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责声明和披露以及分析师声明是报告的一部分，请务必一起阅读。 1 

证券研究报告   

固收   

  

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成因与启示   

 
 

华泰研究   

    
研究员 张继强 

SAC No. S0570518110002 

SFC No. AMB145 

zhangjiqiang@htsc.com 

 

  

研究员 张大为 

SAC No. S0570521090001 zhangdawei@htsc.com 

  

联系人 吴靖，PhD 

SAC No. S0570121070124 

 

wujing018437@htsc.com 

   

          

2022 年 3 月 21 日│中国内地 深度研究  

 

核心观点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企业的
目标从利润优先转为偿债优先，进而引发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在此背景下，
货币政策因缺失融资主体而传导失灵。近年来我国宽货币到宽信用的效率大
打折扣，与日本当年情形类似，主因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旧经济融资受到政
策抑制，而新经济体量难以扛起宽信用大旗。破解信用收缩困局需要从需求、
供给、预期层面多管齐下，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可能是更好选择，财政抵补
市场主体需求缺位有其必要性，但要兼顾持续性。此外，短期旧经济要稳住，
投融资政策可适当松绑，中长期新经济继续做加法。 

 

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始末 

1985 年美国为缓解贸易失衡促成《广场协议》，推动非美货币升值。而日元
升值打击出口，日本当局将重心转向扩大内需，财政货币政策双宽松、两年
多维持超低利率，在此期间投机炒作盛行，股市房价大幅上涨。直到 1989

年，日本当局意识经济过热，日本央行启动加息，土地政策尤其是融资政策
收紧，引发股市和房价相继大跌，进而又导致企业资产价值缩水甚至资不抵
债、陷入技术性破产。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货币政策转为持续宽松，但融
资需求始终低迷，日本陷入长期通缩。 

 

“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货币政策无效而财政有为 

日本泡沫破裂后，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未能有效提振经济。经济学家辜朝明提
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认为资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企业、居民资产大
幅缩水而负债不变，资不抵债促使市场主体由“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
小化”，专注偿债而不愿新增债务。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因缺失融资主体
而传导失灵，财政政策直接创造需求仍起到稳增长的效果。 

 

我国“借款人消失”形似而因异 

近年来，我国宽货币到宽信用的效率大打折扣，同样表现为“借款人消失”，
即融资主体缺失造成宽信用梗阻，但中日成因迥异。日本“借款人消失”一
方面源于资产泡沫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另一方面为日本迈入工业化后期，
高要素成本造成产业链外迁、本土缺乏投资机会。我国“借款人消失”因在
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旧经济融资受到政策抑制，包括“房住不炒”、“隐债不
增”、“上游负面清单”和“央企去杠杆”等，而新经济体量尚小且缺乏抵押
物、难以扛起宽信用大旗。 

 

破解信用收缩困局需要多管齐下 

日本用实践诠释宽信用三个环节缺一不可：货币政策（流动性）、融资渠道
（供给）和融资主体（需求），眼下寻找融资主体可能更关键，需要从需求、
供给、预期层面多管齐下。货币政策方面，降息事半功倍、解决不了根本问
题，而通过结构性政策、宽信用的同时助力结构转型，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财政政策方面，抵补市场主体需求缺位有其必要性。但是，财政扩张短期要
拿捏力度、投向精准，中期要兼顾持续性。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需要协调
联动。此外，短期旧经济要稳住、先立后破，投融资政策可适当松绑，中长
期以数字和绿色为方向的新经济继续做加法。 

 

风险提示：土地财政收缩影响宽财政、融资监管严厉影响宽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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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最早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用以解释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资

产泡沫破裂后，企业的目标从利润优先转为偿债优先，进而引发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现象。

我国当前面临房住不炒、隐债不增、央企去杠杆等约束，微观主体行为和目标也出现了类

似的情形，日本当年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探索、借鉴。 

 

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始末 

1985 年美国为缓解贸易失衡促成《广场协议》，推动非美货币升值。而日元升值打击出口，

日本当局将重心转向扩大内需，财政货币政策双宽松、两年多维持超低利率，在此期间投

机炒作盛行，股市房价大幅上涨。直到 1989 年，日本当局意识经济过热，日本央行启动加

息，土地政策尤其是融资政策收紧，引发股市和房价相继大跌，进而又导致企业资产价值

缩水甚至资不抵债、陷入技术性破产。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货币政策转为持续宽松，但

融资需求始终低迷，日本陷入长期通缩。 

 

图表1： 日本利率、汇率、房价与信贷演变历程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阶段一：1985-1986：《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萧条 

为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力促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引导日元升值。二战后日本承接欧

美产业链转移，依托强劲出口经济快速发展，1978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3 年超

越西德成为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反观美国深受 70 年代大滞胀时代石油危机和通胀困扰，

1980 年前后 CPI 超过 10%，美联储为抑制高通胀收紧货币政策，副作用是美元快速升值，

五年间美元指数由 85 大幅上涨至 126。强势美元造成美国产品竞争力下降，加上美国汽车

耗油量相比日德产品更高，出口受损、贸易逆差拉大，1985 年美国贸易逆差中，对日逆差

约占 38%。在此背景下，对日强硬、控制贸易逆差成为美国共识。 

 

1985 年 9 月，美、日、西德、英、法五国签订《广场协议》，约定各国在 6 周内抛售美元、

买进本国货币（主要是日元与西德马克），引导美元贬值约 10%-12%，而仅仅 7 个交易日

后美元兑日元由 1:240 贬至 1:215，美日汇率已实现干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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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1985 年美国逆差结构 
 

图表3： 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日元持续升值，出口危机拖累日本经济。然而干预期结束后，日元升值并未止步，日本当

局入市干预无效后，转而向美国寻求汇率支持。1986 年下半年，美日两度发布《贝克-宫泽

喜一联合声明》表示“愿意在外汇市场问题上进行合作”，但仍未有效阻止日元升值。1986

年底，美元兑日元 1：157、日元较《广场协议》前累计升值幅度已达 35%。汇率压力下，

日本出口同比连续 22 个月负增长。1986 年日本实际 GDP 增速由上一年的 6.2%腰斩至

3.2%，其中净出口对 GDP 的拉动率从 1.1%下降为-1.1%，解释了当年日本 GDP 73%的下

滑幅度。与此同时，日本产业开始加速向生产成本更低的东南亚转移。 

 

图表4： 广场协议后，日本出口受到重创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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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二：1987-1992：资产泡沫催生与刺破 

图表5： 日本泡沫经济催生结构图 

 

资料来源：华泰研究 

 

在出口下行和美国施压的窘境下，1986 年日本开始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一方面对冲外需压

力、另一方面也迎合美国对于缓解日美贸易失衡的诉求。1986 年 4 月，日本央行主持制定

《前川报告》提出实施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促进金融自由化等目标；1987 年 2 月美日等

七国签订《卢浮宫协议》，日本承诺将保持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刺激内需、减少贸易顺

差。日本央行在这两年时间内将贴现率1由 5%接连降至 2.5%，刷新二战后新低。财政政策

上，1987 年日本推出约占 GDP 2%的“紧急经济对策”计划，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基建，并

掀起新一轮“改造日本列岛热潮”。政策大幅刺激为经济泡沫埋下隐患。 

 

此外，日本加速推进金融自由化也助长了资产泡沫。日本当年也想成为全球金融中心，1984

年美元日元委员会会议中要求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实践上，其一，日本为企业融资拓宽

渠道，例如 1984 年日本取消境内主体海外借款限制，放松公司债券市场准入限制，1987

年设立商业票据市场等。其二，推进利率市场化并放松金融监管。1985 年日本推动定期存

款利率市场化，同时放松金融机构业务范围限制、提高放款上限等，而政府主导的“护卫

船团”模式仍旧为银行提供隐性担保，银行盲目扩大信贷投放。其三，推动金融国际化，

1984 年日本废除外汇兑换日元限制，日元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对外金融开放间接加快了

热钱涌入。 

 

持续低利率为加杠杆提供了温床。1987 年日本经济出现回暖迹象，但考虑到日元仍有升值

压力、“黑色星期一”重创股市、外部有《卢浮宫协议》制约等，日本央行仅要求银行采取

“克制的融资态度”，而未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日本持续 27 个月维持 2.5%的超低利率，

期间，M2 增速中枢由 8%攀升至 11%、但 CPI 不足 1%，信贷资金大量流入股市楼市等虚

拟经济，抵押物升值促使信贷扩张不断强化。 

 

微观主体看，企业端，金融投机收益率胜过实体经营，据 NHK 报道，1989 年“六鬼闹东

京”之首的阪和兴业公司理财收入已超主业收入两倍，1986 年至泡沫破裂前夕，日本企业

杠杆率年均上涨 7 个百分点；居民端，1986-1989 年间个人新增贷款年均增速约 150%，日

本全民炒股炒房。外资方面，日元持续升值预期与资产高收益吸引热钱涌入，而金融自由

化则开启了制度便利，1986-1989 年间，非居民在日本城市银行中存款年均增长 160%。 

 

 

                                                           
1 全称官方贴现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央行重要操作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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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产表现看，从1986年 1月降息到1989年5月加息期间，日经225指数累计上涨163%，

1989 年底日本股票总市值达 4 万亿美元，占到全球资本市场总市值 45%。房地产领域同样

狂热，东京房价指数累计上涨 80%，1989 年底日本土地资产总价值约 2000 万亿日元，约

为美国国土总价值的四倍，民间流传“卖掉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图表6： 泡沫破裂前，个人企业大幅加杠杆 
 

图表7： 银行贷款快速涌入房地产行业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过热后知后觉，日本过快收紧货币与土地政策，刺破资产泡沫。1988 年底日元汇率出现阶

段性反弹、1989 年 CPI 明显回升，日本为“防止价格上涨和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可持续增

长”，1989 年 5 月至 1990 年 8 月期间，将贴现率由 2.5%连续提升至 6%。同时 1990 年大

藏省出台《关于抑制不动产行业融资报告》，限制土地融资，1992 年修改税法，新增地价

税、提高土地持有成本。一系列紧缩政策下，日本股市楼市先后跳水，日经 225 指数从高

点至 1992年阶段性底部的跌幅达 60%，日本东京房价指数自 1990年高点一年内跌去 25%，

外资流出也导致日元在 3 个月内贬值约 10%。直至 1991 年 7 月，日本央行才开始降息救

市，但收效甚微。 

 

图表8： 货币政策收紧后，资产价格跳水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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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三：1993-2005：日本经济陷入长期通缩 

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推出空前的刺激政策以提振经济。为应对危机，日本央行自 1991 年

开始接连下调贴现率，至 1995 年已从 6%下调至 0.5%，同时基础货币投放增速维持在 8%。

1999 年日本央行进一步将银行间隔夜拆借利息率目标由 0.5%下调至 0.04%，扣除中间费

用后实质上已为 0，直到 2000 年经济阶段性回暖，零利率政策退出。然而好景不长，2001

年受到美国 IT 泡沫破裂、国内整顿财政等因素影响，经济重新跌入低谷，日本央行调降贴

现率至 0.25%但未见成效后，转而推出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大量购买长期国债等方式加大

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充裕的流动性再次将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压降至 0.15%，直到 2006 年

经济回暖、CPI 连续 4 个月回升，量化宽松政策才逐步退出。 

 

财政方面，1990s 日本先后 9 次出台财政刺激计划，随之财政状况快速恶化，1999 年预算

赤字率冲高至 8.2%，1992-2005 年，政府债务存量/GDP 由 50%大幅扩张至 153%。期间，

1997 年日本曾开启财政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削减财政支出，另一方面上调消费税率、停止

所得税的特别减税政策，随后经济连续 5 个季度下滑，萧条程度为二战后之最，1998 年不

得不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扭转经济颓势。2001 年日本当局再次整顿财政，恰逢 IT

泡沫破裂，通缩缺口扩大，2001 年日本实际 GDP 下滑 2.4 个百分点至 0.4%，2002 年零

增长，2003 年日本当局再次妥协加大财政力度，随后 GDP 增速回升至 1.5%。 

 

政策刺激未能激发市场主体加杠杆意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通缩。日本实际 GDP 增速从

1987-1992 年均值 4.4%，下滑至 1993-2005 年均值约 0.8%，CPI 长期低于 1%。流动性

方面，宽货币并未传导至宽信用，1993-2005 年间，接近零利率下 M2 增速中枢仅为 3%，

个人贷款余额年均下滑约 6%，企业债务总额自 1995 年开始下行，直到 2005 年才有所回

暖。就业方面，日本失业率自 1992 年开始持续攀升，21 世纪初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终

生雇佣制”破产，至 2002 年失业率达到历史高点 5.4%，1993-2005 年间日本失业率均值

高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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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泡沫破裂后宽货币未传导至宽信用 
 

图表10： 1990s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图表11： 泡沫破裂后日本就业状况持续恶化 

 
图表12： 泡沫破裂后，企业、消费者预期转弱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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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策刺激为何“无效”？ 

日本泡沫破裂后，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未能有效提振经济。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资产负债

表衰退”理论，认为资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企业、居民资产大幅缩水而负债不变，资不抵

债促使市场主体由“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专注偿债而不愿新增债务。在此背

景下，货币政策因缺失融资主体而传导失灵，财政直接创造需求仍起到稳增长效果。 

 

货币宽松为何失灵？ 

我们分三步探讨： 

①寻找宽货币到宽信用的梗阻——融资主体需求不足； 

②在传统经济学框架内探讨融资需求为何不足——投资回报降低，但解释力不足。 

③跳出传统经济学框架——泡沫破裂导致企业行为由“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

企业专注偿债而融资需求低迷。 

 

图表13： 日本货币政策失灵探讨 

 

资料来源：华泰研究 

 

第一，从宽货币到宽信用需经过两个环节：融资渠道（供给）、融资主体（需求）。 

 

从供给端看，日本泡沫破裂给银行体系造成不小冲击，一方面抵押物大幅贬值，银行不良

债权激增、短期惜贷情绪升温；另一方面，信贷投放面临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约束，外

加 1997 年日本会计准则要求银行证券投资从历史成本计量转换为市价计量，资产减值迅速

反应在表内，银行资本金压力陡增，信贷投放能力受到制约。我们在 2021 年 9 月 21 日报

告《日本地产泡沫到银行危机启示录》中对供给因素有过详细探讨。 

 

但以下证据说明，日本宽信用梗阻主要是融资需求不足，即出现“借款人消失”现象： 

1）信贷利率反映供需关系，1992 年后日本银行信贷利率持续走低，表征资金供过于求； 

2）日本央行面向企业《短观》问卷中包括“金融机构借贷意愿”调查，数值大于 0 表征金

融机构借贷意愿较前好转。数据显示，1990s 大部分时间银行体系有充足借贷意愿； 

3）日本本土银行或因坏账问题制约，但外资行并不存在严重的不良贷款问题，外加 1997

年金融“大爆炸”时期日本大藏省放松外资行业务管制，但数据显示外资行信贷同样低迷； 

4）如果问题出在银行体系，企业还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但在泡沫破裂后，企业债券

总额长期停滞、甚至自 1999 年开始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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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 泡沫破裂后，银行贷款利率持续下行 
 

图表15： 1990s 金融机构大部分时间有充足借贷意愿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图表16： 外资银行贷款同样疲弱 

 
图表17： 日本企业发行债券积极性不高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第二，融资需求由何决定？传统经济学理论以“利润最大化”为基础，认为企业融资需求

取决于融资成本与投资回报，前者受货币政策主导，后者由技术进步、要素价格等中长期

变量主导，且市场机制决定了投资回报降低与投资机会减少相伴相生。货币政策仅作用于

融资成本端，而对投资回报影响不大。 

 

投资回报不足是“借款人消失”的原因之一，但尚不足以解释日本货币政策失灵。辜朝明

认为，当经济体跨过“刘易斯拐点”后，不断提高的人力等要素成本会导致国内投资回报

率下降、投资机会减少，产业链开始外迁。1970s 欧美产业链转移至日本，1990s 日本产

业链转移至韩国、中国台湾等均与此有关。 

 

但是，投资回报降低不足以解释日本货币政策失灵。理论上，货币政策失灵意味着投资回

报率的边际下降幅度超过了融资成本的边际下降幅度，但后者在货币政策降息引导下可实

现突变，实体投资回报率的降低则是中长期趋势。并且，日本衰退期间 FDI 仍保持净流入、

非金融企业营业利润率自 1993 年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也不支撑投资回报率持续低于融资成

本的逻辑。在我们看来，企业是否愿意组织生产，不仅仅看利率水平一个要素，就好比一

个人，蛋白质虽然有营养，但仅靠蛋白质并不能带来健康。此外，1970s 欧美产业链向日

本转移的过程也并未出现货币政策失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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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8：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日本企业经营状况逐步好转 
 

图表19： 日本衰退期间，FDI 保持净流入趋势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第三，传统经济学框架并不能解释日本长期衰退，原因在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学前提

假设不再成立，资产泡沫破裂导致企业转向追求“负债最小化”，进而货币政策无效。 

 

经济“景气”时期，日本企业和居民大量融资投向股票和房产，泡沫破裂后，资产价值大

幅缩水然而负债却保持不变，企业资不抵债，落入“技术性破产”。正常而言，企业应当进

入破产程序、自动出清，随后经济陷入萧条。但是泡沫破裂后，日本破产企业数并未激增，

原因在于当时日本企业经营能力并未严重受损，企业销售额仍在增长、营业利润率也自 1993

年开始稳步回升，企业仍具有偿债能力，大规模破产不符合管理者、债权人、政府、银行

等多方利益，因而企业高层对外隐瞒技术性破产，对内减少借贷、快速偿债，企业经营目

标由正常时期的“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负债最小化”。因此，企业面对非常低的融资成本

也不愿融资，反而不断清偿存量债务。这就好比一个人，健康的时候追求的是生活品质，

而在久病缠身的情况下，活命最重要。 

 
图表20： 资产负债表衰退成因 

 

资料来源：华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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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是否有效？ 

政府充当“最后借款人”，加杠杆扩大支出一定程度对冲了私人部门需求下滑，避免经济走

向崩溃，财政政策依旧有效。企业、居民基于个体理性（自发降杠杆）而导致经济低迷。

在此期间，政府大量发行国债弥补私人部门融资缺口，同时加大公共支出包括基础设施建

设等，转化为企业和居民收入，避免了日本经济陷入需求收缩的恶性循环。 

 

证据一：日本在泡沫破裂后，GDP 增速下台阶但绝对额仍维持在泡沫前的水平，人均 GDP

小幅提升，失业率维持在 6%以内，与美国 1929-1933 大衰退期间经济总量萎缩 36%、失

业率大幅提升至 25%相比，日本的财政刺激并非失败。 

 

证据二：日本当局曾在 1997 和 2001 年两次整饬财政，期间经济大幅下滑，而后重新加大

财政力度才扭转经济颓势，侧面印证财政政策有效。 

 

主流观点诟病日本大规模财政刺激后，经济依旧低迷、政府债务高企，但其实正是日本财

政刺激将日本经济从“崩溃”拉回“低迷”。 

 

图表21： 日本债务负担快速加重 
 

图表22： 泡沫破裂后，日本 GDP 仍维持在泡沫前水平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图表23： 企业、个人去杠杆，政府加杠杆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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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有何启示 

我国“借款人消失”形似而因异 

近年来，国内宽货币到宽信用的效率大打折扣，同样表现为“借款人消失”，即融资主体缺

失造成宽信用梗阻，但成因迥异。 

 

日本“借款人”消失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资产泡沫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这源于货币政策

不当，助长房地产泡沫又快速刺破，造成市场主体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资不抵债，企业

经营目标由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另一种是日本经济步入工业化后期，因本国

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过高，造成产业链外迁、投资出海，而本土缺乏投资机会。 

 

与日本不同的是，我国房地产领域风险可控，央行较早将房地产等金融风险纳入决策框架、

构建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双支柱，内部政策失当的可能性较低，同时我国资本项并非自由

流动，热钱快进快出带来的金融风险亦小，因此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的

概率低。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化率仅为日本 1960s 的水平，工业化远未饱和。 

 

图表24： 我国城市化率仍有提升空间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我国“借款人消失”有新的原因，即在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旧经济融资受到政策抑制，而

新经济体量尚小且缺乏抵押物、难以扛起宽信用大旗。房地产基建和钢铁水泥等重工业代

表旧经济，在工业化初期扮演重要角色，其重资产特征对信用撬动效果显著，但弊端是会

不断推高地价房价、滋生金融风险，同时带来环境污染与产能过剩等问题。我国在 2011 年

前后走过劳动力拐点、工业化速度放缓，“四万亿”投资的后遗症在 2015 年前后开始显现。

于是，国内 2016 年拉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序幕，近年来“高质量”取代“高增速”成为经

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持续推动旧经济去杠杆，具体来说： 

 

（1）房住不炒：房地产融资受“三道红线”（约束房企有息债务增速）和集中度管理（约

束金融机构涉房贷款占比和增速）限制，去金融化已成趋势； 

（2）隐债不增：城投面临隐性债务约束，未剥离政府隐性债务的企业新增融资受到限制； 

（3）上游清单：上游重工业存在“过剩”和“两高2”项目投资负面清单，新增产能严苛； 

（4）央企去杠杆：国企央企曾背负三年去杠杆3硬任务，目前仍有保持负债率稳定的要求。 

 

  

                                                           
2 “两高”即高耗能与高排放，主要包括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和建材等六个行业。 
3 2018 年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要求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

在 2018-2020 年降低 2 个百分点，之后基本保持在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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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旧经济出现资产负债表被动衰退的特征。例如，2020 年“三道红线”规则出台后，

房企转变高周转策略，2021 年上半年地产销售火热但开工低迷，降杠杆取代谋扩张成为企

业首要目标。此外，据统计局，2021 年大宗商品涨价带动上游行业利润激增，有色金属加

工业利润比 2019 年增长 1.6 倍，但电解铝作为“两高”管控重点，该行业 2021 年固定资

产投资较 2019 年仅增长约 4%、资产负债率则下降近 4 个百分点，利润用于偿债而非扩大

再生产。这些现象与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表面相似，区别在于国内有更多被动约束、而非

企业自发行为。 

 

然而，新经济投融资体量尚难匹及旧经济，宽信用主体缺失。“十三五”时期国内就加大战

略新兴产业扶持，据统计局，直到 2021 年，高技术产业（涉及医药通信等 6 类制造业、信

息服务等 9 类服务业）投资仅占当年社会总投资约 6%，相比之下，房地产与基建投资合计

占比则超过 40%，是前者 7 倍多。去年绿色经济在双碳任务催化下加速发展，但 2021 年

底绿色贷款余额占比仅约 8%，相比之下，房贷余额占比仍有约 27%，是前者 3 倍多。换

言之，当旧经济去杠杆、投融资增速下滑，新经济需要数倍其增速才能弥补信用收缩缺口。 

 

图表25： 有色金属行业投资与利润增速 
 

图表26： 房地产贷款与绿色贷款余额对比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如何破解信用收缩困局？ 

日本用实践诠释仅靠宽货币解决不了宽信用。宽信用三个环节缺一不可：货币政策（流动

性）、融资渠道（供给）和融资主体（需求），相比于单纯加大货币宽松力度，眼下寻找融

资主体可能更关键。在我们看来，需要多管齐下。 

 

其中，正如中央经济会议所言，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可以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

弱三个层面加以理解。中国继续通过技术创新、减碳投资等供给侧改革创造新需求，推动

新经济做加法，这才是突破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核心。此外，预期层面看，平衡好共同富裕、

资本无序扩张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激发企业家精神。供给层面，避免双控、双

碳一刀切。对房地产三道红线、信贷集中度管理等根据经济形势给予微调，实现良性循环

和新循环模式。推动国企改革，尝试用更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管资本的方式替代简单的杠

杆率约束。 

 

货币政策方面：第一，降息有必要性，但事倍功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日本的经验已经

表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阶段，降息有必要，但指望通过降低利率撬动投资不现实，甚至

引发资产泡沫等副作用；第二，通过结构性政策比如碳减排工具，推动银行体系主动作为，

宽信用的同时助力结构转型，可能是更好的选择；第三，财政与货币政策需要协调联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央行利润上缴财政并通过转移支付直达实体，避免了欧美 QE 淤积

在资本市场的弊端，也避免财政扩张中的国债发行、利率抬升挤出民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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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方面：抵补市场主体需求缺位有其必要性。货币如绳、可拉不可推，央行释放的

流动性只存在于银行体系，如果经济下行叠加监管约束造成融资主体缺失，结果只会助长

金融空转。相比之下，财政创造需求更直接。政府逆周期加杠杆，可间接抵补市场主体融

资需求缺位。日本经济之所以在地产泡沫破裂后能够稳住而非收缩，财政发力功不可没。 

 

但是，财政扩张短期要拿捏力度、投向精准，中期要兼顾持续性。 

其一，力度有通胀之患。新冠疫情后美国财政赤字货币化（MMT）初步实践，客观上维护

了居民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解决了货币政策传导问题，但造成眼下美国高通胀压力； 

其二，投向有公平之嫌。政府的“有形之手”在干预自由市场时，无论减税还是投资，由

于方向和规模难以精准考量，公平问题易存争论，即财政定向支持领域容易获得更好发展，

而兼顾不到的环节可能认为被不公平对待； 

其三，举债有风险之忧。政府存量债务膨胀速度如果持续超过经济增速（分子增速快于分

母，负债率不断升高），财政本息偿付将挤占支出空间，尤其地方财政可能出现信用风险。

对于外债占比高的新兴市场国家，还可能面临资本外流导致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风险。 

 

目前我国财政风险如何？ 

第一，政府总杠杆率不高、但疫后攀升较快。截至 2021 年末，我国中央财政国债余额为

23.27 万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0.47 万亿，负债率或杠杆率（债务余额/GDP）为 47%，

远低于国际警戒线的 60%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但疫情后攀升较快，2019 年我国政府杠杆率

仅为 38.5%，两年时间升高近 10 个百分点。我国一般公共预算债务付息占支出比重已从

2016 年的 2.7%提升至 2021 年的 4.2%，2021 年的付息支出超过 1 万亿元。 

 

图表27： 我国政府杠杆率疫后攀升较快 
 

图表28： 政府杠杆率国际对比（BIS 口径）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第二，地方财政债务风险相对高、区域分化大。据我们测算，2021 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

（债务余额/综合财力）达 102%，触及国际警戒线（100%~120%）的下限。其中还存在四

点隐忧，一是对中央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102%的债务率是建立在 8.3 万亿央地转移支付

的基础上，若分子换为地方本级财力则已突破警戒线；二是区域分化大，个别省区债务率

已超出警戒线（见下图）；三是短期土地财政收入放缓压力大；四是地方专项债到期偿付压

力增加。地方专项债创设于 2015 年、自 2018 年起大幅扩容，当时发行品种以 3、5 年期

为主，因此未来到期压力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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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 地方政府债务率（2020 年） 

 

资料来源：Wind，各省财政厅，华泰研究 

 

在财政可持续的考量下，今年我国财政预算赤字率下调至 2.8%（下调 0.4 个百分点）、地方

专项债额度 3.65 万亿（持平于去年），但实际赤字显著提升，财政似紧实宽（详见 3 月 14

日报告《不同寻常的宽财政》）。此外，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政府债务存量增速持续升

高，对冲了私人部门融资下滑、稳住了社融增速，显示出财政的积极一面。 

 

图表30： 预算赤字率降、但实际赤字率升 
 

图表31： 政府债务存量增速升高对冲私人部门融资下滑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财政发力以外还能做什么？旧经济融资或可适当松绑。国内融资需求不足的另一面是前述

旧经济（地产、城投与上游重工业）融资需求潜力还未充分释放。经济转型非一日之功，

需要在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高质量发展之间做好平衡，实现旧经济稳住+新经济做加法。 

 

短期，旧经济要稳住、先立后破，否则容易造成需求坍塌和预期转弱的负反馈，因此需要

投融资政策适当松绑、而非单纯靠货币宽松。过去两年针对旧经济的“指标约束”或存在

一定的“合成谬误”和“层层加码”。一方面，非金融企业存在个体差异，全行业的债务健

康标准不等于个体健康，短期可能造成个别企业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基层政府主管部

门或金融企业在执行上层政策时，从“政治站位”角度出发，可能依据更严格的标准执行，

导致相关行业去杠杆力度可能过猛。 

 

中长期，以数字和绿色为方向的新经济继续做加法，通过结构性政策培育壮大新的融资主

体。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十年间，金融业和建筑业持续收缩，经济稳定主要依赖通

讯、教育和政府服务业的增长拉动。其中，通讯业是新经济的一面，而后者体现了财政积

极有为。值得关注是，日本制造业其后并未增长，遏制房地产以提振制造业或存在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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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 日本 1990 年之后十年和后二十年的分行业 GDP 复合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泰研究 

 

参考文献 

[1]辜朝明.大衰退: 如何在金融风暴中幸存和发展[M].东方出版社,2008. 

[2]辜朝明.大衰退年代: 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2019. 

[3]野口悠纪雄.战后日本经济史[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4]张季风.日本平成经济通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5]浜野洁等.日本经济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6]池田信夫.失去的二十年[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7]王洛林,余永定,李薇.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经济[J].世界经济,2001(10). 

[8]袁钢明.日本经济泡沫兴败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兼论日元升值的正面影响[J].国际

经济评论,2007(04). 

[9]周仪.广场协议后日本中央银行金融政策[D].南开大学,2012. 

[10]谢玮. 资产负债表衰退研究—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再评述[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2012. 

[11]Woo D.,Kanaya Akihiro. The Japanese Banking Crisis of the 1990's: Sources and 

Lessons[J]. IMF Working Papers,2000(7). 

[12]日本经济企划厅.历年经济白皮书. 

 

风险提示 

1、土地财政收缩影响宽财政：目前楼市需求尚未企稳，房企拿地能力和意愿均不足，土地

财政收入下滑压力大，可能制约财政发力。 

2、融资监管严厉影响宽信用：如果投融资政策不作调整，宽信用仍缺乏融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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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华泰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为该公司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
品等相关服务或向该公司招揽业务。 

 

华泰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或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
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华泰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华泰
的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投资者
应当考虑到华泰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
他决定的唯一信赖依据。有关该方面的具体披露请参照本报告尾部。 

 

本报告并非意图发送、发布给在当地法律或监管规则下不允许向其发送、发布的机构或人员，也并非意图发送、发布
给因可得到、使用本报告的行为而使华泰违反或受制于当地法律或监管规则的机构或人员。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翻版、复制、发表、引用或再次分发他人
(无论整份或部分)等任何形式侵犯本公司版权。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需
在使用前获取独立的法律意见，以确定该引用、刊发符合当地适用法规的要求，同时注明出处为“华泰证券研究所”，
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本公司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
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中国香港 

本报告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在香港由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向符合《证券及期货条例》及其附属法
律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的客户进行分发。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
会监管，是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者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香港获得本报
告的人员若有任何有关本报告的问题,请与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联系。 

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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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重要监管披露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的雇员或其关联人士没有担任本报告中提及的公司或发行人的高级人员。 

 有关重要的披露信息，请参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的网页 https://www.htsc.com.hk/stock_disclosure 

其他信息请参见下方 “美国-重要监管披露”。 

 

美国 

在美国本报告由华泰证券（美国）有限公司向符合美国监管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发表与分发。华泰证券（美国）有
限公司是美国注册经纪商和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的注册会员。对于其在美国分发的研究报告，华泰证券（美
国）有限公司根据《1934 年证券交易法》（修订版）第 15a-6 条规定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员解释，对本研究报
告内容负责。华泰证券（美国）有限公司联营公司的分析师不具有美国金融监管（FINRA）分析师的注册资格，可能
不属于华泰证券（美国）有限公司的关联人员，因此可能不受 FINRA 关于分析师与标的公司沟通、公开露面和所持
交易证券的限制。华泰证券（美国）有限公司是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者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任何直接从华泰证券（美国）有限公司收到此报告并希望就本报告所述任何证券进行交易的人士，
应通过华泰证券（美国）有限公司进行交易。 

 

美国-重要监管披露 

 分析师张继强、张大为本人及相关人士并不担任本报告所提及的标的证券或发行人的高级人员、董事或顾问。分析
师及相关人士与本报告所提及的标的证券或发行人并无任何相关财务利益。本披露中所提及的“相关人士”包括
FINRA 定义下分析师的家庭成员。分析师根据华泰证券的整体收入和盈利能力获得薪酬，包括源自公司投资银行业
务的收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子公司和/或其联营公司, 及/或不时会以自身或代理形式向客户出售及购买华泰证券研究
所覆盖公司的证券/衍生工具，包括股票及债券（包括衍生品）华泰证券研究所覆盖公司的证券/衍生工具，包括股
票及债券（包括衍生品）。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子公司和/或其联营公司, 及/或其高级管理层、董事和雇员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所提到的
任何证券（或任何相关投资）头寸，并可能不时进行增持或减持该证券（或投资）。因此，投资者应该意识到可能
存在利益冲突。  

 

 

评级说明 

投资评级基于分析师对报告发布日后 6 至 12 个月内行业或公司回报潜力（含此期间的股息回报）相对基准表现的预期 

（A 股市场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香港市场基准为恒生指数，美国市场基准为标普 500 指数），具体如下： 

 

行业评级 

增持：预计行业股票指数超越基准 

中性：预计行业股票指数基本与基准持平 

减持：预计行业股票指数明显弱于基准 

 

公司评级 

买入：预计股价超越基准 15%以上 

增持：预计股价超越基准 5%~15% 

持有：预计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15%~5%之间 

卖出：预计股价弱于基准 15%以上 

暂停评级：已暂停评级、目标价及预测，以遵守适用法规及/或公司政策 

无评级：股票不在常规研究覆盖范围内。投资者不应期待华泰提供该等证券及/或公司相关的持续或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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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体披露 
中国：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91320000704041011J 

香港：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具有香港证监会核准的“就证券提供意见”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AOK809 

美国：华泰证券（美国）有限公司为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成员，具有在美国开展经纪交易商业务的资格，经
营业务许可编号为：CRD#:298809/SEC#:8-7023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北京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1号楼/邮政编码：210019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A座18层/ 

邮政编码：100032 

电话：86 25 83389999/传真：86 25 83387521  电话：86 10 63211166/传真：86 10 63211275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深圳  上海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10楼/邮政编码：518017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栋23楼/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86 755 82493932/传真：86 755 82492062  电话：86 21 28972098/传真：86 21 28972068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电子邮件：ht-rd@htsc.com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99 号中环中心 58 楼 5808-12 室 

电话：+852-3658-6000/传真：+852-2169-0770 

电子邮件：research@htsc.com 

http://www.htsc.com.hk 

 

华泰证券（美国）有限公司 
美国纽约哈德逊城市广场 10 号 41 楼（纽约 10001） 

电话：+212-763-8160/传真：+917-725-9702 

电子邮件: Huatai@htsc-us.com 

http://www.htsc-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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