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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研究機構MSI環球總裁伊萬諾維奇前日
在CNBC發表評論文章指，東亞佔美國今年首
9個月逾半貿易逆差，顯示華府早該將政策聚
焦東亞這個快速增長區域，協助美國產品及
服務進一步打入該區市場。

美急切重返亞太市場
文章指，東亞佔全球1/4經濟產出和2/3人

口，而且佔美國貿易逆差正不斷上升，促使
華府作出更全面政策轉移。美企早已意識到

東亞經濟潛力，它們最需要華府協助放寬該
區的貿易門檻，並設立更適當的監管環境，
方便美企營商。

自由貿易協定有效令美企涉足東亞市場，
但美國現時與澳洲、韓國及新加坡達成的自
由貿易協議，只佔美國出口的7%。美國總統
奧巴馬早前訪問亞洲，積極推銷美國主導的
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可見
華府將貿易和投資視作美國對亞洲「再平衡」
策略的支柱。

TPP現有11個成員國，其中6個位於太平洋
周邊地區，包括澳洲、新西蘭、新加坡、馬
來西亞、越南及文萊，共佔美國總出口的
5%。

除經濟原因外，亞洲各國有意效法歐盟，
加深經濟一體化，共同達致繁榮穩定，亦令
美國更有意慾成為泛亞太區重要一員。文章
以中國和印度為例，指這兩個亞洲大國對領
土問題進行建設性工作，同時加強貿易和投
資，成為亞太融合楷模。 ■CNBC

美首9月貿易逆差 東亞佔逾半
白宮經濟學家昨警

告，明年「墮崖」導
致增稅的不明朗因素
將 損 害 中 產 消 費 信
心，明年消費額或縮
減近2,000億美元(約
1.55萬億港元)，加上投
資者觀望歐元區財長

會議商討援助希臘，美股昨低
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
報12,929點，跌80點；標準普爾
500指數報1,409點，升18點；納
斯達克綜合指數報2,957點，跌9
點。

歐股偏軟。英國富時100指數
中段報5,791點，跌27點；法國
CAC指數報3,504點，跌23點；
德國DAX指數報7,292點，跌16
點。

加央行行長掌英倫銀行
另外，英國財長歐思邦昨任

命加拿大央行行長卡尼於明年7
月出任英倫銀行行長，接替卸
任的默文．金。由於英倫銀行
副行長塔克被視為熱門人選，
任命令外界大感意外。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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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銀大裁員換歐救助金
Bankia料炒6千人

■CiU黨魁兼自治區主席

馬斯因推行緊縮措施令

選舉失利。 路透社

歐元區財長昨再就援助希臘進行會談，是兩周內第
3次。法國、西班牙及芬蘭財長均指，與會各方「非
常接近」達成共識，下一筆援希資金可望在下月3日
(下周一)拍板。

德國總理默克爾早前表示，援希問題已「沒多餘時
間可浪費」，但堅拒「剃頭式」削減希債並承擔損
失，令各國協調難度大增。法國財長莫斯科維奇透
露，最終協議或會包括下調希臘貸款的利率，以及利
用各國央行的希債債息收入來抵銷部分債務。

德經濟放緩「騎劫」東歐
另外，分析認為德國在歐債危機衝擊下，經濟漸受

影響，拖累依賴出口德國的東歐國家，包括波蘭、捷
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及斯洛文尼亞。以波捷兩國為
例，去年分別有25%及30%出口德國，隨 德國受歐
債拖累漸深，估計波蘭今明兩年增長將只有2%及
1.6%，遠低於去年的4.3%。

市場研究機構GfK昨稱，德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正持續
下滑，估計將從本月6.1%降至下月5.9%，反映德國消費
者因歐債危機及經濟放緩，對德國經濟前景仍感悲觀。

鑑於美國監管機構月
初宣布推遲針對銀行業
的《巴塞爾III協議》
生效日期，歐洲銀行
業亦提出相同要求，冀
加速金融業復甦。另外，歐
盟金融服務監管專員巴尼耶昨
呼籲歐洲各國摒棄疑慮，以便在下周財長會議上通過
成立銀行聯盟。 ■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CNBC

今年美國感恩節假期購物潮丁財兩旺，外
出和上網購物的消費人次共達2.47億，比去年增加
9%，零售總額料達591億美元(約4,580億港元)，每人
平均花費423美元(約3,278港元)，高於去年的398美元
(約3,085港元)。「黑色星期五」網上零售額也達10.4
億美元(約81億港元)，按年飆升26%，首次突破10億

美元(約78億港元)大關。
調查顯示，感恩節期間，美國人網購佔總購物支

出40.7%，高於去年的37.8%。逾1/4以及近半消費者
分別在感恩節當天和「黑色星期五」網購。服裝和
電子產品依然是主要購物領域。有紐約市民表示，
網上瀏覽貨品描述及評論比實地格價輕鬆，而且大
部分也免費付運。

昨日是感恩節緊接的「網購星期一」，估計是全年
最旺網購日，銷售額可達15億美元(約116億港元)，
較去年大升20%。

感恩節長假期間，上周六發生車禍，在北加州50
號公路靠近普雷斯維爾市路段，一輛豐田Prius電油
混合車越過中線，撞上一輛豐田麵包車，Prius車內
疑是華人的姓蘇一家(譯音)，當中兩名成人和一男童
當場死亡，一女童受傷；麵包車內一女童送院後當
晚不治，兩名成人受傷。

■美聯社/法新社

西班牙財相金多斯昨表示，歐元區當局
將透過歐洲金融永久穩定機制(ESM)，向西
國銀行救助基金注資370億歐元(約3,715億
港元)。西國《國家報》報道，歐元區將於
下月15日前注資，條件是西國4家國有銀行
須大規模裁員，當中包括第四大行Bankia。
西國政府拒絕回應報道。

關千家分行
報道稱，僱有2萬名員工的Bankia料需裁

員6,000人，該行5月曾向政府要求235億歐
元(約2,360億港元)援助。此外，Novagalicia
銀行5,800名員工也要裁掉2,000人，並需關
閉1,000家分行。

另 外 兩 家 國 有 銀 行 為 巴 塞 隆 拿
CatalunyaCaixa及 巴 倫 西 亞 Bano de
Valencia，兩行均正待價而沽，救助條款或
由新買家承擔。

■《衛報》/法新社

選舉投票率較前年增加10.61%，是1988
年以來新高。點票結果顯示，在加泰

135個議席中，支持公投的政黨瓜分87席。
CiU取得50席，仍保住最大黨地位，黨魁兼
自治區主席馬斯積極鼓吹加泰獨立，此前更
決定提前舉行選舉，希望取得至少68個絕對
多數議席，以便推行獨立公投等政策。

CiU敗在推緊縮 拉霍伊鬆口氣
馬斯選後表示，不後悔提前選舉，他在承

認CiU力量不足之餘，強調該黨不會放棄爭
取公投。獨立浪潮使另一提倡獨立的左派共
和黨(ERC)成為大贏家，議席從前年10席增
至21席，一躍成第二大黨；社會勞工黨
(PSC)獲20席，較前少8席，退居第三大黨。
反對獨立的政黨方面，西國首相拉霍伊所屬
人民黨，聯同公民黨合共取得28席，增加7
席。

報道指，CiU受重創令其更難以團結其他
黨派爭取獨立，而這次選舉將令飽受經濟危

機困擾的拉霍伊
鬆口氣。

巴塞羅那的龐
貝法布拉大學政治
學教授雷克霍表示，馬斯因推行緊縮措施而
失利。

全國最富裕自治區 近半人望公投
加泰北鄰法國，面積逾3.2萬平方公里，

人口750萬，主要城市包括西國第二大城市
巴塞羅那。加泰是西國最富裕、最工業化的
地區，生產總值(GDP)約2,000億歐元(約2萬
億港元)，佔西國整體GDP的1/5，出口更達
1/4以上。根據西國《國家報》上周民調，
46%加泰民眾支持獨立自決，反對者則為
42%。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稱這是西國內
政，中國相信西國有智慧、有能力處理好相
關問題。 ■路透社/美聯社/

法新社/新華社/英國《金融時報》

各國分離主義
英國——蘇格蘭

蘇格蘭獨立運動源於1707年，當

年英格蘭與蘇格蘭合併成大不列顛

聯合王國，蘇格蘭人要求獨立的呼

聲自此持續數百年。首相卡梅倫上

月與蘇格蘭首席部長薩蒙德簽署

《愛丁堡協議》，容許蘇格蘭後年舉

行獨立公投。民調顯示，只有不足

30%蘇格蘭人支持獨立。

比利時——弗蘭德

聚居在北部弗蘭德地區、比利時

兩大種族之一的弗拉芒人，脫離南

部法語區的要求日趨強烈。

加拿大——魁北克

主張獨立的法語魁北克人黨9月

在魁省議會選舉中險勝原執政黨。

近期民調顯示，45%魁人支持脫離

加拿大，44%表示無意見。

俄羅斯——車臣

俄車兩地民族矛盾可追溯至18世

紀，1991年前蘇聯解體，車臣武裝

組織宣布獨立；俄前總統葉利欽在

1990年代發動兩次車臣

戰爭，終奪回

當地控制權。

現任總統普京9

月呼籲民族團結。

■綜合報道

西班牙地選反分離派議席增 公投派奪2/3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簡稱加泰)前日舉行地方議會選舉，由於當地獨立呼聲高

漲，選舉被認為是民眾對應否獨立成國的變相公投，堪稱西國1975年民主改

革以來最重要自治區選舉。雖然支持公投的多個政黨奪得2/3議席，但

當中最大的執政匯合團結黨(CiU)流失12席，未能如願取得絕對多

數，加上反對獨立的政黨議席增加，意味分離派爭取獨立公投或

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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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網購破紀錄 加州車禍華人家庭3死

林
嘉
朗

西班牙自治區加泰羅尼亞地方選舉，

「泛獨立派」緊握大多數議席，難免令首

相拉霍伊如坐針氈。作為歐洲第四大經濟

體，西國在歐債危機衝擊下，經濟急劇惡

化，令加泰陡生「大難臨頭各自飛」的想

法。

民族主義一向是分離主義根源，但近年

金融危機也加速歐洲分裂趨熱。英國蘇格

蘭及比利時弗蘭德近期亦有政客及民眾認

為，獨立能帶來更大政經好處，主張以全

民公決決定「分合」之事。歐債危機下，

不少歐洲國家被迫厲行緊縮，兼之歐債揭

露了歐洲貨幣聯盟的不足，更令「歐洲懷

疑論(Euroscepticism)」的分離情緒愈燒愈旺。

「歐洲懷疑論」的催化劑是甚麼？愈

益不振的歐洲經濟恐是罪魁禍首。以加

泰為例，經濟產出在27個歐盟國中排名

第7，自給自足有餘，甚至明言「沒西國

也能過得很好」。反觀西國中央政府若失

去加泰，經濟產出將大減1/5，對處於崩

潰邊緣的經濟來說有如雪上加霜。

然而，獨立真的是最佳選擇？德國人亦

恨不得將苟延殘喘的希臘踢出歐盟，何以

德國政府乃至歐盟仍苦苦挽留？原因是全

球經濟一體化下，各國唇齒相依，希臘失

守，歐盟餘下26塊骨牌隨時倒下。

撇除經濟骨牌效應，獨立成國亦代

表既得利益「大洗牌」，結果孰優孰

劣，實難預料，這也是加泰等地民眾

對獨立「心大心細」的考量之一。假

如經濟危機是分離主義導火線，與其

眼短期利益，歐洲更應思考如何同

舟共濟，團結振興經濟，以免因小失

大。

歐「非常接近」援希共識
料下周一拍板

■歐元區財長開會，希臘人繼續罷工，沒人倒垃圾。

美聯社

■上周六北加州車禍中，其中一輛汽車變廢鐵。

電視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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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加泰
羅尼亞

■首相拉霍伊鬆一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