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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意慾料受挫 商界悲觀超97

日本加稅日本加稅
恐變墮崖恐變墮崖

日本昨日起正式上調消費稅，所有商品和服務加價，預料會打擊民眾消費意

慾，拉低整體需求。日本央行季度短期經濟觀測調查(短觀)結果顯示，商界

對4月至6月財季前景感到悲觀，程度較1997年首次加消費稅後嚴重。

分析認為，加稅不僅會拉低支撐日本經濟增長的國內消費，相關收入

相比政府龐大赤字和債務，也只屬杯水車薪，警告日本正邁向「財

政懸崖」。

日本央行調查顯示，大型製造商景氣判斷
指數(DI)上季升至17的6年多新高，連續

5季上升，不過未來3個月卻急挫至8，遠差過
市場預期的13，跌幅超過1997年加稅時，反
映日企深切擔憂加稅衝擊。DI是把回答景氣
「良好」的企業比例，減去「不佳」的企業比
例而得出。

企業勁減投資 央行未必出手
經濟前景堪憂令企業對擴大投資卻步，大企
預計在4月1日起至明年3月31日的財年內，
設備投資按年增幅僅0.1%，遠低於去年的
3.9%；中小企更預料投資規模將按年減少
24.7%。三菱UFJ研究諮詢公司高級經濟師小
林真一郎指出，日本經濟很可能被加稅拖累，
加上環球經濟復甦疲弱拖累日本出口，「企業
實在沒太多感到樂觀的理由」。
市場期望下周議息的日央行能夠擴大寬鬆貨
幣政策，減緩加稅衝擊。但分析普遍認為，景
氣調查報告不足以促使央行出手，預料央行傾
向按兵不動，靜觀更多經濟數據。小林預料，

央行最快會在6月出手。
日本4大百貨公司昨日

公布3月份營業額初步
數據，顯示按年增幅
超過20%，主因受
加稅前夕消費所帶動。
首相安倍晉三前年底再

次上台以來，透過超寬鬆貨幣
政策促貶日圓匯率，似乎為日本的
出口型經濟帶來生機。然而圓匯急貶推
升進口成本，加上撇除價格因素後其實未
有帶動出口增加，龐大貿易逆差加大了政府財
政壓力。進口成本上升同時推高物價，但薪金
未有相應提高，使民生百上加斤。

債務逾兩倍 加至10%難救
日本政府入不敷支嚴重，國債已相當於國內

生產總值(GDP)的225%。安倍政府希望明年10
月把消費稅進一步加至10%，但有分析認為，
消費稅要提升至約15%，政府才能實現收支平
衡。瑞穗綜合研究所亦認為，日本要重建財政

收支平衡，必須大幅削支，並實
現高水準增長。

■共同社/路透社/
彭博通訊社/

《華爾街日報》/
英國《金融時報》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暗示維持低息
的言論繼續鼓舞大市，加上美國3月
份ISM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53.2
升至53.7，帶動美股昨早段上升。道

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6,553點，升96點；標
準普爾500指數報1,882點，升10點；納斯達克綜
合指數報4,250點，升51點。

歐元區製造業持續錄得增長，帶動歐股造好。

美企現金創新高 蘋果佔近一成
法國CAC指數中段報4,437點，升45點，重返

2008年金融海嘯前水平；英國富時100指數報
6,655點，升57點；德國DAX指數報9,620點，
升65點。

評級機構穆迪前日發表報告，指撇除金融業
後，美國企業去年底手持現金規模升至破紀錄的
1.64萬億美元(約12.7萬億港元)，按年增12%；蘋
果公司佔1,588億美元(約1.2萬億港元)現金，是整
體9.7%，獨佔鰲頭。報告亦發現，美企為了避稅
而存放在海外的現金增至9,470億美元(約7.3萬億
港元)，按年增13%。

穆迪指，維持龐大現金可確保企業在資本市場
出現動盪時，仍然有能力償還債務，有助企業維
持良好信貸評級。不過有分析認為，美企囤積現
金反映企業在當前商業形勢大好時，依然抗拒大
舉投資擴展業務。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英國《金融時報》/CNBC

日本上調消費稅，
很多店舖的電腦系統
都要更新以適應新價
格，不過部分店舖在
過程中出現系統問
題，在東京和首都圈
擁有130家分店的連
鎖超市稻毛屋，昨日
早上就因系統故障，
導致一半店舖未能照
常營業。
加稅也改變了消費
者日常生活習慣，例如一直以10日圓為單位定價的連鎖快餐店
麥當勞，加稅後部分食品改為以1日圓為單位。東京一名男大
學生在新宿麥當勞點了連稅共381日圓(約28.6港元)的早餐後，
困惑地表示：「在麥當勞被找回1日圓硬幣，總覺得有點奇
怪。」
不過加稅並未打擊日人在櫻花季節的賞花潮。在東京賞櫻熱
點千鳥淵，昨日有大批白領為新入職員工舉行賞櫻迎新會，附
近小販都說雖然來貨價升了，但生意未受影響。

■日本《讀賣新聞》

日本全線商品隨着加稅而加價，對於
已習慣物價因為通縮長期持平的日民
而言是罕見體驗。為留住顧客
人，日企和廣告商絞盡腦汁，有
百貨公司在4月初推出大減價，
也有些決定改革和提升產品質
素，或是推出新服務和產品。
日本第二大廣告商博報堂指

出，以往商戶習慣針對通縮制
訂市場策略，如今開始轉向針
對通脹。博報堂顧問小組成員
宮川直子透露，很多企業都計
劃在本月推出新產品，希望
轉移消費者對加價的視線。
商戶亦紛紛大改造現有產

品，例如朝日超爽生啤聲稱
改良了酵母管理程序，令啤
酒味更明顯；日本航空則大
力推廣商務客位的皮革座
椅。
日本最大廣告商電通的

研究員袖川芳之認為，商
戶策略未必生效，很多新
產品加價後都會惹來消費者反
感。他指出，長年通縮令日本消費者變得十分精
明，並對產品價格很敏感。 ■英國《金融時報》

歐元區 3月按年通脹只有
0.5%，是2009年11月以來最
低，西班牙及希臘等歐豬國更陷
入通縮，但這背後可能與日本
「輸出通縮」有關。《華爾街日
報》指出，日本為擺脫通縮壓低
日圓，變相推高歐元匯價，導致
歐洲進口價格下跌，正正是觸發
歐元區通縮危機的元兇之一。
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認為，
目前無跡象顯示歐元區消費者計
劃延遲消費，相信歐元區未受通
縮危機威脅，低於預期的通脹只
屬暫時現象。然而分析指出，日
圓急貶導致歐元走高，正削減歐
元區生產商的競爭力。
有傳歐央行或仿傚日本，推
出量化寬鬆(QE)提振經濟，但
有分析指出歐元區涉及多個國
家，要推行QE先要跨越多重
政治障礙。

■《華爾街日報》

來自美國和加勒比海的投資者前晚入稟紐約
法院，集體控告匯控、花旗、高盛、美銀、巴
克萊、法巴、瑞信、德意志、摩根大通、摩根
士丹利、蘇格蘭皇家和瑞銀共12家大行，指
它們自2003年起串謀操控匯市。
入稟者包括美國多個市和州的退休基金。他

們指控12行的交易員私交甚篤，通過聊天
室、即時訊息和電郵溝通，聯手操控匯價。

多家大行近年捲入操控匯率醜聞，促使國際
金融監管機構展開全面調查，至今已有逾20
名交易員被停職或解僱，英倫銀行亦有一名懷
疑涉案職員被停職。

FBI查高頻交易
另外，聯邦調查局(FBI)前日證實，正調查

高頻交易公司有否利用其他投資者無法取得的

市場訊息，並透過高速交易非法謀利。據報調
查已展開近1年，目前仍處於初步階段。
近年高頻交易大行其道，不少交易員會利用
電腦程式在瞬間進行大量買賣。報道指，受查
的包括交易員在作出收購指示後迅速取消的做
法，懷疑是要營造市場活動假象，有操控市場
之嫌。

■《華爾街日報》

加稅起混亂

超市系統故障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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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投資者集體告12大行操控匯市

法股重返海嘯前水平 美股早段升近百點

亞洲開發銀行昨日公布「2014年
亞洲發展前景」報告，稱發達國家
經濟增長動力有所增強，有望抵銷
中國經濟趨緩的影響，亞洲新興經
濟體明年經濟增速料加快。不過二
十國集團(G20)警告，環球通脹有放
緩跡象，可能威脅經濟復甦。

報告估計，中國明年增長會由今年
的7.5%放慢至7.4%，但受惠於美國
等增速，亞洲發展中國家明年增長有
望加速至6.4%，較今年多0.2個百分
點。世界銀行昨日宣布，未來10年提
升中等收入國家借貸上限1,000億美
元(約7,757億港元)，作為2030年前消

滅極端貧窮的一步，各國每年貸款上
限料由150億美元(約1,164億港元)升
至最多280億美元(約2,172億港元)。

歐元區失業率料維持高企
歐元區2月失業率錄得11.9%，按

月持平，但德國失業人數下滑之

際，意大利失業率卻升至13%的歷
史新高，反映歐元區復甦失衡。巴
克萊駐倫敦分析師梅努特認為，歐
元區就業增長太溫和，不足以大幅
降低失業率，預料今年失業率會維
持大致穩定。 ■美聯社/法新社/

《華爾街日報》/《衛報》

社交網站facebook業
績向好，創辦人朱克伯
格去年透過行使認股權
獲利達33億美元(約256
億港元)。他仿傚蘋果公
司已故創辦人喬布斯、
Google共同創辦人佩奇
及布蘭，去年僅象徵式
領取1美元(約7.76港元)
年薪。

營運總監桑德伯格繼續成為
fb最高薪員工，去年獲1,610
萬美元(約1.2億港元)。文件顯
示，fb前年上市以來，她已沽
出逾半所持股份，令外界揣測
她最終可能離任。
■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

報》/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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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開行：亞洲增長有望加速 G20：全球通脹放緩威脅復甦

■職員在店門外張貼故障告示。

■■創辦人創辦人朱克伯格朱克伯格
年薪年薪：：11美元美元

■■營運總監營運總監桑德伯格桑德伯格
年薪年薪：：11,,610610萬美元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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