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度拜相的安倍晉三為鞏固政權，連番

出招打救經濟，既大灑金錢又狂印銀紙，

雖解決燃眉之急，卻帶來惡性循環。安倍

政府欲推改革提升製造業競爭力，促進出

口，代價是經常帳盈餘上升，推高日圓匯

率，競爭力打回原形。安倍無視債務近乎

爆煲，不惜掏空國庫，換取短暫利益，令

復甦遙遙無期，隨時成為「千古罪人」。

歐美債務問題曠日持久，計時炸彈隨時

爆發，需求持續疲弱，日本出口前景被潑

「冰水」。安倍上台後，在釣魚島主權問題

比前朝政府更強硬，任由中日關係緊張，

無視中國潛力無限的市場。自民黨內部對

加入「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TPP)談判仍有分歧，靠攏美國不成，又與

中國對抗，正處於兩頭不到岸的尷尬局

面。

韓國巨企三星憑智能手機及板腦崛起，

曾叱 一時的日企不堪一擊，暫停生產

線、被降至垃圾級等消息不絕於耳。索尼、聲寶等發展

方向模糊，領導層不思進取，難寄予厚望。日本企業稅

達4成，嚇怕不少外資，營商環境苦無生氣。安倍政府對

此束手無策，日企無力翻身，連捱打的機會也沒有。

選民懲罰野田政府才支持自民黨，然而時勢造英雄的

安倍推行經濟改革經驗欠奉，親信大多不主張大刀闊

斧，作風毫不協調。人口老化令福利開支變無底深潭，

年輕一輩負擔沉重，無出路無希望，經濟難有新動力。

安倍聲言要打破短命首相宿命，不過觀乎其經濟政

策，冒險將日本推向破產邊

緣，他再度肚痛下台絕非天方

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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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府聲明稱，將撥款3.8萬億日圓(約3,316億港元)作為東
日本大地震重建及防災準備、3.1萬億日圓(約2,705億港

元)用作刺激民間投資，另3.1萬億日圓投入社會保障等措施。
連同未計入預算的基礎退休金政府負擔部分，政府下周二決
定的上年度補充預算總額，將升至13.1萬億日圓(約1.14萬億港
元)。

擴開支遏日圓 市場觀望央行出招

政府為刺激計劃融資，將追加發行約5.2萬億日圓(約4,538億
港元)國債，使本財年新發國債規模達50萬億日圓(約4.36萬億
港元)水平，遠超前民主黨政府設下的44萬億日圓(約3.8萬億港
元)新發國債上限。

安倍表示，通過大規模公共開支克服長期通縮及日圓升
值，對日本經濟復甦至為重要。日政府還要求央行引
入更高通脹目標，實施更積極貨幣政策。日央行本月21
至22日舉行議息會議，消息透露，央行很大機會接納安倍
要求的2%通脹目標，外界觀望央行會否推出新招救市。

選前料懶理財紀 增長目標恐太樂觀

三井住友資產管理公司資深經濟師武藤弘明指，安倍可能
為經濟注入更多強心針，並在選舉前對財政紀律「隻眼開隻
眼閉」，除非政府採取措施恢復財政穩健，否則日本長債債息
會有上升風險。

法國農業信貸銀行駐東京首席經濟師尾形和彥表示，消息

為投資者帶來信心，不過東北地區重建工程龐大，建築工人
短缺，公共工程項目對經濟的裨益很難在短期內顯現。他預
期本財年只能落實1/3公共工程，令經濟增長最多0.4%至
0.5%，指政府的2%經濟增長目標過分樂觀。
■共同社/彭博通訊社/英國《金融時

報》/《華爾街日報》/CNBC

日本政府昨通過總值20.2萬億日圓(約1.76萬億港元)的緊急經濟刺激措施，包括中央政府撥出10.3萬億日

圓(約8,988億港元)，期望推動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2%，以及創造60萬個職位。分析認為，措施刺激作

用短暫，卻令國家負債百上加斤，影響信貸狀況。輿論批評，首相安倍晉三為帶領自民黨勝出7月參議院選

舉，不惜一切爭取經濟政績，非常功利。

安倍晉三上台，揚言壓日圓振經濟後，
投資者紛紛鎖定日圓套利，短短3個月就
勁賺77%報酬率。

彭博通訊社報道，在過去3個月來，借
日圓投資「彭博-摩根大通亞幣指數」10
種交易最熱門貨幣，投資報酬換算成年率
高達77%，反觀借美元或歐元的套利交易
分別賺7.8%與蝕4.3%。在亞幣指數中，

人民幣所佔比重最高，達38%，其次是韓
圜佔14%，新加坡幣和港元分別佔9.3%。

日圓兌美元20天相對匯率與亞幣指數周
一跌至負0.7，為2010年6月來最低，顯示
日圓匯率還有下跌空間，而亞洲各國貨幣
有望上升。「彭博相對加權指數」顯示，
日圓去年累跌15%，為1979年來之最。

■彭博通訊社

上台誓遏日圓 投資者套利勁賺77%

外界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主張的經濟政策
為「安倍經濟學」(Abenomics)，這專有名詞
現成為網絡搜尋巨擘Google的熱門搜尋字。
截至昨日，「安倍經濟學」的搜尋結果達
5.88萬項，雖仍遠低於「(美國總統)奧巴馬經
濟學」(Obamanomics)的76.7萬項，但因安倍
只是剛上任，預料搜尋結果將與日俱增。

安倍要求日本央行推行無限寬鬆，並訂立

2%通脹目標，外界遂稱這政策為「安倍經濟
學」。隨 日本內閣昨通過巨額刺激經濟措
施，料會有更多人將該名詞掛在口邊。

■Marketwatch網站

網絡熱門搜尋「安倍經濟學」

安倍推出

刺激經濟措施利好股市，

日經225指數昨收報10,801點，上升1.4%，創近2年高

位。日圓兌美元一度跌至89.35美元，是2010年6月來低

位；兌歐元亦跌至118.59水平，創前年5月以來新低。

日本《每日新聞》報道，電子業巨頭聲寶上季錄得約

200億日圓(約17.5億港元)盈利，是逾1年來首次轉虧為

盈。公司股價昨上升近13%，報330日圓。

摩根大通駐東京首席外匯策略師棚瀨順哉稱，經常賬

數據公布後，投資者開始沽日圓，日圓容易受負面消息

影響。有市場人士

稱，日圓貶值有利

出口，商品有關股

份會受追捧。

財務省昨公布去

年11月日本國際收

支 經 常 項 目 出 現

2,224億日圓(約193

億 港 元 ) 逆 差 ， 是

1985年有紀錄以來

單月第二大。

■法新社/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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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圓近期迅速走低影響下，日本黃金
零售價昨日時隔32年創下高位。主要貴金
屬交易商設定的黃金零售價格為每克
5,067日圓，扣除5%的消費稅後，相當於
每克4,826日圓，僅次於1980年9月26日創
下的4,900日圓歷史紀錄，但當時日本尚
未引入消費稅。

日本期貨市場黃金價格也一路上漲。在
東京工業品交易所，扣除消費稅和手續費

後，今年12月
交割的期金價
格昨升至每克4,820日圓，創下1982年黃
金期貨入場以來的新高。

近期各主要國家實施貨幣寬鬆政策，大
量資金湧向黃金市場，推高以美元定價的
國際黃金市場價格。加上日圓對美元急速
貶值，更使日本市場金價水漲船高。

■新華社

美國商務部昨公布去年11月貿易逆差按月擴

大15.8%，至487億美元(約3,775億港元)，創7

個月來新高。美股昨早段微跌。道瓊斯工業平

均指數早段報13,456點，跌14點；標準普爾

500指數報1,472點，升11點；納斯達克綜合指

數報3,122點，升不足1點。

歐股窄幅上落。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

6,109點，升7點；法國CAC指數報3,695點，

跌7點；德國DAX指數報7,712點，升3點。

美國富國銀行昨公布上季業績，盈利增長

25%，收入上升7%至219億美元(約1,698億港

元)，較分析師預期為佳。意大利和德國10年

期債息差昨日在倫敦收窄至248基點，是前年

7月以來首次低於250基點。

■路透社/美聯社/法

新社/彭博通訊社

貿易逆差擴大

美股早段微跌
美國運通（見圖）公司前日宣布，今年將裁員
5,400人，佔6.35萬總員工人數的8.5%，大部分

是旅遊部門，主因是消費者和企業越來越依
賴互聯網訂位。公司同日公布第4季初步業

績，盈利大跌47%，稅後支出也創5.94億
美元(約46億港元)新高，包括2.87億美元
(約22.2億港元)遣散費等。
美國運通是美國消費金額最大的信用卡

發行公司，它同時提供全世界客戶旅遊訂位和
諮詢服務，競爭對手包括Priceline.com 和Expedia Inc.
等網上旅遊公司。財務報告顯示，在去年第3季，旅
遊佣金和和信用卡費用較去年同期跌3.1%。第4季淨
收入從前年同期的11.9億美元(約92.2億港元)減少至
6.37億美元(約49.4億港元)。

■彭博通訊社

安倍糖衣毒藥
稱可創60萬職GDP增2%  國債百上加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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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萬億日圓振經濟

獲提名為下任美國財長的雅各
布．盧（圖右），其「鬼畫符」簽
名近日成為媒體熱話，總統奧巴
馬也趁機奚落一番，建議他及早
更改簽名，避免弄得美元貶值。

奧巴馬在公布新財長人選時表
示，一直未留意現任白宮幕僚長

的雅各布．盧的簽名。近日經媒體熱議，奧巴馬打趣稱「為
免導致美元貶值」，曾想過撤回提名。他笑言：「雅各布向我
保證改用新簽名，起碼讓人能夠辨認一個字母及財長的簽
名，令美元不會貶值。」 ■法新社/美聯社

打趣財長 奧巴馬：改簽名避美元貶值

日金價32年高位

網上旅遊公司搶客

美國運通裁5400人

■安倍推出巨額措施

振興經濟。右下為日

本央行。 路透社

■設計圖片

■安倍透過擴大公共開支刺激經濟。

圖為東京道路建設工程。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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