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拉吉表達救歐決心後，市場對歐元區信心大增，西
班牙債息上周五由7.75厘急降至6.74厘，歐元兌美

元匯價亦勁升1.4%。兩名央行官員透露，德拉吉將提議
由EFSF在初級市場買債，央行則在次級市場買債支持。
官員亦透露，進一步減息、提供長期貸款等措施亦將列
在央行議程內。

德央行反對 蓋特納向德施壓
歐央行放風會重新買債後，德國總理默克爾、財長朔

伊布勒都支持德吉拉出手，「歐元之父」蒙代爾亦力撐
歐央行「挺身而出」挽救歐元區。然而德國央行隨即反
對，聲稱將造成貨幣和財政政策界線模糊。德拉吉昨於
法蘭克福會見德央行行長魏德曼，希望在周四歐央行議
息前爭取支持。
美國財長蓋特納昨亦先後

與朔伊布勒及德拉吉會
面。德方指會面由華
府提出，雙方在會談

中討論歐債問題。分析認為，蓋特納此行是要向德國施
壓，要求出手壓低西、意債息。
穆迪歐洲首席信用官威爾遜則潑冷水，指出歐央行無

法解決歐債危機，極其量只能為歐元區「買時間」。他表
示，歐元區政府必須痛定思痛，調查預算和負債，並改
革經濟和財政管理結構與體制，才有望真正化解危機。

促各國減持希債 法國最傷
另外，歐盟領袖亦正探討「最後手段」的可能性，要

求各國央行減持希臘國債，以減輕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壓
力。預料方案將令各央行蒙受巨額損失，當中持債率較
高的法國、馬耳他及塞浦路斯央行將首當其衝。
上述方法有望令希臘負債降至歐盟可接受的1,000億歐

元(約9,486億港元)。希臘政府則表示，削支方案大
致已達成共識，未來兩年將按照歐盟及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要求，削支115億
歐元(約1,091億港元)。
■CNBC/法新社/《每日電訊報》/

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上周

暗示會出手拯救歐元，令市場充滿期待。歐元集團主席容克前

日就證實，歐央行與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已準備好於必要

時重新買債，以平息金融市場動盪，捍衛歐元。容克表示，目

前歐元區已到達「決定性階段」，要施救已是「分秒必爭」。德

國有經濟師形容，一直主張不干預市場的德拉吉今次出手，是

「賭上個人信譽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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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場上除了運動員互相競技，亦是國
家角力的舞台。近年奧運獎牌榜出現新氣
象，中國上屆憑主場之利擊敗美國榮膺盟
主寶座，可視為經濟強勁增長的中國取代
正在放緩的美國。憑藉比較傳統七國集團
(G7)和「金磚五國」等新興勢力的奧運成
就，有助分析目前世界局勢。

新興國經濟與獎牌急起直追
過去4屆夏季奧運會獎牌榜上，G7雖然

都領先金磚國，不過領先優勢已漸漸收
窄。1996年奧運金牌中，G7佔38%，金磚
國只佔17%；到2008年，G7雖仍保有32%
金牌數量，但金磚國已急起直追至26%。

謝菲爾德哈倫大學體育管理教授謝卜利
表示，金磚國崛起就如世界經濟一樣，都
有賴於中國推動，並表示中國於京奧的
100面獎牌是由近80億美元(約620億港元)
體育投資換來的。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首席經濟師漢

克思沃思則指出，除中國外的金磚國，奧

運成就都未能與經濟發展成正比。他指巴
西已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不過獎牌榜上
從未攀登至相應位置。另一邊廂，G7於
獎牌榜雖有所下滑，亦未能實際反映其差
勁的經濟表現，反映奧運獎牌榜始終不能
與世界局勢一概而論。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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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觀望今明兩日聯儲局議息後會否有新措施出
爐，以及周五公布的7月就業數據，美股昨早段反覆
向上。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3,102點，升26
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389點，升3點；納斯達克
綜合指數報2,955點，跌2點。
歐洲央行及歐元區高層相繼透露有意出手救市，

歐股延續上周升勢。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5,696
點，升69點；法國CAC指數報3,309點，升29點；德

國DAX指數報6,765點，升75點。西、意股市分別升超過
2%。 ■法新社/美聯社

美國聯儲局將於今明兩日議息，
分析估計，局方在歐洲央行月初減
息後，主席伯南克(見圖)可能再度考
慮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利率，藉此
降低短期借貸成本，以刺激經濟。
至於外界最期望的第三輪量化寬鬆
(QE3)政策，分析則認為在今年稍後
出台的機會較高。
伯南克月中出席國會聽證會時提

到，為拉低失業率，將存款利率從
現時0.25厘再往下調，是局方可能採取的數個寬鬆措施之
一，語氣與2月時大相迥異。曾任里士滿聯儲銀行經濟師的
麥卡錫說，歐央行月初決定將存款利率降至零，是局方對此
措施重新感到興趣的原因，但他也認為，新措施不太可能在
明日出台。
前聯儲局經濟師、摩根大通首席美國經濟師費羅利表示，

面對經濟復甦放緩，局方官員已忍無可忍，或許在物色他們
可實行的任何選項。他說：「你無法排除任何可能性，因為
他們將傾盡全力，嘗試能力範圍內的每樣事情。」
央行減少支付超額準備金的利率，讓金融機構有誘因把錢

轉去放貸，獲取更高回報，達到擴大信貸供應、刺激經濟增
長的目標。聯儲局數據顯示，截至上周五，局方超額準備金
總額達1.49萬億美元(約11.6萬億港元)，較2010年底急增
50%。 ■彭博通訊社

歐債岌岌可危，希臘人憧憬復用舊幣德拉克馬自救，德國
人甚至身體力行，樂於使用舊幣馬克。德國央行數據顯示，

目前仍有價值67.5億歐元(約640億港元)的132億馬
克在市場流通，多於歐元區其餘16種前貨幣的總
額。
馬克1948年面世，當時尚未有西德國旗、國歌

及憲法，多年來成為德國從二戰崛起、創造經濟
奇蹟的象徵，是民眾引以為傲的非一般貨幣。意
大利及法國早前宣布舊幣失效，但德國無為馬克
兌換歐元設限期，若零售商及企業接受馬克，仍
可在央行旗下機構兌換。
國際服裝連鎖店C&A過去9年均收取馬克，在

德國近500家門店每月仍能收到達15萬馬克。德
國電訊約9成電話亭仍可使用馬克硬幣。

「老馬克」精神不滅，亦為收藏者帶來喜訊，麵包師施塔
德勒特別欣賞馬克的精細設計及結實手感，但處理較舊紙幣
或硬幣需時，坦言「有點難聞」。 ■《華爾街日報》

去年大賺15.5億 「債王」：埃里安接班

西班牙：無意求EFSF買債

有「債王」之稱的太平洋投資
管理公司(PIMCO)創辦人格羅斯
（左圖），據報於去年大賺2億美
元(約15.5億港元)，行政總裁埃里
安（右圖）也獲得1億美元(約7.8
億港元)薪酬。格羅斯接受《紐約
時報》專訪時更指出，埃里安將
會是PIMCO的「當然接班人」。
68歲的格羅斯是華爾街傳奇，

PIMCO是全球最大債券基金公
司，旗下「總回報基金」管理
2,630億美元(約2萬億港元)資產，
過去5年每年回報皆接近9.5%，

表現較其他同類基金更佳。
《紐時》指，埃里安與格羅斯

的風格甚為不同。埃里安愈來愈
多現身CNBC、英國廣播公司或
彭博等電視台財經節目，闡述當
日市場形勢，與財經記者相熟，
能在會議上傳達PIMCO的觀
點，有時還會跟金融界數一數二
的重要人物同場做節目，如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
猶如他是IMF掌舵人，而非區區
基金經理。

■《紐約時報》/彭博通訊社

雖然歐元集團主席容克前日表示，
歐洲央行為救歐元，正準備與歐洲金
融穩定機制(EFSF)聯手購買區內國
債，紓緩西、意等國的債務壓力，但
西班牙國庫署長德梅薩昨表示，國家
無意請求買西債。

上季收縮0.4%  歐信心3年新低
西國經濟上季收縮0.4%，顯示衰退

進一步惡化，10年期債息昨仍徘徊6.5
厘以上。7月份歐元區經濟信心指數跌
至87.9，是2009年9月以來新低；當中

以德國的跌幅最大，急跌3.7點。
德梅薩補充，西國明年起將透過發

債來支援地方政府融資需求。雖然國
家財政緊絀，西國仍撥備180億歐元
(約1,707億港元)作地方政府紓困之
用。
意大利昨拍賣55億歐元(約522億港

元)5年期及10年期債券，10年期孳息
一度升至6厘，5年期則報5.4厘。意總
理蒙蒂後日將前往馬德里，與西國首
相拉霍伊會面，預料兩人將商討新的
歐債對策。

魯比尼倡泛歐債 德續堅拒
「新末日博士」魯比尼表示，歐洲

首要必須發行泛歐債券。雖然德國總
理默克爾前日與蒙蒂發表聯合聲明，
稱會「不惜一切捍衛歐元」，但德國政
府昨重申泛歐債「非政府所欲」。魯比
尼認為，要解決歐債危機，歐央行必
須持續大量買債，各國亦應共同分擔
債務，但央行買債諸多掣肘，在德國
國會大選前，泛歐債仍難推行。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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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獎牌榜反映世局 富國正受挑戰

■目前仍有價值640億港

元的馬克在市場流通。

資料圖片

■西班牙數千的士司機日前罷駛，抗議政府計劃放寬發

牌，一名司機破壞仍開工的同行的士。 路透社

■馬德里昨另有示威者手持西國財長金多斯的海報示威，

抗議政府緊縮。 美聯社

■德拉吉

■ 容 克 指 歐 洲 央 行 與

EFSF已準備好於必要時

重新買債。 資料圖片

觀望議息
美股早段升26點

聯儲局或效歐
減存款利率

歐債逼「跳船」
德民樂用馬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