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国央行联手救市的消息公布后， 全球主要股市多数大涨。 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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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再降息 全球“再宽松”趋势渐显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受全球六大央行协同增强金融

系统流动性的影响， 全球市场集体

飙涨， 美联储的这一行动也被市场

视为变相的量化宽松。 与此同时，

包括巴西、 泰国等新兴市场央行也

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流动性闸门， 新

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也在迎合全球

“再宽松” 浪潮。

巴西央行连续降息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 巴西央

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１１．５％

降至

１１％

， 这是今年

８

月底以来巴西央

行第三次降息。

巴西央行表示， 欧债危机导

致巴西经济出现明显减速， 此次

降息旨在刺激经济增长。 此外，

鉴于

１０

月份巴西通胀率已呈下降

趋势， 央行明年还将继续保持这

种降息趋势。

近三个月以来， 印尼、 俄罗斯

等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执行宽松的货

币政策。 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

洪灾也促使泰国央行政策转向， 该

行 日 前 宣 布 下 调 基 准 利 率 至

3.25%

， 这是泰国央行两年多来首

次降息。 而在昨日， 菲律宾央行维

持基准利率于

4.5%

不变， 并认为

通胀压力已经趋缓。

瑞信分析罗伯特表示， 亚洲国

家的经济增速都在放缓， 如果欧债

危机继续恶化， 亚洲乃至新兴市场

国家都将采取更为激进的货币和财

政应对措施。

美联储变相量化宽松

对于美联储决定与加拿大央行、

英国央行、 日本央行、 欧洲央行以

及瑞士央行采取协调行动向市场提

供流动性，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美

联储的这一行动是变相的量化宽松。

除了调降美元互换利率外， 美联储

还有其他救市 “法宝”， 其中就包括

下调贴现率。

美联储表示， 目前美国金融机构

在短期融资市场获得流动性没有困

难。 如果形势继续恶化， 美联储拥有

一系列工具为这些机构提供有效的流

动性支持。 不过， 加拿大道明证券认

为， 美国银行业没有任何融资压力，

美联储不会很快下调贴现率。

有分析人士表示， 全球央行联合

救市显示国际社会对欧债形势可能急

剧恶化的严重担忧， 为解决欧债危机

争取时间， 同时也释放出未来将采取

更多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的强烈信号。

欧洲央行或再降息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昨日向欧盟

议会表示， 经济前景下行风险上升，

央行能够采取的临时措施有限， 市场

普遍将德拉吉的讲话解读为欧洲央行

将在下周再次宣布降息。

据彭博社报道， 为了避免欧债危

机再度引发大规模经济衰退， 多国央

行正在采取自

2009

年以来最为宽松

的货币政策。 摩根大通预计， 在全球

宽松性货币政策的基调下， 全球央行

平均基准利率将在明年

6

月份之前从

今年

6

月份的

2.16%

下降至

1.79%

。

欧盟财长就银行业

注资达成协议

证券时报记者 浩林

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 欧盟财

长会议讨论通过了对银行业注资方

案和

2012

财年预算方案。

波兰财长罗斯托夫斯基表示，

各国强调要为银行建立一个资金

“缓冲带”， 以防范银行持有的主权

债券贬值带来的影响。

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表示， 欧洲

银行管理局下周将会公布注资的具

体数额。

此外， 据海外媒体报道， 朔伊

布勒还表示， 德国愿意通过双边贷

款或增加特别提款权 （

SDR

） 的方

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注

资， 显示出德国关于如何应对欧债

危机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

联手救市

华尔街或是幕后推手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据海外媒体报道， 华尔街是此

次联合救市的 “幕后功臣”。

一份美联储文件显示， 早在

今年

9

月底， 华尔街高层人士与

美联储官员进行闭门会议时， 建

议全球主要央行联手采取行动，

以共同解决欧债危机。 华尔街高

层人士建议， 各国央行协同行动，

通过收购债券或其他方式向市场

注入流动性， 进一步刺激低迷的

全球经济。

不过， 美国投资机构

Advisors

Capital Management

首席执行官利

伯曼表示， 如果欧洲央行都不愿

购买债券， 美联储也没有理由购

买外国债券。

美国投行

Piper Jaffray

分析师

安德鲁表示， 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

行采取联合行动可能被看做是对处于

困境的欧元区伸出援手， 但如果流动

性提供方无利可图是不可能这样做

的， 美联储采取行动是出于自身利益

考虑。

有分析人士担心， 华尔街高层人

士与美联储进行闭门会议显示部分华

尔街投资者和美联储高官私下会面，

有提前获得美联储下一步行动消息的

嫌疑。

链接

Link

多国央行开闸放水 全球股市“涨”声雷动

西班牙和法国昨日成功发债，不过西班牙国债收益率依然居高不下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集体暴涨， 可说是全球股市久

违的景象。

中国人民银行近三年来首次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泰国和巴西

央行宣布降息， 六大央行采取联

合行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更给市

场注入 “强心剂”。 受上述积极因

素的影响， 隔夜欧美股市大幅上

涨， 亚太多数股市昨日也大涨，

喜迎

12

月 “开门红”。

不过， 有分析人士表示， 六大

央行的行动不足以改变局面， 当前

市场的焦点仍是欧债危机。

恒指反弹逾

1000

点

美联储和其他五大央行宣布

自

１２

月

５

日起将几大央行之间

现有的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利

率下调

５０

个基点， 以向市场提

供美元流动性。 同时， 美联储延

长与其他五家央行的临时性美元

流动性互换协议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各大央行的举动令我大吃一

惊。” 纽约梅隆银行高级货币分析

师福克表示， “如此一来， 令人担

忧的市场流动性问题得到缓解， 这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无疑是强心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总裁拉

加德也表示， 六大央行这次采取的

联合行动所选择的时机恰到好处，

将会迅速产生效果， 市场将会有良

好反应。

隔夜欧美股市大幅上涨。 其

中 ， 法国股市

ＣＡＣ４０

指数上涨

４．２２％

， 德国股市

ＤＡＸ

指数涨幅

接近

5%

， 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

幅均在

4%

以上。 而作为避险资

产的美国

１０

年期国债价格因此

回落， 收益率升至

２．０７％

， 为两

周来新高。

亚太股市昨日全线上涨 ，

MSCI

亚太指数大涨

3.1%

， 日本股市

日经

225

指数上涨

１．９３％

， 报收

８５９７．３８

点。 韩国股市综合指数上涨

３．７２％

， 报收

１９１６．１８

点。

中国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昨日大涨

１０１２．９１

点， 报收

１９００２．３

点， 涨幅

达到

５．６３％

， 创下

10

月

6

日上涨

5.7%

以来的最大单日百分比涨幅。 以

昨日的收盘价计， 港股昨日的市值大

幅增加了

9300

亿港元， 总值达到

17.86

万亿港元。

目前尚不到反转时期

尽管全球央行齐出手， 但市场

对救市效果依然存疑。 苏格兰皇家

银行经济学家拉德认为， 六大央行

的行动不足以改变局面， 对市场的

刺激作用也仅仅是心理上的， 欧洲

决策者在控制财政赤字方面需要采

取更多举措。

市场研究机构

Markit

昨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 欧元区

11

月制造业采购

经理人指数 （

PMI

） 终值创

2009

年

7

月以来的新低。

在昨日的欧洲交易时段， 西班牙

和法国都顺利进行了国债拍卖， 但收

益率依然居高不下。 市场数据显示，

西班牙完成

37.5

亿欧元的国债拍卖，

这一数字达到了预期额度的上限， 其

中

12

亿欧元于

2015

年

4

月到期的债

券， 平均收益率为

5.2%

， 明显高于

10

月份拍卖时的

3.64%

。

受此影响， 欧洲股市盘中涨跌不

一， 截至记者发稿时， 法国和德国股

市跌幅超过

0.3%

， 英国股市盘中涨

幅超过

0.5%

。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昨日表示，

目前欧元区银行业体系状况不佳， 但

央行对债券市场的干预可能是有限度

的。 有分析人士认为， 六大央行降低

美元融资成本的联合行动将有助于缓

解欧元区信贷日益紧张的状况， 从而

为解决欧债危机争取更多时间， 但难

以扭转大局。

六大央行手拉手

股市尚难熊变牛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一连两天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刚刚在比利时

的布鲁塞尔落下帷幕， 本次会议为市场带来的

最大惊喜， 就是美英等六国的央行达成一致，

宣布将下调美元流动性互换利率， 并将互换协

议延长至

2013

年

2

月

1

日。 此举被市场解读

为多国央行联手向全球金融系统增加流动性，

以减轻国际金融市场的压力。

消息一出， 全球股市齐齐 “涨” 声相迎。

那么， 出台下调美元流动性互换利率举措的背

景究竟是什么？ 其对环球资本市场未来走势影

响几何呢？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香港恒生投资服务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员温

灼培介绍说， 六国央行在此时推出此项利好举

措， 主要是基于目前各国的商业银行因欧债问

题引发信任危机， 导致相互之间拆借困难， 流

动性受阻。 “举例来说， 假设

A

银行想跟

B

银行拆借美元， 但在目前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的

情况下，

B

必然会考虑

A

的资产中涉及欧债的

资产比重到底有多大、 会不会因为欧债危机变

得 ‘欧’ 资不抵 ‘美’ 债？ 但这些信息并不是

可以轻易获取的， 因此，

B

银行必然会对这笔

拆借交易心存疑虑， 不肯轻易答应， 这就造成

全球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压力。”

而现在， 根据货币互换协议， 美联储会把

某一额度的美元按照一定的汇率与其它央行发

行的货币进行交换， 同时约定在一段时间后以

相同的汇率再进行互换。 如此一来， 各国银行

之间的流动性就被激活了。 温灼培分析称， 由

于协议对期限和汇价进行了约定， 因此这一举

措将不会对国际外汇市场美元对相关货币的汇

价造成影响， 同时还解决了美国以外的金融机

构对美元资金的需求。 温灼培强调： “实际上

这次六国联手救市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

义， 这些央行的目的是要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

的信号， 即全球央行仍在共同努力挽救疲弱的

世界经济。”

2008

年多国救市大戏重演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六国央行在声明中宣

布 “将互换协议延长至

2013

年

2

月

1

日”， 对

此， 人称 “曾

Sir

” 的香港著名财经评论员曾

志英认为： “这一点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就

是说， 美国同意延长与欧洲进行清算的日期，

欧洲将因此获得更长、 更宽松的时间来应对当

前的危机。”

实际上， 早在

2008

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

全球金融海啸后不久， 多国央行也曾宣布联手

救市。 曾志英表示： “这次几乎是在六国央行

宣布下调美元流动性互换利率的同一天， 中国

人民银行也宣布三年来的首次降低存款准备金

率决定。 似乎是

2008

年多国联手救市的翻版。

因此， 我预期这次救市措施将对环球资本市场

产生中短期的利好刺激， 但如果说全球股市能

就此转势、 由熊变牛， 可能还言之尚早。”

另外， 有市场分析认为， 六国央行协调行

动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资金， 虽然可以减缓欧

债危机带来的影响， 但也有可能造成热钱泛滥。

对此，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

表示， 六国央行的做法积极可取， 市场也不必

担心会造成热钱流入冲击亚洲， 因为有关措施

的主要作用只是解决欧洲银行的短期融资问

题， 同时让欧洲政府有更多的空间解决当前的

债务问题。

温灼培也表示， 此项举措的关键点在于纾

缓流动性压力， 并不是制造出增量的资金入

市， 因此热钱泛滥的可能性不大。

记者观察

Obser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