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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國家國債大縮水(港元)

2007年：84.6萬億 近期：31萬億
美國：
35萬億

德國：
13.3萬億

法國：
11.4萬億

德國：
11.2萬億

加拿大：
4.9萬億

荷蘭：
3.5萬億

奧地利：1.8萬億

新加坡：2.2萬億

英國：
9.4萬億

西班牙：3.3萬億

加拿大：3.2萬億

荷蘭：2.6萬億

其他*：
7.8萬億

*奧地利、瑞典、挪威、新加坡、
瑞士、芬蘭、丹麥、愛爾蘭、盧森堡 **瑞典、丹麥、瑞士、挪威、芬蘭、盧森堡

其他**：
5萬億

資產評級百分比
(三大評級機構平均值)

升級和降級龍虎榜/2007年

低於B-/B3

B

BB

BBB

A

AA

AAA

近期
2007

初以來平均評級上落
降級升級

烏拉圭
玻利維亞
巴西
印尼
秘魯
巴拿馬
哥倫比亞
香港
菲律賓
土耳其

希臘
塞浦路斯
西班牙
葡萄牙
愛爾蘭
冰島
埃及
斯洛文尼亞
意大利
匈牙利
英國《金融時報》

標普2011年8月下調美國主權信貸評級，促

使投資者及金融監管機構反思「安全資產」

的定義，資金轉向新興市場。飽受債務困擾

的歐洲國家成為降級重災區，在10大最差排

名獨佔9席，希臘及塞浦路斯6年間分別平均

被降11及10.7級。拉丁美洲的烏拉圭、玻利

維亞和巴西升級幅度最大，香港亦平均上升2

級。

新興國增長勁 難壟斷「9A」

惠譽主權評級全球主管賴利稱，5年前全球

經濟較容易預測，銀行業危機往往在新興市

場發生，現時這些假設已不再成立。穆迪主

權評級主管奧斯特費爾德表示，歐美和新興

市場評級此消彼長，這種轉變正好顯示未來

會出現強勁及可持續增長的地區。市場人士

指，新興市場債券曾是高風險、高回報資

產，如今變成主流。

「9A」俱樂部仍然由發達國家壟斷，即使

新興市場來勢洶洶，要突破樽頸難度甚高。

沙特阿拉伯、卡塔爾等中東國家的評級，已

超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歐豬國」，不過歐洲

債市流動性充足、法律制度完善，仍受投資

者青睞。

中國被看好 有機晉身3A

目前中國主權評級為「AA-」，加上經濟持

續發展，令外界猜測中國會否晉身3A行列。

各評級機構皆否認偏袒西方國家，賴利認

為，經濟發展及透明度是中國挑戰3A的主要

因素，西式自由民主反而不是必要。

■英國《金融時報》

塞浦路斯全國所有銀行關閉近兩周後今
日重開，政府為了防亂，聘請負責去年倫
敦奧運保安的英國私人保安公司G4S，安
排180名保安人員到各分行維持秩序。塞財
長薩里斯稱，第二大銀行大眾銀行無投保
的10萬歐元(約99.2萬港元)以上存戶，或要
蒙受八成損失。
G4S表示，已派出750名保安人員聯同警

員通宵押送現金，認為民眾已消化援助協
議消息，不會一窩蜂提款，但避談有否加
大現金量。政府亦透過G4S從海外運款回
國，向供應商付款及向員工支薪等。
薩里斯稱，資本管制措施昨午準備就

緒。希臘報章引述政府消息稱，資本管制
將維持7天，包括禁止開現金支票、每人每
次可攜至海外的現金最多為3,000歐元(約
2.98萬港元)。商戶若有證明文件，仍可付

款給海外供應商。在海外使用塞國信用卡
和借記卡購物則會受限制，每月處理金額
不多於5,000歐元(約4.96萬港元)。
央行行長季米特里亞季斯被要求下台的

呼聲高漲，他前日稱，正以「超乎常人」
的努力確保銀行今日恢復運作，承諾會採
取臨時措施限制資金外流，並穩定最大銀
行塞浦路斯銀行的財政狀況。塞浦路斯銀
行行長阿泰米斯前日請辭，遭董事局拒
絕，另消息指該行總裁基普里昨遭央行解
僱。
數百塞浦路斯銀行員工繼續在央行總部

示威，擔心併入的「好銀行」會令職位重
疊而大裁員。該行、大眾及Hellenic銀行的
希臘分行昨率先重開，紛紛出現提款人
龍。希塞經濟關係密切，希股昨一度急跌
近5%。

列負面觀察 短期降級機會增

評級機構惠譽昨宣布，將塞國評級列入
負面觀察名單，短期內由「B」級再降級機
會增加。惠譽表示，
塞國雖同意受援，但
實際是銀行存戶「自
救」而非國債持有人
為債務問題「埋單」。
對於歐元集團主席

迪塞爾布洛姆暗示援
塞方式會成為範本，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認
為應由歐洲永久穩定
機制(ESM)為銀行再融
資，而非靠銀行存
戶。俄羅斯財長西盧

安諾夫前日稱，反對塞國規範「好銀行」，
警告會視乎資本控制情況，決定是否重組
25億歐元(約248億港元)貸款。
■《每日電訊報》/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塞銀聘G4S重兵防亂 第二大行存戶或損失八成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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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法降級
新興市場升呢 香港也有份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克魯明在《紐約時報》

博客中建議，塞浦路斯

應馬上離開歐元區，才

能保住經濟發展，並認

為塞國發行一個新的、

更便宜的貨幣，會讓經

濟復甦更快。

克魯明稱，若塞國續

留歐元區，經濟增長將

縮減達20%，因為塞國

作為境外避稅天堂的日

子可能已結束，而且歐

盟計劃強迫政府大削預

算，這將傷害該國經

濟。 ■中央社

新一代減少生育甚至索性不生，是新加坡
人口政策面對的主要問題，去年移民星洲的
印度電訊大亨莫迪認為，星政府限制單身年
輕人申請組屋，是導致生育率偏低的原因。
他呼籲當局協助年輕人上車，鼓勵婚前性行
為，增加新一代「造人」機會，更大膽說今
時今日已不存在「沒有婚前性行為的婚

姻」。
星政府一直關注生育率減少問題，除透過

新移民補充人口外，不斷推出新措施鼓勵年
輕人生育，例如增加育兒津貼、年輕夫婦首
次置業資助等，選擇與家人住在鄰近地區的
年輕夫婦更可獲額外補助。不過，這些措施
成效有限，去年出生比例為每1名女性對1.3

名嬰兒，女性平均懷孕高峰期亦達30至34
歲。

當局多項措施效用有限

一直以來，星洲單身人士若要買組屋，必
須年滿35歲，且只能從二手市場購買。本月
中，當局放寬月薪未滿5,000坡元(約3.1萬港

元)的35歲以上單身人士，購買484平方呎或
以下兩房組屋，但35歲以下單身者仍無法上
車。
莫迪認為，當局應把單身人士購買組屋年

齡下調至25歲，才能增加生育率，稱現今年
輕人傾向婚前性行為，協助單身人士置業有
助促進愛侶關係。

銀行主管：恐令樓價升

有研究員認為，莫迪所言的確有用，但前
提是政府要提供足夠補貼。有銀行投資主管
則指出，若降低組屋購買門檻，將推高房屋
需求，令樓價面臨更大上升壓力，這與政府
壓樓價的方針相違背。 ■彭博通訊社

富豪教增星生育率：助青年上車婚前造人

意大利籌組新內閣未見進展，昨拍債成績

令人失望，加上美國上月二手房屋臨時買賣

合約指數下跌，拖累美股昨低開。道瓊斯工

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4,503點，跌55點；標準

普爾500指數報1,557點，跌6點；納斯達克綜

合指數報3,242點，跌10點。

市場憂慮歐元區向塞浦路斯存戶開刀會成

為未來援助模式，歐股全線下挫。英國富時

100指數中段報6,379點，跌19點；法國CAC

指數報3,701點，跌46點；德國DAX指數報

7,797點，跌81點。歐元兌美元匯價昨一度跌

至1.2755美元，是近4個月以來最低。

■美聯社/路透社/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意拍債不理想 美股早段跌55點

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觸發多輪降級潮，

三大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惠譽及穆迪先

後摘下美國、法國及英國的最高AAA主權

信貸評級。英國《金融時報》分析顯

示，保住「9A」(獲三大同時評為3A)

的國家，被視為最安全的最高評級國

債大跌六成，從2007年初近11萬億

美元(約84.6萬億港元)，減至近期

4萬億美元(約31萬億港元)。

倫敦銀行職員失業

轉行發達

「奪命」緊縮措施
歐盟被批逼人自殺

受金融海嘯和經濟衰退衝擊，作為
全球金融中心的英國倫敦亦難獨善其
身，除愈來愈難搵工外，高薪者亦必
須面對薪水下降的現實，32萬金融從
業員只能大嘆風光不再。有危必有
機，不少銀行職員因職位岌岌可危，
索性轉行。

【個案一】「高潮導師」
盧薩達20年來歷任野村證券、摩根

大通、巴克萊及法興等多家大行，但
面對職位減少、競爭加劇，他決定追
求新生活，成為性治療師。現號稱
「高潮導師」的他在倫敦甚為知名，
無數人慕名參加其300英鎊(約3,518港
元)的療程。他忠告當地金融界人
士，應「追隨自己的熱情」，依興趣
創一番事業，離開枯燥無味的金融
業。

【個案二】開班教舞
格里戈里耶

娃是另一個例
子。她曾在法
興及匯控等歐
洲大行工作，
但3年前毅然辭
去 I N G 的 工
作，成為舞蹈
教師。她稱一
向希望創業，經濟不景令金融業吸引
力大減，正好推動她下決心追尋夢
想。 ■CNBC

歐債危機重創歐元區，各國厲行緊
縮整頓財政，醫療福利往往成為開刀
對象。由世界衛生組織(WHO)資助的
「歐洲健康體系與政策觀察站」報告
顯示，歐洲自殺及傳染病個案在金融
危機下飆升。領導研究的麥基昨批評
歐盟對緊縮政策帶來的健康問題視而
不見，是草菅人命。
報告指出，歐洲自殺率2007年起扭

轉長期下跌趨勢，加上民眾收入在緊
縮下縮水，無力負擔醫療開支，令傳
染病個案飆升。去年有報道指，希臘
衛生部門因削減預算，取消部分預防
愛滋病措施，結果令該國愛滋個案急
升。冰島在公投中否決緊縮措施，維
持社會保障體系注資規模，至今未有
爆發健康問題。 ■CN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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