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葡萄酒，一般人都會想到法
國波爾多，但其實美國加州的葡萄
酒質素並不遜法國。今次圍繞「莊園」
品牌之爭，其實只是兩地釀酒業針鋒
相對的最新一章，要數美法葡萄酒恩
怨，就要追溯到1976年的「巴黎品酒

會」。
一位英國酒商當年為將加州酒引入法國，於是

在巴黎舉辦蒙瓶試飲會，分別選來法國4個頂級酒
莊和加州6個酒莊的紅酒和白酒，讓11名評判品
評。無論主辦方、評判抑或媒體觀眾，最初都認為
法國酒必勝無疑，但加州酒竟然在白酒和紅酒綜合
評審中擊敗法國酒，結果震驚世界，更開展加州和
法國酒在國際分庭抗禮的時代。

■美聯社

A17 責任編輯：曾綺珺 2012年9月26日(星期三)

歐盟擬放寬入口限制 消費者恐混淆

紅酒「Chateau」商標戰 法轟美入侵

歐盟27國農業部官員昨齊集布魯塞爾，商討貿易議
題。法國農業部長勒福爾承認談判陷入膠 ，指

「莊園」一詞對法國酒業別具意義，其他國家則比較
「不在乎」，較難爭取各國支持。波爾多酒商協會主席奧
斯索特表示，「莊園」代表質素保證，美國的定義則兒
戲得多，若為開放貿易而放棄原則，實在是一大恥辱。

莊園一條龍生產成法文化
法國對「莊園」的定義嚴格，成為該國特殊文化，

意指整個葡萄酒生產過程，由種植、釀造、裝瓶等，
均須在同一莊園進行。相反，美國對葡萄產地無嚴格
限制，只要生產者或集團使用旗下種植的葡萄，不論
地點，釀出來的酒也可稱為「莊園」。

業界人士認為，若有大量美國「莊園」葡萄酒流入
法國市場，將打擊葡萄酒生產傳統，令消費者無所適
從。他們揚言若歐盟通過放寬限制，將號召全歐酒商
抗議，並採取法律行動維護權益。

佔全球市場5成 美覬覦「肥肉」
美國酒莊協會首席營運官格林持相反意

見，認為標籤可作不同詮釋，他們演繹的版
本「公平、有道理」，市場定位清晰，相信
消費者有智慧分辨。美國去年葡萄酒出口有
34%流入歐盟，總值4.78億美元(約37億港
元)；歐盟佔全球葡萄酒銷售達57%，美國酒
商期望打破貿易限制，進一步打入歐洲市
場。

波爾多葡萄酒聯合會(FGVB)主席加彭納表
示，美國酒商可將「莊園」品牌應用於不同
酒類，難免拉低價格，並誤導追求高質素的
消費者。FGVB發聲明稱，根本不可能阻止
其他生產國家使用「莊園」品牌，最終會令
到「莊園」這個稱呼變得毫無價值。

■美聯社/法新社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
德(上圖)前日表示，全球經濟增長仍
面臨一系列挑戰，呼籲各國領袖需落
實6月訂下的政策決定，採取行動確
保全球經濟復甦。IMF下月9日將公
布最新經濟預測，拉加德透露，各地
經濟雖將逐步復甦，但增幅或低於7
月的預期。

拉加德指出，全球經濟充斥不確定
性，且未達所需水平，各國須為未來
作長遠規劃。她解釋，一系列因素正
拖慢經濟增速，最主要為政策不確定
性，高失業率、高負債等衍生自金融
危機的問題亦難以解決。她強調經濟
需要持續反彈。

促歐元區建銀行業聯盟
對處於危機「震央」的歐洲，拉加

德敦促歐元國緊急行動，向建立銀行
業聯盟及財政聯盟的目標邁進，歐盟
領袖則要履行既定協議，建立統一的
銀行監管機制，允許歐洲永久穩定機
制(ESM)直接向財困成員國銀行注
資。

她歡迎歐洲央行推出無限買債計
劃，指此舉成為重要轉捩點，但提醒
需改革的歐元國應持續執行有利增
長、增加就業和提高競爭力的措施，
指出希臘的經濟問題，已因延遲落實
私有化等求援條件而惡化。

美政策不確定性成威脅
拉加德坦言，美國財政政策的不確

定性為當地經濟增長的一大風險，亦
威脅全球經濟，重申華府當務之急是
避開明年一月可能出現的「財政懸
崖」，同時制定具體中期削債計劃，
以免對經濟造成衝擊，導致另一次衰
退。她另提到，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復
甦中雖發揮引領作用，不過主要新興
國增速放緩，宜採取措施克服國內外
脆弱因素。

■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歐盟一向禁止出售貼上「Chateau」(法語

「莊園」)標籤的美國葡萄酒，擔心消費者混

淆，打擊法國葡萄酒銷情。歐盟近日考慮放寬

入口限制，引起法國波爾多酒商強烈反響，批

評美國葡萄酒「入侵」是欺騙消費者，破壞傳

統及質素。消息指，由於反對聲音強烈，歐盟

決定延遲原定昨日的表決。

樓市現復甦勢頭
美股升32點

亞企發債額首破千億美元

美國7月份樓價按月上升1.6%，是連續3個
月錄得升幅，按年則升1.2%，為前年8月後最
大升幅，表現勝預期，顯示樓市反彈，帶動
美股昨日高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昨早段
報13,591點，升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1,459點，升2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3,165
點，升5點。

歐洲股市窄幅上落，英國富時100指數昨中
段報5,844點，升5點；法國CAC指數報3,496點，跌1
點；德國DAX指數報7,410點，跌3點。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歐葡萄失收
佳釀料減產
歐債危機漸現曙光，卻到「葡萄危機」席

捲歐洲！惡劣天氣重創歐洲葡萄產地，法國
勃艮第葡萄酒委員會(BIVB)表示，勃艮第部
分地區高達80%收成被冰雹摧毀，葡萄牙部
分地區收成亦跌近40%。專家預期，葡萄失
收將令紅酒供應下降，但同時品質得以提
升，認為今批葡萄酒質素將相當可觀。

葡國酒廠Casa Santa Vitoria釀酒師卡布拉爾
說：「幸運地，小顆葡萄密集度高，目前釀製的紅酒將成佳釀。」美國葡萄
酒經濟學家協會雜誌編輯斯托奇曼表示，失收或令歐洲葡萄價格上升，但認
為不會影響酒價，因為酒莊通常致力維持酒價穩定。

■路透社

歐債波及 意西咖啡需求挫

花旗唱好 Google股價新高

歐元區陷入經濟困境，連咖啡這種
南歐文化象徵也受波及。意大利人不
得不削減卡布奇諾和意式濃咖啡的支

出，西班牙人亦對Cortado咖啡忍痛
割愛，導致咖啡批發價大幅下跌。

咖啡業一直認為消費者需求較穩
定，但現在意西人均咖啡消費量已降
至5、6年前水平。作為全球基準的紐
約高品質阿拉比卡咖啡價格，較去年
跌40%，至每磅1.75美元。國際咖啡
組織稱，在咖啡進口量列歐洲第二的
意大利，去年的需求降至每人5,680
克，創6年新低。

西國逾百萬人拾荒充飢
經濟不景下，西班牙各地都有民眾

撿拾超市棄置的食物充飢，天主教慈
善團體明愛的數據顯示，超市拾荒在
前年餵飽西國近100萬人，去年更增
加6.5萬人。不過，以中世紀古蹟聞
名的旅遊城市赫羅納，近日卻下令封
鎖超市廢物箱，惹來舉國爭議。

■英國《金融時報》/《紐約時報》

朝推12年義務教育
朝中社報道，朝鮮昨日舉行第12屆最高人民會

議，由領導人金正恩主持。會上通過法令實施12年
義務教育，5至17歲小童及青少年受惠。

根據新法令，朝鮮將加大投資教育項目，期望在
2017年前解決實施12年義務教育的問題，包括優先
興建學校、修建教師及學生宿舍、確保教學用具及
教科書供應等。會議並未如外界預期宣布新經濟改
革，韓國崇實大學教授李正哲表示，朝鮮改革仍維
持試驗階段，尚未達到立法地步。 ■新華社/法新社

銀行長久以來一直是亞洲企業融資來源，令企業無
須經由固定收益市場籌集資金，導致市場發展落後歐
美。然而，亞洲企業上周首次突破年度發債1,000億美
元(約7,753億港元)的大關，反映區內公司債市崛起。

據Dealogic數據顯示，截至10至16日的一周，日本以
外亞洲地區合共發行67億美元(約519億港元)的公司

債，為歷來單周發債額第3高的一周。今年1月第2周
是歷來發債活動最頻繁的一周，該周發債規模高達78
億美元(約604.8億港元)。

隨 歐債危機的危急程度回落，加上聯儲局第三輪
量化寬鬆(QE3)，投資者避險情緒轉弱，尋求較美債等
回報更高的投資產品。 ■《華爾街日報》

歐盟施壓促西求救
傳買債違公約

西班牙昨日拍賣3個月及6個月期債券，債息同時
上升，反映市場對該國是否求援正失去耐性。歐盟
競爭事務專員阿爾穆尼亞前日敦促西國盡快作決
定，以免不明朗因素變成龐大風險。有德媒稱，歐
洲央行及德國央行正研究無限買債方案的合法性，
暗示措施可能違反歐盟公約。

希：延削赤需增1500億援助
希臘財長斯托納拉斯昨日首度承認，若獲准延長

削赤期限兩年，當地將需要額外130億至150億歐元
(約1,300億至1,500億港元)援助，並可能要歐洲央行為
到期的希臘債券提供再融資。 ■路透社/法新社

傳美銀明裁40亞太職位
《華爾街日報》

昨引述消息指，
鑑於亞太區股票
與債券交易量持
續下降，美國銀
行(見圖)將於明日
宣布在亞太區全球市場部門裁員40人，佔亞洲業務
4%人手。德意志銀行早前已裁走近80名亞洲職員，
當中香港有45人被裁。 ■《華爾街日報》

全
球
增
速
恐
遜
預
期

IMF
籲
各
國
出
手

花 旗 集 團 前 日 宣
布 ， 將 網 絡 巨 擘
Google(上圖)目標價由
740美元調高至850美
元，帶動Google股價前
日逆市飆升逾2%，更創
下749.38美元的新高，
全年累積升幅達16%。
相反，蘋果iPhone 5銷
量不及市場預期，加上
自家地圖軟件功能為人
詬病，拖累公司股價前
日跌約1.3%。

花旗報告指，市場對
Google收購摩托羅拉移
動的開支、廣告收益及
社交網站facebook(fb)(下
圖)的競爭等憂慮，近日
得以緩和，認為Google
股價可能於「未來12個
月大幅上升」。

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數據顯示，
Google智能手機作業系統Android第2季
市佔率高達68.1%，大幅拋離第2位蘋果
iOS的17%，反映Google地位牢不可破。
研究機構eMarketer指，廣告產品需求日
增，Google有望取代fb，成為今年美國
市場陳列式廣告之王。另外，Google日
本昨日宣布，旗下平板電腦Nexus 7將登
陸日本市場。

fb私人訊息「被公開」
另外，fb再被捲入私隱風波。有fb用戶

投訴，發現部分於2007年至2009年間發
送的私人訊息，在「生活時報」(timeline)
變成公開展示。fb前日否認事件，聲稱
該批「私人訊息」其實是用戶以往的公
開留言。法國政府已傳召fb管理人員解
釋事件。據悉英、美和歐洲等地均出類
似投訴。 ■法新社/《每日電訊報》

■意大利民眾享受咖啡。 網上圖片

1976年巴黎品酒會
美勝法結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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