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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心資產清道夫 務實元老接棒 野田斥984億儲備 刺激經濟

獲菲首肯 美軍重返蘇碧灣

■澳洲總理吉拉德前年穿高跟鞋絆倒「甩鞋」，沒

料到日前訪問印度時重演尷尬一幕！她在德里參

觀聖雄甘地紀念公園時，因高跟鞋卡住草地而仆

倒在地，隨即由旁邊官員扶起。她受訪時笑稱：

「常穿平底鞋的男人若穿高跟鞋，也會像我一樣鞋

子卡在草地上。當你猛力想抽起鞋，結果只可提

起自己的腳。」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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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前日宣布，維持西班牙長期
主權債務評級為Baa3，展望仍為「負面」。消息傳
出後，西國10年期國債孳息率應聲下跌，昨一度跌
至5.494厘，較前日跌逾30個基點，是自4月以來最
低水平。西國經濟部發言人昨表示，未來數周將
決定是否求援。分析指，儘管西國展現求援意
願，但來自歐元其他成員國的外交壓力，或阻撓
其申請救助。

法總統：歐債終結在望
為應對歐元區衰退加劇及社會動盪，歐盟領袖

在今天召開的峰會上，商討強化貨幣聯盟的良
方，並謀求在年底前的3場峰會中達成協議。法國
總統奧朗德昨表示，歐盟領袖於6月峰會上承諾削
減赤字和債務，為復甦奠基，歐債危機「終結在
望」。

國際3大評級機構中，標準普爾對西國評級為
BBB-，與穆迪同樣距垃圾級僅一級；惠譽則為高一
級的BBB，展望同為「負面」。穆迪解釋，歐元區、
歐洲央行的支持，以及西政府的努力，令西國能以
合理成本在市場融資。然而，穆迪表示若西國未能
按計劃穩定財政，又或出現「希退」等外在因素，

很可能會被降級。

經濟諾獎得主：希西陷蕭條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昨日表示，希臘

和西國正陷於「蕭條，而非衰退」，又歸咎緊縮措
施導致兩國經濟持續下滑。

西國官員早前表示，政府有意向歐洲永久穩定機
制(ESM)申請「信用額」，滿足歐央行的買債條件，
但此舉須獲歐元區其他成員接受才能實行。西國官
員指，德國不願承諾接受西求援請求。

■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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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元老科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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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峰會今召開 西或數周內求救
國際商業機器(IBM)及英特爾前日公布的第3季業績

令市場失望，美股連升兩日後昨日早段下跌。道瓊斯
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3,538點，跌12點；標準普爾500
指數報1,455點，升不足一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3,106點，升5點。

歐股全線造好。英國富時100指數中後報5,898點，升
27點；法國CAC指數報3,507點，升6點；德國DAX指
數報7,380點，升4點。

IBM和英特爾的股價一度下挫4.4%和3.4%。美國銀行支付
16億美元(約124億港元)訟費後，第3季仍錄得盈利，較市場預
期見紅為佳，刺激股價上升1.8%，至9.63美元。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公司業績拖累 美股早段跌12點

知情人士指，花旗董事長奧尼爾周一
晚與董事局及潘偉迪討論上季業績

時，直斥潘偉迪對公司的日常營運漠不關
心，要求他更加投入；潘偉迪一氣之下請
辭，奧尼爾未有挽留。另有消息指，奧尼
爾早於數周前已私下會晤其他董事，討論
如何踢走潘偉迪。

金融改革緊箍咒 董事局增監控
根據合約，潘偉迪須任職至明年5月17

日，才能獲得包括現金及股份的鉅額酬
金，除非花旗與他另訂離職方案。事件反
映自金融危機後，CEO「隻手遮天」的情
況已不復見，反而董事局在企業的權力愈
來愈大。部分原因是許多董事局早年被指
監察CEO不力，美國當局於是在金融改革
中勒令董事局加強監控企業風險，否則須
受罰。

據悉，擔任花旗CEO 5年的潘偉迪此前
曾向同僚及董事局表示，計劃在未來數年
留任。對於有指潘偉迪因與董事局不和而

被間接逼走，奧尼爾日前澄清，辭職純屬
潘偉迪個人決定，無關任何營運、策略及
違規問題。

年薪1美元渡時艱 任內股價跌九成
潘偉迪掌舵期間，花旗股價累跌近9成；

雖然周一公布的第三季度業績好過預期，
但仍不能滿足董事局要求。另外，花旗今
年爆出多宗醜聞，包括上季因一項有關出
售經紀業務予摩根士丹利的裁決，被迫減
記29億美元（約225億港元）資產，以及遭
穆迪下調信貸評級。

雖然潘偉迪在花旗業績見紅期間，一直
只象徵式收取1美元年薪，但津貼及花紅極
豐，股東曾在4月投票反對支付他去年的
1,500萬美元（約1.16億港元）酬金。美國
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前主席拜爾認
為，花旗業績及潘偉迪表現均差強人意，
董事局只是做應做之事。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接替潘偉迪出任花旗集團行政總裁的科爾巴，效力花旗近30
年，經驗豐富，曾掌管花旗屬下的Citi Holdings並清理近6成非核
心資產。作風低調的科爾巴走馬上任，反映大行逐漸傾向以務實
銀行家取代過往「權傾天下」的CEO。

與對沖基金經理出身的潘偉迪不同，科爾巴並非一味追求高風
險高回報的投資者，而是有遠見且腳踏實地的銀行家。花旗董事
長奧尼爾前日表示，科爾巴將把營運焦點放在維持強勁業績上；
前主席威爾亦讚揚董事局作出明智決定。

科爾巴2009年接掌Citi Holdings，任務是清理5,730億美元(約
4.44萬億港元)非核心資產，至去年底，有關資產數目大減61%，
至2,250億美元(約1.74萬億港元)；他因此升任歐洲、中東及非洲
分部主管。分析認為他上任後，清理有關資產的進度可望大幅提
升。 ■《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彭博通訊社

據日本媒體報道，鑑於日本經濟過去數月增長呆滯，引發衰
退憂慮，令承諾短期內舉行大選的首相野田佳彥受壓。他已指
示內閣制訂新刺激經濟方案，但詳細內容欠奉，有媒體披露總
值僅1萬億日圓（約984億港元）。有經濟學家認為金額太少，
效果難以持續。

經濟財政擔當相前原誠司昨稱，首相召開特別內閣會議，表
示將動用國家儲備，下令內閣於下月前擬訂好方案，但措施不
包括發行新債。據報，政府將增加再生能源、醫保、農業、林
業及漁業的開支，以及重建去年海嘯災區。

美林美銀首席日本經濟學家吉川雅幸表示，日本政局動盪，
不少政治官員均期待大選來臨，故政府需要出台新措施取悅選
民。但若如媒體報道般計劃僅1萬億日圓，則力度太弱，預期
僅可令經濟明年第一季增長0.2個百分點。 ■路透社/法新社

駐日美軍輪姦案 日召大使抗議
就兩名駐沖繩美兵涉輪姦婦女

案，沖繩知事仲井真弘多昨早會
晤防衛大臣森本敏，強烈要求美
方嚴正對應並協助調查，並晤美
駐日大使魯斯抗議。森本稱，事
態非常嚴重，考慮具體要求美國
提出整頓紀律的措施。

大阪市長生父是山口組員
外務副大臣吉良州司同天上

午在外務省召見魯斯，強烈要
求美方整肅軍紀。魯斯發聲明

對事件表示憂慮，「將全面配
合日方調查。」

另一方面，被視為日本政壇新
星的大阪市市長橋下徹，近日遭
朝日新聞社旗下雜誌《周刊朝日》
大爆家族史，包括指其生父是黑
社會山口組成員，叔叔更是殺人
犯。橋下徹對報道表示憤怒，批
評報道方式超越底線，更是對

「身份血統論」的張揚與肯定，
聲言今後拒絕有關媒體的採訪。

■共同社/中央社/中通社

傳營運策略存分歧 董事局夾計逼走

花旗CEO辭職
2.6億花紅泡湯

美國和菲律賓官員證實，美軍
將在蘇碧灣半永久性駐紮（見

圖），當地曾是美國第七艦隊駐紮
港口及美國最大海外海軍基地。

據英國《簡氏防務周刊》昨日
報道，菲律賓外交部負責相關事
務的官員阿丹表示：「阿基諾總
統及議會已授權。」他還稱，雙
方聯合軍演數量將增加。

據稱，蘇碧灣的港口設施是冷

戰期間為使美國太平洋艦隊停泊
而建造的，1992年美軍撤離後成
為自由港口。阿丹還建議把該地
原先的美國海軍航空兵站改造為
蘇碧灣國際機場，除提供民用飛
機服務外，將來還可作為軍用機
場。

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美國海軍
裝備持續向太平洋轉移，尤其是
南海的行動正展開。 ■中通社

花旗集團行政總裁潘偉迪（前譯潘迪特）在前日，即集團公布第三

季度業績翌日，突與營運總監海文斯同時辭職，並即時生效，消息震

驚市場。消息人士指，潘偉迪與董事局在營運策略、公司業績及高管

薪酬等方面一直存在分歧，或是他放棄近3,300萬美元（約2.56億港元）

約滿酬金、毅然辭職的原因。花旗隨即任命歐洲、中東及非洲分部主

管科爾巴接任總裁兼董事；公司股價前日收市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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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偉迪突然離任花

旗CEO，令市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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