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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拖垮零售商業績
美經濟衰退風險大增

Target首季盈利減半 美股暴挫納指跌入熊市

在芬蘭和瑞典正式申請加入北約後，兩國領袖昨日到
訪華盛頓，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討論北約及歐洲安全
問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昨日再次表明反對芬瑞兩國
加入北約，拜登則讚揚兩國申請加入北約的決定，強調
有信心兩國將獲接納加入。
拜登在白宮歡迎芬蘭總統尼尼斯托及瑞典首相安德松，
隨即舉行三方對話。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前日形容芬
瑞兩國申請加入北約是歷史性事件及歐洲安全的分水嶺，
又稱芬蘭和瑞典正與土耳其合作，致力應對土方關注的問
題，美國亦正與土國官員商討，尋求解決方案。

芬蘭總理馬林昨日到訪意大利期間接受當地傳媒訪
問，表示芬蘭與北約進行談判時，並未談及在芬蘭部署
核武或設置基地等事項，她亦認為在芬蘭部署核武或設
立北約基地，對芬蘭並無任何好處。

投降烏軍增至1730人
在俄烏衝突方面，俄羅斯國防部稱，在被圍困的馬里
烏波爾亞速鋼鐵廠，昨日再有771名守軍投降，自周一
以來共有1,730名守軍投降，當中80人受傷，已被送往
烏東的俄方控制區內一間醫院。

俄羅斯副總理鮑里索夫前日表示，俄軍在烏特別行動
中動用了新一代「尋釁者」軍用激光系統，這種功率更
強的激光系統基於熱破環原理，能「燒毀」敵人的設
備。俄退役上校卡利亞金稱，目前沒有強大的激光武器
能摧毀大型空中目標，但俄國這一系統能摧毀小型目
標，例如無人機等。
美國國務院發聲明稱，美國駐烏大使館在暫停三個月

工作後，前日開始在基輔恢復運作。美國參議院同日以
口頭表決方式，一致通過由布林克出任美國駐烏大使。

◆綜合報道

芬瑞領袖訪白宮 拜登信兩國能入北約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前日收報31,490點，是去年3月以來最低位，
下跌1,164點或3.57%；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報3,923點，跌165點

或4.04%；納斯達克綜合指數收報11,418點，跌566點或4.73%。道指
和標指均創下自2020年6月11日以來最大單日跌幅，其中道指踏入今
年以來累跌13.3%，標指和納指同期跌幅更分別達到17%及27%，意味
納指已跌入熊市。

Target股價急挫約25% 市值蒸發1961億元
前日的大跌市主要受到一眾零售股拖累，Target前日公布首季盈利減

半，警告燃料和運輸成本持續上漲，侵略集團邊際利潤。公司管理層表
示，今年燃料和貨運成本壓力幾乎沒有緩解的跡象，預計今年相關成本
較預期高出10億美元（約78.4億港元）。Target 前日股價急挫約
25%，公司市值蒸發多達250億美元（約1,961億港元）。
另一大型連鎖零售集團沃爾瑪周二公布的業績同樣令市場失望，首季
盈利倒退25%至20.54億美元（約161億港元），並下調全年盈利預
測，消息拖累沃爾瑪股價當天下挫11%，前日跌勢未止，再跌6.8%。
沃爾瑪行政總裁董明倫表示，該公司通常將供應商的提價轉嫁給消費
者，但燃料成本上升較預期更快，公司將努力維持食品雜貨的低價格。

消費疲弱 成本價格急漲難再轉嫁客戶
分析師指出，零售商的最新業績表明，在當前經濟形勢下，零
售商把價格上漲轉給客戶、以維持企業利潤的常見策略面臨局限
性。此外，消費者在價格上漲下已開始縮減開支，研究公司Glo-
balData Retail董事總經理桑德斯表示，「消費看來真的很疲
弱，顯示消費者開始勒緊錢包。」富國銀行投資研究所全球市場
策略主管克里斯托弗指出，通脹升幅超過薪酬升幅情況預期可能
維持更長時間，打擊消費者購買力，零售商開始感受到造成的影
響。
富國銀行投資研究所預計，美國經濟在今年底和明年初將出現
輕微衰退。投資銀行高盛前行政總裁布蘭克費恩亦表示，美國經
濟陷入衰退的風險相當高。
除了零售股拖累大市向下外，一些超高市值的大型科技股前日
亦大幅下挫，電子商貿巨擘亞馬遜和電動車巨企Tesla分別急跌
7%，蘋果公司亦下跌達5.6%。 ◆綜合報道

美國多間大型零售企業的業績差過預期，市場憂慮

通脹侵蝕企業盈利及消費需求，預料美國經濟衰退風

險增加，拖累美股前日暴挫，美股三大指數均下跌約

4%。其中零售商Target首季盈利減少一半，股價急挫約

25%，錄得自1987年10月19日以來最大跌幅。

據多名政府官員和企業領袖表
示，全球經濟可能步入一個高通
脹和低增長的時期，即滯脹時
期，滯脹會侵蝕全球民眾的生活
水平。美國財長耶倫前日也警
告，全球經濟前景正面臨挑戰和
不確定性，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
正產生滯脹效應。

曾擔任聯儲局主席的耶倫表示，通脹問
題尤其食品和能源成本上升，正成為一個
更大的長期擔憂因素。另一名前聯儲局主
席伯南克日前也在《紐約時報》撰文，提
出滯脹的可能性，「即使在較好情況下，
經濟也應會有所放緩，且通脹仍然過高，

因此未來一兩年裏應會有這樣一個時期，
增長較為低迷，失業率至少會上升一點，
而通脹率仍然較高。」富國銀行行政總裁
沙爾夫本周表示，毫無疑問美國正走向經
濟低迷，很難避免一定程度的衰退。
前景暗淡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聯儲

局和歐洲央行發出訊號，表明要採取更緊
縮的立場來積極應對通脹。聯儲局早前加
息0.5厘，是自2000年以來最大加息幅
度，並計劃今年進一步加息。歐洲央行行
長拉加德也暗示，將支持7月份上調主要
利率，將標誌着十多年來歐央行首次加
息。利率上行意味房屋、汽車、企業擴張
和其他項目的借貸成本將上升，並最終可

能迫使消費者和企業削減開支，在減緩通
脹的同時，也會拖累經濟增長步伐。
經濟學家表示，即使全球經濟能避免衰

退，許多人的感覺可能是自己處於經濟衰
退中。隨着生活成本上升速度超過大多數
工人的工資增速，消費者的購買力將日益
遭侵蝕。
諮詢公司Grant Thornton首席經濟學家

斯旺克稱，持續高通脹最終會導致消費者
削減支出，並令企業放緩招聘來維持利潤
率，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至少在一段時期
內會出現高通脹和失業率上升並存的情
況。

◆綜合報道

美國聯儲局持續收緊貨幣政策，試圖令通脹降溫，不過美國的經濟數
據及企業業績均顯示，加息似乎無助降低通脹。事實上，美國通脹問題
全是美國政府一手造成，包括多年來不停擴大開支刺激經濟，以及對俄
制裁打破全球供應鏈平衡，加息根本解決不了放水過度和供求失衡的問
題，反而進一步綁架世界經濟，令全世界為美國錯誤的經濟政策埋單。
疫情以來美國政府採取的經濟刺激政策，是當前通脹加劇的主因。一
方面，聯儲局「無上限」量寬政策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另一方面拜
登政府上台後多次推出大型刺激經濟措施，這些貨幣和財政政策舉措雖
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回暖，但也推動了通脹上升。雖然一些經濟學
家很早就警告通脹風險，但美國政府決策層一直堅持「通脹暫時論」，
直至高通脹成為大問題。

對俄制裁打破全球供應鏈平衡
與此同時，美國發起的對俄制裁打破了全球供應鏈的原有平衡，對全
球能源、金融、糧食、產業鏈等方面造成巨大衝擊，進一步擾亂供應
鏈，包括美國自身在內的整個國際社會都不得不為此埋單。
事到如今，美國應對通脹的唯一方法就是加息，但歷史證明，激進貨
幣政策可能傷害美國自身並波及全球。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全球主
要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的經濟政策對全球具有重大溢出效應。聯
儲局開啟加息周期，正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波動風險，可能導致全球債
務違約風險升高。 ◆綜合報道

美放水過度供求失衡
加息無助降低通脹

美國股市近期急瀉，促使投資者爭相避
開高風險交易，這對近年掀起熱潮的「特
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造成壓力，在難
以尋找可合併上市的公司下，SPAC可能
因無法達成交易而被迫解散，令創建者蒙
受巨大損失。
SPAC又被稱為空白支票公司，是一種

從外部投資者籌集資金並在證交所上市的
空殼公司，其唯一目的是與一家未上市公

司合併，使後者能「借殼上市」。SPAC通
常有兩年時間完成交易，否則須將資金歸
還給投資者，創建者將損失投入的資本。
不少通過與SPAC合併而上市的公司最

近跟隨大市暴跌，由一些人氣高企的
SPAC創建者如風險資本家帕利哈皮提亞
帶領上市的公司，股價也大幅下跌。一隻
追蹤與SPAC合併公司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今年下挫約30%，跌幅高於大市。
一些以前頗受歡迎的股票已下滑50%甚至
更多。

280公司明年首季最後期限
去年美國透過SPAC模式集資的金額，

達到破紀錄的逾1,600億美元（約1.25萬
億港元），但今年SPAC的創建和交易速

度已大幅放緩，一些之前同意通過SPAC
上市的公司也取消交易，轉而嘗試私募融
資。若SPAC在期限屆滿後被迫解散，創
建者將平均損失 500萬至 1,000 萬美元
（約3,920萬至7,840萬港元），這是他們
聘請律師和審計師建立SPAC及評估合併
交易的費用。
數據提供商SPAC Research的數據顯

示，由於許多SPAC是在去年初的融資潮
中成立，約280家公司將在明年首季面臨
最後期限。分析師估計大部分公司將無法
找到合併機會，預計到明年初，這些
SPAC的創建者和其他內部人士合計將損
失10億美元（約78.4億港元）或更多，
形容「這是一顆滴答作響的計時炸彈」。

◆綜合報道

市道低迷難尋合併對象
SPAC創建者恐蝕入肉

全球經濟恐入滯脹 侵蝕民眾生活水平

◆拜登（中）在白宮會見芬蘭總統尼尼斯托（左）及瑞
典首相安德松。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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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零售商美國零售商TargetTarget
首季盈利減少一半首季盈利減少一半，，
股價急挫約股價急挫約2525%%，，錄錄
得自得自19871987年年1010月月1919
日以來最大跌幅日以來最大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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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消費者在價格美國消費者在價格
上漲下已開始縮減開上漲下已開始縮減開
支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