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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指出，美股在疫情爆發初期一度大跌，但
其後轉勢持續攀升，主要由於華府推出刺激

經濟政策、聯儲局續推量寬政策，以及投資者對
疫情受控樂觀所致。標準普爾500指數全年漲幅
高達16%，道指累計升7.25%，以科技股為主的
納斯達克指數，更大升43.6%。高盛集團更預計
在疫情受控後，美國今年經濟增長可達5.9%，創
1984年以來最高。

低收入者就業率降20%
然而美股大漲，掩蓋不了受疫情重創美國社會

和經濟，全美最新失業人數接近2,000萬人，就業
危機較大蕭條時期更嚴重。其中低收入人士的就
業率，更較疫情爆發前水平低約20%。美國普查
局上月初一項統計顯示，每8名美國人中，便有1
人在過去一周沒有足夠食物裹腹，意味美國2,700
萬成年人正在挨餓。

科企撐半邊天 掩蓋經濟疲弱
為了刺激經濟，聯儲局採取低息及寬鬆貨幣政

策，令美債規模創新高，但無法挽救大量
艱苦經營的中小企，數據分析公
司Oxxford 統計顯示，全
美約400萬中小型企
業於去年不敵疫

情衝擊結業，「倒閉潮」令美國經濟雪上加霜。
資深分析師希爾弗布拉特亦指出，股市上升全

賴少數大型科企支撐，大企業在疫下市值倍增，
蘋果公司、微軟和亞馬遜這3間巨企，甚至佔標
普500指數成份股全年收益一半以上，掩蓋了美
國經濟疲弱的事實。曾擔任總統特朗普經濟顧問
的前高盛高層科恩便警告稱，小商戶紛紛倒閉，
市場份額被大企業佔據，扭曲市場生態。
致同會計師事務所首席經濟師斯旺克坦言，美
國經濟須等待疫情結束，才有望全面復甦，疫苗
面世屬第一步，為人們帶來曙光，但無人可知疫
情何時終結，抗疫之路依然充滿挑戰，民眾生活
繼續大受影響，經濟前景仍不明朗。

加劇社會不公 苦了民眾
布朗大學教授弗雷德曼則強調，少數富裕人士

大肆消費，成為支持經濟的重要力量，令經濟
曾呈現「向好」假象，實際上絕大多數貧困民
眾仍要節衣縮食。弗雷德曼指出，疫情已加劇
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許多民眾繼續因疫情過
着苦日子。 ●綜合報道

美國的新冠疫情在全球最嚴重，已有超過34萬人疫歿，經濟更陷入衰退，然

而去年美國股市卻大幅造好，道指更以30,606點的歷史高位「收年」。《華盛頓

郵報》引述經濟學家分析指出，疫情導致美國失業率持續高企，數以百萬計民眾

缺乏基本溫飽，大量小商戶倒閉，形容「股市絕不等於經濟」，投資者盲目相信

新冠疫苗面世，便可迅速遏止疫情，但實際上疫情何時能受控仍是未知之數，美

國經濟復甦步伐仍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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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重挫美國不少小商戶，當地多間大企業
雖然錄得盈利，卻仍然大規模裁員和派息，明顯只顧及
股東利益。聖克拉拉大學應用倫理學學者漢松指出，大
企業在疫情危機下應以身作則，與民眾共渡難關，而非
加劇社會財富分配不均。
《華盛頓郵報》的調查顯示，在50間市值最高的美
國企業中，45間在去年4月至9月間錄得盈利。然而在
這50間企業中，至少27間合共裁員逾10萬人，例如股
神巴菲特旗下投資旗艦巴郡，在這6個月內錄得560億
美元（約4,320億港元）盈利，卻裁減逾1.3萬名員工。
連鎖超市集團沃爾瑪曾提出，企業不能只服務股東，卻
在疫下派發逾100億美元（約771億港元）股息，並裁
減1,200名員工。
雖然部分大企業確實回饋社會，提供抗疫紓困援助，

但美國50大企業在去年4月至9月間，透過回購和派
息，給予股東逾2,400億美元（約1.9萬億港元），不但
佔同期盈利約79%，且遠高於這些企業向普羅大眾提供
的援助金額。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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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去年飽受新冠疫
情衝擊，經濟深陷衰
退，然而美國家庭儲蓄
卻一反常態，呈現增長
趨勢。《華盛頓郵報》
引用統計顯示，全美家
庭儲蓄去年累計增長逾1
萬億美元（約7.75萬億
港元）。聯儲局副主席
克拉里達去年11月便指
出，這是他在職業生涯
中，首次看到家庭儲蓄
在經濟嚴重下滑期間有
所增加，但人們面對不
明朗前景，在可見未來
也不敢大增消費，恐阻
礙經濟復甦。
亦有經濟學家分析指

出，富裕階層受疫情衝
擊輕微，而許多民眾受
疫情影響需居家辦公，
外出用膳、旅遊及娛樂
的消費顯著減少，加上
華府多次採取大規模刺
激措施，令家庭儲蓄增
加。不過民眾在消費方
面非常審慎，不少負擔
較重的家庭，儲蓄或在
今年耗盡，若疫情遲遲
未受控，美國經濟將面臨
巨大危機，民眾生活也將
更困苦。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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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基層在疫情下生活困難，不少
人面臨失業，部分人卻因股價和樓價
上漲而大賺，造成「富者愈富、窮者
愈窮」，如同英文字母「K」的上下
兩劃各走極端。輿論認為，即使美國
能夠步入經濟復甦，亦只會是極不健
康的「K」型復甦，將加劇貧富不
均。在民眾急需援助之際，總統特朗
普卻未有盡早簽署紓困法案，令國民
無法及時獲得「應急錢」。
自去年3月至12月，美國651位億

萬富豪的資產，合共從2.95萬億美元
（約23萬億港元）增至4.01萬億美
元（約31萬億港元），增幅逾1萬億
美元（約7.8萬億港元），例如電動

車公司Tesla股價去年節節上升，令
行政總裁馬斯克身家至少增加5倍。
另一邊廂，美國失業率高企，飲食和
服務業不但流失大量職位，薪金水平
更持續下降，從事資訊科技的科企員
工卻獲得加薪，這種極端現象正為
「K」型復甦埋下伏線。
然而，美國貧富不均的問題其實早

在疫情爆發前已出現，例如特朗普任
內推出大規模減稅方案，實際上只使
富人獲得大部分利益，聯合國在2018
年一份報告中便點出這問題。同時，
特朗普將紓困方案一拖再拖，令很多
人無法維持生計，甚至露宿街頭。

●綜合報道

「K」型貧富懸殊各走極端
特朗普搞亂檔如刀插基層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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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難求，招聘中心外大排長龍。 網上圖片 ●不少商戶於疫情期間受到重創。 網上圖片●芝加哥為有需要人士準備一箱箱食物。 網上圖片

▲▼巴菲特旗下的巴郡及沃爾瑪都曾裁減員
工。 網上圖片

●美股於過去一年持續攀升，交易員笑逐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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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向有需要人士派發糧食。 網上圖片

●特朗普未有盡早簽署紓困案，令國民無法及時獲得「應急
錢」。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