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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歐元之父」之稱的加拿
大經濟學家蒙代爾，前日復活節早上在意大利錫耶納省的家
中去世，享年88歲。蒙代爾早於1961年發表「最優貨幣區理
論」，是歐洲貨幣聯盟的理論構建者之一，晚年他深入研究
中國經濟社會問題，多次到訪中國講學授課，為中國經濟發
展提出建設性意見，2005年更獲北京市政府頒發永久居留
證，與中國關係密切。
蒙代爾之子比爾向中國友人證實蒙代爾去世的消息，他
說：「我父親幾小時前去世了，願他安息。難以置信這是在
復活節。更不可思議的是，我夢見他恢復了精神，而且神志
清醒，就像我親眼目睹了他的復活。」
蒙代爾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經濟學博士學位，畢生致力於經濟學研究。在史丹福大學等
院校任教多年後，蒙代爾於1961年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任職，1966年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出任芝加哥大學
經濟學講座教授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編輯。
1974年起蒙代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2001年升任
大學講座教授，並長期佔據哥大的最高學術排名。2009年蒙
代爾亦獲任命為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

1960年代提「最優貨幣區理論」
蒙代爾1961年發表《最優貨幣區理論》論文，奠定了歐元

理論，最終促使歐元順利出台，因此被尊稱為「歐元之
父」，他曾形容歐元「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元取
代英鎊主導貨幣地位以來，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最重要的發
展。」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蒙代爾便提出浮動匯率
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好處，並提出「不可能三角」理論，指出
在金融政策上，「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和「貨幣

政策獨立性」三者不可能兼得。

曾倡IMF將人民幣納SDR機制
2013年蒙代爾公開提出，IMF應將人民幣納入特別

提款權（SDR）機制，在未來和美元、歐元一起組成一
個全球性的多元化「DEY體系」，以構建更加
穩定和公平的世界匯率機制。當年，蒙代爾還
預言中國將在2025年成為世上最大經濟體。
蒙代爾在2010年接受專訪時表示，「面對
金融危機，我認為中國
政府做得特別好，
沒讓人民幣升值，
而是讓人民幣值穩
定。」 ●綜合報道

「歐元之父」逝世 多次訪華看好中國經濟發展

曾高踞全球手機市場第3位 市佔率縮剩2%

LG電子今年1月公布重組方案時，已預告考慮
出售流動通訊部門，公司之後先後與越南

Vingroup集團及德國福士集團等洽商出售事宜，但
均未能取得進展，只能放棄出售並結束業務。LG
電子表示，在行業競爭日趨加劇的情況下，公司流
動通訊部門業績持續低迷，故作出上述決定。公司
將致力於內部資源提質增效，集中力量發展核心業
務，重組業務結構。LG電子表示，退出手機市場
將在短期內對公司銷售額帶來不利影響，但從中長
期來看，此舉有望改善業務結構和財務結構。

生產至5月底 售後服務繼續
為了交付已簽訂訂單，LG電子計劃繼續生產手
機至5月底，並與合作夥伴就賠償問題進行磋商。
LG電子最快將於本周起，陸續安排3,700名流動通
訊部門員工調任其他部門或LG集團子公司，包括
公司與汽車零部件生產商麥格納國際公司攜手設立

的生產電動汽車傳動系統合資公司等。至於在越南
的主要手機生產線則會由家電部門接手。
LG電子表示，公司將繼續為消費者和手機用戶
提供售後服務，並堅持研發未來流動通訊技術，強
調6G、攝影及軟件等核心流動技術是研發下一代
智能電視或智能家電等不可或缺的，公司將以研發
部門為重心，致力於研發相關技術，爭取在2029
年前確保6G原創技術。
LG電子自1995年起經營手機業務，是首批推出

CDMA制式手機的生產商之一，2000年代中期LG
推出一系列摺機及滑蓋手機，在美國和亞洲市場大
受歡迎，公司在2010年更進佔全球手機市場第3
位，僅次於諾基亞及韓國三星電子，可謂全盛時
期。不過未幾智能手機時代來臨，依然醉心於功能
手機的LG電子，迅即被蘋果公司iPhone和三星搶
佔市場，即使LG電子後來加緊追趕，但已經太
遲。

累蝕345億 市場份額料轉三星
自2015年第二季度起，LG電子手機業務已經連
續23個季度錄得虧損，累計蝕錢多達5萬億韓圜
（約345億港元），現時全球市佔率只有2%，去
年手機出貨2,300萬部，不及三星的1/10。LG電
子目前仍是北美手機市場第3大生產商，市佔率
10%，很大程度是因為中國手機生產商在美國受到
封殺。分析師指出，LG在美國主要攻取中低端市
場，相信有關份額未來可能會被三星所吸收。

●綜合報道

LG電子曾經是手機業界領頭羊之一，在功能式手機年代，品牌推出
的摺機和滑蓋式手機曾經引領潮流，並隨着韓流席捲亞洲風靡一時，不
過功能式手機的成功亦埋下LG衰落的伏線，公司在2010年代初未能趕
上智能手機的趨勢，失去發展先機，即使先後推出多款設計上頗有創新
的手機，但最終都不敵蘋果及韓國國內對手三星，退出歷史舞台。
LG近年不斷在手機設計引入創新思維，例如採用曲面屏幕、可自動
修復背蓋，去年底更推出可旋轉屏幕手機LG Wing，以另一種方式與
三星的屏幕可摺式手機打對台，可惜叫好卻不叫座，始終無法走入主
流。LG今年初展示卷軸式手機LG Rollable，同樣吸引不少市場目
光，但隨着公司撤出手機市場，Rollable相信亦很大機會胎死腹中。

分析：走得遲好過續死守
事實上，LG電子近年整體業績並不算差，家電及電視業務更有不錯
發展，手機業務去年全年銷售便只佔公司總收入8.2%。投資者早已
要求LG縮減手機業務，認為公司投放大量資源研究手機技術，
對股價構成壓力。麥格理韓國分析師Daniel Kim便直言，LG
太遲進入智能手機市場，在市場飽和、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根
本無法大展拳腳，如今退出市場雖然太遲，但總比死守下去更
好。 ●綜合報道

智能手機市場發展多年後，近年已經趨向飽和甚至萎縮，除了
個別接近壟斷市場的龍頭表現仍然強勁，其他廠商大多長年掙
扎求存。以去年第4季為例，單是
蘋果公司一家便佔去了全球市場
23%，第二位的韓國三星市佔率亦
有16%，遙遙領先其他主要生
產商。
蘋果去年第4季智能手機
出貨量超過8,000萬部，相隔
4年後再次超越三星進佔全球
第一。受新冠疫情影響，去年全球
智能手機出貨量減少5.4%，三星和華
為都分別跌14.6%和24.1%，蘋果卻逆市升3.3%，
顯示智能手機市場愈來愈趨向一家獨大。
除了LG外，近年很多手機生產商都已經透過
外判工序或變相賣盤的方式大幅調整業務，只是
還未完全退出市場，例如諾基亞、黑莓和HTC
等。諾基亞上月就宣布裁員1萬人，節省成本
專注5G技術研發。 ●綜合報道

全球智能手機市場飽和，不少缺乏競爭

力的廠商都只能黯然離場，曾是全球第3

大手機生產商的韓國LG電子昨日宣布，

決定退出手機市場，並全面停止流動通訊

業務部門的生產和銷售，結束長達26年

的手機業務。路透社指出，今次是首家主

要智能手機生產商宣布完全退出市場，

LG則表示，今後會將業務重點放在家電

及電動車零件等業務，並承諾未來會繼續

為現有手機客戶提供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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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中國和日本的39個公民團體
和學術團體昨日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哈
佛大學教授拉姆塞耶撤回篡改慰安婦歷
史的論文。

論文提「自願賣淫」謬論
39個團體發表題為「強烈要求拉姆

塞耶撤回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偏見」的
聯合聲明，譴責他在論文中無視足以證
明日軍強徵慰安婦並踐踏受害者人權的
無數證據。他所謂慰安婦「自願賣淫」
的謬論同日本一直否認戰爭責任的說法
如出一轍。
這些團體表示，拉姆塞耶在其另一篇

論文中否認日本人在1923年發生關東
大地震時屠殺旅日朝鮮人的歷史，並展
現對日本內少數群體的歧視性看法。他
憎惡、嘲笑、侮辱受害者和少數群體，
充分暴露出部分學界人士和政治勢力的
階級歧視、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心態。
團體主張，日本政府尚未反思其過去

建立帝國過程中，對他國發動侵略戰爭
並進行殖民統治的事實，並在此過程中
犯下帶有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色彩的行
徑和踐踏人權的行為，這就是拉姆塞耶
發布論文背後隱藏的根本性問題。
他們還譴責，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

河野洋平1993年發表「河野談話」，
代表日本政府承認日軍在二戰時期強徵
婦女充當慰安婦的事實。但此後的日本
政府則主張沒有日軍和官員強徵慰安婦
的證據，企圖推翻「河野談話」。
韓國「亞洲和平歷史教育連帶」、日

本的「兒童與教科書全國網21世紀」
和中國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
究中心聯合提出聲明，36個團體（韓
國17個、中國4個、日本15個）署名
贊同。 ●綜合報道

蘋果三星雄踞四成市佔率
同行多變相賣盤求存

屢有創新難入主流
卷軸手機料難產

●●蒙代爾蒙代爾

● LG今後將業務重點放在家電及電動車零件等業
務。圖為LG位於韓國的辦公大樓。 美聯社 ●拉姆塞耶備受多方指責。 網上圖片

● 蘋 果 公 司
CEO庫克手持
Iphon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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