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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大選結果預計最快後日公布，投資者憧憬
總理候選人莫迪領導的在野人民黨及盟友可勝
出，股市持續造好，Sensex指數昨創歷史新高，首
次升穿24,000點大關，印度盧比亦升至9個月高
位。
印度最大電力公司印度國家火力發電公司的股
價創3年來最大升幅；印度石油及天然氣公司股價
亦升至歷史高位。孟買IIFL財富管理公司董事巴
吉派表示，投資者期望強大的新政府上台，預料
股市會繼續上升。

奧巴馬承諾緊密合作
莫迪前日於投票結束後發表聲明，直言這場選
戰很難打，指無論誰人勝出，「受苦的都不應該
是10億國民的夢」。他表示，今次大選擺脫傳統
競選活動的模式，別具歷史意義。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祝賀印度大選完成，讚揚
選舉展示雙方共同享有的多元化和自由理念，並
稱印度成為世界典範。他表示期待新政府成立，
承諾華府將與下屆政府緊密合作。

莫迪當選美頭痛 關係差拒發簽證
不過分析認為，莫迪與華府一直關係不佳，倘

若莫迪當選將令華府頭痛。2002年，古吉拉特邦
暴亂造成逾千人死亡，大多為穆斯林，時任首席
部長莫迪被質疑包庇印度教徒。美方在2005年起
拒絕向他發出美國簽證。
南亞問題專家特利施認為，若莫迪勝出，美國

國務卿克里應盡快到訪，並邀請莫迪赴美，以建
立互信。美國策略及國際研究中心成員羅索表
示，國務院需要非常謹慎研究如何重新與莫迪建
立關係。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憧憬在野黨勝選 印股創新高
印度中央統計局前日公布，當地上月消

費物價指數上升8.59%，超乎市場預期，
升幅是3個月以來最快。3月份工業生產收
縮0.5%，低過市場預期的1.5%。數據為
印度央行在下屆政府當選後維持高息增添
壓力。
巴羅達銀行首席經濟師尼熱表示，新政

府將會繼承停滯性通脹局面。他認為，雖
然工業生產減少，但面對通脹問題，央行
將被迫維持高息；政府需要減少補助，增
加能源、道路和港口的開支，以振興經
濟。
當地通脹率去年平均約10%，而在過去
半年中，工業生產有4個月收縮，因此打
擊執政國大黨的民望。
印度央行行長拉詹上周五重申，要維持

經濟增長，就必須降低通脹率。他上月維
持息率不變後指出，若通脹率明年1月達
8%、2016年觸及6%，央行將不會進一步
收緊貨幣政策。 ■彭博通訊社■股市創新高，交易員表現興奮。 美聯社

日本人口老化問題嚴
重，政府專家委員會「選
擇未來」昨日提交的中期
報告書估計，若按照當前
出生率推算，日本人口到
2060年將由去年約1.27億
人大幅跌至8,674萬人，嚴
重威脅國家未來的經濟增
長和財政。委員會建議政
府改善生育環境提高生育
率，力爭50年後維持1億
人口水平，這是日本政府
首次明確提出人口目標。

澳洲總理阿博特的政府昨日公布去年上台後首
份預算案，提出透過加稅和削減福利，在一年內
把財赤減半，由499億澳元(約3,624億港元)降至
298億澳元(約2,164億港元)。財長霍基指「福利
時代」已過，呼籲國民協助改善政府財政。預算
案提出開徵2%富人稅，被批評違反競選承諾。

年賺131萬 需連續3年繳稅2%
預算案提
出，年收
入18萬澳
元(約 131
萬港元)以
上人士需
要連續3

年支付2%富人稅，預計可為國庫帶來31億澳
元(約225億港元)。節流方面，預算案建議未來
3年削減1.65萬個公務員職位、廢除逾70間政
府機構、精簡聯邦和省政府架構、削減失業津
貼。政府亦計劃將領取退休金年齡逐步提高至
2035年的70歲。

為搜馬航客機撥6.5億
未來5年，政府會在基建上花116億澳元(約
842億港元)，包括道路、鐵路和新悉尼機場。
當局計劃在今明兩個財年再撥9,000萬澳元(約
6.5億港元)，協助搜索失蹤馬航客機，但強調
最終實際開支會受多個因素影響。至於新財年
澳洲軍費開支將增加接近8%，達292億澳元
(約2,120億港元)。
霍基預測，今個財年經濟增長會減慢至

2.5%，失業率升至6.25%，通
脹率則達2.25%。他
指出，所有國民應
作出貢獻，以「機
會時代」取替「福
利時代」。評級機構
標準普爾昨維持澳洲
「AAA」信貸評級和穩
定展望。

■法新社/美聯社

冀年內財赤減半
澳開徵富人稅 歐盟裁歐盟裁GoogleGoogle搜尋須刪私人資訊搜尋須刪私人資訊

歐盟最高裁判機構歐洲法院昨日裁
定，民眾有權在特定情況下，要求網絡
搜尋巨擎Google刪除有關個人資料的搜
尋結果，即享有「被遺忘」的權利。有
關裁決影響可能非常深遠，尤其是「起
底」等在網上搜尋個人資料等相關行
為，有業界形容，判決為「歐洲大規模
私人資訊審查打開大門」。Google對判
決表示失望。
今次案件源於一名西班牙男子在

Google 搜尋自己的名字時，發現一篇
1998年有關他因斷供而被迫拍賣物業的

報章報道，他認為私隱被侵犯，先後在
西班牙法院以至歐洲法院提出訴訟。

公眾關注人物事件不受限
裁決認為，一般人應該享有「被遺忘

權」，即在某些資訊屬於「不足夠、無關
係或已過時」的情況下，他們有權要求
Google從搜尋結果中移除相關連結，不
過在有關資訊涉及公眾人物或公眾關注事
件的情況下，則不受此所限。
Google在案中一直堅稱，公司沒有控

制任何訊息，只是提供在網上自由存在的

資訊的連結，又指強制刪除訊息的做法相
等於審查。

料釀「大規模私人資訊審查」
有業界人士擔心，今次先例一開，未

來會有數以萬計的歐洲人要求刪除自己在
網上的官司或公開資訊，形成「大規模私
人資訊審查」。
分析也指，這意味今後任何人只要不

喜歡自己在網上的舊資訊，都可要求
Google等搜尋器刪除資料。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美國新公布經濟數據表現參差，美
股昨日早段在高位靠穩，標準普爾
500指數更一度衝破1,900點大關，是
歷來首次。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

報16,726點，升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1,898
點，升1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4,146點，升2
點。
歐股造好。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853點，升
1點；法國CAC指數報4,505點，升12點；德國
DAX指數報9,755點，升53點。
美國商務部公布上月零售銷售增長0.1%，增幅遠低

於3月份的1.5%，亦差過市場預期的0.3%，其中餐飲、
網上零售及電子產品銷售跌幅抵銷汽車及服裝銷售增
長。勞工部則公布上月進口物價指數跌0.4%，為去年
11月以來首次下跌。 ■法新社/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標指破1900點大關
美國、英國、歐洲、日本以至新

興市場近年都流行精釀啤酒，帶動
主要原材料啤酒花的需求大增，價
格亦因而上升。其中在美國，過去
數年的精釀啤酒產量每年升幅達雙
位數，刺激啤酒花價格在5年間升
到每磅7至10美元(約54至78港元)
水平，創2007至2008年來高位。
精釀啤酒較大型品牌釀造的一般淡

啤酒，使用多4至10倍啤酒花，因此
有「啤酒花炸彈」之稱。由於這種啤
酒愈來愈受歡迎，美國精釀啤酒商數
目去年增至2,768間，按年增15%。
數據顯示，精釀啤酒量去年佔整個啤
酒市場8%，零售總值達143億美元(約
1,109億港元)。啤酒花貿易商巴思指

出，精釀啤酒風潮如傳染病般散播，
連中國也有1,000間相關釀酒商。
啤酒花需求大增，但種植需求卻遠
遠追不上市場增長，這對一些小型品
牌釀酒商影響最大。因它們一般沒有
太多啤酒花存貨，一旦突然有新產品
受青睞，也難以擴大產量。
■英國《金融時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精釀啤酒受歡迎 啤酒花價格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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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間智庫「日本創成會議」上
周四發表研究報告指，全國近半數市
町村年輕女性、即20至39歲女性的人
口數目於2040年前將減少一半或以
上，警告這會導致政府施政困難，以
及加劇人口減少。

湧城市打工 負擔重拒生育
今次研究參考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及

人口問題研究所去年3月公布的人口預
測，並考慮大城市醫護業職位大增，
預計今後每年約有6至8萬人從地方城
市，移居其餘大城市打工，推算調查
訪問的1,800個市町村中，有896個於

30年內年輕女性數目將減少一半，當
中包括青森、岩手、秋田、山形及島
根縣8成以上市町村。
報告又指，東京都23區於2040年

前，年輕女性數目將減少 10.2%至
50.8%，東京都的出生率已是全日本最
低水平，意味即使從地方城市流入人
口，也無彌補適育年齡女性的減少。
日本前總務相、創成會議主席增田寬
也指，東京等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昂，
若年輕人移居當地，很可能因生活負
擔重而不願生育，加劇整體人口減
少。

■《日本經濟新聞》/《讀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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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地區女青 2040年將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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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指出，人口減少除導致勞動
力短缺和加重福利制度負擔，日

本國內市場和經濟規模亦會大幅縮小，
削減吸引投資的魅力，並引發一系列社
會與經濟負面問題。委員會表示，政府
必須加強對孩子出生、教育和養育的支
援，包括將生育和育兒補貼倍增至3萬
億日圓(約2,274億港元)，目標是把日本
女性生育率由目前1.41提升至2.07，以
達到人口目標。

近1/3自治體 26年後恐消失
委員會又建議把資源分配由老年人轉到
兒童，並建構「不分年齡、性別的勞動制
度」，鼓勵女性和老年人就業，包括取消
現有65歲退休的制度，允許身體健康的老
年人繼續工作。報告指，受人口減少影響，
目前約1,800個地方自治體中有523個可能
到2040年便會消失，認為需要對市町村進

行「匯集和活性化」，同時要控制人口避
免向東京首都圈一帶集中。

需大膽改革經濟制度 引入外國人才
經濟改革方面，委員會稱有必要大膽

改革當前制度，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通過創業和停業的新陳代謝提高日本產
業的活力。吸引外來人口方面，委員會
認為目前移民政策暫未需要調整，但可
以戰略性引進外國人才。委員會表示，
今後5年會探討一系列改革的具體措
施，並陸續提出實施方針。
日本經濟再生相甘利明表示，委員會

的調查和討論結果將被反映到6月出爐的
經濟財政運營基本方針上。「選擇未
來」主席、日本商工會議所會長三村明
夫則表示，希望政府和民間能共同應對
人口危機。 ■《日本經濟新聞》/

法新社/日本《每日新聞》

■澳洲財長霍
基展示新的財
政預算。

彭博通訊社

■日本人口老
化問題向來嚴
重。網上圖片

■生育率不足，將來日本
的青年人恐要承受更沉重
的社會負擔。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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