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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反應意外地冷淡，投資者對於無限QE延至明年才出台感到失望，加
上獲利回吐，日股昨收報10,709點，跌0.35%；日圓匯價止跌回升，昨

報1美元兌89.03日圓。日本5年期債息昨觸及0.15厘，距離歷史低位僅0.5基
點，10年期債息則跌至0.73厘，反映債券投資者預料
QE將延續數年。東京信金資產管理公司資深經紀山下
智巳估計，一旦通脹達2%，日股可上望15,000點。

續近零息 上調增長預測至2.3%

央行議息後發聲明指，為引入2%「物價穩定目
標」，將持續推行強力貨幣寬鬆措施，在現行購買資產
計劃完成後，明年初起「不設期限」每月購入金融資
產，其中長債約2萬億日圓(約1,745億港元)，通過增加
貨幣供應降低利率，以促進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央行
維持0至0.1厘超低息，並指日本經濟仍疲，去年核心消
費價格指數增長也在約0%徘徊，今年物價有望輕微上
升，並將本財年經濟增長預測從此前1.6%上調至2.3%。
央行還與政府就加強合作克服通縮、實現經濟可持續增

長發表聯合聲明，以顯示支持政府救市計劃。這是央行近10年來，首
次連續兩次議息後出台寬鬆措施，亦是為結束20年通縮的最強烈承諾。
9人審議委員中，有2人反對通脹目標和聯合聲明。部分市場人士擔心，濫

印銀紙會導致日圓長債信用下降、利率攀升，為金融市場埋下隱患。
只顧推高通脹而忽略增加民眾購買力，亦無助推動實質需
求。安倍力推寬鬆政策和遏抑圓匯，亦將加劇與貿易
夥伴的衝突。

日圓先生：前副行長是理想繼任人

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師島峰義清(譯音)表
示，雖然央行表態與政府合力抗通縮，但政府仍會
繼續施壓，這將反映在下任央行行長任命上。
綽號「日圓先生」的日本經濟學者 原英資表示，日圓

近期跌勢頗急，估計再下調空間不大，並認為美元兌日圓跌
至90至92水平已足夠讓日本出口受惠，若繼續尋底會不利經
濟。他又稱，央行前副行長武藤敏郎是理想繼任人。
現職大和總研理事長的武藤前日表示，央行若要扭轉通縮，應考慮

所有政策選項，切勿有所顧忌，否則貨幣政策將失去靈活性。他稱寬鬆
貨幣政策持續至明年底的可能性很高，買國債對QE最適當不過，也是最實
際的政策。

政府續施壓 要央行每季報數

政府昨傍晚在首相官邸召開經濟財政諮詢會議，安倍會上表示，期待央行
早日達成2%物價穩定目標，推動大膽的金融寬鬆政策。為讓央行負責，希望
今後在經濟財政諮詢會議上，每一季都集中審議金融政策、穩定物價等的成
效。 ■共同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CNBC/中央社

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持續施壓下，日本央行正式就範，昨結束一連兩天議息會議後宣布引入2%通

脹目標，並仿效美國聯儲局開放式買債政策，明年起實施「無限期」量化寬鬆(QE)，每月購入13萬億

日圓(約1.1萬億港元)資產。分析指，2%通脹目標短期內難以達成，加上央行行長白川方明的繼任人4

月上任後，將更緊密配合政府抗通縮，日版「無限QE」料將維持一段長時間。

德央行警告：

日本央行決定推出「無限QE」，反映安倍晉三決
心為日經濟下重藥。新華社昨發表評論文章，認為
安倍須趕在債務危機爆發前振興經濟，一旦失敗，
日本以至全球均會遭殃，形容安倍的冒險「不成功
便成仁」。
文章指，2008年金融海嘯後，全球主要央行均避

免重蹈日本20年前的覆轍，避免陷入漫長「失落
期」。從美國聯儲局、歐洲央行到英倫銀行，貨幣
官員積極干預刺激經濟，安倍也有理由大膽一次。
文章稱，日本多年通縮，零息率意味正利率，日

央行仍有寬鬆餘地，提高通脹目標有助解決通縮，
也有助紓緩日圓高企問題。雖然近期日圓兌美元貶

值約15%，但2008年次按風暴以來日圓已升值三
成。

上調通脹將推利息 加速債務危機

文章認為，安倍若不能成功刺激經濟，以增長帶
動稅收，進而控制政府債務，將前功盡廢。最大風
險來自債務，無論是提高通脹目標還是增加財政開
支，將惡化國債狀況。日本提高通脹目標後，政府
長期以來享受的超低融資成本將顯著上升。一旦通
脹提高到2%至3%，政府融資利率將上升3個百分
點，政府利息開支增加將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7%，加速債務危機來臨。 ■新華社

新華社：安倍冒險若失敗將害全球

昨日是法國及德國簽署《愛麗舍條約》50周年，法國總統奧朗德聯
同內閣官員在德國柏林出席紀念儀式，並會晤德國內閣及國會。奧朗
德又與德國總統默克爾舉行聯合記者會，強調兩國的夥伴合作關係，
默克爾透露，德法將於5月前提出聯合方案，以穩定及深化歐元區統
一。
默克爾表示，兩國聯合方案將針對就業、經濟增長及加強競爭力。

奧朗德強調，兩國對歐元區深化合作有共同責任。法國和西德在1963
年1月22日簽訂《愛麗舍條約》，象徵兩國戰後和解，當年奧默二人都
只有8歲。
「默朗德」在處理歐債危機的立場迥異，奧朗德力倡增加政府支出

以刺激經濟，默克爾則主張緊縮。不過法國近日出兵馬里，德國派出
兩架軍用運輸機及撥款100萬歐元(約1,032萬港元)作人道支援，獲奧朗
德歡迎。

荷蘭財相接任歐元集團主席

另一邊廂，歐元集團主席容克前日宣布，正式任命荷蘭財相迪塞爾
布洛姆接任主席一職，任期30個月，期間他將身兼上述兩職。迪氏表
示，珍視歐洲社會制度，並闡述其工作重點，包括致力建立銀行業聯
盟、促進歐元區財政整合與結構性改革，致力提高經濟增長及增加年
輕人就業機會。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每日電訊報》

「默朗德」慶友好條約50周年
近年傳統印刷媒體市場

持續受數碼媒體侵蝕，不
少傳統大報力謀轉型，英
國《金融時報》前日就宣
布重大改革，總編輯巴伯
向員工表示，該報需為數
碼化時代轉型，今後將採
取「數碼平台為先，報紙
為次」的新路線，包括聘
請10名專責網站報道的記
者，並裁減35名現有員
工，目標是於今年節省
160萬英鎊(約1,967萬港元)
成本。
巴伯在內部通告中指

出，會繼續進行結構性改
革，配合網上及平面讀者
需求，否則報紙便無法生
存下去。他提出8點轉型
計劃，包括將版面編輯轉
為網站內容編輯，並結束
現有新聞內容外判，但無
提及母公司培生集團是否
有意將該報賣盤。

■《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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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ILO)前日發布本年度全球就業趨勢報告，
顯示全球失業人口將增加510萬，達2.02億，突破2009年的最
高紀錄，當中15至24歲青年失業人口更將攀升至7,420萬。
ILO表示，全球經濟形勢不確定，加上歐元國採取不當

政策應對經濟危機，削弱了消費需求，阻礙投資及就業發
展，令失業危機持續，甚至波及其他失業現象不嚴重的國
家。ILO估計，發達國及歐盟今年失業率為8.7%，亞太
4.5%，均按年增加約0.1%。

政府支債失衡威脅全球

世界經濟論壇(WEF)年會昨在瑞士達沃斯揭幕，創辦人
施瓦布表示，儘管市場對今年前境重拾信心，但世界尚未
脫離全球經濟崩潰的風險。他呼籲企業及各國領袖應建基
於「謹慎的現實主義」，致力恢復公眾信心，以免再發生金
融危機。他強調，傳統就業模式無助走出困局，就業市場

欠缺足夠工程及科技人材，期望美國作為全
球最大經濟體，能在國際發揮領導

作用。WEF年度風險報告指
出，政府債務及收支失

衡，是全球經濟最大
威脅。 ■法新社/

美聯社/路透社/

共同社

全球失業今年創新高
年輕人重災

無限日本 QE
定2%通脹目標 市場冷淡股跌匯升

德國央行行
長魏德曼前日批

評，日本和匈牙利政府
大肆干預央行政策，施壓實

施「更激進的貨幣政策」，威脅央
行的獨立性。他警告，日本不要藉由過

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將圓匯「政治化」。分析
指言論反映歐洲日益擔心其他央行將相繼貶
值貨幣以刺激經濟。
魏德曼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央行

「被迫」採取很多措施支撐金融系統、刺激
經濟及降低政府再融資成本，甚至是保證政
府償付能力。他認為，政府干預將導致匯率

政治化，繼而導致全球陷入貨幣貶值戰。央
行喪失獨立性，並在政府壓力下承擔穩定物
價以外的更多不必要職責，亦會導致全球通
脹高企。他指央行保持獨立性的最好方法，
是嚴格界定職責，這才是「可持續之路」。

匈政府干預央行 遭歐盟扣貸款

匈牙利政府無視國內通脹問題，於去年委
任多名支持減息的理事進入央行政策委員
會，遭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批
評，並因此被扣起150億歐元(約1,549億
港元)援匈貸款。

■法新社

日勿將圓匯「政治化」

多家美企昨開市前公布業績，當

中好壞參半，投資者觀望收市後才

公布的Google和IBM成績表，美股昨早段牛皮偏軟。道瓊

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3,631點，跌18點；標準普爾500

指數報1,483點，跌2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3,125點，跌

9點。

歐股個別發展。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179點，跌不

足1點；法國CAC指數報3,746點，跌17點；市場擔心德國

銀行業穩健情況，德國DAX指數報7,691點，跌55點。

蘋果盈利料跌2%  10年來首次

蘋果公司今日公布上季業績，市場估計盈利將下跌2%，

是近10年來首次，主因是三星的競爭，以及智能手機市場

增長放緩。 ■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業績好壞參半

美股早段跌18點

月泵萬億

■安倍上任以來大力

壓圓匯並強迫央行將

通脹目標升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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