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根大通環球首席經濟師卡斯曼表示，日本加
碼QE及日圓急貶，引起區內的決策者關

注，部分國家擔憂本身的出口競爭力將會流失。
他指出，泰國、印度和韓國是最有可能放寬貨幣
政策作應對的國家，有經濟師更預期泰國在未來
數月將最少兩度推出寛鬆政策，息率可能降至1.5
厘的歷史低位。

商品價格下跌 受惠低通脹
不過卡斯曼認為，此舉不應被視作貨幣戰一部

分。他指出，全球商品價格下跌，推低全球多個
地區的通脹，亞洲大多數經濟體都是燃料淨進口
國，尤其受惠，也為相關國家帶來減息空間。

然而，亞洲國家的央行預料不會一窩蜂減息，
例如印尼近期便加息，紓緩因上調油價帶來的通
脹，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在過去6個月也先後加
息。
Capital Economics中東經濟學家圖維前日發表

的報告指出，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分歧愈見明
顯，分成寬鬆和緊縮兩大陣營。研究發現，在56
個新興經濟體中，29個能自主控制貨幣政策，當
中10國的央行減息，9國央行則加息。他展望明
年相關國家的利率變化，預計印度、印尼、秘
魯、智利和中國會延續寬鬆政策，巴西、俄羅斯
和墨西哥等國家則會加息。

■英國《金融時報》

中日寬鬆中日寬鬆 亞洲央行減息壓力增亞洲央行減息壓力增
繼日本央行上月底擴大量化寬鬆(QE)規模後，中國人民銀行上周五亦突然宣布減

息以刺激經濟。分析認為，中日兩國採取寬鬆政策，將使亞洲區其他央行面臨更大

減息壓力，以維持在區內的出口競爭力。

新加坡貿工部(MTI)昨日公
布，今年頭三季的國內生產總
值(GDP)按年增長3.3%，但由
於全球復甦不均，打擊星洲貿
易前景，估計第四季增長會放
緩，預計今年全年GDP增長為
3%，較去年的4.1%大幅減少。
MTI的聲明稱，相比其他擁

有龐大內需市場的亞洲鄰國，
新加坡經濟規模較小、且屬開

放型，較易受外圍經濟情況衝
擊。星政府出招為樓市降溫，
導致私人建造業增長疲弱。另
一方面，當局預料商業服務表
現仍然強勁，考慮各項因素，
今年全年經濟可望增長約3%。
除非全球經濟出現下行風險，
否則預計明年GDP增長2%至
4%。

■法新社/彭博通訊社

歐盟委員會本周將表決各成員國明年財政預
算案，並公布3,000億歐元(約2.89萬億港元)投
資計劃，法國赤字超標及意大利推行結構性改
革削債不力，料遭受批評。但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ECD)昨日支持法意兩國，指歐盟針對成
員國的財政守則應更具彈性，同時警告歐元區
增長停滯，對全球增長構成「重大風險」，促
請歐洲央行購資產刺激經濟。
法國明年預算赤字達國內生產總值(GDP)

4.3%，遠高於歐盟的3%上限；意大利的債

務則高達GDP的133.4%，超出上限一倍。
OECD認為兩國放慢削減預算步伐的行動
「適當」，呼籲歐元區放緩財政改革進度。
OECD又指歐元區失業率高企、通脹持

續低於目標，增長遠遠落後於美國及英國，
將成為窒礙全球增長的重大風險。除了歐元
區，日本是另一個或拖慢增長的高危區。
OECD表示各國急需適切的結構性改革，刺
激需求及供應，方能推動全球經濟。

■《華爾街日報》/法新社

全球復甦不均
星GDP增長料大減

OECD：
歐元區陷停滯 恐累全球

美國商務部昨日公布第三季
經濟增長年率為3.9%，高於上
月底估計的3.5%，主要由於消費
者開支及商業投資改善。連同第
二季增長4.6%，美國連續兩季的增
長幅度是2003年以來最大。
分析師估計，美國第四季經濟增長
約2.5%，雖稍低於第三季，但表現依
然強勁，全年增長則為2.2%，與去年
相若。預計明年在政府提高
開支下，經濟復甦將
增速，有望錄得約3%
升幅。
經濟數據刺激美股造
好。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早段報17,826點，升8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070點，
升1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4,769點，升14點。

蘋果市值超七千億美元
蘋果公司股價昨早段一度升至119.75美元，市值突
破7,000億美元(約5.4萬億港元)，是首隻標普成份股市
值突破7,000億美元大關。總裁庫克自2011年8月上任

至今，蘋果市值
已上升一倍。

■CNBC/
法新社/美聯社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日宣布國防部長哈
格爾辭職後，可能接替的人選陸續浮
面，其中以前國防部次長弗盧努瓦呼聲
最高，有望成為美國首位女防長。除了
弗盧努瓦，另一熱門人選為前副國防部
長卡特，現任副防長沃克也有機會接
任。
弗盧努瓦與卡特均獲得國會參眾兩院

支持。53歲的弗盧努瓦數十年來都在
國防部與相關機構任職，以一介女性文
官的身份，在男性與軍官群中嶄露頭
角。2009 年離開她共同創立的智庫
「新美國安全中心」，出任國防次長一
職，成為五角大樓史上最高職級的女
性。
分析認為，新防長很可能是在國防部

工作多年的「局內人」，因此美國在打
擊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
國」(ISIL)的戰略上，不會因五角大樓
易主而出現重大變動。

白宮與內閣高層現分歧
據美媒報道，奧巴馬因不滿哈格爾處

理ISIL問題，火速接受哈格爾請辭，

凸顯白宮與內閣高層在軍事政策上出現
嚴重分歧。外界關注新防長上任後，美
國是否對ISIL漸趨強硬，以及放緩亞
洲再平衡策略。 ■法新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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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長成大熱 美或首誕女防長

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陷分歧

■■弗盧努瓦數十年來都在國防弗盧努瓦數十年來都在國防
部與相關機構任職部與相關機構任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日本央行日本央行
擴大量寬規模擴大量寬規模

泰國央行泰國央行
或減息至或減息至11..55厘低位厘低位

■消費者開支改
善帶動美經濟增
長。 資料圖片

美國大陪

審團不起訴槍殺黑

人青年布朗的警員

威爾遜，決定震動全

美。報道指，美國有些州份

法例對執勤警員的用槍限制較寬

鬆，只要警員相信疑犯可能威脅性命，必須

自我防衛或保護其他人，便可開槍先發制

人。即使因此殺死疑犯，亦很少警員會被

控告和入罪，反映相關檢控門

檻頗高。

檢控門檻高 逾98%執勤殺人不起訴

覺有威脅即可開槍覺有威脅即可開槍 如免罪金牌如免罪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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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被殺一案一石激起千重浪，雖然
聖路易斯縣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開槍警
員威爾遜，但不代表風波就此告終，因
為司法部已介入調查，可能循公民權利
法案起訴威爾遜。司法部亦正調查弗格
森鎮警隊是否經常濫用武力，布朗家屬
亦可能對威爾遜提訟，意味這場法律風
暴仍未落幕。
司法部長霍爾德今年9月下令介入調查

布朗被殺一案，除了調查槍擊案是否牽
涉威爾遜侵犯布朗的憲法權利，亦會檢
視弗格森鎮53名成員的警隊有否「例行

地進行種族定性或使用過度武力」。弗
格森鎮人口主要以黑人為主，但警隊則
以白人主導，只有少量少數族裔。
大陪審團前日作出裁決後，法律專家
指，布朗家族可能會循入罪條件相對寬
鬆的民事訴訟，向威爾遜提告。如果被
判罪成，威爾遜須向布朗家屬作出金錢
賠償。若案件日後再有新證據或案情曝
光，檢察部門可能要求組成新的大陪審
團，再次決定是否起訴威爾遜。

■美聯社/《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

涉案警員威爾遜事後一
直銷聲匿跡，近日有消息
指他上月底已低調地與37
歲女同袍斯普拉德林結
婚。傳媒取得的結婚證書
顯示，威爾遜在布朗一案
的代表律師克勒佩爾是其
中一名證婚人。

威爾遜兩年前與前妻離
婚，其後結識斯普拉德林
並同居。女方在弗格森警
區服務10年，2012年獲
頒英勇勳章。二人上月24
日前往聖路易斯縣政府，
正式辦理結婚手續。

■《每日郵報》

美國各州對於警員使用致命武力（如
開槍）的規例不盡相同，密蘇里州

大學教授克林格表示，密州法律對警員
開槍處理較其他州份寬鬆，有助威爾遜
脫罪。有關條文列明，只要警員「合理
地相信」疑犯企圖利用致命武器，或意
圖危害他人性命，且警員「合理地相
信」使用致命武力有助拘捕，便可開槍
制服疑犯。
最高法院在1985年及1989年的判決
指，條文中「合理地」並非單就客觀結
果而言，大陪審團應以警員在執法時的
角度，來分析動武行為是否恰當，並顧
及考慮時間倉卒等因素。陪審團需提供
有力證據證明警員蓄意殺人，才能落案
起訴。由於人的想法極難觀察及證明，
只要警員堅持動武時以為有即時危險，
便容易因證據不足而獲疑點利益，不被
起訴。在今次案件中，威爾遜便以自衛

為由，辯護當日向布朗連開
12槍之舉。

入罪率低過普羅大眾
鮑靈格林州立大學研究發

現，2004年至2011年間，
美國共有2,718宗執勤警員「合法殺人」
事件，當中僅41人被控謀殺及誤殺，佔
總數1.5%，顯示檢控門檻之高。卡托研
究所調查2009年4月至2010年底共1.1萬
宗警員行為不檢指控，發現當中3,238宗
案件有警員被刑事起訴，最後只有1,063
宗（33%）罪名成立。學者再研究2009
年平民重罪指控，發現66%被判罪，顯
示警員的入罪率低過普羅大眾。
有學者指出，陪審團和法官一般不太

願意對警員提出刑事起訴，因為這類指控
是因執法行為而招致。若是以自衛為理由
開槍，陪審團亦會較同情警員。分析認
為，相關監管條例寬鬆，令警員在表面證
供充足下，依然難被起訴。律師萊特富特
更指，警員對「即時危險」的判斷可能受
膚色影響，尤其在弗格森這類黑人居民佔
多數的地方。 ■《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美聯社

美黑人青年

美黑人青年

被殺案
被殺案

布朗家屬代表律師克倫普在大陪審團裁
決前指，負責本案的聖路易斯縣檢察官麥
卡洛克沒按照慣例，主動向開槍警員威爾
遜提出控罪，甚至一直不向大陪審團建議
可控告的罪名，令陪審員考慮時缺乏方
向，對此感到失望。

今次的大陪審團自8月底組成一刻開
始，已惹來不少爭議，因為12名陪審員僅
3人是黑人，其餘全是白人，麥卡洛克更
是出身警察世家的白人，其父親在50年前
被持械悍匪射殺殉職。有律師曾擔憂他難
以持平，要求撤換檢察官，但遭到麥卡洛
克拒絕。
克倫普批評麥卡洛克僅羅列所有證據，

但以保持公正為由，沒盡力引導大陪審團
或提出任何可能控罪，與他過去28年的做
法完全不同。克倫普質疑對方偏幫警察，
令威爾遜享有「額外的公平」，損害司
法。
不過有法律專家表示，檢察官不就爭議

性案件向大陪審團建議控罪有先例可循，
分析指檢察官深知有關案件已成全國甚至
國際焦點，他們不願負上政治風險，因而
拒作任何建議，實行「少做少錯」。

■美國廣播公司/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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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針對種族動武 司法部介入調查

「失蹤」殺人警員 上月低調娶同袍

■威爾遜與斯普拉德林已
結婚。 網上圖片

■■示威者與警員衝示威者與警員衝
突突，，部分人情緒激部分人情緒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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