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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局明議息 恐再減買債百億美元

上周美股熊市情緒強烈，聯儲局進一
步收水將令美股失去支持，並繼續
尋底。不過，Natixis Global Asset

Management首席市場策略師拉
弗蒂指，近日跌勢是合理

短期調整，因市場
需要時間

消化去年的升幅。

超買區域回落 分析指低吸時機
標準普爾500指數上周收市跌穿50天移動平均

線，是去年10月初以來首次，但這波跌勢令美股
從超買區域回落。保德信金融集團市場策略師克
羅斯比認為，這是趁低吸納的時機。
美國本周公布的新屋銷售及消費者信心數據，
料反映當地經濟繼續穩步回暖。然而美企上

季業績缺乏驚喜，至今只有63.9%美
企的業績好過預期，少於過

去4季的67%，令
市場失望。

科網巨擘Google、facebook及蘋果公司將於本周
公布業績。
聯儲局收水對土耳其等依賴低利率的新興國家

有深遠影響，它們的借貸成本可能因此急速上
升，加上熱錢流出，造成雙重打擊。

新興貨幣貶值 增社會不穩
投資者撤離阿根廷、土耳其等市場，令

新興國貨幣近日加速貶值。Weeden &
Company首席環球策略師珀維斯指出，貨
幣貶值令民眾生活質素下降，將加劇社會
不穩。

■路透社/《紐約時報》

斯諾登：美監控經濟 如商業間諜快意完成收購佳士拿
擬紐約上市

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
諾登去年中揭露華府大

規模監控行動以來，日前首次接受電視訪問，他指國安
局有時會為經濟利益收集資料，顯然是商業間諜行為。

談到有傳美國國防部官員稱想槍殺斯諾登，斯諾登表示
擔心自身安全。
斯諾登訪問昨晚在德國國營電視台ARD播出，歷時

半小時，上周初在俄羅斯莫斯科一個秘密地點錄影。他
分享洩密的心路歷程，亦講述揭露監控的後
果。斯諾登說：「若國安局認為西門子(德國
電器公司)的資料有利美國國家安全以外的利
益，便會追蹤並截取有關資料。」
斯諾登表示，已將所有密件分發給指定記

者，自己沒持有任何密件，亦不想或無法參
與將來任何洩密。

■德國之聲/法新社

意大利快意車廠上周宣布完成收購美國佳士拿車廠，
《華爾街日報》前日報道，新公司正籌備於紐約上市，
並在後日董事局會議宣布公司名稱和總部地點。
快意2009年開始持有58.5%佳士拿股份，上周以43.5
億美元(約378億港元)向美國汽車工會(UAW)旗下信託基
金Veba購入餘下41.5%股份，全面收購佳士拿，合併後
將成為全球第7大車廠。
戴勒姆汽車1998年收購佳士拿後，帶走後者大量資
金，佳士拿雖於2007年被出售予Cerberus資產管理公
司，但無法改善業績，到2009年申請破產保護。快意收
購助佳士拿擺脫破產困境，並自2011年第3季連續9季
錄得盈利。 ■法新社/路透社

蘋果擬進軍流動交易
挑戰PayPal

《華爾街日報》日前披露，蘋果公司計劃進軍流動交易
市場，預料會威脅業界龍頭PayPal、Square和Stripe，惡鬥
在所難免。報道指，主管「App Store」的蘋果高級副總裁
庫埃早前會見多名交易業務主管，商討公司發展流動交易
業務計劃，最終委派主管網上商店的貝利全權負責。
蘋果曾推出iTunes信用卡支付、iPhone 5S指紋購物驗
證等服務，iOS 6 更推出主打手機錢包程式「Pass-
book」，可訂購機票、優惠券等。蘋果計劃將上述軟件
功能整合，強勢打造新一代手機錢包程式。

■VentureBeat網站

「股神」巴
菲特領導的巴郡
投資有道，事業
王國接班人備受
關注。29 歲美
國哈佛才女布里
特5年前畢業後
獲巴菲特賞識，
之後平步青雲，
成為股神最信任
的顧問之一，被

視為接班人熱門。
巴菲特2009年斥資2.17億美元(約16.8

億港元)，買下商業不動產抵押貸款公司
Berkadia 一半股權，聘請新人布里特跟
進。其後布里特領導Berkadia賺回大部分
投資，令巴菲特刮目相看。

助了解細規模子公司
布里特又跑遍美國，協助巴菲特了解規

模較細的子公司，儼如股神左右手。巴菲
特早前表示，同意收購派對用品供應商
Oriental Trading的原因之一，正是對布里
特有信心。
布里特還擔任油漆公司Benjamin Moore

等其他3家子公司的董事長，營業額合計
逾40億美元(約311億港元)，員工超過1萬
人。布里特決策果斷，過去2年先後開除3
名執行總裁，並推行多項重組措施。
布里特成長於堪薩斯州農民家庭，在農
場耳濡目染學到不少商業技巧，懂得如何
與客戶打交道。她去年結婚，巴菲特更代
替她的亡父，陪同新娘出場。巴菲特女兒
蘇珊開派對也有邀請布里特夫婦參加，兩
家人私交甚篤。 ■彭博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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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掃中選障礙
國情咨文料批黨爭
美國總統奧巴馬明日發表任內第6

份國情咨文，他多次強調今年是
「行動年」，料推動經濟復甦是重
點之一。國會中期選舉於11月舉
行，民主黨可能失去參議院控制
權，分析預期他會借國情咨文批評
黨爭，試圖在選前掃除政治障礙，
扭轉施政劣勢。
共和黨在眾議院獲過半議席優勢，

經常阻撓華府提案，但外界預料奧馬

巴仍會提出上調最低工資、延長長期
失業救濟金、擴展學前教育等。他曾
提到貧富懸殊加劇是明確挑戰，相信
會在國情咨文要求優先解決該問題。
外交政策方面，國際社會關注他對伊
朗核協議的評價。
曾為前副總統戈爾撰寫演講辭的

國會民主黨領袖萊爾曼形容，今次
國情咨文稱得上「奧巴馬政府咨
文」，反映挑戰重重。 ■法新社

羅姆尼：
普京好過奧巴馬
2012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羅姆尼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在
國際舞台的表現，多次壓倒美國
總統奧巴馬，美俄聲望正此消彼
長。不過羅姆尼批評普京處理敘
利亞問題及斯諾登事件的手法。
羅姆尼將於下月與家人參觀索契
冬奧，表明不怕恐襲威脅。白宮
發言人卡尼表示，不同意羅姆尼
的言論。 ■《紐約郵報》

■網傳斯諾登最新受訪照片。 網上圖片

退市步伐難擋退市步伐難擋 美股踩多腳美股踩多腳
美國聯儲局

明日至後日舉

行今年首次議息

會議，市場普遍

預料局方會維持退市步

伐，甚至可能再減少每月買

債額 100 億美元(約 776 億港

元)，至650億美元(約5,046億港

元)。中國經濟放緩令新興國家前景

堪憂，加上美國收水，令熱錢從新

興國大量回流至歐美等發達經濟

體。聯儲局若加碼收水，恐進一

步打擊投資者，預料美股本

周跌勢持續。

世界
經濟論壇
(WEF)達沃
斯年會前日閉
幕，與會人士
普遍對全球經濟
前景審慎樂觀，新興
市場波動較大。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指，全球
經濟今年將持續復甦，但美國聯儲局減
少買債和歐元區通縮將是全球面臨的新風險。

各國仍須多輪結構性改革
拉加德表示，各國經濟復甦步伐不一，發達國家復甦

速度較快，新興經濟體增長動力下降，隨着復甦步伐加
快，恐加劇各經濟體發展不平衡；各國貨幣和財政政策
仍須經歷多輪結構性改革，才稱得上是「合理」政策。
拉加德警告各方應注意全球復甦面臨的風險，又指聯

儲局「收水」速度對全球經濟影響甚大，可能令新興國
家匯率進一步受壓；至於歐元區通脹率遠低過目標水
平，通縮出現機率為15%至20%，隨時衝擊經濟。

日本
央行行長黑田東
彥表示，中國、印度等新
興經濟體的增長幅度很可能上
升，美國經濟今明兩年增長料達
3%。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
古利亞表示，希望中國能盡快實施新一輪改革
方案，刺激經濟加速增長，有助為全球各國提供更
多發展機會。 ■英國《金融時報》/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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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達國家帶動全球經濟
自去年春季，美國經濟溫和復甦，歐元區經濟逐漸走出衰
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早前將發達經濟體今年增長預
期上調至2.2%。
2. 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
多個新興經濟體受發達國家調整貨幣政策和自身的結構性
經濟問題影響，導致增長陸續放緩。

3. 美歐「再工業化」

英國首相卡梅倫促請歐洲多國推出措施鼓勵外遷企業回國
發展，歐盟亦呼籲成員國和歐洲議會推動「歐洲再工業
化」，希望將工業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由去年的
15.1%，提高至2020年的20%。

4. 「頁岩氣革命」重塑能源版圖
專家指，開發和使用頁岩氣改變各國在能源貿易的角色，

如美國從能源進口國逐漸變為能源出口國，全球能源貿易路
線圖亦隨之改變。 ■新華社

全球經濟發展4大趨勢

■■本周公布新屋銷售本周公布新屋銷售((左圖左圖))及消費者右圖及消費者右圖))信心數據信心數據，，料反映美國經濟繼續穩步回暖料反映美國經濟繼續穩步回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安倍與辛格簽署聯合聲明，重申並承諾自由航行及商
務暢通。 彭博社

日印暗批華識別區 將拉美國聯合軍演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繼續訪問印度行程，前晚與總理
辛格會談，雙方同意加強防務合作，美、印、日三國
今年將聯合舉行「馬拉巴爾」海上軍演，針對中國意
圖明顯。兩人在聯合聲明中大談自由航行、民航自由
飛行和安全。分析認為，這是直指中國在東海劃設防
空識別區。

強化安保合作 深化戰略關係
美印「馬拉巴爾」年度聯合軍演始於2006年，在印
度西海岸舉行。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典日前與印度防
長安東尼會談時，表示日本海上自衛隊有意參與軍

演。美國、印度、日本、澳洲及和新加坡2007年在孟
加拉灣舉行聯合演習，引起中國不滿。
這是安倍前年上任以來，第4次與辛格會談。兩人

同意強化軍事安保合作，以及全面深化戰略夥伴關
係，兩國外長和防長將分別舉行會談。辛格表示，考
慮購買日本新明和工業的US-2水上飛機。
在東海和南海爭議背景下，安倍與辛格簽署聯合聲

明，指兩國重申並承諾自由航行、商務暢通，以及依
照包括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和平
解決爭端。聲明強調民航自由飛行和安全的重要性，
這與廣為接受的國際法原則、相關標準，以及國際民

航組織(ICAO)建議的慣例一致。

151億援印 推進民用核能合作
經濟方面，安倍宣布向印度提供2,000億日圓(約151

億港元)貸款，用於新德里地鐵擴建、新能源發展、中
小企節能等計劃。他承諾就出口核電設備問題，加快
簽署《原子能協定》進程，開展民用核能合作。反核
人士前日在德里、班加羅爾等地示威。
安倍昨出席印度國慶「共和日」閱兵典禮及總統晚
宴，今早啟程離開。

■法新社/美聯社/中央社/日本新聞網

■布里特

■■聯儲局再次收水聯儲局再次收水，，恐進一步打擊投資者恐進一步打擊投資者。。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