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高聳入雲的山巔，上帝的選民建立一座輝煌

奪目的城市，照亮無際的黑暗，成為全世界的典

範⋯⋯憑㠥這股「美國例外主義」精神，美國人

滿懷信心地塑造自己的角色——世界警察、道德

模範、科技王國。她不是完美無瑕，只是瑕不掩

瑜，因為她獨一無二。然而在錢債問題上，美國

並無例外。不想借，仍得繼續借；還不完，仍得

還下去。

19世紀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曾說︰「上天特別眷

顧傻瓜、醉漢和美國。」這是不屑還是嫉妒？與

普魯士曾受列強包圍不同，美國得天獨厚，坐擁

廣袤北美大陸和豐厚資源，依仗兩大洋作為屏

障，與混亂的「舊世界」分庭抗禮，最終成為獨

樹一幟的超級大國。可惜，隨㠥民族優越感膨

脹，美國人開始忽視日積月累的財政毛病，任其

惡化成止不了血的大傷口。

環顧全球，債限爭議果真是名副其實的「美國

例外」，因為只有她本身如此深受其害，並因此定

期爆發黨爭和違約驚魂。美國憲法本無債務上限

規定，總統每次舉債須先獲國會授權，到了1917

年華府為方便籌錢打第一次世界大戰，才授權總

統更大彈性在特定上限內大幅舉債。

可見這是一種戰時制度，延用至今，本意是限制華府「大花

筒」行徑，但逐漸變質為政黨討價還價的籌碼，擾亂國會日常

立法議事並重創經濟。每次債限危機的收場，都是另一場財政

風暴的前奏。這已違背當初設立債限的原意。

美國人是幸運的，美元體系令其世界經濟地位難以動搖；美

國人也是倒楣的，只要開動印鈔機，美元是如此唾手可得，炮

製天文數字的量化寬鬆和救市方案，財政紀律蕩然無存。在經

濟金融的戰場上，美國敗給別人之前，先栽在自己手裡。

政府局部停運，「山巔之城」的刺目光芒暫時熄滅，仔細一

看，美國所座落的大山，竟然不是堅固岩石，而是一疊搖搖欲墜

的債券。如今美國又再閃閃發亮，但到

了明年初，會否再迎來另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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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債王」之稱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創辦人格羅斯指
出，華府機能失靈似乎已成「終身病」，投資者日後將關注美國國債
波幅削弱其價值。他又提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均因為政府機能失靈，
影響債券市場和債券價格，認為這情況已漸出現在美國身上。

CNBC/《華爾街日報》

債王：華府機能失靈「終身病」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常把債務上限用作政治工具，「股神」巴菲特
曾形容做法是「政治核武」。新華社昨發表評論認為，美國作為全球
最大經濟體，應當考慮禁用此「政治核武」，並取消這對全球產生負
面溢出效應的陳舊機制。

共和黨保守派茶黨為狙擊「奧巴馬醫保」不惜令政府關門，皮尤
研究中心民調顯示，49%美民對茶黨印象負面，是茶黨運動2010年
成形以來最高。但茶黨似乎不以為意，眾議院茶黨黨團發起人巴克
曼聲稱打了「正確一仗」，又稱此仗「絕對值得打」。報道指，共和
黨保守派已放眼明年初的預算談判，準備捲土重來。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茶黨民望創新低 擬明年初再搞事

企業業績差 美股早段跌72點
美國預算及債限談判暫告一段落，投資

者目光轉向企業季度業績。國際商業機器
(IBM)上季銷售大跌，股價急跌7%，拖累

美股早段向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5,301點，跌72點；標
準普爾500指數報1,720點，跌不足1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3,838
點，跌1點。
歐股跟隨美股下跌。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558點，跌13點；

法國CAC指數報4,232點，跌10點；德國DAX指數報8,808點，跌37
點。 除IBM外，高盛及eBay第三季收入亦差過預期，股價分別跌
2.8%及5.3%。 ■美聯社/法新社/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新華社：美應禁用「政治核武」

債限鬧劇暫落幕 拉閘經濟損失1861億

政客爭拗

華府財政風波關鍵人物

美國參眾兩院前晚分別投票，通過參議院兩黨領袖達成的協議
方案後，總統奧巴馬昨日凌晨簽署法案，結束政府局部停運

風波。白宮管理及預算辦公室下令各政府部門迅速及有序地重開，
分析估計，政府要恢復正常運作，可能還需數周至數月，但屆時兩
黨很可能已掀起新一輪財政爭拗。奧巴馬昨表示，美國政治失靈令
盟友失望和敵人鼓舞，又稱華盛頓在今次危機「沒有贏家」。他又
敦促兩黨放棄不斷威脅美國經濟和背叛人民信任的邊緣政策。

恐再掀惡鬥不利經濟

標準普爾估計，政府關門削減美國第4季國內生產總值(GDP)0.6個
百分點，相等於美國經濟蒸發240億美元。不少外判商員工在政府
停運期間被要求放無薪假，預料未必獲補發工資。標普分析師指，
明年初國會再掀惡鬥似成定局，無可避免損害即將來臨的聖誕購物
旺季消費氣氛，對仍處於復甦的美國經濟尤其不利。
兩黨不斷掀起政治危機，引起美國社會嚴重不滿。皮尤研究中心

民調顯示，81%美民不滿國家目前發展方向。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
管理學院成員布朗表示，今次鬧劇再次強化了社會的「反現任」情
緒，形容美國人「已恨不得把華府全體領導層掃出門外」。

奧巴馬國際聲望受損

美國多份民調顯示，民眾大多把財政僵局責任歸咎共和黨，令該
黨形象受重創。分析認為，部分共和黨保守派政客雖惹來同僚以至
社會批評，但成功取悅茶黨和保守派選民，在政治上仍有一定斬
獲。相反眾議院共和黨幾乎失控的表現，反映議長博納無力控制大
局，今後恐淪為有名無實的議長，可說是輸家中的輸家。
分析亦指出，雖然「奧巴馬醫保」最終避過一劫，但奧巴馬絕非

毫髮無損。他為留守華府處理政府停運，取消出訪亞洲四國，是繼
強攻敘利亞觸礁
後，國際聲望再受
損。評級機構惠譽
宣布將美國評級列
入負面觀察名單，
顯示黨爭已威脅到
美國和美元的國際
地位。
■美聯社/法新社/

《華盛頓郵報》 /

《紐約時報》/《華

爾街日報》/美國有

線新聞網絡

美國國會在債務上限死線前兩小

時通過議案，同意提高債限至明年

2月，以及撥款讓政府運作至明年1

月，令纏擾逾兩周的財政危機暫時

押後，聯邦政府公務員昨日起復

工。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估計，美政

府停運導致240億美元(約1,861億港元)經濟損失。美媒批

評，在這次財政和債務鬧劇中，總統奧巴馬、民主共和

兩黨以至整個美國都是輸家，形容各方「不是鬥誰贏得

多，是鬥誰輸得少」。

共和黨眾議院議長

博納
博納已非首次受制於

黨內保守派勢力，今次
風波更凸顯他無力控制
眾議院共和黨。博納在
最後關頭放行參議院的
方案，相信將惹來保守
派更強烈不滿，今後要
管理眾議院難上加難。

共和黨參議員

克魯斯
克魯斯在參議院政府

預算案討論上單人匹馬
拉布21小時，惹來兩黨
怒斥他自私和浪費時
間。然而這同時為他贏
得保守派歡心，更一舉
躍升成箭頭人物，聲名
大噪。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里德
作為民主黨持旗手力

抗共和黨，在最後關頭
成功「拆彈」，贏盡掌
聲，可說是最大贏家。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

麥康奈爾
從國家利益㠥想，與

里德合作力挽狂瀾，贏
得外界掌聲。然而他此
舉觸怒黨內保守派，後
者或在明年中期選舉將
麥康奈爾去之而後快。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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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延長美國政府舉債能力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提升債務上限，二是暫停債限直

到某個日期，兩黨前晚達成的協議正是後者。然而這不代表華府從此甩難，因為兩

黨就削支等政府財政問題仍有嚴重分歧，今次協議便要求兩黨盡快就此協商。

兩黨協議內容簡要

－容許政府如常舉債直至明年2月7日，並維持財政部採取應急措施的能力，確保在

限期過後美國暫時不會出現債務違約。

－按當前開支水平撥款，維持政府運作至明年1月15日。政府職員開始復工，並獲

補發政府停運期間的工資。

－協議並無條款賦予政府部門更大彈性應對自動削支。國會幕僚指，下一波削支措

施明年1月中殺到，相信可促使兩黨加快協商。

－設立參眾兩院跨黨派小組，商討長期削赤方案，並在12月13日前提交國會審議；

不過協議條文並沒強制兩黨必須就任何計劃達成共識。

－「奧巴馬醫保」將按共和黨要求加入新程序，對部分領取政府援助支付醫保開支

的申請者進行入息審查，除此以外無任何大變動。

■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暫停債限避免違約

美國政府在最後一刻暫時就預算及債

限達成協議，但由於問題未完全解決，

亞洲市場始終不放心。華府局部停運使

美國經濟難免受衝擊，恐打擊亞洲對美

出口，企業未容樂觀。

亞洲出口商一直依賴美國來抵銷其他

市場需求疲弱的負面影響，以中國為

例，由於歐洲及許多新興市場需求放

緩，上月出口額較去年同期減少0.3%，

但對美國的出口額則大增4.2%。如今美

國經濟受挫，中國對美國出口亦將受

損。韓國一名財政部高官表示，美國財

政危機沒完全消除，他們只是贏來了一

些時間，將繼續密切留意市況。

料今年內不減QE規模

外界預料，受政府停運及債限爭議影

響，聯儲局今年內將不會縮減量化寬鬆

(QE)規模，這對亞洲新興國來說是好消

息，因為它們將有更多時間為美國「收

水」及熱錢大舉流走作準備。

■《華爾街日報》

美經濟受創

拖累亞洲出口

總統奧巴馬
奧巴馬成功保住醫療改

革案如期實施，並由始

至終貫徹了強硬立場，

但代價是令政府局部停

運逾兩周，並幾乎釀成

美國債務違約。

■美國國會趕及

在債限線前通過

議案。 路透社

■一群退休美國人在聯邦政府門外抗

議，斥兩黨爭拗影響民生。 法新社 ■示威者指聯邦政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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