英國人對於國家身為歐

盟成員國感到懷疑。英國國會今日將進行表決，決定是
否就英國脫離歐盟舉行全民公投，據稱執政保守黨將有
多達60名議員倒戈，支持動議，是該黨及自民黨聯合政
府上台以來最大規模議員倒戈。首相卡梅倫堅決反對動
議，不排除處分相關議員。

由於議題敏感，無論保守黨或工黨執政期間，黨領袖
都迴避脫歐議題。但國會去年修例，容許「後座議員事

務委員會」每年有35天時間，就個別議題提出辯論和表
決，成為今次脫歐公投動議的導火線。

威脅撤職無得升
今次表決並無約束力，預料通過機會亦不大，因為自

民黨及全體在野工黨議員料會反對。然而，在「疑歐派」
佔多的保守黨，支持脫歐的議員為數不少，若然倒戈票
過多，自然對卡梅倫的領導能力構成一定影響。

除了親自游說議員，卡梅倫亦計劃利用黨鞭權力，迫
使所有黨員反對動議。據報，部分堅持支持動議的黨
員，或會被撤所擁有的低級閣職，並失去晉升機會。

「疑歐派」保守黨前影子內政部長戴維斯認為，卡梅
倫如此抗拒公投動議，是擔心一旦公投舉行，選民真的
會支持脫歐。曾是歐元支持者的英國金融服務局(FSA)主
席特納現時也認為，以往倡議英國加入歐元區的決定是
錯的。 ■《衛報》/《每日郵報》/《每日電訊報》

■卡梅倫昨日
抵達歐盟峰會
時神情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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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廢衛星「倫琴」墜地球 華或「中頭獎」

歐盟財長上周五起開會，前日繼續漫長討論，2
名知情人士透露，27個歐盟成員國中，24國

同意歐洲銀行進行上述資本重組，以符合歐洲銀行
管理局（EBA）將核心一級資本比率提升至9%的要
求。歐盟領袖並希望將援助基金轉化成安全網，防
止西、意等巨型經濟體陷入希臘及愛爾蘭式財困狀
況。

確保不緊縮借貸 意成眾矢之的
新資本金額要求高於上周預計數字，但與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IMF）早前預料的2,000億歐元（約2.16
萬億港元）仍有相當距離。新資本可來自私人投資
者、政府及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在新方案
下，政府需確保銀行不會透過縮減營運或借貸集
資。路透社取得的文件顯示，歐盟研究為銀行提供
擔保計劃，確保他們在同業拆借市場癱瘓時，仍能
取得所需融資。

大部分資本預期由希、葡、西、意、德、法等6國
籌集，英國銀行料毋須增資。一名外交官員透露，
西、意、葡反對方案，認為「太昂貴」，不願付款。

歐盟官員認為意大利就削支及改革「放軟手腳」，
憂慮歐債危機擴至意國，昨日峰會開始前，范龍
佩、默克爾及薩科齊與意總理貝盧斯科尼舉行私人
會議，外交官員稱這無疑是向意國施壓，要意國實
行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增長。默克爾前日警告，
若意大利負債維持在佔國內生產總值（GDP）
120%，則無論如何也無法挽回投資者信心。

擬建「財政部」 擴EFSF後日定案
銀行方案只是救歐大計「三部曲」的其中一部

曲，另有就擴大EFSF規模和修訂援希貸款的方案，
會在昨日及最遲後日的歐盟峰會上討論。德國總理
默克爾及法國總統薩科齊均表示，後日才是達成

「具體決定」的關鍵。
此外，前日有英國外交消息透露，歐洲理事會主

席范龍佩正擬定方案，研究於法蘭克福或巴黎建立
歐盟「財政部」，負責監管歐元區17國稅收及開支，
實行歐元區財政統一。
■法新社/美聯社/英國廣播公司/《星期日泰晤士報》/

英國《金融時報》/《每日電訊報》/路透社

歐盟財長前日經10小時馬拉松式會議，磋商化解歐債危機方案後，同意歐洲銀行必

須於未來6至9個月籌措1,080億歐元（約1.17萬億港元）新資本，加強銀行體系以防止

歐債危機蔓延至其他歐洲國家。方案獲大部分成員國同意，但西班牙、意大利及葡萄

牙極力反對，意西尤其擔憂集資不達標，將迫使它們尋求歐元區援助。

■薩科齊(右)全程擺出不屑表情，西班牙
總理薩帕特羅(左)等感無奈。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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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爾斯否認床照的裸男是自己。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