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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成立自貿區 5年免9成關稅
涵蓋13億人口 世貿組織後最大貿易協定

德銀香港昨起裁員 員工稱士氣低落

美國民主黨自上屆大選後，一直研究如
何改革初選程序以增加代表性，其中艾奧
瓦州與內華達州的民主黨黨團前日宣佈，
將會改革明年初選黨團會議的投票方式，
由以往必須親自出席會議，改為容許支持
者透過電話投票，估計會讓夜班工人、殘
疾人士或需在家照顧子女的父母受惠。
今次改革是因應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要求

而作出。艾奧瓦和內華達均為最先舉行初
選的民主黨州份，向來對選情具指標性影
響，不過兩州的黨團會議模式早已因為召
開時間及地點不便等，為人詬病。2016
年初選中，參議員桑德斯在艾奧瓦黨團會
議以0.3個百分點不敵前國務卿希拉里，
最終失落民主黨提名，促使其支持者爭取
改革初選程序。
暫時未知改革後會有多少選民受惠，但

艾奧瓦最近的調查顯示，約20%民主黨選
民打算通過電話投票。由於擔心會被黑客
入侵，兩州黨團都決定採用電話投票而非
網上投票。 ■美聯社

美民主黨改革初選
兩州允電話投票

德意志銀行前日宣佈大規模重組計劃，並預告在
2022年前全球裁員1.8萬人，路透社報道，德銀位
於香港及悉尼的辦公室昨日已經開始裁員，其中位
於西九龍環球貿易廣場(ICC)的德銀香港辦公室樓

下，昨日有多名員工離開，一名被裁交易員形
容現時香港辦公室內士氣低

落，人力資源部逐一約談員工，然後讓他們執包袱
離開。
根據德銀官網，該行的亞太區員工人數約為

4,700人，分別位於悉尼、東京、香港和新加坡，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德銀亞太區投資銀行團隊原本
有300名員工，當中10%至15%將會被裁，幾乎全

部來自證券資本市場部。
路透社報道，被裁德銀員工昨日在ICC的辦公室

外自拍留念，不少人都拿着印有德銀標誌的大信
封。彭博則引述消息指，部分德銀香港員工上周已
開始收拾物品，出入ICC辦公室的人數近日亦已經
大幅減少，不少員工對於近幾星期德國總部與亞太

區缺乏溝通尤其不滿。彭博又引述消息指，德銀香
港開始裁員後不久，地產代理已經開始為德銀部分
辦公室尋找新租客，消息稱德銀數月前已經打算遷
出ICC，但代理一直找不到合適租客，部分原因是
業主對租客要求較高。

■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非洲地區加強貿易合作的呼聲由來已
久，但各國經過17年談判，直至前

日才正式簽署貿易協定。現時55個非洲
聯盟成員國中，54國已簽署協議，尚未
簽署的厄立特里亞亦表示，正考慮加入自
貿區。

明年7月1日運作
新自貿區將於明年7月1日正式運作，
總部設於加納，以人口計將是1994年世
界貿易組織(WTO)成立後，規模最大的
貿易協定。各國承諾多項原則，包括共同
制訂原產地規則、統一網上支付平台、在
網上設立商品及關稅清單，以及設立監察
系統處理非關稅貿易壁壘等。
大部分成員國將在5年內，削減9成關
稅，估計大部分貨品此後均會免關稅。經
濟發展步伐滯後的國家則可獲較長寬限
期，其中被聯合國列入「最不發達國家」
者將有10年期限，尼日爾和馬拉維等6個

國家更有最少15年期限。非洲聯盟預計
截至2022年，自貿區內總貿易額將可提
升60%。
目前非洲國家的出口中，只有約16%

屬區內貿易，比率遠低於亞洲的59%和
歐洲的69%，反映非洲各國貿易往來不
足。馬拉維貿易部長克里斯蒂娜指出，非
洲大部分產品均是出口至歐洲和美國，非
洲大陸自貿區將改變這局面，成員國之間
今後需將更頻繁地貿易。

基建貪污成障礙
不過路透社分析指出，非洲大陸的道

路和鐵路基建不足，不少地區局勢動盪，
多個國家亦充斥官僚主義和貪污，將阻礙
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及融合。歐亞集團非洲
分析師安庫形容，非洲大陸自貿區成立有
正面意義，但真正實現需時，自貿區亦未
必能獲足夠經費作日常管理。

■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非洲聯盟前日在尼日爾首都尼亞美舉行峰會，55個成員國會上達成

歷史性的貿易協議，宣佈成立「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將

涵蓋13億人口、區內經濟總值達3.4萬億美元(約27萬億港元)，各國

之間將撤銷大部分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並分享技術，料有助促進

區內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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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前日舉行援助期結束後首次國會大選，中
間偏右的傳統主流政黨新民主黨以多達8個百分
點得票差距，擊敗由總理齊普拉斯領導、執政4
年的民粹政黨激進左翼聯盟，重新執政。黨魁米
佐塔基斯昨日宣誓就任總理，承諾推動經濟復
甦、減稅、引入外資和創造新職位，揚言會讓希
臘人「自豪地再抬起頭」。

新總理：再與債權人談判
根據已點算的94%選票，新民主黨得票率為

39.6%，估計可在國會300席中取得158席，足
以獨立執政，無需再像2012年大選後與中間偏
左政黨聯合執政；激進左翼聯盟得票率雖然亦有
31.56%，但估計只能獲得86席。
父親亦曾經擔任總理的米佐塔基斯發表勝利演

說時表示，痛苦的周期已經結束，自己不會令選
民期望落空，將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他將致力深
化改革，並將尋求與國際債權人重新談判，以降
低財政盈餘目標，為經濟及民生尋求更多喘息空

間。落敗的齊普拉斯表示尊重希臘人民意願，又
指任內作出帶有沉重政治代價的艱難決定，是希
臘如今得以退出援助計劃的原因，暗示不後悔當
年違反競選承諾接受第三輪援助條款。
雅典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庫盧比斯表示，經濟是

出現這次選舉結果的主要原因，「民眾在過去4
年半看不見起色，但工資和退休金卻不斷減
少。」希臘央行早前估計，當地今年財政盈餘相
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只有2.9%，達不到
3.5%的目標，外界關注米佐塔基斯上台後會如
何制訂財政政策，以及能否爭取債權人放寬規
定。
除了激進左翼聯盟外，其他民粹主義政黨的表

現同樣不濟，其中極右新納粹政黨「金色黎明」
達不到3%的得票門檻，失去所有議席。相對表
現較好的是前財長瓦魯法基斯成立的「希臘方
案」，瓦魯法基斯當年因為不滿齊普拉斯向歐盟
屈服而辭職，這次組黨再次爭取反緊縮，有望取
得10席。 ■法新社/路透社

希臘大選 中右派破民粹重新執政

希臘新納粹政黨「金色黎明」憑着反移民旗號，在上
屆大選中成為第3大黨，但前日大選點票結果顯示，該
黨得票率僅2.95%，無法取得國會議席。黨魁米哈洛利
亞科斯揚言，「金色黎明」不會就此完結，將捲土重
來，「繼續為民族主義戰鬥」，該黨亦已要求重新點
票。

「金色黎明」於1985年創立，憑極端主張吸引不少有
暴力傾向的青年加入，該黨成員早年經常襲擊政敵，近年
則把矛頭轉向湧入希臘的難民。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後，
「金色黎明」乘反建制情緒冒起，2012年首度躋身國
會，上屆大選中更以6.99%得票率取得18席。
不過在今屆大選中，「金色黎明」的票源遭較溫和

的民族主義政黨「希臘方案」分薄，加上暴力主張不得
人心，導致「金色黎明」遭滅黨收場。
米哈洛利亞科斯前日向支持者發表演說，稱該黨會

重回街頭和廣場，發動「反布爾什維克和野蠻資本主義
的鬥爭」，演說結束時更高呼「勝利萬歲」，明顯引用
納粹敬禮口號。 ■美聯社

新納粹黨大敗 遭踢出國會

非洲大陸自貿區前日正式啟動，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非洲自貿區正
式啟動為中非合作開闢新的前景，中方
願將中非共建「一帶一路」與非洲自貿
區建設緊密對接，實現更多早期收穫。
耿爽表示，作為非洲國家的好朋友、

好夥伴、好兄弟，中方熱烈祝賀非洲大
陸自貿區建設正式啟動。耿爽形容，自
貿區是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里程
碑，充分體現非洲國家聯合自強、團結
振興的強烈意願和堅定決心，對非洲經
濟社會發展意義重大而深遠。在當前國
際形勢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上升的
背景下，啟動非洲大陸自貿區建設，也
為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建設開放
型世界經濟注入強勁動力。

非洲大陸自貿區正式宣告成立，中
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賀文
萍表示，自貿區可促進非洲經濟一體
化，克服市場狹小等結構性弱點，不
但有助成員國抵禦經濟衝擊，也有利
更多亞歐商品進入非洲市場，實現非
洲國家與世界的共贏。
受國家數量眾多、市場碎片化、

經濟發展水平落後等因素影響，目
前非洲區域內貿易水平不高，加上
環球經濟放緩和貿易緊張局勢等不
利外圍因素，均使非洲經濟面對嚴
峻挑戰。世界銀行在最新一期報告

中預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今年
經濟增長僅為2.9%，較此前預測下
調0.5個百分點。
賀文萍表示，非洲單一市場將顯

著降低亞歐商品進入非洲的成本，
促進這些地區與非洲的貿易，且自
貿區成立後，營商環境有望改善，
亦可吸引外企赴非洲投資。其中中
國已連續多年穩居非洲第一大貿易
夥伴，去年中非貿易額達2,042億
美元(約1.59萬億港元)，預料當非洲
大陸自貿區成立，市場潛力逐漸釋
放，中非經貿合作也將更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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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學者：單一市場助吸納外資

■■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尼日利亞總統布哈里((中中))在峰會前簽署協議加入新自由貿易區在峰會前簽署協議加入新自由貿易區。。 路透社路透社

■■非洲聯盟前日在峰會上宣佈成立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非洲聯盟前日在峰會上宣佈成立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 法新社法新社

■■艾奧瓦州艾奧瓦州20162016年初選投票仍需親身出年初選投票仍需親身出
席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米佐塔基米佐塔基
斯斯((左左))昨日昨日
宣誓就任總宣誓就任總
理理。。

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