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到歐洲央行減息消息刺激，歐美股市昨晚造
好，港股全線ADR回升。截至昨晚12時，匯控
ADR報67.41港元，升2.92%；中移動（0941）報
75.93港元，升1.7%；國壽（2628）報21.71港元，
升2.66%。統計港股ADR比例指數，顯示今日
指將回升390點，見19,632點。

港股今日未必可追回昨日跌幅
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植耀輝表示，歐洲央行

減息是出乎大家的意料，認為目的是為了對沖希
臘擬就歐盟救市方案公投的負面影響，消息宣布
後歐洲股市回升，但由於歐洲息口與本港股市的
關係不大，料未必能刺激港股追回昨日跌幅。
海通國際中國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表示，市場

現觀望G20峰會的結果，投資者變得審慎。G20峰
會一連兩日在法國舉行，商討穩定金融體系以及
匯率彈性問題。

新盤劈價累地產股急跌
郭家耀續指，希臘的公投提議當然是負面因

素，但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微調言論則開始有下
文，有報道指部分銀行接到宏調部門暗示，允許
其在監管指標合格的基礎上，在合理範圍內適當
放鬆信貸投放。消息令內地股市造好，國指也曾
一度倒升，所以現市場並非一面倒地向壞，惟港
股累積升幅頗多，要突破20,000點有難度，在
19,000點則有支持。
至於昨日港股表現，市場擔心希債有機會違

約，並連鎖式衝擊整個歐洲，消息令外圍期貨下

挫；加上市場擔心本地銀根抽緊，銀行股沽壓強
勁；地產股亦因有發展商將新盤「劈價」而普遍
疲弱， 指全日跌491點或2.5%，收報19,242點，
大市成交785億元。

國壽追落後逆市曾升逾7%
期指成交活躍，收報19,292點，高水50

點，成交高達11.7萬張。衍生工具佔大市
成交回落至29%。國指收10,294.9點，跌
150.9點或1.44%。銀行股及地產股持續受
壓，匯控（0005）大跌2.9%，渣打（2800）
跌4%，東亞（0023）為跌幅最大銀行，跌
5.4%。內銀股方面，建行（0939）與工行
（1398）各跌1.7%及2.4%，中行（3988）跌
1.5%，交行（3328）和農行（1288）跌3.5
及1.1%。
新地（0016）要「劈價」應市，市場擔

心這是樓市轉角跡象，新地下跌3.3%，
地（0012）與信置（0083）更跌近4%，長
實（0001）亦跌3.7%。國壽（2628）追落

後，盤中曾被挾升逾7%，收市報21.15元，升
4%，太保（2601）亦跟升4.2%。航運港口股沽壓
強勁，中遠太平洋（1199）跌5%，招商局（0144）
跌4.3%，中海集運（2866）跌4%，中遠洋（1919）
跌4.45%。

歐洲減息 港股外圍升390點
分析員：觀望G20  投資者對後市仍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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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宗外傭爭取居港權司法覆核案，高院

昨日頒下判詞，裁定案中的菲籍丈夫勝訴，

合資格申請居權，發還人事登記審裁處擇日

處理，其妻子卻因居留期間被視作違反逗留

條件而判敗訴。

由於原訟庭早前已裁定「入境條例」違反

《基本法》規定，意味 入境處無權以行政措

施阻礙該名菲籍男子取得居港權。該名外傭將

成為可申居權的先例。法院今次判決，實際上

等於宣示外傭只要符合申請條件，便可直接成

為香港永久居民，勢將引起外傭的居港申請

潮。由於案件涉及社會整體利益，愈遲處理對

社會的影響就愈大，當局應要求法院特事特辦

盡快處理上訴，以免產生各種混亂及爭議。

案中的男申請人獲判勝訴。法官雖然只將

勝訴個案發還人事登記審裁處處理，但由於

入境處已不能再援引「入境條例」限制外傭

申請，入境處若以行政措施阻止外傭湧港，

就有觸犯法例之嫌。現時外傭提交申請只屬

形式上的走過場，法庭判決實際上為外傭成

為香港永久居民大開了綠燈。

應該看到，當局早前曾向法庭申請暫緩執

行裁決，以待上訴結果後再處理外傭居港申

請。然而，法院最終否決申請，並指當局可自

行處理個案，導致近期申請居港權的外傭大幅

上升。入境處資料顯示，上月就有148宗外傭

申請居港權個案，較去年每月平均少於1宗，

升幅高達147倍。不少外傭都表示愈早申請愈

好，令入境處堆積了大量申請個案。一般而

言，處理外籍人士的居港權申請約需時半年，

快則一至兩個月，假如入境處未能如期完成申

請個案，隨時會引發大量的訴訟潮。

外傭湧港已經迫在眉睫，但在幕後發動居

權官司的公民黨，其黨魁梁家傑在聞判後依

然聲言，入境處有權對外傭居港權的申請

「把關」。然而，梁家傑身為資深大律師，不

可能不知道法庭既已判決「入境條例」違反

《基本法》，即是說任何限制措施都屬違憲，

試問入境處還如何把關？梁家傑還繼續拋出

所謂的「四大關卡論」及「入境處把關論」

等誤導市民，目的不過是推卸公民黨在事件

上責任。市民應該看清楚公民黨發動居港權

官司的不良用心，而當局也應做好一切準

備，以應對數以十萬計外傭可能湧港所帶來

的種種法律及社會問題，將衝擊減至最低。

(相關新聞刊A2版)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昨日在法國康城展開，歐債

危機成討論焦點。希臘公投決定激怒歐洲，歐盟已

表明公投前不會發放任何援希貸款。德法首腦向希

臘發出最後通牒，強調捍衛歐元較拯救希臘更重

要，敦促希臘須決定是接受歐盟救助方案或退出歐

元區。

歐盟以強硬姿態要求希臘就是否留在歐元區作出

抉擇，表明施援是有底線的，受援國必須遵守拯救

協議的條件，不能只享受資助的權利而不履行緊縮

開支的義務。歐盟以明確態度向希臘施壓，也是對

其他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各國形成警示作用，以免

形成傚尤希臘只求他救、不願自救的骨牌效應。否

則，歐盟根本負擔不起天文數字的救援成本，歐洲

區難逃崩潰的命運。

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周一突然宣布就歐盟救助方

案舉行全民公投，令整個歐洲方寸大亂，解決債務

危機的前景再度蒙上陰影。歐盟已對希臘失去了耐

性，歐盟領袖開始以歐元區存續為大前提預作準

備，商討希臘一旦退出歐元區的因應之策。歐盟主

席容克表示，歐元區希望希臘留守歐元區，「但絕

非不惜任何代價」。法國總統薩科齊及德國總理默

克爾警告，若希臘不按照上周歐盟通過的援助方

案，將得不到「一分錢」援助貸款。迫於歐盟強大

壓力，希臘總理府終於發表聲明，表示帕潘德里歐

已打算放棄自己提出的歐盟援助方案公投計劃。

希臘及歐豬各國的債務危機，已非普通的金融危

機，其實質是一場由高福利政策、過度借貸所導致

的經濟、社會大災難。歐洲各國近年大搞福利主

義，在民粹主義政策左右下，各國政府為爭取選

票，不得不大灑金錢以滿足民眾日益高漲的欲望。

但是歐洲近年經濟增長緩慢，各國政府唯有靠舉債

度日，國家負債水平遠超安全線，發生債務危機實

屬必然。可是，即便國家瀕臨債務違約、破產的邊

緣，不得不靠國際社會援助，享受慣高福利的國民

仍不肯過削減福利、大幅裁員的「苦日子」。所

以，希臘政府想借公投爭取民意支持拯救方案，實

在是緣木求魚之舉。

歐債危機的解決必然與全球經濟穩定息息相關。

G20成員固然需要團結合作，共度難關，但也要分

清拯救責任的主次。歐洲內部首先要制訂解決債務

的明確規矩，各國必須遵守的嚴格財政紀律，方能

使拯救方案得以付諸實行，體現歐洲對解決債務問

題的決心和意志。這樣才能打消外界對施援歐洲的

顧慮，才能有助盡快解決歐債危機，為世界經濟復

甦打下堅實基礎。

(相關新聞刊A4版)

外傭居港開綠燈政府上訴須加快 守住底線才可紓解歐債困局

■歐債危機未明，港股昨日下跌491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子豪）美國聯儲局議
息後維持貨幣政策不
變，亦未有推出QE3救
市，市場大失所望，導
致昨日各地股市下瀉。
署理財政司司長陳家強
昨指出，目前全球經濟
問題主要是歐債問題，
故即使美國推出QE3，
對環球經濟也未必有太
大幫助。他又謂，若本
港經濟情況轉壞，港府
或會出招幫助經濟。

美「放水」未必能救經濟
陳家強表示，難以預測美國將來會否推出QE3，因

全球仍處於低利率，銀根寬鬆的狀況，資金相當充
裕，故美國再「放水」對環球經濟的推動作用成疑。
他強調，目前全球經濟問題主要是歐債問題，尤以

希臘債務危機情況相當不明朗，甚至當地政治形勢也
存在變化；倘若歐洲各國不盡快實行清晰的解決方
案，市場波動將無法避免，冀歐洲各國政府拿出決心
解決問題。
至於外圍形勢對香港的影響，陳家強指港府當務之

急為確保金融市場穩定，又指若經濟情況不幸轉壞，
影響到本地出口將會按需要推出措施應對。

金管局料金融市場續波動
金管局亦表示，美國聯儲局重申經濟面對下行風

險，並強調歐洲需要相當長時間化解債務危機，而應
對債務問題的解決方案，有關細節仍有待落實。目前
外圍環境不明朗情況下，相信金融市場將繼續波動，
投資者需要特別留意。
金管局續指，已推出一系列監管措施，要求銀行提

升風險管理，並呼籲巿民要提高警覺，不要過度借貸，以提升
香港銀行及金融體系的應變能力，應付潛在的震盪和衝擊。

中國暫不會購入歐資產
早前市場憧憬內地會出手買歐債挽救當地經濟，永隆銀行司

庫鄺國榮認為，歐債情況發展至目前階段，料中國購買歐資產
的計劃將會擱置，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亦會待歐元國家達成救市
共識後，才會再部署對歐洲的援助計劃。
另外，美國聯儲局宣布維持利率不變後，本港各主要銀行包

括匯豐及中銀香港宣布其最優惠利率將維持於5厘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希臘將

就歐盟救助方案舉行公投，令歐債危機

再現重大變數，加上美國未有推出QE3

的意願，港股昨日再次下挫，最多曾跌

近600點。昨晚9時歐洲央行意外減息25

點子，消息刺激歐美股市造好，帶動港

股ADR回升，截至昨晚12時，匯控

（0005）ADR升2.9%。 但有分析員預

計，港股與歐洲息口的關連不大，未必

有效刺激今日大市追回昨日

的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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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中央「放水」 A股3連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因政策鬆動預期持續

發酵，消息面亦利好頻出增強市場做多氣氛，滬股連續第三日
收升，刷新近一個半月收盤新高，深滬兩市的成交增加30%至
逾2,600億元（人民幣，下同）。
滬深股市昨延續強勢，雙雙高開後股指震盪走高，滬指盤中

最高摸至2,535點，午後兩市震盪走低後小幅反彈，收盤滬指報
2,508.09點，漲3.98點或0.16%，成交1,363.1億元，創近5個月新
高；深指報10,624.12點，漲42.37點或0.4%，成交1,358.1億元。

料2620點附近遇阻力
華融證券分析師范貴龍表示，昨日成交明顯放大，顯示2,500

點上方存在拋壓，且多空雙方分歧較大。不過近期陸續出台一
些溫和的正面政策，並傳達出資金面或現鬆動的跡象，或令基
本面有所向好。他指，隨 利好層面兌現，未來市場將繼續震
盪向上，惟預料股指在半年線2,620點附近會遭遇較大壓力。
另有市場人士認為，由於2,500點之上壓力較大，股指昨在多

次尋求突破失敗後尾盤出現明顯回落，成交量明顯大於前幾個
交易日，市場獲利了結心態較為明顯。雖然個股的活躍度仍處
比較好的層面，但是分化已經開始加大，從目前的情況看，昨
日成交量明顯放大，但上行受阻，後期滬指在2,500點一線出現
較大震盪的可能性很大。

■陳家強表示，希臘政局
持續不明朗，會密切留意
情況變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希臘就援助方案進行公投，增添
市場不確定因素。G20峰會上，中國表示希臘的
情況明朗前，都不願投資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EFSF），令本來期待中國出資過千億美元救市的

歐洲領袖，如意算盤打不響。耀才證券研究部副
經理植耀輝指，希臘公投問題直接迫令歐洲央行
減息，以抗衡希臘擬公投的影響，對股市只有短
暫的刺激作用。

料中國最快明年才出手
他指出，希臘的公投決議相信最快也要年底前

才有結果，即使公投贊成希臘接受援助，中國最
快也要到明年才會向歐洲「泵水」。一旦公投議案
被否決，中國將不會參與歐洲的注資方案，令市
場失望之餘，更醞釀「大災難」，歐洲央行現階段
被迫「自救」，提早減息，但歐洲其實也在面對通
脹威脅，在歐債危機沒完沒了下，港股難以突
破。
天大證券董事施俊威則表示，市場現正觀望希

臘的公投進展，增添市場不確定因素，但他個人
認為，即使希臘公投不通過援助亦非壞事，因可
逼使歐元區財長放寬援助希臘條件，對後市反而
有利。不過，海通國際中國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
表示，投資者憂慮若果希債違約，會連累其他歐

洲國家銀行體系的穩定，屆時形勢會更嚴峻，打
擊投資氣氛。

復用舊幣 希臘銀行勢擠提
目前在希臘，有愈來愈多人主張脫離歐元區，

並復用舊貨幣德拉克馬（Drachma）。支持者認
為，此舉除可透過債務違約，卸除5,000億美元主
權債務負擔，亦可讓希臘毋須受制於歐元區貨幣
政策，能透過讓貨幣大幅貶值刺激出口，走出經
濟危機。如果這樣，所有希債將要全數撇賬，對
歐洲的銀行帶來沉重打擊，屆時全球銀根也會抽
緊。
有經濟學者指出，希臘自採用強勢的歐元後，

競爭力下跌了30%，若棄用歐元，將可以印鈔來
紓解問題，雖然會招致大幅通脹的苦果，但中線
卻能藉貶值刺激出口，比再減薪裁員好。這情況
就如02年阿根廷負債爆煲後，將貨幣與美元脫
，令幣值大跌刺激出口來解決經濟危機。但反

對意見指出，希臘依賴進口貨品，通脹將非常猛
烈，復用舊貨幣也會令本土銀行擠提倒閉。

歐債無藥救 減息刺激短暫

港股昨日跌近5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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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市分析

■希臘提出公投，歐洲央行突減息四分之一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