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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醞釀公務員問責制
可罷免未達標政務官 勢釀反彈

西國苦民為生計
賣精卵毛髮母乳

約翰遜邀梅鐸觀奧運
為爭保守黨魁鋪路

美：「基地」分支抬頭 伊朗資助恐襲

希民窮到沒錢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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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壓匯價狂入歐元
外儲激增成「第二個中國」

受歐美需求減少影響，中國、印度、韓國等
地上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同步下跌，反
映受出口帶動的亞洲經濟正在放緩。歐元區上
月PMI連跌12個月，跌至44.0的3年新低；德法
兩國單月跌幅更是3年來最大，西班牙及希臘仍
是最差，唯獨愛爾蘭不跌反升。數據疲弱令市
場期望各國加快出手刺激經濟。
中國上月PMI微跌0.1，至50.1，為2011年11

月以來最差，亦是連續第3個月下跌。印度PMI
從55跌至52.9，是8個月以來新低，新財長奇丹
巴拉姆甫上任便面臨棘手難題；韓國及越南亦

錄得收縮。

市場望中國歐洲出招
與去年同期比較，韓國上月出口急跌8.8%，

遠遜預測的3.9%，PMI亦從6月份的49.4降至
47.2；預料中國上月出口亦欠佳。為挽經濟，
市場預期中國今季將再次減息，或調低銀行撥
備要求。
負責統計的調查機構Markit警告，德、法、

西數據惡化程度，已「接近或抵達2009年中以
來最差」。投資者寄望歐洲央行今年內進一步減

息至0.5厘。
英國製造業亦難獨善其身，上月PMI從48.4跌

至45.4，是2009年5月以來新低。與此同時，企
業卻自4月起首度增聘。外界預期，英倫銀行在
500億英鎊(約6,058億港元)的量化寬鬆(QE)到期
後，年底將加推其他救市措施。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昨維持西國「BBB+」評級

不變，展望維持負面，指西國雖堅決改革，但
「歐洲政府紓緩該國債息壓力的效率成疑」。

■路透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英國《金融時報》/《每日電訊報》

全球製造業同告急 歐亞PMI續跌
西班牙經濟危機持續，人民生活艱難，唯有開闢「另類收入」。不少人

看中捐精及捐卵的可觀報酬，觀察組織表示，西國去年捐精捐卵人數上升
30%，更有人出售毛髮及母乳幫補收入。
當地男士獲接納成為捐精者後，3個月內每周可捐精一次，每次獲50歐

元(約477港元)報酬。女士每次捐卵更可獲1,000歐元(約9,543港元)報酬，但
過程亢長、痛苦，並要承受風險，醫生建議女性最多只捐卵6次。
有捐卵者表示，丈夫是的士司機，經濟危機下難以餬口，於是到來賺取

生活費。她已是第5次捐卵，曾試過一次捐2粒卵子，換得3,000歐元(約2.9
萬港元)。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麥浩德表示對英國公務員體制「引以為傲」，但指出
他國經驗值得借鏡。他於改革案中提議，每次新政

府上任都應對現任資深官員的去留有決定權，以方便新政
府重組管治班子。另外，政治任命範圍亦可擴至政策顧問
及資深政府新聞官員。

倡民間參與制訂政策
麥浩德主張政策發展應容許民間智庫、慈善團體和學者

向政府提供意見，以削減政務官的影響力。公務員主管克
斯萊克支持有關建議，認為有助優化政府管治能力，更有
效為人民謀福祉；他同時指出，政策應公開制訂，白廳不
能壟斷政策發展權力。
高級公務員工會(FDA)批評決定，指這將損害公務員體

制的政治中立。政府顧問
則反駁指政務官因循苟

且，是政策發展停滯不前的禍因。政治官員亦不滿公務員
在決策時畏首畏尾，並對現制度難以揪出並解僱不稱職政
務官感到無奈。

7部門被揭暗中增聘
另外，政府推行緊縮方案鼓勵各界節流時，內部7個部

門卻被揭發暗地裡增聘人手，惹來非議。其中財政部去年
12月至今年3月增聘2%人手，至1,297人；同時內閣辦公室
職員數目上升3%，至2,097人。納稅人聯盟行政總裁辛克
萊批評部分政府部門「講一套做一套」，令民眾失望，亦
令他們努力削支的同僚蒙羞。
國防部則是「瘦身」最多的部門，撇除軍隊人數後，部

門於去年12月至今年4月共削減5%人手，由5.721萬人削至
5.425萬人。 ■《每日電訊報》/英國《金融時報》/

《每日郵報》/《獨立報》/UKPA

日本政府前日宣布
把公務員的基本退休
金下調13%，並將於
近期內向國會提交新
的退休福利草案，以
縮窄官民薪酬差距。
日本公務員退休金

一向根據月薪及在職
年資計算，再按民企
薪酬水平調整。有關
退休金於2003年前曾
因少於民企而獲提高
4%，但目前卻比普
通打工仔多403萬日
圓(約40萬港元)，因
此須再下調。此外，
為促進中高年公務員
提早退休，當局還計
劃把退休年齡從50歲
下調至45歲開始。
日本傳媒指，是次

下調幅度很大，料能
消除官民差距，同時
縮減政府人事成本。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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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聞網

美國國務院前日發表《2011年國
別恐怖主義報告》稱，美軍擊斃恐
怖組織「基地」領袖拉登(見圖)，
令去年成為全球反恐「標誌年」，
拉登副手拉赫曼和其他高級頭目相
繼斃命，亦令「基地」衰落難以逆
轉，惟其附屬組織有抬頭之勢，而
伊朗仍是全球恐襲頭號資助國。
報告引述國家反恐中心數據指

出，去年全球恐襲降至10,283宗，
死亡人數降至1.25萬人，是2005年
至今最少。
但報告警告，「基地」的「反彈

力」及發動地區和跨國襲擊的能
力，仍對美國構成「持久嚴重威

脅」。其中阿拉伯半島分支(AQAP)
尤其嚴重，因它已控制也門南部，
並利用當地動盪局勢，計劃發動襲
擊。報告把「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
組織」、「基地」伊拉克分支和索
馬里「伊斯蘭青年運動」列為主要
恐怖力量。
報告指出，伊朗向「全中東恐怖

分子及軍事組織」提供資金和支
持。去年9月謀殺沙特駐美大使，
顯示伊朗正利用國際恐怖主義實現
外交目標。伊朗正訓練哈馬斯和阿
富汗塔利班武裝，同時允許「基地」
在其領土向南亞輸送物資和人員。

判賠465億予「911」家屬
美國曼哈頓聯邦法官周一象徵式

判「基地」、塔利班及伊朗，向
2001年「911」恐襲受害者家屬賠
償60億美元(約465億港元)。儘管幾
乎無可能收到賠償，但不少家屬仍
對判決感欣慰。法官馬斯認為，
「911」主謀獲「基地」支援，而伊
朗向「基地」提供物資，並庇護
「基地」高層。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在歐債危機影響下，市場對瑞士法郎這種低風險貨幣
需求愈來愈強烈，瑞士央行去年9月設定的瑞郎匯價上限
也受威脅。為壓低瑞郎匯價，央行在5月和6月間出手買
入數百億歐元，使其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外匯分析師表
示，央行每天動用30億瑞郎(約238億港元)買入歐元，這
在全球外匯市場引發強烈連鎖反應。花旗集團外匯策略
主管英格蘭德甚至認為，瑞士現在儼如活躍外匯市場的
「第二個中國」。

瑞士央行已隨時準備買入歐元，規模視實際所需而
定，以期將歐元兌瑞郎匯價維持在1.20瑞郎。受此影響，
瑞士外儲今年飆升了40%，達3,650億瑞郎(約2.9萬億港

元)，使該國由去年全球第9大外儲國，一躍成為第6大。
今年第二季，瑞士央行所持歐元比重也大幅上升，由
51%增至60%。

累澳元瑞典克朗飆升
瑞士央行尋求拋售歐元，亦被視為影響澳元、瑞典克

朗等主要貨幣匯價走勢的幕後推手。這對其他國家央行
造成影響，因隨 瑞士重新拋售歐元，這些國家的本幣
匯價隨之走高。瑞典克朗兌歐元匯價觸及12年新高，澳
元兌歐元匯價也創下紀錄高位。瑞士央行對此拒絕置
評。 ■英國《金融時報》

希臘向來貪污成風，但該國防貪官員拉拿特齊斯發表
年度報告時表示，國家面臨破產危機，民眾再負擔不起
以塞滿現金的「小信封」行賄公務員，因此現時也不再
有嚴重貪污個案。
衛生部及稅局去年貪污個案最多。報告顯示，去年共

審查1,403宗貪污個案，僅393宗轉交檢察官跟進。其中，
一名稅局官員給予未婚夫一份清繳稅項證明，但他從未

遞交報稅表，欠稅逾17.8萬歐元(約170萬港元)。

極右黨向公民派食物
另外，希臘極右金色黎明黨昨在國會外的憲法廣場，向

民眾派發食物，但須檢查民眾身份證，證實為公民，便免
費派發牛奶、麵條、薯仔及橄欖油。該黨表示，會用大部
分國家給予該黨的補貼用作慈善。 ■路透社/美聯社

倫敦市長約翰遜(見圖)

因奧運順利舉行，人氣
急升，甚至再被外界重
提他問鼎首相寶座的
可能。他日前邀請傳
媒大亨梅鐸及妻子鄧
文迪，觀看明日的女
子800米自由泳決
賽。由於梅鐸是

保守黨主要支持者，有評論猜測約翰
遜此舉是要為爭奪保守黨黨魁鋪路。
受新聞集團竊聽醜聞影響，梅鐸目

前在英國儼如「過街老鼠」，政客都避
免與他扯上關係。因此，約翰遜邀梅
鐸觀戰，引來部分輿論批評。約翰遜
發言人回應指，利用奧運推廣倫敦成為
歐洲主要商業中心，邀請不同商界及媒
體巨頭觀戰是必須的。
對於「約梅會」，《每日電訊報》副

編輯布羅根認為，約翰遜可能是希望借
力爭做黨魁，梅鐸亦希望首相卡梅倫下

台。「國會察覺到近期
英國《太陽報》開始
偏袒約翰遜，針對
卡梅倫及財相歐
思邦。」
■美聯社/《衛報》

英國內閣辦公室部長麥浩德(左圖)昨表示，將

委託民間智庫構思公務員改革方案，並提議可參

考外國公務員體制。麥浩德特別提到新西蘭，指

當地政治官員可罷免表現未達標的政務官。分析

指，改革方案大幅削減資深政務官權力，預計將

引來公務員激烈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