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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9月底就外傭爭取居港權案做出裁定，指限制

外傭申請居港權的入境條例違反《基本法》，令逾12

萬在港工作超過7年的外傭有資格申請居港權。港府

就裁決提出上訴，並向法庭提出暫緩執行令。高院昨

日認為毋須申請「暫緩執行令」。與此同時，外傭申

請居港權的人數近期大幅上升。

高院拒頒暫緩令，雖指當局不執行原訟庭判決不構

成藐視法庭，但卻造成了混亂，將觸發新一輪的「司

法覆核潮」。當局應尋求上訴庭同意加快排期上訴，

上訴庭亦應重視此案對社會的巨大衝擊，早日審理當

局的上訴。當局亦應準備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同

時，許多社會人士呼籲提請人大釋法，特區政府也應

作好有關準備。

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喜與創黨成員帝

理邁協助外傭就居港權進行司法覆核，高院上月裁決

指限制外傭申請居港權的入境條例違反《基本法》，

倘落實裁決，意味目前全港12.5萬名居港滿7年的外傭

都合資格申請居港權，連同家屬更可能多達40萬人，

將為香港製造一場人口危機，對香港福利、勞工、教

育、醫療、公屋和人口政策帶來巨大衝擊。由於情況

嚴重，港府上訴期間申請暫緩執行令是合理的，可避

免一旦處理外傭居港申請，打亂眾多聘有外傭家庭的

家居照顧或家務安排，而且一旦日後上訴庭或終審法

院推翻原訟庭的判決，之前獲批的申請卻無法「逆

轉」，將對香港帶來嚴重的損害。同時，亦可避免導

致藐視及不尊重原訟庭的裁決。

高院拒頒暫緩令，雖指政府不構成藐視法庭的問

題，但卻帶來了新的混亂。倘當局在處理外傭申請居

港權時採取限制手段，會造成行政法律上的混亂，亦

可能衍生許多不必要的法律訴訟，因此高院拒頒暫緩

令，並非合情合理的做法。為縮短拒頒暫緩令帶來的

混亂期，當局須再次尋求上訴法庭同意加快排期上

訴，上訴庭亦應重視此案的嚴重性以及所引起的混

亂，特事特辦，早日審理當局的上訴。

此案一開始就激起社會憂慮和公憤，案件的幕後操

控者公民黨企圖「淡化」官司的嚴重影響，黨魁梁家

傑反覆指入境處有「四大關卡」防止外傭湧港，意圖

將責任推向入境處。昨日高院拒頒暫緩令後，梁家傑

又表示高院的判決意味合資格的外傭可提出申請，但

入境處可以決定何時處理，可以一年、兩年或三年後

才批，沒有任何人可以逼入境處在三星期內做出決

定。但是，若入境處兩三年後才處理外傭提出的居港

權申請，由此引起的「司法覆核潮」，只會令公民黨

的大狀律師生意滔滔，但所耗費的法援公帑卻要納稅

人承擔。公民黨實不應一而再、再而三誤導和禍害港

人。 (相關新聞刊A1、A2版)

德國下議院昨日通過，透過槓桿化擴大

歐洲金融穩定基金的動議，歐洲中央銀行

不需要再在二級市場購買債券支持有財困

的國家。歐盟對解決債務危機分歧仍大的

情況下，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為擺脫危機

開了個好頭。

事實上，歐盟各國共同協商了多輪，歐

債危機依然沒完沒了，最根本的問題在於

各國對救援存在明顯分歧，導致議而不

決。外界雖然不能寄望歐盟今日舉行的峰

會即時解決問題，但最重要的是，歐盟必

須拿出信心和決心展開自救，齊心協力地

採取具體措施，才能爭取外部的支持，為

最終化解債務危機創造有利條件。

在此次峰會前，本要舉行歐元區財長會

議，但是突然被取消。外界猜測是因為各

國在歐洲金融穩定機制、槓桿化資金規

模，以及私人債權人削債幅度仍有分歧，

對於峰會能否達成共識也存在疑問。現時

援歐方案主要分「三部曲」，但除了為歐

洲銀行業注資約1,100億歐元(約1.2萬億港

元)得到共識外，各方對希債減值、歐洲金

融穩定機制加碼的分歧仍然嚴重。歐元區

討論希債減值60%，但銀行界表示不會接

受如此「剃頭」幅度。由於歐盟各國遲疑

不決、利益不一，結果導致債務危機不斷

升級，愈演愈烈，影響到全球金融市場、

整體經濟的穩定。

歐盟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像德國、

法國等在歐盟佔主導地位的國家，認同必

須及時實施更有力實在的挽救措施。德國

透過槓桿化擴大歐洲金融穩定基金的動

議，目的正在於增強施援的「火力」，可

以為金融機構提出擔保，避免令市場流動

性不足，經濟更加低迷，同時也是顯示德

國願意承擔起與其實力、地位相應的責

任，這對於穩定投資者的信心具積極作

用。德國作為歐元區經濟火車頭，能夠在

拯救債務危機再向前邁步，相信可以帶領

其他國家共同應對危機。

有報道指，中國和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已

同意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注資歐洲

金融穩定機制(EFSF)。其實，歐洲經濟基礎

堅實，具有發展潛力，只要歐盟積極自救，

避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外界就不會對歐

盟經濟完全喪失信心。 (相關新聞刊A11版)

高院拒頒暫緩令 外傭案觸發訴訟潮 歐盟議而不決難解危機

有傳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擴大談判或要等到
11月底才有定案，令市場對解決歐債危機的希望逐
漸消散，抵銷了波音等企業業績造好的消息，拖累
美股昨日早段升過百點後回落。道瓊斯工業平均指
數早段報11,745點，升3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1,227點，跌1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612點，跌
25點。

歐洲股市尾段紛紛回落，英國富時指數昨日尾段
報5,515點，跌10點；法國CAC指數報3,162點，跌
11點；德國DAX指數報5,980點，跌65點。

美國飛機製造商波音及玻璃製造公司康寧第三季
錄得盈利增長，美國9月份新屋銷量亦錄得5.7%增
幅，增速為5個月來最快，好過市場預期。但新屋
價格中位數則按月跌3.1%，是近一年低位。

■路透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救市希望變失望
美股先升後回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言人表
示，高盛前董事古普塔（見圖）

昨日自首，就他被指向帆船集
團創辦人拉賈拉特南提供內幕
消息的指控投案，將於稍後提
堂。

代表律師指，古普塔是個誠
實及廉正的人，強調他從沒參
與任何證券交易，亦無向拉賈
拉特南提供任何內幕消息，更
未從中得到任何利益。檢控官則指，古普塔在金融海
嘯期間，曾向拉賈拉特南洩露「股神」巴菲特向高盛
入股50億美元(約388.7億港元)的消息。拉賈拉特南月初
被判內幕交易罪成，入獄11年。　 ■法新社

高盛前董事涉內幕交易自首

■位於意國錫耶納的西雅那銀行分行。 網上圖片

意大利執政聯
盟趕及在歐盟峰
會前夕，就經濟
改革達成協議，
避過政府即時解
散危機。但意媒
報道，為換取盟
友北方聯盟支持
經濟改革，醜聞
不斷仍一直堅拒
下台的總理貝盧
斯科尼已簽訂「秘密條約」，承諾在今年12月
或明年1月辭職，明年3月提早舉行大選。

歐債風暴席捲債務沉重的意大利，在上周
末的峰會上，德法兩國輪流批評貝老推動經
濟改革不力。備受下台壓力的他加緊推動經
濟改革，建議將退休年齡由65歲提高至67
歲，卻遭北方聯盟拒絕，聯盟領袖博西稱貝
老帶來「意大利災難」，威脅解散政府，提早
大選。

雙方前日終達成協議，趕及在昨日歐盟峰
會上達成改革方案。雖然內容未向外公布，
但有官員指北方聯盟已答應退休改革。

賣債913億元 孳息急升
意大利現時腹背受敵，同時面臨政府垮台

危機及歐盟壓力。該國昨日拍賣85億歐元(約
913億港元)國債，孳息率為3.535厘，比上月
3.071厘急升。

■法新社/路透社/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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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消費北埋單
格老指歐元區超錯
美國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日前接受CNBC訪問時表

示，歐洲南北文化南轅北轍，使德國、荷蘭及奧地利等，
一直要替意大利、希臘等南歐國家的過度消費「埋單」，
但歐元區在成立前未有充分評估各國文化差異，隨㠥危機
可能惡化，德國等的經濟將受拖累，南部生活水平亦會下
降；美國經濟亦將因全球一體化而受波及。 ■CNBC

美1%超級富豪
28年收入3倍增幅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發表報告指，佔美國人口1%
的超級富豪，在1979年至2007年間收入增幅接近3倍，遠
超其他階層的收入增長，凸顯美國貧富懸殊加劇。

美國「佔領華爾街」和各地類似示威尚未歇息，CBO
報告進一步提供證據指出，30年來，美國已成為愈來愈不
平等的國家。報告說，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在這段
期間平均實質稅後家庭收入增加275%。

■路透社/《紐約時報》

傳透過IMF泵水 EFSF總裁明訪京

■ 傳 中 國 將 通 過
IMF注資歐洲救市
機制。圖為位於華
盛頓的IMF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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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盧斯科尼早前出席
歐盟峰會。 美聯社

持3494億意債
全球最老銀行遭殃

歐債危機蔓延，全球最悠久銀行也遭殃。意大利錫耶納
一家創立逾500年的銀行，因持有近325億歐元(約3,494億
港元)意國國債，是銀行資本緩衝的逾4倍，遭3大國際評
級機構狠降評級；預計須籌集至少20億歐元(約215億港元)
新資本。

1472年創立的西雅那銀行集團(Banca 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在錫耶納擁有約3,000員工，是當地最大僱主。

■《華爾街日報》

《中國日報》報
道，若新興經濟體透過

IMF注資EFSF，將增加當中各國在
環球金融系統的影響力，暗示它們有
機會增加在IMF的投票權。報道引述接
近歐盟決策層可靠消息稱，有關協議或會
寫入峰會最終文件，但消息沒透露中國參與救助
的細節。法新社昨日則引述2名歐盟外交人士稱，
中國已決定注資在EFSF，但「金磚五國」其餘四國
則未有決定。歐盟沒交代雷格林訪京的原因和會面
對象，但指他會於明日下午會見傳媒。

巴西財長曼特加前晚表明無意購買歐債，但可以
透過IMF給予協助。

希債減值談判叫停
然而，對沖基金Thaddeus Capital行政總裁希恩認

為，中國不會參與注資EFSF或相關投資工具，而是
會逐個國家救助，如購買希臘國營資產等。

現時援歐方案主要分「三部曲」，但除了為歐洲
銀行業注資約1,100億歐元(約1.2萬億港元)得到共識
外，各方對希債減值、EFSF加碼的分歧仍然嚴重。

昨日峰會討論歐元區提出的私人投資者所持希債
減值方案，但由於各方分歧嚴重，談判被迫中斷。
目前歐元區計劃要求希債減值50%至60%。

至於加大EFSF火力，與會者正考慮兩個方案：以
EFSF為財困國債券擔保，以及建立「特殊目的投資
工具」(SPV)，但均未有共識。援助方案環環相扣，
由於此兩大部分未有定案，10個非歐元區歐盟國拒
絕協議要求銀行業立即增加資本。

德反對歐央行買債
法新社昨晚引述峰會一份聲明草案指，歐盟可能

向重組資本的銀行提供擔保，避免出現信貸緊縮，

各國廣泛同意銀行要在明年6月
前，達到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9%

的目標。
德國對方案立場仍強硬。歐盟領袖在協議草案提

議歐洲央行繼續買債，但總理默克爾公開反對，指
德國「不可接受」。

德國會昨日以503票通過容許EFSF槓桿化，並要
求歐洲央行停止買債。但即將接任歐洲央行行長的
德拉吉稱，央行決意以「非常措施」助歐，暗示繼
續買債。

由於各方對援歐
方案分歧嚴重，消
息稱要待歐盟和歐
元區領袖下月7日
至8日再開會，細
節才有望落實。

歐 洲 央 行 昨 日
公布有181間銀行
向 其 申 請 一 年 期
貸 款 以 抵 禦 歐 債
危 機 ， 總 貸 款 額
為 5 6 9 億 歐 元 ( 約
6,116億港元)。
■路透社/美聯社/

法新社/《華爾街日

報》/英國《金融時

報》

■歐盟證實，EFSF行政總裁
雷格林明天將訪問北京。

資料圖片

歐盟領袖昨日召開本

周第二輪峰會，市場連日憧

憬峰會將提出歐債危機全面解決方案，但原定峰會

前的歐元區財長會議突然取消，各國分歧亦仍然嚴

重，顯示峰會難有成果。與此同時，英文《中國日報》

昨日報道，中國和其他主要新興經濟體已同意通過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注資歐洲金融

穩定機制(EFSF)；歐盟更表

示，EFSF行政總裁雷格林明

天將訪問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