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与发展》2011年12月号30

放松信贷是否

会导致资产价

格暴涨暴跌，

一个世纪前美

国耕地价格可

以为其提供一

些线索

放松信贷是否会导致资产价格

泡沫？当泡沫破裂后是否会影响经济

的其他方面？最近美国及其他国家房

价暴涨暴跌，使决策者们开始考虑这

些问题。由于担心最近的金融危机是

由于放宽信贷导致的，许多国家正努

力紧缩信贷政策，避免银行体系存在

过度风险。央行不仅要处理通胀问

题，还要反向操作以预防资产价格及

信贷规模上涨的观点较以前更受到追

捧。

事实上，对于那些依靠商品出

口的国家，其决策者正面临应采取何

种措施的困境。过去 10 年中，商品

价格大幅上涨，许多制造商都经历

了信贷规模及资产价格一起上涨。例

如，巴西的信贷规模与资产价格曾一

起飙涨，并且有人认为虽然美国经济

疲软，但耕地价格已出现泡沫。

决策者应如何把握信贷供应与

资产价格泡沫及其影响之间的关系

呢？信贷政策是政府可以影响的。最

近的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泡沫的破裂

促使这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回顾

一下 20 世纪早期美国耕地价格暴涨

的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历史经

验。当时的特色监管也有助于理清信

贷供应如何影响资产价格波动。

信贷供应

经历过金融恐慌的人一直认为

拉古拉兰·詹瑞、罗德尼·拉姆查兰

20世纪早期，美国的土地价格经历了暴涨和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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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助推价格高涨

在20世纪早期，世界商品价格的飞涨同样导致美国耕地价

格的快速上涨。

（百分比）

商品价格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美国农业部。

每亩价格的变化

信贷供应对资产价格泡沫及泡沫破裂的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例子很多，从 17 世纪 30 年代的荷兰郁金香热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等（Kindleberger
和 Aliber,2005 年）。对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

研究也指明了信贷供应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对土

地等资产的正面影响因素，如土地上种植的粮食作物

价格上涨，会提高借款者的资产净值，这就提高了土

地拥有者的借款能力，同时放大了对土地的需求。如

果是价格下降，如因为商品价格下降，土地价格下降

意味着借款者资产净值下降，抵押品价值下降 , 借款能

力下降，土地需求萎缩。减价出售更进一步加剧了价

格下滑（Fisher，1933 年；Bernanke 和 Gertler，1989 年；

Kiyoutaki 和 Moore，1997 年）。

银行贷款的动力也会影响价格暴涨暴跌这个

周期。当信贷扩张时，银行不会因害怕损失或惜贷

而停止呆坏账续贷（常被称为永久贷款）或不放新

贷，这正是银行对信贷质量没有进行合理评估的表现

（Rajan，1994 年）。所以，经济繁荣时期容易导致信

贷过度。相反，因为经济萧条时更容易出现呆坏账，

信誉良好的贷款机会有限，所以银行在经济萧条时会

压缩信贷，并将损失归咎于经济环境而非评估能力不

足。所以，信贷政策一般会随资产价格波动而变化，

上涨或下跌均是如此，尤其是在银行竞争充分的地区。

理论与实际

这是理论。而实际上，信贷供应对推动资产价格

超过其基本价值以至于产生资产泡沫，具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毕竟，资产价格暴涨暴跌都主要取决于经济

基本面或信心，经济基本面好的国家信贷较为宽松，

这也使决策者难于对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及信贷扩张作

出反应。提高利率或限制信贷规模增长可能不利于资

产价格反应积极的基本面。但信贷供应过于宽松可能

会导致资产价格超过基本面，最终为泡沫破裂埋下隐

患。

例如，过去 10 年中住房价格上涨部分原因在于人

们普遍相信住房会不断升值。这也使银行认为他们的

抵押贷款规模合理，使决策者更难提前判断住房贷款

是否过度或信贷是否过度扩张。同样，目前商品价格

暴涨的原因也有许多，一般情况会认为结构性转变史

无前例。现在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工业化推进，

全球气候变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这也

推动了美国耕地及商品价格上涨。

为更好地理解信贷供应对资产价格暴涨暴跌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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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一次，即 1900—1930 年美

国土地价格暴涨暴跌的过程，虽然时间上来说已经有

些遥远了。20 世纪初，美国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快

速工业化进程助推了世界商品价格暴涨。随着美国、

欧洲及世界大部分地区采用汽车等新技术产品，对橡

胶、石油及粮食的需求骤然上升（Blattman、Hwang
和 Williamson，2007 年；Yergin，1991 年）。正如今天，

世界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同样推动了美国耕地价格上

涨（见图）。

银行业繁荣

银行业在美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由于信贷

容易获得且成本较低，正如刚刚过去的这次住房价格

暴涨的情形一样。借款者只需首付 10%，向银行贷款

50%，余下的可以进行二次或次级抵押 。而还款是典

型的末期整付，也就是说贷款到期（即全部本金到期）

以前只付利息。只要再融资没有困难，借款者就不担

心第一次还款。由于地价长期上涨，贷款者并不担心

借款者的还款能力。因为即使他们没能力还贷，银行

可以轻而易举的出售作为抵押的土地。所以他们愿意

放贷：而每亩土地的抵押贷款在 1910—1920 年的 10
年间上涨了 135%。一战和俄国革命影响了商品供应，

尤其是小麦和石油，更加剧了全球不确定性，进一步

推高了土地及商品价格。

而一战很快结束，正如其爆发时一样。俄国新政

府由于急需硬通货，所以很快恢复了出口。欧洲在农

业生产恢复上的速度也比预期要快。所以，世界商品

价格在 1920 年时达到高峰之后，整个 20 年代都在下

滑，最终在大萧条时期崩盘。而美国耕地价格下跌轨

迹也非常类似。到距第一次高峰 20 多年的二战爆发之

前，价格再也没有上涨过。整个 20 年代，美国有 6000
多家银行破产，相当于 1920 年顶峰时期的 20%，这是

在大萧条之前的不景气情况。

根本不同

我们采用了县级层面的详细数据，包括耕地价格、

粮食种植亩数及当地银行体系结构。这种微观层面的

数据更有利于清晰地分析基本面，即本县种植粮食的

普遍价值、土地的附加值以及本地银行竞争中的贷款

条件，找到了信贷供应决定资产价格的双重作用本质。

经济繁荣时期，信贷供应确实有利于土地价格反
映经济基本面。有银行及信贷的地区，土地价格更能

反映经济基本面——通过这个县每种粮食的种植亩数

与七种粮食世界价格变化的指数来衡量。此外，由于

土地购买属于大笔开支，贷款能促使土地有效分配，

产出多的农民更容易获得贷款，购 买更多土地。

但是也有证据表明，银行分布较多的地区 ，尤其

是银行间竞争激烈的地区，土地价格越来越与经济基

本面不一致 ( 至少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这

符合另一个观点，即信贷扩张的环境中，银行不会因

担心遭受损失或在有竞争力的地区失去市场份额，而

放弃不良贷款或停止发放新贷。所以，银行间的激烈

竞争可以导致信贷过度扩张，放大对资产价格的冲击。

尽管我们选取的数据相对具体，但是我们可以控

制一些对土地价格及银行位置起决定作用的地理及人

口统计变量，论据选取一些能反映银行竞争与土地价

格间其他关系的统计相关。例如，银行数量也许可以

反映每亩粮食价值、商品价格震荡幅度或其他可观察

量所不能反映的基本面。

更令人信服的论据

但是，19 世纪 20 年代的信贷市场一个有趣的特

点是信贷政策对土地价格有独立的作用，这为我们提

供了更令人信服的论据。20 世纪早期，美国禁止跨州

银行贷款。如果银行数量反映与土地相关的经济基本

面，那么无论是在同一州还是不同州的邻县的银行数

量，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这个县的土地价格。位于

不同州的两个邻县经济基本面一般较为相似。

但是如果银行数量能反映信贷供应，与这个县处

于同一州内的邻县的银行（因为此时可以跨县贷款）

较位于不同州内的邻县的银行数量更能影响这个州的

土地价格（因为此时不能跨县贷款）。

同样，两个不同县的土地价格差距应与这两个县

银行数量差距呈正相关，但如果是分处于两个不同州

的县，这种正相关更为明显，因为银行不能跨州放贷，

所以两个县的土地价格无法趋同。对于以上结论，我

们有充足的论据证明，信贷供应的确可以影响资产价

格，且影响作用甚至大于经济基本面本身的变化。

跨州间银行监管的不同也会决定银行与价格间的

20世纪20年代银行破产率最高的地区恰恰是那些当时银行数量最多及一战

时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最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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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是否会反映信贷供应或一些不可衡量的因素。有

些州有存款保险体系。一些著名的论断表明，设计不

合理的存款保险体系可能错误诱导银行为高风险的投

资提供资金，且信贷发放范围比授权的范围更广。尤

其是一些银行是在存款保险制度下运作且面临着激烈

的竞争。与这些观点一致，数据显示在繁荣时期，如

果一个县所在的州有存款保险体系，信贷供应会比没

有存款保险体系的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更为明显。银行

与土地价格的关系在不同的存款保险体系下，差别也

非常明显，尤其是对于一个位于由存款保险体系的州

的县与一个没有存款体系的州的邻县来说，虽然大家

认为这两个县的经济特征相同且种植的粮食作物基本

相同。

商品价格崩盘

一战后，世界商品价格崩盘对银行体系总体造成

了严重破坏。但 20 世纪 20 年代银行破产率最高的地

区恰恰是那些当时银行数量最多及一战时粮食价格上

涨幅度最大的地区。当然，信贷供应对促进经济繁荣

的重要性并不代表其一定会推动泡沫破裂。实际上信

贷容易获得的地区对泡沫破裂有缓冲作用。但泡沫破

裂前信贷供应量大的地区，因为资产价格以及相关借

贷增长幅度很大，所以银行破产数量显然更多（主要

来自耕地借贷的损失）。总之，这些结果表明，由于银

行间竞争导致的信贷供应，可能放大了商品价格波动
对土地价格及借贷的影响。一旦繁荣时期短暂结束，

信贷供应量大的地区由于信贷规模增长可能导致更多

银行破产。

所以，事后来看，限制信贷可能会对防止损失有

很大作用。但监管者当时无法后视。而且，在繁荣时期，

如果要求整个国家都限制信贷未免过于简单。毕竟，

许多地区信贷供应有利于价格反映经济基本面。而且，

即使一战结束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欧洲恢复农业生

产的速度很快，俄国急切恢复出口，土地价格上涨的

的预期也是理性的。

另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信贷供应规模更大会

使金融体系和资产价格对所有基本面震荡更为敏感，

无论是短暂的还是永久性的。大胆的风险管理可以简

单理解为逆周期调整。如果一些地区可以预见经济基

本面会出现大幅度波动，则应对该地区使用更有针对

性的监管工具。

这种解释的必然结果是，大胆的风险管理要求对

整个银行体系仔细监测，包括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对 
冲基金和发放信贷的非银行金融公司。回顾 20 世纪

20 年代的资料可以看到，1920 年繁荣时期监管者对土

地价格上涨及银行竞争范围认识了解非常有限。即使

是 20 世纪 20 年代银行系统崩盘时期，银行破产信息

也相对较少，美国只有一些国家及州银行的监管者有

所了解。例如，当时的一个研究表明，监管者要从美

国一个地区一些抽样银行中收集数据就需要一年的时

间（Upham 和 Lamke，1934 年）。信息匮乏也可能是

决策失误的一个原因，例如，鼓励快速出售破产银行

资产，可能反过来打击土地价格，加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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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剖析信用危机：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业用

地价格的泡沫与崩溃”，可在以下网址获取本文：http://

faculty.chicagobooth.edu/raghuram.rajan/research/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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