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國際新聞 ■責任編輯：曾綺珺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4年5月18日（星期日）

美國聯儲局逐漸退出量化寬鬆
(QE)，投資者密切關注加息時機，更
不惜重金安排飯局，向早前卸任的聯
儲局前主席伯南克收風，造就伯老豬
籠入水。他每場飯局叫價高達25萬
美元(約194萬港元)，遠超他擔任聯
儲局主席時的19.97萬美元(約155萬
港元)年薪。
伯老任內破天荒推出QE，到卸任
前方啟動退市，加上與現任主席耶倫
關係緊密，不少投資者都希望從他口

中打探局方未來政策方向，如加息時
機、寬鬆貨幣政策走向等，作為調整
投資策略的參考。

「相信較市場預期遲」
據曾赴會的人士透露，伯老在飯局

中明顯較擔任主席時健談，多次提到
寬鬆貨幣政策將維持一段長時間，又
稱勞工市場仍然疲弱，相信局方加息
時機較目前市場預期更遲。每當有提
問者質疑QE時，伯老都會激動地為

政策辯護。不過伯老亦非無所不談，
據悉他堅拒透露局方內部資訊，預測
政策走向時亦十分審慎，盡量配合耶
倫的公開言論。

40分鐘演講袋近200萬
相比另一前主席格林斯潘卸任後一

周便出席投資銀行雷曼兄弟主辦的飯
局「掘金」，伯老卸任後首次公開演
講是今年3月在阿聯酋，距離卸任後
足足一個

月，該次40分鐘的演講為他進賬25
萬美元(約 194 萬港元)。消息人士
指，自3月至今，摩根大通和證券商
BTIG等金融機構已先後為伯老主辦
最少4次飯局，不少基金經理和投資
者都熱烈捧場。
出席飯局者不乏投資界名人，包括
去年大賺35億美元(約271億港元)、
連續第二年膺「賺錢之王」的著名對
沖基金經理泰珀。

■路透社

蘋果和Google就專利訴訟和解引起各
方熱議，不過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
評論指出，有關協議只是針對一宗已經
接近塵封的陳年舊案，不代表蘋果和
Google會從此停戰。
評論指出，自從2010年摩托羅拉控
告蘋果侵權以來，全球手機市場戰況已
大幅改變，摩托羅拉本身更已被收購
再分拆出售，故這宗專利訴訟其實已
意義不大。協議同時未有包括相互授
權，意味有關爭議其實尚未完全平
息，雙方亦未有承諾不再向對方提
訟。當年喬布斯怒斥Android是「賊
贓」，注定了蘋果和Google之間心存
芥蒂。
文章又指出，儘管Google近日被捲

入蘋果與三星的侵權官司，但今次和解
協議與那宗案件稱得上是毫無關係，暫亦
未有跡象顯示蘋果和三星有意和解，意味
有關侵權訴訟今後可能仍是無日無之。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今次和解涉及的侵權案始於2010
年，摩托羅拉移動起訴蘋果侵

權，蘋果提出反告，雙方隨後在歐洲和美國互相
發起了20多宗專利訴訟。Google前年收購摩托羅
拉後，雖然於今年初把智能手機業務分拆售
予中國聯想，但仍保有摩托羅拉大部分專
利，因而繼承有關訴訟。

不包括相互授權協議
蘋果和Google前日發表聯合聲明，同
意撤銷雙方之間現存所有智能手機專
利訴訟，兩者今後將在專利改革
的部分領域攜手合作。不
過，協議不包括一般
專利訴訟和解中常見
的相互授權協議。
外界關注今次停戰
會否影響蘋果與三星的
專利訴訟大戰，儘管和
解協議中並無提及，但輿
論普遍認為蘋果起訴三星是
要隔山打牛，志在打壓Google
的智能手機操作系統Android。

官司冗長花費大 欠致命一擊
蘋果與三星在全球掀起無數專利訴訟，雖然
蘋果整體上稍佔上風，但一直未能給予對方致
命一擊，反而因冗長和無盡的官司付出龐大金錢
和時間。
前美國專利及商標局矽谷分部法官史密斯指
出，從蘋果和三星連串訴訟的判決結果可見，這是
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尋求和解才是理智的做
法。然而美國維拉諾瓦大學法律系教授里施認為是
象徵意義居多，因為摩托羅拉現在已不再是大型競
爭者，「當他們(蘋果)決定撤銷對三星的所有訴訟
時，那才值得討論。」
不過外界普遍正面評價今次停戰，Gartner分析師貝
克指，專利訴訟只會浪費科技企業的金錢和時間，同時
增加未來產品研發的不確定性，企業透過和解解決紛爭
無論對產品製造商和消費者都有好處。《華盛頓郵報》
亦指出，近年不少公司專門透過收購專利後發起侵權訴
訟牟利，過去5年間蘋果和Google便被這些公司合共起訴
近200次，故深明濫用專利訴訟的禍害。

■法新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美國蘋果公司已故創辦人喬布斯曾頒令向Google發動「聖戰」，但這場戰爭似乎

提早進入鳴金收兵階段。蘋果和Google前日宣布，停止雙方之間所有智能手機

專利訴訟，並承諾合作推動專利改革。分析關

注這次「和解」可能成為三星解決

與蘋果專利糾紛的樣板，甚至

為結束纏繞業界多年的專利

訴訟潮鋪路，但亦有人認為

今次停戰是象徵意義居多。

互聯網搜索巨頭Google前日證實，成功收購手機翻譯
應用程式(app)Word Lens。用家只要將手機鏡頭對準平
面文字，不需上網便可即時得出翻譯，程式支援iOS、
Android系統及Google Glass用戶。
Word Lens用家只要下載所需語言套裝，便可隨時隨

地翻譯文字，現時免費提供俄文、西班牙文、法文、意
大利文、德文及葡文6種語文的英文翻譯，有助旅客在
外地閱讀指示牌及菜單等，故大受歡迎。Word Lens開
發商Quest Visual證實這宗交易，但拒絕透露出價。

■《每日郵報》/法新社

英國政黨為準備明年大選，紛紛在社
交網站搶佔陣地，爭取網民「Like」(讚
好)。不過有報道發現，執政保守黨的
facebook專頁中，很多讚好的用戶並非
英國人，而是來自俄羅斯、墨西哥甚至
泰國的用戶，有「買Like」之嫌。
報道指，保守黨花重金在fb專頁落廣
告，讓更多用戶可以看到和讚好專頁，

結果在短短一個月內，首相卡梅倫的讚
好數目就急速上升。
然而《獨立報》發現，支持卡梅倫的

用戶當中，很多是來自全球各地。該報
透過fb聯繫其中30名支持者，有16人
沒有回答，6人不懂英語，只有8人是
本地人。有回覆的用戶當中，很多也是
答非所問，令人懷疑。 ■《獨立報》

天災造成重大經濟損失，令保險公司
賠償額不菲。美國一家大型保險公司為
此控告伊利諾伊州多個地方政府機構，
指它們未有為暴雨及洪水侵襲作好準
備，提出索償。法律專家指這是歷來首
宗同類訴訟，預料會掀起氣候變化損失
責任誰屬的訴訟潮。
美國Farmers保險集團上月提出9宗
集體訴訟，控告芝加哥地區近200個地

方政府機構，指地方政府明知全球氣溫
上升會導致暴雨，卻未有改善疏導雨水
渠道系統，訴訟引起各方關注。
伊利諾伊州總檢察長辦公室是遭控告

的機構之一，辦公室官員表示，代表律
師將以政府擁有司法豁免權為由抗辯。
華府氣候變化處理小組成員則表示，保
險公司並非完全無的放矢，若有足夠個
案便可成為先例。 ■路透社

美國通用汽車逾10年前已得悉部分車輛的
引擎點火裝置出現問題，但直至今年2月才回
收，其間導致最少13人在交通意外中死亡。
通用前日與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NHTSA)
達成協議，就延遲回收有問題車輛被罰款
3,500萬美元(約2.7億港元)，是當局可判處的
最高罰款。
根據協議，通用汽車需要對其運作進行「前

所未有的監管」，公司職員亦要與安全局定期
會面，匯報發現的安全問題，並每月報告出現
的缺陷。運輸部長福克斯批評，通用職員掌握
相關資料但不通報，導致意外及傷亡。
有消費者組織批評，有關罰款對通用來說微

不足道，呼籲司法部最少判處罰款10億美元
(約77.5億港元)。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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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未止
料再起烽煙

向伯南克探加息口風向伯南克探加息口風 飯局叫價飯局叫價194194萬萬

瑞士今日就最低時薪提升至22瑞士法郎(約191
港元)進行公投，若通過將成為全球最高額的最低
工資。有學者認為，由於瑞士民間對提高最低工
資的支持度下降，議案過關機會不大，但有助推
動多個最低薪行業提高工資。

10%人收入無法維持生計
瑞士生活指數高，政府估計約10%全職人士的

收入不足以維持生計，瑞士工會聯合會遂提出調
高最低工資，獲左翼政客支持。
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上月通過最低工資增至8.5

歐元(約90港元)，美國總統奧巴馬則爭取把美國
最低工資調高至10.1美元(約78港元)，但瑞士的
建議遠高於此。若通過，全職人士薪金將升至前
年工資中位數近2/3。瑞士聯邦統計局估計，現
時有33.9萬人的工資處於中位數以下，當中2/3

為婦女。許多瑞士人對收入差距拉闊都感到不
安，但不希望由政府制定薪酬，改變由各工會與
資方談判的傳統。當地2/3職位來自中小企，不
少僱主表示無力負擔更高工資。
瑞士是歐洲最利營商的國家之一，但去年兩度

舉行針對工資調整的公投，令大型食品生產商雀
巢及鐘錶品牌Swatch等企業擔心削弱競爭力。

■《紐約時報》

瑞士今公投瑞士今公投 最低時薪升至最低時薪升至191191元全球最高元全球最高

英保守黨疑fb買like 粉絲遍佈俄墨泰

應對氣候變化不力 美地方政府首挨告

隱瞞引擎問題遲回收 通用罰2.7億

蘋果蘋果
■今次和解涉及的侵權案始於2010年，
摩托羅拉移動起訴蘋果侵權，蘋果提出
反告，雙方隨後互相發起20多宗訴訟。

Google前年收購摩托羅拉
後繼承有關訴訟。設計圖片

■投資者關注加息時機，不惜重金邀請伯南克出
席飯局。圖為他2008年出席晚宴。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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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位於底
特律的總部。

法新社

■■工會早前遊行工會早前遊行
爭取調高最低工爭取調高最低工
資資。。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