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今天舉行，

各黨候選人昨日作拉票最後衝刺。

民調顯示，執政民主黨民望低迷，

在野自民黨可望大勝，取得2/3議

席，黨魁兼前首相安倍晉三將重奪

相位。大選中「第三勢力」冒起引

來外界關注，反映選民對於壟斷政壇數十年的兩大黨漸漸不

抱幻想。

埃及昨舉行全國憲法公投(見圖)，因新憲
法規定伊斯蘭教法是立法主要基礎，遭自由
派及科普特教派基督徒抵制。第二大城市阿
歷山大在公投前發生暴力衝突，但昨日市面
回復平靜。當局派遣25萬軍警到全國票站維
持秩序，直至公投結束。

總統穆爾西昨晨8時到票站投票，他所屬
的穆斯林兄弟會則有成員在最高憲法法院
前，拉起橫額呼籲人們投贊成票。因憲法草
案引發爭議，國際危機組織（ICG）專家希
米指，草案須獲逾6成選民支持，才能避免
日後的政治爭論。

91歲的法
官薩阿德撐

拐杖去票
站 投 反 對
票，以表達
對憲法草案
的不滿。他
認為，由伊斯蘭勢力主導的新憲法不能代表
所有人民的利益，只會令社會嚴重分裂。但
有民眾投贊成票，認為草案代表追求「穩
定」，稱總統權力已大幅削弱，不相信穆爾
西會成為獨裁者。 ■路透社/新華社/法新社

大選舉行之際，日本對外面對與中國及韓國的領土爭議，對內則須解決嚴重經濟
衰退。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負責亞洲與日本研究的資深副

主席格林認為，安倍若重奪相位，雖不會對領土爭議讓步，但會避免發生軍事衝突，
小心維繫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關係。格林估計，安倍將特別強調經濟增長政策，同時
保留核能發電，提振經濟增長。

CSIS資深研究員格拉澤認為，日本會避免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因維繫兩國經濟關
係非常重要。格拉澤續稱，大選後最可能出現的局面是，中日嘗試不讓領土爭議影響
雙方其他領域關係發展，如恢復兩國青年交流等活動。

自民公明黨擬組聯合政府
日本今次大選共逾12個政黨、近1,500名候選人角逐480個議席，數量驚人。《朝日

新聞》民調顯示，自民黨料取得過半數的逾280個議席，盟友公明黨則獲近30席。但早
前民調顯示，約4成人仍未決定投票意向。

民主黨因無法履行補助孩童、杜絕浪費公帑，以及將美軍普天間基地移出沖繩等承
諾，令民眾大感不滿。加上首相野田佳彥推動銷售稅增
倍，更是支持度下跌的致命傷，料慘敗收場。

安倍則承諾重振經濟及教育體系，並擬出台更強的
貨幣、財政及增長政策，冀終結通縮。他與公明黨黨
魁山口那津男表示，兩黨希望重組聯合政府。但山口
表明，暫不支持安倍提出的行使集體防衛權建議。

是次大選中還湧現「第三勢力」，當中以前東京都
知事石原慎太郎及大阪市長橋下徹領導的日本維新
會最受矚目，但預計僅獲30個議席。不少政黨更是在
過去數月才竄出頭，令民眾眼花繚亂。

內閣頻改組 外國恐失信心
日本前任防衛大臣一川保夫表示，首相及內閣近年來

頻頻改組，防相及首相過去6年「換人」次數分別達4
次及7次，其他國家會認為日本政治極不穩定，對日本
失去信心。

■法新社/美聯社/《華爾街日報》/《朝日新聞》

日本各黨為拉票各出奇謀，但受去年
「311」大地震及海嘯衝擊的東北地區災
民認為，災區重建工作進展緩慢，直斥
大選結果毫無意義，更擔心重選首相及
內閣進一步拖延進度，令他們無法及早
安居。

政府數據顯示，災區仍有逾32萬人居
於臨時住所。《讀賣新聞》報道，當局
原計劃在3縣的災區興建近2.4萬間房
屋，現估計至2015年3月僅得1.37萬間落
成。有災民稱，儘管首相多次換人，但

災區一切依舊，政府除清理瓦礫外，沒
為災民做任何事。

踏入寒冬，東北部石卷市氣溫跌至攝
氏零度以下，不少老人因難以適應新環
境，寧在露天小長椅上蜷縮顫抖，也不
願入住配備暖氣及小型廚房的臨時住
所。

東京昨有約1600名反核人士冒雨舉行
示威集會，呼籲選民在今日舉行的眾院
選舉中，不要投票給支持核電的政黨。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日本在野自民黨選情穩佔上風，支持擴大
量化寬鬆(QE)的前首相安倍晉三料上台。日圓

匯價持續受壓，前日報每美元兌83.45，連續5周
下跌，創3月以來最長跌勢。圓匯自上月中以來
下滑近5%，未來一周走勢取決於大選及央行周

三議息結果。分析指，若央行不加推QE，將令市
場大失所望，圓匯可能回升至80水平。

市場冀量寬救市
安倍建議推出無限QE措施，達致2%通脹目標。

法巴策略師舍雷布里亞科夫表示，日本大選是牽動
全球匯市的最大事件之一。央行周三起將舉行一連兩

天的議息會議，前日公布的商業情緒調查發現，日本公
司在最後一季變得更悲觀，顯示市場冀望政府進一步增加

量寬。
日本央行早前提出新計劃，每年4次向增加貸款的銀行提供

低息貸款，至今總值達每年15萬億日圓(約1.4萬億港元)，該計劃
將在議息會議中正式落實。

另一邊廂，美國聯儲局早前推出第4輪量化寬鬆(QE4)，加上
「財政懸崖」憂慮未散，歐元兌美元前日升至1.3173，是近7個半月

來高位。 ■《華爾街日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香港中文大學日
本研究學系助理教授NAGY Stephen Robert(見圖)

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安倍猛打「修憲」牌難獲
傳統盟友公明黨支持，最終或與多個黨派聯合執
政。他認為，無論誰出任日揆，弱勢政府都難有
實際及持續作為，經濟不可能有根本性改變。

他預料，新首相上任後會立即訪問美國，鞏
固日美同盟，將為《美日安保條約》、跨太平

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等其他合作制
定清晰方針。他認為，這顯示日本努力促
進地區穩定、安全及合作，但受國內民眾

壓力，新首相仍會在中日領土爭端企硬，
稱釣魚島受日本「控制」。

日本自1950年立法規管選舉宣傳，但規例既
嚴格又複雜，候選人可請選民吃小食，吃飯例
外，連競選單張印製數目也有限制。隨 新媒
體興起，10年前制定的《選舉網絡守則》亦變
得模稜兩可。當局上周一起禁止網上宣傳，

「大家的黨」網上民調被指違例被叫停，不過無
礙其他候選人繼續「踩界」拉票。

上屆大選社民黨上載觀眾演講片段，由於全
程無拍下候選人容貌，因而不受干預。今屆候

選人影星山本太郎按規定在限期當日暫停
twitter運作，轉而開設另一戶口自動轉載留
言。若候選人被facebook標籤相片，只要標籤
者不是黨員，便不屬違例。

違反《選舉網絡守則》可被最高判處兩年
監禁，以及罰款50萬日圓（約4.6萬港
元），當局至今發出164次警告，但僅5宗
拘捕個案。

■《華爾街日報》

日本在野自民黨與盟友公明黨希望重組聯合政府，但公明黨黨魁山
口那津男表明，將力阻自民黨右傾方案，並敦促對方放棄軍國主義政
策。山口以棒球為喻，建議自民黨黨魁安倍晉三停止靠攏右翼，否則會

「打出界外球」。
山口前日亦批評日本維新會黨魁石原慎太郎「過分言論一個接一個」，稱其

提倡日本擁有核武是公明黨「絕對不能接受的提案」。公明黨亦擔憂，自民黨或會
選擇與維新會結盟，令政府加劇右傾。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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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投資者過去一周觀望「財政懸崖」談判進展，入市意慾不大，美股
全周窄幅上落。但分析指出，隨 財崖談判距離最後期限只剩兩周，大市
已漸失去耐性，加上接下來的周五是今年最後一次四權到期日，如再未傳
出好消息，投資者可能乘機發難，本周美股很大機會出現大波動。

iPhone5中國開售遇冷蘋果股價挫4%
美股全星期變動不大，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前日跌35點，令全星期累

跌0.2%。納斯達克指數則跌0.7%，跌幅較其他兩大指數多，主要受蘋果
公司股價再次大跌4%拖累。蘋果收報509美元的10個月低位，主要由於
iPhone 5前日在中國開售反應冷淡，以及瑞銀將蘋果目標價由780美元大降
至700美元。

德意志銀行策略師比安科表示，若國會在本周後期仍未能交出成果，市
場將失去耐性，標準普爾500指數有機會跌穿1,400點關口。如談判拖到明
年，則可能下望1,350點。若最終「崖墮」，標普更可能跌穿1,200點。

四權到期日(Quadruple witching day)是指美國股市股價指數期貨合約、股
價指數期權、個股期貨及個股期權同時到期，大市通常在這時期較波動。

雖然下星期是聖誕假期，但財崖當前，各大券商都不敢怠慢，所有交易
員期間都要隨時候召，以備萬一。 ■CNBC/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埃公投憲法 25萬軍警布防

移除膽石曼德拉康復中

墮崖倒數兩周
大市恐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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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儲局前日推出加強外資銀行監管
的新規定，要求在美設有分支機構的大型
外資銀行，遵守與美國銀行業相同的資本
和風險管理要求，以增強對外資銀行在美
業務的管理、防範新一輪金融海嘯，以及
降低對美國金融穩定構成的風險。

新措施亦規定，全球總資產超過500億
美元(約3,875億港元)、在美分支機構總資
產超過100億美元(約775億港元)的外資銀
行，須將所有在美分支併入一間美國控股
公司名下。在美資產超過500億美元的外
資銀行更須進行流動性壓力測試，並保有
30天高流動性緩衝資產。

新規定令部分外國金融企業更難透過重
組美國業務等手段，迴避美國嚴格的資本
和槓桿規定，當中以德意志及巴克萊等首
當其衝。不少外資銀行甚感不滿，國際銀
行家協會發聲明指，新方案或逼使外資銀
行撤出美國，繼而衝擊銀行所屬國家的經
濟和金融市場。

聯儲局提議新規定在2015年7月1日生
效，預計牽涉逾100間外資銀行。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華爾街日報》

南非總統府昨發聲明稱，因肺
部感染入院的94歲前總統曼德拉
(見圖)，於昨日接受內窺鏡手術並
成功移除膽石，現時正在康復。

曼德拉上周六入院留醫，外界

一度盛傳他病重。今次是他2001
年以來留院最久的一次，其時他
因確診前列腺癌，須接受化療7星
期。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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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明黨：力阻自民黨右傾

圓匯連跌5周
大選議息左右走勢

中大學者：難破經濟困局

執法寬鬆 網上拉票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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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重建龜速 災民：大選無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