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連串「財崖」利好消息刺激，美股在2012年最
後一個交易日低開高收，總結全年道瓊斯工業平均
指數升幅達7.3%，連續第4年高收。但專家警告，美
股前日升勢或只屬暫時性，若財崖協議最終未獲通
過，今日很可能出現恐慌性拋售而大挫。
除夕美股跟隨財崖談判消息波動，早段一度跌逾

50點，之後國會領袖相繼透露好消息，令指數靠
穩，中段輪到總統奧巴馬及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

奈爾報佳音，令市場大受鼓舞，道指最
終收報13,104點，升166點，打破連續5
日跌勢，亦是道指史上最大升幅的收爐
日。
標準普爾500指數在除夕收報1,426點，

升23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收報3,019
點，升59點。兩項指數全年分別升13%
及16%。 ■《華爾街日報》

就在財崖談判進入關鍵階段時，奧
巴馬突然在白宮召開記者會，一方
面透露兩黨已接近共識，另一方面
卻「提醒」共和黨不要削減政府
開支。雖然當時在場聽眾大多是
中產家庭，但身在附近國會山莊
的共和黨議員都覺得這番言論
逆耳，認為奧巴馬是用打選戰
的輿論操作手法「欺凌」國
會。
分析指，奧巴馬把艱難斡旋

工作拋給副總統拜登，自己則
爭取機會贏得民眾認同。

■《華爾街日報》

談判期間發炮
奧巴馬反捱轟

談判贏家vs輸家
贏家

副總統拜登

上周「空降」談判，為打破僵局
建功，有助他在2016年參選總統之
路邁前一大步。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

與拜登多年
合作關係成為
打 破 僵 局 關
鍵，在眾院出
師未捷下，作
風低調的他再
次挺身而出挽
救大局。

總統奧巴馬

汲取前年債限談判的教訓，今
次一開始就不斷推動民意發聲，
成功向共和黨施壓，贏下一仗。
不過他前日在白宮記者會的表現

略嫌有失大體，留下小瑕疵。

輸家

眾議院議長博納

談判本是博納大展身手的好機會，但
提案甚至遭到眾院內共和黨人否決，領
導能力備受質疑，形象分大損。

國會

民眾常批評國會缺乏效率和只顧搞對
抗，今次談判再次引證：國會議員是無
能的。

■《華盛頓郵報》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終在前日深夜死線前就解決「財政懸崖」達

成協議，同意向富人加稅，並延長失業救濟一年。這是美國

近20年來首次提高入息稅，在未來10年將為庫房進賬6,000

億美元(約4.7萬億港元)。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於昨限期屆滿

後大比數通過方案，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於香港時間今日凌

晨1時復會，預料將於稍後表決。

由於方案未及
在元旦前獲

兩院通過，意味技術上美
國仍是短暫「墮崖」，但專

家相信眾院最終會表決通過方
案，屆時只要追溯至元旦便可，故墮崖影響甚
微。
副總統拜登與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等共和黨

高層在除夕夜妥協，議案於美東時間昨凌晨2時(香
港時間昨下午3時)，在參院以89對8票通過，令外界
暫時鬆口氣。不過，方案接下來還需由眾院投票通
過，經奧巴馬簽字生效。麥康奈爾說︰「我們不應
花如此長時間才達成協議，這不能成為慣例。」

奧巴馬屢讓步 政府削支延兩月

根據方案(詳見附表)，加稅門檻從奧巴馬提出的
25萬美元(約194萬港元)，增至個人年收入超過40
萬美元(約310萬港元)，以及家庭年收入超過45萬
美元(約349萬港元)，稅率從現時35%上調至

39.6%。報道指，雖然民主黨在加稅門檻作出讓
步，但仍達致向富人加稅的目標。
原定昨啟動的1,100億美元(約8,526億港元)跨政府

部門自動削支機制則延後兩個月實施，為白宮爭
取更多時間制定新預算，但亦為兩黨進一步角力
埋下伏線。延遲削支帶來的240億美元(約1,860億
港元)損失，會由國防及其他本地開支分攤。
繼承遺產超過500萬美元(約3,875萬港元)的人士，

遺產稅將由35%增至40%，少於奧巴馬提出對350
萬美元(約2,713萬港元)遺產增稅至45%的建議。

美股休市影響減 壓力轉往博納

昨日美股元旦假期休市，因此眾院仍有時間於
2013年首個交易日前通過法案，立即交奧巴馬簽
署生效，減少墮崖影響。目前壓力已轉移到共和
黨籍眾院議長博納身上，他尚未對協議方案置
評。分析指，方案將令美國首季經濟增長從去年
同期3.1%降至1%，但不會中斷復甦。■美聯社/法

新社/路透社/CNBC/《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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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元旦有多場遊行及集會，儘管「倒梁」

和「撐梁」的團體表達不同訴求，但整體遊行氣氛

平和，彼此之間不僅未發生衝突，而且體現了本港

社會一貫推崇以溫和理性方式表達訴求的優良傳

統。元旦遊行少了過往的怨氣與戾氣，也反映香港

現時的經濟民生狀況有所改善。這說明香港政治生

態與民生狀況互為影響，香港政治生態要趨向良

性，特區政府就必須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拿出

成績。打鐵還需自身硬，對香港積累的一系列深層

次矛盾，公眾都期望梁振英拿出善策良方，梁振英

1月16日公布的施政報告，能否拿出解決深層次矛

盾的方針政策，是突破施政困局的關鍵一步。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及多個社團組織以「新年新

希望」為主題舉行遊行集會，參與市民以不同形式

表達「支持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訴求。

遊行人士表示支持特首梁振英施政，更有不少人希

望社會放下爭拗「跨步向前」、「團結一心，迎難而

上」，讓政府可集中精力解決民生問題。即使由「民

陣」發起的遊行，除了部分人士提出梁振英下台

外，參與市民在遊行隊伍中亦提出不同訴求，如要

求政府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改善經濟及社會福利

等。這說明，不管是「倒梁」還是「撐梁」的遊行

市民，主流訴求都是希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特首梁振英昨日透過網誌，祝願市民在新一年事

事順利、身體健康、生活愉快。他表示對新一年有

新盼望，包括香港經濟可以有比較高速度增長，社

會可以更好地應對房屋、貧窮、老年社會和環保問

題，希望市民齊心支持和配合政府施政，使政府可

以盡快紓緩和解決各種問題。梁振英對新年的新盼

望，是符合元旦遊行主流訴求的。

元旦遊行大致平和理性，與香港現在的狀況密切

相關。對比歐盟各國，由於歐債危機不得不採取緊

縮政策，削減民眾福利，導致歐洲多國數百萬人走

上街頭抗議緊縮政策。相比起來，香港卻是財儲豐

厚，令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可以投入更多資源改善民

生。目前歐美各國失業率高企，香港失業率僅為

3.3%，幾乎實現全民就業。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下，

香港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實施了最低工資，底層打

工仔的工資提升三成以上。香港民生絕非「水深火

熱」，社會矛盾更非「你死我活」，這是元旦遊行平

和理性的背景。

最新的民調顯示，特區政府民望各項滿意度指標

均有改善。調查結果反映了特區政府近期推動的民

生措施，如解決「雙非」問題、打擊水貨客、推出

長者生活津貼等，能令市民感到政府意欲有所作

為。事實上，梁振英以民生為先的施政理念，得到

中央肯定和市民認同，應該堅持下去。

(相關新聞刊A1至A4版)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終於在死線前就解決

「財政懸崖」達成協議，同意向富人加稅和

延長失業救濟，參議院已通過方案，如無意

外眾議院也將表決通過。美國兩黨倉促達成

妥協方案，只是將財政危機延後。方案加稅

削支幅度有限，且根本未提及對稅收體制、

福利支出作重大改革，對削減美國巨額財

赤、擺脫債務危機幫助不大。兩黨對是否向

富人加稅、削減福利的分歧根深柢固，日後

在財政稅收政策上的角力將更趨激烈。

經過兩黨多番討價還價達成的協議，比雙

方最初設想的規模要小得多，例如，總統奧

巴馬提議向收入25萬美元或以上人士加稅，

但最終門檻提升至40萬，未來10年帶來的約

6,000億美元稅收，亦遠遜於原本1萬億美元

的目標，對美國政府開源並無太大幫助。美

國的財政赤字主要由福利支出、醫療保健類

支出造成，這部分內容在協議中亦未涉及，

華府未來將承受更大削減社會和醫療保障開

支的壓力。如今自動加稅的威脅已解除，奧

巴馬挾民意迫共和黨提高債務上限籌碼變相

消失。原定昨日啟動的1,100億美元跨政府部

門自動削支機制延後兩個月實施，雖為白宮

爭取更多時間制定新預算，但是美國的財政

危機是結構性矛盾所致，不痛下決心增稅和

節支，沒有別的自救之路可走。即使躲過一

時，財政問題仍將長期滯留懸崖邊上。

眾所周知，美國兩黨政治對立嚴重，民主

黨秉持增加開支、加強管制的大政府理念；

共和黨則要求減少開支、放鬆管制。在此次

加稅的爭議尤為突出。前總統小布什在2001

年對年收入低於40萬美元個人、及年收入低

於45萬美元家庭的減稅優惠，永久延長實

施。在新協議下，年收入高於上述門檻者的

稅率，從目前的最高稅率35%調升至39.6%。

而這只是恢復到未減稅時的稅率。對於這項

協議，即使是妥協的產物，兩黨均相當不

滿。許多民主黨人尤其對於協議將增稅門檻

由25萬美元提升至40萬美元難以釋懷，認為

讓步太大。同時，這是美國近20年來首次上

調個人所得稅稅率，是共和黨人難以接受

的，因為共和黨長期以來恪守不增稅的信

條，日後勢必利用每個政府需要暫時性支出

法案或擴大舉債權限的機會，對奧巴馬施加

節省支出的壓力。由此觀之，協議雖然推遲

了「財政懸崖」的發生，但並未化解財政危

機。美國要擺脫財政困境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　 (相關新聞刊A6版)

主流民意期待特首振經濟惠民生 財政危機雖延後 兩黨政爭停不了

「墮崖」危險暫告一段落，美國有望避

免瘋狂削支加稅導致經濟再衰退，民眾或

可暫且喘一口氣，但無論是總統奧巴馬抑

或投資者都深明，「縮水版」協議只屬緩

兵之計，兩黨就削支的「大和解」仍有

難以逾越的鴻溝，威脅美國前景的問題並

未消失，黨爭恐持續深化。

新方案取消了前布什政府的低收入階層

稅務優惠，意味僱員為社保而繳交的工資

稅將由去年4.2%增至6.2%，另加上富人增

稅，經濟增長今年料跌至1.9%，這當然遠

好過「墮崖」造成的0.5%負增長，但不足

以迅速提振就業市場。暫延自動削支帶來

的暗湧亦不容忽視，現時16.4萬億美元

（127萬億港元）的國債上限成為定時炸

彈，在2月底再見頂時，勢必再觸發黨

爭，打擊市場，一旦處理不當，將導致華

府運作癱瘓。

即使眾院最終通過財崖方案，共和黨人

20年來首撐加稅，間接為奧巴馬面上貼

金，但這恐怕只是表面風光。奧巴馬提議

向年收入25萬美元（約194萬港元）或以

上人士加稅，但最終門檻提升至40萬美元

（約310萬港元），未來10年帶來6,000億美元（約4.7

億港元）稅收，亦遠遜於他的1萬億美元（約7.75萬

億港元）目標。「水源」不足，華府未來將被迫削

減社福和醫保等本土開支。而且如今自動加稅威脅

解除，奧巴馬要挾民意逼共和黨提高債限籌碼變相

消失。

奧巴馬今仗只能說是慘

勝，背負沉重代價。

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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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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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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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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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崖案兩黨達共識 年收40萬美元以上加稅

兩黨在墮崖前最後一刻終就加稅議題達成共
識，為「富人」定下1%門檻，意味99%民眾
今年入息稅將大致維持不變。但美國國家稅務
局早前表示，國會在談判上不斷拖延，或令原
定1月中展開的報稅期推遲到2月中，亦意味民
眾將較遲獲得平均3,000美元（約2.3萬港元）
的退稅。
美國稅務政策中心經濟師威廉斯指出，由於

協議細節尚未公布，目前無從得知該1%富人
稅增幅。民眾雖能避開入息稅增加，但工資稅
扣減2個百分點的優惠將如期失效，意味稅額
仍有些微增幅，預料令打工仔每年多繳1,250
億美元（約9,688億港元）稅款。

■《華爾街日報》

99%人入息稅不變
報稅或延遲

道指彈166點收爐 全年升7.3%

拆 彈 功 臣

■共和黨籍眾議院

議長博納有壓力。

■拜登「拆彈」經驗豐

富，與參議院共和黨領

袖麥康奈爾談判，財崖

方案才得以妥協，難怪

會後拜登直豎拇指。

重要新聞

元旦未完蛋
美避過墮崖

兩黨協議重點
入息稅

■年收入逾45萬美元（約349萬港元）的家庭，或個人
年收入逾40萬美元（約310萬港元）人士，最高稅率增
至39.6%，低於門檻者的稅務減免獲永久延長。但目前
未知這門檻是以總收入還是包含減稅額在內的可徵稅收
入計算。

投資稅

■超過上述門檻者的長期資本收益和股息最高稅率，將
由目前15%增至20%，低於門檻者則永久維持目前15%
最高稅率。最低層納稅人則繼續享有零稅率。

最低稅負制（AMT）

■協議將永久並具追溯性地修正AMT，以免近2,800萬
戶家庭在今年額外繳稅。

PEP及皮斯條款

■條款重新生效，將令年收入逾30萬美元（約233萬港
元）的家庭，或年收入逾25萬美元（約194萬港元）的
個人最高稅率增加約1%。

遺產稅

■繼承目前遺產規模達500萬美元（約3,875萬港元）始
需繳稅的門檻，但最高稅率由35%上調至40%。

薪俸稅

■低收入階層薪俸稅從4.2%增至6.2%。

延遲削赤

■將未來10年削支1.2萬億美元（約9.3萬億港元）的措
施押後兩個月實施，其間開支差額將由國防與非國防項
目及新收入彌補。

續加富人稅

■未來10年透過一系列向富人加稅的措施，為庫房增加
6,000億美元（約4.7萬億港元）收入。

延長失業救濟福利

■延長期限一年，約200萬人受惠。

延續各項稅務優惠

■延續多項預定於年初失效的稅務優惠或福利，包括對
低收入人士及有子女家庭的稅務優惠，部分於去年到期
的條款亦具追溯性，有助民眾和企業應對經濟緩慢復
甦。

其他

■暫時延長農業方案，並取消增加國會議員生活津貼。

■《華爾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