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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才供過於求 奧巴馬玩殘博士生

歐元區財長將於今日舉行會議，商討如何落
實各國在上月底歐盟峰會達成的協議，包括設
立泛歐銀行業聯盟，以及直接援助西班牙銀行
業等。

歐洲各國自上月底達成共識後，遲遲未有行
動，投資者憂慮再度升溫，推高西國長債息至
近7厘關口。上周五歐盟一名高官稱，因銀行業
聯盟不可能在明年上旬前出爐，西銀最少要到
下年初才能從歐洲永久穩定機制(ESM)獲得支
援。因ESM尚未生效，各財長料將同意通過西
國國營機構援助財困銀行。

德國財長朔伊布勒亦指，銀行業聯盟不可能
按原定計劃在年內出台，沒統一監管的銀行
業，ESM就不能直接注資銀行。另外，有歐盟
官員稱，歐元集團最快下月才能核實希臘的改
革是否合乎進度，以決定希臘能否獲得下一筆

貸款。種種情況意味歐債危機短期內仍膠
。
法國財長莫斯科維奇昨呼籲各財長「加快

動作」，將峰會協議轉化成行動，切實處理歐
債問題；他又指，歐元集團除今日會議外，
或將於20日額外開會。

歐元集團主席 法德各當半期
盧森堡總理容克自2005年起出任歐元集團

主席，原定本月卸任，但因德法力爭由本國
財長繼任，容克任期一延再延。昨日，德法終
於同意由朔伊布勒及莫斯科維奇平分兩年任
期，前者先接任。

日前芬蘭聲稱寧可脫歐，也不願不惜一切為
財困成員國「埋單」。意大利總理蒙蒂昨不點名
批評有「北歐國家」意圖損害歐元區穩定。他

又指，歐元區應打破「孤立」，加強與英國、波
蘭等非歐元國的聯繫。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歐盟財長今碰頭 商救西國細節

受巴克萊銀行涉嫌操控倫敦銀行
同業拆息(Libor)案及部分銀行系統
故障影響，愈來愈多存戶從英國大
型銀行提走存款，改為存進小型銀
行。

鼓勵存戶放棄大行的組織「Move
Your Money UK」(MYMUK)發言
人布魯克稱，存戶對大行信心下
降，原因並非大行舉措不合法。數
據顯示，一些主要向本地中小企貸
款的小行，存戶增幅由20%至300%
不等。主要向慈善組織貸款的慈善
銀行，存戶亦激增兩倍。

自年初起，MYMUK估計每月平
均有8萬存戶從大行「提水」。在過

去一周存戶增加25%的合作銀行，
希望從萊斯購入632家分行，將分
行數目增加3倍至1,000家。

文立彬倡拆骨
在野工黨黨魁文立彬昨在《星期

日郵報》的訪問中亦提出銀行業改
革方案，提議將5大英資銀行(巴克
萊、HBOS、匯控、萊斯及蘇格蘭
皇家)賣掉旗下1,000家分行，重組成
7家大銀行，以增加行業競爭力。
他亦希望大行可協助小行，並以更
簡單的英語解釋投資產品。

■《衛報》/《星期日郵報》/

《星期日泰晤士報》

美國總統奧巴馬重視科研發展，呼籲大學培訓更多科學人才，可是有人完成博士課程

後，久未能找到與專業相關領域的工作，被迫放棄。美國科研專才供過於求，加上經濟

差，企業將職位轉移海外、減少研發投放，令很多科研人才被迫轉行，有從事製藥業20多

年仍失業的科學家坦言：「好男不當科學家。」

神經科學博士阿馬拉爾立志成為腦科醫生，可
是她畢業3年來，仍未能找到相關工作，最

後轉行替一所大學擔任行政職位。「我花了近10
年時間和昂貴金錢，完成課程，卻找不到可以

發揮所長的地方。」她表示，事情令她感到
迷失，「新聞經常說美國需要更多科研

專才，其實我們已經在，需要的只是
機會。」

藥廠成重災 已削30萬職位
雖然美國科研人員失業率

遠低於全國平均值，但有
業內人士認為

這未能反映現實，因為很多科學家正從事
非科研工作。失業重災區集中在生物、化
學及藥劑等主要於實驗室內工作的學科。

有顧問公司表示，自2000年起，美國藥
廠已削減近30萬職位，例如大廠羅氏上月就宣布
關閉新澤西州研究所，削減近千個職位。美國化
學學會稱，化學家失業率達4.6%，是40年來最
高。剛剛畢業的博士生情況更差，2011年只有38%
能找到工作。2009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一份報
告亦指，只有14%生物及生命科學博士畢業生，能
於5年內找到相關職位。

失業後靠兼職 籲女兒勿步後塵
不單是新的畢業生，就連資深人才也因失業，

需靠兼職維生。50多歲的哈斯曾在惠氏及賽諾菲
擔任藥物設計師逾20年，年薪達數十萬美元。現
時她每周於費城大學兼職1至2日，並要靠儲蓄渡
日。她表示，打算待女兒中學畢業後，就徹底離
開科研領域。「女兒很聰明，她喜愛化學及數
學，但我很清楚的告訴她，將來勿做科學家。」

■《華盛頓郵報》

倫 敦 銀 行 同 業 拆 息
(Libor)操控案，巴克萊銀
行飽受千夫所指。領導層
據報考慮將投資部門分
拆，減輕醜聞影響，意圖
東山再起。被分拆出來的
巴克萊投資銀行，將被安
排於紐約上市，集團其他
部門則留守英國。因事件
辭職的前總裁戴蒙德(見

圖)，離職補償料達1,700萬英鎊(約2.04億港元)，高層恐
惹怒公眾，勸他放棄賠償，避免再重創巴克萊聲望。

英國商業大臣祈維信昨表示，不應向戴蒙德發「分
手費」。他表示，政府不能介入私人公司的離職協議，
但巴克萊在Libor案中的做法已激起公憤，不相信戴蒙
德和董事會夠膽再挑戰公眾底線。

瑞銀疑涉操控Libor案
英國《金融時報》則刊登一份瑞銀集團2008年發給

當時工黨政府、題為「調低Libor，改善貸款條件」的
文件，內容是提議政府可藉削減信貸擔保計劃開支，
降低Libor，以鼓勵銀行互相借貸。戴蒙德早前指，英
倫銀行副行長塔克當年曾致電他，表示政府關注巴克
萊的拆息報價，令外界質有政府官員涉案。

財相歐思邦就文件發炮，指工黨前首相白高敦及親
信或早對事件知情。工黨發言人解釋，當時經濟惡
劣，文件「只提議合法改動政策」，以改善銀行業境
況，時任影子財相夏文達當年亦贊同做法，顯示事件
性質與巴克萊的非法操作「差天共地」，促請歐思邦收
回指控。

■《星期日泰晤士報》/《星期日獨立報》/

《每日電訊報》/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巴克萊圖分拆投資部勸戴蒙德棄「分手費」

中美貿易關係再次成為美國總統選
戰焦點。奧巴馬前日發布新一輯競選
廣告，指共和黨參選人羅姆尼一方面
抨擊政府無力阻止中國公司侵害本土
企業、搶走本地職位，另一方面卻縱
容附屬公司將本土工序大量移師中國
及印度。共和黨斥廣告混淆視聽，掩
飾奧巴馬政府改善失業率不力的事
實。

廣告長30秒，以羅姆尼去年出席黨
內初選辯論時的發言開頭。羅姆尼當
時信誓旦旦說：「中國人正準備奪去
我們的工作和未來；我不會讓這發
生。」然後，廣告旁白稱羅姆尼「靠
讓這發生來發財」。

廣告源於《華盛頓郵報》近期一份
報告，指數家由羅姆尼前公司貝恩資
本資助的企業，曾將大量本土職位移
往中印等薪酬水平較低的地區，以減
成本。羅姆尼發言人回應指，美國就
業數據持續疲弱，奧營希望借不實廣
告來轉移民眾視線。

奧巴馬上周在俄亥俄州及賓夕法尼
亞州進行一連兩日造勢活動時，宣布
計劃向世界貿易組織投訴中國對美製
汽車徵收不公平關稅。在俄州，數以
萬計美國工人為美國汽車製造商工
作。

■美聯社/法新社/《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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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棄嬰箱愈來愈多，遍及奧地利、瑞士、波
蘭、捷克、美國及巴基斯坦，連歐洲經濟最蓬勃
的德國也不能倖免。當地自2000年起啟用首個棄
嬰箱，至今全國已有逾200個，當中柏林市郊一
間醫院，逾10年間接收了180名棄嬰，其中19名放
在箱內。據說經濟不景氣和社會制度崩潰，是棄
嬰增加的原因。

該醫院位於柏林中產社區，來自全國的婦女都
到此棄嬰或產子。醫院外有個標示寫 德文字

「Babywiege」(搖籃)，箭咀指向小路盡頭，棄嬰箱

就放置在小樹旁。箱內有張被及床墊，還有一封
給棄嬰者的信，寫上安慰母親的說話及電話號
碼。這種棄嬰方法在德非常普遍，但其實並不合
法。

牧師施坦格爾負責管理棄嬰箱，她一直爭取繼
續對外界開放該箱。她跟其他支持棄嬰箱的人一
樣，相信因為他們的努力，令街頭棄嬰及殺嬰數
字減少，並希望藉此幫助婦女、提供庇護所及拯
救生命。她說，1/3母親最終會領回嬰兒。

■《星期日郵報》

經濟差社會制度崩潰 德棄嬰暴增

英5大行失誠信 存戶撤資益小行

希臘財長斯托納拉斯前日表示，將繼續應援助條件要求，推
行私有化計劃，試圖令外界恢復信心。但反對派激進左翼聯盟
領袖齊普拉斯大唱反調，更警告準買家可能會嚴重虧蝕，捲入
官非。

聯合政府中的泛希社運(PASOK)黨魁韋尼澤洛斯亦認為，希
臘需進一步削減國債，不然將妨礙增長、創造就業機會和投資
所需資金流入，並促請政府與歐盟「三巨頭」斡旋，將削赤計
劃延遲3年。

希臘周報《Ependytis》前日公布的民調顯示，57%受訪者對
新政府看法「正面」，55%認為國家可避免違約，40%則不樂
觀，整體結果較大選前好。但對於歐盟援助及緊縮政策，希民
仍意見分歧，48%(主要為年輕人)認為應推翻協議，48%(主要
為較年長人士)則認為應遵守協議，但需改善條件。

德國民調機構Emnid民調則顯示，49%受訪德國人贊成希臘
脫歐，43%則希望希臘留低。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希續推國企私有化
極左嚇唬準買家

■示威者在聽證會外高舉畫像，

諷刺戴蒙德是大賊。 美聯社

■這名女士失業4

年仍未找到工作，

難掩傷心之情。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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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財長朔伊布勒 法國財長莫斯科維奇

:好男不當科學家美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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