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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主
席伯南克（見圖）

日前致函共和黨
籍眾議院監管委
員會主席伊薩，
回覆有關寬鬆貨
幣政策的質詢。

他在信中強調，「扭曲操作」等寬鬆措施有效刺激經
濟增長，如有必要，局方「有空間」採取更多措施。
局方公布上次議息紀錄後，第三輪量化寬鬆(QE3)政策
呼聲再起，市場觀望伯老在下周央行年會上透露更多
風聲。

《華爾街日報》前日公開回覆信函，當中伯南克被
問及既然現有措施尚未完全收效，考慮QE3等是否為
時過早時稱，由於寬鬆措施常有「滯後」，局方必須
預測未來經濟表現，早 先機。

伯南克又稱，局方將密切關注美國經濟及金融市場

動態，以便必要時行動。伊薩指出，現時息口極低，
加推寬鬆措施效果成疑；伯南克強調，局方在制訂政
策時須先衡量預期效益與潛在成本，又重申貨幣政策
並非解救經濟的「萬靈丹」。

伊薩認為貨幣政策治標不治本，買入過多資產亦有
損資產負債表，削弱局方應對下一波金融危機的能
力。伯南克表示，局方致力平衡通脹風險；有朝一日
須減持資產時，亦會預先通知市場，好讓有時間消
化。

伊薩質疑，加推寬鬆措施的風聲在市場流傳甚久，
局方或傾向滿足市場需求，又指政治壓力令當局難以
通過加息遏抑通脹。伯南克則重申，局方的獨立性不
受外來因素干擾。

美國總統大選11月初舉行，為保政治中立，市場預
計局方最有可能在9月前後加推寬鬆措施，以免被批
有心協助奧巴馬爭取連任。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

歐債危機對美國經濟以至大選起關鍵作用。據英國
政府消息人士指，美國總統奧巴馬政府將向歐洲各國
施壓，在11月美總統大選前不可讓希臘脫離歐元區，
以免希退後令市場動盪，打擊其連任機
會。歐洲國家相信會合作，因它們認為羅
姆尼是孤立主義者，故不希望他當選。

希臘總理薩瑪拉斯日前分別與法國總統
奧朗德及德國總理默克爾會晤，惟後兩者
均拒絕讓希臘延長2年還款期。援希「三
巨頭」下月將赴雅典，評估經濟改革進
度，並於10月發表報告，各國財長將再決
定應否批出新一輪續命錢。

希5000移民示威 反種族襲擊
希臘約5,000名移民前日於雅典遊行

（見圖），抗議警方大舉掃蕩移民及種族襲
擊頻生。希臘是亞洲和非洲移民進入歐盟

的主要途徑，民眾遊行往國會，沿途高舉橫額並叫喊
「不要伊斯蘭恐懼症」及「新納粹滾蛋！」的口號。

■《獨立報》/《衛報》/路透社

伯南克︰寬鬆有空間 奧巴馬施壓：大選前希臘不可脫歐

蘋果 共
提 出 7

項侵權指控，
最終除了iPad

機身設計外，其
他 6 項 全 部 成

立；三星反控蘋
果5項侵權指控則
全部不成立。聖克

拉拉大學法學院助理
教授洛夫表示，裁決是「蘋

果的重大勝利」。判決出爐後，蘋果
股價於前晚收市後一度升至675美元。

削競爭創意 三星決上訴
三星發聲明回應裁決，稱「判決不應被視

為蘋果的勝利，而是美國消費者的損失」，
並對專利法例容許有公司獨攬「長方形及圓角

機身」等基本設計感到遺憾。網絡企業家、NBA
達拉斯小牛隊班主古班在微博twitter表示，科技公司今

後將頻頻「互告」，削弱市場競爭及創意。
美國研究機構IDC分析師希華指出，目前畫面標示外

形、感應屏幕觸碰位置技術、輕點屏幕放大文件功能等智
能手機基本功能，都屬

於蘋果專利，製造商往後生產包含蘋果專利的產品時，需
向蘋果付費，令成本上升。判決長遠將推動業界創出全新
設計的手機，但短期內成本增加，勢必以產品加價形式轉
嫁消費者，警告消費者要準備好支付「蘋果稅」、捱貴
機！蘋果在法庭表示，願授權三星及其他公司，但強調部
分特色功能不會「外傳」。

有分析認為，蘋果打算借侵權案打擊Google，今次可謂
得償所願。蘋果已故總裁喬布斯曾稱，Google作業系統
Android是「偷來的產品」，一直想摧毀之。市場研究公司
Enders Analysis的埃文斯指出，手機製造商往後使用
Android時將提心吊膽，憂慮再捲入侵權訴訟。

有媒體認為，三星雖決定上訴，然而在美國，法院推翻
陪審團裁決並不常見，但亦有例外。黑莓手機製造商RIM
不服被判侵犯美國Mformation科技公司的無線設備遠端管
理專利，本月初上訴得直。

韓判互侵專利 七國訴訟待審
另外，韓國首爾中央地區法院前日裁定蘋果侵犯三星2

項專利，三星侵犯蘋果1項專利，要求雙方互相支付2.2萬
美元(約17.1萬港元)以下小額賠償，並禁止iPhone4和Galaxy
SII等在韓發售，但禁令不包括iPhone4S和iPad3。蘋果三
星在德國、日本、意大利、荷蘭、英國、法國和澳洲等地
亦有專利糾紛待審。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勢禁侵權產品入美 消費者恐「捱貴機」

三星被判敗訴鉅額賠償，噩夢卻
尚未完結。分析指，主審法官高蘭
惠命令蘋果在明天提出希望禁售產
品的列表，下月將決定是否應蘋果
要求，將三星產品逐出美國市場，
判決將影響蘋果、三星大戰的未來
走向。

史丹福大學法學院教授萊姆利認
為，目前情況顯示蘋果很可能得償
所願，但未知禁令是否足夠阻止
Android軍團近年的強勢。

蘋果疑誇大損失
研究機構IDC分析師雷斯蒂沃相

信，無論禁令生效與否，短期內三
星仍能維持市場領導地位。媒體指
出，今次涉案產品主要是較舊型手

機，相信對頻頻推新產品的三星影
響不大。不過，有分析指判決令蘋
果處於上風，三星及其他公司要設
計出「全新」手機並非一朝一夕辦
到。

三星敗訴後，有專家質疑，陪審
團以蘋果的評估報告作為判斷賠償
金額的基準，有欠公允，三星上訴
並非毫無勝算。

聖克拉拉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洛
夫指出，蘋果假設在市場不存在三
星手機的情況下，所有三星客戶會
轉購蘋果手機，忽略了三星的忠實
客戶及市場其他選擇，有誇大損失
之嫌。洛夫指三星不妨以此作突破
口，循此路徑提出上訴。 ■法新社/

《華爾街日報》/彭博通訊社/CNET

蘋果在美國與三星的專利官司中勝出，一石二鳥，重創Google及所有使用
Android作業系統的手機製造商，有利鞏固蘋果霸主地位。分析認為，此戰將成

智能手機界的「天王山之戰」，業界很可能改朝換代，更可能間接令微軟及
諾基亞得益。另外，有專家批評裁決將引爆大量專利「地雷」，扼殺業

界創新意慾。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院教授梅爾杰斯指出，判

決或令其他手機製造商對Android卻步，擔
心會步三星後塵，大大打擊Android市佔
率。
該校法律及科技中心執行總監巴爾則指

出，微軟及諾基亞推出的Windows手機無論外
表或軟件都與iPhone相異，加上諾基亞擁有豐

富專利組合，有望借助判決異軍突起。Current
Analysis分析師格林加德更表示，Android受挫或令製

造商投靠微軟。
■彭博通訊社/《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蘋果、三星互控侵權，在

美國加州聯邦法院短兵相

接，戰況實際並未如外界想

像般激烈，陪審團只花了短

短3日，就為這宗很可能反轉

智能手機業界的案件定下結論。蘋果

今次大勝，由於過往從未有公司在專

利糾紛中贏得如此瀟灑，令不少人目

瞪口呆。不過沉醉在勝利中的蘋果或

許未有想到，今次的勝利或為自己埋

下將來敗北的伏線。

由於陪審團來自蘋果「教主」喬布

斯主場矽谷，三星來美「作客」早已

不被美媒看好，結果落得被蘋果嘲為

抄襲者的下場。更令蘋果興奮的是，

判決將喬布斯視為眼中釘的Google

Android打得落花流水，甚至可能令手

機製造商從此卻步。白白看 Android

市佔率不斷攀升的蘋果，現在可理直

氣壯地否定Android的成就，一吐烏

氣。

蘋果一直力抗三星及其他公司來

犯，全憑對手機的知識和技術；換言

之，只要雙方繼續用現存手機運作模

式作競爭籌碼，蘋果都有立於不敗之

地的信心。

然而，今次蘋果不留情面地將三星

打得一敗塗地，無疑是逼虎跳牆。三

星過往給予外界「轉數快」的印象，

經歷今次打擊後，勢必痛定思痛，創

出驚世全新技術絕非天方夜譚。將來

三星以全新科技捲土重來，蘋果能否

招架實屬未知之數。

■陳國麟

蘋果申禁令 踢三星出美國

或益微軟諾基亞
專利「地雷」阻創新

蘋果、三星打得你死我活，掌握兩家科

技大廠命運的9人陪審團，究竟是何方神

聖？美國科技網站CNET報道，9人

中僅1人具處理專利相關經

驗。4人任職英特爾、

AT&T電信等科

技公司，1人任職硬碟機公司；他們當中2人是工

程師。

他們的職業涵蓋單車店經理、電子工程師、市

府員工、人資顧問、銷售與行銷主管、社工、網

路公司員工，另2人失業。

提到科技產品，1人有蘋果iPhone，2人則用

Android手機，沒有人有三星智能手

機，但2人用三星一般機種；1名失業陪審員表

示自己沒有手機。有趣的是，3人擁有LG手

機，就連失業且沒手機的那人，上一個手

機也是LG。

■中央社

兩大佬激戰 陪審團愛LG

■蘋果提出7項侵權指控，最終除了iPad機身設

計 外 ， 其 他 6 項 全 部 成 立 。 圖 為 蘋 果

iPhone4S(左)和三星Galaxy SIII。 彭博通訊社

■韓國法院禁止iPhone4和Galaxy SII等在韓發售。

圖為iPad 2（左）及Galaxy Tab 10.1。

■今次判決有利蘋果

打擊Android手機。

環球注目的蘋果三星侵權案，在美官司終告一段落。陪審

團商議3日後，前日裁定三星須為侵犯蘋果6項專利賠

償10.5億美元(約81.4億港元)，創下美國侵權案

最高賠償紀錄；判決亦意味消費者將要「捱貴

機」。有律師表示，蘋果打鐵趁熱向法庭要求將

三星相關產品撤出美國，三星決定上

訴，加上全球各地仍有專利官司

待審，「蘋三大戰」仍未正式落

幕。

蘋果逼虎跳牆埋隱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