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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2008年因3大銀行破產而陷入經濟危
機，近年擺脫依賴金融業，轉為以自然景色和
引人入勝的民間精靈傳說，再借助本幣貶值之
利，吸引大批旅客，經濟顯著回暖。當地旅遊
業去年佔本地生產總值(GDP)6.2%，兩年間提
高近2.6個百分點。

當地人善用冰島的傳說故事，將國家包裝成
各種精靈的故鄉，配合溫泉和噴泉等獨特景
點。西南部城鎮哈布納菲厄澤的精靈傳說享負
盛名，很多遊客慕名前來遊覽主題公園，「精
靈學校」和「精靈商店」大受歡迎。

■彭博通訊社

小精靈帶旺旅業

冰島重生

美國聯儲局前日公布報告，稱
金融海嘯發生雖已過了5年，美國
18家大型銀行都已提升對抗風險
能力，但在風險管理和資本計劃
等極重要的5個範疇中，均最少有
一項不足。總統奧巴馬同日與聯
儲局主席伯南克、財長雅各布．
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
席等財金官員會晤，他強調須盡
快落實監管金融體系的《多德－
弗蘭克法案》，確保美國金融穩
定，避免危機重演。

聯儲局將提壓測新要求

聯儲局報告顯示，在資本計劃
和風險控制範疇，18家資產規模
逾500億美元(約3,877億港元)的美
國大行已取得長足進展，但仍面
臨最少一項脆弱環節，包括風險
評估、風險報告、應對經濟危機
和經濟形勢的變化、風險控制、

內部治理機制等。

監管過嚴或損經濟

報告無具體指明哪些大行面對
哪種問題，局方強調，隨 經濟
形勢變化和業務模式創新，美國
銀行業將面臨新風險，因而大行
資本計劃和風險控制措施亦應及
時更新，聯儲局在日後壓力測試
中會提出新要求。聯儲局3月開展
的年度銀行壓測結果顯示，18家
大行去年底的平均一級普通資本

充足率為11.3%，高於2008年底
5.6%的平均水平。

共和黨籍國會金融服務委員會
主席亨薩林認為，《多德－弗蘭
克法案》儼如「奧巴馬醫保」，不
但內容不全面，並打擊目前疲弱
經濟，有必要廢除。有市場人士
指，控制資本及借貸能力間須權
衡利弊，若監控過嚴，可能影響
銀行帶動經濟的能力。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華爾街日報》

憂大行風險失控 奧巴馬促金改
進入投資銀行工作是不少年輕人

夢寐以求的職業，但其工時和壓力
並非人人可承受。美銀美林21歲的
德裔實習生埃哈特，上周四離奇伏
屍倫敦租屋的浴室內，室友指他連
續3日到早上6時才回家，外界質疑
美銀美林要求實習生長時間工作，
令埃哈特過勞猝死。

埃哈特曾就讀德國著名的奧托貝
森管理研究院，並是美國密歇根大學羅斯商學院交換
生。他今夏加入美銀美林投行部門在倫敦工作，本來即
將完成為期7周實習期。

月薪3.3萬 傳隱疾發作

有指他是隱疾發作致死，但網民認為他是被投行盛行
的加班風氣所累，警方稱死因沒可疑。據《每日郵報》
報道，美銀美林實習生月薪2,700英鎊(約3.3萬港元)。不少
銀行都鼓勵實習生超時甚至通宵工作，實習生為贏得好
印象，往往自願長期間超時工作，令他們長期嚴重缺乏
睡眠。

美銀美林一名消息人士稱，埃哈特之前曾在其他銀行
完成實習，但拒絕回答他有否長時間工作；消息人士強
調，新人入職時會有舊員工分別充當「導師」和「同
儕」，跟進新人的工作狀況並提供協助。美銀美林就埃哈
特的死訊發聲明向家屬致哀。 ■《每日郵報》

MSCI
亞太指數下滑1.6%至131.51，是6周來低位。亞
太股市普遍下挫，日本東證股票價格指數

(Topix)跌2.1%，澳洲S&P/ASX 200指數跌近1%，泰國Set指數
跌2%；印尼雅加達綜合指數一度跌5.8%，由今年高位累跌2
成。

印股三日瀉7%  盧比跌至歷史新低

聯儲局醞釀退市，加上印度增長放緩、經常帳赤字擴大，
恐令印度招架不住熱錢流走，印度孟買Sensex指數跌至4個月
低位。印股上月23日創下今年高位後，至今回落11%，過去3
個交易日更累跌7%。摩根大通昨將印股評級由「增持」降至

「中性」，指印度政府無法穩定貨幣。財政部銀行局長塔克魯
表示，由於股價下跌，政府可能延後注資國營銀行資金。

印度盧比跌勢未止，昨一度跌至1美元兌64.13盧
比的歷史新低。法新社引述消息
指，印央行昨兩度介入外
匯市場，令盧比兌美元一
度回升至63.19。央行不評
論報道，強調即使行動亦只
為避免盧比波動。盧比今年
已累跌近17%，是亞洲區表
現最差貨幣，瑞士銀行預測盧
比匯價恐再跌至70水平。

外資持債量高 大馬受壓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巴蘇表
示，印度應善用外匯儲備阻止股
匯波動，但認為未至於會爆發經
濟危機，外界誇大該國問題。根
據統計，外資上周五淨超賣印股
8,100萬美元(約6.2億港元)，外資上
月自印度股債市共抽離30億美元(約
232億港元)資金；今年流入印度的外
資縮減至125億美元(約969億港元)。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昨回覆路
透社電郵查詢，稱會維持印度
主權信貸評級為「BBB-」，展望

「負面」，並警告若印度長期增
長前景持續轉弱，可能對主權
評級構成影響。

上周外匯沽售加劇，馬來西
亞令吉今年累跌近8%，至3年來
低位。瑞信亞洲經濟學研究總
監萬德斯弗德指，令吉及泰銖
前景令人憂慮，而大馬債券及
貨幣的外資持有比例較高，故
承受龐大壓力。

匯豐經濟師︰港難逃加息風險

匯豐亞洲經濟研究聯席主管
范力民表示，除大馬外，巴西
及土耳其的前景均不明朗，至
於樓價早前高企不下的香港及
新加坡，亦難逃加息帶來的風
險。然而他稱不應將近日「印
度式危機」套於所有新興市
場，反之菲律賓及韓國近期表
現不俗。■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華爾街日報》/CNBC

商品大王羅傑斯
昨接受《印度經濟時報》
訪問時，批評印度政府

及央行面對債務上升
及貿易失衡問題時
接 連 犯 錯 ， 根 本

「不懂經濟」，對該
國前景不樂觀。不過他認

為，即使印度主權信貸評級被調低亦
毋須恐慌，因這正是低吸時機。

羅傑斯提到印度債務佔國內生產總
值(GDP)比例升勢未止，財赤情況也
令人憂慮，他批評政府及央行的外匯
管制、限制黃金入口使情況更壞。

羅傑斯表示，美國、英國及日本央
行大開水喉，令「人為熱錢」充斥，
是全球經濟的隱憂，認為單靠印銀紙
從來不會成功。他又稱喜歡低位吸
納，目前糖價由高位回落75%，是投
資好機會，明年亦可考慮購入黃金或
白銀。

麥樸思籲勿急撈底

有「新興市場之父」之稱的鄧普頓
資產管理執行主席麥樸思稱，印股低
處未算低，投資者毋需急於撈底。他
警告，由於美元繼續走強，若印度當
局未能有效限制資金外流，盧比跌勢
可能加劇。

■《印度經濟時報》/CNBC

受出口萎靡、內需下降及
政府投資計劃延期等負面因

素影響，多個泰國經濟機構近期相繼下
調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分析普遍認為，
下半年泰國經濟正陷入「輕微衰退」。

下調增長與通脹預測

泰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委員會前日
發布報告指，今年第二季泰國多個經濟
領域持續放緩，國內生產總值(GDP)較
去年同期增長2.8%，低於先前預計的
3.3%，按季萎縮0.3%，連同前一季GDP
縮1.7%，意味泰國經濟連續兩季收縮，
陷入「技術性衰退」，是自2008年次按
危機以來首次出現。

同時，該委員會將今年經濟增長預期
從先前的4.2%至5.2%，下調至3.8%至
4.3%，出口增長預期從先前的7.6%下調
至5%，通脹預期從2.3%至3.3%，調低
至2.3%至2.8%。

委員會秘書長阿空表示，經濟增速
放緩主因是家庭支出和私人投資增長
放緩，以及泰銖升值導致出口不振。
今年上半年，泰國出口較去年同期增
長僅1.2%。下半年面臨的主要負面因
素，包括國際市場對泰國出口需求進
一步下降、美國量寬政策變動、政府
刺激經濟政策的流動性下降及國內政
治衝突。

■新華社

印度印尼齊捱沽 大馬泰國危危乎市場憂慮美國聯儲局最快下月減少買債規模，外

資陸續撤出新興市場，觸發亞太地區股市昨日急

挫，當中印度股匯齊跌至新低。分析認為，印尼及

印度股市成外資沽壓重災區，恐在新興市場觸發骨

牌效應，馬來西亞及泰國可能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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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盧比匯價近期急
瀉，因印度通脹率接近

10%，盧比兌低通脹率國家的貨幣將會
持續下跌。政府雖然推出一系列救亡措
施，但弄巧反拙，加速盧比跌勢，將於
下月5日接任印度央行行長的拉詹將面
對重大挑戰。

企業利息開支恐飆升

印度經濟增幅過去3年萎縮一半，今
年首季增長按年率計只有4.8%；截至今
年3月，當地過去12個月的經常帳赤字
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8%，令投
資者憂慮當地經濟前景，紛紛拋售盧
比。若情況持續，投資者信心將繼續削

弱，引發資產沽售潮，進一步拖低盧
比，形成惡性循環。持短期外匯貸款的
印度企業同樣蒙受損失，因它們的利息
以盧比計算，利息支出將會大增。

不過從正面看，盧比疲弱將刺激出口
並減少入口，有助改善經常帳赤字。分
析指，最佳方法之一是通過削減能源補
助來減少原油進口，但若政府出手太
重，可能被反對派批評漠視窮人，影響
明年5月大選的勝算。

以支持經濟改革聞名的拉詹即將出掌
印央行，但經濟師出身的他在政壇影響
力不足，恐會孤掌難鳴，難挽印度經
濟。

■英國《金融時報》

【印度】【泰國】

救市變累市 投資信心渙散陷輕微衰退 次按危機後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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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股市跌不停，交易員很愁。資料圖片

■羅傑斯

■旅遊業助冰島復甦。圖為該

國藍湖露天溫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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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銀行業面臨更嚴厲監管。

圖為紐約華爾街。 資料圖片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