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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調查機構麥肯錫公司昨日公布最新報告顯示，
亞太區女性身居上市公司行政職位的比例只有8%，落
後歐美地區的10%及14%，董事會中女性比例差更
大，麥肯錫形容數目低得令人吃驚。香港女董事的比
例為9%，在區內排名第二高，澳洲及中國內地則分別
以13%及8%排第一及第三。

傳統觀念作祟日韓包尾

是次調查涵蓋10個亞太國家及地區，合共744間上市
企業當中約1,500名高層。韓國、日本及印度在榜中包
尾。報告指，韓國人的傳統思想要求女性身兼事業及
家庭重擔，女董事比例只有1%。日本女性亦面對類似
壓力，近六成婚後需辭職或轉工，故當地的女董事比
例亦只有2%；印度稍高於日韓，有5%。
報告指出，亞太區有近半大學畢業生為女性，但當

中能身居要職的比例卻這麼少，是大大浪費人材。此
外，亞洲企業難以負擔高管薪酬，亦令區內高管出現
嚴重短缺，建議各企業增加女高層的數目，以改善公
司財政及應對經濟發展。

麥肯錫籲政府增援助托管兒童
麥肯錫又稱，雖然歐洲女性亦需兼顧家庭，其擔子

卻明顯較亞洲女性少，且亞洲政府未能提供足夠支
援，如安排兒童托管服務等，亦是少有女高層的背後
成因。報告聯合撰寫人迪克爾霍夫建議各地政府仿傚
馬來西亞或韓國，就公共職位設定限額，並向企業提
供資助以建立日間看管中心，以及為女性提供更多管
理培訓。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港女董事比例9%  亞太第二高
英國巴克萊銀行(左圖)涉嫌

操縱倫敦銀行同業拆息(Libor)
事件愈鬧愈大，甚至引起美
國聯邦調查局(FBI)關注，介
入調查。英國當局前日宣布
由財政部獨立委員會對Libor
進行重新審查，巴克萊總裁
戴蒙德亦被要求出席，有巴
克萊股東發起行動，要求將

戴蒙德及主席阿吉厄斯趕下台。

英保守黨高層自己查自己
在野黨原本要求成立由大法官領導的獨

立委員會徹查事件，但最終英國政府只是
透過財政部屬下的委員會調查。《星期日
獨立報》報道，委員會成員之一、執政保
守黨副主席法倫，本身是英國經紀商德利
萬邦董事之一，後者是Libor案其中一個
調查對象，因此令外界質疑法倫的角色存
在利益衝突。

英倫銀行行長默文．金前日表示，
Libor需要一次「徹底改革」，有人認為拆
息不應由銀行決定，而應由央行或監管部
門決定。英國商業、創新和技能大臣祈維
信指，巴克萊高層無意承擔責任，呼籲股
東行使權利，罷免涉案的管理層。

銀行粉飾太平助長危機
《星期日郵報》引述一名巴克萊高層

指，各行藉操縱Libor，令其長時間處於
低水平，向外界傳達一種「市況穩定」的
假象，粉飾太平，掩蓋金融危機的嚴重
性，不但令危機惡化，更令當局無法及早
採取行動。
另外，英倫銀行周四議息，外界預料央

行將加推500億英鎊(約6,093億港元)量化寬
鬆(QE)措施，應對經濟逆境。

■《星期日獨立報》/

《星期日電訊報》/《星期日郵報》/

英國天空電視台

FBI查巴克萊Libor案 股東促總裁下台

新移民手冊教唱國歌 大晒文史哲成就

澳開徵碳稅 總理食言恐下台

金融危機幫兇 冰島總統4度連任

冰島總統格里姆松(圖左)在前日舉
行的總統大選中，以52.78%的壓倒性
得票率，擊敗其他競選對手，破紀錄
第4度成功連任。格里姆松早前被批
評與銀行總裁關係密切，亦是2008年
冰島金融危機的幫兇。後來冰島

Icesave銀行出現危機後，他兩度拒簽
以公帑償還英荷援助貸款的條約，觸
怒兩國，卻贏盡民眾支持。
69歲的格里姆松是冰島歷來首位連

做5屆的總統，他過去曾兩次在無競
爭對手下連任。根據冰島憲法，總統
與政府共同擁有治理國家的行政權，
對政府決定擁有否決權，但多數時間
都是象徵式職位。
選前外界最關心的，是挑戰格里姆

松的37歲電視台女記者阿諾爾斯多蒂
(圖右)。她昨日承認落敗，又對能獲
逾3成選票感到受寵若驚。她認為這
次是寶貴經驗，但無計劃再次參選，
她現時最希望是放產假，照顧剛出生
的女兒及其他子女。■法新社/新華社

貝理雅欲返政壇 執掌歐盟世銀
英國前首相貝理雅日前表示，渴望

重返政壇，並考慮謀求擔任歐盟主席
或世界銀行行長的職位。他說：「我
覺得自己有話要說。我想強調，世界
變化萬千，如果我們再不作出改變，
危險程度難以想像。」
貝理雅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

時指出，過去5年來他學到很多東
西，了解到世界正如何發展，對於英

國面臨的問題，知道該如何解決，可
惜他已沒用武之地。貝理雅卸任後，
在摩根大通銀行擔任顧問，並擔任中
東和平特使，成立慈善基金會，四處
演講。
他說，5年前他並不想交出首相職

位，但為免和時任財相白高敦發生衝
突，不得不放棄。

■《每日郵報》

澳洲政府昨日加入歐盟與新西蘭行
列，開徵備受爭議的碳排放稅，以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紓緩氣候暖化。澳
洲約350家碳排放嚴重的企業，每排
放1噸二氧化碳須繳付23澳元(約183

港元)，價格是歐盟的2倍多。反對黨
指責此舉將令民眾生活成本飆升，並
打擊工業發展，有分析更指總理吉拉
德會因此下台。
澳洲人均碳污染居全球前列，今次

推出的碳稅將從2015年起允許碳排交
易，污染者和投資者能從海外購買
「碳補償」，最後與有類似制度的歐洲
國家和新西蘭進行碳交易。
吉拉德曾於2010年大選前承諾任內

不推碳稅，如今違反競選承諾令選民
不滿。澳洲莫納什大學政治分析師伊
科諾穆稱，工黨現時要決定「是否盲
從吉拉德跟㠥走到懸崖邊，還是視之
為黨內問題人物踢走她」。
■法新社/《布里斯班時報》/澳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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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峰會上周落
幕，暫時紓緩全球
對歐債危機的緊張
情緒，但分析認
為，市場現時已聚
焦於周四舉行議息
會議的歐洲央行，
期望峰會帶來的成
果得以延續。

或減息至0.75厘
各國領袖在剛過

去的峰會上，通過
直接注資歐洲經濟
體系，為銀行業泵

水，圖推低屢創新高的意大利及西班牙債息。不少
專家估計，央行為進一步穩定市場情緒，可望推出
新一輪流動舉措或減息至0.75厘，以支撐主權債
市，否則將令危機急劇惡化。
貝倫堡銀行經濟師施米丁表示，市場氣氛能否回

復穩定，完全取決於歐洲央行。若行長德拉吉大力
支持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及歐洲永久穩定機制
(ESM)買入意西國債，將令投資者信心大增。不過
亦有分析認為，德拉吉將向各國政府及銀行施壓，
要求他們繼續做好本份。

默克爾低頭 傳媒轟「大輸家」

意、西、法三國在歐盟峰會上成功迫德國放棄長

期堅守的原則，答應用援助基金直接注資銀行或買

入財困國國債，成為不少歐洲報章的頭條。德國總

理默克爾在「逼宮」下態度180度轉變，遭反對派

唾罵，更被傳媒諷為大輸家。
峰會通過西班牙銀行從ESM中獲得1,000億歐元

(約9,824億港元)援助，令市場擔心意大利銀行何時
會加入求助之列。歐元區財長將在下周一前敲定各
融資細則，屆時德西兩國能達成多少共識仍是未知
數。

■法新社/《星期日電訊報》/路透社

財困塞浦路斯 任歐盟主席國
塞浦路斯昨日接替丹麥，出任為

期半年的歐盟輪任主席國。不過這
個經濟實力在區內排行尾三的國
家，上周剛因財困申請歐元區援
助，加上今次是該國2004年加入歐盟
後首次擔任主席，能否有效履行好
輪值主席的職責，無論對塞浦路斯
還是歐盟而言都是考驗。
由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組成的「三巨頭」
專家組今日將抵達塞浦路斯，實地
評估其經濟，再與塞政府協商救助
金額及相關條件。目前塞政府沒透
露所需金額，但媒體估計可能達100
億歐元(約982億港元)，佔該國173億
歐元(約1,699億港元)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一半以上。

■新華社

卡梅倫內外受壓 考慮脫歐公投

在歐債危機下，英國社會要求
「脫歐」呼聲高漲，在保守黨內部和
勢力日增的英國獨立黨壓力下，首
相卡梅倫（見圖）昨日在《星期日
泰晤士報》發文，表示會「開放公
投大門」，讓國民決定是否保留歐盟
會籍。但他強調，在歐元區問題未
解決時，公投並不明智。
卡梅倫稱，「歐洲」和「公投」

兩者可以並行，他贊同先讓國民有
選擇的權利，再探討與歐盟的關

係。他認為作為歐盟成員有好處，
但亦了解到當中的壞處，因此有必
要改變與歐盟的關係，但認為脫離
歐盟不符合國家最佳利益。

倘再拖延工黨奪先機
上周五卡梅倫出席歐盟峰會時，

表示明白為何有人希望進行公投，
立即脫離歐盟，但他不認同，有報
章認為這暗示卡梅倫將否決公投。
不過，不少保守黨員都擔心，工黨
黨魁文立彬會率先以公投作為下屆
大選的政綱，若卡梅倫再猶豫不
決，可能失勢。
100名保守黨員上周去信卡梅倫，

稱大部分國民都覺得歐盟過分干涉
英國人生活，營商管制亦過嚴，認
為成為歐盟成員的代價過大，又指
歐盟與英國信奉的共同市場「非常
不同」。 ■路透社/《每日郵報》/

《星期日泰晤士報》/

《星期日電訊報》

根據新手冊的草
稿，英國

被形容為「一個
美妙的居所，
社會發展蓬勃
且充滿現代氣
息，擁有源遠流長
的歷史及傑出成就」。

引入宗教簡介稱拒極端主義
著名文學泰斗如拜倫、莎士比亞、

護士界代表人物南丁格爾、風靡全球
的歌唱組合披頭四、國家精神支柱英
女王，以至「鐵娘子」戴卓爾夫人都
一一論述；就連詩詞歌賦、發明研
究、甚至經歷過的戰事，如滑鐵盧戰
役及特拉法加海戰也沒遺漏。

新 版
本還史無前例地引

入宗教簡介，聲稱「英國素來
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社會不
接受任何極端主義」，並詳列
歷來犯案的移民作為借
鑑，被英媒視為是想
與伊斯蘭劃清界線。
雖然前任工黨政府自2005年起，已

要求新移民接受45分鐘的測驗，測試
他們對英國司法制度及國會架構等的
認知，以強化其對英國習俗及實際生
活的了解，不過內政部表示，舊手冊
只㠥重人權及資訊，鮮有談論本國文
化，故新版本會清楚述明當英民的義

務，要求新移
民更熟悉英國歷史。

歸屬感印巴裔更強 英人包尾
然而最新研究顯示，不少移居當地

的巴基斯坦及印度裔人士，對英國的
歸屬感比很多本土英民更強烈，當中
尤以移民人士的兒孫輩最顯著。巴基
斯坦裔自認是英國人的平均分數為
7.76，但英人對此身份的評分只有
6.58，是4種受訪者中分數最低。

■《星期日泰晤士報》/

《每日電訊報》/《星期日郵報》

英國在今年秋天將推出全新的《大英帝

國生活手冊》，教新移民如何做一個

地道英國人。當中除了大談國家歷

來誕生的文豪史哲、政壇巨星及科研

成就，還會教唱《天佑女王》(英

國國歌)第一段，但作為大

英子民可享有的福利及

人權卻少有談

及，與現時通

用的手冊相去

甚遠。

■悉尼民眾示威反對碳稅。 法新社

■德拉吉會否支持救市基金

買債，左右市場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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