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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責歐洲央行「操縱匯率」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主持歡
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到訪
儀式時，出現站不穩和抖
震，她之後解釋因為脫水。
儀式在柏林總理官邸外的

廣場舉行，當時氣溫達到攝
氏28度。鏡頭所見，默克爾
跟澤連斯基站在主禮台，當
軍樂隊演奏國歌時，面有難
色和身體搖晃發抖。但她之

後陪同澤連斯基檢閱儀仗隊，看起來無大礙。
65歲的默克爾在儀式後解釋，喝了3杯清水後已經沒有問題。澤連斯基則說

笑地表示，默克爾當時在自己身邊很安全。 ■美聯社

美國政府上周公開影片，聲稱可證明伊朗
革命衛隊向兩艘油輪施襲，不過影片公開後
美國國內外仍存在質疑聲音，認為現有證據
不足以支持美方說法。
美國前情報官員皮勒質疑，影片無法釋除

公眾疑慮，例如影片無法說明當時有誰在巡
邏船上、不知道在何處發生、不知道事件的
時序、為何伊朗巡邏船可以公然拆除水雷而
無人阻止等。他相信華府在公開影片前已先

進行篩選，確保影片有助達成其目的。

上月稱導彈危機 至今仍未證明
國防部上月曾聲稱接獲情報，顯示伊朗有

機會襲擊美軍，有國會議員其後敦促華府公
開相關證據。當時曾有官員透露，華府會公
開波斯灣艦隻裝備伊朗導彈的照片，但國防
部至今仍未公開相關照片，亦未有進行解
釋。

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伊朗專家馬洛尼表
示，華府過去曾因錯誤情報引發伊拉克戰
爭，因此在對中東採取軍事行動上，各國
容易對美國的消息持懷疑態度。美國中央
司令部前司令法倫則直言，總統特朗普過
去在其他議題上輕率發言，已令華府失去
誠信，影片無法取信於人只是當局咎由自
取。

■綜合報道

上周油輪遇襲案後，霍爾木茲海峽航線的安全性備受關
注，一些油輪船主及航運業人士透露，近日不但駛離中東港
口的船隻數目減少，運費亦增加50%，超級油輪單程航行一
周的保險費用則升約15%。
大部分波斯灣船主估計未來數日內，運費仍維持高企甚至
進一步上升，有新加坡航運中介透露，案發前超級油輪的每
日運費一般為1.5萬美元(約11.75萬港元)，但事後已升至2.3
萬美元(約18.01萬港元)，部分船主更叫價3萬美元(約23.49
萬港元)。 ■綜合報道

中東油輪運費急增5成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突然宣佈，將
於下周起驅逐美國境內「數以百萬
計」非法移民，同時聲稱危地馬拉已
準備簽署安全第三國協議，接收打算
前往美國申請庇護的非法移民。
美國境內現時估計有約1,200萬非
法移民，主要來自墨西哥及中美洲，
司法部今年已發出一批驅逐令，特朗
普則敦促國土安全部盡快執行。特朗
普前日指，數百萬非法移民循非法途
徑進入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
會由下周起，開始驅逐非法移民，並
稱行動「會和他們進入美國的速度一
樣快」，但沒有進一步交代詳情。

不過特朗普的言論或會影響ICE執
法。ICE的大規模行動以往通常會事
先保密，避免變相提醒執法對象，
2018年特朗普便曾威脅起訴加州奧克
蘭市長，指他提醒區內居民會有移民
突擊搜查。
特朗普又聲稱，危地馬拉已準備好

簽訂安全第三國協議，亦即由危地馬
拉先行處理打算前往美國的移民的庇
護申請。國務院官員上周五曾出訪危
地馬拉，副總統彭斯在上周亦曾暗
示，危地馬拉會接受庇護申請，但相
關細節並未公開，危地馬拉亦未確認
會面內容。 ■綜合報道

特朗普預告下周驅逐非法移民

默克爾出席活動腳震 事後稱脫水

美續「極限施壓」伊朗
中東增兵千人

前情報官員質疑影片曾篩選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昨日表示，如果歐元區

通脹未能重返目標水平，央行將採取更多刺激

經濟措施，包括減息或購買資產。消息一

出，投資者紛紛憧憬歐洲央行最快在下月議

息時出手，歐元匯價即時從1.1241美元跌

至1.1181美元的兩周低位，不過更奇怪的

是，此番言論竟惹怒大西洋另一端的美

國總統特朗普，曾經多次

公開要求聯儲局減息

刺激經濟的特朗普，

將德拉吉的言論解

讀為操縱匯價刺

激出口的手段，

批評此舉令美國

陷於不公平

競 爭 之

中。

推更多刺激措施 擬恢復買債

歐元區通脹自2013年以來一直未能
達到央行略低於2%的目標，經濟

增長放緩也提高了物價增長進一步減慢
的風險。有見及此，德拉吉昨日在葡萄
牙出席歐洲央行年度大會時放風，表示

若通脹情況未見
改善，央行將需

要採取額外的

刺激措施。他進一步解釋，歐洲央行仍
有「很大空間」擴大購買資產規模，又
指事實證明負利率在歐元區是非常重要
的工具，央行可以透過調整指引、減息

或其他措施緩解負利率的副作用。
德拉吉又表示，歐洲央行將於「未來

數周」對可行選項進行研究，暗示央行
最快有機會在下月議息時行動。針對市
場擔心，歐洲央行在自己設定的限制
下，資產購買措施缺乏影響力，德拉吉
對此不以為然，認為相關限制在必要時
可以予以調整，又重申歐洲法院已經確
認，歐洲央行在使用手上工具方面，擁
有廣泛的裁量權。

掉頭吹風 做法似聯儲局
歐洲央行去年12月才決定結束長達4年

的買債措施，如今德拉吉提出可以恢復買
債，某程度上與聯儲局多番加息後掉頭吹
風減息的做法類似。不過德拉吉此舉卻引
起一直主張聯儲局減息的特朗普不滿，就

在德拉吉發表講話後不久，特朗普即在
twitter發文稱：「德拉吉剛宣佈將推出更
多刺激措施，令歐元兌美元匯價即時下
滑，這讓他們在不公平情況下更易於與美
國競爭。他們多年來這樣做(操縱匯率)而
不用受懲罰，與中國及其他國家一樣。」
隨着歐洲股市受德拉吉言論刺激上升，特
朗普再緊咬不放，直指「德拉吉(對美國不
公平)的言論令歐洲股市上升！」德拉吉其
後反駁特朗普的批評，強調歐洲央行一切
政策只是為了履行維持物價穩定的使命，
絕非用作操控匯率。
特朗普去年亦曾發表類似的批評言

論，利用匯率問題批評歐盟的「不公
平」貿易政策，當時德拉吉回應指，匯
率並非央行貨幣政策目標，同時引述國
際協議，指出各國不會透過刻意令匯率
走弱來爭取貿易優勢。其他華府官員亦
多次批評歐元區個別國家如德國，透過
歐元匯價取得不公平競爭優勢，但很少
有將矛頭直接指向歐洲央行。■綜合報道

自從兩艘油輪上周在接近霍爾木茲海峽的阿曼灣遇襲後，中東局勢持續
升溫，美國國防部前日再公佈宣稱是伊朗襲擊油輪證據的新照片，署理國
防部長沙納漢更宣佈，將向中東地區再增派1,000名美軍，以應對區內
「來自海陸空的威脅」，為美軍兩個月內第二次向區內增兵。伊朗原子能
組織前日較早時宣佈，伊朗將於6月27日突破核協議規定的低濃度濃縮鈾
300公斤存量上限，美國此時增兵被認為是要加強對伊朗施壓，不過分析
警告，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味只靠「極限施壓」而非外交手段處理伊朗問
題，遲早可能引致軍事衝突。
沙納漢在宣佈增兵的聲明中，強調今次行動是「防衛性質」，旨在協助
進行偵察及情報收集任務。沙納漢再次指責伊朗及其代理人在中東地區的
「惡意行為」對美國在該地區人員及利益安全構成威脅。他表示，未來美
軍將繼續密切關注該地區局勢發展，並根據需要調整美軍兵力部署，但重
申無意挑起和伊朗的戰爭。

發佈襲船案新照 說法仍存疑
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公佈新一批彩色照片，宣稱是上周事發後，伊朗巡
邏艇駛近日本油輪「國華勇氣」號，拆除未爆炸磁性水雷的情況。美軍聲
稱，新照片顯示水雷被拆除後在船身遺留的釘子和釘孔，以及宣稱是伊朗
革命衛隊成員留下的手印。但當局依然未有解釋為何伊朗在美軍抵達現場
後仍要這麼做。
美軍中央司令部在聲明中強調，根據影片證據、拆取水雷所需的資源及
熟練程度，相信事件是伊朗所為。有國務院官員透露，國務卿蓬佩奧已與
北約成員國、中國、韓國等國家分享華府掌握的證據，證明伊朗策動襲船
事件。

王毅籲各方勿採刺激局勢升級行動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昨日表示，當前伊朗核問題形勢持續緊張，中
方對此高度關注。中方呼籲各方共同推動伊朗核問題和海灣地區形勢走向
緩和，而不是任其惡性循環，甚至滑向衝突。
針對伊朗宣佈低濃度濃縮鈾存量即將超過上限，歐盟外交政策專員墨格
里尼表示，歐盟只會在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宣佈伊朗違規後，才會作出
行動。 ■綜合報道

■■美方公佈疑似伊朗船隻照片美方公佈疑似伊朗船隻照片。。 美聯社美聯社

■美方照片顯示疑似水雷被拆走後的痕跡。 美聯社

■美方公佈彩色照，但專家認為不足以指證
伊朗涉事。 美聯社

日本新潟縣對開海域於昨晚發生黎
克特制6.8級強烈地震，新潟及周邊
的北陸和東北地區均有強烈震感，日
本氣象廳更向新潟、山形及石川縣能
登半島發佈海嘯警報，警告可能有高
達1米的海嘯波湧上岸。
事發於當地時間昨晚10時22分(香
港時間昨晚9時22分)，震央位於山形
縣酒田市西南約50公里的外海，震源
深度約為10公里，屬於淺層地震。當

局發佈海嘯報告後，首波不足10厘米
高的海嘯於11時5分左右抵達新潟縣
北部離島粟島，當局警告之後可能會
有更高的海嘯接近，呼籲公眾不要接
近海邊。
地震威力強勁，新潟及山形一帶均

感受到強烈震動，周邊縣市亦有震
感，最少一人受傷。東北電力公司表
示，受地震影響，山形和新潟兩縣約
有9,000戶停電。內閣官房長官菅義
偉則表示，接近震央的兩個核電站，
分別是新潟縣的柏崎刈羽核電站和宮
城縣的女川核電站，在地震後均沒有
異常。
由於擔心受海嘯波及，一些沿岸地

區居民都連夜趕到高地暫避，打算在
安全地方過夜。地震亦導致秋田新幹
線、山形新幹線及上越新幹線部分路
段停駛，估計最快要今日才能恢復。

■綜合報道

日本新潟6.8級地震
發海嘯警報

■■便利店的貨品散落一便利店的貨品散落一
地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特朗普只許美減息不許歐放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