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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统计局 !日公布的修正数字显示! 欧元区经

济去年第三季度较前一季度增长了 "#$%!与此前公布

的预测值相比上调了 "#&个百分点"

与 '""(年同期相比! 欧元区 '"")年第三季度的

经济增长率为 '#)%" 这表明欧元区经济在经历了去年

第二季度的意外减速后!第三季度增速明显加快"

去年第二季度! 欧元区经济仅比前一季度增长了

"#*%!同比增长了 '#+%"

欧盟统计局说! 欧元区经济去年第三季度提速主

要是因为投资和外贸表现良好"与此同时!家庭消费继

续保持稳健增长"

此外! 欧元区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去年第三季

度经济环比增速分别为 "#)%和 "#$%"

数据还显示!欧盟 ')国经济去年第三季度环比增

速也为 "#$%!同比增长了 *#"%"

但分析人士警告说!随着金融市场动荡#油价上涨

和欧元升值等不利因素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开始显现!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很可能会在去年第四季度再次出现

减速"

欧元区经济去年第三季增42#!

环球扫描

美国市场调查公司 ,-.//012134 562! 日根据

其统计数据预测!在零售商加大促销力度的推动下!去

年底假日销售季内$&&月 &日至 &'月 *&日%美国零

售额同比增幅达到 7#+%! 高于该公司此前预计的

*#(%"

据 ,-.//012134的统计!去年最后两个月期间!全

美购物场所接待消费者人数较前年同期下降了 '#)%!

但消费支出却同比增长"统计显示!假日销售季的销售

高峰出现在圣诞节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 这一时

段的销售有力带动了假日销售季的零售额增长" 沃尔

玛#梅西等公司均推出&最后时段'打折促销活动"

,-.//012134公司通过其在美国的购物中心安装

的 +万多台录像设备收集消费者人数资料! 并通过美

国商务部公布的销售数据进行销售额统计" 有业内专

家对此方法的准确度提出异议"

此前许多美国市场调查公司均预测 '"")年底假

日销售额增幅将创 +年来最低"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

会预测!由于油价居高不下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消费

者不断紧缩家庭预算!预计 '"")年最后两个月零售额

增幅为 7%!为 '""'年以来最低"

美去年底假日零售增长<2;!

世界第三大制铝企业美国铝公司 ! 日发布财报

称!'"")年第四季度其盈利比上年同期大增 )(%"

在截至去年 &'月 *&日的季度里! 美国铝公司盈

利 (#*'亿美元 $每股 )+美分%! 远高于上年同期的

*#+!亿美元$每股 7&美分%"该公司当季盈利包括大部

分出售包装和消费者业务的收益"

由于金属价格下降以及一项原属该公司的铝挤压

业务营业额被划归到另一合资企业账下等原因! 该公

司当季营业额同比下降!从上年同期的 )$#7亿美元降

至 )*#!亿美元"

美国铝公司董事长阿兰(贝尔达表示!'"")年全年

公司营业额达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纪录!高于上

年的 *"*#$亿美元"持续运营业务收益和现金增值也创

下新高" 全年总利润达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7%"

美铝上季盈利飙升:9!

新加坡交易所与新加坡报业控股及富时集团 $又

译金融时报集团%合作!于 &"日共同推出调整后的海

峡时报指数! 同时启用 &$种富时海峡时报系列指数!

其中包括反映在新加坡上市的龙筹股$中资股%表现的

富时海峡时报中国指数"

近年来! 中资企业在新交所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

加!目前已经超过 &*"多家!且表现十分亮丽!对活跃

新加坡股市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新加坡看好中国

的经济发展前景!欢迎更多中资企业来新交所上市"

新版海峡时报指数成分股由原先的 7$只减少至

*"只!由市值排名前 *"的公司股票组成!使海峡时报

指数成为名副其实的蓝筹股指数" 除了原有的中国中

远投资外! 此次还增加了中国扬子江船厂及仁恒置地

'家中资公司及港资公司香港置地作为成分股"

新推出的富时海峡时报中国指数由 +"只中资股

组成!包括中远投资#扬子江造船厂及中国航油等"

为保持延续性!新的海峡时报指数 &"日上午 !时

开盘时!以前一天闭市的 **77#+点为基础启动" &$种

富时海峡时报指数包括 +个指标指数和 &*个行业指

数"这 &$种指数在去年 &"月开始的试行期从 &"""点

开始!&"日当天正式启用时重新回到 &"""点"

新加坡交易所首席执行官谢福华在启动仪式上表

示! 新加坡现在采用的是全球公认的办法来确定新指

数的成分股!这是新加坡股市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希望

这一系列新指数能够促进更多指数系列产品的发展!

刺激交易量的大幅增加! 进而形成一个更加生机勃勃

的新加坡证券市场" =

以上均据新华社
>

新加坡启用新版海峡时报指数

日本财务省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年

&'月底! 日本外汇储备较前一个月增加约 *&#$亿美

元!达到 !)**#(+亿美元!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 &'月底!日本持有的外国有

价证券达到 $'*+#*'亿美元)黄金储备达到 '"+#$亿美

元)外汇存款为 &'77#++亿美元"

日本的外汇储备包括日本持有的外国有价证券#

外汇存款和黄金储备以及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特别提款权等"

日本外汇储备再创新高

资金黑洞仍未见底

花旗去年 !!月 "#日宣布从阿

布扎比投资局引资 $%亿美元!而美

林则在上月底宣布向淡马锡和一家

纽约投资公司出售部分股权! 融资

总额最高可达 #"亿美元" 不过!鉴

于两家公司在次贷危机中蒙受的巨

大损失!这些资金似乎还远远不够"

据称! 花旗和美林正在积极与

多家海外投资人接触" 美林希望再

融资 &'亿到 ('亿美元! 潜在目标

可能是一家中东政府投资基金" 而

花旗则可能从中东或是亚洲的投资

人引入最多 !''亿美元的注资" 上

周! 英国观察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称! 美林正在和中国以及中

东的主权财富基金接洽! 可能向后

者大量出售该公司股权"

据悉! 花旗董事会将在下周一

碰面!讨论进一步引资及其他问题!

包括将公司今年派发的股息减半!

后者有望给花旗节省 %' 亿美元的

成本"目前!花旗和美林公司均未就

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为"丑陋#四季报缓冲

分析人士指出! 花旗和美林急

于再度引资! 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

为了给即将公布的疲软季报提供

&缓冲'"下周!花旗和美林就将披露

去年第四季度的财报"业界预计!在

三季度业绩&令人难堪'之后!美欧

金融机构即将披露的四季度财报只

会更加&丑陋'"

美林去年第四季度的财报将于

下周四发布"分析师预计!该行在四

季度可能要进一步计提损失约 !''

亿美元! 从而使得美林成为华尔街

金融机构中遭受次贷损失最大的一

家"在前一个季度!美林在次贷相关

领域的资产损失计提高达 $) 亿美

元!季度亏损高达 ""*(亿美元!为该

行 #年来首次出现季度亏损! 也是

美林 )&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业绩"

而美国最大银行花旗的四季度

财报则将在下周二面世"据估计!花

旗在去年第四季度的次贷相关损失

计提将高达 !%'亿美元! 很可能超

过该行此前预计的 !!'亿美元" 在

第三季度!花旗已计提了 #%亿美元

的损失!致使盈利同比骤降 %$%"

首轮已融资
7""

亿美元

据统计! 自次贷危机去年爆发

至今!美林#花旗#瑞银以及摩根士

丹利等美欧大型金融机构已累计从

外国政府机构获得约 &''亿美元的

注资"

除了美林和花旗以外!此前还有

瑞银和摩根士丹利等西方金融巨头

宣布了总额上百亿美元的引资计划"

去年 !"月! 欧洲资产最大的银行瑞

银宣布!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将向其

注资约 )$*%亿美元!以换取该行 )+

的股权)同时!另一家未披露身份的

中东投资人也同意出资约 !$*$亿美

元购买瑞银少量股权"瑞银此前宣布

计提 !''亿美元的坏账!并预计可能

出现 !'年来首次全年亏损"

而在去年第四财季遭遇有史以

来首次季度亏损的大摩也在上月宣

布!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获得 %'亿

美元投资! 后者最终的持股比例将

不超过 )*)+" 去年 !'月份!最早传

出受到次贷危机冲击的贝尔斯登曾

宣布与中国的中信证券获得 !' 亿

美元投资"

!

本报记者 朱周良

随着更多主权财富基金在次贷

危机的!废墟"上进军美欧金融业#西

方国家内部也传出了更多 !狼来了"

的质疑声音#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则在

酝酿对此制定更严格的审批法案$

美国会或出台新法案

彭博社的专栏作家大卫%保利昨

天撰文称#次贷危机迫使华尔街金融

机构大量引进外援# 但这样的做法

!后患无穷"$ 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华

尔街投行和券商当前的巨大损失只

是暂时性的#并不足为惧#甚至可以

把现在看作是买入这些公司股票的

大好时机$ 但是#主权财富基金的入

股#却使得这些公司的现有股东权益

遭到!永久损害"$ 在他看来#华尔街

金融机构出售股权给这些外资#会

!严重稀释现有股东的持股# 降低他

们对于公司未来盈利的影响力"$

按照美国相关法律#外资投资美

国公司被豁免特别审批的前提是#持

股比例低于
!'+

# 且为被动投资#即

不寻求董事会席位或是参与公司管

理$ 如果是商业银行#则单一外资持

股比例超过
%+

即触发特别审查$ 这

也是为什么主权基金入股西方金融

机构的比例往往选择
(*)+

或是
)*)+

的原因$

但现在看来# 即便是不达 !红

线"# 这类交易也可能面临更为严厉

的审查$ 一些倾向保护主义的美国议

员已开始蠢蠢欲动#据称#以美国参

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为首的部

分议员#正在推动就主权财富基金投

资美国金融机构一事进行听证#可能

降低对类似交易进行特别审批的最

低门槛$

消息人士称#为了避免最新的引

资计划遭到额外阻力#花旗和美林都

在扩大与海外投资人的接触面#以尽

量避免单个投资人的持股比例过大

并从而引发政界质疑$

在欧洲#类似的!噪音"同样存

在$ 瑞银在宣布
!''

多亿美元的引资

计划后#就遭到了一些公司股东的非

议$ 针对瑞银出售
)+

股权给新加坡

政府投资公司&并可能使得后者成为

该行最大单一股东一事#部分机构股

东认为#瑞银不应该将如此多的股权

出让给一个!可能与瑞银形成直接业

务竞争"的潜在对手$

瑞银的现有股东之一'''瑞士

社保基金的主席克里特则公开呼吁

投资者反对该行的引资计划$ 他认

为#这一方案对现有股东不利#因为

可能对股权带来很大的稀释效应$

克里特还认为# 瑞银向新加坡政府

投资公司承诺的
)+

的可转债票面

利率过高$

尽管这些反对人士也表示#并不

是因为对方是外资才不同意引资#但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更多主权财富基

金!重拳出击"#必然会触动一部分西

方保守势力的神经$

政府大多持欢迎态度

相比美国国会和民间的忧虑#美

欧等国的政府对于主权财富基金积极

救急的行为则基本上表示了认可和欢

迎$ 美国总统布什就曾表示(!我对外

国资金出手援助美国的金融机构并不

介意$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如果

我们拒绝接受这些外来资本# 不愿对

外开放市场#甚至成为保护主义者#那

才是真的问题所在$ "在布什看来#来

自亚洲和中东产油国的投资# 是帮助

美国!把自己的钱拿回来"$

急于推动瑞银引资行动的瑞士央

行也出面安抚股东#并积极向股东推荐

这一计划$瑞士央行副行长希尔德布兰

德上月表示#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

交易这是一笔!非常好"的交易#他呼吁

参与今年
"

月瑞银特别股东大会的股

东们理解这一点#并称这!对于瑞银和

整个国家都非常重要"$ 有部分瑞银现

有股东曾威胁说#要在下个月的股东会

上抵制公司的引资计划$

英国财政大臣达林也多次表示#

英国欢迎外来投资# 并且希望像中国

投资公司这样的政府投资机构到伦敦

设点$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则刊文指

出#主权财富基金尽管颇具神秘色彩#

但其一贯坚持长期投资的策略# 能在

股市下跌时起到!托市"的作用$

花旗美林欲启动第二轮海外融资
两家公司可能分别向海外主权财富基金融资100亿美元及40亿美元

"

记者观察

主权财富投资引发"狼来了$争议

受次贷寒流侵袭的美欧金融机构即将启动第二

轮海外融资。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填补次贷风暴

给公司带来的巨大资金黑洞，华尔街两家最大的金

融机构———花旗和美林正在寻求进一步引入总额近

140亿美元的外资。 !

本报记者 朱周良

!

本报记者 朱周良

进入 "'',年以来! 有关美国

乃至全球经济会否进入衰退的争

论日趋白热化" 就在本周!美林和

高盛两大投行都喊出了&美国已经

进入衰退'的呼声" 联合国的经济

学家也在 )日表示!楼市疲软和美

元贬值的双重冲击!可能迫使美国

经济在今年陷入衰退! 进而导致

"'')年全球经济出现零增长状态"

不过!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考

虑到美联储可能连续降息!加上美

国经济仍具有较强的弹性!美国最

终将会&有惊无险'地挺过次贷危

机这一关"

衰退已成进行时%

早在去年 !"月! 摩根士丹利

就预言美国 &衰退即将来临'!称

"'',年美国经济很可能步入&温和

衰退'"该行预计!"'',年全年美国

经济的增长率仅为 !+! 今年前两

季的增幅将分别环比下滑 '*&+!也

就是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衰退'$连

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

本周!美林和高盛也加入了大

摩的&衰退论'行列" 美林的判断

是!美国经济已经开始衰退!这一

点可以从上周公布的就业报告得

到印证" 高盛的经济学家则表示!

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美国的

-./均将下降 !+"&经济衰退已经

到来!或者很快就会到来" '

在 )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

和展望 "'',+中!联合国的经济学

家警告说!受房地产市场疲弱和美

元贬值的双重打击!"'',年美国经

济有五成概率出现连续两季负增

长的情况! 进而可能导致 "'')年

全球经济出现零增长" 报告指出!

全球经济陷入&接近冻结' 状态的

危机&明显'而且&迫切'"

联合国的报告认为!美国经济

衰退将引发中国#欧洲和日本等地

出口增长下降的连锁效应!进而降

低这些地区的进口需求" 报告预

测 !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

&*(+!较去年减少 '*&个百分点"报

告指出!在&最悲观的状况下'!美

国房价如果下跌 !%+!加上美元急

剧贬值! 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萎缩

'*!+!而全球经济增长率也将仅剩

!*#+"

除了各大机构!来自民间的衰

退担忧也与日俱增" 美国前财长萨

默斯本周表示!美国今年陷入经济

衰退的概率达 #'+甚至更高!因为

房价下跌且消费者信心丧失" 萨默

斯认为!布什应减税及增加社会福

利高达 $%'亿美元!以避免经济陷

入衰退"

全球最大快递公司美国联邦

快递的首席执行官戴维斯昨天也

说!经济衰退的风险增加!目前的

经济比 #个月前面临&更大的衰退

风险'" 标普的首席经济学家韦斯

则预计!未来三个季度!美国的经

济增长年率都只有 !+"

降息是救命稻草%

坚持认为美国经济不致陷入

衰退的当然首推白宫" 布什 ,日在

前往中东之前还特意在白宫举行

记者会上!表示他坚信美国经济能

度过目前的&不确定时期'" 布什强

调! 他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乐观!

因为美国经济基本面良好"

美国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

扎则认为! 美国经济可能躲过衰

退! 且下半年的经济增速有望加

快" 拉扎认为!美国今年的 -./增

速在 "*%+至 &+水平是相当合理

的!整体经济与劳动力市场的疲软

可能仅是短暂现象"

彭博社上周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 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还是认

为!美国经济会免于衰退!因为民

间消费虽然减缓! 但却尚未崩溃"

这份对 #" 位经济学家的调查显

示!今年上半年美国的平均经济增

长率预计为 !*%+! 这将是 "''!年

以来的最低水平" 经济学家预计今

年下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

为 "*%+"

但是经济学家认为! 美联储

降息幅度会比预期更大! 使美国

到第三季会重现经济增长! 从而

免于陷入衰退" 问及未来一年内

是否会衰退! 经济学家认为的概

率为四成"

根据调查!美联储可能会在第

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降息!使利

率在年中降至 &*%+" 而在上个月!

专家还只是预期美联储还会再降

息一次!"'', 年大半年会维持 (+

的利率水平"

美国银行的经济研究员利维

认为!现在的感觉的确有点像衰退

前期! 但衰退可能没有真的到来!

因为消费状况虽然明显走软!但却

并未崩盘" 他表示!降息&终会刺激

需求'"

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说!似乎也

倾向于继续降息" 美联储圣路易斯

分区银行总裁普尔本周公开表示!

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比通胀更加

&不确定'" 他认为!美国可能陷入

衰退的概率已上升!且&高得令人

担忧'" 这样的表态也被解读为当

局可能倾向于进一步降息以刺激

经济"

在劫难逃抑或有惊无险% 各界激辩美国衰退
如同大多数人的预期一样!欧

洲两大央行北京时间昨晚都宣布维

持利率在当前水平不变" 这一消息

也令一些原本期望央行降息的市场

人士感到些许失望! 欧洲三大股市

因此一度走低! 而欧元和英镑对美

元汇率也短暂下挫"

英国央行北京时间昨晚 "' 时

宣布!将该国基准利率维持在 %*%+

的水平不变"在去年 !"月 #日的上

次会议上! 该行曾追随美联储启动

了两年来首次降息!降息幅度为 "%

基点"市场广泛认为!英国央行会在

今年再次降息! 一些经济学家预计

基准利率在年底前会降至 (*%'+!因

为央行力图维持经济增长"

欧洲央行随后则宣布! 继续维

持欧元区基准利率在 (*'+的水平

不变!同样符合先前预期!这也是该

行连续第七次作出保持利率不变的

决定" 虽然一些分析师预计欧元区

今年会有两次降息! 但也有观点认

为不排除加息可能"

相比之下! 市场对于英国央行

本次再度降息预期稍高" 在央行宣

布不降息后! 英国零售商协会当天

即表示! 央行的最新决定使得 "月

降息显得更加紧迫! 央行第二次降

息的时间拖得越长! 经济向错误方

向发展的危险越大"

在两大央行宣布按兵不动之

后! 欧洲三大股市纷纷逆转早段升

势"截至北京时间昨日 "!时 &'分!

巴黎#伦敦法兰克福股市均告下跌!

其中! 伦敦股市跌幅较大! 达到

'*#(+!巴黎和法兰克福股市则分别

下跌 '*"(+和 '*%'+" 此外!英镑对

美元汇价也微跌 '*'%+) 欧元对美

元则跌至 !*(#%%"

&小安'

引资方 宣布日期 注资方 最高注资金额&亿美元' 最高持股比例

瑞银 2007年12月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97.5 9.0%

某中东战略投资者 17.7 -

花旗 2007年11月 阿布扎比投资局 75 4.9%

摩根士丹利 2007年12月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50 9.9%

美林 2007年12月 新加坡淡马锡 50 9.9%

贝尔斯登 2007年10月 中国中信证券 10 6%

总计 300.2

美欧金融机构近期主要海外融资行动

花旗可能从中东或亚洲投资人进一步引资
5""

亿美元 资料图

欧洲两行维持利率不变

地区股市应声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