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 責任編輯：李鍾洲 2012年8月2日(星期四)

觀
望
議
息
美
股
早
段
升
22
點

市場觀望美國聯儲局於香港時
間今日凌晨的議息結果，加上美
國人力資源公司ADP指私企上月
新增16.3萬職位，遠勝分析預期
的12萬，帶動美股早段上升。道
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升22點，
報13,031點；標普500指數升不足
1點，報1,379點；納斯達克綜合

指數升不足1點，報2,939點。
歐股個別發展。英國富時指數中段升

57點，報5,693點；法國CAC指數升23
點，報3,314點；德國DAX指數跌13
點，報6,758點。

製造業增速近3年最慢
歐債危機和美國經濟及政治不穩壓抑

需求，數據顯示美國製造業增長放緩，
放緩幅度為3年來最大，市場調查機構
Mark i t的美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由6月份的52.5跌至上月的51.4，
低於原先預期的51.8及上月的52.5，是
自2009年9月以來最低。

Markit首席經濟分析師威廉森表示，
如出口及內需持續疲弱，製造業將於第
三季收縮。另外，美國供應管理學會
(ISM)昨公布，上月ISM製造業指數升至
49.8%，仍低於代表緊縮的50%以下。

樓市有復甦跡象
美國6月份建造業開支升0.4%，連續

第3個月上升，再次顯示房屋市場有復
甦跡象。出口訂單連續兩個月下趺，而
上月的新訂單指數值為51，低於6月的
53.7。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會議前的分析認為，聯儲局在今次
議息會議上，只會重申局方準備好隨
時出手，但不會推出任何大刀闊斧的

新措施。美國經濟上季按年增長僅
1.5%，6月份個人消費開支維持不變，
失業率仍高企8.2%，但不少經濟師均
認為，目前經濟數據仍不足以令聯儲
局出手。

有推測指，聯儲局主席伯南克或會
在本月的傑克遜城年會上，透露更多
寬鬆措施的風聲；該年會在2010年曾
是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QE2)的醞釀
地。除QE3外，當局還可考慮調低銀
行在聯儲局的存款息率，令銀行更傾
向借出手頭現金，或參考英倫銀行的
做法，以低息短期貸款換取業界積極
放貸。

伯南克處境更尷尬
不過，聯儲局繼續按兵不動亦有風

險。假如當局下月才出手，因距離11
月大選只有不足兩個月，伯南克的處
境只會更尷尬。另外，曾替前總統里

根制定預算的斯托克曼指出，加推量
寬將令國會誤以為可繼續無了期借下
巨債。

另一方面，歐盟公約規定歐洲央行
須以抗通脹為首要目標，刺激經濟等
均屬次要，令當局撲火能力不及聯儲
局等央行。倫敦資本經濟首席歐洲經
濟師洛因斯稱，受條款所限，德拉吉
即使出手，買債規模亦有限，「市場
將會失望」。

德拉吉早前信誓旦旦稱會「不惜一
切」救歐，令當局面臨更大出手壓
力，並引起市場揣測他將採取堅實措
施，降低西班牙及意大利的借貸成
本。然而市場氣氛近期差，反映投資
者質疑德拉吉「口惠而實不至」。投資
者期望歐洲央行能在今日會議上宣布
重新買債，透過買入大量西、意國
債，將兩國債息拉回合理水平。

■路透社/美聯社/《華爾街日報》

公約掣肘歐央行買債恐落空

聯儲局按兵QE3待下月
美國經濟連月增長緩慢，

歐洲亦死氣沉沉，市場寄望

美國聯儲局於香港時間今日

凌晨的議息會議，以及歐洲

央行同日稍後的會議，宣布

利好消息。不過，聯儲局今

晨開會後仍按兵，基準利率維持在

0至0.25厘，分析估計至少要到下

月才會加推寬鬆措施；歐央行行長

德拉吉早前承諾，將以「足夠」火

力挽救歐洲，但在歐盟公約條款掣

肘下，投資者的期望恐落空。

美國勞工部將於本港時間明晚公布上月就業數據，預
料新增職位數目只有輕微增長，失業率仍高踞不下，市
場要求聯儲局出招刺激經濟的呼聲料有增無減。

經濟學家表示，由於之前數月的天氣異常，勞工市場
亦受影響。但近來天氣情況逐漸好轉，上月就業數據有
望改善。然而，華府明年初實施大幅削支及加稅，加上
歐債危機影響，令僱主不敢增聘人手。估計上月的非農
業新增職位，將由6月的8萬個微升至10萬個。

研究公司J.H. Cohn經濟分析師奧基夫稱：「僱主和生
產商對當前經濟景況充滿疑問，亦不清楚關於稅收及支
出的公共政策。」預料上月失業率仍維持8.2%，是連續
2年多失業率處於8%以上，就業人數比2007至2009年經
濟衰退前還要少490萬。 ■路透社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里德前日宣布，與眾議院議長
博納及總統奧巴馬就聯邦政府預算案達成協議，聯邦政
府支出將維持去年預算案的1.047萬億美元(約8.12萬億港
元)水平至明年3月，避免因政黨在11月前惡鬥導致政府
關閉。議案雖未能趕及8月3日休會前審議，各方承諾9
月復會時通過。

共和黨過去兩年都以預算案作為談判籌碼，向民主黨
爭取進一步削支措施。分析指，今次共和黨讓步，是為
免去年黨爭鬧劇再現，損害共和黨形象，讓其總統候選
人羅姆尼能集中火力於經濟議題上攻擊奧巴馬。

■法新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華盛頓民眾去年示威，抗議企業裁員。 資料圖片

■市場對推出QE3的呼聲高漲。圖為聯儲局主

席伯南克。 資料圖片

■美國會兩院達成預算案協議。 資料圖片

美預算達協議
免政府關閉

就業數據明出爐
美新職位料微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