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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電訊商軟銀牽頭、成員包括騰訊在
內的財團，前日與電召車程式公司Uber達成
收購協議，以遠低於Uber近期估值的價格購
入後者大量股份，當中軟銀據報將獲得多達
15%股份，有望成為Uber主要股東。交易將
於下月完成，根據交易條款，Uber今後將增
加6名董事，當中兩名來自軟銀，連同現有
一名董事在內，預料交易後軟銀和Uber董事
會將有3名相同董事。
據報Uber股東和員工同意出售的股份，佔

公司總股本約20%，除軟銀外，財團內其他
成員將各獲得約2.5%的Uber股份。交易價
格對Uber的估值只有480億美元(約3,751億

港元)，較公司最近約680億美元(約5,314億
港元)的估值有多達30%折讓。不過根據交易
條款，軟銀同時計劃按照上述的較高估值，
向Uber再額外注資12.5億美元(約97.7億港
元)，相信是對Uber現有股東的讓步。
今次交易對於Uber鞏固資產負債表及推行

改革非常重要，不過軟銀以兩種價格入股，
未來可能影響外界對Uber 的估值。據報
Uber個別早期投資者將透過今次交易出售所
持股份，包括持有 13%股份的創投公司
Benchmark。Uber創辦人卡拉尼克曾經暗示
不會出售所持10%股份，但未知他會否改變
主意。 ■《華爾街日報》

前世界足球先生韋亞榮升利
比里亞總統！利比里亞國家選
舉委員會前晚正式宣佈，隸屬
民主變革大會黨的韋亞在周二
舉行的總統大選次輪投票中，
以超過6成得票率成功當選，
成為全球首位當選總統的知名
職業運動員。今次也是利比里亞70年來首次
完成政權民主和平交接。
51歲的韋亞在首輪投票中排第一，73歲的

副總統博阿凱緊隨其後，但因得票未過半，
故二人進入次輪投票。這也是韋亞第二次競

選總統，2005年大選中他在首
輪領先，不過次輪以40.6%對
59.4%不敵對手瑟利夫，後者
當選總統並於2011年獲得諾
貝爾和平獎。
在全國15個縣中，韋亞在
其中14個獲勝。得知自己勝

出後，韋亞在twitter寫道：「我的利比里亞
同胞們，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全國的情緒。我
十分重視今天被賦予艱巨任務的重要性和責
任感。變革已經開啟。」

■法新社/美聯社

Uber折讓30% 軟銀料成大股東

追夢12年 韋亞首運動員成總統

■■韋亞支持者上街慶祝韋亞支持者上街慶祝。。

墨西哥灣在2010年發生美國史上最嚴
重漏油事故，釀成生態災難，時任總統
奧巴馬政府制訂更嚴格海上鑽探安全守
則，但被指打擊石油產量。在現任總統
特朗普的支持下，安全和環境執法局
(BSSE)定於昨日推出新的安全守則，為業
界「鬆綁」，增加美國能源產量，環保
團體警告這可能成為下一次環境災難的
伏線。
墨西哥灣「深水地平線」鑽油台漏油
事故後，華府成立BSSE，監管離岸油氣
鑽探和開採。奧巴馬政府去年下令加強
對油氣田防爆裝置的監管，要求能源企

業取得獨立機構對防爆裝置的認證。按
照BSSE的新守則，能源企業可改為採取
業界「建議做法」來確保儀器安全。另
一個改變是事故調查，現時當局規定，
若發生儀器失靈，能源企業需於120日內
完成調查報告，新的守則建議於120日內
展開調查便可，沒標明調查的結束期
限。
BSSE認為，新守則移除對能源業「不

必要的負擔」，在未來10年節省2.28億
美元(約17.8億港元)，並推動美國油氣生
產。

■《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對全球暖化持懷
疑態度，時值寒流襲美，特朗普前日乘
機「抽水」，在微博twitter發帖，語帶嘲
諷地稱或許可利用氣候暖化來對抗嚴寒
天氣。此言一出旋即惹來輿論猛烈抨
擊，指出科學家已一再警告，勿混淆短
期、個別的天氣事件與長期氣候轉變。
特朗普帖文說「美國東部可能迎來歷
來最冷的除夕，我們不妨對全球暖化加
以利用，畢竟是我們為此花費千萬億計
美元，而非其他國家。穿厚衣服吧！」
華盛頓州眾議員賈亞帕爾反駁特朗普的

說法，指「天氣不等同氣候」，加州科
學院執行主席福利亦表示，「不管你信
不信，全球暖化已成事實……就如即使
你手上拿着『巨無霸』漢堡包，但全球
仍充斥着饑荒。」
特朗普今年6月宣佈美國退出應對氣候

變化的《巴黎協定》，他批評該協定會
導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在10年內減
少 2.5 萬億美元(約 19.5 萬億港元)。他
2012年曾發表類似帖子，當時寫道「紐
約現在非常寒冷和正在落雪，我們實在
需要全球暖化」。 ■《衛報》/法新社

西班牙法院近日就一宗父親監控子女
WhatsApp記錄案作出裁決，案中父親被
前妻告上法院，指他為監視子女What-
sApp通訊內容，訛稱不說出手機密碼便
會將他們送到警局，認為他違反私隱法
例。不過法官認為，父母監督未成年子
女使用社交媒體的法定責任，凌駕於相

關私隱條文，故判案中父親無侵犯私
隱，為父母有權監督子女網上活動立下
先例。
西班牙民事法154條規定，父母有責任

維護子女的最佳利益，以及教導他們如
何待人處世。主審法官認為，為了未成
年兒童福祉，父母或監護人有責任對兒

童使用WhatsApp等社交媒體多加留意和
保持警覺。法官又認為，案中父親取得
女兒同意後，一同查看WhatsApp記錄，
不構成侵犯私隱，因此裁定前妻敗訴，
並須繳付訟費。

■《每日電訊報》/
今日俄羅斯

無視墨西哥灣災難
美「鬆綁」海上鑽探

父查女WhatsApp涉侵私隱 西國判無罪開先例

特朗普抽水：全球暖化助抗寒

1981年1月美國總統里根宣誓就職，戴卓爾夫人2月訪美之前，華盛
頓史密森尼博物館請求倫敦動物園，借出中
國於 1974 年送贈的雄性熊貓「佳佳」
(Chia-Chia)，與博物館內的雌性熊貓「玲
玲 」(Ling Ling)交配。倫敦動物園當時陷入
財困，倫敦動物學會會長朱克曼認為，借出
熊貓可增加動物園的曝光率，並展示英美之
間的特殊關係。他提議戴卓爾夫人訪美時，
可安排在她的「和諧式」客機搭載「佳
佳」，助她展開熊貓外交。

政敵希思曾「熊貓外交」
不過，戴卓爾夫人斷然拒絕，認為她不應

涉及倫敦動物園的「公關騷」，又稱熊貓對
從政者不是好兆頭，朱克曼比她更了解熊
貓，相信他能處理相關事宜。密件未有揭露
為何戴卓爾夫人不喜歡熊貓，較可能的解釋
是，熊貓是由戴卓爾夫人的政壇宿敵希思帶
回英國，她不想與對方有任何連繫。

尼克松獲贈熊貓後下台
另一個說法是，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美國

總統尼克松獲贈熊貓後，均黯然下台；希思
則在選舉敗給戴卓爾夫人，可能也令她迷信
熊貓不吉利。「佳佳」未能與戴卓爾夫人同
行，當年3月才運抵華盛頓，但無法與「玲
玲」交配。 ■《衛報》/英國廣播公司

密件揭1981年訪美軼事 稱非政客好兆頭

鐵娘子疑信邪 專機拒載熊貓
大熊貓一直被視為和平及友愛的象徵，但英國國家檔案館昨日公開新一

批密件顯示，有「鐵娘子」之稱的前首相戴卓爾夫人1981年訪問美國時，曾

拒絕讓她的專機運載一

頭熊貓，形容「熊貓對

政客不是好兆頭」。英

媒認為，戴卓爾夫人

「拒載」的原因，是由於

前任首相希思曾從中國

帶熊貓回英國，故她不

想仿效「熊貓外交」，或

者她心底裡不喜歡移動

緩慢的動物。

英國解密文件顯示，在蘇聯於1990年代初
逐漸解體之際，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向
時任英國首相馬卓安建議，取消蘇聯的巨額
外債，換取對方裁減核武。蘇聯當時整體負
債600億美元(約4,691億港元)，並擁有2.5萬
枚核彈。
EBRD行長阿塔利1991年12月致函馬卓
安，寫道國際社會非常關注蘇聯的債務和核
武問題，提議由國際社會出資，購買相關債
項，換取蘇聯交出核武技術並銷毀2.5萬枚核
武。阿塔利形容「世界和平的代價只是七國
集團(G7)年度總國防預算的1%」。密件沒記
載馬卓安的回應，但顯示他與時任蘇聯領導
人戈爾巴喬夫關係密切，戈爾巴喬夫曾在電
話交談中，以「親愛的朋友」稱呼馬卓安。

鐵娘子無視警告 會見尼克松
密件也顯示，英國外交部曾建議首相戴卓爾

夫人，不要會晤1970年代因「水門事件」下
台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以免令時任美國福特
政府不高興，但她沒理會，於1982年在首相
府與尼克松會面。 ■《衛報》/英國《金融時報》

歐倡英削蘇聯債務換棄核武

■■墨西哥灣在墨西哥灣在20102010年發生嚴年發生嚴
重漏油事故重漏油事故，，釀成生態災難釀成生態災難。。

■寒流襲美，街道滿是積雪。 路透社

■■前蘇聯擁有前蘇聯擁有22..55萬枚核彈萬枚核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戴卓爾夫人曾獲贈送戴卓爾夫人曾獲贈送
熊貓公仔熊貓公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戴卓爾夫人戴卓爾夫人19811981年訪美前拒絕年訪美前拒絕「「熊貓熊貓
外交外交」。」。圖為戴卓爾夫人在圖為戴卓爾夫人在19851985年到訪年到訪
白宮會見美國時任總統里根白宮會見美國時任總統里根。。 美聯社美聯社

全球主要股市在2017年最後一個交易日普
遍造好，英國富時100指數以7,687點的歷史
新高收市，單日升0.9%，全年升幅7.6%。
德國DAX指數雖然單日跌0.5%，報12,917
點，但全年仍升12.8%。東京股市昨日亦高
收0.1%，收報22,764點，全年升幅達19%。
韓國股市昨日提前休市，全年則升22%。
過去一年全球局勢動盪，美國總統特朗普

上台、英國脫歐前景未明、西班牙加泰羅尼
亞獨立公投，還有朝鮮連番試射導彈，不過

投資者似乎「愈嚇愈大膽」，帶動環球股市
連創新高。追蹤全球47個市場的MSCI全球
指數全年升幅有望多達22%，總市值比去年
增加9萬億美元(約70.3萬億港元)，當中主要
升幅來自新興市場。
不過發達地區股市的升勢亦不容小覷，其

中美股升幅跑贏不少新興市場，道瓊斯工業
平均指數全年有望大升25%。昨日開市前道
指期貨暫報24,874點，接近全年最高位。

■路透社

英股歷史新高收爐
全球料年升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