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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讓人焦慮的一天」 奧荷芬比債息急升

基金狂沽3A債

除了堪稱最
安全的德

國10年期國債債息
前日跌至1.76厘，

歐元國債息全線上
升。西班牙10年期債息升至6.3厘，與德
國息差擴至458基點的歷史新高；荷蘭債
息升0.09厘，與德息差擴至62.6基點；芬
蘭升0.107厘，與德息差擴至70.7基點；奧

地利與德息差擴至180基點。

亞洲中東先拋售
有市場人士稱，前日的拋
售在亞洲和中東開始，大

部分來自退休基金和共同基金等長線
投資機構，而非對沖基金；也有分析認
為是銀行業全面撤離國債市場。銀行迫
於政治壓力，不能拋售希債，否則希臘
情況只會更糟；它們只好拋售其他歐
債，其中意債首當其衝，例如法國巴黎
銀行在上季將意債持倉由208億歐元（約
2,181億港元）銳減至122億歐元（約1,279
億港元），德意志銀行也在上半年大減
88%意債敞口。

歐央行拒買債 打擊投資信心
巴克萊資本分析師認為，現時全球金

融市場面對「關鍵時刻」，歐債危機倘再
升級，將危及全球經濟增長。有經濟師
指出，歐盟早前協議通過希債減值5成，
投資者憂慮先例一開，將在其他財困國

重演，加上歐洲央行不願買債、德國執
政黨通過決議，要求允許財困歐元國自
願「退會」，都打擊國債投資者信心。
事實上，如果沽債潮持續，歐洲央行

將成為抵抗危機的最後堡壘。然而，央
行一直堅持，其工作是控制通脹，德國
也強烈反對歐洲央行大舉買債，認為會
使通脹升溫和助長不守財政紀律的國
家。美國財長蓋特納則對此不耐煩，認
為歐洲央行可以做的事很多，應和歐洲
政府同步行動，暗示央行做得不足夠。

■《華爾街日報》/加拿大《環球郵報》

歐債危機肆虐，多國債息急

升，持有大量歐債的銀行業頓

成驚弓之鳥，爭相加入拋售歐

債行列，結果財困國借貸成本

進一步上升。這場債市「人踩

人」事件，帶來的後果或變成

「囚徒困境」：各人以看似對自

己最有利策略行事，但大家都

受害。

法國巴黎銀行於上周四宣

布，已將意大利、西班牙、希

臘、愛爾蘭和葡萄牙這「歐豬

五國」國債持有量，由6月底的

289億歐元（約3,032億港元）減

至10月底的165億歐元（約1,731

億港元）。事實上，法巴因為歐

債危機而大傷，上季盈利比去

年同期大減71.6%。

匯控、巴克萊、德國商業銀

行等同樣效法。其中巴克萊上

季盈利大幅上升，但仍將歐豬

債大減1/3至92億歐元（約965

億港元）。德國商業銀行因歐盟

的50%希債「剃頭」，持有的希

債面臨減值7.98億歐元（約84億

港元），不但使上季虧損，更需

調低明年增長目標。

眾行狂沽債，造成更大債市

動盪；但如果現時不「壯士斷

臂」，未來債務價格或更低，可

謂陷於兩難。從這方面看，歐

洲領導層不無責任：上月峰會

提出歐洲銀行業須增加資本，

原意是保證希債減值後銀行不

會被拖垮；但落實方案欠奉，

銀行被迫自行解決，結果是其

他歐債同遭拋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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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國會於香港時間今
日凌晨12時舉行信任投
票，新總理帕帕季莫斯領
導的內閣將獲得足夠支
持，開展整頓國家財政的
艱辛工作。帕氏上台後即
面對連串挑戰，包括今日
起與私人投資者商討債務
減值安排、討論削赤安
排，以及爭取歐盟和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下一
筆援助貸款。適逢希臘今
日會有大型活動紀念1973

年學生運動對抗軍政府，預計將有數萬人上街示威。
在300人國會中，新政府雖獲得支持，然而，各黨派對於歐盟援助爭議仍是不肯退

讓。新民主黨黨魁薩瑪拉斯雖然已表態支持帕氏，但要求過渡政府推行刺激增長措
施。社會黨更有101名國會議員於前日聯署，反對與新民主黨和LAOS結盟。

能源工人「突襲」 反徵新稅
帕氏雖然得到民意廣泛支持，但未來進一步削赤，便可能再引起民意反彈。昨日希

臘衛生部受到能源工人「突襲」，工人切斷供電，反對政府以電費單徵收新稅項，衛
生部停電4小時。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英失業率15年新高 明年或加推QE
花旗集團(見圖)、法國巴黎銀行及美國銀

行近兩日相繼傳出裁員消息，受影響人數
超過4,400人。歐美大行受歐債危機打擊、
投資交易部門收入減少及各國政府收緊監
管，掀起裁員潮，令今年以來全球金融業
裁員人數已接近20萬，超過2009年創下的
17.4萬紀錄。

花旗法巴美銀炒4400人
《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花

旗集團正考慮裁員3,000人，佔員工總數約
1%，其中證券和銀行部門為「重災區」，將
大削900個職位，相當於該部門全球員工總
數的5%。受歐債危機拖累盈利暴跌的法國
巴黎銀行，據工會昨日表示，公司稱計劃
於明年裁減1,396名投行員工，佔總員工約
6.5%，其中海外員工佔1,023人。前日也有
消息指美銀計劃裁減美林歐洲證券分部，
但無披露受影響人數。 ■《華爾街日報》/

法新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中北歐

意大利新總理蒙蒂
(見圖)昨日終向總統
納波利塔納提交內閣
名單，他任命該國最
大零售銀行聯合聖保
羅銀行總裁帕塞拉，
出掌職能大幅擴充的
經濟發展及基建部，
並由自己兼任財長一
職。蒙蒂表示，希望
新技術官僚政府有助國家恢復市場信心，穩定政局。
蒙蒂在香港時間昨晚午夜宣誓就職，之後將與前總理貝盧斯

科尼參與交接儀式。國會最快於當地時間今日舉行信任投票，
讓新政府盡快上馬，推行一系列經濟改革。
對於外界指帕塞拉的任命或存在利益衝突之嫌，蒙蒂昨日會

見總統後否認。蒙蒂早前已表示，他的內閣須留任至2013年大
選，才能有效解決歐債危機。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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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歐債危機，使歐盟內部派系分歧
加深，其中非歐元區一派的領頭羊英國
更接連遭到攻擊，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左
右手也炮轟英國只懂「搵 數」，卻拒絕
開徵金融交易稅，更豪言現有「德國模
式」成功，影響所及「全歐洲都講德
語」。
默克爾所屬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國

會領袖考德，直指處身歐元區外的英
國，有責任「使歐洲成功」。考德指英國
3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都是來自

倫 敦 金 融
業，是該國
拒絕金融交
易稅的原因，他批評英國只懂尋求自身
利益卻拒絕貢獻，德國不會讓英得逞。
考德又語帶自豪稱，默克爾應對歐債

危機的方法，已被全歐洲爭相仿效，他
指「突然間，全歐洲都講德語」。他指自
己不是談語言，而是說默克爾的政策都
被歐洲接受，而且這政策「成功在望」。

■《衛報》/英國《太陽報》

與英爭拗金融稅
默克爾助手：全歐講德語

金融業地震 全年裁員20萬人

歐 債 危 機 擴 散 至 中 北

歐。前日意大利10年期債

息再度升穿7厘警戒線，市

場恐慌情緒進一步湧現，

奧地利、荷蘭、芬蘭等中

北歐AAA評級國家的國債

也被拋售，奧地利、比利

時債息更創使用歐元以來

新高。有市場人士形容這

或許是危機爆發以來「最

讓人焦慮的一天」。經濟師

指出，希債「剃頭」、歐洲

央行不願購債、多國示意

會踢走財困國，導致退休

基金和銀行大舉沽債。

■帕帕季莫斯(左)已招攬納
前總理帕潘德里歐(右)進入
聯合政府。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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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新總理兼任財長 銀行總裁入閣

英國昨日公布最新失業率達8.3%的
15年新高，其中青年失業數字更首次
突破100萬，英倫銀行行長默文．金警
告市場狀況急劇轉差，英國經濟有可
能停滯至明年中，暗示該行可能進一
步加推量化寬鬆政策(QE)。
英國國家統計局(ONS)數據顯示，

英國第3季失業率按季增0.4%，全國
失業人數升至262萬。央行大幅下調短
期經濟預測，預料明年增長很大可能

少於1%。市場早已推測央行會於明年
2月公布的通脹報告中，加碼500億英
鎊(約6,127億港元)刺激經濟，今次消
息無疑為有關揣測提供更多依據。

西班牙零增長
另外，周日將舉行大選的西班牙，上

季經濟錄得零增長，全年增長預測只有
0.8%，肯定會對執政黨選情帶來更沉重
打擊。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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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觸及7厘警戒水平，希臘
新內閣稍後面臨信任投票，歐
債陰霾繼續籠罩市場，拖累美
股昨日早段跌逾百點。道瓊斯
工 業 平 均 指 數 昨 日 早 段 報
11,984點，跌111點；標準普
爾500指數報1,247點，跌9
點；納斯達克指數報2,669
點，跌16點。

歐股個別發展。英國富時
100指數中段報5,486點，跌30

點；法國CAC指數報3,054
點，升4點；德國DAX指數報
5,887點，跌45點。意大利及
西班牙股市升不足1%。

美國勞工部公布，10月份消
費物價指數自6月以來首次回
落，按月跌0.1%，扣除食品和
能 源 價 格 的 核 心 指 數 則 升
0.1%，符合預期。

■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法新社/路透社

意債息再逼7厘
美股早段跌111點

中北歐捲入歐債危機
各國10年期國債孳息率
比利時
奧地利

荷蘭
德國

來源：湯森路透、荷蘭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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