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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假期， 美国民众消费热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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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印将签署

货币互换协议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和印度两国政府将

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以备在遭受欧债危机冲击

时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

日本 《产经新闻》

２５

日报道， 双方有望

在

２８

日举行的领导人会议上签署协议， 根据

这份协议， 货币互换的额度将在

１００

亿美元，

相当于

７８００

亿日元。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计划

２７

日至

２９

日访问

印度。

这份货币互换协议有望为印度货币卢比提

供支撑。 今年以来， 由于国际贸易和金融环境

受欧债危机影响明显恶化， 印度国内经济增长

大幅放缓， 外国资金纷纷从印度抽逃， 造成卢

比持续贬值。

今年

１０

月， 日本和韩国决定， 将两国间

的货币互换规模从此前的

１３０

亿美元扩大到

７００

亿美元， 以加强外汇流动性来源， 帮助

双方应对汇率急剧波动， 维护区域金融市场

的稳定。

（据新华社电）

韩国扶持

软件产业发展

韩国知识经济部昨日发布报告说， 为实现

韩国人均国民收入

４

万美元的目标， 韩国政府

需全力扶持软件产业发展， 加强韩国软件产业

的市场竞争力。

报告说， 从韩国目前

ＩＴ

产业的现状来看，

硬件产业在全部

ＩＴ

产业中所占的比重高达

７６％

，

ＩＴ

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为

１７％

， 软件产

业所占的比重仅为

７％

； 而在国际

ＩＴ

市场上，

软件产业所占的比重 （

３０％

） 远远高于硬件产

业 （

２３％

）。

韩国知识经济部表示， 韩国

ＩＴ

产业在贸

易出口中做出了极大贡献， 帮助韩国实现了

人均国民收入突破

２

万美元以及贸易规模

１

万亿美元的目标。 但从长远来看， 唯有将目

前

ＩＴ

产业以硬件为主的形态转向以软件为

主， 才能进一步适应市场的发展方向， 在世

界

ＩＴ

产业中占据领先位置， 并帮助韩国实现

人均国民收入

４

万美元以及贸易总规模

２

万

亿美元的目标。

（据新华社电）

新兴市场和美国将引领全球经济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即将进入

2012

年， 全球经济

在经历了

2011

年的颠簸动荡之后，

大多数投资者对明年的经济展望保

持谨慎。 不过， 新兴市场和美国或

许能够带领全球经济继续向前迈进。

美国经济正积蓄动能

美国经济在今年大部分时间的

表现乏善可陈。 但到了年底， 美国

经济数据捷报频传， 美国经济活动

再次显示出增强迹象。 在一系列利

好经济数据和繁荣假日消费季的带

动下， 美国股市上周更以连涨四天

的好成绩完成圣诞周的交易。

“

2012

年全球经济前景依然充

满不确定性， 但美国将成为表现较

好的经济体之一。” 加州大学经济

学教授孙成元表示。 有分析人士也

预计， 从就业及制造业等数据来

看， 今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将

超过

3%

， 明年美国经济增速也将

超过

2%

。 如果美国劳动力市场继

续向好， 则意味着经济复苏呈现根

本性走强， 且将更加持久。

路透社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

示， 经济学家认为明年欧洲经济前

景难测， 全球经济增长也将因此承

压， 但新兴市场和美国至少可以让

全球经济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尽管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

始收紧货币政策， 巴西等主要新兴

经济体近几个月的经济增速放缓，

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在

2012

年下半

年或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总体而

言， 即使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放缓，

但仍将给世界经济 “照亮前路”。

欧债仍是头号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总

裁拉加德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 世界经济 “处境危险”， 欧债

危机正增加美国和新兴经济体面临

的风险。 拉加德认为， 欧洲国家过

于按部就班， 在组建阻击危机的统

一战线方面遭遇困难。 欧洲国家应

用一个声音 “说话”， 并就化解欧

债危机制定简单而明确的时间表。

路透社的调查显示， 欧元区作

为一个整体当前可能已经陷入轻度

的经济衰退， 并可能持续到

2012

年中， 西班牙和意大利或迎来漫长

而痛苦的经济衰退过程。 桑坦德银

行的经济学家在一份研究报告中

称， 欧元区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和

金融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路透社的调查还显示， 今年

12

月投资者持有现金的比重提升

至一年来的最高水平， 为令人不安

的

2012

年做好准备。 欧债危机是

受访经理人关注的主要问题， 因此

他们倾向于持有现金， 并准备投资

英国和亚洲股票， 而非欧元区国家

的股票。

巴西取代英国

成为第六大经济体

据海外媒体报道， 英国经济与

商业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 英国的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地位

已被巴西取代， 英国经济也首次落

在一个拉美国家之后。

该中心公布的年度世界经济排名

表显示， 英国现在是世界第七大经济

体。 第一大经济体仍是美国。

该研究中心主任麦克威廉姆斯

指出， 巴西在足球方面比欧洲国家

略胜一筹， 但在经济上领先于欧洲

国家， 还是第一次。 英国政府前政

策顾问斯洛表示， 巴西的整体经济

实力超过英国， 原因在于巴西人民

具备巨大的经济创造潜力。 而英国

经济却受到欧元区债务问题的负面

影响。 （浩林）

欧元前景未卜 两银行未雨绸缪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从目前情况来看， 欧元依然安

全。 不过， 欧债危机悬而未决， 欧元

崩盘变得愈加现实。 一些银行一边要

展示对欧元充满信心， 一边又在为欧

元的崩溃做准备。

据海外媒体报道， 至少有两家跨

国银行的技术部门与专门管理金融交

易支付网络的比利时

Swift

集团进行

接洽， 并研究可行的应急方案， 为希

腊德拉克马、 葡萄牙埃斯库多、 意大

利里拉等货币重新在市场上交易做好

准备。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此前表示，

尽管有些人对欧债危机压力下欧元的

命运提出质疑， 但他对欧元充满信

心。 野村控股高级分析师纽顿则表

示， 一旦银行开始研究应急方案， 这

就很可能成为现实。

但知情人士透露，

Swift

集团拒

绝对上述应急方案提供信息， 包括哪

些旧货币可能会运用到支持系统中，

系统是否采用原来的货币代码等， 原

因在于

Swift

集团担忧披露这些信息

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欧元区的疑虑和

不稳定情绪。

其实，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 欧

元崩盘议论甚嚣尘上。 有消息指出，

英国银行业监管机构金融服务管理局

已要求国内大银行递交报告， 详细

说明银行自身是否已经为欧元区可

能的解体做好准备。 最近几周， 美

国监管部门也就类似问题与银行开

展了对话。

此外， 对于英国首相卡梅伦在

欧盟峰会上拒绝支持新欧盟条约

的决定， 英国国会议员卡斯威尔

表示， 欧盟峰会的结果使英国开

始怀疑自己的欧盟成员国身份，

就此议题举行全民公投也变得更

有可能了。

内地客圣诞带旺香港零售业

证券时报记者 唐盛

今年圣诞节， 由于大量内地消

费客的光顾， 香港的零售百货及饮

食业迎来了自金融海啸以来少有的

好光景。

内地游客成消费主力人群

有商家表示， 今年香港的圣诞消

费市场表现火爆， 各大商场在圣诞假

期的销售额都显著上升。

香港鹰君集团市务管理部主管表

示， “由于香港本地居民的消费意愿

仍然高企， 加上人民币汇率强势， 吸

引了更多的内地游客光顾， 预期旗下

商场商户的营业额将较去年同期增长

25%

。” 据悉， 该公司位于旺角的朗

豪坊今年投资近千万港元用作圣诞推

广费用。 公司估计， 圣诞节期间的客

流可能突破去年的纪录， 假日人流将

超过

40

万， 平日为

30

万， 游客占比

约为

25%～30%

， 其中超过一半为

内地顾客。

香港九龙仓旗下海港城的零售

租务总经理李丽仪表示， 估计位于

尖沙咀的海港城在圣诞期间的客流

及生意额都将取得两位数的增长。

今年海港城全年的生意额将超过去

年

203

亿港元水平， 有望再创历年

新高。 “自从

11

月中旬举行了圣诞

亮灯仪式后， 每日都有数以十万计

的市民和游客前来海港城欣赏灯饰

和购物， 假日的客流更超过每日

25

万人次， 增幅达

10%

。”

李丽仪分析称， 欧债危机对亚洲

的零售消费市场影响较小， 相信这是

因为亚洲人的储蓄平均水平较高，

“过去几个月的零售数据显示， 欧美

市场的不景气对香港的商业消费影响

并不明显”。

新鸿基地产也表示， 公司旗下位

于沙田的新城市广场， 在平安夜倒数

活动期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顾客入

场， 商场单日的人流更超过

40

万人

次， 较去年同期上升

15%

， 当日生

意额估计可增加

15%

。

和记黄埔发言人表示， 旗下地产

公司位于红磡的黄埔新天地广场今年

用于圣诞节的推广费用高达

800

万港

元， 估计圣诞期间每日平均人流

28

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14%

。

香港饮食业喜中有忧

香港饮食业在这个圣诞假期也迎

来了火热的旺季。

24

日平安夜， 除

了商场里人头攒动外， 大街小巷更是

人声鼎沸， 大快活、 大家乐、 味千等

各式食肆、 餐厅几乎都是座无虚席。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

示， “估计香港饮食业在

12

月份的

营业额将近

100

亿港元， 较去年同

期增加

10%

。”

但黄家和对香港饮食业的前景

未感乐观。 他指出， 香港饮食业的

从业者工时相对较长和辛苦的问题，

在这个圣诞表现得较为突出。 在最

低工资制度实施后更难以聘请人手，

在圣诞假期至农历新年旺季， 有的

食肆将时薪提高到

50

港元， 但仍难

以请到人手。 他认为， 这一情况长

远会影响到香港饮食业的服务和食

品素质。

黄家和表示， 今年香港的食材价

格上涨

25%

， 预期明年前两季度的食

材价格上涨将会低于一成。 但是， 今

年香港商铺续租涨幅普遍达到三至五

成， 食肆餐厅即使涨价也未能对冲通

胀压力， “随着欧美经济持续萎靡不

振， 加上内地游客消费能力放缓以及

明年香港电费上调， 这些因素都将加

重香港饮食业的压力”。

美国年底购物季销售势头强劲

证券时报记者 浩林

欧元区乱哄哄， 美国经济却有

所起色， 而美国的商家早就期盼着

年底购物季能够给全年的业绩添上

一笔亮色。

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预计， 在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年底购物

季里， 零售商的销售额可达

4691

亿

美元， 同比增长

2.8%

。 市场调查机

构消费者追踪预计， 美国今年的年底

购物季零售业绩同比将增长

3.7%

。

与此同时， 今年美国年底购物

季呈现出网络购物增加的情况 。

从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１６

日， 美国

消费者网上购物总额达

３０９

亿美

元， 与去年同期的

２６９

亿美元相比

增长近

１５％

。

网络调查机构康姆斯科主席富尔

戈尼预计， 在

１２

月剩下的几天里，

网上消费总额还将出现

５０

亿美元至

６０

亿美元的增长， 最终使今年的年

底购物季以亮丽的成绩收场。 值得一

提的是， 今年圣诞消费火爆的原因也

与天气有关系。

据悉 ， 美国大部分地区都过

上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圣诞节 。 而

在去年， 圣诞节当天爆发的暴风

雪导致美国数以千计的商店被迫

关门 ， 而圣诞翌日往往是数百万

消费者交换礼物和补送礼品卡的

日子。

有经济学家表示， 年底购物季对

美国零售业至关重要， 这段时间业绩

大约占到全年零售总额的

２５％

到

４０％

。 数据显示， 仅仅在今年

11

月

份感恩节期间， 美零售额就达到

524

亿美元，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英国科

尼尔咨询公司合伙人米雅斯表示， 尽

管美国经济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但消费者依然勇于打开钱包， 这值得

庆幸。

金融危机后， 美国消费者更趋理

性， 减少提前消费并注意 “量入为

出”。 调查显示， 今年年底购物季，

４０．４％

的消费者使用借记卡消费， 只

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消费者使用信用卡

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