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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央行執行董事克
爾前日接受英國《金融
時報》訪問時稱，由於
歐債危機壓力未解，央
行或考慮進一步調低0.75
厘超低息率。

克爾稱：「減息暫不
屬央行優先議題，但也
是 選 項 之 一 。 」 他 續
稱，目前央行首要採取
救急行動，透過直接貨
幣交易(OMT)無限買債
計劃，降低西班牙及意
大 利 等 財 困 國 借 貸 成
本 ， 以 支 撐 歐 元 區 。
OMT已準備就緒，只待
歐元區財長、歐元集團
及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IMF)就方案條件達成協
議，就可實行。

■法新社

美國聯儲局（見圖）議息會議於香港時間今日凌晨
結束，當局料將繼續推行「無限」的第三輪量化寬鬆

（QE3）政策，直至美國經濟更顯著增長。分析認為，
局方在12月中下次議息前不會有大動作，由於買長債
沽短債的「扭曲操作」年底到期，當局屆時可能推出
其他買債方案，將每月買債量維持在850億美元（約
6,588億港元）左右。

聯儲局會後只發布簡短聲明，主席伯南克不會舉行
新聞發布會。雖然美國近期經濟指標有所改善，但不
少經濟師均指，當局不會急急撤走QE3，短期內仍將
每月購入400億美元（約3,100億港元）按揭抵押債券

（MBS），以刺激經濟。

明公布第3季數據 料勝上季
DMJ Advisors首席經濟師瓊斯指出，若聯儲局在

「扭曲操作」到期後不推出替代措施，金融市場將視

之為當局減少買債的訊號，長息或上升，股市將受
挫。

財政部明日將公布第3季經濟數據，經濟師預料增
長將高於第2季的1.3%。不過，由於全球經濟放緩，
加上美國明年初可能出現瘋狂增稅削支的「財政懸
崖」，令僱主招聘仍審慎。

自QE3上月出台後，美國30年期定息按揭平均利率
一度跌至3.36厘，是1971年有紀錄以來最低。低息有
利重振樓市。而樓市走強、失業率降至7.8%、8至9月
份零售銷售達2年來最大單月升幅，顯示美國經濟正
加速改善。

除經濟問題外，聯儲局官員據信亦會討論如何進一
步改善對外溝通，提高政策透明度。報道指，局方正
考慮在下次議息時，將現時季度增長預測、就業、通
脹及利率報告，結合成一份整體經濟預測報告。

■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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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自7月起一直向「三巨頭」

歐盟、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爭取推遲削赤死線，財

長斯托納拉斯昨日在國會宣布，

希臘已如願獲債權人給予更多時

間完成財政改革，消息指是延長

兩年至2016年。另外，歐盟統計

局最新數據顯示，歐元區第2季

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

升至90%，創歐元史上新高。

美國國債今年表現不及其他金融資產，太
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創辦人、「債王」
格羅斯已大規模撤出美債市場。該策略效果
良好，Pimco規模2,777億美元(約2.2萬億港元)
的總回報基金，表現顯著勝過基準債券指
數，但有分析員和投資者認為，若全球經濟
增長放緩及中東、亞洲地緣政治風險加劇，
大規模拋售美債可能帶來反效果。

晨星收集的Pimco月度持倉數據顯示，總
回報基金9月底的美債持倉比例為9%，大幅
低於去年12月底的21%，和今年1月份29%的
高位。晨星固定收益研究負責人雅各布森認
為，格羅斯可能不會再減持，以免去年美債
上漲時，因持倉量不足而使收益落後的情況
再發生。

■《華爾街日報》

社交網站facebook(fb)（見下圖）前日公布
第3季業績，流動廣告收入按季急增兩倍，
達1.5億美元(約11.6億港元)，佔整體廣告收入
比率增至14%，表現遠勝預期。市場一直擔
心fb未能增加流動廣告收入會損害長遠盈
利。fb股價昨早段爆升23%。

fb第3季收入達12.6億美元(約97.7億港元)，
按年升32%，按季升6.7%，但期內仍錄得
5,900萬美元(約4.57億港元)虧
蝕，主要是為股權薪酬撥
備，扣除有關開支後，期內
純利3.11億美元(約24億港
元)，每股12美仙，較分析預
期高1美仙。

Zynga裁員5%
上季整體廣告收入為11億

美元(約85億港元)，按年增
36%。fb表示，網站每月活躍
用戶數量已達10億，其中6.04

億使用手機登入。
另外，月初發布盈警的社交網絡遊戲開發

商Zynga，在業績公布前夕宣布大規模節流
計劃，包括結束旗下13款遊戲業務，減少對
遊戲The Ville的投資、削減廣告及數據儲存
開支等，並會關閉波士頓的製作室，同時削
減5%全職人手，是首次裁員。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fb流動廣告收入超額

股價飆23%

債王拋美債恐玩殘自己
「股神」巴菲特昨表示，全球經濟增長「毫無疑問正在

放緩」，但認為美國仍然「緩緩向前」，表現較歐洲優
勝。他又指，美國樓市開始「反彈」，隨 情況逐步改
善，相信名下巴郡所持物業相關公司將從中得益，「我
們可以賣很多傢俬地毯。」

巴菲特透露，由於富國銀行股價在過去一個月跌逾
3%，故上周趁機增持。截至第2季，巴郡持有4.11億股
富國，不過巴菲特笑言這還不足夠，要「買多點」。

他又大力支持聯儲局主席伯南克連任，但對聯儲局
持續擴充資產負債表「有點憂慮」，稱自己「直覺上」
反對第三輪量化寬鬆(QE3)政策。 ■CNBC/法新社

股神：全球增長「毫無疑問放緩」

波音公司及社交網站facebook業績報捷，加上匯豐中
國採購經理指數(PMI)升至3個月新高，帶動美股昨扭
轉連日跌勢。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3,152點，
升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415點，升2點；納斯達
克綜合指數報2,997點，升7點。

歐股跟隨美股造好。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5,809
點，升11點；法國CAC指數報3,421點，升15點；德國
DAX指數報7,198點，升24點。

■路透社/法新社

波音fb報捷
美股早段升49點

斯托納拉斯未有透露「三巨頭」將

削赤死線押後多久，德國《南德

意志報》及希臘媒體則指，放寬限期為

兩年，即由原定削赤限期2014年押後至

2016年。不過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在記

者會說，希臘改革檢討仍未完結，部分

內容還有待商談。

意味他國被迫加碼出資
媒體報道，「三巨頭」同時給予希臘

多一年時間完成私有化計劃，又將目標

收入下調90億歐元(約904億港元)，即只

須在2016年前錄得100億歐元(約1,004

億港元)進賬。不過，希臘須將法定退休

年齡押後兩年，並進一步削減公務員薪

酬及退休金。

斯托納拉斯將於下周向國會提交緊縮

削支及勞工改革兩份草案，於下月12日

表決。但方案必須取得聯合政府3個黨

派同意，然而各黨仍未達成共識。在

「三巨頭」正式同意後，斯托納拉斯今

日將向「歐元工作小組」匯報雙方的最

終協議。

歐元區負債創新高
歐洲央行理事阿斯穆森昨較早時指

出，希臘獲寬限意味其他國家須借出更

多錢，才能填補希臘目前赤字。

雖然歐元國致力緊縮，但經濟持續萎

縮，區內債務比率仍節節上升。昨日數

據顯示，歐元區第2季債務比率達

90%，高於第1季的88.2%，亦較去年同

期87.1%高。10月份歐元區採購經理指

數(PMI)跌至45.8，為逾3年來新低，顯

示區內商業活動正在收縮。

歐元區最大經濟體德國維持可觀經濟

增長，是區內仍未陷入衰退的主因，但

調查顯示，德國商業信心連跌半年，從

上月101.4跌至本月的100。不少分析師

認為，下月公布的第3季經濟數據將顯

示歐元區重陷衰退。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財長稱准延削赤死線 德拉吉：未傾妥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見圖）昨出席
德國國會下議院閉門會議，在歐央行無
限買債、西班牙紓困門檻及統一銀行監
管等議題上，接受議員兩小時嚴厲質

詢。歐央行
屬完全獨立
組織，按理
德拉吉無須
向任何一國
政客交代，
但為消除德
國對央行多

項政策的疑慮，他自願提出赴會要求。

歐盟准11國先推交易稅
另一方面，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昨

宣布，批准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
牙等11個歐元區國家，提出徵收金融交
易稅(又稱托賓稅)的提議，但仍需獲其
他歐盟國家和歐洲議會批准。倘順利推
行，將為財困成員國籌集數十億歐元資
金，保證債務危機成本要由金融業分
擔，而非只逼民眾埋單。

歐委會去年9月首次提議歐盟統一徵

收金融交易稅，讓金融業為解決歐債危
機作出更多貢獻。歐委會建議對股票與
債券交易徵稅0.1%，對金融衍生品徵稅
0.01%。若所有歐盟國都推行該稅，每
年能帶來570億歐元(約5,723億港元)稅收
收入。然而，由於英國及瑞典等非歐元
國強烈反對，歐盟一直未能達成全體協
議。

歐委會為此啟動「強化合作」法律程
序，只要歐盟27國有至少1/3，即9國支
持，就可讓部分國家先行實施。

■路透社/法新社

德拉吉自願赴德國會 為買債解畫

■希臘為援金到手需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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