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場觀望聯儲
局主席耶倫今日
出席國會聽證會
的言論，而美國

上月新增非農業職位少過預
期，投資者關注會否影響局方
退市步伐，美股昨早段窄幅上

落。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
報15,792點，跌1點；標準普
爾 500 指數報 1,795 點，跌 1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4,138點，升12點。
隨中國春節假期結束，投

資者重返市場，金價昨一度升

至每盎司1,276.41美元，是兩
周高位。截至上周五收市，
Google 市值升至 3,954.2 億美
元(約3.06萬億港元)，超越埃
克森美孚成為美國第 2大企
業。

■彭博通訊社/CNBC

觀望耶倫聽證會 美股早段窄幅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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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炒家
兼億萬富豪索羅
斯旗下「量子捐
贈基金」去年大
賺，回報錄得歷
來第2高的55億
美元(約427億港
元)。該基金規
模達286億美元

(約2,219億港元)，去年業績大好，
更取代億萬富豪達里奧旗下
Bridgewater Pure Alpha，成為史
上最賺錢基金。
索羅斯2009年準確押注全球海

嘯告終，推動「量子捐贈基金」創
下歷來最高盈利，投資回報率達
29%。根據基金排名編列公司
LCH Investments，該基金自1973
年創立以來，已大賺近400億美元
(約3,103億港元)。
不過相較金融海嘯前，對沖基
金近年吸引力顯著下降。HFRI基
金加權綜合指數自2008年來僅升
20%，只有美國股市及10年期國
債收益一半。排名前20的對沖基
金，去年總體盈利佔美國逾7,000
個對沖基金的43%。有資深經理
人指，這些基金雖擅長把握投資機
遇，但風險控制明顯能力不足。

■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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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每年都會舉行4次公投，讓選
民就各項爭議議題表達意見，而

今次公投投票率高達55.8%，是近年最
高的一次。雖然巴塞爾、日內瓦和蘇黎
世等大城市都反對，認為這會令當地人
才短缺問題惡化，但由於議題在郊區獲
得龐大支持，公投最終以 50.3%比
49.7%獲得通過。

右翼渲染人口過多恐慌
根據公投條款，瑞士政府須在3年內

立法，將每年移民人數限制在總人口的
0.2%。據報投票前反對意見一直領
先，但右翼政黨在最後關頭大肆渲染人
口過多和穆斯林移民問題，成功製造恐
慌左右結果，發起公投的右翼人民黨則

稱，結果反映瑞士人「寧要配額不要自
由流動」。
雖然瑞士並非歐盟成員國，但採納歐
盟大部分政策，並於12年前與歐盟簽
訂一攬子經貿合作協議，當中訂明雙方
公民能夠自由流動，導致近年大量歐盟
公民移民瑞士。
瑞士外長伯克哈爾特稱，不會任由公

投撕毀歐盟的協議，指這個票數結果並
非世界末日。
歐盟對公投結果表示遺憾，法國外長
法比尤斯也說，公投結果反映瑞士自我
封閉，令人憂慮。歐洲議會議員斯沃博
達表示，如果瑞士單方面取消了一攬子
協議中的自由流動條款，瑞士也就不能
繼續享有其他經貿優惠條款。

德國總理默克爾透過發言人表示，瑞
士的公投將引發許多問題，重申公民自
由流動是德國「寶貴資產」。

海外專才貢獻大
瑞士傳媒對公投反應也傾向負面，

《時報》形容重新實施移民管制是歷史
的倒退，《24小時日報》指今次是瑞
士 1992年公投拒絕加入歐洲經濟區
後，瑞士人最分裂的時刻。
歐盟是瑞士最大貿易夥伴，前者去

年從瑞士進口貨值達1,100億瑞士法郎
(約9,596億港元)，海外專才對瑞士經
濟發展亦有很大貢獻，如德國人內斯
特萊在瑞士創立全球最大食品品牌雀
巢、紮根瑞士的全球最大製錶商

Swatch 也是由黎巴嫩裔的哈耶克創
立。瑞士外長伯克哈爾特計劃出訪歐盟
多國，解釋公投結果並洽商更新雙邊協
議，第一站為德國柏林。

或觸歐盟自由流動爭論
這次歷史性公投也引起歐盟內部憂

慮，歐洲議會主席舒爾茨在投票前表
示，公投一旦獲得通過，可能會再次觸

發歐盟成員國對自由流動的爭論，英國
和德國近年都有聲音要求加強限制來自
東歐的移民，部分反移民政黨如英國獨
立黨等，有望在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
票數大增。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英國《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

瑞士限歐移民瑞士限歐移民
自自斷斷財財路路

公投僅0.6%優勢通過 恐損經濟對歐關係

中立國瑞士前日就是否限制歐盟移民人數舉行

公投，結果以不足3萬票差距通過，政府因此須在3年內為移

民人數設限。政商界憂慮此舉會影響瑞士與外界交往，將這

一天比喻為「黑色星期天」，歐盟對此表示遺憾，警告將重

新評估與瑞士的經貿關係，更擔心會在其他反移民呼聲高漲

的西歐國家觸發連鎖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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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公投結果勢推翻與歐盟的公民自由流動協議，既帶來短
期經濟損失，亦可能失去歐盟資助研究項目。瑞士商業聯合會
的阿特斯蘭德表示，瑞士限制移民不利爭奪全球人才，影響長
遠發展。
阿特斯蘭德認為，瑞士雖然有很多移民，但也有很多瑞士人

居於德國或法國等，互相抵銷。他舉例指，若一名瑞士人動工
建造樓房，找到的砌磚工人很大機會是葡萄牙人或馬其頓人，反映

瑞士部分空缺難請到本地人，需要移民來填補。
阿特斯蘭德指，政府應落實檢討及改善
交通基建、地區規劃、教育及退休系
統等，而非向移民落手。

當瑞士公投結果一出，歐洲右
翼黨派無不歡呼，皆因反移民
措施終可名正言順地成為一國
國策。英、法、奧、意的極右
政黨受此鼓舞，紛紛躍躍欲
試，揚言要在本國推動類似
政策。從瑞士公投可見，大
部分瑞士人不惜以歐盟此一
最大貿易夥伴為代價，也
希望政府對增幅毫無節制
的移民人口實施限制。
歐盟各國若只斥之為異
端而不設法緩解本土
對移民的敵視，只會
弄巧反拙。
■《德國之聲》

全國人口800萬的瑞士位於歐洲中心，比鄰德國、法國、意大利和奧
地利等國，歷史上向來是歐洲民族混集之地。發起公投的人民黨聲稱，
現時每年移民當地的歐盟公民多達8萬人，是開放移民前預測數字的10
倍，批評移民拖低瑞士人人工、推高樓價，更令醫療、教育和交通體系
不勝負荷，有人則擔心移民激增將破壞瑞士獨有的高山文化。
瑞士雖然設有歐洲最嚴格的入籍條

件，但無阻大量移民湧入，2000
年後通過容許歐盟人口自由流
動後，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當前外國人佔瑞士人口
比例由幾年前的20%
大增至25%，近年
移民主要來自德
國、意大利和法
國，另有近50
萬穆斯林。
不過人口流

動是雙向的，
數據顯示目前
有43萬瑞士人
居 於 歐 盟 國
家。 ■法新社

蘇格蘭今年9月18日舉行
獨立公投，消息指，當地銀
行巨擘蘇格蘭皇家銀行和萊
斯銀行正密謀對策，倘蘇格
蘭獨立和未能與英格蘭組成
貨幣聯盟，便會將總部由愛
丁堡遷至英格蘭。

傳憂信貸評級降
增集資成本

蘇格蘭商務部長凱布爾表
示，蘇皇和萊斯考慮將總部
遷至倫敦、曼徹斯特等城
市。業界消息指，兩間銀行
憂慮蘇格蘭獨立會讓集團脫
離英格蘭健全的金融監管制
度，導致信貸評級下降，集
資成本上升。不過財長斯溫
尼直斥凱布爾言論荒謬。

2008年蘇皇獲英國政府注資450億英鎊(約5,722億港元)拯救，蘇皇
憂慮蘇格蘭經濟規模細，日後無能力應付同類危機。有蘇格蘭政客建
議應繼續使用英鎊作貨幣，並與英格蘭組成貨幣聯盟，才能挽留大
行。但英國首相卡梅倫表示，建立貨幣聯盟難度極高。 ■路透社

排外不智排外不智
人才爭奪戰失優勢人才爭奪戰失優勢

年湧8萬人
憂拉低人工推高樓價

憂蘇格蘭獨立
蘇皇萊斯謀遷英格蘭

美國勞工部資料顯示，全美
僱員去年11月約有240萬人辭
職，佔整體勞工人數1.8%，創
經濟復甦以來新高。聯儲局主
席耶倫認為，現象反映就業市
場正逐步轉好，打工仔對就業
前景感到樂觀。

零售餐飲職位增
不少經濟師認為，經濟好景

時會有較多人辭職，預料去年
12月的辭職人數可能進一步上
升。有研究指，美國打工仔多

數在轉工後獲得加薪。
分析指，工人辭職能帶動就

業市場更富動力，更能適應經
濟趨勢。辭職人數上升可能源
於零售、餐飲等行業的新增職
位增加，約20%的辭職人士來
自酒店和飲食服務業，高過兩
年前同期的17.5%。

人口老化減流動性
今次公布的辭職數字仍低過

2.1%的歷年平均水平，與就業
市場流動性不及當時，以及人

口老化有關。老員工比年輕人
的轉工意慾較低，醫療費高昂
亦令部分員工不願離開福利較
好的公司，市場長期無職位空
缺，令失業問題難以解決。
儘管近年愈來愈多本地工人

辭職，但僱主招聘步伐有放緩
趨勢。勞工部另一份報告指，
去年11月新入職人數佔整體勞
工人數的3.3%，與前年數字相
同，但低於2000年至2006年
間的3.8%平均水平。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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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辭職人數新高
耶倫：反映就業好轉

■萊斯銀行

■蘇格蘭皇家銀行

■瑞士就是否限制
歐盟移民人數舉行
公投，結果以不足3
萬票差距通過。

法新社

■瑞士傳媒對公投反應
負面，《時報》形容重新實施
移民管制是歷史的倒退。圖為
票站點票。 美聯社

■■瑞士位於歐洲中心瑞士位於歐洲中心，，歷歷
史上向來是歐洲民族混集史上向來是歐洲民族混集
之地之地，，加上風景如畫加上風景如畫，，吸吸
引不少歐盟移民引不少歐盟移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索羅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