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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杠杆化(去杠杆化什么时候提出的)

经济学中去杠杆化是什么意思？

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以及杠杆率是什么意思？

简单说几句，杠杆有很多方面。其一，从资本金要求率上来说，假如要投资一个项
目，在对项目看好的前提下，融资分股权和债权。如果我出5元钱，然后借95元，
就是用5元撬动了100元的投资，杠杆20倍。这种情况下如果出风险的话，可以看
到，杠杆越大风险越高，波及面越广。于是贷款方开始不愿意给这么高比例的杠杆
出资，要求借款方多出资本金。国家也对杠杆率上限作规定，比如规定给做保障房
的项目做直接融资，最少资本金要是40%，就是最多2.5倍的杠杆。这样一来，从
市场风险偏好和监管层面都在降低杠杆比率防范风险。还有就是保证金制度也与这
个类似：我说我明天要买100万的货，我给你2万块做保证金。然后我在明天来临之
前把100万的货120万卖给别人，我就赚了18万。50倍的杠杆，800%的纯收益！
！！很多金融衍生品与这个规则本质上类似，都是以一定比率的保证金撬动大资金
。金融危机前，美国的各种衍生品的保证金比率非常低，造成市场上的交易总规模
大大高于GDP，是多少倍（数据忘了）。经济向好，市场上升的时候，货物不断能
够有人接盘，看起来经济运行健康。某一天，突然发现，我存的2块钱保证金承诺
要买的货物卖不出去了……
我又没有打算真正去买这个东西……反正也没钱买。。那就破产咯……好吧……
连锁反应，你懂的。就崩盘了……就如同大海退潮，你一看，他妈的都是在裸泳……
没钱你买个屁啊其二，从社会融资结构上来说，我国目前间接融资比重大。间接融
资将通过银行体系进一步放大货币量，这是货币乘数效应。举例：银行只有100元
，你从银行贷款100元，然后存在银行。然后银行又多了100元可以贷给别人……
这就是创造了广义货币供应M2。银行有一个准备金率，20%的准备金率，就是说 
你存到银行100元，银行最多只能贷出去80元，这样就不能无限创造货币。然后这
时候，在准备金率是20%的情况下，如果你自己有100元，存在银行，通过反复的
借贷，最多可以创造100/20%=500元的货币。这就是间接融资的一个杠杆效应。
如果是直接融资，你直接把100元借给企业。这并没有增加货币供应。目前我国社
会融资结构正在从间接融资以往直接间接融资并重的情况发展，而且直接融资市场
发展速度非常快。随着直接融资比重的增大，货币乘数效应将降低，从而是一个减
少M2的方法。我国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这也是去杠
杆化的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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