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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法院前日起訴國內22間銀行，包括匯
控、花旗及美銀美林等，指有關銀行作為美國國
債初級交易商，涉嫌集體操控國債拍賣從中獲
利，損害投資者及借款人利益。這是美國首宗針
對牽涉操控國債拍賣的全國性集體訴訟，各涉案
銀行均拒絕置評。
涉案銀行還包括瑞信、德意志銀行、高盛、摩

根大通、瑞銀及其他14間銀行，它們獲授權直接
與聯儲局交易，然後將國債在二級市場分銷。
管理波士頓公務員退休金的「波土頓退休系
統」基金入稟紐約區域法院，指控多間銀行利用
聊天室、即時通訊及其他方法，交換客戶的機密

資料及協調交易策略，使它們能向投資者高價出
售國債，然後低價購入，觸犯反壟斷法。
該基金的經濟師發現，在2012年12月，國債
的發行及拍賣價格有頗大差距，不過差距其後明
顯收窄。基金認為，這與當時司法部及其他監管
機構，開始調查金融機構涉嫌操控倫敦銀行同業
拆息(LIBOR)有關，認為今次涉案的22間銀行擔
心受波及，因此煞停操控作業。
該基金代表律師斯托克表示，操控國債拍賣不

單令私人投資者以過高價格購入債券，亦使地方
政府及企業償還的債息開支增加。

■路透社

李顯龍於本月10日接受《時代》周刊
亞洲總編輯譚崇翰(Zoher Abdool-

carim)及東亞與中國分社社長畢菡娜(Han-
nah Beech)專訪。訪問花頗多篇幅談論新
加坡的種族、移民及國民身份認同問題，
被問到新加坡有沒有可能出現一位非華人
總理時，李顯龍認為有這個可能，但大前
提是政治環境配合，而且要有合適人選。

華族比重大 不懂華語被扣分
他認為，新一代新加坡人可能比較可以
接受非華人總理，但對目前這一代人而言
則比較困難，原因是華族及華語仍然在新
加坡日常生活中佔了很大一席。李顯龍
說：「即使在今天，當你落區與居民聊
天，大部分時間你都要說華語。就算是較
年輕一代，當中也有很多人傾向用華語，
因為他們在家也是說華語。有年輕人甚至
用中文寫信給我，這令我頗為驚訝，但的
確存在。」
李顯龍認為，新加坡領導人在基層走動

時，如果不能用華語交流，或者選民覺得
你不會說華語，那將會被扣分，「當然我
現在較少用華語演講，但民眾知道我會說
華語，所以見到我的時候，會很自然地用
華語跟我打招呼，而我也以華語回應」。
對於新加坡面臨的最大挑戰，李顯龍認

為未來10年是如何把國家經濟提升至另一
層次，星洲經濟若無法再往前走，就會像
許多國家一樣，產生不安、焦慮，甚至理
想破滅。

建國家認同 本土移民需平衡
至於未來25年的最大挑戰則是人口問

題，近年新加坡為吸納人才及維持人口增
長，大量吸納海外移民，但同時引起本地
族群不滿，尤其認為來自中國的移民推高

樓價、增加基建負擔。李顯龍認為，如果
新加坡不能在本地出生嬰兒與外來移民或
勞工間取得平衡，便會像日本一樣處於非
常艱難的環境。如何建立國家認同感，更
是新加坡下一個50年的最大挑戰。
李顯龍指出，新加坡社會必須保持一個

「新加坡核心」，否則即使人口增加，新
加坡也不會再是新加坡。作為主體的新加
坡人必須植根於新加坡，不論是生於斯或
長於斯，並且必須有本地出生的嬰兒。在
此基礎上，再引入有限數量的移民或非移
民的外來勞工。

新加坡模式不易複製
對於其他國家是否可以複製「新加坡模

式」，李顯龍認為不必然，他指出每個國
家想做的事大同小異，包括廉能及有效率
的政府，但如何做卻非常困難，且各國所
能做的也不盡相同。 ■《時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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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將於下月慶祝建國50周年，總理李顯龍日前接受美國《時

代》周刊專訪，暢談他對新加坡未來挑戰、言論自由、中美關係的看

法，以及月前逝世的父親、建國總理李光耀對他的影響。李顯龍認為，

未來新加坡有可能出現非華人的總理，前提是必須找到適當人選，而且

必須能夠用華語與選民溝通，但或要新一代新加坡人才較可接受由非華

人出任總理，目前這一代比較困難。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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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顯龍的父親李光耀貴為建國總理，他從小已
向父親學習，其後加入內閣及接任總理後，先後
和父親共事30年。李顯龍表示對政治、文化及世
界局勢等各領域的思想，均深受父親影響。

父生前已為接班做好準備
李顯龍指出，父親生前已為領導層接班做好準

備，沒有將自己的一套加諸在下一代班子中，反
而讓新加坡隨世界進化，確保新加坡繼續前進，
「他知道世界不停演變，因此他不容許新加坡停
留在『李光耀模式』，讓接班人有空間以自己的
方式行事，根據自己的想法制定政策」。
李顯龍憶述父親甚少對政府政策有強烈意見，

或要求他們重新考慮，僅在綠化及法定語言等少
數議題上堅持個人主張，李顯龍讚揚父親讓新加
坡自然演化，使新加坡在他離世後仍能如常運作
繼續前進。李顯龍引用股市表現為例子，當父親
過世消息傳出後，星洲股市沒有崩盤及恐慌，反
映金融及政治體系穩健，李顯龍甚至認為，這令
外界對星洲的信心增加。

■《時代》周刊/新加坡《聯合早報》

師承亡父
政治觀深受影響

美起訴22銀行操控國債拍賣
匯控花旗有份

有127年歷史的英國《金融時報》易
主，由日本日經集團斥資8.44億英鎊
(約101億港元)向培生集團購入。傳媒
對此評價好壞參半，《衛報》指隨着
媒體全球化，併購對《金融時報》是
好事；但另有分析指，日本福島核事
故發生後，不少日媒傾向自我審查，
以免得罪企業或政府，恐怕《金融時
報》日後會失去新聞報道的獨立性。
日經社長兼行政總裁岡田直敏昨日承
諾，會尊重《金融時報》的編採文
化。
《衛報》評論認為，日本報紙讀者
老化及愈來愈多人用手機看新聞，擁
有300萬讀者的日經，投資在全球少數
成功的數碼化媒體《金融時報》，是

正確做法，但憂慮英國與日本的新聞
文化差異，或導致日後報道產生衝
突，例如東芝企業日前爆出假賬醜
聞，英美認為這是損害股東利益的嚴
重罪行，日本卻視之為無人受害的犯
罪行為，差異可見一斑。
《紐約時報》駐日本記者田淵廣子
指，日經是日企的公關機器，根本不
會報道大型日企的醜聞，2011年奧林
巴斯(Olympus)發生會計醜聞時，日經
在初期便未有報道。

助拓中美歐市場
有媒體分析，《金融時報》在英語
世界用戶遠多於日經新聞，在全球影
響力也更深遠，收購有利日經打開歐

美市場。 《金融時報》中文網在中國
的本土化相對成功，接受度和知名度
均高於日經新聞中文網，這對未能廣
泛打開中國市場的日經新聞來說極具
吸引力。 ■《每日電訊報》/

《衛報》/法新社/新華社

新加坡16歲少年余澎杉因在網上發表辱罵
已故總理李光耀的言論，遭當局定罪入獄，
引起國際關注新加坡的言論自由。總理李顯
龍指出，自由是在特定界限內運作，絕非沒
有限制，因此法治及自由兩者必須取得平
衡。
李顯龍指出，新加坡愈趨國際化及多元化，

不同意見及訴求湧現，為政府管治帶來挑戰，
政府給予國人更多自由的同時，需確保這不會
造成負面效果，「國民有權批評政府，但若有
人蓄意誹謗國家領袖，領袖必須捍衛自己的聲
譽，否則就地位不保」。
網誌作家鄞義林去年一篇文章便被裁定誹謗
李顯龍，遭判罰訟費。李顯龍明言國人有言論
自由，但如果涉及誹謗性指控，政府領導人必
須通過法庭，還自己清白。

對於愈來愈多新加坡人離國發展，李顯龍直言
這對新加坡不利，「離開的若多數是成功人士，
會造成人才流失；若不只成功人士離開，則令人

力資源萎縮」，長遠更會對國家身份認同帶來威
脅，從各方面而言均損害星洲。

■《時代》周刊/新加坡《聯合早報》

維持鄰國友好
推動南海利益
李顯龍在《時代》周刊專訪中表
示，中國一方面希望與鄰近國家維持
友好關係，不過同時在南海問題等爭
議上，中國也希望推動自身利益。他

認為，中國擁有本身的權利，但同時應顧及
周邊關係，若在這問題上逼得太緊，會引起
周邊國家反彈，長遠無助中國拓展國家影響
力。
李顯龍承認，新加坡在南海並不擁有主
權爭議，但希望見到根據國際法和平解決爭
議，亦支持自由航海及航空。他表示曾經向
中國提出，中方在確保南海權利的同時，應
注意與周邊國家關係，亦應知道中國處理南
海問題的手法，會成為外界如何看待中國崛
起的事例。他認為，當前中國社會氣氛均認
為，中國應該站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
李顯龍被問及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
印象，他表示與習近平見過多次面，包括在

對方出任主席之前和之後。他形容習近平善
於辯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無所不談。

藉美大選臨近 冀更大發揮
至於中美關係，李顯龍認為中國明白短

期內不可能在科技及軍事能力上追趕美國，
「但他們可能覺得，美國大選臨近、現屆政
府任期快將屆滿，或有機會讓中國有更大發
揮自由。這是戰術考量」。他認為美國政客
作出決定時，都應該考慮在亞洲的盟友、投
資及利益，不是只顧自己選區內的選民。
被問到新加坡會否因為太過親美或反映

太多美國立場而感受到中方壓力，李顯龍
說，每個國家都希望友邦能夠支持他們的政
策和立場，但認為中國明白新加坡這樣做的
原因，「作為一個小國，我們需要有獨自的
立場，否則不會受到其他國家認真看待」。

■《時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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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有界限 須平衡法治

日經包庇大企醜聞《金融時報》恐失獨立性

■■余澎杉月初刑滿余澎杉月初刑滿
出獄出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鄞義林的文章被裁定誹謗李鄞義林的文章被裁定誹謗李
顯龍顯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李顯龍思想深受父親影響。圖
為他2013年與長子、妻子及父
親合照。 資料圖片

■《金融時報》刊登日經收購消息。
彭博社

■李顯龍認為星社會必
須保持一個「新加坡核
心」。圖為他日前在星
洲出席論壇。 新華社

■李光耀當年推動華語，令華語至今在星
洲仍佔有重要席位。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