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銀行及瑞信前日同時宣
布進一步削支計劃；花旗集團繼去年裁員900

人後，今年準備再削減約350個證券及銀行部門職位，佔有
關部門整體人手的2%；高盛集團今周也表明會進一步節省
5億美元(約38.8億港元)開

支，集中保留較年輕及
較低薪的僱員，年長的高薪

族將成為開刀對象。

美6大行一年削職1.8萬
雖然銀行界近期錄得盈利，但這只是用作
壞賬撥備所釋出的資金，實際上收益仍
然疲弱，作為銀行未來盈利指標的借貸

水平繼續偏低，因此銀行被迫想方設法節流。
全美最大的6家金融機構於截至上月30日的一年內，已

裁減逾1.8萬個職位，佔整體人手約1.6%。單是美銀、花
旗、富國、高盛及摩根士丹利，自去年6月以來已合共裁員
逾3萬人，只有摩根大通於同期新增12,787個職位，處理陷

於困境的按揭業務。
據德國《商報》引述消息人士稱，德國最

大銀行德意志銀行將裁減1,000名投資銀行部
員工。

報道稱，鑑於現時金融市場的困難情況，裁員
為必須的措施，大部分被裁的都是德國以外的

員工，預料該行本月31日公布第2季度業績
時，會公布裁員消息。德意志拒對報道置評。

歐存款零息禍及貨幣市場基金
此外，英國《金融時報》指出，自歐洲央行

於本月將存款利率降至零息後，歐洲銀行融資正
面臨「乾塘」危機。高盛、摩通、貝萊德、紐約
梅隆銀行及蘇格蘭皇家銀行等大型銀行，在以歐
元計價貨幣市場基金的存款買少見少。由於貨幣

市場基金主要投資短期債券，是各銀行獲短期資金
的重要來源，此情況反映歐洲金融體系或面臨另一困

局。 ■《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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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前日發表的褐皮書顯示，美國6月及7月經
濟整體以「緩慢到溫和」的速度增長，樓市普遍改善，
貸款需求溫和增長，抵押貸款規模有所增加，非金融服
務需求持續穩定，但就業市場似乎更趨疲弱，大部分地
區就業水平只有小幅增長，零售支出增速同樣放緩。

上月新屋動工創4年新高

報告指紐約、費城及克利夫蘭三個轄區的經濟活動持
續擴張，但增速較之前遜色；亞特蘭大、聖路易斯及三
藩市則「適度增長」；波士頓、芝加哥、明尼阿波利
斯、堪薩斯城及達拉斯地區亦以溫和步伐攀升。數據還
顯示，6月新屋動工數字創近4年以來單月最高水平，經
季節性因素調整後，6月較5月多6.9%，折合年率為76萬
間。 ■《華爾街日報》

聯儲局︰美溫和增長就業更弱

美國勞工部昨公布上周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
數為38.6萬人，高於市場預期的36.5萬人，但大
型企業公布的業績理想，帶動美股昨早段上
揚。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2,929點，升20
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373點，升不足1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958點，升15點。

中東緊張 油價創7周新高
歐股全線向好。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5,697點，升

12點；法國CAC指數報3,260點，升24點；德國DAX指
數報6,747點，升62點。

投資者憂慮敘利亞和伊朗局勢惡化，國際油價昨升至
7周高位，9月付運的布蘭特期油早段一度升至106.49美
元；紐約8月期油則升至90.85美元，同為5月30日以來最
高位。

美熱浪肆虐 大豆價破紀錄
美國中西部的炎熱乾旱天氣持續數周，損害大豆及玉

米的產量。交易商估計在收成期後，穀物供應仍會十分
緊張，觸發期貨價格飆升，8月付運的大豆期貨已漲價
2.7%，達到每蒲式耳16.835美元的歷史新高。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銀行業涉嫌操控歐洲銀行同業拆息(Euribor)的醜聞愈揭愈
臭，法國農業信貸、匯控、德意志及法興4家歐洲大行涉操控
Euribor，正受英國監管機構調查。監管機構懷疑英國巴克萊
銀行的交易員是主謀，上述4大行交易員則牽涉在內。

與巴克萊達成的和解方案文件中，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
會(CFTC)表示，有交易員「策劃與多家銀行交易員協調交易
策略，通過期貨交易持倉獲利」。多位知情人士稱，該交易員
正是2005年至2007年在巴克萊任職、現年44歲的莫爾優素
福。

文件顯示，莫爾優素福涉聯絡他認識的4大行交易員，各自
向銀行內部施壓，提供能獲利的交易倉位報價。2006年10
月，他與4大行其中一名交易員E通訊，要求1月期Euribor息
率作出更高報價。交易員E更稱，會向另一大行的交易員提
出同樣請求。監管機構暫未對任何個人或巴克萊以外的銀行
提訴，所有牽涉的銀行及交易員均拒絕置評。

歐洲議會擬召銀行高層解畫
彭博通訊社昨日報道，歐洲議會或傳召銀行高層及監管機

構出席聽證會，以防止再發生同類的操控市場行為。預料會
上將要求有關人士解釋銀行的犯案手法，以及找出監管機構
未有一早行動的原因。歐盟委員會據報將於下周三公布修改
制訂倫敦銀行同業拆息(Libor)的新方案，以加強監管過程。

■英國《金融時報》/彭博通訊社

路透社一項民調顯示，歐債危機及美國
經濟放緩打擊亞洲出口貿易，經濟學家普
遍調低亞洲主要經濟體今年的增長預期，
但相信最壞時刻已過去，對亞洲經濟今年
底開始復甦仍審慎樂觀。

瑞穗經濟師瓦拉森表示，亞洲難以重現
金融海嘯後的V形反彈，需時慢慢重拾升
勢。瓦拉森又指出，除了歐債危機，美國
第二季經濟表現強差人意，外圍經濟持續

疲弱，預期大部分亞洲經濟體需以貨幣或
財政政策刺激內需，保住經濟增長。雖然
亞洲各央行仍有足夠彈藥推行刺激方案，
但瓦拉森認為有關措施或可抵禦歐債危機
衝擊，但不足以大幅加速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料反彈東南亞穩健
中國過去一季的經濟增長按年放緩至

7.6%，但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已跌至最低

點，對中國經濟增長逐漸回升表示樂觀。反
觀印度今年增長預測下調至6.3%，是十年
來最低；而印度盧比貶值、國內通脹持續高
企及財赤上升，令政府應對的空間有限。

相比之下，東南亞則成為亞洲區的亮
點。新加坡Capital Economics經濟學家馬丁
表示，東南亞不存在印度的內部問題，經
濟基礎良好；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及
印尼預期會有穩定增長。

亞銀促加碼寬鬆保增長

亞洲開發銀行昨發表「亞洲經濟整合監

測」報告，指歐債危機持續削弱全球增

長，預料亞洲會面對極艱難的外在環境，

出口首當其衝，可能須進一步寬鬆貨幣和

財政政策，確保經濟增長。報告呼籲亞洲

各國加強地區經濟整合，包括促進跨境市

場、改善貿易程序等。■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環球市場近月表現反

覆、經濟增長失衡、監管

機構收緊規管要求等外在

因素影響下，銀行業收益

持續疲弱，加上歐洲央行

早前進一步削減存款利

率，令銀行更難融資。面

對不明朗前景，國際投資

大行裁員潮一觸即發。

匯控等4大行
涉聯手操控Euribor

失業人數超預計 美企沖喜道指升20點

路透社
調查

■匯控涉嫌與另外三家歐洲大行操控Euribor。

資料圖片

■環球經濟不景，重創出口貿易。圖為

東京的貨櫃碼頭。 資料圖片

：最壞時刻過去亞洲冀年底復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