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售商減價促銷及按揭息率下調刺激民眾消
費意慾，美國8月初消費者情緒指數由上月的
72.3升至73.6，創3個月新高，帶動美股早段上
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早段報13,262點，
升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416點，升1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3,065點，升3點。

歐股全線上揚。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
5,844點，升9點；法國CAC指數報3,492點，升

12點；德國DAX指數報7,028點，升32點。

fb股價創新低
社交網站facebook股份禁售期前日結束，拖累股價逆市暴瀉

6.3%，昨日早段再跌至19.01美元新低。蘋果股價則升至644.13美
元新高。 ■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國際油價近幾周持續攀升，倫敦布蘭特期
油由7月時的每桶90美元，升至最近的120美
元，引起美國政府關注。路透社前日引述消
息指，白宮重新考慮釋放戰略石油儲備，以
遏抑油價。但距離大選不足三個月，華府此
時出招恐被共和黨批評為偏幫總統奧巴馬。

消息指，當局將密切觀察油價走
勢，如油價沒按慣例在9月3日勞動節
後回落，可能出招干預。消息傳出
後，紐約9月份期油價格昨日在亞洲電
子交易時段應聲回落，報95.11美元。

■路透社/《華盛頓郵報》

德國總理默克爾前日到訪加拿大時，德
國將「盡一切所能」維繫歐元，聲言支持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買債救歐的努力。默
克爾會見加國總理哈珀時，指歐洲正朝正
確方向走，但擺脫歐債「時間緊迫」。

芬蘭外長：預備歐元瓦解
芬蘭外長圖奧米奧雅前日指，現況完全

是「災難」，該國對歐元瓦解的可能性持
開放態度，已對任何情況作好準備，又指
歐元崩潰可能更有利歐盟長遠發展，只是
沒國家願意率先退會，承擔責難。但歐洲

事務及外貿部長斯圖布昨日旋即澄
清，該國100%支持歐元，否認正防
備「歐元末日」。

昨有報道指，歐盟委員會打算讓歐
央行擔當所有歐洲銀行監管機構，
而非默克爾建議的25家最大銀行。

西銀6月份壞帳升至1,643億歐
元(約1.57萬億港元)新高，佔貸
款總額9.42%。經濟部發言人
昨稱，政府短期內將要求歐盟
發放首筆貸款。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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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旅遊勝地布吉島一家的士高昨
日發生火災，造成最少4人死亡，相
信都是遊客，另有逾20人受傷，初步
相信是閃電擊中變壓器肇禍。中國駐
泰南宋卡總領事館表示，傷者無中國
公民，死者身份仍在鑑定中。

勇救他人 法男4成燒傷
當地時間清晨約3時55分，布吉島

芭東海灘的「老虎的士高舞廳」突然
起火，並迅速蔓延。當時的士高內迫
滿本地及外國遊客，多人吸入濃煙不
適。當局為安全起見，暫停附近一帶
電力供應。消防員摸黑撲救，逾1小
時後控制火勢，其後在洗手間發現4
具燒焦屍體，有待DNA確認身份。

大批民眾在現場附近圍觀，一度阻
礙救護車進出。醫院發言人稱，兩名
傷者嚴重燒傷，情況危殆，30歲法國
遊客塔朗諾特全身4成燒傷，事後無
法聯絡留在酒店的妻子，顯得憂心忡
忡。目擊者稱，塔朗諾特因協助他人
逃生而受傷。

當地官員稱，起火的第2層損毀嚴
重，有倒塌危險，受輕傷的的士高東
主其後返回現場點算損失。

泰國夜店屢生火災，安全問題再受
關注。2009年元旦日，曼谷一間夜總
會倒數時放煙火觸發大火，66人燒
死、吸入濃煙或被踩死，逾200人受
傷。
■路透社/新華社/泰國《布吉新聞報》 ■警員持槍檢視被殺的礦工屍體。

火燒布吉的士高 遊客4死20傷 南非馬銳卡納白金礦區前日爆發自1994年種
族隔離結束後，最血腥警民衝突。警方向罷工
的礦工開火，造成至少36人死亡。現場屍橫遍
地，部分人血流不止。南非總統祖馬表示「震
驚和遺憾」，已指示執法機關盡力控制形勢，
捉拿暴力肇事者，承諾警方會徹查。

礦區位於約翰內斯堡西北約70公里，由英國
隆明公司(Lonmin)所有。罷工由上周五開始，
因勞資雙方未就加薪達成協議，演變成激烈衝
突。據南非通訊社記者蒙梭稱，警方當日下午
要求礦工放下砍刀、斧頭等武器，但部分礦工
不理會，高呼戰鬥口號試圖遊行。

警方先用水炮及催淚氣鎮壓，但突然一批礦
工衝破警方防線，並向警察射催淚彈。警察隨
即開槍，現場傳出數十下槍聲，大批礦工倒
地。私人電台e.tv片段顯示，一輪射擊後有警
官大喊「停火！」當局辯稱是礦工先動武，不
得已才反擊。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美或釋戰略油儲遏油價

消費意慾增 美股早段升12點

南非鎮壓罷工 警射殺36礦工

英不允阿桑奇全身而退 美拒認迫害

經濟產出勉強重返海嘯前 德法恐步西意後塵

「失落十年」恐纏擾歐洲

厄瓜多爾前日決定向「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
提供政治庇護，但英國拒絕讓步，外相夏偉林表
明，不會容許阿桑奇無事離開厄國大使館，堅持履
行「法律義務」將他引渡到瑞典受審。美國國務院
發言人紐蘭否認向英國施壓要拘捕阿桑奇，亦強調
沒「迫害」他。

阿桑奇或藏外交郵袋逃走
阿桑奇現仍躲藏在厄國駐倫敦大使館內。「維基

解密」表示，阿桑奇明天將在使館前發表聲明。只
要他踏出使館一步，包圍使館的英警有權拘捕他。

分析指，阿桑奇可能利用外交郵袋逃離使館甚至
英國。外交郵袋主要供使館運送機密外交文件，不
限大小，亦不受截查。但英海關官員一旦認為郵袋
內並非外交文件，仍有權打開查證。

夏偉林強調，厄國的庇護決定不會影響英國的態
度與立場。他稱，阿桑奇在瑞典被通緝，須就涉嫌
強姦的指控受審，英國不會給予阿桑奇安全通行
權，因「這樣做於法無據」。他又指，將阿桑奇引
渡瑞典，與「維基解密」行為，以及美政府因網站
公開機密而欲審訊阿桑奇的立場無關。

■法新社/美聯社

英國平均樓價過去十年內飆升94%，是
同期人均收入增長的3倍，收入增長難追
樓價升幅。有團體要求英政府增建更多可
負擔房屋，支援國民置業。

英國全國物業聯盟(NHF)資料顯示，
2001年至去年，英國平均樓價由約12.2萬
英鎊(約149萬港元)，升至約23.65萬英鎊
(約288萬港元)。相反，期內人均收入增幅

只有29%，由1.66萬英鎊(約20萬港元)增至
2.13萬英鎊(約26萬港元)。

NHF總裁奧爾表示，房價與收入的落差
漸長，除非政府增建實惠房屋平衡需求，
否則情況變得更差。社區部門及當地政府
數據顯示，過去3個月內新建房屋數量僅
21,450棟，為3年來最少。

■《每日郵報》

繼中國留學生林俊肢解案後，
加拿大再現人體殘骸！加警在多
倫多附近地區，相繼發現人腳和
頭顱，死者身份尚未確認。但從
人腳塗有黃色指甲油判斷，死者
應為女性。

有遊客周三在皮爾郡米西索加
市公園發現右肢，警方前日出動
大批人手與警犬，在附近進行地
毯式搜索，結果在距離公園1公里
處的祈德河裡發現人頭。警方懷
疑，人腳可能在數周前即遭棄置
於公園，但不確定人頭是被河水
沖到下游，還是本已棄於河中。
由於未知死亡過程，暫不能界定
為兇殺案。 ■美聯社/法新社

有傳蘋果積極游說電視業者，以便推出取
代現有服務的新型機頂盒，進佔家居市場。
但電視台恐防蘋果「iTV」會對傳統業務不
利，對合作態度消極。分析指，要令電視台
就範，蘋果或須支付天價，結果只會轉嫁到
消費者身上。

市場相信蘋果㠥手研製新一代平面裝置，
又稱「iTV」。但最新消息指，蘋果打算推
出新一代機頂盒，以取代現時的外置天線或
電纜接線盒，讓觀眾隨時從網絡挑選節目，
即使是剛播出的節目，亦能即時重溫，打破
舊有「實時」觀看框架。 ■《泰晤士報》

傳蘋果夥拍電視台
推新機頂盒搶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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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 洲所有大型經濟體中，暫只有德國經
濟產出回復至2008年初的高峰期，法

國亦只能勉強跟上，但意大利及西班牙已陷入
堪比2009年更黑暗時期。西意經濟自去年中停
滯，其後數季持續收縮，有經濟師預計，德法遲
早步兩國後塵。

雙底衰退逼近 賬面損失大
歐元區上次衰退在金融海嘯後發生，於2009年

第2季結束。雖然根據普及定義，歐洲尚未再陷
衰退，但不少經濟學家相信，有關定義亦受失
業率、工業產出及投資等指標影響。加州大學
經濟學教授魯珀特稱，經濟增長並不包括夭

折的生意、事業及教育投資，人力資本大
減意味經濟損失較賬面大得多。

High Frequency Economics首席經濟
師溫伯格指，目前情況「已超越正

常的商業周期；戰後沒有任何主
要工業國家在上個周期結束

前 ， 就 重 新 陷 入 衰
退。」他警告，

歐元區正迫近日本在1990年代的「失落十
年」，當年日本未能挽救財困銀行，經濟不景
甚至持續至今。

青年失業率高 損社會凝聚力
摩根士丹利經濟師費爾斯及普拉丹稱，「歐債

危機前景難料，加上歐元體系有可能崩潰，均是
區內最大不明朗因素。」身兼倫敦商學院經濟學
教授及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委員的賴希林表示，經
濟長年不景對社會的影響令人擔憂，不但有損
社會凝聚力，區內青少年失業率尤其嚴重，可
能造成「失落的一代」。

受經濟低迷影響，各國銀行放貸意願減
少，拖累經濟復甦。如歐洲領袖能對症下
藥，歐洲可望在一兩年內重返復甦軌
道。但歐債危機長期膠㠥，歐洲永久
穩定機制(ESM)又因德國民眾反對，
最快下月中才能生效，拖慢「救
火」進度，令外界對歐洲前
景難感樂觀。
■《紐約時報》

自歐債危機以來，歐元區國內生產

總值(GDP)從未錄得連續兩季收縮，根據定義，

歐洲尚未陷入衰退。但有經濟師指，GDP只是指標之一，

考慮到失業率上升、投資及消費者支出減少對經濟的影響，歐洲事

實上正迫近日本式的「失落十年」。

承諾竭力捍歐 默克爾：時日無多

■的士高陷入一片火海。 路透社

■美國民眾消費意慾

增，刺激經濟。

■支持者諷刺美國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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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價拋離人工英團體促建「上車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