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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銀行危機加劇經濟衰退陰霾
《華爾街》研究指186銀行存風險 減貸款勢損企業招聘投資

◆責任編輯：林輔賢

美媒前日引述消息人士稱，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涉嫌於2016年，透過律師向成人片女星克利福
德 （Stephanie Clifford， 藝 名 Stormy Dan-
iels）支付13萬美元（約100萬港元）有關婚外
情的掩口費，他可能因此最快於本周被起訴，地
方、州份及聯邦執法和安全機構正為此事準備保
安計劃。特朗普昨日在社交媒體表示，估計自己
將於周二被捕，呼籲支持者上街示威。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前日引述5名匿名
官員稱，執法部門正展開初步安全評估，商討在
曼哈頓刑事法院制訂保安計劃。官員指出，因現
時尚未提出任何指控，部門對話及規劃均屬預防

性質，參與機構包括紐約市警察局、美國特勤
局、聯邦調查局（FBI）轄下工作小組，以及曼
哈頓檢察官辦公室。特勤局會負責護送特朗普進
入法院，並決定是否替他鎖上手銬。特朗普代表
律師塔科皮納表示，若事態發展至特朗普必須向
檢察官辦公室自首，會循正常程序執行。

國會揭收受227萬外國政府禮物
此外，民主黨人前日於眾院監督委員會發布臨

時報告，指特朗普及其直系親屬在2017年至
2020年間從外國政府收到的禮物，有117件未
依法向國務院披露，價值合計29.1萬美元（約

227萬港元）。眾院監督委員會民主黨領袖瑞斯
金表示，事件嚴重違反「外國薪酬條款」，若有
證據證明，國會可提出刑事轉介。 ◆綜合報道

特朗普聲稱周二將被捕 動員支持者示威

美國《華盛頓郵報》評論文章作者
伊格內修斯早前採訪美國前國務卿基
辛格，基辛格就中國促成沙特阿拉伯
和伊朗復交一事作出評論，他認為這
是「中東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化」，同
時表示「中國邁出了重要一步」。

與尼克松訪華「非常相似」
基辛格向伊格內修斯表示，「我認

為這是中東戰略格局的一個重大變
化」，並將這一外交成果與上世紀七
十年代他和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相繼訪
華一事作對比，稱這兩段外交進程
「非常相似」。基辛格表示，從長遠
來看，中國以和平締造者的角色出

現，「改變了國際外交的職權範
圍」。此外，基辛格還評論說，「中
國近年來宣布，它需要成為創建國際
秩序的參與者，現在它已經朝這個方
向邁出了重要一步。」
對於基辛格的評論，伊格內修斯

稱，「美國不再是這個地區（中東）
不可或缺的力量，（不再是）那個唯
一強大或靈活到能夠促成和平協議的
國家。中國也擁有了這種號召力。」
伊格內修斯總結表示，「一個多極化
的中東正在出現，以往長期對峙的中
東地區正在變成一場「平衡遊戲」，
正如基辛格所言，這將是一場有着新
規則的新遊戲。」 ◆綜合報道

據日本朝日電視台昨日報道，福島
第一核電站用於核污水排海的部分相
關設備於前日開始運行，這是核污水
排海相關設備首次開始運行。

攪拌9000噸核污水
據報道，相關設備15日通過日本原
子能規制委員會的檢查。設備運行後
將首先用於攪拌約9,000噸核污水，使
核污水中放射性物質濃度均一化，並
測定除氚以外的放射性物質是否低於
標準值。
報道稱，在今後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裏，相關設備將用於推進核污水的測

定工作。據福島中央電視台報道，測
定後的核污水在排放前將儲存在福島
第一核電站的儲水罐中。
2011年「311」大地震導致東京電

力公司運營的福島第一核電站堆芯熔
毀、放射性物質外洩，持續冷卻堆芯
的作業以及雨水、地下水流入反應堆
設施產生了大量核污水。福島第一核
電站內已儲存約132萬噸核污水，且
還在不斷增加。
中方多次批評日本執意將核污水排

海是不負責任，敦促日方與各方充分
協商，尋找妥善處置方法。

◆綜合報道

日核污水排海設備
首度運行

評中國促成沙伊復交
基辛格：中東戰略格局重大變化

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小鎮梅寧迪
前日上午出現數百萬條死魚
（圖），當局指是熱浪、河水含氧
量低造成，正密切留意當地水
質。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
數百萬條死魚沖進大令─巴卡
河，當中以相魚數量最多，亦有
金鱸、銀鱸和鱈魚。3年前也曾
發生類似情況，預計接下來還會
出現更多死魚。梅寧迪鎮人口約
500人，居民全靠大令─巴卡河

供水，居民未來幾天的供水可能
受影響。
新南威爾士州第一產業部解

釋，當地持續出現熱浪，指昨日
氣溫便達攝氏41度，對經過洪
災洗禮的生態造成進一步壓力，
水退後有大量污垢和細菌流進河
中，加上天氣熱、水流又差，令
河水含氧量大跌。居民表示：
「你會聞到陣陣腐臭，是非常可
怕的臭味，看到這些死魚也令人
不寒而慄。」 ◆綜合報道

熱浪洪水夾擊 澳現數百萬死魚

海牙國際刑事法院宣布向俄羅斯總統
普京和一名俄官員發出「逮捕令」，指
控他們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克里
姆林宮批評「逮捕令」沒有意義和不可
接受，不承認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
權。
據報道，國際刑事法院因普京「涉
嫌」非法驅逐未成年人以及非法將民眾
從烏克蘭領土轉移到俄羅斯聯邦，向普
京發出了「逮捕令」。

美國曾嘲「袋鼠法庭」
對此，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稱，

國際刑事法院的這一決定令人髮指，不
可接受。他說，「我們不會承認該法院
的管轄權，該法院所作出的任何決定都
是無效的。」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發布聲

明稱，俄羅斯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羅馬
條約》的締約國，因此俄羅斯不會與國
際刑事法院合作，也不會承認國際刑事
法院所作出的任何判決。俄羅斯於
2000 年簽署《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
約》，但從未核准俄羅斯成為國際刑事
法院締約國。普京最終於2016年宣布
俄羅斯退出國際刑事法院。
美國以至烏克蘭同樣不是國際刑事法

院的成員國。美國在前總統特朗普政府
的年代，甚至因國際刑事法院有意調查
美軍在阿富汗20年間的戰爭罪行，遭
到特朗普譴責。特朗普表明要「調查國
際刑事法院貪腐」，前國務卿蓬佩奧更
嘲諷之為「袋鼠法庭」（kangaroo court、
英美社會對不公法庭審判的特有名
詞）。
部分國家即使是成員國，亦未必會配

合法院聯合採取行動。此外，國際刑事
法院無法對「涉嫌人士」進行缺席審
訊，故此，所謂「逮捕令」，充其量只是
一種「姿態」。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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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多間銀行還未「止血」，不少銀行業
高層都調高美國陷入經濟衰退的預測。

富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布賴森稱，他現時估計
今年經濟衰退的可能性約為65%，高於銀行業
危機前的55%，「即使一切塵埃落定，今次危
機也會對經濟產生真正且持久的影響。」 此
前態度一直樂觀的高盛也表示，由於銀行業危
機帶來的不確定性，會將經濟衰退預期上調10
個百分點，達到35%。

專家憂許多極嚴重問題未浮面
哈佛大學教授、金融危機領域知名學者羅格
夫解釋，美國中小型銀行理論上會接受金融體
系最嚴密監控，「我並不奇怪會有問題浮面，
奇怪的是第一道縫隙出現的地方。」羅格夫與
不少學者都擔憂稱，SVB幾乎毫無徵兆地破
產，意味許多極為嚴重的問題或長期都未浮
面，在房地產或私募股權等監管較少的金融領
域，不排除也潛伏着威脅。
還有經濟學家指出，風聲鶴唳的中小型銀行
很可能收緊貸款標準並削減放貸，從而支撐自
身財務狀況或應對監管機構審查。但對於依賴
中小型銀行融資的地產商或私人企業，它們短
期無法尋獲其他融資來源，或只能被迫削減招
聘、投資和支出。摩根大通首席美國經濟學家

費羅利就提醒，「資本市場很難用其他資源取
代中小型銀行，這反而可能阻礙經濟增長。」

拜登死撐銀行體系更彈性穩定
《華爾街日報》前日援引近期一項研究，估

算各間主要銀行在聯儲局加息潮中資產賬面的
市值損失，以及銀行資金中來自未投保存戶或
超過25萬美元（約196萬港元）保險上限的賬戶
的比例。研究估計全美有186家銀行，如果一
半的未投保存戶迅速提取資金，銀行就沒有足
夠資產維持所有存款，可能會如同處理SVB危
機一樣，迫使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
介入。
拜登前日發表聲明，宣稱美國政府本周採取

了「果斷行動」，在不危及納稅人資金下穩定
銀行體系，令其變得「更加彈性和穩定性」。
拜登表示，美國當局有必要採取類似措施，保
護就業和中小企業，納稅人亦不會承擔任何損
失。「美國人民和企業應當有信心，他們的存
款會在他們需要的時候出現。」
拜登亦強調，他將堅定加強問責制度，追究

製造這場混亂的人的責任。但投資業界依然擔
憂，現時銀行業危機仍未散去，部分規模較小
的地方性銀行能否挺過這一關，預計仍然存在
變數。 ◆綜合報道

美國矽谷銀行（SVB）破產掀起危機，迫使美國政府和銀行業大舉出手「包

底」。儘管美國總統拜登前日宣稱，他認為當前美國銀行業危機「已經平

息」，卻並未讓市場吞下「定心丸」。《華爾街日報》研究指出，全美有多達

186家銀行極可能存在與SVB類似的風險。經濟學家亦表示，中小型銀行受危

機影響減少貸款，會讓更多企業難以籌集資金，從而影響招聘與投資，甚至增

加美國陷入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稱，在
瑞士央行推動下，瑞銀正在討論收購
瑞信全部或部分業務。這兩間瑞士最
大銀行的董事會將各自舉行會議，討
論交易的可能性。若達成交易，將是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歐洲最重要的
銀行業交易。早前曾傳出兩間銀行反

對強行合併的方案。
據多名消息人士表示，此潛在交易
背後的推手為瑞士央行和瑞士國際金
融市場監督管理局，目的是提振各界
對瑞士銀行產業的信心。
早前有報道指出，瑞士政府正在推

動瑞信和最大競爭對手瑞銀合併，但

雙方以業務重疊性高為由，強烈反對
建議。據悉，瑞銀希望更聚焦在其獨
立的財富管理策略，不願承擔與瑞信
相關的風險，而瑞信則希望獲得央行
支援後，爭取更多時間推動轉型計
劃。

◆綜合報道

《金融時報》：瑞銀研收購瑞信業務

◆◆美企難籌集資美企難籌集資
金金，，影響招聘與投影響招聘與投
資資，，增加經濟衰退增加經濟衰退
可能性可能性。。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