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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一直質疑美國聯儲局(見圖)救市措施是否
有效，不過紐約聯儲銀行最新研究指出，經濟衰
退對勞工市場造成的損害，的確能夠修復，分析
認為，這意味聯儲局認為救市措施有助改善就
業，或是為加推第三輪量化寬鬆(QE3)政策鋪路。

紐約聯儲銀行報告認為，因衰退而造成的失
業率上升當中，有1/3是勞動供應和職位供應錯
配所致。不過，瑞銀及巴克萊等銀行經濟師則
認為，就業市場已出現根本變化，美國失業問
題已是結構性，即使經濟改善，失業率仍會比
衰退前高。

就業市場所受損害若屬永久性，更多刺激措施
只會增加通脹。相反，若如聯儲局所說，市場只
是暫時受損，推出更多措施則有助經濟復原。由

於兩派在釐定自然失業率一直存有分歧，目前對
議題仍未有定案。

瑞銀經濟師馬圖什認為，美國今後「正常失業
率」將是7%至8%；三藩市聯儲銀行經濟學家沙
欣則估計只有6%，而且會隨經濟復甦回落，甚至
可能跌至低過6%。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則表示，目前問
題在於應否無視救市措施帶來通脹的副作用，

「踏盡油門」以追求極速復甦。馬圖什強調，幾
年轉變對聯儲局或只是「暫時」，對一般人卻影
響深遠。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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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神」巴菲特(見圖)的投資旗艦巴
郡，上季決定停止為82.5億美元(約640億

港元)市政債券提供信貸違約掉期(CDS)，
令投資者進一步憂慮有關債券的安全性。

對沖基金經理馬修斯表示，此舉反
映巴菲特已對地方政府財政失去信
心，希望及時抽身減少損失。

惠譽警告市債風險大增
評級機構惠譽前日發表報告指

出，申請破產或債務違約的地方政
府很可能陸續增加，不限於過去兩
個月有3市破產的加州，並引述指7
月份有12%地方政府的信用評級遭
下降。

■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股神抽身市債CDS

市場觀望聯儲局今日公布議息
會議紀錄，加上歐元區財長即將
開會，市場氣氛良好，帶動美股
昨高開，道指更升至逾4年高位。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3,308
點，升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1,422點，升3點；納斯達克綜合指

數報3,094點，升18點。
歐債危機有緩和跡象，歐股全

線上升。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
5,848點，升24點；法國CAC指數
報3,500點，升20點；德國DAX指
數報7,067點，升34點。

■美聯社/法新社

觀望議息紀錄
道指創4年高位

一名跟隨蘋果已故創辦人喬布斯(見圖)多年的前蘋
果公司員工古域治，日前入稟加州最高法院，指公司違
約，於去年12月(喬布斯死後兩個月)，以「商業理由」
為名無故解僱他。他宣稱，喬布斯2005年5月治療胰臟
癌後復職，在一次單獨會面中向他口頭承諾「永遠可在
蘋果工作」，要求蘋果賠償他損失的配股、薪金福利及
一切精神損失。

古域治自1998年起追隨喬布斯，報稱被解僱前任職
蘋果對外介紹部「執行製作人」，是蘋果產品公眾形
象策劃人，並在新產品發布會中擔任重要角色，包
括負責iPhone及iPad發布會的講稿。他聲稱除了他

以外，喬布斯亦曾多次向其他老臣子承諾「一生
聘用」。

他指控蘋果為了省回他應得的長期服務
股份而解僱他。蘋果拒絕置評。

■彭博通訊社

fb董事沽2060萬股止蝕

聯儲局稱高失業暫時 或鋪路QE3

真的　　 了
科技巨擘蘋果公司的股

價前日以破紀錄665.15美

元 高 收 ， 市 值 飆 升 至

6,235.1億美元(約4.84萬

億港元)，打破微軟1999

年末創下的紀錄，成為扣

除通脹因素後迄今市值最

高企業。分析預期蘋果股

價不久將輕鬆突破700美

元，上望900至1,000美

元，倘能升至1,072美

元，更將成為全球首家市

值突破1萬億美元(約

7.76萬億港元)

的企業。

「鐵飯碗」變炒魷
喬布斯舊臣子索償

社交網站facebook（fb）上市後股價一直插水，連
董事都不看好前景沽貨離場。據美國證券及交易

委員會（SEC）文件顯示，網上交易支付平台
PayPal創辦人、fb董事之一蒂爾，上周四、五

沽售手頭上2,060萬股fb股份，作價19.73美
元，套現逾4億美元（約31億港元）。fb股

價前日一度跌至18.75美元新低，收
報20.01美元。

推手機版新功能挽頹勢
據知情士人透露，創辦人朱克伯格月初在公司全體

會議上，失望地稱對投資者沽貨感到「傷痛」。股價
沉底，亦令他的身家縮水近半，至約100億美元（約
7,757億港元）。為挽頹勢，fb承諾數周內為手機版推

出新功能。
但 有 分 析

指，招股

價過高、發行量過多、投資者受經濟影響變謹慎，
皆削弱市場對fb股價的支持。但韋德布希證券公司
分析員稱，fb的基本因素長遠仍屬正面，市場對
其發行量過多的言論只是「謠傳」。基金評級
機構晨星表示，現階段fb股價接近可買入價
位，但警告仍未見底。

■英國《金融時報》/法新社/

《每日郵報》/《紐約時報》

蘋果16年前幾近破產，今日市值稱霸全球成為
「金蘋果」，備受投資者追捧，成功背後有賴不
斷努力。當其股價年初首度突破600美元，英
國《經濟學人》曾聲言蘋果已進入「泡沫
期」，令股價一度下挫，如今反超前，證明
這隻重磅科技股實力不容小覷。
長江後浪推前浪，1999年無人能預計市

值不到微軟百分一的蘋果能如此輝煌，
但相比微軟當時的6,160億美元(約4.8萬億
港元)市值，蘋果的歷史高位絕非憑藉運
氣。微軟的風光多少由科網泡沫帶挈，
但在目前全球經濟放緩陰霾籠罩下，蘋
果能屢創佳績，創意是關鍵，革命性的
iPhone及iPad為用家帶來無限驚喜。
1990年代蘋果仍處於掙扎邊緣時，電腦

生產商戴爾(Dell)行政總裁聲言若他掌管蘋
果，定必結束營運，此話難免激起蘋果創
辦人喬布斯的鬥志。2006年蘋果市值首次超
越戴爾，喬布斯一雪前恥，不忘向員工說：
「股市起跌，世事難料，但我認為今天是反思
的時刻。」

花無百日紅，曾主導電腦軟件市場的微
軟，影響力已隨創意下降逐漸減褪，現時大部分
增長靠收購支撐。蘋果面對激烈競爭，亦必須不斷
研發嶄新產品，才能留住顧客。若持續以革新版本取
代舊有設計，終有一天叫市場失去興趣，難逃被淘汰；
糾纏不清的專利訴訟亦難保不會拖垮公司發展前景。

何以變金蘋果
爛 蘋 果

蘋果市值 冠全球

評級機構穆
迪 最 新 報 告

指，歐元區周邊
國家在矯正導致

歐債危機的經濟失
衡方面，充其量只

走了一半路程，必須
進行結構性改革應對問

題。
報告稱，歐元區部分國

家的貿易平衡和勞動競爭力
雖有進展，但政府改革步伐不

能因此鬆懈。穆迪稱：「與1990
年代瑞典和芬蘭面臨的危機相比，

周邊國家積累的失衡，或需數年才能解
決，結果亦顯示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

原因是它可達致持續增長。」
德國外長韋斯特韋勒前日在柏林會晤希臘外長阿夫

拉莫普洛斯，後者表示，希臘將在未來數周發表117億歐
元(約1,128億港元)改革方案，並願意為留在歐元區而改革。雙方

均認為，需待「三巨頭」歐盟、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9月公布報告，才能決定希臘
是否需要更多時間履行援助協議。

西擬「壞賬銀行」變投資基金
另外，西班牙正考慮將「壞賬銀行」轉為投資基金，作為銀行業改革行動之一。該國後天將

公布有關框架，「壞賬銀行」將向當地銀行購買並保管有毒房地產，直至買家出現，但最終決
定需待「三巨頭」落實。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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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業績屢次報捷，加上iPhone 5及Mini
iPad盛傳下月面世及進軍電視市場的消

息，刺激股價近數周不斷飆升。由於蘋果市盈率只
有15.6倍，較標準普爾500企業平均的16.1倍低，市
值仍被低估，因此相信還有上升空間。不過亦有市
場人士警告，蘋果目前股價過高，投資風險較大。

單靠iPhone  營收已超微軟
蘋果自2007年智能手機iPhone推出以來，表現續

勇，單是iPhone營收已超過微軟，平板電腦iPad也
為公司進賬數十億美元。蘋果去年第4季純利更超
過130億美元(約1,008億港元)，市值在今年內先後
衝破4,000億、5,000億及6,000億美元大關，比市
值第2高的埃克森美孚2,000億美元(約1.55萬億
港元)超出不少。

除了股價屢破紀錄，蘋果近日最受關注的

消息就是與韓國三星的專利官司。蘋果去年4月向加
州法院入稟控告三星抄襲其智能手機設計，索償25
億至27.5億美元(約194億至213億港元)，三星其後提
出反告，要求蘋果賠償約4.2億美元(約32.6億港元)。

彭博通訊社前日引述知情人士指，兩家公司的行政
總裁曾就此案尋求庭外和解，但最新報道稱雙方未能
收窄分歧。雙方將於日內結案陳詞。有報道指三星已
計劃一旦敗訴，會上訴至最高法院。

與三星商和解不果 再控抄Siri
蘋果昨再在現有官司之外點起新火頭，公司律師

向華盛頓聯邦上訴法庭表示，三星Galaxy Nexus手機
抄襲iPhone的Siri功能，以打擊蘋果。三星反駁指，
蘋果在美擁有最大市佔率，Galaxy Nexus最多只能得
到0.5%市佔率，故不可能構成威脅。

■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孫志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