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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因薪酬與董事長決裂 首名非裔接任

首位女主編被炒
《紐時》地震

美國《紐約時報》高層大地震！上任不足3年

的首位女主編艾布拉姆森前日突然遭撤職，由執

行主編巴奎特接任，成為該報首位非裔美國人主

編。該報未有詳細解釋原因，有傳艾布拉姆森作風專

橫，加上不滿自己薪酬低過其他高層，故與《紐時》已故

創辦人蘇茲貝格之子、現任董事長兼出版人阿瑟關係破裂而

下台。

阿瑟前日在臨時全體編務大會上宣布這項決定，當時60歲的艾布拉姆森不在
場。報道指，阿瑟稱艾布拉姆森離職是因為編輯部管理問題，並認為新領

導班子可改進目前管理狀況。巴奎特向員工稱，他着重聆聽員工意見、不會要人
猜測自己想法，其言論普遍被解讀為批評艾布拉姆森的領導風格。

員工聞訊鼓掌
據悉巴奎特在編輯部十分受歡迎，現場消息人士透露，當阿瑟宣布由巴奎特接任
主編後，員工報以掌聲回應。有傳艾布拉姆森卸任後將離開《紐時》，但未獲證
實。《紐時》在報道中簡單引述艾布拉姆森的聲明，她稱十分享受領導《紐時》及
與全球最佳的一群記者共同工作。
報道指，阿瑟2011年調升艾布拉姆森而非巴奎特，是認為她在削減預算和實施
變革上更容易合作，但從第一天開始，兩人已經意見相左。前年秋天，英國廣

播公司(BBC)因已故名主持薩維爾孌童案而醜聞纏身，《紐時》亦有大篇幅
報道，但阿瑟依然堅持任命即將離任的BBC總裁湯普森擔任行政總裁，令
阿瑟和艾布拉姆森關係跌至冰點。湯普森上任後被指干預編輯部資源分
配，令艾布拉姆森更加不滿。

不滿低薪過前任
另有報道指，艾布拉姆森不滿薪酬不及前任主編凱
勒，曾因此與董事局當面對質。不過《紐時》澄
清艾布拉姆森薪酬與凱勒看齊。
美國東北大學新聞學教授肯尼迪認為事件
「並非普通人事調動」，又指艾布拉姆森連道
別也不允許已被趕離大樓，阿瑟給出的解釋
明顯難以令人信服。 ■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日本「安倍經濟學」提振經
濟增長效用逐步減退，基層受惠不
多，生活百上加斤。日本相對貧窮率(收入少
於全國中位數的人口比例)為16%，在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OECD)34個成員國中排尾6，單親在職家庭兒
童貧窮率增至逾5成，情況堪憂。
日本官方並無定義「在職貧窮」，但數據顯示，現時兼

職、臨時工及其他非長工收入少過平均薪酬一半的人數為1,970
萬，較1997年升7成，佔總勞動人口38%。
去年平安夜，49歲單親媽媽西藤因數月無交費被截水，要帶着11歲

女兒去附近公園用膠樽裝水，來回數次才足夠應付數日。西藤表示，當時
只待數日後出糧便可交費，慨嘆聖誕節前夕被截水，太冷漠無情。
西藤現職時薪僅1,080日圓(約82港元)，政府每月會發放額外1,300日圓

(約99港元)，應付加消費稅的影響。她稱生活拮据，平時只能買折扣雜貨，但
相信總能撐下去。

GDP按年升5.9% 今季堪憂
內閣府昨日公布，扣除物

價變動因素後，上季實際國
內生產總值(GDP)按季增長
1.5%，按年增長5.9%，是
連續第6季增長，主因是上
月提高消費稅前的購物潮。
有經濟專家指，加稅前消費
大增可能帶來隨後內需快速
萎縮，上季快速增長後，今
年餘下時間增長面臨放緩。

■路透社/美聯社

早於艾布拉姆森離職前，已
多次傳出她的女強人作風惹
起很多《紐約時報》員工不
滿。她去年出席一個年度
論壇時，便曾形容「幾近
失去編輯部的支持」。
她突然下台，有輿論懷
疑背後或涉及性別因
素，反映女性要躋身權
力架構的困難。
艾布拉姆森縱橫傳媒業多

年，曾任職《華爾街日報》，1997年加
入《紐時》，2003年成為執行主編，2011年9月升

為主編。《紐時》在她兩年半任期期間，贏得8個《普立茲

獎》。她曾獲《福布斯》選為全球最有權力女性榜的第19位，
憑強勢領導為公司帶來不少榮譽，但亦是這性格埋下撤職伏線。

女記人少薪低 女強人作風惹禍
有傳艾布拉姆森因薪酬與董事局對質，加深董事對她的壞印

象，是下台原因之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研究發現，美國女記者
前年平均薪酬只是男記者的82%，而美國記者中有63%是男性，
反映新聞界性別不平等。
《福布斯》女評論員圖什欣指，事件反映業界期望女性應謙

虛、溫和、附和及遵從，例如《紐時》董事長阿瑟領導風格強
硬，卻從未受批評，反而艾布拉姆森則被冠以「粗魯、咄咄逼
人、高壓」等字眼。她表示，男女同工不同酬尚能輕易解決，但
要改變業界對女性根深柢固、先入為主的偏見卻是難上加難。

■《福布斯》/《華盛頓郵報》

傳媒業競爭激烈，就如
《紐約時報》般的大報也
無法獨善其身，被迫出售
資產、裁員，並在印刷廣
告減少下，尋找其他收
入。路透社指，今次地震
進一步揭露《紐時》的經
營困局。
為減少債務，《紐時》
集團過去幾年出售大部分
資產，目前主要業務是
《紐時》及其國際版。
截至3月30日的首個財
季，《紐時》收入按年增
長2.6%，至3.9億美元(約
30億港元)；廣告和發行收
入分別增3.4%和2.1%。然
而網上廣告收入僅微弱增
長，從去年同期的3,700萬
美元(約 2.87 億港元)增至
3,780 萬美元(約 2.93 億港
元)。該季純利跌51%，至
170 萬美元(約 1,318 萬港
元)。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

美國零售業巨頭沃爾瑪首季盈利倒退5%，
拖累股價急挫2.5%，加上投資者由股市轉投
債市避險，多隻動力股遭到拋售，美股昨日
低開後跌幅擴大。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
報16,440點，跌1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1,870 點，跌 18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4,048點，跌51點。
歐元區首季經濟增長只有0.2%，拖累歐股
全線下跌。英國富時100指數中段報6,838
點，跌40點；法國CAC指數報4,455點，跌

45點；德國DAX指數報9,674點，跌80點。
意股跌3.61%。

失業救濟人數7年新低
美國4月份工業產出跌0.6%，上月消費
者物價指數則微升0.3%，市場憂慮通脹壓
力。美國上周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下跌2.4
萬人，至 29.7 萬人，創 7年新低，是昨日
少有利好消息，但未足以抵銷負面消息影
響。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歐盟統計局昨日公布，歐元區經濟上季增長
0.2%，差過普遍預期的0.4%，去年第4季增長則下
調至0.2%。分析認為，增長緩慢無助減少通縮風
險，歐洲央行下月議息時有機會減息，並擬訂可於
短期內推出的量化寬鬆(QE)措施。
歐元區經濟龍頭德國上季經濟增長0.8%，好過

預期；第2大經濟體法國持續疲弱，錄得零增長；
意大利及荷蘭更分別收縮0.1%及1.4%。Capital
Economics的麥基翁指，按首季數據來看，預測今
年歐元區經濟增長1%，差過歐盟估計的1.2%。

各央行料出手 全球債息跌
ING經濟師布熱斯基表示，德國經濟的正面因素

包括勞工市場強勁、薪酬水平上升、建造業支援今
季增長等；不過最大貿易夥伴法國經濟不振、地緣

政治危機持續；而中國增長放緩，會危及德國增長
前景。
美歐經濟前景仍陰霾密布，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央

行官員紛紛放風將推出刺激措施，觸發投資者紛紛
買入美德英的國債，導致債息下滑。美國10年期債
息前日一度低見2.523厘，是逾半年來最低；德國
10年期債息亦跌至年內最低位。
歐美經濟持續疲弱，令央行官員感到挫敗，也出

乎投資者意料。在美國，儘管利率處於歷史低位，
樓市依然低迷，企業招聘活動尚未升溫，通脹率依
舊處於令人擔憂的低位。預計各大央行將繼續向全
球債市注資，並維持低息政策，無疑給全球債券買
家大開綠燈。國債上漲的另一原因，是投資者擔心
疲弱的美國復甦，因此尋找避險投資。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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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管治數碼化惹不滿
法《世界報》女主編下台

《紐約時報》主編艾布拉姆森被撤職的
同一天，上任僅一年多的法國《世界報》
女主編努加雷德亦宣布請辭。《世界報》
員工曾批評努加雷德高壓式管治，亦不滿
她加速該報數碼化改革，已有多名編採人
員辭職以示抗議。努加雷德則指自己
受人身攻擊。
56歲的努加雷德去年3月上任，主
要任務包括推動報紙數碼化。報道
指，她計劃重新設計報紙和電子版
面，並從印刷版抽調50名職員到電
子版，引起採編團隊不滿。她的兩
名副手上周辭職，早前亦已先後有
7名編輯請辭，以示對她和老闆的
不滿。
努加雷德向員工發電郵解釋，自

己受人身攻擊，針對她管治方法和她
自己，令她無法實行向股東承諾的改
革計劃，亦未能令採編團隊達成廣泛
共識，故決定辭職。
《世界報》主編以投票制產生，報章

擁有人會推舉候補人，再由編採人員投票
選出。努加雷德去年獲8成支持高票當
選，但最終仍要黯然下台。

■《衛報》/《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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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急挫17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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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加雷德

■「安倍經濟學」
提振經濟下，單親
在職家庭兒童貧窮
率竟增至逾5成。

法新社

被炒被炒艾布拉姆森艾布拉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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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不和阿瑟阿瑟
董事長兼出版人董事長兼出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