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輪全球量化寬鬆會帶來大通脹嗎？
經濟研究員 丁孟

為應對新冠疫情，美聯儲 3 月 23 日推出無限量量化寬鬆，包括歐洲央行、

英國央行、日本央行在內的全球主要央行也紛紛推出或加碼量化寬鬆。美聯儲

上一輪為應對 2008 年金融危機而推出量化寬鬆時市場的猜測再次浮現，即本輪

全球化的量化寬鬆政策會否帶來全球大通脹。

不同於 2008 年金融危機，由於本輪疫情帶來對全球產業鏈分工和部分國家

產能的破壞，全球經濟總產出將出現明顯下滑，更多貨幣追逐更少商品的情況

出現的概率明顯提高，全球通脹大幅提升的風險上升。通脹提高恐將導致利率

重估開始，帶來全球金融市場價格的大幅調整，並限制央行為經濟和金融市場

提供政策支持的能力，其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值得警惕。

一、經典理論與現實世界的差異
       

在經濟理論假設下，量化寬鬆必然帶來全球大通脹：貨幣經濟學方程式：

MV=PQ，即經濟中的貨幣量乘以貨幣流通速度恒等於經濟中的商品量乘以商品

價格。假設經濟中的產出和貨幣流通速度不變，則經濟中的貨幣量與商品價格

之間具有嚴格的對應關係，即貨幣“注水”必然帶來商品價格上升。  

但現實經濟中，理論假設至少有如下幾條是不成立的：由於經濟中出現結構性

調整，貨幣流通速度可能放慢，或者經濟中的產出可能增加，這兩者都會導致

即使經濟中貨幣量增加，但是商品價格不會大幅上升，並甚至可能下跌。

此外，上述貨幣經濟學方程式中對於貨幣和商品的定義與現實生活中的認

知是不同的：首先，在全球化的條件下，不是所有的貨幣都可以認為是 MV=PQ

恒等式中的貨幣，因為在公式中匯率問題被抽象掉了，例如，日本央行早在

2001 年就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堪稱量化寬鬆的“始祖”，但其經濟反而持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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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縮的風險，也未明顯向全球輸出任何通脹，除了經濟運行本身的變化之外，

日圓並非世界貨幣也是重要原因，美元在全球交易中的計價貨幣地位意味著從全

球市場衡量，日圓的超發會被日圓的貶值部分抵銷掉，日圓超發只會在其本國內

的不可貿易部門引起通脹問題；同樣，歐元區在歐債危機期間推出量化寬鬆政策，

由於政策及市場變動導致歐元對美元匯率從 1.4 附近下跌至最低 1.04，因此，即

使經濟體量如歐元區，其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大也不會直接起到等比例增發貨幣的

效果。

上述可貿易和不可貿易部門的劃分引出了公式定義中第二個關於理論和現

實的不同，即恒等式中的商品是所有商品的抽象，但現實中可能是某些可貿易商

品由於全球化提升了產量，從而價格不變，但是不可貿易品受到本國貨幣超發影

響價格上漲。此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房價，由於中國資本帳戶不完全開放，

2014 年之前數年間通過外匯佔款增加被動釋放的人民幣流動性幾乎不對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產生影響，絕大部分超發的人民幣流入國內不可貿易部門，中國地產

市場幾乎可以被認為是完全不可貿易市場，並且其供給受制於土地供應，超量貨

幣使房價變成了民間所稱的中國通脹“蓄水池”。

理論和現實的差異有助於解釋為什麼 2008 年金融危機後的全球量化寬鬆並

沒有帶來全球通脹，以及本次基於疫情衝擊而進行的全球“放水”對通脹的影響

為什麼會不同。

二、歐元、日圓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調整使得美國之外
主要央行的量化寬鬆對於全球通脹的影響很有限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儘管歐洲央行、英國央行和日本央行推出了史無前

例的量化寬鬆，但是由於匯率變動影響，對於全球通脹的影響很有限。例如，歐

債危機期間，儘管歐洲央行推出類似資產購買的計劃，但歐元兌美元匯率從最高

的 1.4 下跌至最低的 1.04，跌幅超過 25%，歐元兌換成等量美元在可貿易部門

中對於國際範圍內的通脹推升大大受限；同樣美元兌日圓匯率從最低 75 上漲至

125，升幅超過 60%，限制了日本央行多輪量化寬鬆對於全球通脹的效果；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在 2014 年後貶值幅度同樣超過 10%，足以稀釋中國擴大對外開放

後釋出的人民幣增發量對於全球可貿易商品價格的衝擊。

在目前全球外匯市場匯率形成機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的情況下，量化寬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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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BOCHK Research

圖 2：美國存款機構超額準備金

通脹影響的簡化分析可以落到美聯儲歷次擴大資產負債表帶來美元流動性上升的

影響上。

三、全球化帶來可貿易部門產出量擴大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
是上一輪全球量化寬鬆未能帶來大通脹的主要原因

以美元角度看，在恒等式

的貨幣量即 MV 一端，美聯儲

上一輪為應對 2008 年金融危

機推出的量化寬鬆政策帶來其

資產負債表的擴張，但同時，

以 M2 口徑衡量的美國貨幣乘

數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出

現了結構性的下降（見圖 1）。

美國商業銀行超額儲備的上升

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反映 2008

年金融危機後美國金融體系貨

幣創造速度減緩（見圖 2），

即美國經濟並沒有全額吸納美

聯儲通過量化寬鬆政策創造的流動性。上述原因有經濟從危機中復甦速度慢、銀

行與經濟部門謹慎程度提高和市場存在套利機會等多種原因，從本輪新冠疫情導

致的經濟危機來看，這些情況有很大概率重複發生，這意味著超量流動性不會在

短時間內以等比例造成全球大通脹。

但在等式的另一端，預

計情況將有很大不同，是本輪

全球量化寬鬆可能導致通脹上

升的主因。2008 年金融危機

之後，中國推出 4 萬億元經濟

刺激方案，並迅速擴大經濟中

的產能（也導致後續的去過剩

產能問題）；另一方面，在經

濟全球化下，中國擴大的產能

在全球較為迅速地輸出，再加

資料來源：Wind、BOCHK Research

圖 1：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與 M2 貨幣流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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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產業鏈的全球佈局意味著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的效率更高，產出更大，因此

PQ 中的 Q 實際上是在擴大的，從而一定量的 M 提高並不必然導致 P 提高。

最後需要指出的因素是美

國頁岩油革命帶來的全球能源

價格的調整。前文中提到，對

於 PQ 而言，實際上是多種商品

抽象成了一種商品，但在全球

可貿易商品中每種商品的權重

是不同的，佔據最重要影響力

單一產品堪稱原油。美國頁岩

油開採使美國由原油淨進口國

變成原油淨出口國，全球範圍

內的原油產量過剩直到 OPEC+ 達成限產協定才得以緩和，期間，美國近月原油

期貨價格的波動中樞從 95 美元左右下降至 50 美元附近。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全球油價大幅下挫期間，美國 CPI 同比增速和以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為代表

的原油價格之間的相關性高達 0.7，同期美國進口價格指數同比變動與油價之間

相關性超過 0.8，油價變動在上述期間內解釋了大部分的美國通脹變動。與此同

時發生的還有中國的去過剩產能和去槓桿，由於中國在大宗商品市場上的巨大需

求量（見表 1），其需求下降對於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疫情給全球產業鏈帶來的負面衝擊意味著本輪全球央行
量化寬鬆後全球經濟面臨的通脹壓力顯著大於 2008 年金融危機後

本輪全球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與 2008 年金融危機最大的不同是對於供給一

端的影響：

首先，相比 2008年金融危機時，全球產業鏈的整合更加密切。截至 2018年，

全球貿易量中的 70% 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間品。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

重要性日益提高，根據 WTO 的報告，相比 2000 年，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亞

太地區最大的產業鏈主導國。

因此，從中國疫情爆發開始，全球產業鏈就受到嚴重衝擊，中國公佈的 1 月

和 2 月合計進出口數據顯示，作為產業鏈整合較為明顯的外貿分項，機電產品，

資料來源：Bloomberg、BOCHK Research

表 1：中國的大宗商品消費量佔全球大宗商品消費量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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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口和出口分別下滑 7.6% 和 16.2%，3 月機電產品出口繼續同比下滑 9%。

隨著疫情蔓延，全球產業鏈所受的負面衝擊更加明顯。以汽車行業為例，疫

情初期對中國影響較大，使得全球汽車零部件供應受阻。湖北作為中國重要的汽

車及零部件製造中心之一，產量佔中國總產量的約 10%。在此次疫情中，其工人

返崗和工廠復工均一再延遲，導致包括韓國現代、韓國雙龍，以及日本日產汽車

等在內的多家廠商暫停部分整車工廠的生產。隨著疫情在歐洲迅速蔓延擴散，導

致汽車整車製造受到較大影響。大眾、雷諾、富豪、福特、克萊斯勒等車企紛紛

關閉其位於意大利、西班牙和匈牙利的超過 70 座汽車整車工廠。儘管中國疫情

防控已取得階段性勝利，汽車零部件供應逐漸恢復，但受到歐洲疫情的影響，全

球汽車生產仍面臨困境。

其次，以整體工業生產衡量，由

於全球各國都實行了不同程度的封城

令，各國生產也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停

滯（見表 2），加大了本國工業品價格

上升的風險。

再次，由於未來疫情可能衝擊缺

少醫療資源的農產品出口國，加上不利於農產品生產的自然因素影響，農產品價

格同樣面臨較大上升壓力。

最後，儘管同樣是油價下跌，本輪油價下跌更多來自對於需求遠小於供給的

擔憂，而不是像 2014 年由於新的原油開採技術帶來的原油產量提高。所導致的

結果是 20 美元每桶的原油價格將使得許多美國頁岩油生產商虧損，近期美國已

經出現一例頁岩油生產商破產案例，大型油服企業也面臨倒閉或裁員的威脅，延

長的油價下跌一方面通過統計的低基數效應可能導致一年後 CPI 統計被動上升，

更重要的是，油企關閉對於未來產能將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增加由於成本推動

型導致通脹上升的風險。

綜合前述分析，本輪疫情對於供給端的負面衝擊大於 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

加上各國的量化寬鬆力度史無前例，未來出現更多貨幣追逐更少商品的風險大大

提高，儘管短期內油價下跌和菲利普斯曲線的替代關係（大量失業對應低通脹）

意味著通脹飆升的風險小，但是中期通脹的風險或會高於前次美聯儲量化寬鬆時

期（2008 年 -2014 年）。

資料來源：Bloomberg、BOCHK Research

表 2：各國疫情開始大規模爆發月份製造業 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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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global quantitative easing (QE) lead to 
high inflation this time?

Ding Meng, Economist

In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the Federal Reserve launched unlimited quantitative 
easing on March 23. Other central banks, including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Bank of Japan, also launched or added QE. Will this round of globalized 
quantitative easing cause higher global inflation?

Unlike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has disrupted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damaged some countries’ industrial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total output of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decline significantly. QE will lead to more currencies chasing fewer goods in this environment. 
Hence, the risk of a sharp increase in global inflation is rising.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ory and the real world means QE 
does not necessarily bring higher inflation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economic theory, quantitative easing will inevitably bring global 
inflation higher. According to the monetary economics equation: MV = PQ, the amount of currency 
in the economy times the speed of currency circulation is always equal to the amount of goods in 
the economy times the prices of goods. Assuming that the output and speed of currency circulation 
in the economy remain the same for a short time period, then there will b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money printed in the economy and the price of commodities. Therefore, QE, 
which creates more money, will inevitably bring the price of goods up.

But in the real world, things are different: 
1. The currency circulation rate may slow down. 
2. The output in the economy may increase. 
In both situations, even if the amount of money in the economy increases, goods prices may not 

rise sharply accordingly.
3. the definitions of currencies and goods in monetary economic equa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real world. First, in the real world, not all currencies can be considered as having 
the same purchasing power. For example, the Bank of Japan launched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 
as early as 2001, but it has not clearly exported any inflation to the world. Yen’s over-supply was 
partially offset by its depreciation vs US do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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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helps to explain why global quantitative easing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did not bring about global inflation, and why this time the inflation scenario 
will be different.

2. The adjustment of exchange rates in the euro and yen vs the US dollar 
makes other central banks’ quantitative easing to have limited impact on 

global inflation compared with the US

Although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Bank of Japan introduced 
unprecedented quantitative easing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effect of these QEs on global 
inflation were limited due to the adjustment of exchange rates of these countries’ currency vs the US 
dollar. For example, although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launched a similar asset purchase program 
during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euro vs US dollar fell from a high of 1.4 to a 
low of 1.04, a decline of more than 25%. The purchase power of euro fell significantly; Similarly, the 
dollar-yen exchange rate has risen from 75 to 125,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60%, limiting the effect 
of multiple rounds of quantitative easing by the Bank of Japan on global inflation.

In the absence of major changes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the only QE that can cause 
significant inflation pressure globally is Fed’s quantitative easing.

3. The main reasons why QE from the Fed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failed to bring higher inflation lay on structural decline in the U.S. currency 

multipli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sharp fall of oil price

The Fed’s quantitative 
easing in response to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led 
to a large expansion of its 
balance shee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a 
structural decline in the 
U.S. currency multiplier 
measured by M2 af 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see Figure 1). The rise 
in excess reserves of US 
commercial banks can 
reflect the slowdown in the 
rate of currency creation Source: Wind, BOCHK Research

Figure 1: Fed balance sheet and speed of currency (M2)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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