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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政府重视股市为什么美联储维持低利率，美国
股市大涨？-股识吧

一、全球定量宽松，美国为什么反而要加息

美国量化宽松退出的路径还是比较清楚的，主要可以分为预期退出和实际退出两步
。
伯南克从去年的5月22日宣布退出量宽，因为大家都没有预料到，所以情况比较乱
，新兴市场大调整，或者货币贬值，或者股市下跌，导致去年经济增长比较糟糕。
到了今年1月，美国按部就班以10个月为期退出量宽，这是第二。
加息是肯定的，因为美国经济要走向健康，它必须升息，维持了四年的超低利率，
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除了大萧条外，基本没有过，它隐藏着一种通胀的风险
。
不过，在我看来，美国要想利率上升，可能还需要时间，美国经济向好，量化宽松
可以退出，但退出不等于马上加息，加息的时间点很可能在明年下半年。

二、为什么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对于全球股市影响巨大

主权信用评级是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的对一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履行偿债责任的信用意
愿与信用能力的评判，评判还会对金融体质改革、国企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所
招承德财政负担进行分析，然后评级。
又因为被标普（国际公认的三大评级机构之一）降级，整体实力上就有所下降，美
国又是最大的债务国，中英等国都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而且美元还与黄金挂钩，
从而造成全球股市暴跌。
&nbsp；
&nbsp；
呵呵，应该是这样吧.......

三、中国互联网企业为什么都去美国上市？咱们不是也有股票市
场吗？

国情因素，中国上市公司讲求业绩，上市门槛高，申请比较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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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才不管你业绩怎样，只要你的公司他认为有发展前景，特别是高科技行业，
他就允许你上市。

四、为什么美联储维持低利率，美国股市大涨？

1.很简单啊，维持低利率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在被三大评级机构下调评级的前提
下，还是维持之前的一个利率政策，美国政府是在给美国民众表明一个态度，美国
的经济不是全球所看到的这么差劲，那美股必然要有所反弹。
2.还是同样的道理，美国维持低利率不是一天两天了，日元、瑞郎毕竟是商品货币
，而现在除了黄金能避险外，没办法，总不能存银行，大多数人还是会寄托于美元
会有所表现。

五、为什么债务危机使美元贬值？为什么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使
美元贬值，美国股市上涨？

贬值是多方因素造成的：美元的涨跌与美元的需求供给相关。
对美元需求量上升时，美元就会涨。
反之降，预期美国政府会发行新国债，就要购买，购买需要美元，对美元需求上升
。
危机导致，国债发行受阻，从而减弱对美元购买国债的预期，抛售美元，美元贬值
。
同时因为美元资产看贬，大量避险资金会从美元资产转移，流入黄金或者其它货币
，造成美元贬值。
量化宽松是因为，商品供给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增加。
造成美元结算的商品价格上涨，使美元购买力下降，就贬值了。
股市上涨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量化宽松提供的货币，可以给美国上市公司提供充
足现金流，提高其经营能力，预期股权收益率上升，人们就愿意买股票，股票就会
上涨。
二是，一部分资金量化宽松的资金不看好实体经济，寻求避险，就流入了股市，股
票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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