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服務業PMI新低 衰退訊號漸現

憧憬巨資救經濟 道指收市 2112點

　　道指全日最多曾升 2,145 點，本港今晨 4
時（即收市），升 2,112 點，報 20704 點，升
幅 11.4%； 標 指 升 209 點， 報 2447 點， 升
幅 9.4%；納指升 557 點，報 7417 點，升幅
8.1%。Stoxx 歐洲 600 指數收市升 8.4%，英
法德股市升 8.4% 至 11%。
　　惟美國經濟步向衰退的訊號陸續浮現，
3 月份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報 39.1，
遠低於上月的 49.4，是超過 10 年來最急的跌
勢，亦遠差於市場預期的 42。製造業 PMI 亦
跌穿 50 水平，報 49.2，低於上月的 50.7，但
優於預期的 42.5。綜合 PMI 報 40.5，創歷史
新低，差過上月 49.6。
　　油價向好，亦推動美股走高，紐約期油及
倫敦布蘭特期油一度急升 7.7% 及 6%。標普
500 能源指數表現亮麗，一度急升 16.9%，
為 2008 年 11 月以來最大升幅，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美︰XOM）、雪佛龍（Chevron，
美︰CVX）高收 12.7% 及 22.7%，兩股全日最
多曾升 15% 及 24.8%。

受惠美無限量寬 金價續勁升
　　聯儲局周一推出「無限量寬」，美元受壓，
黃金則成為最受惠資產。現貨金價繼周一急升
3.6% 後，周二再升最多 5.2%，高見 1,634.16
美元，尾市升 4.6%，報 1,624.76 美元。
　　美指數尾市跌 0.5%，報 101.94；歐元

升 0.4%，報 1.0771 美元；英鎊升 1.8%；澳
元升 1.6%；紐元升 1.5%。
　　日圓跌 0.2%，報 111.47 兌 1 美元，每
百日圓兌 6.9554 港元；日本政府正式提出東
京奧運延遲 1 年舉行的要求，並獲國際奧委
會接納，成為現代奧運史上第一次延期。一
般估計，延遲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約 60 億美元
（約 468 億港元），料將進一步衝擊日本的
低迷經濟。

G7財長通話 允採一切必要行動
　　7 國 集 團（G7） 財 長 及 央 行 行 長 周 二
進 行 電 話 會 議 後， 美 國 財 長 姆 欽（Steven 
Mnuchin）表示，各國將會採取一切必要行
動，來恢復經濟增長及市場信心，保護就業、
企業及金融體系；只要有必要，將會持續實施
擴張性政策。
　　其中，美國國會日內能否通過規模達 2
萬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方案，市場尤其關注。共
和黨制定的刺激經濟方案，周一兩度於參議院
闖關失敗，未能取得推動方案前進的 60 票，
主因民主黨強烈反對部分條款。
　　 惟 參 院 少 數 黨 主 席 舒 默（Chuck 
Schumer）表示， 與姆欽的會談「非常好」，
雙方就部分條款的分歧已顯著收窄。參議院於
美國周二早上 9 時半再次召開會議，有指今
日內有機會表決方案。

  歐盟宣布停止執行《穩定與
增長協定》（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是協定 1998 年生效以來

首次。這意味歐盟成員國不再受當中
預算赤字的規定限制，有更大空間推
出財政措施，對抗疫情影響。

容許赤字可超GDP 3%規定
  歐盟 27 國財長舉行視像會議，會上通過
歐盟委員會的建議，停止執行《穩定與增長
協定》，意味歐盟各國同意結束實施多年的
緊縮政策。
  一眾財長會後發聯合聲
明，指各國仍尊重協定，但歐
元區或歐盟經濟料嚴重下滑，
歐盟財政框架的普遍性豁免
條款已達到。聲明指，行動
令歐盟成員國有更大靈活性，
採取合時、具針對性的臨時

措施，支援醫療系統及保護經濟，抗衡疫情的
經濟影響。
  《穩定與增長協定》訂明，歐盟國家預算
赤字不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3%，而
這項規定去年一度引發意大利預算危機。
  此外，歐洲央行早前宣布加碼買債後，並
要求各國政府為該國銀行提供信貸擔保後，區
內拆借利率已見下降，但有歐洲銀行表示，放
寬借貸條件仍須靠政府支持。
  其中，疫情重災區的西班牙，當地銀行業
希望政府能為新造及現有貸款提供平均 80%

的擔保。政府表示，內閣周二
將討論有關問題。另一重災區
意大利，政府同意為新造貸款
提供 90% 擔保。

歐盟暫撤財赤限制 增抗疫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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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憧憬美國國會日內通過刺激經
濟方案，刺激美股勁逾2000點

美 國 3 月 份 服 務 業 P M I 急 挫 至
39.1，創新低

商 品

商品 最新報
（美元） 昨變幅

現貨金
（每盎斯） 1,624.76 +4.6%

現貨銀
（每盎斯） 14.19 +7.0%

紐約期油
（每桶） 23.94 +2.5%

布蘭特期油
（每桶） 27.13 +0.4%

美 股周二早段大幅反彈，道指尾
市升勢凌厲，大漲逾 2112 點或

11.4%，創下 1993 年以來最大漲幅，
市場風險胃納稍為恢復，主因市場憧
憬美國國會日內有望通過 2 萬億美元
的刺激經濟方案，以及意大利確診及
死亡數字連續兩日下跌，利好市場氣
氛，美債價跌息升。 ■本報記者

  美國財長姆欽（左）連日到國會就刺激經濟
方案開會，他對方案過關表示樂觀。他周二表
示，各國將採取一切必要行動。 （路透社圖片）

環球股市周二齊彈環球股市周二齊彈（數據截至本港今晨4時）

股 市
地區 收報（點） 昨變幅

美國道指 2112 +11.4%

歐洲Stoxx 600 304 +8.4%

英國 5446 +9.1%

法國 4242 +8.4%

德國 9700 +11%

南韓 1609 +8.6%

日本 18092 +7.1%

香港恒指 22663 +4.5%

中國滬指 2722 +2.3%

 價
貨幣* 最新報 昨變幅

美指數 101.94 -0.5%

歐元 1.0771 +0.4%

英鎊 1.1745 +1.8%

澳元 0.5934 +1.6%

紐元 0.5807 +1.5%

加元 1.4484 +0.1%

日圓 111.47 -0.2%

南韓圜 1,249.85 +1.3%

離岸人民幣 7.0871 +0.5%
* 歐元、英鎊、澳元及紐元均為兌美元
表現，其餘皆為相關貨幣兌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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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財長舉行視像會議後，宣
布停止執行《穩定與增長協定》。
圖為歐盟總部。 （新華社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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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外打籃球、吃車仔麵，真的那
麼重要？連日來有不少須家居檢疫
人士違規外出，自私、不負責任的
行為，大幅增加社區播毒風險，市民

恐慌，已經再影響到大眾日常生活，
政府檢疫措施被抨不到位，大家動員起

來，全民監察舉報，執法當局更須迅速加強
執法檢控，力求在最短時期內，收阻嚇作用。
現在是治亂世，必須用重典！

安享防疫成果 維護港安全有責
  對海外入境人士強制檢疫措施上周落實
以來，不時傳出有人違規外出，有些並在社
交媒體上載了影片，先繼山頂有戴檢疫手帶
的年輕男女落街打籃球後，前天沙田有父女

偷偷外出用膳，遭網民發現舉報；亦有發燒
青年剪斷監察手帶落街買車仔麵，遭途人揭
發。這些人貪一時玩樂或口舌之快，置社區
安全不顧，實在是極度自私的惡劣行為。檢
疫人士違反檢疫令，底因有二。
  其一，家居檢疫完全靠自律，講求公民
教育、意識，很多年輕人尤其留學生，從海
外回港避疫，眼見港人全部戴口罩，做足防
疫措施而覺得香港較安全，令他們防疫鬆懈。
竟還有家長，可能怕兒女悶，還陪他們出外
消遣，大大增加向社區播毒風險，他們真是
愧對香港人的劣民。
  其二，港府檢疫措施和執法不到位。所
有從海外入境人士須配戴新研發的監察手帶，
但手帶甩漏多，既沒要求在機場即時啟動，

待回家才下載程式，結果三分之二手帶無法
啟動，凸顯政府沒測試好，倉卒推出應用。
即使部分手帶有啟動，當檢疫人士遠離居所
或剪斷手帶，也不會響起警號，更讓人心存
僥倖，以為偷偷外出未必會被截獲；而且之
前雖有多人被逮住，但檢控寥寥可數。
  檢疫人士外出是不道德、不負責任行為，
因他們從高風險地區回港，可能是潛在帶菌
者。數據顯示，自 1 月底以來，全港市民高
度防疫下，才將疫情控制住，每天新增確診
數字控制在單位數，但自上周二起卻呈雙位
數，過去 8 天累計增加 229 宗，當中 74% 屬
輸入個案。
  既然勸喻自律無效，惟有靠社會監察。
港人為了自身和社區安全，倘若發現有人違

反檢疫令，用手機拍下證據，並立刻報警，
以便警方拘捕。港府不要空言零容忍，要說
到做到，務必作出檢控。違反檢疫令屬刑事
罪，最高可判監半年和罰款 2.5 萬元。

違檢疫令留案底 或撤就讀資格
  貪一時之快違規，隨時要付出沉重代價！
英國逾百家學校得悉有香港留學生違反檢疫
令的鹵莽行為，正研究紀律處分，嚴重者可
開除學籍或取消學生簽證。家長角色尤其重
要，須勸導孩子，更應從旁監督子女坐 14 天
「疫監」，以免累己害人。
  為免香港在這波疫情下淪陷，回港人士
須自覺家居檢疫，若連 14 天也受不住，如何
對得起港人和捨命救人的醫護防疫人員！

關愛包容回港人士 全城嚴捉違疫劣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