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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中情局僱員
斯諾登去年5月匿居
香港酒店接受英國
《衛報》訪問，掀起
華府監控風暴。一夜
成名的記者格林沃爾
德前日出版新書《無
處可藏》，揭露與
斯諾登在港接觸內
幕，以及其他從未
公布的洩密資料，
包括日本常駐聯合
國代表團也成美國
竊聽對象等。

「2國安局官員在找他」
斯諾登5月20日抵港後藏身美麗華酒店。格林沃爾
德6月初飛抵香港，親自接觸斯諾登。不過見到斯諾
登後，對方表示「兩名國安局官員正找他」，格林沃
爾德明白要盡快完成訪問，「讓人們聽到、看到斯諾

登親自敘述，而不是等他被捕後，透過別人交代」。
英國時間6月9日晚上，《衛報》網站刊登了斯諾登

專訪，隨即震驚全球，大家都關注斯諾登究竟藏身香
港何處。格林沃爾德憶述，當時大批記者蜂擁到美麗
華酒店，但斯諾登與《衛報》攝影師普瓦特斯其實住
在另一間，他甚至試過喬裝後進出酒店，未被認出。
為讓斯諾登的代表律師秘密進出酒店，格林沃爾德與
同事在酒店大堂引開記者。
格林沃爾德自言報道發表前非常焦慮，深明這一切

將改變歷史，「斯諾登作為我們其中一員，很可能面
臨牢獄之災，讓我感到十分沮喪」。

美竊聽日安理會代表團
書中並稱，美國國安局(NSA)在2010年聯合國
安理會表決對伊朗制裁決議前，竊聽當時安理會
非常任理事國日本的代表團，手段包括入侵電腦
系統等。書中提到，斯諾登曾於2009至2011
年，以美國大型電腦廠商員工身份被派往日本，接受
入侵別國軍隊、民間電腦系統竊取情報等NSA網絡情
報人員特訓。 ■英國《衛報》/共同社

負責美國總統保安的密勤局再爆出醜聞，前局長沙
利文被揭在2011年調派白宮的特工參與私人任務，
密勤局承認事件屬實。數名特工曾向國土安全部調查

主管舉報事件，但有參議院委員得悉調查主
管企圖淡化事件，並拖延調查。
3名知情人士爆料，在2011年6月30

日至8月期間，時任局長沙利文早晚遣派
兩名特工前往離白宮一小時車程的拉普

拉塔郊區，保護沙利文女助手肖佩
免被鄰居騷擾。
兩名當值特工曾接獲指令離
開看守位置，當時總統奧巴
馬正準備登上專用直升
機，從南草坪起飛。涉
案特工認為此舉可能
非法使用政府資源，

並 危害到總統人身安全，故
記錄參與次數及上級指示。

■《華盛頓郵報》

密勤局前局長濫權
派特工護女助手

■斯諾登(左圖)當時見到格林沃爾德(右圖)時，透露「兩
名國安局官員正找他」。 資料圖片

新書揭斯諾登 港酒店調虎離山喬裝出入

■《無處可藏》封面

澳預算料大瘦身 裁1.6萬公僕
20年最嚴苛 向逾70政府機構開刀

金融部長科爾曼昨日受
訪時表示，現存近1,000個不同的政府組織是浪費資

源、規模過大、太過揮霍，須精簡架構，他歸咎前朝工黨
政府導致這局面。今次計劃裁減1.6萬個公僕職位，多過
自由國家聯盟去年競選時提出的1.2萬個，削減政府機構
的數字也多過預先計劃的40個。

海關併入境 鑄幣廠或私有化
盛傳會被廢除的機構包括再生能源部、國家水利
委員會、總理原住民商業政策諮詢小組等。海關
將併入入境部；資訊專員職責將由其他部門分
擔；較小型的農業、醫療及通訊組織，會由
其他部門兼顧。

科爾曼稱，現政府會繼續推動資產私
有化。報道稱，澳洲皇家鑄幣廠及

澳洲證券和投資事務監察委員
會可能推行私有化。至

於澳洲郵政暫

時按兵不動。

料向高薪者加稅 被批誇大財赤
除了節流，政府料向高收入人士加稅。AMP

Capital首席經濟師奧利弗認為，澳政府誇大財赤
問題的嚴重程度，考慮到現時經濟復甦仍脆弱，
今次預算太嚴苛。澳洲工會理事會秘書長卡尼
批評削支是短視，認為政府沒考慮公營服務減
少的影響，與經濟師預期需求大增背道而馳。
在野工黨參議員卡梅倫指責政府違反承諾，
失信於民。
首都堪培拉多個文化機構亦會合併，澳
洲國家博物館總監墨菲稱，博物館運作
涉及專業及複雜元素，難以用商業角度衡
量，政府以企業化手段干預，是自相矛盾。

■法新社/澳洲廣播公司/
《悉尼先驅晨報》/

《華爾街日報》

澳洲政府今日公布20年來最嚴苛預算案，估計會加稅及大幅削支，

以紓緩財赤壓力。報道稱，政府計劃裁減1.6萬名聯邦公務員，逾70個政府

機構會合併或廢除，配合總理阿博特的「小政府」方針，這些措施可在4年內節

省4.7億澳元(約34.2億港元)公帑。有經濟師憂慮，削支過急過快會打擊復甦。

預算案重點前瞻
加薪俸稅
年收入逾18萬澳元(約131萬港元)人士加薪俸稅2%，措施持續4
年，帶來額外50億澳元(約363.5億港元)政府收入。
削支裁員
未來數月大幅削支和裁減公僕，其中稅務辦公室會裁員3,000人，
是重災區。
退休年齡
2035年前提高退休年齡至70歲。
縮減福利
獨力供養家庭的稅務優惠會取消。

「澳洲網絡」關閉
政府資助的海外電視台「澳洲網絡」將會關閉。
國防開支
政府會兌現承諾，將國防開支比例提升至國內生產
總值(GDP)的2%。
基建
提出100億澳元(約727億港元)基建計劃，抵銷削支及
加稅的負面影響。

路透社

■政府料大瘦身，文化機構或合併。圖為澳洲國家博物館。 ■澳洲皇家鑄幣廠可能推行私有化。 網上圖片

澳洲礦業熱潮減退後，政府近年不斷減息，刺
激樓市和消費開支並推動復甦，外界要求央行考
慮開始加息。然而在今次預算案公布前，澳央行
對經濟只是審慎樂觀，預測到今年年中會增長
3%，但未考慮緊縮預算因素。經濟師預測，若削支
明顯衝擊經濟，會為金融政策構成壓力，阻礙澳洲央

行加息步伐。
澳洲自2011年底累計

減息225個基點，央行月
初宣布維持息口在紀錄低位2.5厘，並預
期維持超低息一段時間。鑑於近月商業信
心稍好轉、失業率見頂，澳洲四大銀行相
繼要求央行結束減息周期。
Commsec首席經濟師詹姆斯表示，若預
算案損害消費者信心，澳央行可能恢復量
化寬鬆，但估計央行會觀望實際消費信心

的轉變情況，數月後才行動。花旗澳
洲首席經濟師布倫南表示，
會視乎預算案內容，將原
先最快明年首季加息的預
測，推遲至明年9月。

■《華爾街日報》/
《悉尼先驅晨報》

去年底至今年初，投資者對全球經濟前景都傾向樂
觀，但近幾個月形勢惡化，經濟上有歐元區面臨通縮威

脅，政治上則有烏克蘭危機，令投資者對經濟樂觀情緒降
溫。彭博最新全球投資者季度調查顯示，只有40%受訪者認為

經濟將好轉，比1月份低19%。
彭博於4月22日至24日，訪問全球594位訂閱彭博專業服務的
市場交易員、銀行職員及基金經理。40%受訪者認為全球經濟正
「好轉」，43%認為「穩定」，12%認為「惡化」。1月份調查
中，59%受訪者認為經濟將會好轉，創2009年以來最高水平。

投資者看好美歐復甦
另外，接近2/3投資者認為美國經濟正在好轉，且有44%認為美

國在未來12個月將提供最佳機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上月公
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測，美國今年增長將加速至2.8%，明年
增長3%，較去年的1.9%快。
雖然歐元區通脹疲弱，不過32%投資者仍看好歐盟復甦，比2010

年11月歐債危機期間的7%明顯增多。 ■彭博通訊社

全球經濟樂觀情緒降溫

■澳洲央行預測到今年中會增長
3%。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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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感到樂觀，加上連
跌多日的科技股有反
彈，帶動美股昨日再創
新高。道瓊斯工業平均
指數早段報16,678點，
升95點；標準普爾500
指數報1,892點，升13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報4,132點，升60點。
歐股造好。英國富時

100 指數中段報 6,845
點，升 31 點；法國
CAC指數報4,492點，
升15點；德國DAX指
數報 9,692 點，升 111
點。

■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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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美國企業提出跨境收購的消
息不絕於耳，美國藥廠輝瑞作價

1,060億美元(約8,217億港元)提出收購
英國阿斯利康(AstraZeneca)更成熱話。
美企頻頻海外併購，除想增強實力外，
還希望借助海外企業進行「稅收倒置」

(tax inversion)，繞過美國高昂的企業利
得稅，釋放龐大海外資金儲備。

離岸現金12萬億
美企利得稅率最高可達35%，冠絕全

球，不少美企為避稅，不會把海外收益
匯返美國，令海外現金儲備
屢創新高。除了美國的銀行

外，約1,700間美
企去年底離岸現
金總額達1.5萬億

美 元 ( 約
11.6 萬億
港元)，接
近2008年
的兩倍。
然而此舉

鎖死美企大量資金，蘋果公司即使坐擁
龐大現金，早前也要發債才能擴大股票
回購計劃，便是典型例子。
美企藉着收購海外註冊企業，並把公司

總部轉移至收購對象所屬國家，便可一方
面享受低稅優惠，同時保留在美國的業務。
美國藥企Horizon Pharma早前收購愛爾
蘭藥廠Vidara後，便藉此把未來應繳稅率
由超過30%降至20%或以下。
然而，美企積極尋求海外收購，亦大

幅提高被收購方的叫價本錢。Dealogic
數據顯示，去年美企收購其他上市公司
的平均溢價約為20%，但在「稅收倒
置」造成的併購潮下，當前溢價已超越
55%，意味美企即使想慳稅，亦先要作
好支付高昂收購價的心理準備。

■《華爾街日報》

《完全大學指南》網站公布2015年全英
大學排行榜，劍橋大學連續第4年壓倒牛
津大學排榜首，牛津屈居第2，倫敦經濟
政治學院及杜倫大學排名不變，分別排第
3及第5位，聖安德魯斯大學躍升2名，排
第4。
該指南綜合共123所大學的資料數據，

排名考慮因素分9項，包括學生滿意度、
研究成果、入學標準、師生比例、教學服
務經費、校舍設施經費、榮譽學位畢業人
數、畢業後就業前景及完成學位比率。
大學排名按年有升有跌，部分更相差逾

10位。創作藝術大學攀升24位至第 62
位，進步最大。指南編輯稱，今年部分排
名變化較大，主因是調整評核因素及比
重。

■《每日郵報》/《完全大學指南》網站

英大學排名
劍橋贏牛津奪4連冠

■■獲輝瑞打算斥巨額收購的英獲輝瑞打算斥巨額收購的英
國阿斯利康國阿斯利康。。 法新社法新社

澳洲總理澳洲總理
阿博特阿博特

密勤局前局長密勤局前局長
沙利文沙利文

緊縮恐阻澳央行
加息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