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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料本周縮表 長短息走勢受關注

日本傳媒報道，安倍與執政盟友公明黨的主
席山口那津男會談時，提到可能會在本月

28日召開臨時國會後，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
報道指，雖然現屆眾議員任期明年底才結束，但
日本政府和執政自民黨內不少人都認為，目前內
閣支持率已經回升，希望能盡快舉行大選，避免
夜長夢多。

改組內閣解黨內壓力
今年初，安倍先後捲入森友學園和加計學園
兩家辦學團體的醜聞，防衛省又被揭發隱瞞自衛
隊南蘇丹維和部隊活動日誌，內閣支持率7月一
度跌至接近30%的危險水平，輿論更開始質疑
安倍一人獨大的情況能否持續。面對朝野進迫，

安倍8月初改組內閣，邀請多名資深黨員和黨內
政敵加入政府，成功化解黨內壓力，未幾朝鮮便
接連試射導彈和核試，導彈更兩度飛越日本上
空，令民意轉向對外，安倍坐收漁人之利，個別
民調甚至顯示內閣支持率已回復到50%水平。
日本輿論揣測，大選最快可能在10月22日舉

行，因為當日原定舉行3個眾議院議席補選，另
一個可能性則是10月29日。考慮到美國總統特
朗普可能在11月初訪日，安倍也可能等到11月
中才舉行大選。

鋪路連任自民黨黨魁
不過執政自民黨內也有意見認為，朝鮮挑釁

未見平息，解散國會導致施政空窗期並非好事。

此外，由於下周的臨時國會是應在野黨要求召
開，目的是要就加計學園等醜聞追究安倍責任，
如果這一刻解散國會，必定引起在野黨派不滿。
自民黨代理幹事長荻生田光一昨日表示，安倍有
權解散國會，黨內會遵從其意願，不過他認為解
散國會茲事體大，安倍必須給出一個理由，否則
難以取信於民。
安倍於2014年大選後，原本打算聯合公明黨

和日本維新會等「修憲派」，達成在現屆會期內
修改和平憲法的野心，不過受今夏連串醜聞影
響，修憲大計被迫中止。《朝日新聞》指，安倍
如果決定提前大選，相信目的將不再是修憲，而
是為了明年9月的自民黨黨魁選舉作準備。

■共同社/日本放送協會/日本《朝日新聞》

借朝鮮挑釁谷民望 或趁機解散眾議院

安倍趁火劫票 圖提前下月大選

受朝鮮連番挑釁刺激，日本內閣支持度近期持續回升，原

本在7月還因為連串醜聞陷入下台危機的首相安倍晉三，如今

已恢復強勢，據報他更有意於在野民進黨內鬥未平之際，趁機會解

散眾議院，提前大選，藉此鞏固執政基礎。報道指，大選有機會最快

在下月22日或29日舉行，預計安倍將於下周末前有決定。

美國聯儲局將於明日起一連兩日舉
行今年內最重要一場議息會議，市場
普遍相信，局方會後將正式宣佈啟動
縮減資產負債表計劃。雖然聯儲局9月
啟動縮表幾乎已是公開秘密，不過市
場仍然關注其他細節，包括局方將來
會容許哪些債券到期，從而窺探今後
長短息走勢。聯儲局啟動縮表會否觸

發市場另一次恐慌性拋售，也是投資
者焦點之一。
聯儲局今年6月宣佈決定縮表時，已
經表明縮表初期將會審慎行動，局方會
採取容許債券到期不再投資的形式減持
資產，初期每月上限為100億美元(約
782億港元)，包括60億美元(約469億港
元)國債及40億美元(約313億港元)按揭

抵押債券(MBS)。
不過聯儲局一直沒有透露會讓哪些債

券到期，又會再投資哪些債券。基於目
前長息低企，市場普遍估計局方會再投
資短期債券，壓低短期債息，拉闊長短
息差，Washington Crossing Advisors基
金經理摩根蘭德表示，如果息差變寬，
銀行業或者可以受惠，相關股份有機會

在縮表後受追捧。不過他也指出，美國
長債孳息難免受德國和日本的低息影
響，美國孳息曲線將持續受壓於外圍趨
勢。
聯儲局主席耶倫將於周三會議結束後

召開記者會，市場另一個焦點是她會否
透露未來息口走勢。近期美國通脹數據
持續低於聯儲局目標水平，美西銀行首

席經濟師安德森認為，雖然聯儲局仍會
於12月再次加息1/4厘，但預計明年和
後年最多只會每年加息兩次，較聯儲局
本身預測的3次少。他認為，聯儲局在
縮表的同時堅持維持加息步伐，是過早
和過度收緊貨幣政策，有可能對經濟產
生負面影響。

■路透社/Business Insider網站

安倍晉三計劃提前大選，原
因之一是在野黨派不成氣候，
難以對自民黨構成威脅。最大
在野黨民進黨雖然在月初選出
前原誠司為新黨魁，但未能團
結黨員制止退黨潮，短短兩周
內已先後有4名議員退黨。前
原本人更被揭發早年曾經秘密
訪問朝鮮，兼可能中了美人
計，令選民更失信心。
前原在9月1日就任黨魁，

該黨女議員山尾志櫻里隨即爆
出婚外情醜聞，繼而宣佈退
黨；3名保守派議員之後亦因
不滿民進黨計劃在選舉中與日
本共產黨聯手，決定退黨。
《週刊文春》上周則刊登照片，
揭發前原曾於1999年秘訪朝

鮮，而且與朝鮮派出的美女接
待人員狀甚親密，雖然前原透
過發言人表示「問心無愧」，不
過網民都不禁質疑他中了美人
計，可能洩漏機密。
民進黨退黨潮早在前黨魁蓮

舫任內已出現，退黨者大多認
為民進黨已窮途末路，希望投
身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陣
營，乘對方民望高企之機出
選，保住議席。據報小池百合
子的親信、眾議員若狹進勝與
退出民進黨的前環境大臣細野
豪志，已着手組建全國性政
黨，並吸納多名民進黨退黨
者。分析相信安倍考慮到小池
組黨在即，希望趁對方未站穩
陣腳前舉行大選。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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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6月宣佈退出應對氣候變
化的《巴黎協定》，惹來外界猛烈抨擊。《華爾
街日報》引述消息指，美國的立場有所軟化，
不會退出《巴黎協定》，並且會提議重新參
與。白宮發言人否認立場有變，又指只有
《巴黎協定》條款對美國有利，才會考慮重

新加入。
《巴黎協定》締約國的30多名代表前日在

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會議，美方也要派觀察
員出席。歐盟氣候行動與能源專員卡涅特表
示，美國表明不會就協定重新談判，但會嘗
試檢視美方在協議中可參與的條款，這與特

朗普過往的說法大為不同。卡涅特將在本周
聯合國大會與美方代表會晤，評估對方的立
場。報道引述與會者表示，美方代表、白宮
高級顧問艾森施塔特透露華府正檢討減排目
標，意味若國際社會作出讓步，美國仍願意
留在《巴黎協定》。 ■《華爾街日報》/路透社

緬甸難民人道危機加劇，至今已有
41萬羅興亞人從若開邦逃往鄰國孟加
拉，慈善組織救助兒童會估計，若情況
繼續，難民人數年底將突破100萬大
關，當中包括60萬兒童。被抨擊對羅
興亞人不聞不問的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
姬，明天將發表全國演說，聯合國秘書
長古特雷斯前日呼籲昂山把握最後機
會，盡快結束這場危機。

昂山早前已表明缺席本周舉行的聯
合國大會，古特雷斯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訪問時，呼籲昂山果斷行動，
「如果她不即時改變現狀，我估計這場
危機會變得非常恐怖」。他重申，緬甸
政府應讓羅興亞人回國。

數千人「半飢餓狀態」
緬甸政府一直將武裝衝突歸咎於羅

興亞武裝分子，但古特雷斯認
為，緬軍明顯佔上風，應停止
衝突。
目前大批難民滯留在孟加拉

邊界，缺乏糧食及清潔食水，
救援組織估計數千人處於「半
飢餓狀態」，擔心大批難民將
因此而死，並觸發疫症。

■路透社/法新社/
英國廣播公司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昨日宣佈，解散
掌握加沙地帶管理權的「行政委員會」，同
意在巴勒斯坦舉行大選，還同意由巴和解政
府接管加沙地帶、行使行政權力，並與巴人
領袖阿巴斯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談
判。巴方高層官員亦表示這是正面訊號，分
析指，這場「大和解」有望結束長達10年的
巴政治分裂局面。

巴勒斯坦上次大選已是2006年，當時哈馬
斯意外勝選，翌年雙方爆發武裝衝突，哈馬
斯從法塔赫手中奪取加沙地帶控制權，法塔
赫則實際控制約旦河西岸。2011年雙方在開
羅簽署和解協議，一直未能落實。近期雙方
代表再於開羅會晤，直至昨日，哈馬斯終於
同意法塔赫的要求，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舉
行大選、解散具爭議的哈馬斯「行政委員

會」，容許阿巴斯的「團結政府」重新行使
加沙管治權。部分民調顯示，若現在立即舉
行大選，哈馬斯將勝出。
加沙受埃及和以色列封鎖，長年經濟不

景，居民經常缺水缺電，人道危機愈趨惡
化，促使哈馬斯向埃及求援，並逐步同意與
法塔赫和解。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強颱風「泰利」昨日登陸
日本九州西南，風速達每小
時162公里，帶來狂風暴
雨，氣象局發出最高級別的
暴雨、水浸、大浪和山泥傾
瀉警告。受颱風影響，以九
州及四國地區為主的空中交
通，包括日本航空、全日空
在內的航企，取消最少644

班內陸機。

3200戶停電
日本氣象廳表示，「泰

利」昨上午11時30分從鹿
兒島縣南九州市附近登
陸，下午以每小時30公里
的緩慢速度，吹往東北方
向，造成鹿兒島、熊本及

宮崎三縣共3,200戶停電。
陸路交通方面，九州新幹
線從鹿兒島中央站到熊本
站雙向停運。
氣象局預測，颱風將漸

漸向北移，今日清晨進入
日本海，東京等大部分地
區將下大雨。

■法新社/路透社

強颱風登陸九州 644航班取消

特朗普疑轉軚 美或留《巴黎協定》

解放加沙與巴談判 哈馬斯願「大和解」 聯國秘書長：昂山「最後機會」解危機

■羅興亞難民爭奪糧食。 路透社

■■安倍可能趁在野民進黨內亂安倍可能趁在野民進黨內亂，，解解
散眾議院提前大選散眾議院提前大選，，藉此鞏藉此鞏

固執政基礎固執政基礎。。

■■朝導彈兩度飛越日本上空朝導彈兩度飛越日本上空，，民意轉向民意轉向
對外對外，，令安倍支持度回升令安倍支持度回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安倍安倍88月初改組內閣月初改組內閣，，邀請多名資深黨員和黨邀請多名資深黨員和黨
內政敵加入政府內政敵加入政府，，成功化解黨內壓力成功化解黨內壓力。。 法新社法新社

■《週刊文春》刊登多張前原誠司1999年訪朝照片，顯示他與朝
女接待員表現親密，期間更「左擁右抱」。 網上圖片

■■九州地區沿岸掀九州地區沿岸掀
起大浪起大浪。。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