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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富比前晚在瑞
士日內瓦舉行珠寶拍賣會，一顆重達110.3克拉的
黃色鑽石，以1,128萬瑞士法郎(約9,575萬港元)成
交，創下黃鑽最高成交紀錄，亦是歷來拍賣會中
成交價第8高的鑽石。這顆名為「太陽水滴」的黃
色鑽石呈梨形，去年在南非開採，其後經打磨切
割，鑲嵌在黃金指環上。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百克拉黃鑽近億成交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8月下調美國的「AAA」主權
長債評級，引發環球市場動盪。美銀美林本月調查
顯示，基金經理對未來12個月的全球經濟前景仍然
悲觀，53%受訪者預計美債評級還將再遭下調，
36%更認為這很可能在明年內發生。
受訪者對歐洲的前景較悲觀。絕大部分歐洲基金

經理認為歐元區將衰退，72%更表示這會在未來12
個月內發生，比率較上月的37%急增。

■《華爾街日報》

逾半基金經理 料美債再降級

歐盟委員會前日就加強信貸評級機構監管推出提
案，要求評級機構遵循更嚴厲法規，評級更透明，
並對所犯錯誤承擔責任。若評級機構「有意或出於
明顯疏忽」違反歐盟規章，歐盟冀允許投資者提出
訴訟，以獲賠償。
歐委會負責內部市場與服務的委員巴尼耶表明讓

評級機構為它們的決定負上法律責任，或在歐盟民
事法庭引發費用高昂的訴訟，使業者為其誤導或錯
誤評級付出代價。巴尼耶說，歐委會建議企業每3
年輪換聘請評級機構，以及所有結構性信貸產品都
要接受兩家評級機構評級。

限制CDS無貨交易 歐議會支持
歐洲議會前日支持限制沽空交易和信貸違約掉期

（CDS）無貨交易的新規定，旨在減少部分歐洲國
家陷入債務危機時，市場對主權債務違約的投機行
為。 ■《華爾街日報》

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今日滿兩個月，紐約警方前
日突然對運動大本營祖科堤公園採取清場行動，拘捕近
200人。法院作出緊急裁決，容許示威者重返公園，但
拒絕他們攜帶睡袋及帳篷。倫敦市政府也向佔據聖彼得
大教堂的「佔領」示威者發出清場令，要求他們在香港
時間明日凌晨2時前撤出，否則採取法律行動。
紐約警方在清場16小時後，容許示威者重返公園，

但每人只准攜帶一小袋個人物品進內。紐約現時氣溫
低至攝氏10度，法院裁決間接阻止「佔領」持續。

柏克萊爆槍擊 示威者劃清界線
「佔領」運動蔓延至美國頂尖學府，逾千名示威者

前日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遊行聲援，其間一名持槍
男子闖入校園，警方開槍將其制服。事件一度引起學
生恐慌，校方稱槍手動機未明。運動組織者稱事件與
示威活動無關。■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蘋果公司在創辦人喬布斯死後，㠥手改組董事會。
行政總裁庫克前日宣布，現任董事萊文森將接替喬布
斯衣缽，出任公司非執行主席，另外又委任迪士尼公
司行政總裁伊熱加入董事會，分析相信這將有助蘋果
進一步拓展其多媒體事業。
庫克在委任聲明中，讚揚萊文森自2000年加入蘋果

後，為公司帶來巨大貢獻，他不僅是服務蘋果年期最
長的聯席董事，其洞察力及領導力更深受公司上下賞
識。庫克又指伊熱的管治理念與蘋果相同，兩者皆以
創意及新科技拓展新市場。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蘋果攻多媒體
迪士尼總裁任董事

美國太空總署（NASA）前日公布歷來最大太空
人招募計劃，並一改以往招聘方式，不但在政府職
位網站公開招聘，甚至更到YouTube拍短片賣廣
告。今次大招聘是NASA應付未來太空人流失的一
項舉措，不過隨㠥穿梭機退役，這些太空人日後升
空的機會勢必大減。
是次招聘定員55人，其中一名畢業生最快可於

2013年升空。不過這並不代表條件放寬，應徵者仍
必須擁有學士或以上學位（實際上太空人多為碩士
或博士），主修工程學、生物醫學、物理或數學，會
說俄語的美國公民，懂得基礎物理，現職醫生或教
師可優先考慮。
體能方面，應徵者必須擁有標準視力20/20，血壓

不能過高，身高介乎1.5米至1.8米。條件雖苛刻，但
NASA人力資源部仍有信心可接獲3,000項申請，一
旦獲聘，年薪將達6.47萬至14.17萬美元（約50萬至
111萬港元）。 ■法新社/美聯社

NASA請太空人
上YouTube賣廣告

美國特勤局昨日表示，白宮一扇外窗
的防彈玻璃被一枚子彈擊中，現場附近
也發現另一枚子彈。負責保護總統奧巴
馬及其他官員的特勤局正調查子彈如何
擊中白宮窗戶。

槍聲驚魂 警搜捕21歲疑犯
白宮附近上周五晚傳出槍聲，當局開

始對此展開調查。警方正搜捕涉案21歲
疑犯埃爾南德斯，但目前未有將此案與
白宮發現2枚子彈的事件聯繫起來。美
國公園警察發言人表示，警方已取得埃
爾南德斯的拘捕令，他被控攜帶危險武
器的重罪。埃爾南德斯據報他來自愛達
荷州，當局認為他仍身處華盛頓。

■法新社

白宮外窗離奇中彈

泰傳予特赦 助他信回國
《曼谷郵報》昨日報道，泰國內閣前日

就本年度泰王壽辰特赦提案達成共識，建
議特赦年滿60歲、刑期不足3年的人士，而
且不像以往般排除貪污犯，明顯是為現任
總理英祿的哥哥、前總理他信回國鋪路。
雖然方案仍有待泰王普密蓬作最後定斷，
但有關報道已引起反對黨強烈不滿。一旦
他信回國，勢將觸發泰國政局新一輪對立
局面。
據報，以往壽辰特赦不適用於貪污及與

毒品有關罪行，但今次內閣提案卻連貪污
犯也一併赦免。此外，特赦案通常只適用
於正在服刑人士，不過他信2008年在被判刑

2年前已流亡海外，從未服刑，故未知英祿
會否連這一項也修改。特赦名單將於下月5
日泰王誕辰前後公布。

反對黨轟英祿徇私
報道即時激起多位反對派民主黨議員抨

擊，該黨發言人批評，是次方案明顯是為
了協助某人(指他信)，質疑洪災當前，內閣
竟然通過提案。
報道稱，英祿當日缺席了今次內閣會

議，相信是因視察洪災後交通受阻，以致
未能趕回曼谷，但報道亦引述軍方消息
稱，她其實可以坐直升機回來。內閣在會

後發布的官方聲明中，並未提及特赦案，
閣員亦拒絕評論。
英祿於過去數周一直備受外界批評處理

洪災不力，如果他信此時回國，不但會觸
發軍方、王室及各部門的反對人士不滿，
導致連串暴力示威，亦會使英祿的政治角
色面臨尷尬時刻。
外界一直認為，缺乏從政經驗的英祿能

在大選中勝出，全靠他信支持者在背後撐
腰，故英祿一直被視為他信傀儡，協助他
尋找方法返國。目前他信以迪拜為活動基
地，經常利用黑山及尼加拉瓜護照穿梭全
球各地。 ■路透社/法新社

倫敦通牒「佔領者」
明晨2時前須撤

奧巴馬前
往澳洲前，
與駐紮夏威
夷的士兵握
手。 路透社

▲

▲奧巴馬(左)
與吉拉德宣
布達成安全
協議。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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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總理英祿受國內反對派抨擊。
資料圖片 ■至今仍流亡海外的他信。 資料圖片

美國總統奧巴馬

昨日首次訪問澳洲，會晤

澳洲總理吉拉德，兩位領袖在

會後宣布美澳達成安全協議，美

軍明年起於澳洲北部分階段部署

2,500名海軍陸戰隊，以擴展兩國軍事

合作。對於外界視此為制衡中國的舉

動，奧巴馬表明美軍將加強亞太地區部

署，強調美國不懼怕中國，但否認此舉是要

圍堵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質疑，

美澳此舉是否恰當和符合區內國家利益。

奧巴馬由夏威夷抵達澳洲首都堪培拉，吉
拉德親自迎接。二人舉行雙邊會談後召

開聯合記者會，吉拉德宣布，雙方達成協議
加強安全聯盟，澳國防部隊將與美軍海空部
隊擴大合作規模，美軍明年中將部署250名海
軍陸戰隊到北部城市達爾文，每半年輪調一
次，最終駐軍達2,500人。

聯合軍演加碼 奧巴馬否認圍堵
協議不包括美國在澳洲建立永久基地，但

會有更多部隊以澳洲作為中轉站，駐地亦較
日本及韓國的美軍基地更靠近南海爭議海
域，美澳兩國亦會增加聯合軍演次數。奧巴
馬表示，美國已表明會擴大於亞太地區義

務，確保履行美國於亞太地區的領袖角色。
奧巴馬稱無意圍堵中國，表示「我們懼怕

中國的想法是錯誤的，我們正排除中國的想
法是錯誤的」。他表示，華府無意將中國排除
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之
外，但強調中國「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必
須遵守國際規則，在自由貿易及知識產權方
面承擔更大責任。

中方︰不符合國際共同期待
奧巴馬近期對中方態度強硬，分析指美國

不滿中國於人民幣升值及打擊盜版問題上處
理不善，因而加強亞太地區軍事部署圍堵中
國。中方對美國派兵駐守澳洲反應強烈，劉

為民表示，在國際經濟形勢低迷、促發展成
為國際社會共識和焦點的背景下，強化和擴
大軍事同盟是不是適合時宜之舉，是不是符
合地區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
值得商榷。他表示，美方多次表示歡迎一個
強大、繁榮、穩定的中國，沒有遏制中國的
意圖，希望美方言行一致。美國副國家安全
顧問羅茲隨即反駁，指美澳擴大軍事聯繫的
舉動「完全恰當」。
奧巴馬及吉拉德在記者會上亦談到氣候變

化及歐債危機等問題，奧巴馬強調歐洲領袖
需即時行動，支持歐元區及建立金融防火
牆，確保違約風險不會蔓延。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歐盟嚴控評級機構 投資者可索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