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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股80年代的股市图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美国80
年代的股市，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美股80年代的股市图的一些知识，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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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十二年大牛市，怎么解释？

美股连续12年的大牛市，怎么解释？

美股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走出了连续12年的大牛市，终结于美国2020年一季
度暴发的新冠疫情。美股走出12年大牛市，主要是三方面因素。

一，美联储量化宽松，充裕的流动性支持，这是最主要因素。

下图是过去60年美元利率走势，长期走低的态势极其明显：

可以看到，自美联储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以来，美国联
邦基本利率长期处于历史性低位。美国的低利率导致流动性泛滥，如此大量的流动
性在美国国内只有两个市场可去，一是美国股票市场，二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是不
是和A股很像？不同之处在于，美股吸引流动性的占比更高一些。

现代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缓慢地（或者说爬行地）通货膨胀是最有利于经济增
长的（我，廷加个人对这一理论存疑）。美联储认为，2%的通货膨胀率是最佳的
。于是美联储的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追求2%通胀率。

因此，美国人同样和中国人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避免财富贬值。美股和美国
房地产市场承担了最主要的美国人财富仓库的作用。

美国长期低利率带来的流动性泛滥，与之伴生的财富保值要求，都需要由美股承担
。这是美股12年大牛市的最主要因素。

二，美国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是美股12年大牛市的次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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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高度现代化的经济体，在公司治理中，所有权和管理权是高度分离的。绝
大多数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美股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被职业经理人
掌握。股东为了激励职业经理人努力工作，往往把股价甚至为考核目标。

职业经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动力想方设法推高公司的股价（当然这在大多数时
间也是符合股东利益的）。股票回购就是推高股价的一个重要方法。

美国作为一个高度成熟的经济体，上市公司并没有多少好机会扩大生产、投资。于
是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会选择在现金充沛、没有更好用途的时候回购股票。许多美股
上市公司为了避免分红派息而缴税，也乐于采用股票回购的方式反馈股东。

三，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美股12年大牛市的重要前提。

美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之前，显示出非常良好的基本面。这是美国高度发达的科技、
灵活的市场制度、美元霸权地位共同决定的。这是美股12年大牛市的经济基本面支
撑。

当然，按照“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一理论，美国经济强劲的基本面支持美股上
涨，但是无法支持如此大的幅度。

总结：美股12年大牛市主要因素是美联储的低利率，次要因素是股票回购，背景
因素是美国经济良好的基本面。

1929年美股熊市跌去了90%的市值，今年开启的这轮美股熊市会接近这
个水平吗？

每天分享，希望带给大家美好！

未来是无法预测的，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

1、1929年，在世界贸易中，美国的份额超过英国，居世界首位，资本输出额仅次
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但在浮华背后，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市场的供需关系已
经出现严重失衡，因而股市下跌。

2、由于市场萎缩，大量工厂倒闭，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人心惶惶，大量股票
持有者都抛售股票，结果所有股票都成垃圾了，只有卖家而没有买家。

3、证券市场出现了畸形发展，从投资到投机，市场泡沫越来越多。缺乏监管的银
行却还在不断鼓励人们超前消费，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奢侈品，乃至抵押房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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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股票，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股市的投机行为，也使银行内部的不良资产不断堆积
。

从1929年起，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经济大危机。危机
首先在实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爆发，然后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扩展资料：

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表现：

（1）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危机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2%，其中美国下降40.6%，法国下降28
.4%，英国下降16%，日本下降8.4%。主要国家的生产退回到20世纪初或19世纪末
的水平。

（2）企业大批破产，工人大量失业，经济损失严重。

危机时期，倒闭的企业数，美国达14万家（另外还有近1万家银行），德国为6万
家，英国为3.2万家。资本主义世界的全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加上半失业者，则
达4000～4500万。

（3）世界商品市场急剧萎缩，关税战、贸易战加剧。

美国于1930年将应税进口商品平均税率提高到53.2%；英国从1932年起实行帝国
特惠制；德国限制进口量；法国实行进口配额制。结果，1929～1933年间资本主
义世界贸易额缩小2/3，退到1919年的水平。

大萧条源于股市的断崖式下跌

1929年3月，胡佛接替柯立芝成为美国总统。胡佛上台后继续柯立芝的政策，并对
经济形势一片乐观。

但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暴跌40个百分点，许多美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
财富化为乌有，毫无办法。在之后的两个星期内，美国股市持续下跌，300亿美元
人间蒸发，社会陷入一片恐慌。

因股票崩盘而自杀的美国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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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股市崩盘让美国人措手不及。由于分期付款和信贷消费使得许多美国人
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不得不抵押住房。另外银行挤兑成风，银行和企业纷纷破产，
失业率陡然增高，失业人口长期维持在1300万左右。

胡佛总统上任时许诺给美国人的美好愿景顷刻间化为泡影。失去住所的人们不得不
挤在临时搭建的窝棚中度日，甚至在大街和长凳上露宿。失业人口的增加又导致社
会治安的不稳定，美国黑帮盛行一时。愤怒的美国人将临时搭建的窝棚称为“胡佛
屋”，将乞讨的麻袋称为“胡佛袋”，将畜力车称为“胡佛车”。

胡佛屋

1929年-1933年，美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700多万，绝大多数是因为自杀和营养
不良。讽刺的是，美国农场主却把谷物大量焚烧，将大量牛奶倾注于密西西比河，
使其成为“银河”。

这样的美国陷入崩溃的边缘。

大萧条迅速波及全球

美国一咳嗽，全球都感冒，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萧条很快波及全球。

受影响最大的是德国。一战后的德国百废待兴，为了恢复经济和偿还赔款向美国借
了大笔贷款。而大萧条导致美国自顾不暇，严重依赖美国援助的德国生产陷入停顿
，近600万人失业，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贬值的德国马克

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也好不到哪去，股市暴跌，生产锐减，造成大量失
业人口，社会动荡不安。

但新兴的社会主义苏联却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国内工业产值稳步增长，综合国力迅
速提高。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政府干预经济发展，
再加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从而避免了大萧条。

政府干预经济力度加强和二战策源地的形成

苏联模式给了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大萧条的办法，那就是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
特别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蓝鹰计划”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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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出现了偏差。英国、法国和美国虽然
大大强化了政府权力，但由于经济底子好，没有走上集权道路。而国内市场匮乏的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却走上了法西斯集权道路，不得不通过对外战争来转嫁国内矛
盾，导致二战策源地的形成。

如今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牵一发则动全身，如果美国再次发生股市大崩盘，受
害的则是全世界，上次美国经济大萧条持续时间4年多，因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即便是经济学家也做不到预测未来，（事实上就是这样，能有这样的认知需要大量
的学习辩证，才能认同，这是本人的观点），本着这样的看法，所以我想告诉题主
，我们要做的不是预测，而是跟随，怎样跟随呢，就是跟随市场的走势，跟随它的
行情，所谓行情如山倒，并不是某一个人就能改变（即便是美国总统）跟随他的趋
势，不盲目预测，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股市最早什么时候建立的，哪一年

1790年美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费城证券交易所诞生，1792年纽约的24名经
纪人在华尔街11号共同组织了“纽约证券交易会”，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纽约
证券交易所”。

随着股票交易的发展，在1884年，美国的道和琼斯发明了反映股票行情变化的股
票价格指数雏形——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数。

美国股市历次崩盘

纽约1929大崩盘一个小时内，11个投机者自杀身亡。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

1929年大恐慌的第一天，也给人们烫上了关于股市崩盘的最深刻的烙印。

那天，换手的股票达到1289460纽约1929大崩盘书籍股，而且其中的许多股票售
价之低，足以导致其持有人的希望和美梦破灭。

但回头来看时，灾难的发生甚至是毫无征兆的。

开盘时，并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迹象，而且有一段时间股指还非常坚挺，但交
易量非常大。

突然，股价开始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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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1:00，股市陷入了疯狂，人们竞相抛盘。

到了11:30，股市已经完全听凭盲目无情的恐慌摆布，狂跌不止。

自杀风从那时起开始蔓延，一个小时内，就有11个知名的投机者自杀身亡。

随后的一段日子，纽约证券交易所迎来了自成立112年来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大
崩盘发生，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超过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

而那些活着的投机者，接下来的日子也是生不如死，小弗雷德·施维德在《客户的
游艇在哪里》讲述的1929年股市崩盘前后的一个故事，成为那一时期投机者的经典
写照。

一个投资者在1929年初的财产有750万美元，最初他还保持着理智，用其中的150
万购买了自由国债，然后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妻子，并且告诉她，那将是他们以后所
需的一切花销，如果万一有一天他再向她要回这些债券，一定不可以给他，因为那
时候他已经丧失理智了。

而在1929年底，那一天就来了。

他就向妻子开口了，说需要追加保证金来保护他投到股市上的另外600万美元。

他妻子刚开始拒绝了，但最终还是被他说服了。

故事的结局可想而知，他们以倾家荡产而告终。

实际上，这种遭遇不仅仅降临到普通的缺乏理智的投资者身上，即使是一些睿智的
经济学家也没有逃脱噩运。

20世纪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在此次危机中几近破产。

像其他人一样，凯恩斯也没有预料到1929年大崩盘，而且还低估了这次危机对美
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

凯恩斯积累的财富在1929年崩盘时受到重创，几乎变得两手空空。

后来凭借着敏锐的判断力，到1936年的时候，他靠投资股市把财富又增长到了50
万英镑以上(相当于现在4500万美金)。

                                    6 / 9



智行理财网
美股80年代的股市图，美国80年代的股市

但是在1938年的熊市中，他的资金又缩水了62%。

一直到他1946年去世，1929年的崩盘都是他心理上抹不掉的阴影。

尽管股市暴跌最初影响到的只是富人，但这些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群体，其成员掌
握着大部分消费收入，构成了最大部分的个人储蓄和投资来源。

因此，股市崩盘导致美国经济失去了由证券投资盈利形成的对支出的支撑。

股市崩盘以后，控股公司体系和投资信托的崩溃，大幅削弱了借贷能力和为投资筹
措资金的意愿，这迅速转化为订单的减少和失业的增加。

从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间，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从平均每股364.9美元
跌落到62.7美元，20种公用事业的股票的平均价格从141.9跌到28，20种铁路的股
票平均价格则从180美元跌到了28.1美元。

受股市影响，金融动荡也因泡沫的破灭而出现。

几千家银行倒闭、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门，1929～1933年短短的4年间出现了四次
银行恐慌。

尽管在泡沫崩溃的过程中，直接受到损失的人有限，但银行无法避免大量坏账的出
现，而银行系统的问题对所有人造成间接冲击。

大崩盘之后，随即发生了大萧条。

大萧条以不同以往的严重程度持续了10个年头。

从1929年9月繁荣的顶峰到1932年夏天大萧条的谷底，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81点跌
至36点，缩水90%，到1933年底，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还达不到1929年的1/
3。

实际产量直到1937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接着又迅速滑坡。

直到1941年，以美元计算的产值仍然低于1929年的水平。

1930～1940年期间，只有1937年全年平均失业人数少于800万。

1933年，大约有1300万人失业，几乎在4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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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股市崩盘彻底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一直到1954年，美国股市才恢
复到1929年的水平。

1987年大恐慌再临1987年10月19日，又是一段美国股民的黑色记忆，这一天美国
股市又一次大崩盘。

股市开盘，久违了半个世纪的恐怖重现。

仅3小时，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下跌508.32点，跌幅达22.62%。

这意味着持股者手中的股票一天之内即贬值了二成多，总计有5000亿美元消遁于
无形，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的财产瞬间蒸发了。

随即，恐慌波及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

10月19日当天，伦敦、东京、香港、巴黎、法兰克福、多伦多、悉尼、惠灵顿等
地的股市也纷纷告跌。

随后的一周内，恐慌加剧。

10月20日，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跌幅达14.9%，创下东京证券下跌最高纪录。

10月26日香港恒生指数狂泻1126点，跌幅达33.5%，创香港股市跌幅历史最高纪
录，将自1986年11月以来的全部收益统统吞没。

与此相呼应，东京、悉尼、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的股市也纷纷下跌。

于是亚洲股市崩溃的信息又回传欧美，导致欧美的股市下泻。

据统计，在从10月19日到26日8天内，因股市狂跌损失的财富高达2万亿美元之多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及间接损失总和3380亿美元的5.92倍。

美林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瓦赫特尔因此将10月19、26日的股市暴跌称之为“失控
的大屠杀”。

1987年10月股市暴跌，首先影响到的还是那些富人。

之前在9月15日《福布斯》杂志上公布的美国400名最富的人中，就有38人的名字
从榜上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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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当天，当时的世界头号首富萨姆·沃尔顿就损失了21亿美元，丢掉了首富
的位置。

更悲惨的是那些将自己一生积蓄投入股市的普通民众，他们本来期望借着股市的牛
气，赚一些养老的钱，结果一天功夫一生的积蓄便在跌落的股价之中消失得无影无
踪。

股市的震荡刚刚有所缓解，社会经济生活又陷入了恐慌的波动之中。

银行破产、工厂关闭、企业大量裁员，1929年发生的悲剧再度重演。

比1929年幸运的是，当时美国经济保持着比较高速的增长，股市崩盘并没有导致
整体的经济危机。

但股灾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仍然巨大，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经济的一段长时间的停滞。

关于美股80年代的股市图和美国80年代的股市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
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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