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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半癱導致近100萬公務員放
無薪假，亦影響民生。為顯示「與民共
苦」，逾100位參、眾議院議員表態，將
捐出或放棄政府停運期間的薪酬。

這批放棄或捐出薪酬的議員，從參
議院領袖到眾議院名不見經傳的小角
色都有。共和黨眾議院議長博納稱不
領薪；參院民主黨領袖里德和眾院共
和黨領袖坎托將薪酬交付第3人保管，
直到危機解決後才動用；參院共和黨
領袖麥康奈爾則將把薪水捐給慈善機
構，但部分最有錢的議員則沒加入他
們的行列。

曾拉布21小時阻撓議事的共和黨參
議員克魯斯，於9月底已承諾政府每停
一天，就捐一天薪酬給慈善機構。參
眾議員年薪為17.4萬美元(約135萬港
元)，若兼任領袖職務薪酬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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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因預算爭拗未平，逼不得已取消原定的亞洲訪問之
旅，將舞台讓給中國及俄羅斯等區內主要國家。新加坡東南
亞研究所分析師斯托里認為，華府停運損害了美國的形象，
令它恍如失去政治功能，反之中國看來國庫充實、自信滿
滿，今次機會正好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展示外交魅力。

習近平昨日訪問馬來西亞，簽約締結「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又簽訂5年計劃，加強雙邊經濟和貿易合作；他周三到印
尼進行國事訪問。　 ■路透社/法新社

分析：奧巴馬受阻
習近平顯身手

由於華府局部停運，勞工部延遲公布上月失
業率，確實日期未知。亞特蘭大聯儲銀行行長
洛克哈特前日表示，失去經濟參考數據令局方
釐定縮減買債規模時更審慎，但不排除本月底
議息時宣布「收水」。分析指，華府停運愈長
久，聯儲局就愈難「收水」，間接令更多熱錢
流入印度等新興國，使近期沽壓沉重的印度盧
比轉強。

美國勞工部網站指，停運期間不會收集數
據、發表報告或回答民眾查詢，原定昨日公布
上月失業率要無限期延遲。波士頓聯儲銀行行

長羅森格倫早前表示，停運拖延局方評估經濟
實況的時間。分析指，市場關注的數據近1/3
由臨時關門的政府部門公布，不明朗因素可能
導致未來市況較波動。

以往每逢當局公布就業數據，美國券商的經
濟師都會忙於分析，今次他們難得悠閒，有人
更與同事聊天談周末的足球賽事。

外界預測聯儲局推遲至明年退市，刺激更多
熱錢流入印度。印度盧比本周升1%，兌美元
匯價從8月28日的68.8盧比歷史低位，至今累升
近10%。 ■彭博通訊社/CNBC/《華盛頓郵報》

失業數據延公布 恐阻收水
美國本月17日便觸及債務上限，

當地兩間大型銀行擔心政府出現
債務違約，因此重啟前年華府幾
乎違約時使用的策略，大幅提高
現金儲備。一間大行的高層表
示，公司已儲備較平時多20%至
30%的現金，以備擠提。部分銀行
每日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採取向
依靠政府補助的客戶提供無限透
支額等措施。

市場憂慮政府停運，蓋洛普調

查公司公布的每日經濟信心指數
前日下跌至負32。標普500指數前
日在紐約收市跌0.9%，是自8月底
以來最差的單日表現。有交易員
指，貨幣基金將減持10月到期的美
債。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
加德呼籲華府盡快解決臨時撥款
問題，否則將對其他國家造成極
嚴重影響。　

■英國《金融時報》

雖然美國總統奧巴馬將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
會，但分析指，這不會影響美國與另外11國的「跨太

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談判。輿論認為，
TPP是美國謀求奪得亞太主導權和制衡中國崛

起的戰略之一，質疑華府過分急進，恐加劇
地區緊張局勢。

奧巴馬已表明希望年底前完成TPP談
判，由於他今次缺席APEC，國務卿克里
將代替他磋商TPP。《華爾街日報》
稱，中國未被排除在TPP談判圈外，但
迄今仍未加入，加強外界對於TPP意在
遏華的揣測。分析指，雖然TPP支持者

堅稱將訂立「黃金定律」，處理知識
產權、削弱國營企業角色等議
題，但目標很可能落空。

TPP談判雖進入尾聲，但仍有
不少障礙未除，如越南等發展
中國家希望美國進一步開放鞋
和服裝市場，但美國本土企業

反對。奧巴馬露面雖能突顯華府
對亞洲地區的重視程度，但他顯然

不會參與討論協議部分秘密細節，
年底前完成談判是過分樂觀。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美急推TPP制華
恐加劇地區緊張

有美國共和黨議員前日透露，共和
黨籍眾議院議長博納曾向同僚表示，
為阻止債務違約，將不惜背棄「哈斯
泰特規則」，在眾院少數派民主黨支持
下，通過一份未獲大多數共和黨員支
持的議案。共和黨內的茶黨勢力明年
有機會支持另一候選人在博納的選區
參選，意味他若「私通」民主黨，議
長地位將岌岌可危。博納昨日指有關
消息不確。

「哈斯泰特規則」是非正式守則，
規定草案須獲眾院大多數黨的大多數
人同意，才可提上全體表決；此規定
對身為眾院少數派的民主黨極不利。
有資深共和黨人否認博納有意與民主
黨聯手，另有成員指共和黨可能同意
暫時延長債限數日或數周，逼民主黨
談判。

另外，共和黨眾議員登特前日建議

在不切斷「奧巴馬醫保」撥款的前提
下向政府撥款6個月，讓政府先恢復運
作，但不獲該黨領袖支持。

財政部前日警告，任由國家負債超
出債限將令借貸市場冰封、美元急挫
及利率急升。前年美國債務臨頂時股
市大跌，令美國家庭財富蒸發2.4萬億
美元(約18.6萬億港元)，包括8,000億美
元(約6.2萬億港元)退休資產。

稅收1.55萬億可償債避違約

財政部每月稅收約為2,000億美元(約
1.55萬億港元)，有分析認為，只要政
府將稅收優先用於償債，足以支付每
月數百億美元的舉債本金及利息，批
評民主黨警告不提高債限就會導致債
務違約是譁眾取寵。

■《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

/HotAir網站/路透社/美聯社

傳「私通」民主黨提債限 博納賭議長位
債限有轉機

美股中段升67點

奧巴馬撤訪亞洲

受政府停運及預算爭議僵局未解影響，美國

總統奧巴馬繼取消訪問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後，

前日再宣布取消餘下訪問印尼和文萊的行程，

改由國務卿克里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重要會議，他本人

則留守華盛頓處理危機。分析認為，奧

巴馬今次「爽約」，將令亞洲盟友感到

他在「重返亞太」戰略聚焦不足，質

疑美國是個不可靠的夥伴。

白宮在聲明中點名批評共和黨要脅政府，迫使奧
巴馬取消外訪，削弱了國家促進出口及在全球

最大新興地區發揮領導作用的能力。聲明又指，奧
巴馬已親自致電印尼總統蘇西洛及文萊蘇丹哈桑
納，為未能到訪表示遺憾，又肯定兩國對美國的重
要性。

文萊印尼俄國失望

文萊昨稱，雖然理解奧巴馬的難處，但難掩失望，
又指原本安排他入住其中一位儲君的官方居所；期待
與奧巴馬互動的印尼媒體亦大失所望。俄羅斯得悉奧
巴馬取消出席APEC峰會後表示失望，指兩國急須就
敘利亞內戰等重大議題作最高級別接觸。

《今日美國報》指出，奧巴馬年前提出「重返亞
太」的願景，如今取消訪亞將令人質疑他是否真的
希望將注意力放到亞洲。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東南
亞問題分析師伯溫認為，奧巴馬取消訪亞將成為地
區地緣政治的標誌性事件，影響深遠。

奧巴馬原定透過周日展開的亞洲四國之旅，推進
華府對亞洲的軍事與外交再平衡策略。現在他缺席
在印尼峇里召開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文萊
的美國—東盟峰會與東亞峰會，以及在馬來西亞的

「全球創業峰會」，將錯失與亞太區領導人面對面交
流的機會。

今次是奧巴馬就任總統後第三度因國內事務改變訪
亞行程。2010年3月和6月，受醫改立法爭拗和墨西哥
灣漏油事件影響，他先後推遲訪問印尼和澳洲。

免成共和黨攻擊口實

有分析認為，若奧巴馬堅持在國事如麻之際出
訪，只會成為共和黨攻擊他的又一口實；布魯金斯
研究所效率公共管理中心主管卡馬克亦指，沒法及
時解決政府關門及債限臨頂的後果，遠比缺席這些
峰會嚴重。美國政府於1995年11月至1996年1月停運
期間，前總統克林頓亦取消到日本出席APEC峰會，
由副總統戈爾代為出席。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靠不住

市場期望美國兩黨
打破政府停運僵局，
加上共和黨籍眾議院

議長博納表示會阻止美債違約，消息帶動美股昨
中段上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中段報15,063
點，升6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689點，升10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3,806點，升31點。

歐股上升，英國富時100指數收報6,453點，升4
點；法國CAC指數報4,164點，升36點；德國
DAX指數報8,622點，升25點。

華府本月中將觸及債限，美債信貸違約掉期
(CDS)價格本周大幅上升，一年期合約由33基點
升至62基點。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美聯社

「奧巴馬醫保」熱線電話1-800-318-2596原來暗藏粗
口！若利用配有英文字的電話鍵盤撥號，電話號碼最
後7個數字藏有「F1**KYO」類似粗口的串法，誤撥
成「F**KYOU」(382-5968)甚至會接通到色情熱線電
話。這則笑話由保守派新聞網站Hot Air率先報道，有
人猜測是不滿醫改的保守派在背後「搞鬼」。

■《紐約每日新聞》

奧巴馬醫保「粗口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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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違約銀行增三成現金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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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政府停運

及債限夾擊，奧

巴馬日前出席活

動時一臉惆悵。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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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納

■在職員游說下，有市民參加「奧巴馬醫保」。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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