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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局周三公布議息記錄 股市料波動

傳三星下月搶推智能錶英新例7天可轉戶 打破匯豐壟斷

全球首張防彈梳化開售 咕㜾可當盾牌用英高官用公帑交稅
政府指「慣例」

51
歲的谷修作失去職位後，索尼於2010年底
建議他提早退休，但他按照日本勞工法賦

予的權利拒絕，自此便與40名同被投閒置散的同事
一起，每天閒坐度日，但他矢言不會離開。谷修作
的經歷，反映出日本勞資雙方對立的僵局，在日本大
企業仍視集體裁員為禁忌之際，這類事件屢見不鮮。

54個月「肥雞餐」誘退休

索尼將「放逐室」稱為「職業構思室」，認為將員工送到這
裡並沒錯，強調會向僱員提供輔導，讓他們在集團內部或其他
公司找新工作，並會提供「肥雞餐」（賠償54個月工資），誘使他
們提早退休。不過有批評指「放逐室」的真正目的，是令僱員感覺
被遺忘、無價值、發悶，最終因不事生產而羞愧，自行求去。

美國企業以靈活見稱，當產品需求放緩，僱主裁員絕不手軟。日本的
勞工法則與西歐相近，限制企業裁員。經濟學家認為日本勞動市場須改革，
以助經營困難的企業精簡架構，提高競爭力。批評者則警告說，企業容易裁
員，將促使企業為盈利而摧毀社會結構，引發大規模失業，收入不均情況惡化。

■《紐約時報》

在日本索尼任職了32年的谷修作，在

任職的仙台技術中心裁減職位後，拒絕

提早退休，結果被調到「放逐室」，整

天看報上網，無所事事，但仍繼續支

薪。這是日本根深柢固的企業文化，限

制裁員所產生的怪現象。有經濟學家倡

議日本改革勞動市場，包括更容易裁

員，令企業營運更具彈性，批評者則指

此舉摧毀日本終身僱用制，破壞社會穩

定。

超磅B增加
危害母嬰健康

英國政府被揭10年多來用公帑為高級公務員交稅，每年為
他們節省大筆稅款。稅務及海關總署(HMRC)拒絕評論個別事
件，只強調安排屬「慣例」，但有會計師批評做法不尋常。

有關安排主要針對高級公務員獲得的福利，包括官方座
駕，頭等火車及租金津貼等。在私人機構，涉及這些福利的
稅款通常由僱員支付，而非僱主，但英國政府10多年前起與
稅局達成協議，由政府替高級公務員繳付這些稅款。

座駕開支 兩年208萬

以內閣秘書長海伍德為例，他的座駕連司機過去兩年共花

費納稅人17.21萬英鎊(約208.5萬港元)，包括4.9萬英鎊(約59萬
港元)福利稅款。另外，國民保健服務(NHS)主席尼科爾森過去
6年領取32萬英鎊(約388萬港元)福利，包括11萬英鎊(約133萬
港元)政府代繳稅款。

保守黨議員培根關注有官員享有福利免稅，認為高級公務
員應該和私人機構員工一視同仁。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ACCA)也形容此安排「非常罕見」。

雖然有些私人公司會為在危險地區工作的高層和行政總裁
交稅，但個案只佔少數。

■《每日電訊報》/《衛報》/英國廣播公司

英國民眾現時不滿銀行服務，要強忍30日才可轉戶口，但
自下月16日起，他們只需7日便可轉戶，毋需再受氣。新規例
料將觸發銀行界一場「爭客」大戰，為爭奪4,600萬名現有戶
口持有人在自己銀行開戶而各出奇謀，包括大灑金錢發動廣
告戰，以及提供現金獎賞等。

經過兩年準備及花費7.5億英鎊(約90.8億港元)，業界組織
「付款委員會」，根據銀行業獨立委員會的建議，宣布實施7日

轉戶計劃。銀行業獨立委員會認為，民眾平均26年才轉戶口
一次，僅120萬人會每年轉戶，有關建議希望提升銀行業的競
爭，打破匯豐、巴克萊、萊斯和蘇皇4大銀行的壟斷。

付款委員會表示，這項改變能為客人提供更多選擇，增加
業界競爭。但有消費者組織警告，容易轉戶並不代表客人獲
更好待遇，也有人擔心顧客只會在最大銀行之間轉戶，而不
嘗試其他新銀行。 ■《每日郵報》

美國有公司推出全球首張防彈
梳化，其防火暗格能收藏30支手
槍，附送的咕㜾可當盾牌使用，
能抵擋點44口徑麥林子彈。梳化
有多種顏色和質料供選擇，但每
張要價高達6,700美元(約51,952港
元)。

這款由得州製造商Charles Alan
生產的CouchBunker梳化重900
磅，大廈無電梯的住戶要認真考
慮如何搬運，放槍暗格可上鎖，
約闊76厘米。梳化全部訂造，聲
稱適合放在家居和辦公室，亦可
變成舒服的梳化床。製造商亦提
供輕量版，可放入遊艇和露營
車。 ■《每日郵報》

蘋果公司一直有傳正在研究智能手錶「iWatch」，但只聞樓梯響，如
今更可能被競爭對手捷足先登。多家傳媒昨日報道，三星電子將於下

月4日公布新款智能手機Galaxy Note 3的同時，發表智能手錶「Galaxy
Gear」。

Galaxy Gear具備通話、查閱電郵及網上瀏覽功能，但暫時未配備可彎曲屏
幕。索尼早於6月已公布最新一代智能手錶，產品可與智能手機連接，當有
新來電、新電郵或社交網絡更新時便會通知用家，也可播放音樂。■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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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儲備局周三將公布本月會議記錄，翌日則將於傑克遜霍爾召開年度會議，投資者
正密切觀望局方會否就何時減少買債露端倪，在充斥不明朗因素下，預料今周美國股市將會
較為波動。

由於局方要到下月中才再議息，最新公布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記錄，便成為投資者
探究聯儲局意向的明燈。至於周四的年度會議，由於聯儲局主席伯南克不會出席，市場人士
認為，將不會有人代表伯南克或局方傳達訊息。

道指創一年最大單周跌幅 銀價飆14% 

美股上周五尾市湧現大量沽盤，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於最後半小時轉升為跌，收報15,081
點，跌30點。道指上周累跌2.2%，是去年6月以來最大單周跌幅。分析員指出，上周股市走
勢反映市場可能於短期內已過度超買，故表現疲弱。

此外，中國經濟數據好過預期，刺激銀價上周大幅上升14%，創下近5年來最大單周升
幅。紐約商交所交投最活躍的9月期銀結算價升1.7%，報每盎司23美元，創3個月新高。

■CNBC/《華爾街日報》

彭博倡公屋用指紋鎖 被批變相攔截搜查
紐約市長彭博前日表示，所有公共房屋的鎖都應該換成指紋鎖，以防犯罪人士進入住

所。輿論批評彭博的言論歧視黑人和拉丁裔人士，因這些族群大多是公屋住戶，質疑指
紋紀錄的做法等於「攔截搜查」一樣，將少數族裔當做罪犯。

彭博是在每周例行廣播上，發表上述談話，多名紐約市長候選人都批評其說法。聯邦
法院上周剛裁定，紐約市警局執行多年的「攔截搜查」政策違憲，因為此舉大都針對少
數族裔，並不公平。這項措施是彭博相當具爭議性的政策。

彭博的發言人其後解釋，紐約市計劃在公屋裝設電子號碼鎖與卡片鑰匙鎖，以提升安
全，並特別指出，指紋掃描技術愈來愈普及，預料智能手機也會使用這種技術。

■美聯社

■防彈梳化外表看來與一般梳化無異，但原來內藏乾坤。

網上圖片

全球近期幾乎每周都有巨嬰挾㠥驚人體重出生的消息，根據醫
學期刊《刺針》最近刊登的研究，巨嬰數字正在增加，這種情況
令母嬰皆有危險。因BB肩膀太寬，將無法通過母親產道出生，這
可能導致嬰兒骨折，母親產道受傷或撕裂，甚至造成難產。

中國巨嬰數目增6.9%

研究發現，近20、30年來，發達國家新生嬰兒體重超過8

磅13安士的，增加15%至25%。這個出生體重一般被視為過重。阿
爾及利亞與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巨嬰人數也正在增加，阿爾及利
亞巨嬰數目增加15%，該國30%的母親體重屬於肥胖；中國巨嬰數
目則增加6.9%；印度只增加0.5%，印度母親肥胖率僅3.6%。

飲食習慣欠佳為主因

暫時未知巨嬰愈來愈多的原因，但專家認為，這可能與母親肥
胖人數增加，且飲食習
慣欠佳有關。另愈來愈
多孕婦肥胖及罹患糖尿
病，也是巨嬰增加原因
之一。相比其他發展中
國家，美國新生嬰兒體
重正逐漸降低，部分成
因是當地孕婦漸趨向採
用剖腹生產，因此嬰兒
在達到過重狀態前，醫
生就會決定讓孕婦剖腹
產下嬰兒。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醫學院婦產科教授伯
德說，巨嬰長大後可能
會出現健康毛病，肥胖
及罹患癌症的風險較
高，且可能有併發症。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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