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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務部前日公布初步數據顯示，今年第1
季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增長
2.2%，增幅略低於市場預測的2.5%，也低於去年
第4季的3%。但截至第1季，經濟已連續11季增
長。分析指，儘管季度增長放緩，但美經濟在發
達國家中表現依然最強勁，加上經濟基礎穩固，
正穩步上揚。英國已於第1季陷入衰退；歐元區
去年第4季萎縮0.3%，預計今年第1季也很可能萎
縮。

當季拖累美國經濟的最重要因素，是此前增長
強勁的企業投資，以及政府開支，尤其是防務開
支大幅減少。其中企業庫存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
0.59個百分點，不及去年第4季的1.61個百分點；
企業在設備和軟件的投資僅增長1.7%，遠不及去
年第4季的7.5%，為2009年中以來最低。

就業改善 個人消費新高
然而，佔經濟比重超過7成的個人消費表現非

常強勁，按年增長2.9%，高於去年第4季的
2.1%，對GDP貢獻達2個百分點，創前年第4季以
來新高。其中，汽車生產對經濟增長貢獻1.12個
百分點，遠高於去年第4季的0.47個百分點。

美國就業情況不斷改善，主力支撐起消費增
長。勞工部統計顯示，今年第1季私企新增職位
達63.5萬，創2006年以來最大季度增幅。這令美
國人更敢消費，扣除通脹後，家庭季度可支配收
入增加0.4%。 ■路透社/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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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歐債危機持續，美國經濟增長遜預期，但美
企獲利和消費者信心提升，抵銷市場不利因素，帶
動美股收復4月失地，標準普爾500指數更締造1個月
以來最佳單周表現。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前日升23點，收報13,228點，
4月以高收16點結束；標普500指數升3點，收報1403
點，是連續第5個月上升，締造2009年以來最長連升
紀錄；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升18點，收報3069點。

歐股亦刷新6周以來最長連升紀錄，主因是多家歐
企業績報捷。英國富時指數升28點，收報5777點；
法國CAC指數升36點，收報3266點；德國DAX指數
升61點，收報6,801點。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日本及東盟10國昨日達成共識，定於8月制
訂出明確路線圖，務求在10年內倍增各

國間的商貿往來。其聯合聲明指，路線圖將聚
焦貿易自由化、縮窄發展差距等；此外，日方
亦支持東盟提出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以推動區內16國貿易及投資。日本
經濟產業大臣枝野幸男表示，東盟既是日本的
重要生產基地，亦是市場所在，故雙方合作對
增長甚為重要。

有求於日 希拉里設宴款待
美日雙方前日宣布，將抽調現時駐守沖繩的

9,000名美國海軍到澳洲、關島或夏威夷，剩
餘1萬名美軍的去留則有待商議。分析認為，
兩國成功紓緩擾攘多年的爭議，可望為明日

「野奧會」起積極作用。
2010年美日雙邊貿易總額高達1,810億美元

（約1.4萬億港元），高於美國與TTP 8國的1,710

億美元（約1.3萬億港元）總和，而尋求日本
協助重建及穩定阿富汗的美方，還希望日本能
支持加緊制裁伊朗，減少對伊朗石油的依賴，
難怪是次野田到訪，國務卿希拉里會設宴款
待，防長帕內塔亦強調「日本不只是盟友，還
是親密好友」。

小澤核站內憂 外交零成績
儘管據報奧巴馬正積極磋商，冀望今年內能

促成日本加入TPP，以促進與其他亞太國家的
貿易自由化。但野田是次訪美未能宣布加入，
難免失望，因為其民主黨內元老小澤一郎政治
獻金脫罪，意味小澤誓必重返政壇，對提出增
加銷售稅造成黨內分裂的野田而言，無疑是一
大威脅。加上他計劃於夏季前重開核電站，激
起民忿，若外交上了無貢獻，實難加分。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美國之音新聞網/

《華爾街日報》/《福布斯》/《日本時報》

日本最大工會組織「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
會」，昨早舉行集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而工

會每年同期都會舉行中央大會。大
會稱，參加者達3.5萬人。

會長古賀致辭時指，在經濟不景

下，必須擴大招聘以提高產業工人的生活水
平，建設以勞動為核心的安心社會。首相野田
佳彥亦有出席大會，他致辭時表示，政府將加
快地震災區重建步伐，令招聘情況盡快改善。

■日本新聞網

卡恩責薩科齊盟友 設計性醜聞陷阱 西國6500警佈防 保護歐央行會議

緊縮拖累羅馬尼亞
短命政府倒台

日3.5萬人勞動節集會

默克爾開腔助薩：緊縮不容放寬
德國總理默克爾前日嚴厲強調，歐洲各國應繼續厲行

緊縮，稱「(新財政)協議在歐盟25國領袖同意下簽訂，
沒必要重新商討。」發言明顯針對法國總統薩科齊的大
選死敵奧朗德。奧朗德一直要求重新檢討協議，稱若無
助增長，便會退出。默克爾又表示，應進一步擴大歐洲
投資銀行(EIB)規模，並動用歐盟基建基金增加資源，推
動歐洲經濟。

奧朗德：不只德國定歐命運
奧朗德對此不以為然，稱「決定歐洲共同命運的不只

德國」。他稱一旦當選，將動用國家項目支持經濟，即
使債務增加亦在所不惜。歐洲國家相繼推行緊縮措施，
導致失業率急升、經濟停滯不前，愈來愈多國家同意在
收緊財政紀律的同時，亦應推動增長、增加職位。歐洲
央行先前表示，現有緊縮協議應與「增長協議」並行。

歐盟經濟及貨幣事務專員雷恩上周建議，若將EIB資

本提高100
億 歐 元 ( 約
1 , 0 2 9億港
元)，不但可
大大提高銀
行 借 貸 能
力，更可帶
來合共1,800
億 歐 元 ( 約
1.85萬億港
元)的投資。

另一方面，奧朗德為爭取極右選民支持，前日公開同
意進一步規管經濟移民數目。最新民調顯示，近半極右
選民將在次輪投票時轉投薩科齊，僅兩成轉投奧朗德。
即使如此，薩科齊仍難獲勝。 ■路透社/美聯社/

《衛報》/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羅馬尼亞國會前日以
235票支持，通過對現任
總理溫古雷亞努的不信任
動議，使其領導的中間偏
右內閣執政僅2個月後倒
台，是繼荷蘭後，再有歐
洲國家政府因推行緊縮措
施被迫下台。總統伯塞斯
庫(圖右)火速任命左派反
對黨領袖、39歲的蓬塔(圖

左)為新總理，負責盡快籌組新政府，穩定市場信心。捷克總理內恰斯
同日也面對國會不信任動議，他以105票對93票避過一劫。

羅馬尼亞2009年經濟收縮達7%，需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歐盟
及世界銀行貸款達200億歐元(約2,057億港元)。為符合援助條件，政府
增加銷售稅至24%，又於2010年大削公務員薪酬達25%及凍結退休金，
激起民憤。在溫古雷亞努之前的博克政府，正是因推行緊縮政策而觸
怒民眾，被迫總辭。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荷蘭9月大選
削支前路未明

已請辭的荷蘭首相呂特前日宣布，大選將於9月12日舉行。原先無疾
而終的削支方案已於上周四獲國會過半數通過，並於前日下午提交布
魯塞爾。工黨及其他反對派怒斥削支不利國內經濟，威脅會在大選後
取消方案，荷蘭最終能否落實削支仍是未知之數。

荷蘭是少數仍保持AAA最高主權信貸評級的歐洲國家。呂特稱，不
希望將債務負擔留給下一代，故希望削支案能全面落實。方案措施包
括提高增值稅、削減保健開支及凍結公務員薪金等。預料部分措施可
望於9月前推行。

民調顯示，呂特所屬自民黨有望於大選獲得33席，保留第一大黨地
位；第二大黨工黨的議席將減至24席，社會黨則可能增至30席。

■路透社/法新社

英國《衛報》
報道，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
前總裁卡恩日前
譴責稱，是法國
總統薩科齊的盟
友設計紐約酒店
性醜聞陷阱，旨
在阻止他參加法
國總統大選。

卡恩日前接受
記者訪問時稱，他不相信自己與女服務員迪亞洛的相遇是
偶然。他認為自己迅速被捕及事後高調受查，都是事先設
計好的，存在政治動機。

■《衛報》/法新社/路透社

西班牙人對政府推行緊縮政策持續不

滿，遊行示威此起彼落。為免歐洲央行周

四於巴塞羅那的會議遭群眾衝擊，當局自

昨日起調派4,500警力在市內戒備，規模與

2010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到訪時無異。警方

形容，這是最大陣仗的警員調動之一。內

政部稱，或會再加派2,000名警衛隊員支

援。

除了後日的勞動節遊行，以及學生反對

大學加費的大型抗議活動，工會號召工人

今日進行全國示威，抗議緊縮政策。為防

有外地示威組織衝 歐央行會議而來，政

府還與法國聯手，本月在東北部邊境及兩

個主要機場短暫設置邊境管制(見左圖)。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將西班牙信貸評級連

降兩級，投資者轉投德國國債避險。德國2
年期債息一度低見0.075厘，創歷史新低。
而獲國際救援的希臘，內閣前日通過方
案，向境內4大銀行提供180億歐元(約1,851
億港元)援助。■法新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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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定於今日啟程訪問美國，明日在白宮會晤美國總統奧巴

馬，是自2009年2月以來，美日領袖首次單對單於華盛頓正式會談。美方官

員透露，二人將討論美軍在亞洲的重新部署、朝鮮問題及伊朗核問題等，不

過日本期望加入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PP）一事則恐難突破。難怪共同社報

道，野田此次是「空手」訪美，未能給美準備禮物。

■野田佳彥(右)明日

在白宮會晤美國總統

奧巴馬。 資料圖片

■國務卿希拉里會設宴款待野田。圖為她4月中與日本

外相玄葉光一郎會面。 資料圖片

■防長帕內塔強調「日本不只是盟友，還

是親密好友」。 資料圖片

■奧朗德一直要求重新檢討歐盟協議。

■默克爾一早支持薩科齊連任。

■卡恩去年5月上庭應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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