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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今日一周年，示威者號召今日再
度上街，舉行一連3日的周年抗議，更計劃今晨起以靜坐形
式佔領金融區內各路口，以防警方驅趕他們至橫街窄巷，並
於早上繁忙時段圍堵紐約證券交易所。其他美國城市據悉亦
有示威活動響應。
示威者昨在紐約富利廣場舉行音樂會，邀來歌手坐鎮。發

言人佩頓坦言示威並未取得警方批准，警方則稱會容許和平
示威，但會拘捕滋事分子，又稱小部分「無政府主義者」或
會煽動他人作挑釁行為，以圖為自己脫身。

250人遊行 與警推撞15人被捕
約250人前日下午從紐約華盛頓廣場出發，沿百老

匯大道遊行至去年的「佔領」大本營祖科提公園，慶祝運動
一周年。他們沿途高呼「銀行獲救援，我們被壓搾」及「我
們是99%」。據報至少15人被捕。
《紐約時報》引述目擊者稱，一名頭戴印度印花面罩的示

威男子，忽然被數名警員推至牆邊。有示威者則指，拘捕具
針對性，形容警方突然走入示威群眾內，激起示威者「瘋狂」
反應。有示威者與警員推撞，其中5人事後被鎖上手銬押上
警車。警方未有公布被捕人數及拘留理由。
「佔領」運動去年席捲歐美多個城市。民眾不滿政府救助

財困銀行，斥責金融界貪婪，於祖科提公園紮營抗議多月，
引起公眾衛生等問題，警方最終清場。截至本月12日，共

1,852人曾被捕。 ■路透社/法新社/《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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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全國前日有超過10萬人示

威，抗議政府為換取歐盟780億歐元(約

7,938億港元)經濟援助，推行緊縮措

施，鄰國西班牙同樣有6.5萬人上街。

在歐債危機影響下，葡國經濟料將衰退

3%，不少當地投資者開始「進軍」昔

日葡國殖民地，其中非洲安哥拉的葡籍

公民從2003年的2.1萬人，增加至去年

約10萬人，有投資者更直呼安哥拉為

新「黃金國」(El Dorado)。

安哥拉外資企業中，葡資佔38%排在首位，中資則佔
18.8%排第二。當地一名葡商認為，這優勢最終會被中

國企業超越，因為「中國人能屈能伸，甚至可擔當葡人和本
地人也不願幹的粗活」。不過，安哥拉建築業仍是葡人主要業
務。

安國經濟強勁 葡商酸溜溜
資源豐富的安哥拉從2002年至2008年間，經濟增長維持年

均15%，估計今年也能保持8%至10%，成為非洲撒哈拉以南
第三大經濟體。不少葡人聽從一名政府官員呼籲：「如果失
業了，應到海外找個舒適地方。」國民於是紛紛湧到前葡國
殖民地，除安哥拉外，還包括巴西、莫桑比克等。
在安哥拉生活的葡人覺得，當地人對500年殖民統治的敵對

情緒已消散，而且安哥拉人現已富起來。葡商索薩說：「(安
哥拉人)在葡國及全世界不斷買東西，葡人雖然不喜歡，但人
家有錢我們沒有。」

安國政權富貴 資金來源惹猜測
安哥拉的精英資本近年趁低吸納不少葡國資產，包括能源

公司及銀行。據稱，安哥拉資金在葡國股市佔有率為4%、達
12.5億英鎊(約157億港元)。該國總統多斯桑多斯的長女，以及
國有石油公司Sonangol，據稱也在葡國私人銀行有大筆存款。
《福布斯》估計總統長女的財產達1億英鎊(約12.6億港元)，是
非洲最有錢女性之一。
安哥拉前總理莫科質疑，歐盟從不懷疑安哥拉政權的資金

來源，但若葡國發生同樣情況，相信他們的國會議員不會茍
同。 ■《觀察家報》/法新社/美聯社

歐洲央行同意買債，加上德國憲法法院裁定
歐洲永久穩定機制(ESM)合憲、德國總理默克
爾及意大利總理蒙蒂的盟友呂特又勝出荷蘭大
選，二人均形容是「歐洲及歐元區美好一
周」。然而，荷蘭國際集團(ING)指出，希臘及
西班牙仍未脫險、歐盟各國對統一監管銀行存
在分歧，「曙光」可能稍縱即逝。
歐洲各國財長日前在塞浦路斯開會，討論由

歐盟提出的統一銀行監管方案，但部分國家反
對細節，計劃隨時落實無期。德國財長朔伊布
勒稱，「無可能」按計劃在明年落實，德方亦
認為只有風險最大的大型銀行應受監管。
瑞典及英國則認為，統一監管意味歐元區決

策將影響所有歐盟國家，故非歐元國亦應擁有
否決權。雖然方案暫時只涵蓋歐元國，但必須
獲歐盟27國同意才能通過。另外，英國前首相
馬卓安表示，歐盟將於12月峰會上討論修訂歐
盟公約，可能是歐洲一體化的轉捩點。

希削赤死線有望押後
奧地利財長費克特昨稱，希臘削赤死線可望

押後，但一切視乎「三巨頭」的審核。希臘總
理薩瑪拉斯表示，正商討將死線延至2016年。
希臘雖已重啟私有化計劃，希望在2015年前帶
來190億歐元(約1,934億港元)收入。

■路透社/法新社/《星期日電訊報》

兩難關熬過
統一監管銀行考起歐洲

瑞銀行業保密時代終結

亞洲推動全球增長
挑戰重重

完成放射治療
「股神」要鬥長壽

美報批羅姆尼 為選票「敲打中國」

瑞銀前美籍僱員比肯費爾德協助美國稅局偵
破2008年瑞銀逃稅案，獲發史上最高的1.04億
美元(約8億港元)獎金，事件令瑞士銀行業反思
保密傳統，有金融業專家就表示，瑞士銀行業
保密時代已經結束，業界是時候轉型尋求新的
經營模式。
一直以來，海外富豪在瑞士開立賬戶，目的

都是逃避本國稅款，從不在意戶口缺乏投資收
入。但國際財富管理顧問普拉默與瑞士銀行家
會面時指出，若瑞士銀行業無法再確保客戶資
料不公開，業界就必須提高服務質素以避免客
戶流失。 ■法新社

年初證實患前列腺癌的「股神」
巴菲特(見圖)，前日宣布完成放
射治療，還開玩笑說他要成為世
界上最長壽的人。報道指，他上
周五告訴旗下報紙高層：「對我
來說，這是很棒的一天。今天是
我接受放射治療的第44天，也是
最後一天。」
巴菲特宣布患癌後，外界最關

心他還能執掌投資旗艦巴郡多
久。巴菲特兩周前剛過82歲生

日，他從440億美元(約3,101億港元)財產中捐贈大筆資金
給3個子女的慈善機構。當時他表示精神不錯，捐款決
定與健康無關，是為了獎勵子女經營慈善機構的進展。
一旦巴菲特辭世，巴郡將會把他的工作一分為三。新

任總裁將負責營運巴郡，但投資部分將由巴菲特近年聘
任的2名男員工負責監督。他希望長子以主席身份繼承
父業。 ■中央社

各地專家於上周的天津世界經濟論壇夏季會議上
紛紛指出，若要在未來繼續保持全球經濟增長，亞
洲不可因自滿而怠慢，並需改革經濟及社會架構，
因為歐美增長已開始放緩。
亞洲一向被視為未來經濟中心區，不過前路挑戰

重重。印度國會議員辛格稱：「亞洲漸趨自滿，但
我們是否對亞洲已成為21世紀主力言之過早？」
歐債危機影響深遠，加上美國經濟持續弱勢，亞洲

其實面臨外部重大壓力。二戰後，亞洲由於廉價勞工
及較低匯率，可以大量向發達國出口，帶領經濟急速
發展。不過，這種模式在金融海嘯後已遭重創。
亞洲經濟去年增長5.9%，遠勝歐美，但與2010年

的8.5%相比仍有一段距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副總裁朱民稱，亞洲未來數十年需要成為全球增長
火車頭，關鍵之一是必須提升內需，尤其中國。但
同時區內經濟體必須繼續發展製造業，能否在全球
經濟放緩下維持「出口全世界」，是非常重要。

■法新社

美國《華爾街日報》前日發表社論，批評共和黨總統
候選人羅姆尼最新推出「敲打中國」的競選廣告(見

圖)，是試圖通過玩弄貿易保護主義伎倆撈取選票，指
這老套做法注定失敗。

玩弄貿易保護主義
羅姆尼陣營在美國電視台剛剛播出的這則廣告聲稱，

自總統奧巴馬上台以來，美國已流失58.2萬個製造業職
位到中國，中國則首次擊敗美國成為世界頭號製造業大
國。廣告還指責奧巴馬曾有7次機會阻止「中國欺騙」，
但7次都拒絕這麼做。
社論說，羅姆尼玩弄貿易保護主義伎倆，目的是在經

濟艱難時刻迎合民意以撈取選票。美國大選歷史上類似
例子並不鮮見，前總統候選人蒙代爾、格普哈特、克
里、布坎南、佩羅等都曾這麼做，但這些人都有一個共

同點：未能成為總
統。事實上，自
1920年代以來，就
從未有一個貿易保
護主義者贏得白宮
寶座。
社論指出，羅姆

尼玩弄「敲打中國」的手法尤其不合邏輯：他到處宣揚
將尋求擴大貿易來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中國正是美國
重要貿易夥伴；羅姆尼曾經是商人，更應知道與華貿易
為美創造了大量職位。
最新民調顯示奧羅在處理經濟和創造就業方面民意不

相上下，考慮到奧巴馬在這方面的糟糕紀錄，這結果令
人吃驚。羅姆尼繼續發出經濟悲觀信息，可能是喪失優
勢的原因之一，播出這則廣告就是例證。 ■新華社

■示威者與警發生推撞後被捕。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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