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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證券駐新加坡外匯分析師克雷
格．陳指出，亞洲經濟增長潛力

相對較大，非常吸引尋求高回報的投資
者。據EPFR Global數據顯示，全球投
資者今年向亞洲新興市場的債券共同基
金注資近70億美元(約543億港元)；世界
銀行指出，上月流入新興市場的資本按
年增加42%，達640億美元(約4,966億港
元)。

新興國外儲增萬億 韓減息1/4厘

面對「來得快，去得快」的熱錢湧
入，亞洲新興國今年已將外匯儲備提高
1,200億美元(約9,312億港元)。新西蘭央

行前日揚言繼續干預匯市，以遏抑紐
元；澳洲央行周二減息至新低水平；泰
國亦計劃壓低自1997年以來最強勢的泰
銖。

在澳洲、歐洲及印度央行減息後，韓
國昨突然宣布減息1/4厘，至2.5厘，是
半年來首次減息，外界原本預期息口不
變。韓國去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2%，今年增長料介乎2.6%至2.8%，增
速緩慢。熱錢流入加上日圓貶值，嚴重
打擊韓國出口，料加大了韓國央行減息
的壓力。

減息消息中止韓圜4日升勢，昨跌
0.4%，報1美元兌1,091韓圜。5年期韓債

孳息率跌1基點，至2.72厘。

日圓半年跌兩成 重挫韓出口

過去半年來日圓兌美元貶值20%，日
本出口貨品變相減價，海外競爭力大
增。日本汽車及電子產品是韓國的主要
競爭對手，韓國出口業在圓匯暴跌下首
當其衝。日本鋼鐵出口今年首季按年增
加10.7%，韓國則減少10.6%；韓國最
大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亦大跌
15%。
■《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新華社/韓聯社

隨㠥韓國央行昨減息至2.5厘，近一
周以來減息的主要央行增至4家，歐
洲、印度及澳洲央行均已先後減息。分
析指出，今年全球經濟好轉，息口理應
回升，但近期趨勢卻反其道而行，與日
本超寬鬆政策造成圓匯急跌大有關連。

韓圜兌日圓自去年11月起已升值

20%，路透社引述韓國央行行長金仲秀
指，他視今次減息為反擊圓匯跌價的措
施。瑞信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普萊爾－萬
德斯福特預料，減息潮會延續數周至數
月，下一個減息的地區應是台灣，印度
息口年底前亦可能再下調最少半厘。

部分央行力推超寬鬆貨幣政策，造成

本幣弱勢，亞洲等地貨幣變相升值；為
防匯價急升損害出口，不少央行轉而尋
求減息。普萊爾－萬德斯福特警告，菲
律賓及泰國等東盟國家可能跟隨減息，
令熱錢流入更嚴重，他尤其擔心泰國減
息將加劇信貸泡沫。

■CNBC

歐洲央行上周宣布減息至0.5厘，行長德拉吉
表示，若有需要將再減息，並對存款負利率持
開放態度。然而彭博通訊社對32名經濟師的調查
得出的預測中位數顯示，歐央行在2015年前不會
減息，其中27人預測今年底前不會再減息。

英利率及買債規模不變

雖然全球多家央行相繼減息，但英倫銀行昨
議息後決定，維持基準利率0.5厘和3,750億英鎊
(約4.5萬億港元)買債規模不變，一如市場預期。
報道指，英倫銀行按兵不動，是有見英國首季
經濟有復甦跡象。英國智庫「國家經濟社會研
究院」昨表示，該國經濟過去3個月增長0.8%，
但警告復甦步伐仍緩慢。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路透社

日本電子業
巨頭索尼昨公
布截至3月底
的全年業績，
受日圓貶值和

出售辦公室物業等資產帶挈，上季
錄得939億日圓(約73.7億港元)盈利，
遠勝市場預期；全年錄得430億日圓

（約33.8億港元）盈利，遠勝前一個
財年的4,570億日圓(約358.9億港元)
虧損，是5年來首次轉虧為盈。

索尼表示，公司期內銷售額按年
升4.7%，達6.8萬億日圓(約5,340億
港元)，預測至明年3月的財年盈利
可達500億日圓(約39.3億港元)，銷售

額將攀升至7.5萬億日圓(約5,890億港
元)，主要受惠於日圓兌美元貶值近
兩成，促使海外銷售的產品價格下
跌，刺激銷量。

諾基亞768元手機攻新興市場

芬蘭手機生產商諾基亞昨於印度
新德里發布低端「Asha 501」(見圖)

觸屏2G手機，料主力進軍印度等新
興市場，售99美元(約768港元)。面
對蘋果公司和三星等激烈競爭，諾
基亞今年首季智能手機銷量大跌
49%，分析指產品在印度及非洲等
新興市場的銷售將左右公司命運。

■法新社/美聯社

美國勞工部
昨公布，上周
申領失業救濟

人數減少4,000人，至32.3萬人，是近5年
半新低。雖然就業數據好過預期，但美股
早段反覆，至中段上升。道瓊斯工業平均
指數昨中段報15,126點，升21點；標準普
爾500指數報1,629點，跌3點；納斯達克綜
合指數報3,420點，升6點。

歐股個別發展。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
6,592點，升9點；法國CAC指數報3,928

點，跌27點；德國DAX指數報8,262點，
升12點。

市場憂將回吐 形成「5月沽貨」

繼失業率跌至7.5%的4年新低後，最新
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減少，均反映美國就業
市場持續改善，但零售銷售及製造業數據
未如理想，外界觀望僱主今季或因業績疲
弱而增加裁員。BMO Private Bank投資總
監埃布林認為，市場可能快將回吐，形成

「5月沽貨」。

「新末日博士」魯比尼警告，雖然市場
未出現泡沫，聯儲局未來2年亦會繼續寬
鬆，但之後「政策市」可能大幅下挫。摩
根士丹利分析師預計，標普500指數年底
將回落至1,600點水平。

總統奧巴馬近日出訪多個州份，向民眾
重申政府振興就業市場的決心。美國首季
失業率平均7.7%，但黑人及拉美裔失業率
分別高達13.6%及9.5%。

■路透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BC

美國達拉斯聯儲銀行行長費希爾前日
受訪時表示，聯儲局資產負債表正直逼
4萬億美元(約31萬億港元)，情況不能持
續，須為其規模設限，若需逐步削減買
債規模，他建議減少購買按揭抵押證券
(MBS)。費希爾是聯儲局鷹派官員，一
直反對加推量化寬鬆(QE)，對於局方購
買MBS的效果，他認為樓市已反彈，目

前有矯枉過正的風險。
另一方面，美國財長傑克．盧前日出

席關於2014財年聯邦政府預算的國會聽
證會，指美國可兼顧財政整固和為經濟
長遠發展打下基礎，在增加投資製造
業、創新、基建等關鍵領域的同時，透
過福利項目、稅收改革、精簡政府開支
等減少財赤。 ■彭博通訊社

聯儲局鷹派：資產負債表須設限

美英日歐罪魁 澳紐中泰菲央行拆招

亞太壓本幣抗熱錢美國聯儲局、英倫銀行、日本

央行大手量化寬鬆(QE)，加上歐

洲央行早前減息，全球主要央行

紛紛放寬貨幣政策，促使熱錢加

速湧入亞太地區，推升亞洲貨

幣，打擊亞洲出口。澳洲、新西

蘭、中國、泰國及菲律賓面對高

踞不下的貨幣升值壓力，只好以

減息及擴大外匯儲備等方法迎

擊。

斯洛文尼亞政府昨公布一系
列總值10億歐元(約102億港元)
的「行動計劃」，希望透過加
稅、私有化及緊縮削支等措
施，防止斯國步塞浦路斯後
塵，成為歐元區第6個求援
國。

當局計劃最快在7月上調銷
售增值稅至22%、明年1月開徵
新的資產稅，又打算將15家國
營機構私有化，包括第2大銀
行NKBM、航空公司Adria、最
大電訊商Slovenian Telekom及
盧布爾雅那機場等。分析認
為，計劃太集中於增稅，削支
措施不足，料難說服歐盟當
局；當地政黨SDS質疑計劃不
但無助振興經濟，反而像「火
上澆油」。

斯國樓市泡沫爆破後，主要
由國營銀行持有近70億歐元(約
713億港元)呆壞賬，相當於國
內生產總值(GDP)約20%；評級
機構穆迪上周將當地信貸評級
削至Ba1的「垃圾級」，前景負
面。

另外，希臘2月份失業率再

創新高，達史無前例的27%，
15至24歲年輕人失業率更高達
64.2%。葡萄牙失業率上季亦
升至17.7%。

G7今開會
美促歐專注增長

七國集團(G7)今明兩日在英
國開會，鑑於歐洲經濟全無起
色，美國前日呼籲歐洲領袖進
一步放寬緊縮方針，以免對經
濟造成更大傷害，但分析認為
今次會議難有新突破。
■路透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CN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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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日圓先生」之
稱的日本前財務省官
員木神原英資昨表示，
中長期而言，日圓匯
價將在1美元兌95至

100日圓的水平徘徊，不至於大幅貶
值。他指日本超寬鬆政策已漸見成效，
日股大漲，許多資產造好。

木神原認為，圓匯貶值
雖引起韓國反感，但

相 信 不 會 導 致 貨 幣 戰 爭 。 另 外 ，
Hayman Capital的對沖基金經理巴斯前
日警告，日本正陷入債務危機，遲早會
被龐大債務壓垮，指政府新近發行的

「補償債券」只是「層壓式騙局中的層
壓式騙局」。

日GDP計錯數

日本內閣府周二宣布，由於計算錯
誤，去年第4季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
衰退幅度被高估為0.3%，實際應為
0.1%；GDP平減物價指數應為0.2%。今
次日本承認「計錯數」，勢必進一步打
擊外界對官方數據的信心。

■英國《金融時報》/CNBC

遏抑本幣
為應付資金大量流入，部分央行透過擴大儲備等措施迫使本幣回復弱勢。`

亞洲外匯儲備變動
(3個月移動平均) 每美元兌泰銖 每紐元兌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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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29.30泰銖

反向量度以示
泰銖走勢

每間隔為1小時 每間隔為1小時

1,189億美元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儲備)、FactSet 《華爾街日報》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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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轉虧為盈 5年來首次彭博調查：歐央行2015前不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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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先生：圓匯不至暴跌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圓匯半年來貶值20%，日本

出口貨品變相減價，韓國最大

車廠現代汽車的收入上季則大

跌15%。 資料圖片

■韓國減息消息中止韓圜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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