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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月宣布推遲加稅和
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之際，國際評級機構
穆迪昨日把日本信貸評級從Aa3下調一級
至A1，原因是質疑安倍上述決定令中期達
成減赤目標不確定性增加。圓匯應聲下挫
至7年新低，兌美元一度跌穿119水平，每
百日圓兌港元低見6.5107。
穆迪是自2012年以來首個下調日本評級
的大型評級機構。日本意外重陷經濟衰
退，安倍宣布押後上調消費稅18個月，穆
迪指這為財政整頓帶來風險，長遠而言影

響日本承擔債務的能力及持續性，亦質疑
日本領導層能否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
穩定及扭轉持續增加的債務走勢。

14日大選 競選今開打
日本眾議院於本月14日舉行大選，競選

活動今天正式展開。日本記者俱樂部昨日
下午按慣例舉行黨魁辯論會，身兼自民黨
總裁的安倍在會上大讚「安倍經濟學」成
效，稱自己上任兩年多以來，日本經濟及
失業有改善，又稱日本擺脫長年通縮的機

會已出現。
在野黨則猛烈批評安倍的經濟政策，稱

這引致日圓貶值物價飆升，社會貧富差距
擴大，又指安倍一方面推出刺激經濟措
施，另一方面又計劃加稅，經濟顯得支離
破碎。安倍內閣強行通過修改憲法解釋解
禁集體自衛權，同樣受到在野黨質疑，最
大在野黨民主黨黨魁海江田萬里批評，安
倍的行動是無視民意的「強權政治」。

■美聯社/法新社/
彭博通訊社/《華爾街日報》

國際油價上月急挫 18%，今年更已累跌
35%。芝加哥Price Futures Group高級市

場分析師弗蘭稱生產戰已經開打，形容市場已
進入「適者生存」局面，預計紐約期油短期內
將挑戰60美元大關。悉尼CMC Markets首席
策略師麥卡錫指出，OPEC不減產明顯是要踢
走高成本生產者，尤其是美國頁岩油。

俄委首當其衝
國際原油市場價格戰開打，受牽連的還包括

石油生產國的政局。俄羅斯收入依賴能源出
口，油氣佔總出口量的68%，油價下挫將使俄
國收入大幅減少。伊朗、委內瑞拉及尼日利亞
也高度依賴石油，他們過去數年沒趁油價高企
推動經濟轉型，目前依然以能源為支柱產
業，油價下跌恐首當其衝。
上述國家現時均面對內憂外患，如肆虐尼
國的恐怖組織「博科聖地」、西方對莫斯科

及德黑蘭的制裁等，油價下滑儼如雪上加霜，
更可能引發社會衝突。其中委內瑞拉承受能力
最弱，加上早前已爆發債務違約危機，屬於高
危地區。

恐兩敗俱傷
海灣國家經濟相對多元，政府亦累積一定儲

備，有能力抵受較低油價。他們企圖通過不減
產推低油價，把美國頁岩企業踢出市場，但分
析指油價需跌至42美元方有望達成此目的，屆
時各產油國恐元氣大傷。IHS顧問耶金表示，
油價未來數周仍會下瀉。
墨西哥過去同樣依賴石油收入，但1980年代

油價急挫引發債務危機後，當地經濟逐漸轉
型，電子及汽車業興起，成功減低對石油的依
賴。分析認為，伊朗等國家可向墨國借鑑，改
變經濟結構。
■《華爾街日報》/CNBC/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能源大戰能源大戰 衝擊油國政局衝擊油國政局

美國感恩節周末零售數據未如理想，加上評級機構穆迪
下調日本信貸評級，增加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長前景的憂
慮，拖累美股昨早段下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段報
17,746點，跌8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060點，跌7

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4,752
點，跌39點。
歐股下挫。英國富時100指數

中段報6,666點，跌56點；法國
CAC 指數報 4,379 點，跌 10
點；德國 DAX 指數報 9,960
點，跌20點。 ■法新社/美聯社

國際油價持續向下，對石油進口國
是好消息，尤其是全球最大能源消
耗國中國。外界預期中國會趁機擴充
戰略石油儲備，總部設在倫敦的Ener-

gy Aspects更估計，中國明年石油進口量增幅可
能高達每日70萬桶。
雖然中國經濟有放緩跡象，但原油進口量持續

上升，今年頭9個月進口量按年升8.3%，相當於
每日46萬桶，增長步伐是2010年以來最快。國
際能源機構(IEA)估計，中國在20年內將取代美
國，成為全球最大石油消耗國。中石化曾經表
示，北京計劃在2020年前，把戰略油儲從目前
30天增至100天，相當於約5.7億桶。

■彭博通訊社

瑞士前日公投以大比數否決要求央行提高黃金儲
備比率，加上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上周決定維
持油產量不變，消除通脹憂慮，雙重因素拖累金銀
價格一度在亞洲交易時段急挫，金價曾跌逾2%，
低見每盎司1,142.9美元，銀價亦跟隨大跌一成至
14.15美元，創5年新低。
不過受到國際評級機構穆迪下調日本信貸評級影

響，投資者避險需求增加，帶動金銀價反彈，分別
倒升1%和3%。

美息口美元將主宰金價
瑞士就是否要求央行將黃金儲備由目前8%提高

至20%舉行公投，市場曾擔憂公投若通過將推高黃
金需求及價格。分析指，公投結果令投資者更加看

淡本來已向下的金價前景，而臨近年尾，未來金價
將主要受到美國市場能否營造加息環境、美元強度
及油價影響。
印度放寬黃金進口限制帶來的利好影響亦被沖淡。

全球第二大黃金消費國印度上周五宣布，結束「進口
黃金至少要有20%以珍寶形式再出口」的限制，被視
為有利印度進口黃金。 ■《華爾街日報》/法新社

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鎮白人警員槍殺黑人青
年案引發的風波仍未平息之際，該鎮位處的聖
路易斯縣一名波斯尼亞裔男子前日在街頭被數
名少年用槌子毒打至死，警方拘捕兩名分別15
歲及16歲少年，還柙青少年拘留所，並正追捕
第三名疑犯。事件觸發50名波斯尼亞裔居民上
街抗議，堵塞一個十字路口，不過警察局長多
森指無跡象顯示事件與種族有關。

32歲死者貝吉奇與妻子前日凌晨1時15分駕
車至艾塔斯街時，數名少年上前破壞座駕，貝
吉奇下車理論，卻遭對方以槌子狂毆至昏迷，
他臉部、口腔、頭部及腹部重傷，送院後不
治。有波斯尼亞裔居民稱事發前一小時，同樣
遭持槌子的青少年襲擊，手部及頸受傷。

■《紐約每日新聞》/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美國頁岩能源抬頭令原油供應大增美國頁岩能源抬頭令原油供應大增，，石油輸出國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OPEC)無意減產無意減產，，加上歐洲及新興國家經濟放緩減低需加上歐洲及新興國家經濟放緩減低需

求求，，令原油市場迎來令原油市場迎來2008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大跌市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大跌市，，

明年明年11月交付的布蘭特期油昨低見每桶月交付的布蘭特期油昨低見每桶6767..99美元美元，，較較

今年今年66月高位挫近四成月高位挫近四成，，創創55年新低年新低；；紐約期油更曾紐約期油更曾

跌穿跌穿6565美元美元。。分析認為分析認為，，油價仍會繼續下跌油價仍會繼續下跌，，甚甚

至下試至下試4040美元水平美元水平，，並將嚴重衝擊石油出口國並將嚴重衝擊石油出口國

的政局的政局。。

國際油價持續下滑，對於作為全球主要產油國之一、正
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羅斯可謂雪上加霜。俄財長西盧安諾夫上
周一指出，油價下跌和制裁令俄國經濟每年損失高達1,400億
美元(約1.1萬億港元)，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彭博更估
計俄羅斯在未來12個月有75%機會陷入經濟衰退。不過經濟發展部
長烏柳卡耶夫反駁，低油價不會弄垮俄經濟。
石油及天然氣佔俄國出口總值2/3，油價每下跌1美元，俄國出口
便會損失30億美元(約233億港元)，換言之俄國已蒸發900億至1,000
億美元(約6,979億至7,755億港元)。烏柳卡耶夫表示，已把明年預算
的預測油價從每桶100美元減至80美元，不過有官員認為這價位
「相當樂觀」。俄最大油企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主席謝欽則指，
俄國可承受低至60美元的油價。

盧布挫近9% 今年累跌40%
雖然政府對俄經濟實力信心十足，但經濟受衝擊是明顯事實。自
今年1月起，盧布兌美元匯價已累跌40%，昨日曾急挫近9%，創
199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大單日跌幅，低見53.9，續創歷史新低。前
財長庫爾金上月表示，投資者對俄信心需7年至10年時間恢復。俄
最大銀行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則指，除非油價很快穩定下
來，否則短期內俄國市場及盧布仍然會動盪。
不少經濟師則認為窮途未必是末路，呼籲政府趁機改變出口原材

料為主的經濟模式，發展其他工業及審視現行制度。
油價下跌同樣衝擊俄國油企，除了可能迫使減產，亦使得北極鑽

探項目變得更加昂貴，對現金吃緊的俄企可謂雙重打擊。其中俄羅
斯石油公司以美元計算的市值，今年已蒸發38%，更因為去年收購
秋明英國石油公司(TNK-BP)而負債近600億美元(約4,653億港元)，
是全球負債佔收入比率第二高的主要油企。

■路透社/塔斯社/彭博通訊社/今日俄羅斯/《莫斯科時報》

75%機會衰退
俄：不會被低油價弄垮

頁岩導致供過於求 油價或低見40美元

質疑安倍減赤能力 穆迪降日評級

外界料華趁機增戰略油儲

感恩節銷情未如理想

美股早段跌81點
#�
'(

瑞士「黃金公投」否決 金價曾跌逾2%

殺黑人案暴力未止 15歲少年槌死外國移民

■金價曾低見每盎司
1,142.9美元。 路透社

■死者貝吉奇(左)事發時推開妻子，救了她一命。

■■俄國經濟受挫下俄國經濟受挫下，，計劃裁走數以千計醫生和關閉計劃裁走數以千計醫生和關閉
醫院醫院，，觸發觸發55,,000000人日前在莫斯科示威人日前在莫斯科示威。。 美聯社美聯社

■美國頁岩能源抬頭令
原油供應大增，OPEC
無意減產，導致石油供
過於求。

■■安倍在競選辯論會上舉起字牌安倍在競選辯論會上舉起字牌，，稱稱「「安倍經安倍經
濟學濟學」」是提振經濟的是提振經濟的「「不二法門不二法門」。」。 路透社路透社

能源大戰 衝擊油國政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