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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基于宏微观结合的视角，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

率影响债券违约的机制，并基于我国 Ａ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进而实证检验

了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的影响。 研究发现，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显

著影响了债券违约发生概率，在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债券违约概率显著增加，全要素生产率

越高的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越小。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周期对周期性行

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债券违约具有更高的平均边际影响。 本文的政策启示为：要平衡好

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避免采取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在金融周期顶部期要采取以

时间换空间的稳杠杆政策；要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加大对科技研发特别是基

础研究平台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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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 １９８３ 年企业债发行启动以来，我国债券市场长足发展，短期融资债券、公司债、中期票据等

债券融资种类相继发行，债券融资逐渐成为我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之一。 根据万得（Ｗｉｎｄ）数据

统计，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我国债券市场存续规模已达 ８５ ７４ 万亿元，占当年 ＧＤＰ 的 ９３ ２７％ ，远超股

票融资规模。 整体来看，债券融资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对改善我国企

业外部融资环境、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及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方面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

用。 长期以来，为避免债券违约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对于存在兑付危机的债券，我国政

府一直采取在银行、债券承销商和财政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并通过银行代偿、承销商垫付以及财政

拨款等方式来解决，这种隐性的政府“兜底”行为长期掩盖了存在于债券市场的兑付风险（窦鹏娟，
２０１６） ［１］。 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债券种类的创新，近年来债券兑付危机事件频发，实质性

违约事件屡创新高。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上海超日太阳宣布其发行的债券“１１ 超日债”无法按期全额支付利息，成为

我国首例实质性违约的公司债券。 “１１ 超日债”的违约打破了我国债券市场长达 ３０ 年零违约的局

面，标志着债券市场“刚性兑付”的终结（吴育辉等，２０１７） ［２］。 此后，违约债券种类逐渐从公司债券

扩展到所有债券类型并逐渐“常态化”。 根据万得数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底，我国债券市场

发生实质性违约债券达 ３９４ 只，涉及债券发行金额 ２５８０ ３８ 亿元，其中仅 ２０１８ 年违约债券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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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只，涉及债券金额 １２３１ ３５ 亿元。 不断增加的信用违约事件表明债券市场的兑付风险正呈现

扩大之势，不仅给债券投资者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损失，且因为债券违约所带来的信用风险还会通

过银行系统传染到整个金融市场，影响整个金融市场资金链的稳定，并造成银行、信托等机构的

不良率上升，甚至会引发融资环境紧张，进而对整个实体经济运转产生负面影响 （ Ｌｅｉｔｎｅｒ，
２００５） ［３］ 。 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攻坚战”之首，凸显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目前债券市场的“违约潮”正是我国金融市场上的主要风险之一。 因此，研
究影响债券违约的主要因素，不仅可以帮助债券投资者有效规避风险，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管控

宏观金融风险。
现有关于公司债务违约的研究主要从公司财务指标（Ｂｅａｖｅｒ，１９６６［４］；Ａｌｔｍａｎ，１９６８［５］；吴世农

和卢贤义，２００１［６］）方面进行考察，多关注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等财务比率对债务违

约的影响。 财务指标确实是影响公司债务违约的主要因素，但债务违约同样会受到整个宏观经济

金融环境以及公司基本面的影响，以往文献在此方面的理论引入还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金融

周期理论是近年来兴起的重要宏观经济理论，已有研究表明金融周期对金融危机等金融风险的发

生概率有重要的影响（李雪松和罗朝阳，２０１９） ［７］。 本文在此提出，金融周期同样会对微观企业债

券违约概率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理论设想，并在理论机制和实证上对此加以分析和验证。 全要素生

产率是反映企业基本面以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理应具有更强的风险

抵御能力。 因此，本文提出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影响债券违约重要因素之一的理论设想，并以中国非

金融类 Ａ 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间发生实质性违约以及虽未发生违约但到期的债券

为研究对象，将债券个体特征、上市公司数据以及金融周期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金融周期和

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的影响。 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和债券违约概率显著正相关，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债券违约概率显著负相关。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第一，本文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影

响债券违约的理论设想，并在理论机制和实证研究上对这一设想进行了机制分析和验证，从宏观与

微观两个层面系统探讨了金融因素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素对债券违约的影响，对当前宏观经济

因素特别是金融因素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第二，债券在金融周期顶部发生违

约的概率较其他时期增加了 ０ ８７％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其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

减小约 １ ５％ ，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债券违约概率的定量结果，为统筹做好金融风险防范

化解工作提供了学理支撑。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债务违约的影响因素

在研究公司债务违约问题时，一个相关且重要的议题是公司债务违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在

当前债务违约事件日渐增多且国内相关研究相对匮乏的情况下，针对这一议题的探讨显得尤为

重要。
在研究方法上，Ｂｅａｖｅｒ（１９６６） ［４］ 基于单因素判别法研究了公司违约现象，发现现金比率、总

资产收益率、资本周转率以及现金流量比与债务违约概率负相关，而资产负债率与债务违约概

率正相关；Ａｌｔｍａｎ（１９６８） ［５］ 研究了企业债务违约现象，发现在预测企业债务违约方面多因素判

别式分析法具有更高的准确率；Ｏｈｌｓｏｎ（１９８０） ［８］ 基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研究发现，资产规模越大、收入

增速越快以及营业资金越充足的企业发生破产的概率越小，而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发生破产的概

率越大；Ｈｕｆｆｍａｎ 和 Ｗａｒｄ（１９９６） ［９］ 同样基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研究发现资产增速过快、收益率低以及抵

押资产过多的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越大；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和 Ｇｕｃｈｔ（１９９９） ［１０］ 基于久期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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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发现，债券评级和债券违约概率显著负相关，债券票面利率与债券违约概率显著正相

关，而债券发行规模、发行时间以及债券期限与债券违约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Ｇｉｅｓｅｃｋｅ 等

（２０１２） ［１１］ 基于区制转换模型研究了美国 １８６６—２００８ 年的债务违约率问题，发现经济金融变

量可以有效解释美国公司债券违约，股票收益率和 ＧＤＰ 增长率与债券违约率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
一般而言，治理结构、财务信息等公司个体信息以及债券个体信息是评价债务状况的重要参考

指标，有助于解释债务违约现象。 吴世农和卢贤义（２００１） ［６］ 选取 ７０ 家财务困境公司和 ７０ 家财务

正常公司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在财务困境发生前一到两年，多达 １６ 个指标对于财务困境具有预

测能力，其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别成功率最高，Ｌｏｇｉｔ 模型预测误判率最低；Ｂｅｃｃｈｅｔｔｉ 和 Ｓｉｅｒｒａ
（２００３） ［１２］研究了意大利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破产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越高

的企业发生破产的风险越小；叶志锋和胡玉明（２００９） ［１３］研究了企业盈余管理与企业债务违约率之

间的关系，发现进行现金流量操纵的企业债务违约率相对较高；陈德球等（２０１３） ［１４］ 检验了企业

破产所承担的社会成本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发现企业的债务成本会通过降低银行的筛选标

准和银行对企业担保的要求，导致企业道德风险提升，并增加企业债务违约的概率；钟辉勇等

（２０１６） ［１５］考察了城投债名义担保和政府隐性担保以及债券评级对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结果表

明政府担保并不能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同时债券评级也不能反映债券的违约风险；许浩然和荆新

（２０１６） ［１６］基于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对债务违约的影响，发现社会关

系网络强度和公司债务违约概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社会关系网络越强，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概

率越低；林晚发等（２０１９） ［１７］研究了承销商评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发现承销商评级与

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呈负相关关系，高评级的承销商能够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降低债券的违约风

险。
除了公司以及债券个体信息以外，外部因素也可能对公司债务违约产生重要的影响。 Ｄｕｆｆｉｅ

等（２００７） ［１８］研究了公司特定财务指标和宏观经济变量对公司破产违约的影响，发现股票回报

率、国库券利率和标普 ５００ 指数年回报率可以有效预测公司破产、违约事件；Ｇａｔｔｉ 等（２０１０） ［１９］ 发

现企业间的借贷关系会随着合作伙伴的选择而内生性的发生变化，当经济体系中存在负向冲击

时，高资产负债率企业的违约风险会传导至与其存在借贷关系的其他企业，间接地增加其他企业

违约甚至破产清算的概率；Ｒｉｃｃｅｔｔｉ 等（２０１６） ［２０］将股票市场加入到金融加速器理论模型中，发现

企业利润率降低会拉低企业在股票市场的价值，导致银行提升贷款利率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并进

一步降低企业投资生产意愿，从而缩短企业的违约距离，增加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王永钦等

（２０１６） ［２１］研究了 Ｍ２ 同比增速、实际有效汇率等外生冲击对地方政府城投债违约价差的影响，
发现 Ｍ２ 同比增速与实际有效汇率对城投债违约价差均有显著的影响；姚红宇和施展（２０１８） ［２２］

基于我国信用债样本构建了包含企业属性和地方经济环境指标的预测模型，发现传统的财务指

标对债券违约风险存在解释不足问题，地方经济状况指标可以显著提升对债券违约风险的解释

能力。
上述文献从公司特征、债券特征以及外部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研究了债务违约问题，极大地丰富

了债务违约的相关研究，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之处：第一，虽然债券违约是债务违约的

一种，但债券有别于一般债务具有其自身特有的特征，需要区别加以研究。 而上述研究多关注于企

业债务违约问题，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债券违约问题研究的不充分；第二，在宏观经济因素方面，上述

文献多关注 Ｍ２ 同比增速、股票市场回报率等对债券违约的影响，没有从金融周期视角来研究债券

违约，缺乏理论性意义；第三，在公司特征方面，上述文献多侧重于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等财务

指标对债券违约的影响，较少有文献从企业基本面的角度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的影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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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实质性债券违约数据欠缺的限制，鲜有研究关注我国债券实质性违约的影响因素，而越来越

多的实质性债券违约事件亟需从理论到实证进一步研究。 鉴于此，本文从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

率视角来探究外部因素和企业基本面特征对债券违约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的

不足之处。
２．金融周期与债券违约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因素在我国宏观经济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

了重要的支撑。 作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子系统，金融体系又有着其独特的运行规律———金融周期规

律，金融周期理论通过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中引入外生或内生信贷约束机制来研究外生冲击在

实体经济中的传播和放大机制。 根据金融周期理论，在信息不对称和金融摩擦的条件下，金融冲击

主要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银行中介机制和信贷约束机制传导到实体经济。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等（１９９６） ［２３］

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角度阐释了金融加速器机制，认为在金融摩擦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给

企业提供贷款时面临道德风险问题，需要根据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情况来确定放贷规模和价格。 当

经济系统存在负向冲击时，企业产出和资产价值下降，不断恶化企业资产负债表并限制企业的融资

能力和投资需求。 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会增加企业的违约风险和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银行因此

需要对贷款进行价格和规模上的限制，进而不断提升企业的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整个经济体系中

的投资和产出水平（Ｇｏｏｄｆｒｉｅｎｄ 和 ＭｃＣａｌｌｕｍ，２００７） ［２４］。 此外，由于经济冲击过程中价格水平的变

化，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费雪通缩效应”，当负向经济冲击来临，价格水平下降会加重企业的实际

债务负担，此时金融加速器效应和“费雪通缩效应”还会相互强化，冲击通过这种传导过程被放大

数倍（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 等，２０１０） ［２５］。
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出发，Ｓｈｉｌｌｅｒ（２０００） ［２６］认为金融市场具有无生产过程和财富即时兑现的

特点，更容易激发人们对财富的贪婪。 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投资者对未来的盲目乐观和过度

自信会激发“羊群效应”，导致大量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并使得金融市场的资本收益率高于实体经

济。 由于金融市场具有更高的资本收益率，大量原定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资金开始涌入金融市场，进
一步导致金融市场中“非理性繁荣”和实体经济中资金匮乏两种现象并存。 当经济系统受到负向

冲击时，投资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悲观，开始大量卖出金融资产并再次引发“羊群效应”，导致金融资

产价值大幅下跌。 最终，企业可用于抵押的金融资产价值严重缩水，进一步限制了企业在此阶段中

的融资能力。 此外，Ｇａｔｔｉ 等（２０１０） ［１９］研究发现，企业间的借贷关系会随着合作伙伴的选择而内生

性的发生变化，当经济体系中存在负向冲击时，高资产负债率企业的违约风险会传导至与其存在借

贷关系的其他企业，间接地增加其他企业违约甚至破产清算的概率。 Ｒｉｃｃｅｔｔｉ 等（２０１６） ［２０］ 将股票

市场加入到金融加速器理论模型中，发现企业利润率降低会拉低企业在股票市场的价值，导致银行

提升贷款利率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并进一步降低企业投资生产意愿，从而缩短企业的违约距离，增
加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在金融周期上升阶段，企业资产负债表逐步扩张，但由于宽松的信贷政策，
在此扩张阶段企业并不容易发生债务违约。 由于在金融周期上升阶段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当
金融周期到达顶点附近时，信贷紧缩政策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以及“费雪通缩效应”不断被放大和

传导。 不仅如此，信贷紧缩政策还会使得投资者对未来金融市场走向产生悲观预期，投资者大量卖

出金融资产并引发“羊群效应”，最终导致金融资产价值大幅下跌，企业的金融资产严重缩水。 因

此，信贷紧缩政策经过一系列传导，增加了企业的外部融资难度，限制了企业“借新还旧”的能力，
导致企业违约风险逐步增加，从而使得企业在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容易发生债务违约。 因此，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Ｈ１：在金融周期顶部区域更容易发生债券违约事件，即金融周期和债券违约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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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全要素生产率与债券违约

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的影响机制需要从研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出发。 对

于微观企业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企业基本面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２００７） ［２７］在梳理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认为，资源配置状况、人力资本水平、企业基础设施以及 Ｒ＆Ｄ
投入是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 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 ［２８］ 从资源错配的角度研究发

现，劳动和资本错配状况显著降低了中国工业企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当不存在资源错配时（相
对于美国企业），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获得额外 ３０％ ～ ５０％ 的增长。 夏良科

（２０１０） ［２９］以及 Ｂｌｏｏｍ 等（２０１３） ［３０］研究发现，Ｒ＆Ｄ 投入和企业间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 在人力资本方面，程惠芳和陆嘉俊（２０１４） ［３１］认为人力资本充裕的企业通常具有更

高的全要素生产率，Ｂｌｏｏｍ 和 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２００７） ［３２］ 以及薄文广等（２０１９） ［３３］ 研究发现拥有更高才

能企业家的企业也通常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量是多样的，涵盖资源错配、公司治理、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等

多个方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往往具有更优的资源配置状况、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拥有

更高的人力资本以及更优秀的企业管理者。 从成本角度分析，较低的资源错配程度以及使用更先

进的管理和设备可以提升资源的边际产出，显著降低企业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加商品在市场上的

竞争力，在面临财务困境时更容易将产品变现，从而降低债务违约概率。 从附加值角度分析，更
高的人力资本和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可以通过增加企业产品的附加值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
从而使企业有更充足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降低发生债务违约的风险。 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具
有更优秀管理才能的企业家能够洞察市场变化，合理安排企业投资以及生产状况，减小企业债务

和投资的期限错配程度，最终降低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风险。 不仅如此，全要素生产率更高的企

业更倾向于选择垂直一体化战略，增加企业的整体规模并提高其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能够为企

业债务提供担保而更不容易发生债务违约（Ｈｏｒｔａçｓｕ 和 Ｓｙｖ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７） ［３４］ 。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２：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更不容易发生债务违约，即全要素生产率和债券违约显著负相

关。

三、 研究设计

１．研究样本与数据处理

为了研究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的影响，本文以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

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以及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为研究对象。 本文将以上种类有价证券

统称为债券，并将债券违约定性为实质性违约，实质性债券违约指“未及时拨付兑付资金”，包括没

有及时兑付利息和本金两种情况。 由于债券只有在偿付利息或者到期时才会发生实质性违约，因
此本文所考察的样本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间发生实质性违约以及虽未发生违约但到期的债券。 参考

现有文献的做法，金融类上司公司发行的债券样本以及数据不全的样本都被删除，经过筛选和整

理，最终获得 ３５６７ 只债券样本，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见表 １ 所示。 如表 １ 所示，在所有 １６ 个行业

中有 ９ 个行业的企业发生过实质性债券违约，其中采矿业和制造业发生违约债券数量最多，合计

占比超过违约债券总数的 ５０％ 。 债券违约数据以及度量金融周期所需的 ＧＤＰ、信贷和房地产价

格数据均来自于万得数据库，债券评级、债券期限、公司特征以及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

据库。 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本文对 ＧＤＰ、信贷、房地产价格以及企业相应的财务数据均进行了

价格平减处理。 为控制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所有财务指标数据均进行了首尾两端 ２％的缩

尾处理。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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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本企业所属行业统计分布

行业

总样本 违约样本

样本数 占比（％ ） 样本数
占违约样本

比重（％ ）
占本行业样本

比重（％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８６ ８ ０２ ０ ０ ０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１ ０ ３１ １ ２ ３２ ９ ０９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８ １ ０７ １ ２ ３２ ２ ６３

农、林、牧、渔业 ５２ １ ４６ ２ ４ ６５ ３ ８５

制造业 １５８５ ４４ ４４ ９ ２０ ９３ ０ ５７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 ０ ０８ ０ ０ ０

建筑业 ２０６ ５ ７８ ０ ０ ０

房地产业 １０３ ２ ８９ ５ １１ ６３ ４ ８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９７ １１ １３ ２ ４ ６５ ０ ５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１ ０ ８７ ０ ０ 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８ ２ １９ ０ ０ ０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４２０ １１ ７７ ６ １３ ９５ １ ４３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９ ０ ２５ ０ ０ ０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０３ ２ ８９ １ ２ ３３ ０ ９７

综合 １３ ０ ３６ ０ ０ ０

采矿业 ２３２ ６ ５０ １６ ３７ ２１ ６ ９０

总计 ３５６７ １００ ４３ １００ １ ２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模型设定

由于债券是否违约采用二元变量进行赋值设定，在实证研究中应采用二元离散选择模型进行

回归分析。 参考吴世农和卢贤义（２００１） ［６］以及陈德球等（２０１３） ［１４］的研究，本文主要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
型进行实证研究。 完整的离散选择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 ＝ β１Ｃｙｃｌｅｉ，ｔ ＋ β２ＴＦＰ ｉ，ｔ －１ ＋ αＢｏｎｄｉ ＋ γＸｉ，ｔ －１ ＋ νｉ，ｔ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 ＝ １　 ｉｆ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 ＞ ０ （１）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 ＝ ０　 ｉｆ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 ≤０

　 　 其中，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为潜在变量，当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 ＞ ０ 时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 ＝ １，当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０ 时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 ＝ ０；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为表示债券违约发生与否的二元变量；Ｃｙｃｌｅｉ，ｔ为金融周期指标；ＴＦＰ ｉ，ｔ － １为企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Ｂｏｎｄｉ 为代表债券基本信息的变量；Ｘｉ，ｔ － １为其他控制变量（含常数项），为控制潜在的内生性

问题，本文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财务信息变量采取滞后一个会计年度的方法加入模型；νｉ，ｔ为随

机误差项。 对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Ｐ（·）的形式为：

Ｐ^（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ｔ ＝ １ ｜ ｘｉ，ｔ） ＝
ｅｘｐ（β１Ｃｙｃｌｅｉ，ｔ ＋ β２ＴＦＰ ｉ，ｔ －１ ＋ αＢｏｎｄｉ ＋ γＸｉ，ｔ －１）

１ ＋ ｅｘｐ（β１Ｃｙｃｌｅｉ，ｔ ＋ β２ＴＦＰ ｉ，ｔ －１ ＋ αＢｏｎｄｉ ＋ γＸｉ，ｔ －１）
（２）

　 　 其中，Ｘ ｉｔ为模型所有的控制变量，因此，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ｌｏｇｉｔ（ｐｉ，ｔ） ＝ ｌｎ ｐｉ，ｔ

１ － ｐｉ，ｔ

æ
è
ç

ö
ø
÷ ＝ β１Ｃｙｃｌｅｉ，ｔ ＋ β２ＴＦＰ ｉ，ｔ －１ ＋ αＢｏｎｄｉ ＋ γＸｉ，ｔ －１ ＋ νｉ，ｔ （３）

　 　 对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各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采用下式计算：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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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ｙ ＝ １ ｜ Ｘ）
∂Ｘ ＝ Λ（Ｘ′β）［１ － Λ（Ｘ′β）］β （４）

　 　 其中，Λ（·）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累积分布函数。
３．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债券是否违约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将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设定为 １，
其余设定为 ０。 本文所研究的 ３５６７ 只债券中发生实质性违约的有 ４３ 只，违约债券占比为 １ ２１％ 。

（２）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有两个，分别是代表外部宏观金融环境的金融周期

和代表企业基本面的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周期的具体度量过程如下：首先，将平减后的信贷、信贷 ／ ＧＤＰ 和房地产价格进行标准化

处理。 其次，将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 ＣＦ 滤波①，并将滤波后的周期项作为各个指标的周期波动。
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得到的三个周期波动数据合成为金融周期。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度量金

融周期对债券违约的影响。 第一种方法直接将合成的金融周期放入模型中；第二种方法参考陈雨

露等（２０１６） ［３５］的做法，将金融周期划分为不同的区域，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加入模型。 由于研究

样本仅包含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本文在此仅考虑金融周期是否处于顶部区域，其中金融周期顶

部区域按照如下方法定义：
ｐｅａｋｔ ＝ １　 ｉｆ　 ｆｃｙｃｌｅｔ ≥ σ （５）
ｐｅａｋｔ ＝ ０　 ｉｆ　 ｆｃｙｃｌｅｔ ＜ σ （６）

　 　 其中，ｐｅａｋｔ ＝ １ 表示在 ｔ 年处于金融周期顶部区域，ｆｃｙｃｌｅｔ 为合成的金融周期，σ 为金融周期的

标准差。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以第二种方法度量的金融周期为主，以第一种方法度量的金融周期做

稳健性分析。 图 １ 为我国 １９９１—２０１８ 年的金融周期走势图。 从中可以看出，在本文的样本区间

内，我国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间处于金融周期上升期，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间处于金融周期顶部区域。

图 １　 中国金融周期走势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看，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关性，获得生产函

数的一致性估计需要处理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Ｏｌｌｅｙ 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３６］提出的 ＯＰ 方法将企业的当期投资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代理变量，解决了生产要素和全

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问题。 此外，ＯＰ 方法还考虑了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样本

选择的偏误。 但由于投资无法完全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可能导致 ＯＰ 方法估计的全要素生

产率存有偏误。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３） ［３７］在 ＯＰ 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 ＬＰ 方法，该方法将中间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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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作为代理变量，有效地解决了投资无法准确反映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问题。 参照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３） ［３７］的设定，ＬＰ 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ｌｎ（Ｙｉ，ｔ） ＝ β０ ＋ βｌ ｌｎ（Ｌｉ，ｔ） ＋ βｋ ｌｎ（Ｋ ｉ，ｔ） ＋ βｍ ｌｎ（Ｍｉ，ｔ） ＋ ωｔ ＋ ηｔ （７）

　 　 参考刘莉亚等（２０１８） ［３８］的研究，其中：Ｙｉｔ为企业销售收入；Ｌｉｔ为企业员工人数；Ｋ ｉｔ表示以固定

资产账面价值计算的资本投入；Ｍｉｔ为中间投入，采用销售额减去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

营业盈余来度量。
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采用 ＯＰ 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用来做稳健性分析。 本文收集整理了

中国所有Ａ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年的相关财务数据，分别采用 ＬＰ 和ＯＰ 方法计算各个企

业不同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将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和债券数据按照企业和年份进行一一匹配。
为全面展示所有 Ａ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布特征，本文分别画

出了采用 ＬＰ 和ＯＰ 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函数图（如图２ 所示）。 从图２ 可以看出，ＬＰ 和

ＯＰ 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均表明发行债券的企业平均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图 ２　 所有 Ａ 股企业和发行债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函数图

注：其中 Ａｌｌ 代表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Ｂｏｎｄ 代表发行债券的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３）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关于债券违约的相关研究 （陈德球等，２０１３［１４］；许浩然和荆新，
２０１６［１６］；姚红宇和施展，２０１８［２２］），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债券基本信息和债券发行企业相关指标两

个层级。 债券基本信息包括债券期限和债券评级两个指标，由于短期债券和长期债券采用不同的

评级标准，本文以企业主体评级来代替债券评级。 企业财务指标包括：反映偿债能力的资产负债率

和流动比率、反映盈利能力的资产收益率以及企业性质、周期性行业、董总兼任和企业资产规模。
上述各变量的变量名称以及类型和定义如表 ２ 所示，表 ３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主要变量的

相关系数表。 从表 ３ 可以看出：金融周期指标和债券违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

本文的假设 Ｈ１；全要素生产率和债券违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初步印证了本文的假

设 Ｈ２。
表 ２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和说明

债券特征

债券违约 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取 １，其余为 ０

债券期限 从起息日到到期日之间的时间长度

债券评级 Ｃ 类取值为 １，从 Ｃ 类到 ＡＡＡ 类依次加 １

外部因素
金融周期顶部区域 金融周期大于其波动一个标准差时取 １，其余取 ０

金融周期 参考 Ｄｒｅｈｍａｎｎ 等（２０１２） ［３９］和陈雨露等（２０１６） ［３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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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和说明

公司特征

全要素生产率 采用 ＬＰ（ＯＰ）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 总资产

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 总资产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企业性质 国有上市公司为 １，其余为 ０

董总兼任 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时取 １，其余为 ０

资产规模 企业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

周期性行业 周期性行业取 １，其余为 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主要变量相关系数表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债券违约 ３５６７ ０ ０１２ ０ １０９ １

２． 金融周期顶部区域 ３５６７ ０ ５９９ ０ ４９０ ０ ０７∗∗∗ １

３． 金融周期 ３５６７ ０ ４６２ ０ ４６１ ０ １０∗∗∗ ０ ８８∗∗∗ １

４． 全要素生产率（ＬＰ） ３５６７ ６ ７２６ ０ ６５５ － ０ １２∗∗∗ － ０ １２∗∗∗ － ０ ０９∗∗∗ １

５． 债券评级 ３５６７ １７ ５８０ １ ２６８ － ０ １２∗∗∗ ０ １４∗∗∗ ０ １９∗∗∗ ０ ３７∗∗∗ １

６． 债券期限 ３５６７ １ ７６８ １ ５３７ ０ １０∗∗∗ ０ １８∗∗∗ ０ ２３∗∗∗ － ０ ０９∗∗∗ － ０ ０５∗∗∗

７． 资产收益率 ３５６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２ － ０ １４∗∗∗ － ０ １０∗∗∗ － ０ ０９∗∗∗ ０ ２３∗∗∗ ０ ０９∗∗∗

８． 资产负债率 ３５６７ ０ ６１０ ０ １４７ ０ ０８∗∗∗ ０ ０４∗∗ ０ ０７∗∗∗ ０ １３∗∗∗ ０ １４∗∗∗

９． 流动比率 ３５６７ １ ０１３ ０ ５０５ －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 ０７∗∗∗ － ０ ３２∗∗∗

１０． 企业性质 ３５６７ ０ ６３３ ０ ４８２ － ０ １３∗∗∗ － ０ ０８∗∗∗ －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４０∗∗∗

１１． 董总兼任 ３５６７ ０ １６０ ０ ３６７ － ０ ０２ ０ ０６∗∗∗ ０ ０７∗∗∗ － ０ １０∗∗∗ － ０ １２∗∗∗

１２． 资产规模 ３５６７ ２４ ０１７ １ ３９３ ０ ０ １２∗∗∗ ０ １６∗∗∗ ０ ５１∗∗∗ ０ ７４∗∗∗

变量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 债券违约

２． 金融周期顶部区域

３． 金融周期

４． 全要素生产率（ＬＰ）

５． 债券评级

６． 债券期限 １

７． 资产收益率 － ０ ０８∗∗∗ １

８． 资产负债率 － ０ ０３∗ － ０ ５１∗∗∗ １

９． 流动比率 ０ ０７∗∗∗ ０ ２０∗∗∗ － ０ ３６∗∗∗ １

１０． 企业性质 － ０ ０３∗ － ０ １５∗∗∗ ０ ２２∗∗∗ － ０ ３６∗∗∗ １

１１． 董总兼任 － ０ ０２ ０ ０３∗ － ０ ０８∗∗∗ ０ １５∗∗∗ － ０ １７∗∗∗ １

１２． 资产规模 ０ ０１ － ０ ０６∗∗∗ ０ ４３∗∗∗ － ０ ３６∗∗∗ ０ ３８∗∗∗ － ０ １３∗∗∗ １

　 　 注：∗、∗∗、∗∗∗分别代表参数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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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证结果及异质性分析

１．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债券违约的基本分析

由于债券是否违约采取二元变量进行赋值表示，当控制时间和行业效应时，会由于“完美预

测”问题而删除从未发生过债券违约的行业以及年份对应的观测值，导致本文研究样本的大幅缩

减（当控制行业和时间效应时删减样本 １７３７ 个，占本文总样本的 ４８ ７％ ）。 因此，在基础回归模型

中本文未控制时间和行业效应，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将控制时间和行业特征的结果放在稳健性检

验部分。
表 ４ 报告了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影响的回归结果。 其中模型（１）中

仅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模型（２）中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和债券相关信息变量，模型（３）中加入所

有解释变量。
表 ４ 金融周期、全要素生产率与债券违约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金融周期顶部区域 ２ ０３８∗∗∗ ０ ６０１ １ ９５９∗∗ ０ ６３８ １ ０３９∗ ０ ５６１

全要素生产率（ＬＰ） － １ ９８７∗∗∗ ０ ３３６ － １ ７５９∗∗∗ ０ ３３６ － １ ８０５∗∗∗ ０ ４８３

债券评级 － ０ ３３１∗∗∗ ０ ０６０ － ０ ２８０∗∗∗ ０ ０７２

债券期限 ０ ２２８∗∗∗ ０ ０５７ ０ ２８２∗∗∗ ０ ０７４

资产收益率 － ２０ ３９６∗∗∗ ５ １４３

资产负债率 ５ ４３０∗∗∗ ２ １０１

流动比率 － ０ ７４０∗ ０ ４１２

企业性质 － ４ ３５１∗∗∗ ０ ８６０

董总兼任 － １ ０３９∗ ０ ６２８

资产规模 ０ ５５３∗∗∗ ０ ２０５

常数项 ６ ５７３∗∗∗ ２ ２６１ １０ ３１５∗∗∗ ２ ３６３ － ４ ３０４ ３ ３５７

样本量 ３５６７ ３５６７ ３５６７

伪 Ｒ２ ０ １６７ ０ ２２６ ０ ５０１

ＡＵＣ 值 ０ ８５１ ０ ８７８ ０ ９４０

　 　 注：标准误均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参数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ＡＵＣ 为判断模型预测效果的统计量；除金

融周期顶部区域、债券评级和债券期限外，其余解释变量均为滞后一期变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由表 ４ 可知，金融周期顶部区域系数均在 １０％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金融周期顶部区

域，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显著大于其他时期，本文假设 Ｈ１ 得到验证；全要素生产率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越小，因此本文假设 Ｈ２

得到验证。
从表 ４ 模型（３）的结果来看：根据公式（４）可以算出，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变量对债券违约概率

的平均边际影响为 ０ ００８７，即在金融周期顶部债券违约概率增加了 ０ ８７％ ；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

违约概率的平均边际影响为 － ０ ０１５１，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债券违约概率下降

１ ５１％ ，相对于债券违约 １ ４５％的发生概率，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的影响是重大

的。 此外，各控制变量的结果也符合预期：债券评级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评级越高的

企业发行的债券违约概率越小，表明企业评级信息可以有效反映企业发行债券的风险程度；债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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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长期债券面临更高的违约风险；资产收益率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
表明资产收益率越高的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越小；资产负债率指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
明过度负债经营的企业更容易发生债券违约；流动比率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充足的流动

资产有助于减小企业发生违约的概率；由于政府对国企存在普遍的隐性担保行为，国有企业发生债

券违约的概率显著小于非国有企业；董总兼任指标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控制权力集中的

企业发生违约的概率较小；资产规模指标显著为正说明大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越大，可能的原

因为大企业发行的债券规模普遍大于中小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时更难获得足够的融资来偿还

债务。
２．异质性分析

（１）周期性行业样本的异质性分析。 周期性行业指容易受到经济周期以及行业周期影响的企

业，该类企业一般具有需求弹性大、供给弹性小、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以及资本密集度高等特

点。 以上特点使得周期性行业对债务融资尤其是长期债务融资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此外，由于周

期性行业在短期内很难调整生产以及资本结构，当面临外部融资环境趋紧时更容易发生系统性运

营风险。 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周期性行业企业债券违约概率受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的

影响。 参考裘丽和张建平（２０１６） ［４０］的研究，本文将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和

制造业门类下的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界定为周期性行业。 由于上述周期性行业发行的债券均在金融周期顶

部期发生违约，无法单独采用周期性行业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采取引入周期性行业虚拟变量

以及周期性行业虚拟变量和金融周期顶部区域的交互项来考察金融周期对周期性行业债券违约概

率的影响。 由于上述周期性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比过高，本文回归分析中没有包含企业性质变量，回
归结果如表 ５ 中模型（４）所示。
表 ５ 周期性行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结果

变量
模型（４）：周期性行业企业样本 模型（５）：非国有企业样本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金融周期顶部区域 ０ ９７８∗∗ ０ ４９２ ０ ８９４∗ ０ ４８５

Ｐｅａｋ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３ ５７７∗∗∗ ０ ９２１

周期性行业 － １３ ０８５∗∗∗ ０ ７２２

全要素生产率（ＬＰ） － １ ４９０∗∗∗ ０ ５７７ － １ ８２３∗∗∗ ０ ６１４

常数项 － １ ０７０ ５ ２５９ － ５ ３１８ ５ ６８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３５６７ １３１０

伪 Ｒ２ ０ ３３４４ ０ ４４３３

ＡＵＣ 值 ０ ９０８３ ０ ８９２０

　 　 注：标准误为行业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参数在 １０％ 、５％ 、１％ 水平上显著；ＡＵＣ 为判断模型预测效果的统计

量；除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周期性行业、债券评级和债券期限外，其余解释变量均为滞后一期变量；其中 Ｐｅａｋ 代表金融周期顶部区

域，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代表周期性行业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从表 ５ 中模型（４）的结果来看，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周期性行业以及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和周期

性行业的交互项均在 ５％ ～１％水平上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当金融周期不在顶部区域时周期性行

业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显著低于其他行业企业，但在金融周期顶部时其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

显著高于其他行业企业。 从平均边际影响来看，根据公式（４）可以算出，金融周期顶部区域指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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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行业企业发生债券违约概率的平均边际影响为 １ ４５％，而其对非周期性行业企业发生债券违

约概率的平均边际影响仅为 ０ ９７％。 其主要原因为，周期性行业多为大企业，相比其他企业具有更强

的融资能力，在非金融周期顶部期间往往会积累大量的债务，使得该类企业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强。
当金融周期到达顶部时，在外部融资环境开始趋紧的情况下，该类企业更容易发生债务违约。

（２）非国有企业样本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存在普遍的隐性担保行为，国
有企业违约事件远少于非国有企业①。 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受外部融资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全样

本回归结果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金融周期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 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非

国有企业子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５ 中模型（５）所示。
模型（５）的结果表明，金融周期顶部变量同样在 １０％水平显著为正，全要素生产率系数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负。 就平均边际效应来说，根据公式（４）可以算出，在金融周期顶部期非国有企业发

生债券违约概率增加 １ ８７％ ，远大于对全样本 ０ ８７％ 的平均边际影响，表明非国有企业受金融周

期的影响更大；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一个点其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平均减小 ３ ８％ ，远大

于对全样本 ０ ９９％的平均边际影响，表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更有助于防止非国有企业发生债券违

约。 债券评级系数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债券评级信息可以有效反应企业发行债券的潜在

风险。 资产收益率和流动比率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盈利能力强和短期偿债能力好的非国有企业发

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较小。 资产负债率指标和资产规模指标显著为正，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中，资产负

债率过高、资产规模过大是发生债券违约的一般特征。

五、 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问题探讨

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为全要素生产率和债券违约之间可能

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针对这一内生性问题的，前文中已将全要素生产率的滞后一期加入模型，有效

地控制了这一内生性问题；另一个方面为金融周期和债券违约间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即债券违约

反作用于金融周期，造成金融指标的周期性波动。 对于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认为金融周期是外部

宏观经济变量，而微观企业个体的违约事件很难影响到宏观经济变量。 但基于谨慎性考虑，本文基

于面板 ＶＡＲ 模型检验了债券违约和金融周期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如表 ６ 所示②。 从表 ６
可以看出，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周期是债券违约的格兰杰原因而债券违约不是金融周期波动

的格兰杰原因。 因此，可以认为债券违约和金融周期之间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表 ６ 金融周期和债券违约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Ａ：面板 ＶＡＲ 回归结果：

变量
违约 金融周期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Ｌ． 违约 － ０ １９６ ０ １７９ ０ １４６ ０ ２４３
Ｌ． 金融周期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９１１∗∗∗ ０ ０２８
外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４０４９ ４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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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本文发生实质性违约的 ４３ 只债券中仅有 ２ 只为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
因格兰杰因果检验需要时间序列或者面板数据，本文采用以发行债券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来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将违约

定义为：只要公司在 ｔ 年有一只债券发生违约，就将该公司当年的违约赋值为 １。 同时，考虑到金融周期顶部区域指标为非连续性

变量，本文在此采用合成的金融周期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续表 ６
Ｐａｎｅｌ Ｂ：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检验方向 Ｗａｌｄ χ２ 显著水平（Ｐ） 滞后阶数 检验结论

金融周期→债券违约 ７ ２８６∗∗∗ ０ ００７ １ 因果效应显著

债券违约→金融周期 ０ ３５９ ０ ５４９ １ 因果效应不显著

　 　 注：标准误均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参数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更换金融周期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和控制行业、时间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在上述基本分析中，本文采用金融周期顶部区域指标作为金融周期的度量。 为验证以上结论

的稳健性，接下来本文采用合成的金融周期来替代金融周期顶部区域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相关结

果如表 ７ 中模型（６）。 从中可以看出，金融周期指标在 ５％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周期越靠近

顶点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越大。 从其他变量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债券评级、债券期限、资产收益率

等变量符号和显著程度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替换金融周期指标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６）：
更换金融周期指标

模型（７）：
更换全要素生产率指标

模型（８）：
控制行业、时间效应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金融周期顶部区域 １ ０６６∗ ０ ５５４ ２ １８５∗∗ ０ ９５４

金融周期 ５ ４５２∗∗ ２ ７６３

全要素生产率（ＬＰ） － １ ５０６∗∗∗ ０ ４７６ － １ ４９２∗∗ ０ ７４３

全要素生产率（ＯＰ） － １ ０１３∗∗∗ ０ ２７８

常数项 － ３ ６０６ ５ １５６ － ５ ０５２ ３ ７８８ ８ ７００ ９ ２８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行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３５６７ ３５６７ １８３０

伪 Ｒ２ ０ ５４１ ０ ４８８ ０ ６１２

ＡＵＣ 值 ０ ９５７ ０ ９４１ ０ ９６６

　 　 注：标准误均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参数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各变量系数均为原始值；ＡＵＣ 为判断模型

预测效果的统计量；除金融周期顶部区域、金融周期、债券评级和债券期限变量外，其余解释变量均为滞后一期变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基本分析结论的稳健性，接下来采用 ＯＰ 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替换 ＬＰ
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如表 ７ 中模型（７）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采用 ＯＰ 方法测算的

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越

小。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无论是系数的符号还是其显著程度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进一步说明了本

文结论的稳健性。
由于加入行业和时间效应会由于“完美预测”问题而导致研究样本的大量删减，前述实证分析

中均没有控制行业和时间效应。 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在此汇报了加入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回

归结果，如表 ７ 中模型（８）所示。 从结果来看，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和全要素生产率系数均在 ５％ 水

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行业和年份效应后，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仍有显著

的影响。 和模型（３）的结论一致，债券评级、资产收益率和企业性质均显著为负，债券期限和资产

负债率显著为正。 以上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行业和时间效应以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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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３．考虑“稀有事件偏差”的稳健性检验

对于二值选择模型来说，在“ｙ ＝ １”发生的频率非常小时可能会发生“稀有事件偏差”，导致

“ｙ ＝ １”的概率被系统性地低估。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违约债券占比仅为 １ ２１％ ，可能会存在一

定程度的“稀有事件偏差”，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考虑“稀有事件偏差”的稳健性检验。 根据现有

文献，解决“稀有事件偏差”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为 Ｋｉｎｇ 和 Ｚｅｎｇ（２００１） ［４１］等提出的“偏差修正

估计”；另一种为假定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服从非对称的极值分布，采用“补对数 － 对数”（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进行估计来加以修正（Ｃｈｅｎ，２０１４） ［４２］。 由于第一种方法无法计算变量的边际影响，本文采用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对基准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并比较 Ｌｏｇｉｔ 模型和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边际效应的差异，回归结果

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考虑“稀有事件偏差”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９）：Ｌｏｇｉｔ 模型 模型（１０）：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

系数 标准误 边际影响 系数 标准误 边际影响

金融周期顶部区域 １ ０３９∗ ０ ５６１ ０ ００８７ ０ ９５６∗ ０ ５４６ ０ ００８９

全要素生产率（ＬＰ） － １ ８０５∗∗∗ ０ ４８３ － ０ ０１５１ － １ ６６５∗∗∗ ０ ３９９ － ０ ０１５６

常数项 － ４ ３０４ ３ ３５７ － ４ １５５ ３ １８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３５６７ ３５６７

伪 Ｒ２ ０ ５０１

ＡＵＣ 值 ０ ９４０

　 　 注：标准误均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参数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ＡＵＣ 为判断模型预测效果的统计量；除金

融周期顶部区域、债券评级和债券期限变量外，其余解释变量均为滞后一期。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对比表 ８ 中模型（９）和（１０）中变量的边际影响可以看出，Ｌｏｇｉｔ 模型和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的平均边际

效应差别较小，核心解释变量的误差在 ２ ３％ ～ ３ ３％之间，且均低估了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

对债券违约的影响。 因此，前文基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回归得到的结果为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债

券违约发生概率影响的下限，同时这也会强化本文的研究结论。 由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相比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

有更多的统计量可用于判断模型的优劣，且现有关于类似稀有事件的研究也多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如
关于金融危机（发生频率约为 １ ０１％ ～３ ２％ ）的文献（Ｓｃｈｕｌａｒｉｃｋ 和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１２） ［４３］以及关于王朝

被征服（发生频率约为 ３ ２８％ ）的研究（Ｃｈｅｎ，２０１４） ［４２］ 均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 因此，本文基准回归分

析中仍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４．将债券违约样本更换为公司违约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上述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均以债券为研究样本，接下来本文采用更换研究样本的方法，以发行债

券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对于一个上市公司而言，只要其当年有一只债券发生

了实质性违约就记该公司当年为违约样本，由于一个公司在一年内可能有多只债券发生违约，本文

在回归分析中删去了代表债券信息的相关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从结果来看，金融周期顶部

区域指标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指标均在 ５％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样说

明在金融周期顶部期更容易发生债券违约，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越小。
从控制变量来看，资产收益率高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较小，资产负债率越高的

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越大。 以上结果表明，在更换研究样本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更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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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将研究样本更换为公司样本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模型（１３）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金融周期顶部区域 １ ９２６∗∗∗ ０ ６０１ １ ８９３∗∗∗ ０ ６７６ １ ８６８∗∗∗ ０ ６７９
全要素生产率（ＬＰ） － １ ０５１∗∗ ０ ５０３ － １ １３１∗∗ ０ ４８２
全要素生产率（ＯＰ） － ０ ９５８∗∗∗ ０ ３４２
常数项 － １ ５５７ ２ ９７４ － １３ ５６７∗∗∗ ３ ４８０ － １３ ６５３∗∗∗ ３ ３５２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５２５３ ５２５３ ５２５３
企业数 ６９８ ６９８ ６９８
伪 Ｒ２ ０ ２０１ ０ ９１６ ０ ９３３
ＡＵＣ 值 ０ ８０６４ ０ ８９６５ ０ ９０２７

　 　 注：标准误均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参数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各变量系数均为原始值；ＡＵＣ 为判断模型

预测效果的统计量；伪 Ｒ２ 为 ＭｃＫｅｌｖｅｙ ＆ Ｚａｖｏｉｎａｓ Ｒ２；除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外其余变量均为滞后一期变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１．研究结论

自 ２０１４ 年存在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刚性兑付”打破以来，日益增多的实质性债券违约事件逐

渐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上不容忽视的风险点，任此发展下去可能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然而，现有文

献关于实质性债券违约这一金融风险的研究尚存不足，难以为消除该系统性风险隐患提供更多强

有力的对策。 有鉴于此，本文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提出了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影

响债券违约的理论设想。 在阐释了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

上，本文以中国 Ａ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为研究样本，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金融周期和全要

素生产率影响债券违约的理论设想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本文关于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债券违约的理论设想均得到了理论和实

证上的验证，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和债券违约显著正相关，金融周期顶部期间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显著

增加，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债券违约显著负相关，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越

小。 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周期对不同行业以及不同性质的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影响存在

明显的异质性，金融周期对周期性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债券违约概率具有更高的平均边际影响。
以上结论表明：第一，金融因素在企业债务违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金融周期这一宏观变量能够准

确衡量企业面临的外部金融环境，实时监测金融周期走势有助于提前防范风险。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

是企业基本面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预防企业债务违约的一个根本途径在于引导企业提升全要

素生产率，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当前债券违约事件多发以及我国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及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２．政策启示

第一，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避免采取过度的刺激政策。 过度地刺激经济增长会促

使实体部门层层加杠杆，导致企业和居民产生对“借新还旧”等再融资方式的过度依赖，增加其在金融周

期顶部期发生债务违约的几率。 只要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就不必采取过度的刺激性政策。
第二，在前期存在过度刺激情况下，要在金融周期顶部区域采取稳杠杆政策。 过快的去杠杆政

策会导致过紧的融资约束，这不仅会增加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还会降低企业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经济

高质量发展。 要在保障实体经济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前提下，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在较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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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期内稳定杠杆率总水平，以平稳度过金融周期顶部区域。
第三，要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发挥好减税降费政策的调节引导作用。 减税降费有

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减税降费政策要能够显著减

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物流、融资和社保成本，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以激励企业进行自

主研发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四，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加大对基础研究平台的支持力度。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原动力，但

基础研究具有投入周期长和高投资、高风险等特点，单凭企业的力量往往难以维持。 政府要加大对

科技研发特别是对基础研究平台的支持力度，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培育企业创

新动能，为企业创新打好前端基础、扫清技术障碍，促进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３．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尽管本文详细地探究了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的影响，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
待未来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受研究样本的限制，我国金融周期在本文所考察的样本区间均处

于上升阶段。 因此，本文没有从完整的金融周期角度考察金融周期不同阶段对债券违约的影响。 未

来的研究可从两个方面着手来解决：一是待我国本轮金融周期走完一个完整的周期后，研究金融周期

不同阶段对债券违约影响的差异；二是从扩充样本的角度出发，将研究样本扩充为跨国数据。 鉴于各

国金融周期在同一时间可能处于不同阶段，将样本扩充至包含多个国家的债券违约数据，采用跨国微

观数据可以进行横向比较，进一步研究金融周期不同阶段对债券违约影响的差异性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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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１２４，（４）：１４０３ － １４４８．
［２９］夏良科． 人力资本与 Ｒ＆Ｄ 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验分析［ Ｊ］ ． 北京：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２０１０，（４）：７８ － ９４．
［３０］Ｂｌｏｏｍ，Ｎ． ，Ｍ． Ｓｃｈａｎｋｅｒｍａｎ，ａｎｄ Ｊ． 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ｉｖａｌｒｙ［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１３，８１，（４）：１３４７ － １３９３．
［３１］程惠芳，陆嘉俊． 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Ｊ］ ． 北京：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５）：１７４ － １８７．
［３２］Ｂｌｏｏｍ，Ｎ． ，ａｎｄ Ｊ． 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１２２，（４）：１３５１ － １４０８．
［３３］薄文广，周燕愉，陆定坤． 企业家才能、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Ｊ］ ． 杭州：

商业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９，（８）：８５ － ９７．
［３４］Ｈｏｒｔａçｓｕ，Ａ． ，ａｎｄ Ｃ． Ｓｙｖｅｒｓｏｎ． 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ｌｏｓ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７，１１５，（２）：２５０ － ３０１．
［３５］陈雨露，马勇，阮卓阳． 金融周期和金融波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Ｊ］ ． 北京：金融研究，２０１６，（２）：１ － ２２．
［３６］Ｏｌｌｅｙ，Ｇ． Ｓ． ，ａｎｄ Ａ． Ｐ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９９６，

６４，（６）：１２６３．
［３７］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Ｊ． ， ａｎｄ Ａ． Ｐｅｔｒｉ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 ［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３，７０，（２）：３１７ － ３４１．
［３８］刘莉亚，金正轩，何彦林，朱小能，李明辉． 生产效率驱动的并购———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Ｊ］ ． 北

京：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８，（４）：１３２９ － １３６０．
［３９］Ｄｒｅｈｍａｎｎ，Ｍ． ，Ｃ． Ｅ． Ｂｏｒｉｏ，ａｎｄ Ｋ． Ｔｓａｔｓａｒｏｎ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Ｄｏｎｔ Ｌｏｓｅ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ｅｒｍ！ ［Ｒ］．

Ｂ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２．
［４０］裘丽，张建平．周期性行业的企业杠杆特征———基于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Ｊ］．南昌：当代财经，２０１６，（４）：６１ －７１．
［４１］Ｋｉｎｇ，Ｇ． ，ａｎｄ Ｌ． Ｚｅｎ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ｒ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Ｊ］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１，９，（２）：１３７ － １６３．
［４２］Ｃｈｅｎ，Ｑ．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ｈｏｃｋｓ，Ｄｙｎａｓｔｉｃ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Ｊ］ ．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１４，６７，（２）：１８５ － ２０４．
［４３］Ｓｃｈｕｌａｒｉｃｋ，Ｍ． ，ａｎｄ Ａ． Ｍ． Ｔａｙｌｏｒ． Ｃｒｅｄｉｔ Ｂｏｏｍｓ Ｇｏｎｅ Ｂｕｓ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Ｃｙｃｌｅｓ，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１８７０ － ２００８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１０２，（２）：１０２９ － １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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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ｏｎ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ＬＵＯ 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１，ＬＩ Ｘｕｅ⁃ｓｏｎｇ２

（１．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４８８，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３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ｏｎｄ ｉｎ １９８３，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ｏ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ｂｏ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ｏ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ｈａｖｅ ｈｉｔ ｒｅｃｏｒｄ ｈｉｇｈ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ｒｅｄｉｔ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ｉｓ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 ｉｔ ａｌｓｏ ｂｒｉｎｇｓ ｈｕ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ｅｓ ｔｏ
ｂｏ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ａ ｔｉｇｈ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ｕｒｎ，ｉｔ ｈｕｒｔ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ｂｏｎｄ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ｎ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ｉｒ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８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ｈｏ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ｂｏｎ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ｎ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ｂｏｎ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ｏｃｃｕｒ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ｎｄｓ ｄｅｆａｕｌｔ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ｉｓ ０ ８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ｏｎ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ｂｏｎ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ａ ｂｏｎ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ｗｉｌ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ｂｙ ａｂｏｕｔ ｏｎ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 （３）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ｈａｓ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ｏｆ 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ｂｏｎｄｓ．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ｖａｌｉ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ｐｌａｃｉｎｇ ｖｉｔ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ｖ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ｐｕｒｓ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ｘｃｅ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ｄ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ｐ ｒｅｇ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 ａ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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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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