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春季會議周
末展開，鑑於西班牙可能爆發債務危
機，預料歐洲國家將要求IMF增加注
資，擴大國際「防火牆」。美國早前曾
要求歐洲國家自行擴大防火牆，唯歐

元區官員近日表
明「已盡本
份」，隨㠥意

西兩國債息飆升，歐洲將需要更多國
際支援。西國首相拉霍伊稱，該國已
採取大量措施應付危機，歐洲及國際
理應支援該國。
西國10年期債息昨日再升14個基

點，升穿6厘，報6.12厘，為去年12月
以來新高，該國信貸違約掉期(CDS)成
本昨升9基點，至511.5的歷史高位；

意10年期債息報5.52厘。歐元兌美元
昨日亦跌至1.3美元的月內新低。
IMF會議將於20至22日於華盛頓舉

行，預料IMF將與二十國集團(G20)討
論撥備更多資源應對危機。IMF總裁
拉加德表示，IMF需要更多現金，以
應付油價高企及美國經濟復甦緩慢等
問題，目前IMF只有少於4,000億歐元
(約4.05萬億港元)可供借貸。

專家：危機一半機會重臨
日本國際金融專家、東京大學教授

伊藤隆敏指，歐債危機在一兩年內重
臨的可能性為50%。倫敦貝倫貝格銀
行首席經濟師施米丁亦稱：「歐債危
機可能重臨。近期債息急升，反映市
場再度出現恐慌。」他指出，歐洲現
有資金僅夠支援西班牙經濟至2014
年，若意大利同時「出事」，便須歐洲
央行出手打救。
截至上周，歐洲央行已連續5周未有

買債。外界先前估計，央行會因市況
欠佳而重新入市。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英國《金融時報》

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年發展蓬勃，實力愈見雄
厚，反觀日本，競爭日衰，財富流失，使不

少企業要依仗外來財富協助重建，中國便是其中一
個主要救星。

2010年直接投資27億
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數據，自2003

年4月至2011年3月，由JETRO統籌的901宗外企投
資中，中國佔了89宗，僅次於美國。日本財務省
更指出，2010年中國對日直接投資淨額創下
276億日圓(約26.6億港元)新高，較5年前激增逾
20倍。
不過有經濟師表示，要確實估算

中國企業對日投資額甚難，因
為中國投資者為了掩人耳目
及避免爭議，大多會透過第3
國，如新加坡及開曼群島作
掩飾。換言之，中國企
業實際在日投資可
能更多。

最 近
市場均傳
出不少中國
企業投資日
本的消息，例
如中國私募股權
公司弘毅投資擬與
美國私募股權投資基
金TPG，競購日本半導
體大廠爾必達；海爾電
器購入松下電器(Panasonic)
部分家電業務；電腦大廠聯想
集團去年以51%股權比例，與日本

電氣公司(NEC)在日本合資組成NEC個人電腦公
司。此等交易，皆標誌㠥中日之間的投資已邁進嶄
新的發展階段。

日銀行政府積極吸引外資
三菱UFJ等日本最大銀行，亦正擴展服務，協助

中國企業尋找在日投資機會。日本政府也推出吸引
外資的政策，如對在日設立研究機構或地區總部的
公司提供稅務優惠。

NEC個人電腦公司社長高塚榮表示，NEC
最初對與中國企業合作深表不安，但當意
識到聯想品牌在全球的知名度後，就不
再擔心，反而希望借助聯想這類跨國企

業，進一步強化日本的科技實
力。

■《華爾街日報》/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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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通脹升溫，「上有高堂、下有妻兒」的夾心階
層首當其衝，開支有增無減。政府為安撫民心，決定將
年度薪俸稅基本免稅額提高至12萬新加坡元(約74.4萬港
元)，紓緩月薪約9,000新加坡元(約5.5萬港元)人士的納稅
負擔。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日前發表報告，將今年通脹率預

測，由原本的2.5%至3.5%，調高至3.5%至4.5%。新加
坡元亦加快升值，令新加坡成為緊縮貨幣政策的國
家。
新加坡群力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陳舒琴稱，去年年薪

少於12萬新加坡元者，稅率為11.5%，低過前年的
14%；但高過12萬新加坡元者，會被列為高收入，稅率
相應調高。然而，新加坡個人薪俸稅最高僅為20%，而
且豁免境外收入納稅，外界視之為富人避稅天堂之一。
該國亦設有課稅寬減等稅務優惠，有助維持中小企的

競爭力。報道稱，以一家新成立的公司獲利30萬新加坡
元(約185萬港元)為例，首3年每年享有10萬新加坡元(約
62萬港元)免稅額，剩下的20萬新加坡元(約124萬港元)有
50%稅務優惠，故實際僅10萬新加坡元要納17%稅率，
實繳1.7萬新加坡元(約10.5萬港元)，實際稅率為5.67%。

■中央社

世界銀行高層昨日開會投票決定行長一
職花落誰家，獲美、歐、日支持的美國韓
裔學者金辰勇(左圖)當選，讓此職由美國
提名人選「世襲」的情況延續。然而，由
新興經濟體提名的尼日利亞財長伊韋亞娜
(右圖)，在會前公開抨擊甄選制度不公，
指投票由政治力量主導，個人功績根本不
獲考慮。

由於哥倫比亞前財長奧坎波上周五退
選，遂成為金伊二人之爭。早前有分析認
為，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及南非
「金磚五國」或會支持伊韋亞娜，但俄國
日前突然公開支持金辰勇，令外界吃驚。

學者：金不可能落敗
華盛頓美利堅大學法律教授布拉德洛

稱，除非歐洲反對金辰勇，否則他不可能
落敗。
事實上，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所言，

「是時候由熟悉發展事業的人領導這家全
球最大的發展機構」，金辰勇曾任長春藤
名校達特茅斯學院校長，又具備協助發展
中國家對抗愛滋病的豐富經驗，由他掌世
銀，已打破以往只由美國銀行家及外交官

接掌的傳統。南非財長戈爾丹亦稱，這次
能開放給所有國家提名，已成功扭轉過去
只由歐美話事的局面。
不過有部分評論指，世銀涉足範圍甚

廣，包括基建發展及環保等，單憑金辰勇
的經驗，未必有能力應付。

■法新社/美聯社

金辰勇當選世銀行長 甄選被轟不公

風水輪流轉 華企併購日企不絕

安撫夾心階層
星增薪俸免稅額

排外無阻合作 中日互惠互利
中國經濟起飛，惠及不少國家，日本是其中

一分子。日企飽受市場日漸萎縮導致內銷不
振，加上日圓升值重創出口，很多公司極欲擺
脫無利可圖的「爛攤子」，或冀籌資重組。與
此同時，中國投資者瞄準日本技術與品牌形
象，希望藉以與國內對手一較高下。
相對於美歐，中國市場無疑更具吸引力，因

為大家都擔心美國經濟前景，亦憂慮歐債危機
不知何時再度「爆煲」，但如果一家華企能助

日本人向日益富足的中國人銷售產品，對日企
來說絕對是百利無一害。有專家指，以往日企
一直抗拒被中國公司收購，但如今已成為一種
可取的選擇。
即使是日本政府也開始推出各項優惠措施吸

引中國資金，這在過去實難以想像，因為在日
本大城市以外的地區，仍存在根深柢固的排外
心理。

■《華爾街日報》/中央社

去年日圓匯價持續高企，鼓勵不少持有巨額現金的日本企業
進行海外併購。巴克萊資本表示，由於日企併購活動頻繁，
預料日圓兌美元匯價會受壓，繼上月跌至11個月低點後，在9
月前可能會再跌11%，跌至90日圓兌1美元的水平。

彭博數據顯示，日圓兌美元自2011年底迄今累跌
4.9%，而日本去年海外併購支出則升至2002年以來最
高。這情況類似2007年6月，當時日匯觸及124.14日

圓兌1美元的4年半低點，而2006年併
購金額按年攀升逾4倍。
日企去年斥資925億美元(約7,177億港

元)收購外國企業。今年首季，三井住友
金融集團和旭化成在內的日企，再完成總

值184億美元(約1,428億港元)併購案。駐東京
巴克萊資本首席匯率策略師山本雅文表示：

「海外併購增長是壓低日匯的因素。」
山本指出：「握有充沛現金的日企尋求海外增長

和投資機會，因為國內局限」，加上去年強震後的重
建需求應有助帶動增長，刺激資本外流。

■彭博通訊社

受惠於美國3月份零售銷售額上升超出預期，美股昨日高開過百
點，但中段受科技股下跌拖累，升幅收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中
段報12,916點，升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368點，跌1點；納斯
達克綜合指數報2,986點，跌25點。
歐股尾市升幅收窄。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5,666點，升14點；法

國CAC指數報3,205點，升16點；德國DAX指數報6,625點，升41
點。
美國商務部昨日公布，上月零售銷售升0.8%，雖然按月回落，

但仍高於市場預期的0.3%，扣除汽車、汽油及建材的核心零售銷售額則升
0.5%。分析指，人行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幅，都是刺激美股向上原因之一。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曾幾何時，日本企業爭相在中國設廠，以降低

節節上升的本地生產成本，熱錢單向地由日本流

入中國。然而在過去數月，中國企業併購或與日

資公司合作的新聞不絕於耳，似乎扭轉了中日這

兩大亞洲經濟體在過去數十年的合作模式，歸根

究底，實在與兩國的財富發展出現分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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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數據佳
美股中段升66點

西意債息升
IMF G20料商防火牆

日企海外併購增 圓匯或低見90

歐債危機拖延多時未解，區內經濟
前景堪虞，令很多投資者看淡歐元區
主權債券市場，大型基金諸如貝萊
德、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及各
國主權基金，均紛紛撤出。業界相
信，未來25年內，主要投資者都難望
重返歐洲債市。
受投資者撤資影響的歐元區國家，

已不限於邊緣小國，一些核心經濟體
如法國、意大利及西班牙，過去兩年
來流出資金據估計多達1,000億歐元(約
1萬億港元)。
被視為可能會引爆下一輪危機的西

班牙，其國債近期就被國際投資者大
幅減持。西班牙央行數據顯示，截至1
月，由私人投資者持有的西債，僅佔
已發行債券的33%，較2010年的44%少
1/4。法、意面對同樣問題，其中法債
私人持有額去年底降至65%。

■英國《金融時報》

資金大逃亡
歐債市無運行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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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多地有示

威者抗議

政府緊縮

政策。

路透社

■海爾電器(左)購入松下電器部分家電業務。 資料圖片

■ 聯 想 與

NEC在日本

合 資 組 成

NEC個人電

腦公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