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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錢彈性高 恐改變勞動市場

美國股市去年愈升愈有，吸引
大量投資者入市，個別增長股備
受追捧，但踏入2014年，情況大
逆轉，投資者態度轉趨謹慎，寧
追求穩定派息，帶動多隻收息股
跑贏大市。分析指，這反映投資
者認為去年大升市「可一不可
再」，憂慮企業業績開始轉弱，
拖累經濟復甦步伐，於是改變策
略求穩。
美企近年普遍增加派息，數據

公司FactSet資料顯示，標準普爾
500企業去年年度派息合計達每
股34.8美元，預計今年會再增加
9.9%，到破紀錄的38.98美元。
追蹤一籃子收息股的iShares精選
股息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今年
累升2.6%，表現遠勝標準普爾
500指數的0.9%，反映投資者開
始追捧收息股。

平均高於2.4厘
綜觀今年表現較好的股票，大

部分派息都十分可觀，例如大型
設備製造商Caterpillar和默沙東
藥廠等，股息率超過標普500成
分股，兩者股價今年都已累升一
成或以上。這些公司的股息率普
遍高於2.4厘，高於標普500平均
的1.96厘。
高息股過去兩年一直跑輸其他

急速增長的公司股，但隨着增長
股市盈率升得太高，投資者開始把資金轉到一些
估值較合理的股票。掌管約35億美元(約271億
港元)的Rehmann Financial地區常務負責人海德
指，去年大升市令增長股變得更加昂貴，認為現
時是買入收息股的良機。
雖然美國聯儲局啟動退市，但美國10年期國
債孳息率由年初3厘，到近日出乎意料地跌至
2.726厘，亦增加了收息股的吸引力。投資者預
期，隨着債息慢慢爬升，收息股吸引力將逐漸下
降，但分析認為除非息口突然飆升，否則收息股
仍會繼續受熱捧。而聯儲局亦已聲言，會極力阻
止息口急升。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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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繼續拋售科網股，並觀望
多家美企及大行本周公布上季業
績，美股昨早段再挫逾100點。道
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16,297

點，跌11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855點，跌
9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4,100點，跌27點。
Visa及輝瑞藥廠等道指成分股跌逾2%。國際金價
跌穿每盎司1,300美元水平。
科網股災亦蔓延歐洲市場，歐股全線下跌。英

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619點，跌76點；法國
CAC指數報4,441點，跌43點；德國DAX指數
報9,521點，跌174點。法國電訊公司Iliad股價跌
近6%，諾基亞及晶片製造商ARM股價分別跌
3.3%及2.1%。

■彭博通訊社/美聯社/路透社/CN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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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上月非農業職位新增19.2萬個，

連同2月份經調整後的19.7萬個增幅，

反映僱主招聘意慾增強，但當中有多達

2.85萬份屬臨時工，佔總數近15%。專

家指，美企在衰退時期減少招聘全職員

工，發現用臨時工可節省更多開支和提

供更多彈性，使得企業即使在經濟好轉

後，依然傾向聘請臨時工，這可能會長

遠改變美國勞動市場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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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經濟復甦疲弱加上當地推出新監管條例，
歐洲銀行正減少向中小企借貸，令美國投資公司
取代歐洲銀行，成為企業主要融資來源。這現象
反映不少中小企仍難以籌集資金，阻礙歐洲復甦
進度。
德勤會計師行研究指，非銀行機構去年第四季
向歐企借貸宗數，由18宗增至56宗，當中近半來
自美國；前年9月至去年12月，約50%交易涉及
英國企業，法國和德國分別佔25%和11%。
向歐企融資的美國投資公司包括采奇資產管理
和KKR & Co.，他們正尋求未來有更多相關交
易。
西班牙西南部一家水資源公用事業機構於去年
11月，向美英兩家公司借貸共8,500萬歐元(約9
億港元)，高層指若不嘗試借貸，機構恐已倒閉。
法國一名高級銀行監管者指，該些借貸通常是高
息，不及可持續的銀行融資。 ■《華爾街日報》

美投資公司取代歐銀
為歐企融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年會
周五起一連三日在華盛頓舉行，美國前財
長薩默斯前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
呼籲各國財長及央行行長制訂全球增長策
略，解決經濟不景，並敦促華府增加投資
刺激經濟。
薩默斯表示，美國增加基建開支不但

可減輕下一代負擔，還能擴大經濟能
力。他認為，政府能不用成本促進私人投
資，包括授權石油和天然氣出口，並推
動貿易協定，開拓海外市場。
他指全球央行於2008年金融海嘯後
實施的寬鬆貨幣政策，對政府增加開
支的決定不會造成大影響。他認為，
如何動用央行持有的公共資產和主權

基金，應有創新考慮，以推動增長。

不認同日本加消費稅
薩默斯提到日本月初增加消費稅，他不表認同，認為日本對抗通縮的措施未足

夠，日方償債能力很快會出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

澳洲總理阿博特昨在東京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談，商討
經濟夥伴協定(EPA)，兩人會後宣布就牛肉及汽車等多種產
品達成基本減稅協議，是澳日歷來首次達成自由貿易協定。
分析認為，美國與日本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

(TPP)談判陷入僵局，澳日成功達成協議，將迫使美方加快
談判進度，以免美國農產品在日本的競爭力落後澳洲。
根據協議，日本將把目前對澳徵收的冷凍牛肉關稅由

38.5%，於15年內逐步減至23.5%，冷藏牛肉會於18年內
逐步減至19.5%。日方亦撤銷澳洲進口牛肉的數量限制，
同時增加芝士、酒品、海產、蜜糖及多種蔬果的免稅種
類，以及於10年內停止向澳工業製品徵稅。為防止廉價牛
肉衝擊本地市場，日政府將討論保障畜牧業界的對策。

阿博特今料與韓簽協議
澳洲則會撤銷向日出口汽車及家電用品的關稅。澳日亦

同意加強安保合作，包括共同研發國防設備。
阿博特今日將轉到韓國，並與韓方簽署另一項貿易協

議，包括撤銷韓產汽車及家電用品的關稅。他明日會到海
南島出席博鰲亞洲論壇。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共同社

日與澳達貿易協議 逼美加快TPP談判

世界銀行昨日發表半年一次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經濟形勢
報告，指出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發展中經濟體今年經濟增長穩
定，平均增幅為7.1%，略低於半年前預測的7.2%。報告又
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將增長7.6%，略低於此前預測的
7.7%，並預計中國2015年和2016年增長為7.5%。
世銀主管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副行長托森伯格說，東
亞和太平洋地區是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今
年強勁的全球經濟增長勢頭將幫助這一地區在適應金融環境
趨緊的同時，仍能保持相對穩健的增長。

印尼泰國臨緊縮威脅
報告指出，印尼和泰國等幾個東南亞較大經濟體，今年將

面臨全球金融緊縮和更高的家庭債務。馬來西亞經濟今年料
增長4.9%，其出口將增長，但較高還債成本和持續財政整

頓將打擊內需。印尼和菲律賓增長料分別放緩至5.3%和
6.6%。
世銀又大幅下調泰國經濟增長預測，從半年前的4.5%降

至3%，原因是國內政治動盪持續。
世銀東亞和太平洋地區首席經濟學家郝福滿警告說，區域

風險猶存，「發達經濟體復甦水平低於預期，全球息口上
升，以及東歐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導致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加
劇，都有可能使該區域經濟體遭受打擊。」
報告說，結構改革是應對風險，保證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關

鍵。中國在金融領域、市場准入、勞動力流動以及財政政策
等方面已開始一系列改革，以達到提高增長和內需的目的。
目前政府已公布的措施包括稅制改革、降低私人投資門檻
等，也會在短期內刺激增長。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新華社

世銀下調中國增長預測

薩默斯籲華府
增投資振經濟

企業在經濟低迷時會致力削
支，故每次經濟衰退過後，

臨時職位通常都會增加，但勞工專
家認為，今次臨時工增加現象持續
多時，反映就業市場已發生長期結
構性轉變。數據顯示，美國臨時工
人數由2009年8月的170萬，到上
月升至280萬，佔整體勞動力的
2.5%；去年臨時職位亦增加近一
成，升幅冠絕勞工部追蹤的150
個界別的職位。

製造業重災 沃爾瑪亞馬遜罪魁
個別城市趨勢更加明顯，招聘網站「凱業
必達」指，在辛辛那提和密爾沃基等城市，自
2009年以來，超過一半新增職位都是臨時工；在
加州斯托克頓，2009年以來淨新增職位數量更幾
乎等同臨時工。
報道指，隨着沃爾瑪和亞馬遜等大型企業把招
聘臨時工當作業務核心部分，不少企業都紛紛跟
隨。其中傳統製造業更是「重災區」，近四成臨
時職位都來自製造業，主要是因為科技進步，令
很多全職職位都被機械取代，導致臨時工比例過
去幾十年來不斷爬升。

薪酬較全職低1/3 不穩定
對於工人而言，臨時工以往是一塊踏腳石，讓
他們可以一邊尋找全職職位，一邊賺取生活費和
工作經驗，但若把臨時工當成全職，便會產生不
少問題。其一是臨時工薪酬偏低，勞工部數據顯
示，臨時工平均周薪約為554美元(約 4,296港
元)，較全職低約1/3。其二是臨時職位不穩定，
例如去年共出現過1,100萬個臨時職位，但至今剩
下來的只有280萬個。 ■《華爾街日報》

■隨着沃爾瑪（右圖）和亞馬遜（上
圖）等大型企業把招聘臨時工當作業
務核心部分，不少企業都紛紛跟隨。

資料圖片

■美國前財長薩默斯

■■阿博特阿博特((右右))和安倍晉三會談前握手和安倍晉三會談前握手。。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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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企縮數美企縮數 狂聘臨時工狂聘臨時工

■大型設備製造商Caterpillar（左）和默沙東藥
廠等的股息率超過標普500成分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