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債危機陰魂不散，歐元17國中有6國
陷入衰退，美國經濟亦處於掙扎階段，新
興市場如中國、印度及巴西增長放緩。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把今年環球經濟增長
下調至3.5%，是2009年以來最差，彰顯了
環環相扣的全球化商貿關係，令衰退潮席
捲全球，沒任何國家能置身事外。

環球經濟活動過往從未出現目前的緊密
性，意味一個地區表現疲弱，將引發骨牌
效應，歐洲經濟不景重創中國工廠的出

口，導致華商減少買入巴西鋼鐵正是實
證。

歐領袖反應慢 恐再掀恐慌
為免衰退惡化，各國央行已相繼減息，

歐洲領袖增長削赤雙管齊下，務求盡早脫
險，但不少分析仍質疑，歐元區領袖動作
太慢，令意大利及西班牙借貸成本未能及
時回落，恐觸發新一輪市場恐慌，禍及全
球，因為各地股票市場目前都以歐債危機
馬首是瞻。

美企擔心國家面臨「財政懸崖」都神經
兮兮，國民擔心飯碗不保都減少消費。當
地零售市場在4至6月間每況愈下，消費者
信心指數連續4個月下跌。聯儲局將在周
五公布第二季經濟數據，專家估計增長或
差過首季的1.9%。

歐洲銀行業手持大量呆壞賬及國債，雖
然央行數度泵水，惜未能惠及中小企及消
費者。即使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亦深
受歐洲經濟影響。其6月份意大利出口按
年跌24%，往法、德的出口則分別跌5%及
4%，很多廠商因而關閉或裁員。■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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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議院一份報告顯示，英國貿易及投資
國務大臣葛霖(見圖)擔任匯控行政總裁（CEO）
及主席時，對該行洗黑錢知情，但未有盡力阻
止。報告公開大批電郵，都是葛霖當時收到
的。影子財相萊斯利已去信葛霖，希望他親自
到上議院澄清，但表示相信葛霖清白。

其中一封電郵於2005年6月發出，內容是匯控
高層商討來自伊朗的一筆龐大現金匯款是否符

合美國規定。另有電郵顯示，葛霖知悉匯控可
能違反制裁緬甸條款，以及墨西哥分部偽造反
洗黑錢活動記錄。

匯控墨西哥CEO瑟斯坦2008年曾去信總部，
指墨國監管部門向匯控表示憂慮。當局曾懷疑
匯控675個戶口參與洗黑錢，要求凍結該批戶
口，但匯控未有照做。

匯控有特別安裝系統以分辨來自伊朗的匯

款，不過美國分部HBUS曾擔心系統未能篩出全
部可疑交易。2010年匯控聘請德勤檢視HBUS
2001年至2007年間對外交易記錄，結果發現2.5
萬宗「漏網」交易，涉及金額194億美元（約
1,505億港元）。匯控2007年宣布撤出伊朗業務，
但之後兩年內，每月仍有逾百宗交易與伊朗有
關。
■《衛報》/《星期日電訊報》/《星期日獨立報》

電郵揭葛霖知匯控洗黑錢

梅鐸辭任旗下英國報業董事局的消息傳出，雖不至於震驚業
界，但仍然成為昨日英美傳媒焦點，尤其是今次辭任的職務不僅
於英國，還包括梅鐸「老鄉」澳洲，以及另一個重要市場美國，
不禁令人猜測他真的為竊聽醜聞感到意興闌珊，決定放棄這項起
家生意。

英美傳媒紛紛評論事件。英國《金融時報》形容，梅鐸辭職是
「象徵式地與報業王國拉開距離」；《紐約時報》稱：「企業分
析員早已猜測梅鐸或待竊聽醜聞官司了結後，賣掉報紙。」

不過，也有評論認為梅鐸今次只是暗渡陳倉，不會就此撤出報
業市場。美國《新聞周刊》旗下網站The Daily Beast認為，梅鐸
辭去的董事局職務，其實只是過往用來掩飾新聞集團直接操控旗
下報章的幌子，這些董事局鮮有開會，亦沒實權。即使梅鐸辭
職，各報老總到頭來還是向紐約的新聞集團總部負責。

英國《衛報》評論員格林斯萊德也說，雖然新聞集團有朝一日
將出售報章業務，但相信不會在短期內。

■《衛報》/The Daily Beast網站

轉移視線伎倆
新聞集團仍話事

「竊聽」嚐惡果 辭任董事疑為賣盤鋪路

90歲時裝設計大

師Pierre Cardin擬於

意大利威尼斯興建

摩天大廈「光之宮

殿」，樓高60層，由

3幢碎片形狀的塔組

成，中間穿插6個玻

璃和鋼鐵製成的圓

盤，造價12億英鎊(約145億港元)。批評卻認為，摩天大廈「更

適合迪拜」，而非威尼斯這個世界文化遺產；也有指大樓面積太

大、庸俗，對威尼斯歷史悠久的美景及教堂尖塔景觀造成負面影

響。 ■《星期日郵報》

時裝大師Pierre Cardin
擬威尼斯建摩天大廈 歐債危機源頭眾多，包括債務沉重及歐元區外圍

國家缺乏競爭力等，不過路透社專欄分析員狄克遜
指，目前歐債核心問題在於出現信心危機。種種跡
象顯示，市場已對歐元區失去信心，特別是西班牙
及意大利兩個「震央」。

上周五西國10年期債息為7.3厘，意債息6.2厘雖較
低，但仍令人憂慮。西債的信貸違約掉期(CDS)成本
要600個基點，反映市場對西國信心盡失。

西銀援助方案上周雖獲落實，但政府指經濟收縮
將延至2013年，令西股急瀉5.8%。花旗集團甚至預
測西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今明兩年將分別收縮2.1%
及3.1%，國債明年將達GDP的101%；意國經濟則收
縮2.6%及2%，國債明年將升至135%。

經濟難題亦衝擊政府管治。意總理蒙蒂已表示無
意連任，兩大勁敵候選人葛利羅及貝盧斯科尼都質
疑目前政策。西首相拉霍伊雖仍有3年半任期，但國
內示威漸趨激烈，他或被迫提早下台。西意政府若
未能引領國民推行改革，恐失去德國的援助。

分析指，當務之急是令西意債息回落，其中一個
方法是由德法等歐元區核心國，直接補助西意息
率。此舉除可縮減核心和周邊國財政差距，亦可令
外界重拾對西意信心，降低兩國尋求貸款的難度。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紐約時報》

歐美新興國唇齒相依 釀骨牌式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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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聽出禍《世界》末日
2002年 13歲少女道勒放學途中被拐，實際上已遇害，該報聘請的私家偵探穆爾凱

爾入侵道勒的手機留言信箱，令其家人誤以為女兒仍在生。少女家人的代表律師表

示，當年竊聽事件阻礙警方調查，給他們假希望，是可恥行為。穆爾凱爾向事主道

歉，稱是受該報施壓才犯錯，他2007年被判囚6個月。

2005年 竊聽倫敦連環炸彈襲擊死者的家屬，買通蘇格蘭場警員收料。警方經調

查，發現5名警察2003年至2007年受賄賣料。

2006年 該報倫敦編輯古德曼被控竊聽王室高級人員私人電話，當時王儲查爾斯的

公關秘書及分管威廉和哈里王子的兩位職員，分別向警方投訴，指電話遭竊聽，古

德曼認罪。警方稱，查爾斯一家等至少10名王室成員遭該報竊聽，古德曼2007年被

判囚4個月。

2008年 被揭發不擇手段挖掘新聞，例如從妓女手上購得F1一級方程式賽車主席莫

斯利的性愛舞會片段，莫斯利打扮成納粹軍官，現場環境有意模仿二戰集中營，妓

女們穿 猶太人、德國獄卒的服裝，全裸趴在莫斯利身邊。

2009年 被《衛報》揭發非法竊聽3,000名政客名人的電話，並經警方確認，包括不

少明星，倫敦警方拒絕擴大調查。

2011年 竊聽醜聞愈揭愈多，梅鐸因此宣布關閉《世界新聞報》，該報被捕職員至少

23人，包括總編輯布魯克斯及其丈夫。 本報資料室

梅鐸已辭去新聞國際、泰晤士報業控股公司和新聞集團投資公司董
事職務，亦辭去集團在美、澳、印多家子公司的董事局職務。美

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暫未公布他辭任了哪家美國公司的職位，新聞集團
目前在美擁有《紐約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報章。

1969年購《世界》 種禍根
1969年，梅鐸收購英國《太陽報》及去年因竊聽醜聞而停刊的《世

界新聞報》，自此在英美等地建立龐大報業王國。率先披露辭職消息的
《星期日電訊報》形容，今次將標誌 梅鐸「慢慢鬆開」對英國報業的
控制。

新聞集團企圖淡化梅鐸辭任的影響，宣稱這只是「分家前的集團內
部調整」。梅鐸兒子詹姆斯去年11月辭任新聞國際旗下子公司董事後，
集團亦曾發出類似聲明，但3個月後他便正式辭去新聞國際主席一職。

新聞集團上月宣布將出版及娛樂業務分拆上市，報章及出版業務歸
入前者，製片商20世紀霍士和霍士電視台等業務則歸入後者。不過，
兩者規模極不對稱，當中娛樂業務去年收入，就佔了集團42億美元(約
326億港元)全年總收入的9成。

雖然梅鐸多次堅稱不會捨棄英國報業，更聲稱會繼續作為出版業務
的「非常活躍主席」。如今他一次過辭去大部分報業職務，很難不令人
懷疑他有意賣盤。據報新聞集團內部亦討論過，梅鐸可以利用出售報
業股權所得，槓桿式收購整個娛樂業務。

與子深明乞人憎 淡出英國
市場研究公司Enders Analysis分析員恩德斯認為，梅鐸辭職，是他與

詹姆斯逐步淡出英國的一步，「梅鐸家族的控制，已經逐隻手指鬆開
了，這不是以退為進，是長遠的轉變。他們明白自己在英國不再受歡
迎。」
■《星期日電訊報》/英國《金融時報》/英國廣播公司/美聯社/路透社

英美報業梅鐸敗走
飽嚐「竊聽門」惡果的澳洲傳媒大亨梅

鐸，上周辭任監督英國《太陽報》、《泰

晤士報》及《星期日泰晤士報》3家報社

的董事，同時辭任美國、澳洲及印度部分

傳媒業務的董事局職務，令人進一步猜測

他可能會在新聞集團分家後，放棄聲名狼

藉的報業王國，全心全意打理增長快速的

電視及電影娛樂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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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領袖一直被指在歐債危機上反應

慢。圖為歐洲央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