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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英黨」組執政聯盟 北愛陷分權危機
英國政府將來在脫歐和蘇獨兩大難題
外，恐怕會再新添一項挑戰。北愛爾蘭
上周四舉行議會選舉，結果顯示親英的
民主統一黨(DUP)，只能在90個議席中
獲得28席，雖然勉強保住第一大黨地
位，但主張北愛脫離英國的新芬黨則奪
得27席，令兩黨議席差距由選前的10
席收窄至1席，被視為最大贏家。今次
是 1921 年愛爾蘭南北分割後，「統
派」政黨首次未能取得北愛議會過半數
議席，勢將衝擊北愛分權自治政府安
排，甚至令反對英國脫歐的「獨派」進
一步要求脫離英國獨立。

親英DUP失特殊否決權
今次是北愛爾蘭將18個選區議席數

目由6個削減至5個後，首次舉行的選
舉，也是去年英國公投脫歐後，首場
大型地方議會選舉。DUP的得票率僅
為28.1%，較10個月前的選舉跌
1%，由於未能在議會佔有 30
席，意味該黨自1921年以來首
次喪失特殊否決權，議會內勢
力大幅削弱。
反觀新芬黨，得票率大升

4%至 27.9%，幾乎壓倒

DUP成為第一大黨。今次選舉投票率
達64.8%，是1998年以來最高，分析認
為，投票率高除了是因為新芬黨支持者

不滿DUP主席福斯特處理公帑虧損事
件外，更因為他們希望透過選票，表達
反對英國脫歐的立場。
其他政黨方面，「獨派」的社會民主

工黨(SDLP)贏得12席，「統派」的阿
爾斯特統一黨則只得10席，黨魁內斯
比特引咎辭職。

倫敦政府或直接管治北愛
新芬黨主席奧尼爾表示，前日
對新芬黨而言是「美妙的一
天」，並稱願意與DUP合作化
解分歧。當選國會議員將會於

未來數日會面，其中DUP和新芬黨有3
星期時間籌組新執政聯盟。不過由於新
芬黨堅持福斯特在接受政府調查期間停
職，加上DUP主張英國脫歐，與新芬
黨取向對立，預料兩黨難以在短時間內
化解分歧。
如果兩黨在期限後仍未能達成共識，

英國北愛爾蘭事務大臣博敬誠可根據法
例宣佈舉行另一次選舉，或者重新將北
愛置於倫敦政府直接管治下，屆時勢必
引起「獨派」更大反彈。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英國《金融時報》/《每日電訊報》

各種經濟數據都顯示，聯儲局已有足夠理
由在本月加息。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去

年同期升1.9%，是自2012年以來，最接近聯
儲局2%通脹目標的一次。勞動市場繼續穩定
增長，非農業職位在1月增加22.7萬個，失業
率錄得4.8%。

本月加息機率飆升至80%
耶倫稱，美國經濟已接近全民就業，加上通
脹逐漸追上目標，本月加息相當合適。分析指
出，聯儲局本月14至15日舉行議息會議之
前，勞工部將公佈2月就業數據，聯儲局亦要
研究本周出爐的兩份通脹報告後，才能決定是
否加息。但經濟分析師謝潑德森指出，除非工
資數據慘不忍睹，否則本月加息勢在必行。聯
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市場認為本月加息的機
率由上周一只有35%，大幅飆至前日約80%。
聯儲局官員去年底曾放風指，今年內將會加
息3/4厘，以每次1/4厘計，即最多會加息3
次。不過耶倫在演說中提到，美國的經濟前景
並不黯淡，加上海外經濟危機已有所消減，聯
儲局不太可能像去年般，放慢加息步伐。另
外，假如加息太遲導致經濟過熱，聯儲局其後
就必須大幅加快加息步伐，恐怕會因此造成經
濟衰退、震動金融市場，但耶倫強調，沒有證
據顯示加息進度落後。利率期貨顯示，市場認
為今年加息次數平均為2.5次，接近聯儲局預
期的3次。

標普納指連升6周
聯儲局資深觀察員克爾德蘭發現，耶倫今次
使用了「溫和寬鬆」形容對貨幣政策的取態，
與1月的「適度寬鬆」不一樣，反映聯儲局今
年很可能加快加息，較原先預計的3次還要
多，「耶倫或認為，現時加息為經濟提供的支
持，比她預期中還要多。」
美國總統特朗普承諾改革稅制，並為企業鬆
綁，利好大市氣氛，因此即使近期多名聯儲局
官員相繼「放鷹」，美股上周仍屢創新高。美
股前日未見因為耶倫的言論大幅波動，道瓊斯
工業平均指數微升2點收市，報21,005點，標
準普爾500指數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則連續6
個星期上升。10年期美國國債孳息率前日升至
2.492厘，貼近2.5厘關口。

■《華爾街日報》/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美今年加息或逾3次
耶倫放風聯儲局將更進取 本月中「合適時機」

土耳其將於下月16日舉行修憲公投，決定
是否擴大總統權力，土國官員近日紛紛出訪
德國，爭取當地土耳其僑民支持修憲。不過
德國地方政府先後取消多場土國部長準備出
席的集會，引起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不滿，
批評德國禁止集會，同時指責德方包庇身為
間諜的德國《世界報》記者于傑爾，形容德
國支援恐怖主義。
德國加格瑙市議會早前以場地空間不足為

由，取消土耳其司法部長博茲達上周四的集
會，科隆前日亦宣佈，由於場地擁有人不希
望舉辦政治活動，因此取消今日舉行的集
會。
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前日批評德國阻撓

政府官員在當地爭取支持，是不尊重民主的
做法；原定在科隆集會上發言的土國經濟部
長，則表示會如期到訪，與土耳其公民見
面。

批德使館窩藏間諜
德國《世界報》記者于傑爾周一被土國當

局拘留，埃爾多安昨日表示，于傑爾是德國
間諜和庫爾德工人黨(PKK)代表，批評德國大
使館窩藏于傑爾長達一個月，助長恐怖主
義，同時批評德國容許PKK領袖發言，卻阻
撓土國官員出席集會。德國當局表示指控毫
無根據。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土修憲集會被阻 轟德助長恐怖主義

聯儲局去年12月公佈的加息展望，預料今
年會加息3次，但投資者似乎對此有保留。利
率期貨顯示，市場認為今年加3次息的機會只
有一半，不過《華爾街日報》警告，投資者應
該考慮加4次息的可能性。
《華爾街日報》分析指，假如特朗普及共和

黨落實大舉投資基建及減稅的計劃，聯儲局就
要行動，確保經濟不會過熱。另外，股票價值
大幅飆升，加上公司債的息差收窄，足以讓部
分聯儲局官員認為市場氣氛目前已過度熾熱。
分析認為，過去數年，「Risk On」及

「Risk Off」兩種情緒在金融市場交替出現，
意味投資者時而冒險，時而避險。不過，這種
模式最近開始消失，反映環球經濟的不穩定因
素已經有所消退，給予聯儲局另一個加快加息
的理由。 ■《華爾街日報》

美股自去年11月以來長升長有，此前曾有
報道指散戶對於這輪美股升浪不太關心，但情
況似乎已經改變。最新數據顯示，今年首兩個
月來，共有1,240億美元(約9,626億港元)資金
流入美股交易所買賣基金(ETF)，是ETF面世
24年來最旺的開年，而當中又以零售投資者佔
的比重較多。
貝萊德投資公司數據顯示，旗下安碩多款

ETF在今年首兩個月錄得的資金流入中，有
85%來自散戶，高於正常的50%至60%。另
外，資金不斷流入追蹤標準普爾500指數的
ETF，自美國大選日開始，75億美元(約582億
港元)流進安碩核心標普500指數ETF。
過去幾個月來，不少分析員都估計標普500

指數會出現調整，但指數卻自大選日以來累升
11%，令不少專家跌眼鏡。現時標普500指數
的水位，已高於華爾街分析師全年估計的平均
值。
ETF好處在於交易成本低，基金公司為了與

同行競爭，更將管理費用壓低，據統計，ETF
今年的平均年費是每1萬美元投資23美元(約
178港元)，遠低於去年。也有專家認為，散戶
蜂擁搶購ETF，是美股已到強弩之末的跡象，
華爾街流傳一種說法，零售投資者往往都會太
遲入市或離場。 ■《華爾街日報》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前日在芝加哥

演說時稱，如果聯儲局遲遲未有動

作，經濟有可能過熱，更以「溫和寬

鬆」(moderately accommodative)來

形容當前貨幣政策，而非 1月時的

「適度寬鬆」(modestly accommo-

dative)，暗示今年將會以更進取的步

伐加息。分析認為，這番言論意味聯

儲局有可能在今年內加息超過3次。

耶倫同時表示，假如通脹及就業數據

繼續貼近局方預期，在本月中加息將

是「合適」舉措。

加息3次機會「僅一半」

散戶追捧ETF
帶旺美股

■■SnapchatSnapchat創辦人施皮格爾未婚創辦人施皮格爾未婚
妻妻、、澳洲名模澳洲名模Miranda Kerr(Miranda Kerr(前前))現身現身
紐約交易所紐約交易所，，大玩自拍大玩自拍。。 美聯社美聯社

■■美國勞動市場繼續穩定增長美國勞動市場繼續穩定增長，，非農非農業職位在業職位在11月增加月增加2222..77萬個萬個。。 法新社法新社

■■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在演說中提到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在演說中提到，，
美國的經濟前景並不黯淡美國的經濟前景並不黯淡。。 路透社路透社

■■柏林的土耳其大使館外柏林的土耳其大使館外，，有民眾聲援被土有民眾聲援被土
國拘留的德國國拘留的德國《《世界報世界報》》記者于傑爾記者于傑爾。。 美聯社美聯社

..■■新芬黨主席奧尼爾被黨員抬起慶祝新芬黨主席奧尼爾被黨員抬起慶祝。。 法新社法新社

■芝加哥交易員密切留意耶倫言論對股市影
響。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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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全球通脹 油價效應將消退
油價自去年1月以來上升接近1倍，

帶動全球經濟體重現通脹，就連日本
最新數據也顯示當地物價恢復上升。
但分析認為，油價的影響將會在第二
季開始消退，發達市場雖然因為勞動
市場緊張，可以繼續刺激物價向上，
但新興市場會因為經濟增長疲弱，導
致通脹維持溫和。
日本1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年

微升0.1%，是逾1年來首次錄得升
幅。鑑於美國經濟強健、日圓走弱有
助抬高入口價格，日本官員有信心，
即使油價企穩，通脹率仍有望在1年
內增至1%。

歐元區2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升2%，
創2013年1月以來最高，主要受惠於
9.2%的能源成本增長。至於美國，能
源成本1月錄得10.8%升幅，帶挈全年
通脹率升至2.5%。匯控亞洲經濟研究
部主管范力民認為，歐美日勞工市場
轉趨緊張，讓工資上升，有效為通脹
帶來「二輪刺激」。
亞洲新興市場方面，相較於能源，

食材價格才是通脹最大動力。雖然食
材價格維持穩定，但分析指出，亞洲
經濟增長的幅度不足以構成通脹壓
力。

■《華爾街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