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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资本市场经过逾二十年的发展，由量

变逐渐转向质变，整体规模显著增大，市场功能开始得以发挥，运行规范性以及质

量也得到明显的提升，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日趋明显，为国内市场进一步的

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积极稳妥地发展包括可转换债券在内的各类衍生金融产品，既是资本市场进一

本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市场上各类投资者进行风险管理的迫切要求，对

于完善市场结构，丰富交易品种，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增强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海外市场经验来看，可转换债券为金融市场的繁荣和企业竞争

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能够有效地增强市场的整体弹性和灵活性，促进

市场实现健康、持续、稳定发展。而从国内资本市场的现状来说，可转换债券市场

的繁荣，对于增强市场机构差异化竞争活力，促进投资策略多样化、竞争模式多层

次化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加快形成，缓解长期困扰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比例过高

等困境也有着积极的示范意义。 

但由于可转换债券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非线性和奇异期权特性，加之可转换

债券附加条款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影响可转换债券的价值，并对可转换债券持有人

和发行人最优策略的选择路径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可转换债券的相关理论研究一

直都是学术界的难点问题。而受国内市场发展时日尚短、样本数据有限的掣肘，国

内对包括赎回策略、赎回公告效应等问题均甚少有全面、深入的实证研究成果。有

鉴于此，本文从多个角度出发，围绕可转换债券的定价模型、相应的数值实现技术

以及最优策略等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首先，可转换债券的诸多附加条款如转换条款与赎回条款之间呈相互影响、相

互制约之态，债券发行人与持有人在选择最优策略路径时带有显明的博弈特征。因

此本文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尝试建立了考虑债券发行人和持有人之

间博弈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并推导了该定价模型的有限元数值解法。在此基础

之上，分析了可转换债券条款对最优策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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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样本为例对赎回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采用文中

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可转换债券定价和策略分析模型计算理论值，并与国内市场实

际情况进行对比，检验了我国可转换债券的赎回溢价以及是否存在推迟赎回现象等，

探讨了所得结果与国外同类型研究成果不同之处的内在原因。实证结果表明，采用

基于博弈期权方法的定价模型所得结果较之现有相关文献的结果能够更好的反映市

场上所存在的诸多现象。 

再次，鉴于可转换债券现有研究模型多建立在投资者理性范式之下，较少考虑

投资者异质性的影响，本文尝试将行为金融理论引入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之中，采

用投资者的后悔厌恶来表征投资者的异质信念，构建了投资者异质信念下可转换债

券定价模型，重点探讨了异质信念对可转换债券赎回策略的影响，给出了一个行为

金融分析理念与传统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框架相结合的示例。理论模型及数值实验

结果均表明可转换债券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情绪是可转换债券推迟（或者提前）赎回

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以国内可转债市场上已完成赎回的样本对赎回公告效应进行了检验，重

点探讨了流动性压力和信息不对称假说对于我国市场样本的解释效力。实证结果显

示，赎回公告时产生的超额收益符合流动性假说，但赎回公告后的超额收益则与其

不一致，其所预测的价格回复现象并未得到验证。对于不对称信息假说，本章所获

得的实证结果表明，该假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内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告时出现

的超额收益。 

综上，本文从多个层面深入地探讨了可转换债券定价问题的内在机制与演化过

程，力图更好的反映可转换债券附加条款以及投资者行为对于可转换债券价值和最

优策略的影响。通过采用国内可转换债券市场数据，检验了所提模型的有效性，并对

比分析了可转换债券国内外市场所存在的不同及其成因，力求为促进我国金融机构投

资国际可转换债券市场和国内可转换债券市场的创新发展，提供合理的、科学的依据。 

 

关键词：可转换债券    期权博弈    最优策略    后悔厌恶    赎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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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opening-up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role 

of the capital market in Chin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hich will be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o develop multi-kinds of derivatives including convertible bonds is not only for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market but also for the need of risk management of 

investors. This proces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erfect market 

structure, enrich tradable products, fasten the reform of financial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anti-risk ability of inves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seas market, convertible 

bond is useful for the prosperity of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promotion of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which will enhance the elasticity and flexibility of the whole market 

effectively. In the other h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nvertible bond is also helpful to solve 

Chinese capital market troubles such as extortionate stock financing ratio, lack of 

investment tools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certainty, nonlinear and exotic deep inside in the 

convertible bonds pul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additional clauses make it difficult to price 

and analyze properly. Thus, the valuation, numerical implementation and optimal strategy 

analysis are still hot issues in relevant fields. Furthermore, the handicap in the short of 

data sample due to the young age of Chinese convertible market, only few former 

literatures deal with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all strategy and call announcement effects 

in domestic market. Therefore, a deep study on convertible bond pricing models, 

numerical implementation techniques and empirical study is conceded in this dissertation.  

Firstly, based on the method of option game, a valuation model for convertible bonds 

which tak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ame between the bonds issuer and holder into account 

is built, and then numerical solution of the model through finite element method is derived 

correspondly. On the basis of that, the impacts of several additional clauses on the choice 

of optimal strategy are analyzed. 

Secondly,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all strategy in Chinese market is conducted.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derived from the model propos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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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art and the actual redemption results in the market,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is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s the model propo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can reflect the market 

phenomenon better than former literatures. In addition, some high degree of call late still 

needs further explan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third part of the dissertation. 

Thu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behavioral finance, this dissertation use the regret 

aversion to stand for the heterogeneous beliefs of investors and a revised pricing model is 

constructed subsequently. Focusing on the call strategy, the impact of investors’ 

heterogeneous belief on the convertible bonds is analyzed. Results of theoretical model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both point out that the regret aversion of convertible bonds 

issuers could explain call strategy of convertible bonds late(early) properly.  

Finally, the call announcement effects of convertible bonds in Chinese market are 

examined. The analysis on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finds only little support for the 

liquidity hypothesis, especially the price reversion predicted by the liquidity hypothesis 

doesn’t show up in the test. On the other hand, the hypothesis of asymmetry information 

seems more robust than liquidity hypothesis in our results.  

In general, the results proposed in this dissertation will provide some help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nvertible bonds better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rtible bonds markets in China. 

 

Key words: Convertible bonds    Option game    Optimal strategy  Regret aversion 

Call announcement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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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经过近30年的深化改革和持续的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使得资本市场也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随着近年来《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

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贯彻落实，以及各项改革发展工作的不断深入，

中国的资本市场由量变转向质变，整体规模显著增大，市场功能开始得到逐步发挥，

运行规范性以及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逐渐呈现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也为资本市场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积极稳妥地发展包括可转换债券在内的各类衍生金融产品，既是资本市场进一

本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市场上各类投资者进行风险管理的迫切要求，对

于完善市场结构，丰富交易品种，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增强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海外市场经验来看，可转换债券为金融市场的繁荣和企业竞争

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能够有效地增强市场的整体弹性和灵活性，促进

市场实现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可转换债券市场的繁荣，对于增强市场机构差异

化竞争活力，促进金融产品多元化、投资策略多样化、竞争模式多层次化的金融生

态环境的加快形成也有着积极的示范意义。 

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在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创新、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我国

经济参与全球化竞争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愈发

紧密，国内资本市场所面临的环境正变得日益错综复杂。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时日

尚短，基础仍多有不牢之处，夯实市场发展基础，防范和化解风险，是当前中国所

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因此充分借鉴海外市场的成熟经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准

确把握衍生产品的产品属性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独有特征，对

于实现包括可转换债券在内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在国内的蓬勃发展至关重要。 

作为一种中间性的投融资产品，可转换债券的最大特点是债券持有人在购买债

券的同时，享有了在未来可将所持有的债券转换成债券标的股票的权利。除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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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权以及转换期权之外，可转换债券一般还包括众多附加期权，主要有：投资者

在一定条件下将债券按照一定价格回售给公司的期权(回售权)，公司在一定条件下调

整转股价格的期权(转股价调整权)，以及公司在一定条件下赎回可转债的期权(赎回

权)。 

经过多年的前行与探索，可转换债券在全球资本市场上逐渐走向成熟，产品线

不断完善，市场地位日趋重要，现已成为整个资本市场上的重要支柱性产品之一。

根据Securities Data Corporation (SDC) 数据显示，可转换债券的全球年发行规模已从

1992年的78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60亿美元，截至2009年全球可转换债券的存量已

高达4030亿美元。同时，作为一种兼具债券和股票期权双重特性的金融衍生产品，

可转换债券已不仅成为企业的主要国际融资工具之一，也日渐成为各种金融投资机

构构造对冲投资组合的重要手段。以美国可转换债券市场为例，在一级市场上发行

的可转换债券大约有70%到75%的份额是由对冲基金购买（Arshanapalli等（2005））。

围绕可转换债券的套利交易策略已经成为最近20年来对冲基金最为成功的交易策略

之一。（Loncarski, Horst和Veld（2009））此外，可转换债券自身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以适应新的金融市场环境。针对此次金融风暴所引发的银行危机，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CoCo Bonds)应运而生，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新宠。（Boris，

Dwight和Alexei（2010）） 

在中国，发展可转换债券市场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金融制度的创新以及

打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通道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的资本市场一直存在

着股权融资比例过高、投资品种匮乏、金融创新困难等问题，需要尽快地推出债券

类和权证类的金融产品并完善相关交易市场。与海外成熟市场相比，中国可转换债

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中间性的投、融资工具，其市场体系

的繁荣和发展将十分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和金融风险的化解。中央人民银行

在其 2010 年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将研究发行可转换债务融资工具作为金融市场产

品创新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此相配合，自 2010 年 3 月起，中国石化、中国银行

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等相继宣布了高达数百亿的可转换债券融资计划。此外，江苏双

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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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等多家上市公司相继发布了年内各自的可转换债券再融资方案，中国可转换

债券市场自此迎来了高速扩张时代，2011 年初首次进入千亿元市场规模时代。。 

 

图 1-1  国内可转换债券市场历年发行规模（1993 年至 2012 年上半年，单位：亿元） 

因此，作为主要的国际融资和投资工具的可转换债券，对可转换债券相关问题

的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但由于可转换债券

定价问题涉及诸如股票价格，利率，违约风险等多个层面，其价值方程呈现显著的

非线性和奇异期权特征，加之可转换债券所特有的诸多附加条款之间呈相互制约、

相互影响之态，这一特点对于可转换债券定价问题乃至最优策略分析问题都是不容

忽视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可转换债券的相关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的难点问题，围绕

着可转换债券的众多难解之谜，如对于可转换债券的推迟赎回问题的解释等至今也

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另一方面，理论界目前对可转换债券的定价研究大部分均基于新古典金融理论

框架下。新古典金融理论借鉴了新古典的宏观均衡分析范式，所有的分析都在新古

典经济学所倡导的完美市场中进行。这一理论体系自七十年代中期完全形成以来，

深受理论界和实业界的推崇，占据了金融学理论的主流地位。然而，越来越多的实

证证据表明，传统的新古典金融理论也许并不能正确地反映投资者的实际决策行为

和市场运行状况。仅以此轮自2007年爆发源于次级抵押贷款 (Mortgage Ba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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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ies)和信用衍生产品(Credit Derivative)的金融危机为例，经典的资产定价理论

和精妙优美的数学模型均难以解释2000-2007年出现的美国房地产和信用泡沫

（Dumas, Kurshev和Uppal（2009））。应当看到，由于新古典金融理论框架下的市场

模型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下的，一旦其中的一个假设条

件证伪，上述假设条件形成的逻辑链条就会即刻断裂，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石就会因

此而崩塌。因此，金融学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

即行为金融理论，不少学者纷纷提出不同于传统有效市场说法的概念，如噪音交易

者，投资者的异质信念等来试图解释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上资产价格波动、权益溢

价，期权隐含波动率微笑等各种难解之“谜”，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迄今

为止，甚少有研究文献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探讨可转换债券的定价模型。 

因此，本文将试图从多个层面出发，将期权博弈分析体系与行为金融最新研究

成果与传统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框架有机的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可转换债券定价问题

的内在机制与演化过程，发展一套更为有效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及数值模拟实验

系统，并通过采用国内可转换债券市场数据，检验所提模型的有效性，并对比分析

可转换债券国内外市场所存在的不同及其成因，借鉴国外可转换债券成熟市场的经

验，力求为促进我国金融机构投资国际可转换债券市场和国内可转换债券市场的创

新发展，提供合理的、科学的依据。 

1.2  相关理论最新研究进展 

1.2.1  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研究 

Ingersoll (1977a,1977b)以及Brennan和Schwartz (1977)是该领域研究的标志性成

果，他们以债券发行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作为标的状态变量，将可转换债券视为写

在其之上的衍生产品，采用相机权益分析方法，并结合Merton(1974)的研究成果—结

构化模型，提出了一整套的可转换债券定价分析与求解框架，进而在一定条件下推

出了模型解析解，并围绕可转换债券核心的转换与赎回决策问题给出了最优策略分

析。 

由于公司的资产在通常情况下并非可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标准化产品，其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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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率参数难以用适当的数学模型加以准确度量，因而以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作为

标的状态变量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在后续的推广应用中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因此

McConnell和Schwartz(1986)采用股票价格而不是公司资产价值做为标的状态变量，

以一种特殊的可转换债券—流动性收益期权票据（the Liquidity Yield Option Note, 

LYON) 为例给出了一整套的模型框架建立与分析方法。现有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

的建立多沿袭该模型在这一方面的基本设定，即以股票价格作为标的状态变量。 

目前从整体来看，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的理论研究大致有三大分支：第一支为

沿袭Ingersoll (1977a)所采用的方法，利用某些简化假定与数学转换方法，采用相机

权益的分析范式，力图求得可转换债券价值的解析解，如Lewis(1991)，Koziol(2006)

等皆是如此。Liao和Huang(2006)将定价模型拓展至了同时考虑赎回条款、税收以及

破产成本的情形下，给出了相应的解析解，并据此围绕包括赎回、转换以及破产在

内的核心决策问题展开了最优策略分析。其研究成果表明推迟赎回的程度与发行公

司执行的股利支付和税收政策直接相关。国内近期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典型的是周

其源，吴冲锋和刘海龙（2009）采用完全拆解法，将可赎回可转换贴现债券完全拆

解为5种简单证券的组合并据之推导出定价解析式。与数值定价方法相比，此类方法

的计算速度与效率通常较高。但是由于可转换债券定价问题的边界条件非常复杂，

并且还涉及到通常很难有显式解析解的美式期权自由边界问题，因此此类方法的使

用通常都需要较强的前提假定（如假定可转换债券只能在债券到期日行使转换权利，

股利以及债券票息的发放为连续方式而非离散等），而这些假定往往与市场的真实条

件不符，因此其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第二种为采用蒙特卡洛（Monte Carlo）模拟方法。王承炜和吴冲锋(2001)应用这

一方法计算赎回与回售条款被触发的概率，其所得结果表明回售条款的存在对于投

资者的影响相对于赎回条款来说较不明显。Kimura 和 Shinohara(2006)是 Monte Carlo

模拟方法应用于可转换债券定价分析的标志性文献之一。但出于分析的便利因素，

在其研究中对债券发行公司的分红政策和债券信用风险等其它重要因素的影响未加

以考虑。而且该文也并未考虑可转换债券相关条款之间的交叉影响，而是仅仅将可

转换债券视为一般债券和内嵌转换期权的叠加，因此对于可赎回性这一可转换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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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特性未能给予充分的考量。Ammann 等（2008）将 Monte Carlo 方法与遗传算

法相结合，首次将遗传算法引入可转换债券定价研究之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Yang

等（2010）对 Kimura 和 Shinohara（2006）模型进行了拓展，将稀释效应纳入了可转

换债券定价模型之中。张卫国，史庆盛和许文坤（2011）将随机 Faure 序列和方差减

小技术有效地和最小二乘蒙特卡罗方法相结合，提出了可转债的全最小二乘拟蒙特卡

罗定价方法，并以燕京转债为例进行了分析。其实证分析表明，改进后的方法所得结

果误差更小，所需的计算时间也得到显著降低。 

采用Monte Carlo模拟方法计算可转换债券价值的缺陷在于当价值方程所考虑的

状态变量超过两个时其计算复杂度过高，收敛性也易受到较大影响，而可转换债券

的重要特点之一恰恰是所涉及的变量因素较多，这一点极大地限制了 Monte Carlo 模

拟方法在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中的进一步推广应用。 

第三种方法为采用基于网格(lattice-based)的数值求解方法，此类方法在应用于商

业开发的可转换债券定价系统中被广泛采用，比较著名的有 Bloomberg OVCV，

Monis，SunGard 等。最早使用此类方法的理论定价模型为 Brennan 和 Schwartz(1977)，

采用的是有限差分方法。Brennan 和 Schwartz（1980）将该定价方法推广至了随机利

率的情形下，对定价模型研究是否需要考虑利率的随机结构进行了分析。之后，

Bardhan 等（1994）和 Tsiveriotis 与 Fernandes(1998)相继提出了信用风险对于可转换

债券价值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一观点。Tsiveriotis 和 Fernandes(1998) 的方法可简述为

将可转换债券拆分为债券属性和股票属性：股票属性部分假定不包含信用风险，债

券属性部分则采用一个固定的信用价差来刻画其所具有的信用风险，通过这一分解

有效地降低了考虑信用风险影响时可转换债券定价问题的求解复杂程度。Hung 和

Wang(2002)与 Ammann 等（2003）在分析类似问题时均沿袭了这一思路。Barone-Adesi

等(2003)则开拓性地将有限元方法(Finite Element Method)引入可转换债券定价研究

之中，推导出了债券发行公司的股票价格与市场利率同时为随机变量时的双因子模

型数值解。龚朴等（2004）则在此基础之上，将定价模型拓展至考虑可转换债券附

加条款的情形, 通过边界条件的改变反应不同条款的特征，并据此推导了有限元方法

统一的求解路径。随后利用数值模拟技术，分析了不同条款对于可转换债券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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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探讨了各条款在可转换债券设计中的不同作用。Gong 等（2006）将有限差分

方法与多期复合实物期权定价方法相结合，有效的规避了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的价

值方程求解较易陷入复杂高维积分的难题。实例分析表明所提方法在收敛速度和求

解精度上较传统求解方式具有一定的优势。Foufas 和 Larson (2008) 提出了一种适应

性有限元方法（adaptive finite element method）来计算可转换债券的价值。李念夷和

陈懿冰（2011）在不考虑赎回条款和回售条款的情形下，将违约概率引入传统三叉

树模型中，得到了基于违约风险的三叉树定价模型，随后将其应用于中国市场中的

实例计算之中，并分析了理论值与实际值差异形成之因。朱艳芳和张维（2011）在

公司资产包含股票、债券及可转换债券 3 种资产的情形下，建立了风险价格均衡下

的结构型二叉树可转债定价模型，其研究结果证明了公司风险资产之间风险价格均

衡状态的存在。 

总的来说，被应用于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之中的基于网格类的方法主要有二叉

树/三叉树法，有限差分方法以及有限元方法。有限元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用分段连续

的函数近似满足偏微分方程的函数，是逼近论、微分方程和泛函分析等的巧妙结合。

与其他方法相比，有限元方法具有以下优点：①有限元方法可以相对容易地处理不

规则的区域；②有限元方法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③有限元方法可以更灵活

地处理终端条件以及边界条件（Markolefas, 2008）。由于本文重点考察了可转换债券

附加条款的影响，对处理边界条件的要求较高，因此采用有限元方法是一个较为合

适的选择。 

1.2.2  可转换债券最优策略研究现状 

可转换债券的一大特点是包含有众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条款设置，这些条

款不仅对可转换债券的价值有较大的影响，同时也会显著的作用于可转换债券持有

者和发行者的最优策略路径的选择，最典型的例子就当属转换条款与赎回条款。 

Ingersoll（1977a）、Brennan 和 Schwartz（1977）在对可转换债券发行方的最优

赎回策略分析中指出，赎回条款应当在赎回价格等于转换价值时立即触发。但是，

后续的实证研究结果与这一理论指导却并不吻合，市场上的可转换债券通常会有推

迟赎回的现象，比较典型的文献包括 Asquith 和 Mullins(1991)和 King 与 Mau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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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后续围绕如何解释推迟赎回这一现象的文献络绎不绝，以信号传递、安

全性溢价为代表性的一系列假说被相继提出（Mauer(1993), Asquith（1995），Jalan 和

Barone-Adesin(1995)〕，但各假说的解释效力均与市场实际情况仍有显著的差距。因

此部分学者提出，可转换债券赎回条款的一些细节条款如赎回公告期、赎回约束等

的存在可能也是导致推迟赎回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Butler（2002）的研究结果就表明，赎回公告期的存在确会导致债券发行人推迟

赎回可转换债券，同时赎回公告期的长度对于赎回程度有显著的影响，赎回公告期

越长，推迟赎回程度越高。Butler(2002)模型的局限性在于其对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

做了过多地简化设定，尤其是将可转换债券转换权利视为只能在债券到期时进行转

换的欧式期权，因此所得结果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类似的研究还包括 Kwok

和 Wu（2000），Gong 等（2006）等，他们的研究结果也均肯定了赎回公告期长度

对于最优赎回策略的影响，即将赎回公告期纳入模型考量之后，市场实际的赎回结

果与理论模型预测的结果差距得到了显著的减少。 

基于 Butler（2002）所提出的模型基础之上，Altintig 和 Butler（2005）采用美国

市场上从 1986 年到 2000 年之间所有发生了赎回的可转换债券为研究样本，对美国

可转换债券的赎回策略进行了系统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在考虑了赎回公告期、应

计利息和收益优势的影响后，可转换债券并不存在显著的推迟赎回现象。 

另一个对于可转换债券最优赎回策略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是赎回约束。赎回约束

一般分为两类，一种是规定发行公司只有债券发行一定时间之后才能进行赎回，通常

称为硬赎回约束，而另一种则是规定发行公司只有当公司股价在满足了预先设定的条

件之后才能触发赎回条款，两种赎回约束中后一种对于投资者的保护作用更强，能够

有效地避免发生过早赎回债券的现象，因此其对于最优赎回策略的影响也更为显著。

软赎回约束中对于公司股价的条件设定一般均规定是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连续满足方

可，这一点通常也被称为巴黎期权特征。Lau 和 Kwok（2004）是首个对于转换条款

与赎回条款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特性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的研究成果，其深入探讨

了软、硬赎回约束对于最优策略的影响。何志伟和龚朴（2005）在此基础之上，通过

数值模拟技术进一步分析了债券发行公司和债券持有人的最优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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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转换债券最优策略分析的另一个重要思路是从债券发行人与持有人之间的

博弈角度出发。对于具有赎回条款的可转换债券来说，其债券的持有人与债券的发

行人在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时候存在利益冲突。发行人出于最大化公司权益价值的目

的在适当的条件下有权选择赎回其可转换债券，但是发行人行使赎回权利的同时，

相当于对持有人的转换权利所能获得的最大价值予以了制约，持有人丧失了部分可

能获得的潜在利益。因此赎回条款与转换条款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如何

在定价模型中较好的反映出这一特征对于分析可转换债券的最优策略至关重要

（Bielecki 等（2009））。而期权博弈理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手段。 

期权博弈理论是在实物期权发展的基础上融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演变而来，其

将实物期权引入竞争环境下进行评估，平衡不确定性带来的期权价值和博弈产生的

竞争优势进行比较，最终获得最佳结果均衡。期权博弈理论通过将期权定价方法和

博弈分析框架相结合的方式，为不确定条件和连续时间下的动态多人决策问题的求

解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一思路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收益函数的计算从决策的相互作

用中剥离出来，从而可以分别采用期权定价方法和博弈论来处理这两个问题之后，

再加以统一，因此大大的化简了原有的分析难度。 

相比期权博弈理论在实物期权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其在可转换债券中的

应用相对较晚，但也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Kifer（2000）是最早将这一方法引

入类似于可转换债券的衍生产品的研究文献，即以色列式期权(Israeli option，也称为

博弈期权 Game option)，该期权具有与可转换债券类似的特征，期权的买方和卖方均

有权利在到期日之前选择终止期权（对应于可转换债券的赎回权）。在研究方法上，

采用了最优停时博弈（Dynkin 博弈）对完善市场条件下的以色列式期权定价进行了

探讨。 

在这之后，Bühler 和 Koziol（2004）正式将期权博弈理论引入可转换债券研究

之中，试图解释可转换债券发行人选择推迟赎回的动机。其核心观点认为采用传统

的期权定价方法难以很好地度量可转换债券的价值，可转换债券所牵涉各方的决策

问题需要用博弈理论来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同时表明，降低强迫转股时可能导致的

股东负效应可能是债券发行人选择推迟赎回的重要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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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gi 和 Sawaki（2005）引入耦合停时博弈来分析可转换债券的定价问题。在不

考虑利息支付的情况下，讨论了债券持有人转换策略的选择与债券发行人最优赎回

策略选择的路径相依特性。 

Kallsen 和 Kühn(2005)的工作则是在不考虑发行公司股票分红的条件下利用期权

博弈方法分析可转换债券，其所得到的动态分析方法与 Karatzas 和 Kou（1998）所

提出的静态方法相比，在条件一致的情形下，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具有很高的一

致性。但是静态方法只能够获得债券的初始价格，而 Kallsen 和 Kühn 的方法则能够

较为准确的刻画整个价格过程，因此具有更好的实用性。 

Sirbu 和 Shreve(2006)的研究则通过假定债券价值与股票价值是公司价值函数的

方式，证明了赎回与转换决策的选择取决于债券的息票率、股票分红率、市场利率

和赎回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且无论处于何种情形，决策双方之间的博弈互动问题都

可以归结为一个最优停时问题，从而为类似问题的分析给出了一个范式分析结构。 

Egami(2010)基于期权博弈理论建立了一套可转换债券债务融资分析的框架，并

在特定的条件下推导出了该框架的显式解，并探讨了其潜在的经济含义。在此基础

之上，将可转换债券融资方式与直接债务融资方式对包括企业运营成本、破产成本

等在内的多个融资决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 

Beveridge 和 Joshi（2011）将零和期权博弈与蒙特卡罗模拟方法相结合，围绕如

何计算边界条件这一难题给出了两种新的方法，对方法的适用条件与范围进行了具

体阐述，并以可转换债券为实例对所提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 

可以看到，期权博弈的方法对于刻画可转换债券所包含的债券发行人与持有人

之间博弈互动的特征具有良好的效果，但是现有的文献出于分析的便利考虑，通常

都会对可转换债券的某些特征进行简化处理。当同时考虑股利政策、付息政策以及

可转换债券其它条款的存在时，所涉及的博弈问题将变得较为复杂，定价方程的求

解对于一般方法来说难以驾驭，如何采用合适的方法来对该问题进行求解是目前该

领域有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1.2.3  可转换债券实证研究概况 

为了检验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所得结果的有效性，众多学者应用不同的方法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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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了理论值与市场实际值之间的差异程度，并提出了为数众多的理论试图解释这一

现象所存在的原因。King（1986）采用美国市场数据，对于采用单因素二叉树模型

所获得的理论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检验期内的 103 只可转

换债券的真实价格与理论价格相比较，平均要低 3.75%。相比这一结果，

Carayannopoulos（1996）所获得的结论更为显著。在选取了美国市场上 30 只可转换

债券的日市场价格为样本后，对采用 CIR 随机利率期限结构建立的双因素定价模型

的实证检验显示，市场实际价格与理论模型结果之间的差距平均幅度高达 12.9%。 

除美国市场之外，其它海外主要市场也取得了丰硕的实证研究成果。法国市场

上，Ammann 等（2003）选取了 18 个月的日市场价格数据为检验样本，得到的结论

是市场实际价格相比理论结果平均要低 3%左右，这一结果与 King(1986)所获得的结

果相近。同时，实证结果还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程度与可转换债券距到期日的时

间长度有关，距离到期日越远的可转换债券，其市场价格与理论模型得到的结果越

接近。在日本市场上，Buchan（1997）采用了与 Carayannopoulos（1996）类似的方

法作为理论模型结果，选取了日本市场上 35 只可转换债券作为研究样本。但是与美

国市场所获得的结论不同的是，在日本可转换债券市场上所观测到的现象是市场实

际价格要大于理论结果，其幅度大约为 1.7%。两个不一致的检验结果表明，如何解

释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的理论结果与市场实际结果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还有待更进一

步地探讨。Szymanowska, Horst 和 Veld(2009)指出，现有基于投资者理性的分析框架

仅能覆盖理论结果与真实结果差异中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则需要考虑投资者的非

理性因素。因此，债券发行人与持有人的非理性因素对可转换债券会产生何种影响

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公告对于发行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也是实证研究的重要方向

之一。Smith(1986)检验了美国市场上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公告效应，其结果表明，相

比于普通股票发行对于证券市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来说，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所造成

的负面结果要相对较轻，具体的数据前者为-3.14%，后者则为-2.07%，但是与一般债

券相比，可转换债券的负面效应仍相对较高。 

Kang 和 Stulz(1996)对美国市场上的实证检验结果进行了总结，最终发现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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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检验结果均显示发行可转换债券所导致的公告效应显著为负，平均程度在

-1.5%左右。与此相类似的，Burlacu（2000）也在法国市场上得到了可转换债券发行

公告与发行公司股票价格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这一结论。上述的实证结果均与 Myers

和 Majluf(1984)所提出的“融资次序假说”相吻合。该假说的核心理论是，当存在公

司外部投资人和内部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时，由于投资人无法完全了解公司的

实际情况，只能按照对公司价值的期望来支付。因此如果公司采用外部融资的方式

为公司的新项目融资时，会引起公司价值的下降，所以公司发行股票或风险债券都

会传递关于公司价值负面影响的信息。但与美国市场所获得的结果不同的是，在对

荷兰市场以及日本市场上的样本检验中，却发现了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告对于发行公

司股票价格表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如 Roon 和 Veld(1998)对荷兰市场的实证检验就

是如此。他们同时认为，国家之间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不足以解释两地结果的差

异。 

因此，Abhyankar (1999)试图从可转换债券发行动机出发来解释这一差异。在对

英国市场 1986 年至 1996 年这十年间所发行的所有可转换债券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

不同发行动机下所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其公告效应确有不同。当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是

发行公司为了特定目的进行收购或是对之前债务进行覆盖而融资时，其公告效应往

往为负向。而当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是为资本性支出计划而进行时，其发行公告效应

大多为正向。 

Ammann 等（2006）检验了德国和瑞士两国市场上的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告效应，

数据样本区间取自 1996 年 1 月至 2003 年 5 月。结果显示，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告效

应在两国市场上均显著为负，而两国市场相比，德国的负向程度更为显著。同时，

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公告效应与债券发行公司的权益规模相关联。Dutordoir 和

Gucht(2007)的检验样本则取自整个西欧市场，其实证结果与 Ammann 等（2006）相

类似，债券发行公司的股票价格对于债券发行公告的反应显著为负，价格下跌程度

平均在 1.44%左右。 

Cheng 等（2005）在对 1996 年至 2002 年日本市场样本进行检验时,得到了与美

国市场上相近的结论，即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告效应显著为负，研究结果同时还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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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规模与公告效应有显著相关性，公司规模越大，负的公告效应越显著。 

Loncarski 等（2008）对 1991 年至 2004 年加拿大市场的检验结果同样表明，市

场的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告效应显著为负，事件发生后 3 天内其幅度约为-2.7%左右，

这一结果与之前在其它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市场上所做的检验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相比发行公告，对赎回公告效应得检验是可转换债券研究中更受关注的一个问

题。早期的研究成果大多发现可转换债券发布赎回公告后会出现负的超额收益。为

解释这一现象，诸多假说被相继提出。Harris 和 Raviv(1985)、Kim 和 Kallberg（1998）

以及 Cowan 等（2000）提出了信息不对称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当债券发

行公司的管理者收到一个负面信号时，他们往往就会选择强迫债券持有人转股以尽

可能的保存公司的现金流，以避免当信号传递至投资者时所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

而当管理者收到的信号为正面时，他们往往就会选择不强迫投资者转股，而将选择

权更多地交与投资者，这样就能使他们的公司与市场上的其它公司相区别开来，而

当正面的信息传递至投资者时，投资者所做出的选择有利于管理者的可能就相对较

大。因此，信息不对称假说认为市场对于可转换债券发布赎回公告会有一个消极的

预期。同时，不对称信息假说也认为，若赎回公告所蕴含的负面信号在市场上已被

反映出来，则在赎回公告期后并不能观测到价格的异常波动。 

在 Ofer 和 Natarajan (1987)的研究中，其研究结果对于信息不对称假说给予了

一定的支持，但他们也同时提出，这一结果的稳健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赎回公

告后产生的负的超额收益也同样有可能源自于采用了不太恰当的衡量标准或是市场

本身的无效性等其它原因。 

此后，实证研究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可转换债券发布赎回公告

后除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负的超额收益外，在一段时间后通常还会产生一个正的超额

收益。Ederington 和 Goh（2001）据此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流动性压力假说，该假

说认为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上，可转换债券发生赎回将导致公司发行在外的流通股

数量增加，由于流动性压力，股票数量的增加将会导致在短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出现

下跌，而在市场逐渐吸收了新增股票释放的压力后，股票的价格就会逐步回复。他

们的研究结果还发现，市场上有众多的可转换债券在发布赎回公告前，有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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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获取信息优势的投资人选择购买公司股票，而市场上的研究人员也常常会在

赎回公告前提高其原有的盈利预测，因此赎回公告很难说是一个负面信号的传递，

信息不对称假说难以成立。 

Bechmann(2004)检验得到的赎回公告的负向效应大约在 1.75%左右，同时也发现

在事件发生一段时间之后，债券发行公司的股票价格将有一个明显的回升，Bechmann

同样认为流动性压力假说能够较好地解释市场上的这一现象。 

但是，后续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对流动性压力假说提出了挑战，最为典型的是Brick

等（2007）的研究结果。他们的研究结果没有发现公告期间超额收益与公告后超额

收益和流动性代理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也没有发现公告期间超额收益与公告后超

额收益在统计上有显著相关性。同时采用买入并持有策略计算的超额收益也没有出

现公告后的价格反弹，因此他们认为流动性假说所得到的结果并不稳健。另外，其

研究结果对于信息不对称假说的检验也并未找到足够的支持证据，因此其结论是关

于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告效应的理论解释有待进一步商榷。与之类似的是，Duca 等

(2012)的实证结果也未找到足够的支持流动性假说或非对称信息假说的证据。 

最近两年，实证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心开始转向可转换债券的套利交易。

Choi 等（2009）利用美国市场 1993 年到 2006 年的数据检验了可转换债券套利交易

对标的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影响，文中发现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提高了股票市场的流动

性，并且系统性的随可转债套利交易的活跃而增加，另一方面，实证结果并未发现

可转换债券的套利交易于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有相关性。Ammann 等（2010）对美

国市场上的投资可转换债券的共同基金的整体表现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基金

投资在可转换债券上的份额相对于其投资于股票市场上的份额差额越大，其整体收

益越高。Ammann 等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可转换债券市场目前相对于股票

市场所存在的投资机会以及与可转换债券套利相关的交易策略。Choi（2010）对可

转换债券套利交易者的存在价值做出了揭示，其结果表明套利交易者的存在作用不

仅仅是价格纠偏，同时也是企业投资资本的重要供给来源，原因在于套利交易的发

生将极大的保证企业顺利发行可转换债券。 

由于国内可转换债券市场一直发展相对较为缓慢，可供实证研究的样本相对匮



 

 15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乏，因此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不多见。郑振龙和林海（2004）、马超群和唐

耿（2004）及郑振龙和康朝锋（2006）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理论模型与国内市场的实

际数据进行了对比，其研究结果均认为国内市场的可转换债券价格要明显低于理论

模型所得到的结果。与其它研究结果不同的是，赖其男等（2005）的检验结果表明

理论模型计算出的结果要比国内市场的实际价格要低，但这一结果由于其所检验的

样本区间过短，仅包含了 2005 年市场 3 个月的数据，因此结论的稳健性并不足够。

张峥等（2006）应用行为金融理论来解释中国市场上的折价现象，其研究发现中国

市场可转换债券平均折价为 10.2%，可转换债券折价程度与到期时间、股票换手率、

股票帐面市值比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支持了投资者群体差异假说。而在发

行公告的检验上，刘成彦和王其文（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可转换债券的发行

公告效应显著为正，刘娥平（2005）的结果则恰恰与其相反，检测得到显著为负的

发行公告效应。刘舒娜等（2006）的检验结果则更为复杂，在将检验期划分为发行

公告发布当日、发行获准日以及发行公告日后一天时，所得到的超额收益前者显著

为负，后两者则显著为正。朱艳芳和张维（2011）则认为，现有定价模型未能充分

考虑风险因素是理论值与市场实际值偏差的重要原因。在考虑风险价格均衡后，可

转换债券定价模型所得结果与市场实际值偏差范围在 2.52%至-0.83%之间的较低水

平，可转换债券价值低估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避免。 

1.2.4  行为金融中投资者异质信念的理论研究现状 

针对包括可转换债券在内的众多金融产品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定价

理论模型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愈来愈多的复杂数学模型与数值实

现技术被引入，但理论模型所计算出来的结果与市场实际值仍存在着显著地差异。 

例如在可转换债券市场之上，现实中奉行的可转债的赎回策略往往背离理性范

式下给出的最优赎回策略，存在推迟赎回（delay call）和提前赎回（early call）的现

象，其中以推迟赎回现象居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许多发行公司在可转换债券价

值超过理性范式模型下所求得的最优赎回价（通常为 30%以上）时，才执行赎回条

款，即发行公司推迟赎回。 

为了解释理论和现实的差异，许多学者试图从各个角度来解释该现象，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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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理论、投资人对债券利息以及股利偏好理论等，然而实证结果对于所提出的

诸多理论的支持却明显不足。总体来说，现有文献的分析大多基于理性范式的框架

之上，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推迟赎回现象产生的原因，但其解释程度与市场实

证检验结果相比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并且一般难以解释市场上同时出现推迟赎回

与提前赎回现象。 

过去的几十年，金融学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新的分枝—行为金融理

论。传统金融学以证券投资者的完全理性投资行为和无摩擦的市场为基础，以期望

效应最大化为投资组合选择的准则。但是大量的实证数据检验表明，现实中金融市

场存在大量传统资产定价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如股权溢价之谜，截面收益的惯性

反转，波动率之谜等等。因此行为金融理论从非完全理性代理人的角度出发，改进

了以往传统的同质行为人假设，赋予投资者以更现实的人格异质性特点。 

Kyle(1985)首次指出市场上存在噪声交易者，并且噪声交易者对于市场的影响不

可忽视。Black(1986)则进一步将噪声交易者界定为会被噪声传达出的信息影响交易

行为的投资者，其中噪声被定义为和所投资的资产不相关的信息。当噪声交易者存

在于市场上时，资产价格将与经典模型所预测的结果相背离。在这个时期，关于噪

声交易者是否存在以及其存在是否对市场有显著影响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问题。直

到 1990 年，DeLong，Shleifer，Lawrence 和 Waldmann (1990a,b)等人提出了以这四

人首字母命名的 DSSW 模型之后，这一争论才得以逐渐平息。DSSW 模型从理论上

证明了非理性投资者在市场上的存在性以及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不可忽视性，并创

造性地提出了“有限套利”理论，该理论揭示了市场上的理性投资者没能按照经典

模型所预测的迅速消除由非理性投资者所带来的价格偏差的内在原因，从而揭开了

近二十年来以各种行为金融理论解释“市场异象”这一风潮的序幕，众多投资者行

为理念被引入资产定价研究领域之中，使该领域的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卓有成效的

进展。如 Basak (2000)将投资者异质信念作为风险因子融入传统定价模型，并获得了

考虑异质信念后的资产均衡价格。Xiong 和 Scheinkma（2003）在分析美国资本市场

的网络泡沫危机时，引入了过度自信这一概念。Kogan 等(2006)将 DSSW 模型更进一

步，得到了即使异质型投资者所占有的资产份额相比理性投资者来说微不足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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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的投资者对于市场的作用都将是显著并且长期存在这一重要结论。Dumas

等(2009)在研究股票价格过度波动这一现象时，引入投资者的过度乐观这一行为模

式，并获得了良好的解释效力。Buraschi 和 Alexei (2006)，Dumas, Kurshev 和 Uppal 

(2009)，Gallmeyer 和 Hollifield (2008)用投资者异质预期分别对资产价格波动、权益

溢价，期权隐含波动率微笑等各种难解之“谜”进行了揭示。 

中国证券市场中投资者的非理性心理和行为也引起了国内有很多学者的高度关

注和广泛研究，如张维等（2009）对金融市场中的异质投资者及其引发的资产价格

泡沫进行了文献综述。陈国进和张贻军（2009）检验了异质信念于我国股市个股暴

跌之间的关系。其他类似的还包括张维和张永杰（2006），李心丹、王冀宁和傅浩

（2005）及朱宝军和吴冲锋（2005）等。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可转换债券研究领域内引入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成果比

较罕见，比较有影响的仅有张峥等（2006）在研究国内市场转债的折价问题的成因

时，借鉴了行为金融的思路，但受限于当时国内转债样本数量的限制，并未能获得

足够的实证检验结果来支撑所提假说。国外目前相关研究成果相对于股票、债券领

域来说也较少，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可转换债券的定价模型相对来说更为复

杂，要将投资者的异质性融入传统定价模型的难度很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样本数

量的限制，采用何种指标来有效度量可转换债券投资者的异质程度目前也仍未有很

好的解决办法。 

1.3  本文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1.3.1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本论文课题主要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非理性预期下可转换

债券定价模型及数值实现技术”。 

鉴于现有研究文献所存在的一些不足，本文结合可转换债券具债、股性质于一

身的独特性，充分考量附加条款中的赎回条款与其它重要因素对可转换债券价值以

及投资者选择最佳赎回策略的相互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我国可转换债券

市场上的赎回溢价、推迟赎回以及赎回公告效应等。本文既包含理论模型、数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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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以及实证研究，同时涉及到将传统新古典金融框架下的定价模型与行为金融理论

相结合的的复杂性难题，具体研究内容如下所列： 

（1）建立了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并采用数值数值实现技

术探讨了可转换债券各条款细节对于债券博弈双方最优策略路径选择所起到的作

用。研究结果显示，股票红利发放政策、债券票息利率的设定都会直接影响到债券

持有人选择债转股的时机，尤其是当债券票息支付为离散型时，理性的债券持有人

绝不会在票息支付前一刻行使转换权利。在赎回条款细则上，赎回公告期的长度、

距离到期日的时间乃至赎回约束等都会反映在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抉择上。总体来

说，赎回公告期以及赎回约束都是为了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而存在的，其作用主要

体现在约束债券发行人过度行使其赎回权利之上，也就是说这两个条款能够减少债

券发行人过早赎回所发行债券的现象。因此，赎回公告期、赎回约束都起到了推迟

发行人赎回的作用，同时赎回公告期越长，推迟赎回的程度越高，这一点在赎回动

机是强迫债券持有人转股时表现更为明显。同时，距离到期日时间的不同对于赎回

公告期所能起到的推迟赎回作用的程度也有显著的影响。 

（2）以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样本为例对赎回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采用文中基

于期权博弈理论的定价模型，检验了我国市场上的赎回溢价、推迟赎回等焦点问题，

并与海外市场同类型的检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基于博弈期

权方法的定价模型所得结果较之现有相关文献的结果能够更好的与市场实际情况相

吻合，赎回公告期与赎回约束的存在能够解释相当程度的推迟赎回现象。 

（3）结合行为金融理论，采用投资者的后悔厌恶来表征投资者的异质信念，构

建了投资者异质信念下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重点探讨了异质信念对可转换债券赎

回策略的影响，分析了不同赎回动机的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所导致的违背理性框架下

的最优赎回现象。通过引入后悔厌恶导致的价格改变量，来修正理性框架下定价方

程的边界条件，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不同的动机所对应的推迟赎回现象（或提前赎

回现象），以及后悔厌恶的程度与推迟赎回的程度二者的关系，给出了现实中发行

者往往违背最优赎回策略现象的本质解释。 

（4）检验了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赎回公告效应，重点探讨了流动性压力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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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不对称假说对于我国市场样本的解释效力；结果表明，赎回公告时产生的超额收

益符合流动性假说，但赎回公告后的超额收益则与其不一致，其所预测的价格回复

现象并未得到验证。对于不对称信息假说，本文所获得的实证结果表明，该假说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内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告时出现的超额收益。 

1.3.2  论文主要创新点 

本文主要创新之处如下： 

（1）由于可转换债券同时具备债券以及股票特性，加之内嵌于其的转换期权以

及各种附加条款，多种复杂因素集于一身的特点使得可转换债券的相关研究呈现出

显著的不确定性、非线性和奇异期权特性，尤其是如何更好地反映由转换条款和赎

回条款引发的发行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博弈特征一直都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

题之一。因此与现有大多数文献不同，本文基于最新的期权博弈理论，尝试建立了

反映债券发行人和持有人之间博弈过程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并针对控制方程难

以求解的问题，应用有限元方法进行数值演算。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可转换债券

条款对发行者和投资者最优策略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所提出的基于博弈

期权方法的定价模型能够更充分地反映由于可转换债券附加条款所造成的投资者博

弈互动之特性，从而更好地分析条款中诸多细节对于可转换债券价值以及最优策略

的影响。 

（2）行为金融中的异质交易者研究在国内外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帮助解释

了很多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和“难解之谜”。但它相对于传统金融学来说，

仍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有很多值得探究的问题。特别是将最新取得的研究成果应用

和推广到股票市场之外的金融市场中去，丰富行为金融学理论，帮助解释其它市场

的异常现象，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价值。本文尝试结合行为金融理论，

采用投资者的后悔厌恶来表征投资者的异质信念，构建了投资者异质信念下可转换

债券定价模型，重点探讨了异质信念对可转换债券赎回策略的影响，分析了不同赎

回动机的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所导致的违背理性框架下的最优赎回现象。数值分析结

果表明，所建模型能够弥补在传统定价理论框架下难以解释高推迟赎回现象成因的

不足。本文所得结论有助于发行者更切身的选择最优的赎回价格和赎回时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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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持有者分析发行者推迟和提前赎回的动机，更重要的是本文为行为金融和新古

典金融在某些问题上的交融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给出了一个有效融合的方法与例子。 

（3）尽管国外成熟市场上对于可转债的实证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受

到可用样本数据的限制，关于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赎回策略和赎回公告效应的系

统性实证研究尚甚少有人涉及。本文一方面结合前文所得到的模型，通过实证研究

检验了国内市场的赎回溢价与推迟赎回程度，验证了所提模型的有效性，同时将检

验结果与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对比，探讨了不同市场之间所存在差异的原因。另

一方面检验了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赎回公告效应，探讨了不对称信息假说与流动

性压力假说在中国市场上的解释效力。本文所获得的实证研究结果对于把握国内可

转换债券现阶段特点以及如何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经验来发展国内市场都将起到良好

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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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可转换债券最优策略研究 

由于可转换债券同时具备债券以及股票的特性，加之内嵌于其之上的转换期权

以及各种附加条款如赎回条款等，多种复杂因素集于一身的特点使得可转换债券的

相关研究呈现出显著的不确定性、非线性和奇异期权特性，尤其是对于债券的发行

人与持有人之间的最优策略分析一直都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之一。 

本章将基于期权博弈分析方法，尝试建立关于债券发行人和持有人之间博弈的

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并推导该定价模型的有限元数值解法，从而更好地分析附加

于可转换债券之上众多条款之间的策略互动性。 

2.1  问题的提出 

对于具有赎回条款的可转换债券来说，其债券的持有人与债券的发行人在最大

化自身利益的时候存在利益冲突。发行人出于最大化公司权益价值的目的在适当的

条件下有权选择赎回其可转换债券，但是发行人行使赎回权利的同时，相当于对持

有人的转换权利所能获得的最大价值予以了制约，持有人丧失了部分可能获得的潜

在利益。因此赎回条款与转换条款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如何在定价模型

中较好的反映出这一特征对于分析可转换债券的最优策略至关重要（Bielecki 等

（2009））。传统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中一般采用线性互补和变分不等式来处理可

转换债券转换条款和赎回条款的影响，对发行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博弈互动特征反映

有所不足。 

Sirbu 和 Shreve(2006)、Bielecki 等（2008）以及 Beveridge 和 Joshi（2011）等均

认为，债券发行人与持有人同时希望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将演变成为一个两人

零和博弈（Two persons zero-sum game）问题，而期权博弈分析方法正是分析这一问

题的较好选择。 

期权博弈理论是在实物期权发展的基础上融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演变而来，其

将实物期权引入竞争环境下进行评估，平衡不确定性带来的期权价值和博弈产生的

竞争优势进行比较，最终获得最佳结果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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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博弈理论通过将期权定价方法和博弈分析框架相结合的方式，为不确定条

件和连续时间下的动态多人决策问题的求解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一思路的优势在于，

能够将收益函数的计算从决策的相互作用中剥离出来，从而可以分别采用期权定价

方法和博弈论来处理这两个问题之后，再加以统一，因此大大的化简了原有的分析

难度。 

期权博弈理论目前仍属于一个新兴领域，在国内更多地是被应用于实物期权模

型之中，如刘彦文和管玲芳(2009)、龚利等(2010)以及谭英双等（2011），在金融期权

定价模型中的应用尚不多见，缺乏较为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但随着研究的工作的逐

渐深入，该方法在金融期权领域已开始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近期的研究文献如 Yagi

和 Sawaki（2005）、Egami（2010）等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 

然而由于可转换债券价值的控制方程为非线性的高阶偏微分方程，如还需同时

考虑其它因素的影响，求解难度较高，一般方法均难以驾驭，因此现有基于期权博

弈方法分析可转换债券最优策略的文献目前罕有涉及同时考虑赎回公告期、赎回约

束等因素影响，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本章将在前人基础之上，将能够较更灵活地处理终端条件以及边界条件

的有限元数值方法（Markolefas, 2008）与期权博弈分析体系相结合，求得考虑了多

种复杂因素影响的控制方程数值解，并藉此尝试分析股票红利、债券利息、赎回公

告期以及赎回约束等对于可转换债券价值和最优策略的影响。 

2.2  定价模型的建立 

2.2.1  模型控制方程 

可转换债券的定价模型所采用的核心标的变量一般有两种，其一为基于 Merton

所提出的结构化模型之上的将可转换债券视作写在标的状态变量为公司市场价值上

的衍生证券，此时可转换债券视为写在发行债券方的公司价值之上的期权，当公司

价值低于债券总值时将视为发生违约。但采用公司资产价值作为标的变量的最大问

题在于其并不是一个在市场有标准化交易的产品，所需的关键性参数均难以用准确

的数学模型进行度量，因此该类模型存在一定的不足，且可操作性较差。由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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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方法提出了使用债券发行方的公司股票价格作为标的状态变量，该方法是目前

可转换债券定价理论模型中的主流方法，本文也沿用了该种方法的思路。 

在不考虑利率随机结构的情况下，可转债标的股票价格 S 服从指数布朗运动： 

 ( )dS D Sdt Sdw     （2.1） 

其中，为期望收益率；D 为股票红利率；σ 为瞬时波动率；dw 为标准维纳过

程的增量。债券价值 V 可由下述等式刻画： 

  
2

2 2 *

2

1
( ) 0, (0, ( )], [0, ]

2

V V V
S r D S rV S S t t T

t S S


  
      

  
    （2.2） 

其中， *( )S t 代表债券被转换或赎回时标的股票价格，这一价格的确定实际上取

决于债券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路径。 

国内的可转换债券赎回条款一般都包含有软赎回约束限制，因此还需要将软赎

回约束纳入模型之中。从国内所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条款上来看，软赎回约束一般都

设定为当标的股票价格在连续的一段时间内持续高于预先设置的某一阀值 bS 时，赎

回权利方可被行使，这与巴黎期权的特征是一致的。因此，此时可转换债券内嵌期

权将带有显著地巴黎期权特征。 

引入变量 K 来描述巴黎期权与路径相关的特征： 

sup{ | ( ) }bK t t S S                             （2.3） 

K 值的运作机制可以简述为，当股票价格高于阀值时，变量 K 开始触发计数过

程，当 K 值到达预先设定的上限时，即视为赎回权利可被触发，而如果在 K 值还未

到达所设定的上限时，股票价格就已回落至阀值以下，那么 K 值将被清零，重新开

始计数。 

这样可转换债券的价值就取决于 3 个状态变量：S、t 和 K，记为 ( , , )V V S t K 。 

当 bS S 时，由于 0K  ，由（2.2）可知，此时的可转换债券价值服从以下的二

维偏微分方程： 

 

2
2 2

2

1
( ) ( ) 0

2

(0, ], [0, ], 0b

V V V
S r D S rV c t

t S S

S S t T K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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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 ) ( )
M

i ii
c t c t t


  ， ( )  为示性函数， it 和 ic ( 1,2, , )i M 代表债券票息

支付的时刻和数量。 

当 bS S 时，K 开始计数，且dK dt 。此时可转换债券的价值就取决于 S、 t 和

K 之上，控制方程（2.4）可转换为： 

 

2
2 2

2

1
( ) ( ) 0

2

[ , ), [0, ], [0, ]b

V V V V
S r D S rV c t

t K S S

S S t T K K


   

      
   

   

           （2.5） 

2.2.2  基于博弈期权理论建立边界条件 

由可转换债券转换权利的定义以及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易得终值条件为： 

( , ) max{ , }c nV S T n S P c                          （2.6） 

其中，nc 为事先约定的债券转换成股票的比例，P 为可转换债券的面值，cn 为最

后一期的利息。 

对于理性投资者来说，其选择转换的目的是希望能最大化其自身利益，因此在

转换期  cc T, 内，应满足条件：  

   ccc TtSntSV ,,                     （2.7） 

当可转换债券包含赎回条款时，情况将进一步复杂化。在赎回期  callcall T, 内，

债券发行人获得了赎回债券的权利。若此时赎回条款中设有赎回公告期，则当发行

人选择行使赎回权利时，债券持有人原有的权利就将为之相应改变。在此期间，持

有人就将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行使转换权利将所持有的债券变为股票，另一种则是

选择不行使转换权利，而是等到赎回公告期后由发行公司进行赎回，债券持有人获

得赎回公告中约定的价格 cV 。因此，此时可视持有人持有一个标的为公司股票，距

到期日时间为赎回公告期长度的美式衍生证券，令其为  tSVcall , ，则有 

       c a l lc a l lc a l l TttSVtSV .,,                   （2.8） 

当赎回条款中包含软赎回约束时， ( , )V S t 有可能大于  tSVcall , 。 

不失一般性，假定债券票息利息的支付方式为离散式，则应有： 

( , ) ( , )i i iV S t V S t c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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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i 为第 i 次利息的支付时刻。 

由于可转换债券的边界问题实质上是典型的自由边界问题，这类问题的最大特

点就是边界与问题的解相互关联且需同时确定，并且带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传统

的方法对于边界条件中债券关联方的博弈特征反映均有不足，因此本文采用博弈期

权的方法来分析这一问题。 

对于发行人来说，赎回权的存在是为了能使其最大化公司价值，而对于持有人来

说，转换权利是用来最大化其所持有的可转债价值的。债券发行人赎回时机的选择不

但受公司价值随机变化的影响，而且受债券持有者转换时机的影响，同样债券持有者

转换时机的选择也受债券赎回时机的影响。因此赎回、转换时机的选择就可视为发行

人和持有人之间的博弈问题。根据 Bielecki（2008）的研究，当不考虑税收等其它条

件影响时，博弈双方实质上是在进行一个两人零和博弈。具体过程可分解如下：  

令 ( )S t 为股票在 t 时的价格，此时有两种可能即 ( ) ( )callS t S t 和 ( ) ( )callS t S t ，其

中 ( )callS t 为赎回条款中所规定的触发价格。 

当 ( ) ( )callS t S t ，则债券持有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持有，此时持有人的收

益等于可转换债券的价值，记为 holdV ，另一种选择时行使转换权利，则此时持有人

的收益等于转换价值  tSnV cconv  。对于持有人来说，其决策的选择是为了最大化其

所持有资产的价值，因此其策略将是  convhold VV ,max 。 

当 ( ) ( )callS t S t ，此时债券的发行人将具有行使赎回条款的权利。在博弈过程的

顺序上，由债券发行人首先选择，随后则是债券持有人。对于发行人来说，此时有

两种选择。如果发行人选择不行使赎回权利，则此时将回到上面讨论的情形之中，

即持有人的策略将是  convhold VV ,max 。但如果发行人行使赎回权，则情形将发生改变，

此时发行人的决策将是最小化债券持有人所能获得的利益，因此其策略函数为

  convholdcall VVV ,max,min ，而可转换债券的价值就等于该博弈过程的 Nash 均衡解，

即     convholdcall VVVtSV ,max,min,  。 

采用传统的博弈分析方法一般难以求解上面的支付函数，但是期权博弈理论能

较好的解决这一难题。 

整个定价过程实际上可归纳为：首先分析当赎回权尚未激活时可转债价值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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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规律，得到定价的控制方程，然后将情形拓展至赎回权被触发的情景，定价方程

的边界条件将通过上面所分析的债券博弈双方的互动过程来获得，最后采用有限元

方法获得定价方程的数值解。 

2.3  有限元数值实现技术 

由于有限元方法在处理复杂的边界条件时具有理论及应用上的优势，因此在可

转换债券的定价研究中，有限元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下面将简要介绍通过有限元方法求解方程（2.2）的具体步骤。令 lnz S ，对价

值方程进行对数变换，方程可转换为： 

   
2

2 2

12

1 1
0, , , ,

2 2
i i

V V V
r D rV z t t t

t z z
  

   
          

   
    （2.10） 

方程（2.10）的有限元求解格式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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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其中，n 为时间步，i 为空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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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1, 1
3

ie i
i i

h
a    ， 1,

6
ie i

i i

h
a   ， , 1

6
ie i

i i

h
a   ， ,

3
ie i

i i

h
a   

2 21
1, 1 2

1 1 1
( )

2 3 2
ie

i i i

i

b r rh
h

          ， 

2 2

1,

1 1 1 1
( )

2 2 6 2
ie

i i i

i

b r rh
h

          

2 2

, 1

1 1 1 1
( )

2 2 6 2
ie

i i i

i

b r rh
h

        ， 

2 2

,

1 1 1 1
( )

2 2 3 2
ie

i i i

i

b r rh
h

        



 

 27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ih 为第 i 个单元的宽度。采用 投影超松弛算法 (Projected Successive 

Over-Relaxation Method, PSOR)： 

     
1

1( 1) 1

1 1

max ,
i N

n k n k n kn k n

i i i ij j ij j c i

j j iii

V V H C V C V n S
C

 
 

  

  
      

  
        （2.13） 

其中，k 为迭代次数，为超松弛因子（此处取 1.5  ），
1

2
C A tB  
   
 

，

1

2
D A tB 
   
 

，  1 2, , ,
T

n n n n

NH D V V V  。终端条件和边界条件也要进行同样的

处理。 

当考虑赎回约束时，则如前文所述，控制方程变为方程（2.5）。类似的，可对其

进行对数变换，再采用 Galerkin 有限元离散格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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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V t K V t K
A A B V t K

t K

 
  

 
                   （2.14） 

其中， 0 1( , ) [ ( , ), ( , ), , ( , )]IV t K V t K V t K V t K  表示节点 , 0, ,iz i I 上的值，A 和

B 分别是刚度矩阵和载荷矩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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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对 [ 0 , ]T 和 [0, ]K 进行离散。因为 K 与 t 具有同步性，可令： 

t K T / N    ，把空间[0, ]T 和[0, ]K 分别划分成 N ，M 等份， nt n t  ， mK m K  ，

采用以下的有限差分离散格式： 

1

, ,( , )
n n

i m i mi
V VV t K

t t

 


 
，

1 1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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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 i mi
V VV t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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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方程（2.15），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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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与式（2.13）的处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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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其中，k 表示迭代次数，为超松弛因子（此处同样取 1.5  ），  0 5C A . tB  ，

 0 5D A . tB  ，  1 2

T
n n n n

,m ,m ,m N ,mH D V ,V , ,V  。 

2.4  可转换债券最优策略分析 

2.4.1  没有赎回条款下的最优策略分析 

本节将对没有赎回条款时的最优策略展开分析。如表 2-1 所列，共分四种情形来

讨论： 

表 2-1  股票红利与债券利息的四种不同情形 

（I）股票不分红 

可转换债券不支付利息 

（II）股票不分红 

可转换债券支付利息 

（III）股票分红 

可转换债券不支付利息 

（IV）股票分红 

可转换债券支付利息 

主要计算参数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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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参数设置 

面值 P 100 元 

无风险利率 r 2.5% 

年波动率  0.25 

年分红率 D 3% 

期限 Pn 4 年 

票面利率 c (4%, 4%, 4%, 4%) 

转股价格 Sc 100 元 

转股比 nc 1 

下面具体分析可转换债券的利息支付与发行公司股票分红政策对于债券持有人

最优策略的影响： 

（1）与美式看跌期权在不支付红利时的情况相类似，如果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司

的股票选择不发放红利时，那么持有人永远不可能选择在债券到期日之前进行转股。

此时可转换债券价值可可以拆分为一个欧式看涨期权和持有现金之和。在此情况下，

债券支付利息会进一步降低持有人选择提前转股的可能。因此，在情形（I）和（II）

下，持有人都将选择不提前转股。 

      

      分红、不付息                          分红、付息 

图 2-1  图解（I）-（IV） 

（2）当债券发行公司股票发放红利时，此时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当可转换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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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同样无利息支付，那么持有人的临界转股价格将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降低。第二

种情况是当可转换债券有利息支付时，此时需要注意的是，可转换债券的持有人绝

不会选择在利息支付前一刻（
it
 ）转股。其原因在于股票价格的连续性，即

( ) ( )i iS t S t  ，这就导致利息支付后转股所能获得的价值将大于在利息支付前转股所

获得的： ( ) ( )c i i c in S t c n S t   ，因此理性持有人不会选择在利息支付前转股。 

2.4.2  存在赎回条款时的最优策略分析 

从市场实际情况来看，市面上发行的绝大多数可转换债券都附加有赎回条款，

因此分析赎回条款的存在对于可转换债券的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本节将分别讨

论赎回条款中的各个主要细则对于债券发行人和持有者选择最优策略的影响。 

（1）赎回公告期 

这一部分着重考察赎回条款中赎回公告期对于债券博弈双方的影响，因此假定

赎回条款中不包括赎回约束限制，即债券发行人可以在债券存续期内任意时间、任

意股票价格下选择赎回。具体的计算参数见表 2-3。 

表 2-3  参数设置 

面值 P 100 元 

无风险利率 r 2.5% 

年波动率  0.25 

年分红率 D 3% 

期限 Pn 4 年 

票面利率 c (4%, 4%, 4%, 4%) 

转股价格 Sc 100 元 

转股比 nc 1 

赎回价格 Vc 为面值的 150%，即 150 元 

赎回公告期 Tn (0,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天 

图 2-2 给出了具体的计算结果，可以明显发现以下几个特征：（1）债券发行人临

界赎回股票价格和债券持有人的临界转换股票价格与赎回公告期的长度呈正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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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2）当可转换债券距离到期日相对较远时，赎回公告期的长度对于债券发行人

的临界赎回股票价格的影响较弱，但同时对于持有人的临界转股价格的影响则较强

（3）当可转换债券接近到期日时，发行人的临界赎回股票价格将随之显著提高，但

由于债券即将到期，内嵌的转换期权价值快速缩水，导致持有人的股票临界转换价

格随之下降。 

观察图 2-2c 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每一个票息支付日，临界赎回价格都会有

一个向下的跳，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股票价格是连续的：因为 ( ) ( )i iS t S t  ，则

     icallicallicall tSVtSVtSV ,,,   。 

而同时由赎回定义可知，        icallcallicall tSVtSVtSV ,,, ，。再根据(2.6)式即得

到 ( , ) ( , )call i call i iV S t V S t c     。由于可转换债券价值随股票价格上升而增加，对于任

意的 0ic  ，
call callS S  ，这就导致会在票息支付日出现一个跳，且程度取决于票息政

策。 

类似的，对于临界转换股票价格，同样会在付息日出现一个向下的跳，这一点

在图 2-2d 中得到了验证，具体的推导过程这里不予赘述，其思路与上面的分析相类

似。 

比较图 2-1 和图 2-2c 可以看到，图 2-1 显示持有人绝不会选择在利息支付前一

刻转股。但是图 2-2c 表明，当存在赎回条款时，如果持有人在股票价格上升到一定

水平后仍迟迟没有选择转股，则发行人会行使赎回权来强迫持有者提前转股，从而

最大化公司价值。 

此外，观察图 2-2c 和图 2-2d 还可以看到，当赎回公告期长度 0nT  时，在最后

一个付息期之前，持有人的临界转换股票价格均高于发行人的临界赎回股票价格，

即在这个时期，发行人都有动机选择赎回债券从而迫使债券持有人提前转股。而在

最后一个阶段，由于临界转股价格发生急剧下降，而临界赎回价格却在显著的上升，

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这就意味着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债券持有人将

会有动机在债券被宣告赎回前行使转股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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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同赎回公告期长度临界赎回股票价格变化图 (b)不同赎回公告期长度临界转股价格变化图 

 

(c) 不同时刻临界赎回股票价格变化图     (d) 不同时刻临界转股价格变化图 

图 2-2  赎回公告期对发行者和持有者最优策略的影响 

（2）赎回约束 

赎回权整体上来说是为了保护发行者的权利，但为了避免发行人过度使用赎回

条款，侵害债券持有人的利益，相当数量的可转换债券条款在赎回条款中均加入了

赎回约束这一条件，这一点在中国的可转换债券市场上尤为明显。赎回约束一般分

为两类，一种是规定发行公司只有债券发行一定时间之后才能进行赎回，通常称为

硬赎回约束，而另一种则是规定发行公司只有当公司股价在满足了预先设定的条件

之后才能触发赎回条款。这一部分将着重讨论这两种赎回约束对最优策略的影响。 

首先假定硬赎回约束为可转换债券发行的前两年，即在可转换债券发行后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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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债券发行人不能选择赎回债券。软赎回约束则参考国内债券相关条款设定，

触发阀值设定为 130%。主要计算参数参见表 2-2。 

图 2-3 表明，当赎回公告期时间较短时，一旦赎回条件被触发，赎回权将会被立

即行使。而当公告时间跨度较大时，如果赎回条件出发是发生在距到期日较远的时

候，则发行人也会立即选择赎回。但如果此时距到期日已较近，则临界赎回股票价

格将出现一个显著上升现象，同时上升幅度与公告期长度成正比。产生这一现象的

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是由于债券临近到期，随着内嵌期权价值的快速下降，临界转

股价格相应降低，这就使得发行人缺乏动机来采用赎回条款迫使持有人转股。二是

实证结果往往发现在赎回公告期内股票价格的波动会较大，因此赎回公告期越长，

股票价格可能下降的概率就越高，因此强迫转股的目的相对难以达到。从这个角度

上说，图 2-3 给出了市场上常常出现推迟赎回现象的部分原因。 

 

图 2-3  赎回约束对最优策略的影响 

对比图 2-3 和图 2-2d 可以看到，赎回约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持有人的利

益。软赎回约束的影响更多的体现在赎回公告期较短的可转换债券之上，它能够有

效防止债券发行人快速赎回的现象。当赎回公告期较长时，软赎回约束对持有人的

临界转股价格影响相对较小。 

（3）可转换债券价值分析。前面的分析已经阐述了可转换债券赎回约束对于发

行人最优策略的影响，由于最优策略的路径直接决定定价模型的边界条件，不同的

边界条件必然会导致可转换债券价值的不同。图 2-4 分别给出了带有赎回条款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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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赎回约束、带有赎回条款且包含软赎回约束以及没有赎回条款这三种不同情形下

的可转换债券价值，这三种情况实质代表了内嵌的三种不同期权类型：以色列式期

权、巴黎期权以及标准的美式期权。计算参数同上。 

  

                      t=0                                     t=2 

 

    t=4 

图 2-4  不同条款可转换债券在不同时刻的价值对比图 

图 2-4 表明赎回条款的目的更多的体现在保护发行人的利益，因此其存在会对持

有人的利益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即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会有所下降，但当债券临近

到期日时，这一影响可以忽略，主要原因当到期日临近时，期权由于时间价值、转

换价值均快速萎缩，导致其对转债价值影响的分量快速降低，不同赎回条件下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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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趋于接近。同时只有当股票价格处于中间状态时，赎回条款对可转换债券的影响

才较大，当股票价格处于深度价外时，输回条款对于转债的影响不大。另外，软赎

回约束会使得可转换债券价值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软赎回约束在某种程度上提

高了债券发行人触发赎回条款的阀值，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赎回条款被滥用。从债

券持有人角度来看，软赎回约束的存在使其按照最优策略转换债券的可能性得以增

加，因此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也相应有所提高。 

综上，可转换债券的赎回条款以及赎回条款中的主要细则如赎回公告期、赎回

约束等都会对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以及最优策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研究可转换债

券时确有必要将这些细节都纳入模型的考虑范围之内。 

2.5  本章小结 

可转换债券的最优策略分析一直是本领域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本章将期权博

弈理论与传统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相结合，通过剥离决策函数的计算与最优策略

的互动分析，简化了问题的复杂程度，从而能够更充分的反应决策过程的博弈特性。 

本章首先建立了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并采用数值数值实

现技术探讨了可转换债券各条款细节对于债券博弈双方最优策略路径选择所起到的

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股票红利发放政策、债券票息利率的设定都会直接影响到债

券持有人选择债转股的时机，尤其是当债券票息支付为离散型时，理性的债券持有

人绝不会在票息支付前一刻行使转换权利。在赎回条款细则上，赎回公告期的长度、

距离到期日的时间乃至赎回约束等都会反映在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抉择上。总体来

说，赎回公告期以及赎回约束都是为了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而存在的，其作用主要

体现在约束债券发行人过度行使其赎回权利之上，也就是说这两个条款能够减少债

券发行人过早赎回所发行债券的现象。因此，赎回公告期、赎回约束都起到了推迟

发行人赎回的作用，同时赎回公告期越长，推迟赎回的程度越高，这一点在赎回动

机是强迫债券持有人转股时表现更为明显。同时，距离到期日时间的不同对于赎回

公告期所能起到的推迟赎回作用的程度也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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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权博弈下可转换债券赎回策略实证研究 

第二章将博弈期权分析与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相结合，并通过采用适当的有限

元方法，推导出了定价模型的数值解法。本章将以国内市场为样本，检验所提模型

的有效性，实际测算国内可转换债券市场的赎回溢价以及推迟赎回程度，考察赎回

条款各细则对于这两项指标的影响程度，并与海外成熟市场的结果进行比较，探讨

不同市场之间所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以期能更好地把握国内可转换债券现阶段的

特点，为转债市场未来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提供帮助。 

3.1  问题的提出 

如何选择最优赎回时机实施赎回策略，对于公司可转债融资决策来说相当重要，

因此在海外，关于可转换债券赎回策略的实证研究一直是一个备受瞩目的热门问题。

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与理论模型的结果形成鲜明对比，市场上的可转换债券通常都

要在远高于理论模型所预测的价格之上方进行赎回，即“推迟赎回”现象。为解释

这一现象，不少假说被先后提出，但是后续的实证研究结果却表明这些理论的解释

效力并不理想。因此，Bühler 和 Koziol (2004)与 Yigitbasioglu 和 Alexander (2005) 以

及 King 和 Mauer(2012)等均提出，“推迟赎回”现象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由于市场价

格过高了，而是理论模型结果“过低了”。Altintig 和 Butler（2005）对美国市场进行

的实证检验表明，当充分考虑了赎回公告期等因素的影响后，赎回溢价将显著下降

到平均中位数为不到 4%的水平上，大大低于不考虑这些因素时所得到的溢价程度，

并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包括流动性等其它因子后仍然是稳健的。据此，他们认为可

转换债券市场上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推迟赎回”现象。与之类似的工作包括 Dai

和 Kwok（2006），Ekkayokkaya 和 Gemmill（2010）采用不同的数据样本也获得了类

似的结论。 

尽管国外已经有大量关于可转换债券赎回策略的实证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我国

可转换债券市场起步较晚，可用于研究的数据一直相对较少，目前该领域系统性的

研究成果相对于理论模型研究来说仍较为匮乏。同时，由于国外可转换债券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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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如国外可转换债券一般都没有在我国可转换债券条款中普

遍存在的软赎回约束等，因此国外相关研究的成果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内的可转

换债券市场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随着 2006 年至 2011 年可转换债券市场赎回样本的快速增加，研究国内相关问

题的客观条件已得到显著改善，因此本章将以国内市场已发生赎回的可转换债券为

样本，结合上一章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尝试回答下述几个问题： 

（1）对于中国的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告期是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推迟赎回

这一异象，如果能，那么程度有多大? 

（2）在考虑了赎回公告、软赎回约束以及应计利息等条件后的国内可转换债券

赎回溢价为多少，与国外市场相比，差异程度有多大，其可能的原因为何？ 

3.2  样本描述 

自我国第一只可转换债券—宝安转债 1993 年上市交易以来，先后共有 89 只可

转换债券得以发行。目前在市场上交易的可转换债券共有 20 只，其中在上海证交所

上市的有 14 只，在深圳证交所上市交易的有 6 只。根据整理从上证交易所和深证交

易所历年公告中所得到的信息，截至 2012 年 3 月，在所有已发行的 89 只可转换债

券中，可供本章研究的样本数一共有 51 只，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金鹰转债与铜都转

债各发生过两次赎回条款被触发事件，在首次触发时选择了放弃行使赎回权，在第

二次被触发时行使了赎回权，而民生转债与桂冠转债也在其赎回条款被触发时选择

了放弃。 

本章所需的可转换债券相关数据如转债发行规模、转换价格以及赎回价格等，

以及债券发行公司的股票价格和部分财务数据均通过查询 Wind 数据库资料以及查

阅上证交易所与深证交易所历年发布的公告信息获得。表 3-1 列出了本章所要研究的

样本基本资料。 

 

 

 

 



 

 38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表 3-1  可转换债券基本资料 

转债名称 交易代码 发行额（亿元） 期限（年） 上市日期 退市日期 

125629.SZ 钢钒转债 16 5 2003-2-17 2004-4-14 

125002.SZ 万科转债 15 5 2002-6-28 2004-4-30 

100009.SH 机场转债 13.5 5 2000-3-16 2004-5-14 

125069.SZ 侨城转债 4 3 2004-1-16 2005-4-29 

125930.SZ 丰原转债 5 5 2003-5-20 2006-3-24 

126002.SZ 万科转 2 19.9 5 2004-10-18 2006-4-14 

125630.SZ 铜都转债 7.6 5 2003-6-4 2006-7-11 

110418.SH 江淮转债 8.8 5 2004-4-29 2006-7-18 

100196.SH 复星转债 9.5 5 2003-11-17 2006-7-24 

125936.SZ 华西转债 4 5 2003-9-16 2006-8-21 

110219.SH 南山转债 8.83 5 2004-11-3 2006-8-24 

126301.SZ 丝绸转 2 8 5 2002-9-24 2006-9-18 

100567.SH 山鹰转债 2.5 5 2003-7-1 2007-2-13 

110001.SH 邯钢转债 20 5 2003-12-11 2007-3-16 

110317.SH 营港转债 7 5 2004-6-3 2007-4-6 

100087.SH 水运转债 3.2 5 2002-8-28 2007-4-11 

110325.SH 华发转债 4.3 5 2006-8-11 2007-4-13 

110423.SH 柳化转债 3.07 5 2006-8-10 2007-4-13 

125959.SZ 首钢转债 20 5 2003-12-31 2007-4-13 

100795.SH 国电转债 20 5 2003-8-1 2007-4-30 

125488.SZ 晨鸣转债 20 5 2004-9-30 2007-5-21 

125024.SZ 招商转债 15.1 5 2006-9-11 2007-5-31 

100726.SH 华电转债 8 5 2003-6-18 2007-6-5 

125932.SZ 华菱转债 20 5 2004-8-3 2007-6-8 

100117.SH 西钢转债 4.9 5 2003-8-26 2007-6-14 

110488.SH 天药转债 3.9 6 2006-11-10 2007-7-4 

110021.SH 上电转债 10 5 2006-12-19 2007-8-27 

110874.SH 创业转债 12 5 2004-7-19 2007-9-7 

125717.SZ 韶钢转债 15.38 5 2007-3-2 2007-10-16 

110398.SH 凯诺转债 4.3 5 2006-8-30 2007-10-26 

125822.SZ 海化转债 10 5 2004-9-23 200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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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1  可转换债券基本资料 

125937.SZ 金牛转债 7 5 2004-8-26 2008-3-18 

110026.SH 中海转债 20 5 2007-7-12 2008-4-9 

110232.SH 金鹰转债 3.2 4 2006-12-6 2009-5-19 

110227.SH 赤化转债 4.5 5 2007-10-23 2009-6-2 

125572.SZ 海马转债 8.2 5 2008-1-30 2009-6-9 

125528.SZ 柳工转债 8 6 2008-5-6 2009-6-30 

110368.SH 五洲转债 5.4 5 2008-3-14 2009-7-8 

128031.SZ 巨轮转债 2 5 2007-1-19 2009-9-7 

110002.SH 南山转债 2 28 5 2008-5-13 2009-9-24 

110971.SH 恒源转债 4 5 2007-10-12 2009-12-25 

110567.SH 山鹰转债 2 4.7 5 2007-9-17 2010-2-5 

110598.SH 大荒转债 15 5 2007-12-28 2010-3-12 

110006.SH 龙盛转债 12.5 5 2009-9-25 2010-5-12 

110005.SH 西洋转债 2.65 5 2009-9-21 2010-5-19 

125969.SZ 安泰转债 7.5 6 2009-10-12 2010-6-23 

110004.SH 厦工转债 6 5 2009-9-11 2010-9-30 

110008.SH 王府转债 8.21 6 2009-10-30 2010-11-5 

125960.SZ 锡业转债 6.5 5 2007-5-29 2010-12-14 

126630.SZ 铜陵转债 20 6 2010-8-6 2011-4-1 

128233.SZ 塔牌转债 6.3 5 2010-9-16 2011-6-9 

100016.SH 民生转债 N 40 5 2003-3-18 2008-2-26 

100236.SH 桂冠转债 N 8 5 2003-7-15 2008-7-04 

附注：转债名称下标注 N 代表赎回条款被触发但发行方选择放弃赎回权利 

表 3-2 给出了可转换债券赎回事件发生的年份和实际存续期的分布情况。可以看

到，可转换债券的赎回集中发生在 2010、2009、2007 年和 2006 年，其中值得注意

的是，仅在 2007 年就一共发生了 18 次赎回，远高于其它年份，且在这一年里发生

赎回的样本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样本的存续期普遍不长，有多达 1/3 的样本

是在发行后不到一年里就进行了赎回。如果考虑到国内可转换债券一般均不允许转

债发行不满 6 个月就进行转股或赎回，快速赎回这一现象将表现的更为明显。之所

以会在这 4 年里出现大规模的可转换债券赎回浪潮与标的股票市场的走势是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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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众所周知，中国的股票市场走势表现出极强的周期性，波峰波谷交替极为明

显。在转摘赎回潮发生的这四年里，均是国内股票市场处在大牛市的行情之中，尤

其是 2007 年更是触及了 6124 这一历史高点，因此在这一阶段，大部分可转换债券

发行公司的股票均处在快速上升的通道之中。而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之前，中国

股市往往又都是处于极低迷的熊市之中，相当数量的可转换债券在此时都对转股价

格做出了调整以图提高所发行债券对市场投资者的吸引力。因此当市场转好时，股

票价格一经上涨就迅速触发了赎回条款，2007 年的数据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表 3-2  历年赎回的可转换债券统计表 

年份 

期限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总计 

1 年以内    6 1  3 2 12 

1 至 2 年 2 1 2 1  5 2  13 

2 至 3 年   4 3  4 1  12 

3 至 4 年 1  2 7 2  1  13 

4 至 5 年    1     1 

合计 3 1 8 18 3 9 7 2 51 

3.3  模型参数估计 

在上一章模型所列出的计算参数中，债券标的股票价格的波动率的测算对整个

模型计算结果具有较强的影响。价格波动率的变化将显著影响可转换债券的价值，

并进而改变最优策略路径的选择。因此采用何种方法合理地测算股票价格波动率对

于可转换债券的相关研究来说是必需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本节采用 GARCH(1,1)

模型来估计可转换债券标的股票的波动率，主要因为 GARCH 模型能够较好的解决

股票收益序列的异方差性和波动率的聚集性问题。 

由 GARCH(1,1)可知，股票收益的条件均值以及方差可由下列等式刻画： 

 t tr     （3.1） 

 (0,1)t t t tz z N   （3.2） 

 2 2 2

1 1t t t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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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测算（3.1）—（3.3）式中的参数 , , ,    ，GARCH 模型的

一大特点是它能够在任意参数设定下对任意期限下的波动率进行良好的模拟。令步

长为 j ，再代入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所测得的模型参数，即可计算 t jr  和 t j  。由此可

以得到 

 2 2

1
ˆˆ ( )t j t j          （3.4） 

对（3.4）式进行迭代即可获得 t j  。令 ,t nr 为 t 时刻之后n期的收益，则有 

 ,

n

t n t j

j

r r   （3.5） 

（3.5）式的等式两侧同时取方差，即可得到 ,t nr 的波动率为： 

 ,

1

( ) ( ) ( , )
n

t t n t t i t t i t j

i i i

Var r Var r Cov r r  



    （3.6） 

(3.6)式中协方差的数值一般要远小于方差值，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为简便起见，

常用的做法是省略协方差项。在得到了股票日均收益的波动率后，即可利用（3.6）

相应地来估算年波动率，为方便计算且不失一般性地，每只股票假定一年共有 240

个交易日，样本的估计区间从公告发布前一年开始截取。计算结果见下表。 

表 3-3  波动率计算结果一览 

转债名称 股票名称 ̂  ̂  ̂  ̂  ̂  

钢钒转债 攀钢钒钛 5.61e-004 1.33e-005 0.8558 0.1115 0.3105 

万科转债 万科 A -2.01e-004 2.67e-005 0.7283 0.2717 0.2874 

机场转债 上海机场 -1.29e-004 6.24e-004 0.2631 0.0043 0.5924 

侨城转债 华侨城 A 1.2 0e-003 3.47e-004 0.5008 0.2274 0.2977 

丰原转债 中粮生化 -7.51e-005 4.12e-006 0.5874 0.0071 0.6602 

万科转 2 万科 A 1.2 6e-003 7.60e-004 0.3054 0.0011 0.5123 

铜都转债 铜陵有色 -3.1 e-003 8.15e-004 0.0071 0.8900 0.6384 

江淮转债 江淮汽车 2.2 6e-003 3.06e-004 0.6266 0.1158 0.5158 

复星转债 复星医药 -3.2 e-003 4.04e-004 0.1363 0.8637 0.5455 

华西转债 华西股份 1.98e-004 1.87e-005 0.8913 0.0791 0.3722 

南山转债 南山铝业 4.20e-003 5.93e-004 0.0206 0.7587 0.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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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  波动率计算结果一览 

丝绸转 2 东方市场 3.00e-003 4.94e-005 0.7143 0.2347 0.3936 

山鹰转债 山鹰纸业 -3.40e-004 2.96e-005 0.7928 0.2072 0.4155 

邯钢转债 邯郸钢铁 1.50e-003 1.11e-004 0.7515 0.1571 0.4969 

营港转债 营口港 2.30e-003 2.00e-005 0.8897 0.0883 0.3972 

水运转债 *ST 长油 2.28e-003 2.21e-005 0.8828 0.0996 0.4475 

华发转债 华发股份 4.80e-003 3.50e-005 0.9337 0.0450 0.5758 

柳化转债 柳化股份 3.10e-003 2.41e-005 0.9043 0.0796 0.5058 

首钢转债 首钢股份 1.70e-003 5.29e-005 0.8379 0.1139 0.4557 

国电转债 国电电力 3.00e-003 1.31e-004 0.6098 0.3902 0.5573 

晨鸣转债 晨鸣纸业 2.80e-003 2.07e-005 0.9155 0.0647 0.4780 

招商转债 招商地产 5.20e-003 1.18e-004 0.8067 0.1126 0.5738 

华电转债 华电能源 1.50e-003 5.18e-006 0.8506 0.1494 0.3619 

华菱转债 华菱钢铁 3.60e-003 4.28e-004 0.4397 0.2087 0.5104 

西钢转债 西宁特钢 4.90e-003 8.71e-004 0.0001 0.9887 0.6835 

天药转债 天药股份 2.90e-003 6.18e-005 0.7811 0.2189 0.5231 

上电转债 上海电力 1.70e-003 6.83e-006 0.9103 0.0897 0.4206 

创业转债 创业环保 4.10e-003 3.81e-005 0.8965 0.0781 0.5692 

韶钢转债 韶钢松山 5.40e-003 2.25e-004 0.8298 0.0600 0.6908 

凯诺转债 凯诺科技 7.50e-003 7.24e-004 0.1470 0.2756 0.5166 

海化转债 山东海化 1.51e-003 2.47e-005 0.2109 0.1654 0.2310 

金牛转债 冀中能源 4.51e-004 5.12e-005 0.3145 0.0101 0.4602 

中海转债 中海发展 1.25e-005 6.60e-006 0.2147 0.0189 0.3723 

金鹰转债 金鹰股份 2.12 e-005 4.15e-006 0.2171 0.6200 0.5614 

赤化转债 赤天化 -2.26e-005 1.76e-006 0.5146 0.1208 0.4674 

海马转债 海马汽车 -3.19 e-004 3.02e-005 0.1623 0.7637 0.4585 

柳工转债 柳工 2.18e-005 1.67e-006 0.5092 0.0604 0.4022 

五洲转债 五洲交通 4.57e-003 5.19e-004 0.0382 0.6104 0.4012 

巨轮转债 巨轮股份 2.62e-004 3.81e-006 06203 0.1587 0.2016 

南山转债 2 南山铝业 2.11e-003 3.01e-005 0.5492 0.2512 0.3231 

恒源转债 恒源煤电 -1.40e-004 1.21e-005 0.6115 0.1121 0.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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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  波动率计算结果一览 

山鹰转债 2 山鹰纸业 2.04 0e-004 1.59e-005 0.5008 0.2274 0.2977 

大荒转债 北大荒 -7.51e-005 4.12e-006 0.5674 0.0171 0.6002 

龙盛转债 浙江龙盛 1.2 6e-003 7.60e-004 0.3154 0.0011 0.5123 

西洋转债 大西洋 2.50e-003 2.71e-005 0.8043 0.0412 0.3129 

安泰转债 安泰科技 2.10e-003 6.89e-005 0.9071 0.1528 0.5102 

厦工转债 厦工股份 -2.60e-003 2.01e-004 0.5898 0.3109 0.4653 

王府转债 王府井 5.10e-004 4.27e-005 0.6021 0.0332 0.3178 

锡业转债 锡业股份 2.21e-003 1.01e-004 0.7197 0.1406 0.4832 

铜陵转债 2 铜陵有色 4.50e-004 7.19e-004 0.0194 0.8127 05950 

塔牌转债 塔牌集团 1.62e-003 2.49e-005 0.5314 0.1078 0.3512 

铜都转债 N 铜陵有色 6.36e-004 5.17e-004 0.0000 0.7062 0.4779 

民生转债 N 民生银行 -9.44e-005 6.42e-005 0.7220 0.1686 0.3597 

金鹰转债 N 金鹰股份 3.60e-003 1.10e003 0.0001 0.1641 0.5665 

桂冠转债 N 桂冠电力 3.70e-003 5.22e-005 0.8988 0.0520 0.4957 

在模型计算中，其它比较重要的参数大多都与可转换债券以及债券发行公司标

的股票有关，如红利的发放政策、可转换债券各附加条款的设定等，具体的数据可

从 Wind 数据库中的可转换债券条款细则以及公司历年年报中查阅获得。表 3-4 为红

利及应计利息一览表。 

表 3-4  分红率及利息一览表 

转债名称 代码 股票名称 D  应计利息 

钢钒转债 125629.SZ 攀钢钒钛 0.0241 0.37 

万科转 1 125002.SZ 万科 A 0.0248 1.29 

机场转债 100009.SH 上海机场 0.0185 0.12 

侨城转债 125069.SZ 华侨城 A 0.0224 0.56 

丰原转债 125930.SZ 中粮生化 0.0183 1.95 

万科转 2 126002.SZ 万科 A 0.0330 0.73 

铜都转债 125630.SZ 铜陵有色 0.0160 0.13 

江淮转债 110418.SH 江淮汽车 0.0428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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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4  分红率及利息一览表 

复星转债 100196.SH 复星医药 0.0299 1.41 

华西转债 125936.SZ 华西股份 0.0276 1.91 

南山转债 110219.SH 南山铝业 0.0202 1.46 

丝绸转 2 126301.SZ 东方市场 0.0190 0.01 

山鹰转债 100567.SH 山鹰纸业 0.0369 1.58 

邯钢转债 110001.SH 邯郸钢铁 0.0274 0.64 

营港转债 110317.SH 营口港 0.0038 2.04 

水运转债 100087.SH *ST 长油 0.0345 0.51 

华发转债 110325.SH 华发股份 0.0117 0.89 

柳化转债 110423.SH 柳化股份 0.0119 1.02 

首钢转债 125959.SZ 首钢股份 0.1035 0.46 

国电转债 100795.SH 国电电力 0.0125 1.38 

晨鸣转债 125488.SZ 晨鸣纸业 0.0246 1.35 

招商转债 125024.SZ 招商地产 0.0107 0.73 

华电转债 100726.SH 华电能源 0.0121 1.42 

华菱转债 125932.SZ 华菱钢铁 0.0254 1.75 

西钢转债 100117.SH 西宁特钢 0.0146 1.74 

天药转债 110488.SH 天药股份 0.0110 0.93 

上电转债 110021.SH 上海电力 0.0464 1.54 

创业转债 110874.SH 创业环保 0.0108 0.51 

韶钢转债 125717.SZ 韶钢松山 0.0170 1.21 

凯诺转债 110398.SH 凯诺科技 0.0203 0.81 

海化转债 125822.SZ 山东海化 0.0077 1.08 

金牛转债 125937.SZ 冀中能源 0.0210 1.17 

中海转债 110026.SH 中海发展 0.0128 0.67 

金鹰转债 110232.SH 金鹰股份 0.0179 1.22 

赤化转债 110227.SH 赤天化 0.0082 1.04 

海马转债 125572.SZ 海马汽车 0.0241 1.65 

柳工转债 125528.SZ 柳工 0.0137 0.92 

五洲转债 110368.SH 五洲交通 0.014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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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4  分红率及利息一览表 

巨轮转债 128031.SZ 巨轮股份 0.0251 0.48 

南山转债 2 110002.SH 南山铝业 0.0149 1.32 

恒源转债 110971.SH 恒源煤电 0.0078 1.47 

山鹰转债 2 110567.SH 山鹰纸业 0.0282 1.27 

大荒转债 110598.SH 北大荒 0.0158 0.86 

龙盛转债 110006.SH 浙江龙盛 0.0206 0.59 

西洋转债 110005.SH 大西洋 0.0084 1.34 

安泰转债 125969.SZ 安泰科技 0.0125 0.91 

厦工转债 110004.SH 厦工股份 0.0209 1.29 

王府转债 110008.SH 王府井 0.0164 1.48 

锡业转债 125960.SZ 锡业股份 0.0139 0.96 

铜陵转债 126630.SZ 铜陵有色 0.0091 1.23 

塔牌转债 128233.SZ 塔牌集团 0.0158 1.51 

铜都转债 N
 

125630.SZ 铜陵有色 0.0140  

民生转债 N 100016.SH 民生银行 0.0061  

金鹰转债 N 110232.SH 金鹰股份 0.0189  

桂冠转债 N 100236.SH 桂冠电力 0.0217  

3.4  结果分析 

表 3-5 给出了主要的计算结果。按照传统理论模型所预测的，一旦可转换债券的

转换价值触及了赎回价格，对于债券发行人来说，最优的选择就应当是立即行使赎

回权利，此时应有
c

c
N n

V
S * 。由第二章的讨论中可以知道，赎回条款本身是对债券

持有人行使转换权利的一种限制，它的存在抑制了债券持有人最大化自身利益。而

为了保护持有人的利益，避免赎回权利被发行人滥用，在赎回条款中往往附加了赎

回公告期以及赎回约束等条件，而这些限制实际上都是对债券持有人行使转换权利

的一种保护，因此它们都将会导致可转换债券价值获得增加，也由此应该会对债券

博弈双方选取最优策略路径产生深刻影响。从表 3-5 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到，上述的推

论与市场实际结果是相吻合的： *

YS 比 *

NS 平均高出 25.79%，这就意味着，当可转换



 

 46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债券的赎回条款中包含赎回公告期时，选用传统的模型计算赎回结果将必然导致实

证检验发现较高的赎回溢价。尤其是当发行人选择赎回的动机是迫使持有人转股时，

为了确保目的能尽可能实现，这一程度将会更为显著。表 3-5 的结果很好的说明了赎

回公告期对于可转换债券的影响，也充分验证了第二章所提模型的有效性。 

另外，Altintig 和 Butler（2005）的理论模型选择的是 Butler（2002）所提出来的，

由于国外可转换债券与国内情形有所不同，这一模型并没有考虑软赎回约束的影响，

而仅仅是考虑了赎回公告期。但是在国内，由于股票市场的波动过大，现已发行的

可转换债券大多都带有这一条款，而根据第 2 章的分析，软赎回约束的存在必须要

纳入可转换债券研究当中。所以，与 Altintig 和 Butler（2005）不同，本文也实际测

算了软赎回约束的作用，以检验前文所得结论的有效性。 

表 3-5  主要计算结果一览 

转债名称 

临界转换

股票价格 
*

convS  

临界赎回股票价格 首次赎回

公告日的

股票价格 

1S  

* /call cS S  1 / cS S  
1 / caS S  

赎回溢

价 1
a
 

赎回溢

价 2
b 

不考虑赎

回公告期
*

NS  

考虑赎回

公告期 
*

YS  

钢钒转债 7.59 5.92 7.33 7.55 1.3 1.34 1.31 0.04 0.01 

机场转债 10.91 7.7 10 10.48 1.3 1.36 1.36 0.06 0.06 

万科转 1 9.52 5.94 7.61 8.1 1.3 1.38 1.31 0.08 0.01 

侨城转债 8 6.26 8 9.22 1.3 1.5 1.46 0.2 0.16 

丰原转债 4.36 2.52 3.12 4.17 1.3 1.74 1.34 0.44 0.04 

万科转 2 5.2 3.6 4.62 5.62 1.3 1.58 1.51 0.28 0.21 

江淮转债 5.63 3.56 4.55 5.63 1.3 1.61 1.55 0.31 0.25 

铜都转债 Y 6.92 4.51 5.79 6.6 1.3 1.48 1.47 0.18 0.17 

南山转债 6.01 4.33 5.36 5.37 1.3 1.3 1.18 0 -0.12 

复星转债 6.04 5.13 6.04 6.56 1.2 1.3 1.19 0.1 -0.01 

华西转债 4.04 2.84 3.51 4.08 1.3 1.51 1.22 0.21 -0.08 

丝绸转 2 4.41 3.05 3.9 4.29 1.3 1.43 1.43 0.13 0.13 

山鹰转债 3.98 2.58 3.2 3.47 1.3 1.41 1.11 0.11 -0.19 

邯钢转债 4.74 3.44 4.37 5.15 1.3 1.51 1.43 0.23 0.13 

营港转债 10.88 7.34 9.09 11.17 1.3 1.6 1.43 0.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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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5  主要计算结果一览 

水运转债 7.41 5.46 7.03 9.26 1.3 1.71 1.69 0.41 0.39 

华发转债 12.07 7.91 9.98 17.85 1.3 2.32 2.27 1.02 0.97 

柳化转债 12.82 10.16 12.82 15.09 1.3 1.51 1.49 0.23 0.19 

首钢转债 5.16 3.12 4.16 5.01 1.4 1.69 1.62 0.29 0.22 

国电转债 10.64 6.85 8.57 10.23 1.3 1.55 1.46 0.25 0.16 

晨鸣转债 7.7 5.78 7.7 10.2 1.4 1.85 1.71 0.45 0.31 

招商转债 20.97 13.48 17.02 37.86 1.3 2.89 2.87 1.59 1.57 

华菱转债 5.7 4.52 5.59 10.4 1.3 2.42 2.13 1.12 0.83 

西钢转债 7.28 4.95 7.28 9.4 1.5 1.94 1.72 0.44 0.22 

天药转债 6.93 4.46 5.63 7.81 1.3 1.8 1.71 0.5 0.41 

华电转债 5.84 3.26 4.65 7.67 1.5 2.47 2.22 0.97 0.72 

上电转债 5.87 4.57 5.76 8.34 1.3 1.88 1.67 0.58 0.37 

创业转债 6.16 4.09 4.97 12.03 1.3 3.15 2.94 1.85 1.64 

海化转债 7.18 4.73 5.85 16 1.3 3.56 3.25 2.26 1.95 

韶钢转债 7.18 4.87 6.08 14.23 1.3 3.04 2.82 1.74 1.52 

凯诺转债 9.21 8.05 9.17 11.18 1.3 1.61 1.57 0.31 0.27 

金牛转债 14.24 12.37 14.01 39.65 1.3 1.38 1.36 0.08 0.06 

中海转债 17.19 13.97 16.59 36.29 1.3 1.51 1.49 0.11 0.09 

金鹰转债 3.21 2.86 3.02 4.84 1.3 1.3 1.18 0 -0.12 

赤化转债 6.21 5.47 6.21 8.79 1.3 1.51 1.37 0.21 0.07 

海马转债 4.02 3.58 3.79 5.39 1.3 1.33 1.24 0.03 -0.06 

柳工转债 11.26 9.26 11.18 18.59 1.3 1.75 1.59 0.45 0.29 

五洲转债 4.80 4.01 4.71 6.68 1.3 1.41 1.35 0.11 0.05 

巨轮转债 7.28 6.84 7.26 12.39 1.3 1.31 1.15 0.01 -0.15 

南山转债 2 9.15 7.12 8.05 12.62 1.3 1.71 1.57 0.31 0.17 

恒源转债 14.62 11.26 14.27 38.01 1.3 1.62 1.48 0.32 0.18 

山鹰转债 2 4.05 3.49 4.05 6.05 1.3 2.61 2.25 1.21 0.85 

大荒转债 9.27 8.21 9.16 14.39 1.3 1.69 1.57 0.39 0.27 

龙盛转债 7.04 5.84 6.89 12.75 1.3 1.45 1.32 0.1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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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5  主要计算结果一览 

西洋转债 8.90 6.19 7.45 21.23 1.3 1.91 1.68 0.61 0.38 

安泰转债 7.25 6.20 6.82 17.74 1.3 3.37 3.01 2.07 1.71 

厦工转债 8.47 7.15 8.39 11.31 1.3 2.19 1.81 0.89 0.51 

王府转债 20.48 15.29 18.28 45.57 1.3 2.79 2.47 1.49 1.17 

锡业转债 22.75 17.12 21.09 40.35 1.3 1.78 1.67 0.48 0.37 

铜陵转债 15.48 10.32 14.81 29.41 1.3 1.52 1.43 0.22 0.13 

塔牌转债 12.92 9.47 11.27 19.9 1.3 1.46 1.39 0.16 0.09 

铜都转债 N 10.23 7.02 8.97 9.94
c 

     

民生转债 N 11.05 7.88 10.05 10.99
c 

     

金鹰转债 N 10.4 6.51 8.06 8.92
c 

     

桂冠转债 N 9.2 6.25 7.89 9.99
c 

     

注：a 赎回溢价 1 为不考虑应计利息时的赎回溢价，等于 *

1( / / )c call cS S S S ，
cS 为转股价格； 

b 赎回溢价 2 为考虑了应计利息时的赎回溢价，等于 *

1( / / )ca call cS S S S ；
caS 为考虑了应计利息后

的转股价格； 

c 表中最后四只转债在触发后没有选择赎回，因此其
1S 代表被触发当天收盘时价格。 

表 3-5 中的 *

convS 和 *

YS 均为在首次赎回公告发布日时计算得到。由前文可知，伴

随着赎回日的逐步临近，债券持有人通过将债券转换为股票获得更高利益的可能性

将逐渐降低，因此 *

convS 将是赎回公告期内临界转换股票价格的最大值。观察表 3-5

还能发现，研究区间内的 *

convS 全部高于 *

NS 和 *

YS ，这一结果表明，对于那些行使赎回

权利是为了强迫债券持有人转股的债券发行人来说，当赎回条款刚被触发时，并不

是其选择赎回的最好时机，因为此时债券持有人很有可能会不选择转股。因此，对

于这一部分的发行人来说，理性的选择是等待股票价格达到 *

convS 时再行使赎回权利，

此时债券持有人选择转股的可能性将更高，发行人将有更大的几率达成目的，避免

强迫转股失败。 

此外，当充分考虑了赎回公告期和软赎回约束之后，检验样本的 *S 都不高于 bS ，

这就表明当赎回约束被满足后，债券发行人都应当立即选择行使赎回权利。回到真

实市场中可以看到，在总共 55 次赎回约束被满足后，一共有 51 次发行方都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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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结果基本一致，行使了赎回权利，仅有 4 次例外。 

表 3-6 列出了这 4 次例外的可转换债券具体情况，从表 3-5、3-6 中可以寻找到

一些导致在这 4 次赎回条款被触发时，债券发行人没有选择赎回的原因。这四次例

外分别是发生在 2004 年的铜都转债、民生转债，以及发生在 2007 年的金鹰转债和

桂冠转债。从表 3-5 可以看到，铜都转债、民生转债和金鹰转债在赎回条款被触发当

日，所计算出的 *

convS 均要比标的股票价格当日收盘价要高，由前文分析，这就意味

着对于持有人来说，此时仍有相当程度的动机让其在债券被赎回时不选择转股。同

时还可以看到，这几只转债在赎回条款被首次触发时，均仍有相当高的转债流通比

例，也就是说此时还有大量的债券持有人没有转股。结合上述两点，可以合理的推

断，债券发行人没有选择在此时赎回很大程度上是顾忌强迫转股失败，因为如果强

迫转股失败，那么按照赎回公告约定，剩余的未赎回债券将由债券发行公司以现金

赎回，对于公司来说，如果所剩未赎回的债券比例过高，那么就将在短时间内承受

巨大的支付压力，这一点是很多公司所不愿面对的。这与 King 和 Mauer（2012）的

结果相吻合，他们提出发行人害怕承受转股失败风险的心理是导致推迟赎回现象产

生的原因之一。本文将在下一章引入投资者异质性来从模型上检验这一观点。 

表 3-6  发行方选择不赎回的可转换债券赎回条款触发时的未转股比率 

转债名称 赎回条款触发日期 未转股余额（万元） 未转股比率（%） 变动日期 

铜都转债 N 2004-6-18 22740.03 29.92 2004-6-30 

民生转债 N 2004-3-26 42109.08 10.51 2004-3-31 

金鹰转债 N 2007-12-19 23918.80 74.75 2007-12-28 

桂冠转债 N 2007-3-28 47886.40 59.86 2007-3-30 

再来看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赎回溢价。为与国外市场的情形相对比，采用与

Altintig 和 Butler（2005）相同的赎回溢价定义： *

1( / / )c call cS S S S 。在 Altintig 和 Butler

（2005）的研究中，共采集了 229 只可转换债券市场交易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没有硬赎回约束的有 121 个。其研究结果可大致概述如下：在不考虑赎回约束等条

件的全样本检验下，赎回溢价达到了 45%之多，而在考虑赎回公告期之后赎回溢价

下降为 34%的水平，更进一步的，如果再考虑应计利息的影响，则赎回溢价将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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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 14%的低水平之上。据此，他们得出了原有的研究成果高估了市场实际的推

迟赎回程度，在充分考虑各影响因素之后，赎回溢价程度将大幅收窄。表 3-7 列出了

中国与美国市场在不同情形下所检验得到的赎回溢价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两国市场

所存在的一些不同特点。 

表 3-7  赎回溢价结果对比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不考虑赎回约束时 Altinting 和 Butler(2005) （指样本条款中不包含赎回约束） 

赎回溢价 229 0.45 0.23 -0.28 7.54 

1 / cS S  229 1.57 1.35 1 8.6 

* /call cS S  229 1.12 1.11 1.01 1.40 

考虑赎回公告期和赎回约束时 Altinting 和 Butler(2005) 

赎回溢价 121 0.34 0.15 -0.18 7.54 

1 / cS S  121 1.46 1.28 1 8.6 

* /call cS S  121 1.12 1.11 1.01 1.33 

考虑赎回公告期和赎回约束时本文结果 

赎回溢价 51 0.54 0.43 0 2.26 

1 / cS S  51 1.87 1.64 1.30 3.56 

* /call cS S  51 1.33 1.24 1.30 1.71 

考虑赎回公告期、赎回约束和应计利息后 Altinting 和 Butler(2005) 

赎回溢价 73 0.14 0.07 -0.41 1.86 

1 / caS S  63 1.28 1.13 0.99 2.95 

* /call cS S  79 1.15 1.13 1.01 1.57 

考虑赎回公告期、赎回约束和应计利息后本文结果 

赎回溢价 51 0.39 0.27 -0.19 2.01 

1 / caS S  51 1.69 1.57 1.11 1.39 

* /call cS S  51 1.30 1.24 1.20 1.56 

从对比结果来看，国内可转换债券的赎回溢价要显著高于美国市场同类数据，

在考虑的赎回公告期等因素后，平均的赎回溢价是美国同类数据的近 3 倍之多。从

美国市场数据来看，应计利息在纳入考量范围之后大幅度的降低了平均赎回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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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对于美国的可转换债券来说，这一因素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国内的数据却表

明，应计利息的作用与国外相比要弱得多。这种差别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是

由于美国可转换债券的期限较长，一般情况下，期限长的债券利率要比期限短的高；

其次是与两国市场的转股比例不同有关。美国市场由于发展相对成熟，所发行的可

转换债券的初始溢价率相对都较高，平均达到了 25%以上，因此美国市场的可转换

债券转股比例一般不高。而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转债市场一直比较积弱，债券

发行人一般为了提高所发行债券的吸引力，通常都采用了降低初始溢价率的方法，

这种方法直接导致了国内转债通常都具有相对较高的转股比例。上述两个因素就导

致应计利息在美国对于推高赎回溢价的作用要比国内市场上的更为明显。 

下面将分析我国如此之高的赎回溢价的来源。 根据赎回溢价定义

*

1( / / )c c a l l cS S S S 可知，赎回溢价过高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要么是
1 / cS S 过高导致，

要么是 ccall SS * 过低导致。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相比美国市场通常都多了

软赎回约束这一限制，而软赎回约束会确保赎回条款被触发必须要高于一个预先设

定的阀值，这一阀值在中国一般都高于转股价格的 130%，因此我国的 ccall SS * 是要

比美国同类数据显著要高的。所以，国内的高赎回溢价主要来源应在
1 / cS S 。 

在国内偏高可能源于以下两点：其一是如上面所提到的，为保证转股成功率，

国内转债的初始转股溢价率都远低于国外同类数据，而且国内股票市场的起伏过大，

导致在熊市时相当数量的公司进一步调低了转股价格，因此 cS 相对较低。其二则是 1S

较高。造成 1S 较高的原因也有两个，其一是我国可转换债券的赎回集中发生在 2006、

2007、2009 以及 2010 年，而这几年我国股票市场均出现了大幅上涨的情形，大部分

可转换债券的标的股票价格大幅上扬，而软赎回约束又迫使发行人必须在股票价格

高于约定价格一段时间之后方可赎回，在这个背景下，大量可转换债券在约束期内

的快速上涨就导致当发行人可以赎回时，股票价格已经远远超过最初触发时的价格。

其二是根据前文所得到的结论，发行人宣告赎回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迫使持有人转股。

但如果转股失败，发行人将可能承受巨大的财务风险。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发行人

有动机适当地推迟赎回时机，以使得赎回公告发布时的赎回价格对于投资者具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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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吸引力。综合以上两点，就导致了国内 cSS /1 较高。 

表 3-8 给出了实际赎回结果的统计。统计所需的实际市场数据主要通过查询各转

债的赎回结果公告而获得。为更好的考察赎回公告期前后的变化以及赎回条款对于

转债持有人策略抉择所起到的作用，将赎回公告期间的转股比率 convR 定义为

  babconv RRRR / ，其中 bR 和 aR 分别代表公告前和公告后未转股比例。表 3-8 还

列出了公告期间标的股票所到达的最高位 hS ，有前述结论可知， *

convS 是临界转股价

格的最高值，因此如果 hS 大于 *

convS ，那么对于理性的投资者来说，就应该会将债券

转换为股票，也就是说如果整个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那么理论模型的结果

就预示所有持有人都应该会进行债转股。但是从表 3-8 就可以发现，实际结果与理论

模型预测的存在一定的出入。从统计上看，所有的转债的 hS 都大于 *

convS ，但是当赎

回公告期结束后，仍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者没有选择转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其

中还有少量可转换债券的未转股比例相当高，比较典型的代表有丰原转债的 56.82%，

江淮转债的 62%，铜都转债的 52.63%，丝绸转债的 59.42%和山鹰转债的 20.93%。

虽然可以将山鹰转债的高未转股比例推因为在纳入应计利息后其赎回溢价较低，因

此对债权持有人的吸引力不够，但是同样情况下的复星转债的转股比例却非常之高，

而且如果将未转股比例仅归因于赎回溢价问题之上，那么也同样难以解释具有一定

赎回溢价的江淮转债却仅有很低的转股比例这一现象。因此，并不能仅仅通过赎回

溢价这一角度来解释部分国内转债转股比例偏低这一“异象”。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一方面从债券本身发行公司的角度来说，对

于投资者购买股票这一行为，从本质上讲源自于其对于股票发行公司未来发展具有

信心。因此对于债券持有人来说，当他并不看好该债券发行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时，

那么选择继续持有债券，当债券到期后获取本金的做法会是比将债券转换为股票从

而承受股票未来波动风险的举动更为理性的抉择。投资者的这一动机在债券的赎回

溢价不高时将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此时持有人选择转股所能获得的超额收益不足

以吸引其去承担未来他所认为可能需要面对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未转股比例较

高的可转换债券一般都不会出现很高的赎回溢价。 

另一个方面可以从债券持有人本身角度出发，由于国内市场发展较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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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类似市场上所积累的经验较少，整体成熟度有待提升，部分不成熟的投资者也有

可能在即使债转股能为其获取更高利益时也没有行使转股权利。比如 2007 年发生的

上电转债事件就是这一点的最好体现。 

不过这一现象在 2008 年之后已逐渐绝迹，表明债券持有人的整体成熟度正随着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逐渐上升，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表 3-8 中未转股比例较高的转债

多集中于 2008 年之前可以看出。 

表 3-8  赎回结果 

转债名称 

赎回公告前

的未转股比

率（%）
bR  

赎回结束

后的未转

股比率（%）

aR  

( )b a

b

R R

R


 

赎回公告期间

的最高股票价

格
hS  

临界转换股

票价格 *

convS  

钢钒转债 9.81 0.05 99.49 8.43 7.59 

机场转债 42.26 2.03 95.20 12.82 10.91 

万科转 1 15.23 0.4 97.37 9.49 9.52 

侨城转债 59.74 0.15 99.75 9.96 8 

丰原转债 0.44 0.19 56.82 4.44 4.36 

万科转 2 18.14 0.18 99.01 6.98 5.2 

江淮转债 0.5 0.19 62.00 5.71 5.63 

铜都转债 Y 0.38 0.18 52.63 7.09 6.92 

南山转债 34.47 0.23 99.33 6.33 6.01 

复星转债 33.76 0.27 99.20 7.44 6.04 

华西转债 46.04 5.27 88.55 4.08 4.04 

丝绸转 2 14.12 5.73 59.42 4.43 4.41 

山鹰转债 0.43 0.34 20.93 4.01 3.98 

邯钢转债 3.51 0.14 96.01 6.87 4.74 

营港转债 78.61 0.91 98.84 13.1 10.88 

水运转债 19.25 0.14 99.27 11.88 7.41 

华发转债 12.52 0.057 99.54 23 12.07 

柳化转债 31.28 0.31 99.01 16.95 12.82 

首钢转债 17.5 2.489 85.78 5.51 5.16 

国电转债 29.08 0.069 99.76 14.5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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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8  赎回结果 

晨鸣转债 71.15 0.028 99.96 11.66 7.7 

招商转债 23.13 0.04 99.83 43.5 20.97 

华菱转债 4.41 0.03 99.32 11.4 5.7 

西钢转债 47.76 0.2 99.58 10.59 7.28 

天药转债 59.21 0.51 99.14 8.38 6.93 

华电转债 17.21 1.513 91.21 7.67 5.84 

上电转债 89.66 2.71 96.98 10.27 5.87 

创业转债 0.89 0.026 97.08 12.03 6.16 

韶钢转债 74.26 0.069 99.91 16.42 7.18 

凯诺转债 49.28 0.057 99.88 11.18 9.21 

金牛转债 0.01 0.00 99.99 44.28 14.24 

中海转债 21.76 0.102 98.91 36.29 17.19 

金鹰转债 32.97 0.13 99.61 5.70 3.21 

赤化转债 66.37 2.62 96.05 9.93 6.21 

海马转债 36.25 0.43 98.81 6.11 4.02 

柳工转债 70.04 0.06 99.91 18.97 11.26 

五洲转债 68.85 0.26 99.62 7.10 4.80 

巨轮转债 74.40 0.040 99.94 13.90 7.26 

南山转债 2 60.15 0.19 99.68 13.12 9.15 

恒源转债 55.16 0.160 99.71 17.16 10.95 

山鹰转债 2 54.31 0.23 99.58 7.87 4.05 

大荒转债 41.56 0.23 99.45 14.21 9.27 

龙盛转债 99.57 0.24 99.76 12.87 7.04 

西洋转债 97.63 0.230 99.77 22.28 8.90 

安泰转债 66.99 0.29 99.57 20.73 9.45 

厦工转债 99.82 0.126 99.87 11.38 8.47 

王府转债 98.45 0.06 99.94 46.15 21.48 

锡业转债 69.54 0.860 98.76 43.97 22.75 

铜陵转债 53.72 0.24 99.55 31.95 14.79 

塔牌转债 88.95 0.05 99.94 22.78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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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章小结 

关于可转换债券到底是否被推迟赎回一直都是本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大

多数的研究成果均支持可转换债券确实有推迟赎回现象这一结论，但同时也都认为

以赎回条款中诸细则为代表的众多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推迟赎回程度，当模

型将这些因素考虑之后，可转换债券的推迟赎回程度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鉴于国内现有的同类系统性的实证成果较为匮乏，本章利用 2004 年至 2011 年

赎回的可转换债券样本对我国市场上的赎回溢价以及推迟赎回程度进行了系统性检

验，并把我国市场所得结果与海外相关成果进行了对比，分析了所存不同之处的成

因。 

本章核心结论包括：（1）当可转换债券的赎回条款中包含赎回公告期时，选用

传统的模型计算赎回结果将必然导致实证检验发现较高的赎回溢价。尤其是当发行

人选择赎回的动机是迫使持有人转股时，为了确保目的能尽可能实现，这一程度将

会更为显著。（2）对于那些行使赎回权利是为了强迫债券持有人转股的债券发行人

来说，当赎回条款刚被触发时，并不是其选择赎回的最好时机，理性的选择是等待

股票价格达到 *

convS 时再行使赎回权利，此时债券持有人选择转股的可能性将更高，

发行人将有更大的几率达成目的，避免强迫转股失败。而避免承受强迫转股失败所

带来的财务风险，也是市场上少量可转换债券未行使赎回条款的主要原因。（3）国

内可转债赎回溢价程度较美国显著偏高，且不能通过应计利息来解释，其原因主要

在于国内市场所特有的较低的 cS 和较高的 1S 。 

本章所得结果表明，尽管赎回公告期与赎回约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市场上

所存在的推迟赎回现像，但也仍有一定程度的赎回溢价是上述因素尚难以解释的。

而这一点在现有的传统理性范式下的定价模型中一般难以反映，因此本文将在下一

章通过将行为金融中的投资者异质性与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相结合的方式，从定价

模型的角度出发验证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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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悔厌恶型投资者可转换债券赎回策略研究 

如前文所述，国内外不少学者在可转债的最优赎回问题上已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围绕如何合理解释可转债的推迟赎回现象而展开，但现有文

献中的绝大多数均是从新古典金融或者说投资者理性范式的角度来分析该问题，较

少的考虑投资者的异质性对于可转换债券最优策略的影响。因此，本章试图跳出现

有文献在新古典金融框架内，投资者理性的假设下这一局限性，结合行为金融中有

关投资者异质信念在股票市场及债券市场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投资者的异质信念角

度出发，探讨其对可转换债券赎回策略的影响。 

4.1  问题的提出 

对于可转换债券所存在的推迟赎回现象，尽管众多学者从多种不同角度尝试解

释市场真实情况与理论模型计算值之间的差异，但解释效力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一般均只能解释 20%-30%的推迟赎回程度，对于市场出现的 40%

以上的高推迟赎回程度始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本文在第三章对于国内市场的实证

检验也表明，在考虑了赎回公告期、赎回约束以及应计利息等条件后国内样本同样

存在一定程度的推迟赎回现象有待进一步解释。 

应当看到，传统的定价模型多在新古典金融理论分析框架下所建立，因此其包

含了两个基本前提假定：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和典型

代理人（Typical Agent，TA）。这两个假定的含义是：（1）EMH成立则代表市场价格

已经反映出了所有信息所包含的价值，包括历史信息、所有公开信息乃至内幕信息。

对任何信息的挖掘，都不会改变资产的价格，因为其仅取决于资产本身的基础价值。

（2）TA则是对于市场上的所有投资者进行了同质化假定，即所有投资者可以被视为

一体，模型只需要通过研究典型代理人的偏好和行为，就可以把握整个市场上所有

投资者的动向。这两个假定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且可以大大简化所研究问题的复杂

程度，然而一旦其中的一个假设条件证伪，上述假设条件形成的逻辑链条就会即刻

断裂，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石就会因此而崩塌，从而难以准确地反映投资者的实际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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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行为和市场运行状况（Dumas, Kurshev, Uppal, 2009）。 

与理论模型所预测的大相径庭的是，众多的实证检验结果均指向了同一个结论，

真实市场以及投资人并不是完全按照 EMH 和 TA 来运行的，它们要比这两个假定复

杂的多。对于不同的投资人来说，其获取信息的途径不尽相同，而对信息的吸收与

转化过程也并不一致，即使是当外在的客观因素均相同时，近年来所兴起的实验金

融学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投资人的主观性将导致其行为出现不同，因此投资人同质

性的这一假定是值得商榷的，如何考虑投资者的异质性影响是资产定价研究领域目

前的热门话题。 

Szymanowska, Horst 和 Veld(2009)在对荷兰可转换债券市场所作的实证检验一文

中提出，理性原因只能解释理论值和市场实际值之间的部分差异，剩余的部分则只

能由非理性因素来进行解释，而行为金融理论中对于投资者异质性的刻画将是应对

这一问题的有效分析手段。 

行为金融理论是金融学领域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开始出现的一个新的分支。

各种金融市场模型所描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代理人如何形成预期的假设。传

统的资产定价模型均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是“完美的”，投资者的个体行为具有同质

性。而与此相对应，行为金融理论则认为投资者的行为具有异质性，个体行为是异

质化的，这是经济学上关于人的行为假定的有力补充。 

图 4-1 和图 4-2 分别给出了传统金融学与新金融经济学研究框架图。 

 

图 4-1  传统金融学研究框架（张圣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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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新金融经济学研究框架（赵帅特（2008）） 

经过近二十余年的发展，投资者具有异质性这一理念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

同，对其的认识与理解也更加全面、深刻。如 Campbell（2000）在对资产定价模型研

究的综述展望中，就在总结行为金融学中的有限套利、前景理论、非理性预期等各种

关于投资者异质性行为的论述中，将投资者的异质性按照前、中、后三个阶段分为了

在收入层面的异质、偏好层面的异质以及约束层面的异质，不同阶段的异质性对于资

产价格的均衡解所起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方式均各不相同。 

近年来，重点关注投资者异质性的行为金融理论已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资产定价

模型研究之中，也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行为资产定价，对股票市场、债券市

场上资产价格波动、权益溢价，期权隐含波动率微笑等各种难解之“谜”都取得了

大量的成果。但是，迄今为止，仍甚少有研究文献从行为金融理论的角度探讨可转

换债券的定价模型以及最优策略。King 和 Mauer(2012)在对美国可转换债券市场 1980

至 2002 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时，从实证角度出发提出了债券发行方因为害怕

承担赎回失败的风险而将赎回公告推迟的假说，并在其实证结果中获得了支持。这

是可转换债券研究中首次明确将发行者的异质性行为因素纳入了解释推迟赎回现象

的考量范围之内。 

因此，本章将结合行为资产定价研究的最新成果，将异质信念中的投资者“后

悔厌恶”引入可转换债券的定价模型之中，通过后悔厌恶导致的价格改变量，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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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理性框架下定价方程的边界条件，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不同的动机所对应的推迟

赎回现象，以及后悔厌恶的程度与推迟赎回的程度二者的关系，从定价模型的角度

出发，以投资者行为分析发行者推迟（或提前）赎回的动机，解释现实中发行者往

往违背最优赎回策略的现象，弥补理性框架下定价方程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同时也

为行为金融和传统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的交融做出有益的尝试。 

4.2  后悔厌恶发行者的赎回策略分析 

4.2.1  后悔厌恶与推迟赎回 

根据行为金融理论，后悔厌恶型投资者为了避免决策失败，会希望事件的结果

能够实现自己决策的心理预期，并为之付出努力，使决策结果能够尽可能的达到自

己的目标，从而避免决策失败带来的后悔心理。 

投资者后悔厌恶的根源在于人们心理协调的需要：在决策前估计自己在未来可

能出现的处境中的感受，最小化未来的后悔便是个体渴望摆脱认知失调的一种表现。

这种后悔厌恶会引发行为人的自我控制问题，使得个人无法依据理性来做决策。而

债券发行者在做决策的时候，一方面会考虑到最大化股东的利益，同时也会有强烈

的动机去规避可能的决策失败带来的后悔心理：因为发行者作为管理者，通常比较

自信，往往不愿意承认自身的失误，更难以接受决策失败的后悔情绪对自己的自我

否定或者说对自己自信心的影响。 

假设4.1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后悔厌恶的发行者往往会违背完全理性框架下

给出的最优赎回策略。 

本文将从两个角度来论证该命题，这里重点讨论推迟赎回，随后会给出模型对

于提前赎回的解释。 

假设 4.1.1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后悔厌恶的发行者希望自己的赎回决策能够

促使大多数的持有者转股时（即发行者后悔厌恶心理的基点是规避未来的转换失

败），往往会导致推迟赎回。 

发行者在做出赎回公告后，一方面会考虑到股东的利益和持有者可能的行为，

另一方面也会对可能的转换失败做出估计（如果发行者的动机是促使持有者转股的

话，那么转换比例不高则意味着发行者的决策失败）。由于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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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发行者对转换失败的可能性的估计有高估的倾向。这里就表现为如图 4-3 所示的

对小概率事件的过高评价（图 4-3 的理论依据源于前景理论）。 

这种主观对后悔的规避，或者说主观对转换失败的严重性看待会在 0 期的赎回成

本上得以体现（这里假设决策时点为 0 和 1 两个时点），反映到当期的可转债赎回决

策，就会增加赎回成本，即发行者的后悔厌恶会导致发行者对赎回成本的主观放大。 

 

 

图 4-3  决策权重函数示意图 

这种主观放大量定义为 cV ，此时的赎回成本 'cV 就不是赎回价格，而是赎回价

格加上后悔厌恶导致的附加成本(或者说价格改变量)， c cV V （
cV 为赎回价格）。 

其中 '

c c cV V V   。 

cV 的推导思路如下：在风险中型（完全理性）框架下可以求出 *

callS （临界赎回

股票价格），然后可以得到赎回公告期结束时点的股票价格 *

ncall TS  ，计算其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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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 为利率， nT 为赎回公告期长度， 为波动率， cn 为转股比。 

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该期望值的下限为： 

* exp( 1.96 )call n nS rT T  

为了使发行者足够放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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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计算出令发行者足够放心时候对应的新的赎回成本
cV ，然后与原来赎回价

格
cV 进行比较，其中的价值变化就反映了发行者要求足够放心所付出的成本。这个

成本就作为发行者后悔厌恶心理所导致的赎回决策的附加成本。 

4.2.2  后悔厌恶与提前赎回 

国内外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可转债的推迟赎回问题，因为现实中大多数的公

司都是推迟赎回，但也有极少量公司选择提前赎回，本文所提模型也可以解释发行

者的提前赎回。 

假设 4.2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后悔厌恶的发行者希望自己的赎回决策能够

促使大多数的持有者赎回时（即发行者后悔厌恶心理的基点是规避未来的赎回失

败），往往会导致提前赎回。 

与上面的分析类似，当后悔厌恶的发行者的动机是促使大多数的持有者赎回的

时候，可类似定义此时对应的新的
cV ；发行者会主观要求赎回成功率大于一定的百

分比（比如 95%），因此可类似定义： 

'

exp( 1.96 ) c

call n n

c

V
S rT T

n
    

等式左边对应 95%的置信水平下的股票价格最大值，即发行者希望在赎回公告

期期末最大的股票价格情况下仍然有足够多的持有者选择赎回而不是转股。 

此时的控制方程和边界条件并没有改变，代入新的 cV ，采用数值模拟可得出提

前赎回的结果。由于与推迟赎回的分析类似，这里就不再展开。 

4.3  后悔厌恶发行者情形下的定价模型和数值实现技术 

在不考虑利率随机结构的情况下，可转债标的股票价格 S 服从指数布朗运动： 

 ds D Sdt Sdw   
     

                  (4.1) 

其中，  为期望收益率；D 为股票红利率；σ 为瞬时波动率；dw 为标准维纳过

程的增量。债券价值 V 可由下述等式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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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 ) ( )
n

i ii
c t c t t


  ，

it 和 ic ( 1,2, , )i n 分别表示约定的付息时间点和在该时间

点所付的利息， ( )  为示性函数。 

其中， *( )S t 代表债券被转换或赎回时标的股票价格，这一价格的确定实际上取

决于债券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路径。随后可相应的建立终端条件和边界条件。 

由可转换债券转换权利的定义以及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易得终值条件为： 

( , ) max{ , }c nV S T n S K c                          (4.3) 

其中，nc 为事先约定的债券转换成股票的比例，P 为可转换债券的面值，cn 为最

后一期的利息。 

不失一般性，假定债券票息利息的支付方式为离散式，则应有： 

( , ) ( , )i i iV S t V S t c                             (4.4) 

其中 ti 为第 i 次利息的支付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定价方程边界条件将发生重要变化。假设在赎回期 [ , ]c T 内，

发行者可以赎回可转债。发行者宣告赎回可转债后，持有者往往有一个公告期（例

如 30 天）来决定是接受赎回还是转换。令公告期的长度为 Tn，赎回价格为 Vc。在理

性范式下，由于赎回公告期的存在，一旦发行者宣告赎回，持有者所拥有的权利就

会发生变化。持有者持有的是一个写在公司股票价格 S 上，到期日为 ˆ( )nt T （假设发

行者在 t̂ 时刻首次公告赎回），到期支付为  max ,c cV n S 的美式衍生证券，此时该衍生

证券价值为  ,V S t ；而当考虑了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情绪导致的价格增量的时候，修

正后的边界条件将变成  max ,c c cV V n S 。此时衍生证券价值变为 ( , ; , )new c nV S t V T 。一旦

可转债的价值达到 ( , ; , )new c nV S t V T ，发行者就应该赎回其可转债，且： 

( , ) ( , ; , )new c nV S t V S t V T                          (4.5)  

与第二章所用方法类似，本章数值实现技术仍采用有限元方法。 

与其他方法相比，有限元方法具有以下优点：（1）有限元方法可以相对容易地

处理不规则的区域；（2）有限元方法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3）有限元方

法可以更灵活地处理终端条件以及边界条件（Markolefas, 2008）。 

具体的离散方法和方程可参见第二章及 Gong 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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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数值模拟算例分析 

4.4.1  参数设置 

首先给定一组参数①来计算可转债价值及推迟赎回程度。计算参数如表 4-1 所示。 

表 4-1  计算参数表 

面值 K 100 元 

无风险利率 r 3.6% 

年波动率  0.3 

年分红率 D 0.015 

期限 Pn 5 年 

年利率 c (1, 1.375, 1.75, 2.125, 2.5)% 

转股价格 Sc 9.340 元 

赎回公告期 Tn 45 天 

赎回价格 Vc 为面值的 103%，即 103 元 

到期赎回价格 Km 102.5 元 

后悔厌恶参数 取 95%的预期转股比 

4.4.2  计算结果分析 

理性发行者和后悔厌恶的发行者(非完全理性发行者)情况下的可转换债券价值

比较，参见图 4-4。 

    

t＝0 时刻                            t＝0.5 时刻 

                                                             
① 参数的选择参考“招行转债”，详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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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5 时刻                            t＝3.5 时刻 

图 4-4  不同时刻理性发行者和后悔厌恶的发行者(非完全理性发行者)情况下 

可转换债券价值比较 

从上面不同时刻的四幅图可以看出，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所导致的赎回成本的主

观放大，会增加可转债的价值①。 

理性发行者和后悔厌恶发行者的临界赎回股票价格比较，参见图 4-5。 

 

图 4-5  理性发行者和后悔厌恶发行者的临界赎回股票价格比较 

（其中 callS 对应于理性发行者的情形，
'

callS 对应于后悔厌恶发行者的情形） 

                                                             
① 因为非完全理性发行者的推迟赎回，放松了对投资者转换的约束，进而增加了可转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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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5 可以看出由于发行者的后悔厌恶，导致临界赎回股票价格的增大①。 

推迟赎回程度分析，详见表 4-2 和图 4-6。 

表 4-2  不同情形下的临界赎回股票价格表（单位：元） 

时间 t 

考虑赎回公告期

时的临界赎回股

票价格 

考虑发行者非完全

理性时的临界赎回

股票价格（后悔厌恶

程度高，对应于 95%

的转换成功率要求） 

考虑发行者非完全理

性时的临界赎回股票

价格（后悔厌恶程度

较高，对应于 80%的

转换成功率要求） 

考虑发行者非完全理

性时的临界赎回股票

价格（后悔厌恶程度

稍高，对应于 65%的

转换成功率要求） 

0.5 10.959(13.92%) 13.550(40.85%) 12.734(32.37%) 12.151(26.33%) 

1.5 10.959(13.92%) 13.761(43.05%) 12.734(32.37%) 12.344(28.32%) 

2.5 10.959(13.92%) 13.976(45.28%) 12.933(34.44%) 12.344(28.32%) 

3.5 11.242(16.85%) 14.195(47.55%) 13.012(35.26%) 12.517(30.32%) 

（注：表中括号内为推迟赎回程度；推迟赎回程度定义为：（新情形下的临界赎回股票价格/不

考虑赎回公告期时的临界赎回价格）-1，这里取的是百分比；此时不考虑赎回公告期时的临

界赎回价格为 9.62 元） 

 

 

图 4-6  后悔厌恶程度和推迟赎回程度关系示意图② 

                                                             
① 图中实线第四期中有一个阶梯状的上升（与前三期有一定的不同），其原因在于在前三期中付息对临界赎回股

票价格的影响大于赎回价格的影响，而在第四期中付息的影响可能变弱，同时还有到期还本付息的影响等等。 
② 图中可以看出推迟赎回程度随着时间的增加会有一定的增大，原因在于这里的赎回成本比到期时的本金加利息

高，随着到期日的临近，发行者不愿意花较高的成本来赎回；另一方面，随着到期日的接近，投资者转股的机

会越来越少，投资者的转股门槛降低，即使没有赎回的压力，投资者也会转股。因此，离到期越近，发行者越

不会轻易采取赎回的策略，即发行者的临界赎回股票价格越高。 

推
迟
赎
回
程
度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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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和图中可以看出： 

（1）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时候，具有促使持有者转换动机的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情

绪会导致推迟赎回现象，这就从行为金融的角度解释了推迟赎回的重要原因。 

（2）随着发行者后悔厌恶程度的增加，发行者的预期转股比例就越高，此时因

为担心后悔而导致的附加成本就越高，推迟赎回程度也随之增加。 

（3）引入后悔厌恶发行者后可以较好的解释理性范式下不能解释的高推迟赎回

程度。上述推迟赎回不能用理性发行者的风险厌恶来解释，Asquith (1995)认为，20%

的赎回溢价可以作为理性发行者的风险厌恶度量（对发行失败的规避），但是实证中

发现很多公司的赎回溢价远大于20%，所以用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来解释更为合理，这

里得出的推迟赎回程度也更能说明实证发现的结果。 

（4）赎回公告期的存在能导致推迟赎回，但是推迟赎回程度有限，这也是大多

数理性框架下对推迟赎回解释的一个不足，而采用行为金融可以很好的解释各种程

度的推迟赎回。 

（5）模型可以很好的蜕化到理性范式下的解释框架，当后悔厌恶情绪不明显时，

此时的价格增量会趋于零，模型蜕化为理性框架下的定价模型。 

4.5  本章小结 

本章结合行为金融理论，分析了不同赎回动机的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所导致的违

背理性框架下的最优赎回现象。通过引入后悔厌恶导致的价格改变量，来修正理性

框架下定价方程的边界条件，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不同动机所对应的推迟赎回现象

（或提前赎回现象），以及后悔厌恶程度与推迟赎回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给出了

现实中发行者往往违背最优赎回策略现象的本质解释，其结论有助于发行者更切身

的选择最优的赎回价格和赎回时机，也有助于持有者分析发行者推迟和提前赎回的

动机。更重要的是本章为行为金融和新古典金融在某些问题上的交融做出了有益的

尝试，给出了一个有效融合的方法与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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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告效应实证分析 

当可转换债券宣告赎回时，将对债券发行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何种影响，以及

这种影响产生的根源何在一直都是国外可转债相关研究的热门问题。对这些问题的

探讨，不管是对于债券发行方还是债券持有人进行决策，乃至整个可转换债券市场

稳定机制的设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受国内市场样本所限，国内关于赎回公告

效应的研究多限于理论分析与案例讨论层面上，进行系统性实证研究较少。本章以

国内可转换债券为样本，实证检验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赎回公告效应，重点探讨

了国外主流解释理论中的流动性压力和信息不对称假说对于我国市场样本的解释

效力。 

5.1  问题的提出 

可转换债券发布赎回公告时对股票价格有怎样的影响，以及造成这一影响的根

源何在无论是对于可转换债券发行方的融资决策还是可转换债券持有人的投资决策

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将对如何设计更为合理的可转换债券

条款以及整个市场机制都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 

国外关于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是流动性压力假说，

该假说认为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告发布后股票价格将首先出现下降，随后逐步回升，

而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流动性价格压力，即当转债赎回时，债券发行公司在外流通

的股票规模将随着债券持有人的转换而在短时间内有一个上升过程，这就对市场形

成了一个暂时的流动性压力，直接表现为股票价格将会有一个下降，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压力逐渐释放完毕，股票价格就将有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之上，因此存在一

个明显的价格回复过程。而另一个则是由信号传递理论而来的信息不对称假说。该

假说认为债券的发行人与债权持有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债券发行人要比持

有人更早一步获得关于公司的有关信息。当债券发行人得到一个负面信号时，就有

动机采用行使赎回权强迫债券持有人债转股从而避免出现当负面信号传递至债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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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后，持有人将不再愿意将债权转换为股票的情况发生。而当债券发行人获得的

信号为正面时，就会选择不强迫投资者转股，而将选择权更多地交与投资者，这样

就能使他们的公司与市场上的其它公司相区别开来，而当正面的信息传递至投资者

时，投资者所做出的选择有利于管理者的可能就相对较大。因此，信息不对称假说

认为市场对于可转换债券发布赎回公告会有一个消极的预期。 

但是近年来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上述假说提出了质疑，如 Brick 等（2007）

和 Duca 等（2012）。他们研究结果没有发现公告期间超额收益与公告后超额收益和

流动性代理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也没有发现公告期间超额收益与公告后超额收益

在统计上有显著相关性。同时采用买入并持有策略计算的超额收益也没有出现公告

后的价格反弹，因此现有基于流动性理论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稳健。另外，反映信息

不对称的代理变量与超额收益的关系也是不显著的，基于信息传递的信息不对称假

说也被予以挑战。因此他们认为，关于可转换债券公告效应的理论解释有待进一步

商榷。 

由于国内可转换债券发生赎回的时间大多集中在最近几年，因此现有关于我国

市场上的可转换债券公告效应的实证研究所覆盖样本大多较少，且距今年代也较久

远，缺乏足够的市场说服力。本章将以截至目前国内所有已发生赎回的可转换债券

为样本，通过合理的设计反映包括流动性、不对称信息、稀释效应等在内的代理变

量，检验国内市场上的转债赎回公告效应，探讨流动性压力假说与信息不对称假说

对国内样本的解释效力。 

5.2  样本描述 

截止 2012 年 8 月，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一共曾发行过 89 只可转换债券。除目

前在上证所交易的 16 只以及深交所交易的 4 只外，其余 69 只均已因到期或提前赎

回等原因结束上市交易。根据查阅上证交易所及深证交易所历年公告，在这 89 只可

转换债券之中，共有 51 只可转换债券最终实施了赎回。本章即以此 51 只可转换债

券为样本，检验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赎回公告效应。 

表 5-1 列出了全部 51 只可转换债券的基本资料，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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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样本基本资料 

代码 名称 发行额(亿元) 上市日期 
首次赎回公告

日期 
正股名称 

125629.SZ 钢钒转债 16 2003-2-17 2004-2-12 攀钢钒钛 

125002.SZ 万科转债 15 2002-6-28 2004-3-9 万科 A 

100009.SH 机场转债 13.5 2000-3-16 2004-3-1 上海机场 

125069.SZ 侨城转债 4 2004-1-16 2005-3-10 华侨城 A 

125930.SZ 丰原转债 5 2003-5-20 2006-2-9 中粮生化 

126002.SZ 万科转 2 19.9 2004-10-18 2006-2-22 万科 A 

125630.SZ 铜都转债 7.6 2003-6-4 2006-5-25 铜陵有色 

110418.SH 江淮转债 8.8 2004-4-29 2006-5-18 江淮汽车 

100196.SH 复星转债 9.5 2003-11-17 2006-6-28 复星医药 

125936.SZ 华西转债 4 2003-9-16 2006-7-28 华西股份 

110219.SH 南山转债 8.83 2004-11-3 2006-6-14 南山铝业 

126301.SZ 丝绸转 2 8 2002-9-24 2006-8-31 东方市场 

100567.SH 山鹰转债 2.5 2003-7-1 2007-1-9 山鹰纸业 

110001.SH 邯钢转债 20 2003-12-11 2007-2-2 邯郸钢铁 

110317.SH 营港转债 7 2004-6-3 2007-2-6 营口港 

100087.SH 水运转债 3.2 2002-8-28 2007-2-15 *ST 长油 

110325.SH 华发转债 4.3 2006-8-11 2007-3-5 华发股份 

110423.SH 柳化转债 3.07 2006-8-10 2007-3-5 柳化股份 

125959.SZ 首钢转债 20 2003-12-31 2007-2-28 首钢股份 

100795.SH 国电转债 20 2003-8-1 2007-3-20 国电电力 

125488.SZ 晨鸣转债 20 2004-9-30 2007-4-18 晨鸣纸业 

125024.SZ 招商转债 15.1 2006-9-11 2007-4-24 招商地产 

100726.SH 华电转债 8 2003-6-18 2007-4-27 华电能源 

125932.SZ 华菱转债 20 2004-8-3 2007-4-25 华菱钢铁 

100117.SH 西钢转债 4.9 2003-8-26 2007-5-14 西宁特钢 

110488.SH 天药转债 3.9 2006-11-10 2007-6-1 天药股份 

110021.SH 上电转债 10 2006-12-19 2007-7-13 上海电力 

110874.SH 创业转债 12 2004-7-19 2007-7-31 创业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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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  样本基本资料 

125717.SZ 韶钢转债 15.38 2007-3-2 2007-9-6 韶钢松山 

110398.SH 凯诺转债 4.3 2006-8-30 2007-9-13 凯诺科技 

125822.SZ 海化转债 10 2004-9-23 2008-1-31 山东海化 

125937.SZ 金牛转债 7 2004-8-26 2008-2-22 冀中能源 

110026.SH 中海转债 20 2007-7-12 2008-2-28 中海发展 

110232.SH 金鹰转债 3.2 2006-12-6 2009-4-4 金鹰股份 

110227.SH 赤化转债 4.5 2007-10-23 2009-4-27 赤天化 

125572.SZ 海马转债 8.2 2008-1-30 2009-5-4 海马汽车 

125528.SZ 柳工转债 8 2008-5-6 2009-5-20 柳工 

110368.SH 五洲转债 5.4 2008-3-14 2009-5-27 五洲交通 

128031.SZ 巨轮转债 2 2007-1-19 2009-8-8 巨轮股份 

110002.SH 南山转债 2 28 2008-5-13 2009-8-12 南山铝业 

110971.SH 恒源转债 4 2007-10-12 2009-11-17 恒源煤电 

110567.SH 山鹰转债 2 4.7 2007-9-17 2009-12-29 山鹰纸业 

110598.SH 大荒转债 15 2007-12-28 2010-1-21 北大荒 

110006.SH 龙盛转债 12.5 2009-9-25 2010-4-19 浙江龙盛 

110005.SH 西洋转债 2.65 2009-9-21 2010-4-20 大西洋 

125969.SZ 安泰转债 7.5 2009-10-12 2010-5-12 安泰科技 

110004.SH 厦工转债 6 2009-9-11 2010-8-24 厦工股份 

110008.SH 王府转债 8.21 2009-10-30 2010-10-8 王府井 

125960.SZ 锡业转债 6.5 2007-5-29 2010-11-5 锡业股份 

126630.SZ 铜陵转债 20 2010-8-6 2011-2-24 铜陵有色 

128233.SZ 塔牌转债 6.3 2010-9-16 2011-4-7 塔牌集团 

5.3  研究方法与变量设计 

5.3.1  研究方法 

本章将采用事件研究法对可转换债券的赎回公告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事件研究

法最早由 Dolley 提出，是指运用可获得的统计数据对某一特定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进

行定量分析，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经济金融研究当中。事件研究的特点在于其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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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的逻辑线索，其基本思想是设定事件产生影响的时间窗口，通过计算事件窗口

期的日超额收益率以及累计超额收益率来衡量事件影响的显著程度。 

事件研究法成立的隐含假设是事件所产生的作用将迅速在市场上体现出来，只

有基于此之上，才能通过利用在并不长的一个检验窗口内所统计得到的信号来衡量

事件影响。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该方法都是在半强型有效市场前提假定下来运用的，

即它的隐含前提假设包括：（1）该事件是未被市场预期的；（2）市场至少是半强型

有效的；（3）在所使用的事件窗口内没有发生混淆事件或其影响能够被有效剔除。

本章将在前述假设均成立的情形下，通过横截面法检验赎回公告事件发生前后非正

常收益与流动性和不对称信息变量之间的关系。 

与传统方法类似，本处采用市场模型来计算超额收益，则有下式 

 , , ,i t i i m t i tR R      （5.1） 

其中 tiR , 为股票 i 在第 t 日的收益率， ,m tR 为股票 i 所在市场的指数在第 t 日的收

益率。对于在上海、深圳交易所分别上市的股票，各自采用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

份指数作为市场指数。 

估计出市场模型（5.1）的参数后，就可以计算股票 i 在第 t 日的超常收益： 

  , , ,i t i t i i m tAR R R     （5.2） 

则样本组合第 t 日的平均超额收益率 tAAR 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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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股票 i 在时间窗口 ( , )j k 内的累积超额收益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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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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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样本组合在时间窗口 ( , )j k 内的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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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本章所关注的事件是赎回公告发布对于市场的影响，因此记赎回公告日为 0t  。

由文献综述部分可知，对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告的事件研究实证结果对于市场模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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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估计区间是非常敏感的，早期的研究普遍将参数估计区间定为事件发生前的

一段时间，但由于赎回公告发布时公司股票往往会在赎回公告发布前出现一个显著

的正向超额收益，因此采用事件发生前作为估计区间的准确性受到了影响。所以本

文将采用从赎回公告日前 100 天开始往前截取数据来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以规避

在赎回公告前非正常波动的影响。 

5.3.2  变量设计 

在检验超额收益是否可由流动性压力假说与信息不对称假说解释的横截面分析

中，采用时间发生后 1 天内的 (0, 1)iCAR  作为被解释变量(Dependent Variable)，解释

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包括： 

1）不对称信息代理变量 

不对称信息的程度与公告所蕴含的信息的重要性是相关联的。沿用Brick等(2007)

对不对称信息的度量标准，将市场上对分析师对债券发行公司的每股收益所做预测

的标准差视为衡量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替代变量。标准差越大，表明市场上的研究人

员对该公司的认知分歧越大，也即反映该公司真实情况的信息传递到市场时越模糊，

因而视其不对称信息的程度越大。记此替代变量为 iASYM ，由不对称信息假说可知，，

(0, 1)iCAR  应与 iASYM 呈同向关系。关于 iASYM 计算所需的数据，可通过 WIND 数

据库查询历年来所公布的行业分析师预测。 

除采用 iASYM 度量不对称信息程度外，将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司的规模也作为衡

量该指标的另一度量标准。采用该指标的理论依据在于通常来说，规模比较大的公

司在市场的地位相比规模较小的公司要更为重要，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市场的关注，

相关研究人员以及机构投资者对其的研究也会相对更为投入，从而对公司信息的把

握会更为准确。Blazenko(1987)、Stein(1992)以及 Brick 等（2007）都在其研究模型中

将公司规模作为了衡量信息不对称的变量。本文将采用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司的所发

行股票的总价值视为公司规模，记其为 iGSGM ，考虑到该指标的量级较大，故对其

进行对数处理后使用。由不对称信息假说易知， (0, 1)iCAR  应与 iGSGM 呈负向关系，

也就是公司规模越大，不对称信息程度越低， (0, 1)iCAR  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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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性代理变量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常被作为流动性代理变量的一般有两个。其中

Hasbrouk(2004)所提出的 Gibbs 值所估计的是市场平均交易价格与均衡价格的偏离

度，由于受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限制，本文难以采用此指标作为衡量流动性的代理变

量。本文所采用的是 Amivest 指标的倒数。Amivest 指标（即成交量与收益率绝对值

的比值）是被应用最为广泛的流动性代理变量之一，如 Cooper 等（1985）、Amuihud

等(1997)、Berkman 和 Eleswarapu（1998）以及 Brick 等（2007）均采用了这一度量

标准。这一指标的优点在于同时包含了股票价格以及成交量两个维度的信息，能够

充分地反映流动性状态，指标数值越小所反映出的流动性就越好。记该指标为 iAMI 。 

                       ti

ti

i
V

R
A M I

,

,
                          （5.6） 

其中 ,i tR 为股票 i 在第 t 日的收益， ,i tV 为股票 i 在第 t 日的交易额。 

为保证本文所获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了另一个替代性指标来衡量流动性，

那就是股票的换手率（该指标 iHSL 记为）。该指标度量的是在计算区间内总共成交的

证券数量或规模占其可交易的总数量或规模的比重。一般来说，越高的换手率代表

越好的流动性。采用这个指标的最大好处在于数据易获得，但其缺陷也很明显，那

就是仅考虑了成交规模这一个因素，对于不同股票价格的股票来说，同样的换手率

所反映出的流动性状态实际上可能是有所不同的。也正因为此，本文将这一指标仅

作为替代性衡量指标，用以保证结果的稳健型。  

如果流动性压力假说成立，那么就应该有流动性越差检验得到的超额收益越小

这一结果，因此 (0, 1)iCAR  将和 iHSL 呈负向关系，和 iAMI 呈正向关系。 

由流动性压力假说，赎回公告后首先出现的股票价格下降是源于一个未被预期

的新增股票流入市场所致，因此，在考虑流动性代理变量时，还需要将由于赎回所

导致的股票稀释效应纳入进来。本文定义稀释率（指标记为 iXSL ）为可转换债券的

转换率与赎回公告前所有仍未转股的可转换债券总面值的乘积再除以赎回公告前发

行公司在外流通的股票数量。由定义可知，该指标越大，意味着尚未转股的可转换

债券所潜在的转股压力越高，对于市场的冲击也越大，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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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的捕捉稀释率与流动性的关系，将 iHSL 和 iAMI 与 iXSL 联系起来，令 iHSL

和 iXSL 之积为 iHXSL ， iXSL 与 iAMI 之积为 iAXSL 。则若流动性压力假说成立，应有

(0, 1)iCAR  与 iXSL 和 iAXSL 呈正向关系的结果。 

对上述变量的整体描述结果详见表 5-2。为统一各变量的数量级以便于回归分

析，对 iAMI 统一乘上 10
8，对 iXSL 乘上 10

7。 

表 5-2  样本统计性描述 

统计量 

变量 
样本容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ASYM  51 0.052 0.046 0.032 0.005 0.121 

iGSGM  51 11.295 10.947 0.921 6.109 15.209 

iHSL  51 5.016 5.171 3.794 0.298 12.870 

iAMI  51 0.030 0.019 0.034 0.001 0.137 

iXSL  51 1.328 1.076 1.417 0.007 6.108 

对于线性回归模型来说，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是首先要确认的问

题。因为如果存在完全共线性，那么变量的回归系数就将根本无法确定，且误差趋

于无穷大。而即便仅存在不完全的多重共线性关系，此时回归系数的误差也就很高，

因此此时模型所得到的结果的精度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必

须要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常用的检验方法有方差膨胀

因子(VIF)与容许度(TOL)。方差膨胀因子度量的是方差与协方差增大的速度，由于

多重共线性会导致方差迅速增大，因此当多重共线性严重时，方差膨胀因子将趋于

无穷大，容许度将趋于 0。检验结果列在表 5-3 中。 

表 5-3  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多重共线性诊断 

容许度 方差膨胀因子 

iASYM  0.752 1.330 

iGSGM  0.784 1.276 

iHSL  0.624 1.603 

iAMI  0.801 1.249 

iXSL  0.874 1.144 

有上述定义可知，当完全共线性时，VIF 将趋于无穷大，TOL 将为零，而若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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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共线性时，VIF 将为零，TOL 将为 1。在 VIF 具体为多少时可认为不存在多重

共线性问题目前并没专门的统一规定，一般作为经验规则，当一个变量的 VIF 超过 10

时，就认为该变量是高度共线的。从表 5-3 可以看到，六个变量的检验结果中，容许

度最小的也在 0.6 以上，而方差膨胀因子最大的也仅为 1.6 左右，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

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可信度。 

5.4  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不同股票在 ( 250, 101)  的历史数据估计方程（5.1）的参数 i 和 i ，

然后用公式（5.2）-（5.5）来计算赎回公告前后的CAAR ，并检验其显著性。具体结

果详见表 5-4 和表 5-5。 

表 5-4  赎回公告前的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双侧 t 检验表 

时间窗口 
样本

容量 
CAAR t 值 时间窗口 

样本

容量 
CAAR t 值 

(-60，-1，） 51 0.1149 2.258** (-59，-1，） 51 0.1129 2.211** 

(-58，-1，） 51 0.1105 2.197** (-57，-1） 51 0.1098 2.037** 

(-56，-1） 51 0.1125 2.208** (-55，-1） 51 0.1073 1.991** 

(-54，-1） 51 0.1032 1.989** (-53，-1） 51 0.1103 2.189** 

(-52，-1） 51 0.1085 2.014** (-51，-1） 51 0.1105 2.196** 

(-50，-1） 51 0.1132 2.217** (-49，-1） 51 0.1107 2.206** 

(-48，-1） 51 0.1121  2.204** (-47，-1） 51 0.1119 2.200** 

(-46，-1） 51 0.1076 1.993** (-45，-1） 51 0.1050 1.991** 

(-44，-1） 51 0.1053 1.992** (-43，-1） 51 0.1042 1.990** 

(-42，-1） 51 0.1107 2.209** (-41，-1） 51 0.1085 2.192** 

(-40，-1） 51 0.1132 2.512*** (-39，-1） 51 0.1109 2.208 ** 

(-38，-1） 51 0.1113 2.210** (-37，-1） 51 0.1139 2.527*** 

(-36，-1） 51 0.1099 2.178** (-35，-1） 51 0.1105 2.194** 

(-34，-1） 51 0.1132 2.511*** (-33，-1） 51 0.1157 2.739*** 

(-32，-1） 51 0.1185 2.926*** (-31，-1） 51 0.1200 3.104*** 

(-30，-1） 51 0.1145 2.629*** (-29，-1） 51 0.1129 2.396** 

(-28，-1） 51 0.1101 2.184** (-27，-1） 51 0.1088 1.965** 

(-26，-1） 51 0.1095 1.984** (-25，-1） 51 0.1061 1.952** 

(-24，-1） 51 0.1041 1.735* (-23，-1） 51 0.1023 1.699* 

(-22，-1） 51 0.1035 1.704* (-21，-1） 51 0.1019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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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4  赎回公告前的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双侧 t 检验表 

(-20，-1） 51 0.0972 1.429 (-19，-1） 51 0.0910 1.301 

(-18，-1） 51 0.0602 1.207 (-17，-1） 51 0.0719 1.321 

(-16，-1） 51 0.0703 1.312 (-15，-1） 51 0.0598 1.2701 

(-14，-1） 51 0.0712 1.691* (-13，-1） 51 0.705 1.679 * 

(-12，-1） 51 0.0692 1.815* (-11，-1） 51 0.0623 1.802* 

(-10，-1） 51 0.0501 1.589 (-9，-1） 51 0.0503 1.624* 

(-8，-1） 51 0.0421 1.637* (-7，-1） 51 0.0433 1.719* 

(-6，-1） 51 0.0309 1.425 (-5，-1） 51 0.0324 1.491 

(-4，-1） 51 0.0185 1.203 (-3，-1） 51 0.0109 1.191 

(-2，-1） 51 0.0082 0.7529     

注：*、**以及 ***分别代表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表 5-4 可以观测到，在赎回公告前所有的CAAR 值均未非负，而且绝大多数都

是显著为正的。 

表 5-5  赎回公告后的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双侧 t 检验表 

时间窗口 
样本

容量 
CAAR t 值 时间窗口 

样本

容量 
CAAR t 值 

(0，+1） 51 -0.0041 -0.592 (0，+2） 51 -0.0053 -0.632 

(0，+3） 51 -0.0072 -0.903 (0，+4） 51 -0.0106 -1.128 

(0，+5） 51 -0.0089 -0.103 (0，+6） 51 -0.0081 -0.102 

(0，+7） 51 -0.0036 -0.042 (0，+8） 51 -0.0010 -0.015 

(0，+9） 51 0.0015 0.089 (0，+10） 51 0.0022 0.117 

(+2，+3） 51 -0.0039 -0.444 (+2，+4） 51 -0.0051 -0.0621 

(+2，+5） 51 -0.0061 -0.719 (+2，+6） 51 -0.0040 -0.489 

(+2，+7） 51 -0.0019 -0.201 (+2，+8） 51 0.0067 0.589 

(+2，+9） 51 0.0051 0.498 (+2，+10） 51 0.0047 0.429 

(+2，+11） 51 0.0059 0.511 (+2，+12） 51 0.0032 0.317 

(+2，+13） 51 0.0079 0.732 (+2，+14） 51 0.0092 1.010 

(+2，+15） 51 0.0106 1.032 (+2，+16） 51 0.0079 0.811 

(+4，+5） 51 0.0041 0.512 (+4，+6） 51 0.0009 0.120 



 

 77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续表 5-5  赎回公告后的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双侧 t 检验表 

(+4，+7） 51 0.0070 0.784 (+4，+8） 51 0.0065 0.698 

(+4，+9） 51 0.0152 1.298 (+4，+10） 51 0.0164 1.301 

(+4，+11） 51 0.0120 1.007 (+4，+12） 51 0.0139 1.162 

(+4，+13） 51 0.0192 1.493 (+4，+14） 51 0.0130 1.147 

(+4，+15） 51 0.0099 1.078 (+4，+16） 51 0.0067 0.789 

(+4，+17） 51 0.0082 0.843 (+4，+18） 51 0.0095 1.002 

(+4，+19） 51 0.0107 1.006 (+4，+20） 51 0.0074 0.698 

(+4，+21） 51 0.0110 0.794 (+4，+22） 51 0.0135 0.823 

(+4，+23） 51 0.0125 0.721 (+4，+24） 51 0.0103 0.596 

表 5-5 给出了赎回公告后不同窗口期的CAAR 检验结果，分别从赎回公告日当天、

赎回公告日 2 天后、四天后三个时间点向后截取 10 天、14 天以及 20 天时赎回公告

后不同时间窗口的累积平均收益率。可以观测到，时间窗口(0，+1）到(0，+8）的超

额收益CAAR 均为负，但 t 检验表明结果并不显著，无法拒绝等于 0 的假设。同时，

表 5-5 还给出了赎回公告日后第 2 天到第 16 天的不同时间窗口，以及赎回公告日后

第 4 天到第 24 天的不同时间窗口。可以看到，时间窗口(+2，+8）之后所计算得到

的CAAR 都均为正，但是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海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中，Campbell 等（1991）、Mazzeo 和 Moore(1992)、

Ederington 和 Goh(2001)均观测到在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告日后会有负的超额收益现

象。Mazzeo 和 Moore(1992)，Byrd 和 Moore(1996)，Ederington 和 Goh(2001)以及

Bechmann(2004)将价格所出现的先下降后回升的现象归结为流动性压力。流动性

压力假说就意味着价格回复的程度将与初始价格下降的程度负相关，并且在赎回

公告日后的超额收益以及赎回公告事件附近时间窗口所观测到的超额收益应当与

流动性代理变量相关。 

同时采用赎回公告日附近的超额收益与赎回公告日后的超额收益进行回归分

析，检验流动性压力假说预测的价格回复现象。为保证检验效果，被解释变量时

间窗口分别选取  0,1 和  1,1 ，解释变量时间窗口分别选取  20,1 和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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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回归分析结果一览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20,1CAR   21,2 CAR  

Intercept 
0.013 

(0.216) 

0.029 

(0.142) 

 0,1CAR  
-0.238 

(-0.305) 
 

 1,1CAR   
-0.362 

(-0.411) 

R
2 

0.005 0.004 

Adj. R
2
 0.049 0.0041 

注：括号内的值为 t 值。 

表 5-6 是对流动性压力假说的检验。如果流动性压力假说成立，那么应当能得到

 0,1CAR 、  1,1CAR 与  20,1CAR 或  21,2 CAR 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但

是从回归结果来看，尽管系数都为负，但均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因此，检验

结果并不支持流动性压力假说所预测的价格回复现象。 

表 5-7、表 5-8 列出了  1,0 iCAR 、  2,0 iCAR 与流动性代理变量和不对称信息

代理变量的横截面回归分析结果。 

观察两表的结果可以发现，在单变量回归分析中， iAMI 与 iAXSL 都与  1,0 iCAR

和  2,0 iCAR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但以 iAMI 和 iAXSL 以及 iHSL 分别作为单变量回归

分析中的流动性代理变量时，其检验结果是不一致的， iAMI 和 iAXSL 均与超额收益

呈显著负相关系，但是 iHSL 却没有检测出相应的显著关系，而且在多变量回归分析

中，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这一现象出向的根源就在于前文对换手率这一替代变量

所做的分析之中，由于换手率仅考察了成交量这一个维度而忽视了股票的交易价格，

因此以 iHSL 作为流动性度量标准是不如 iAMI 稳健的。 

流动性假说如果成立，则应能检验到  1,0 iCAR 、  2,0 iCAR 与 iAMI 和 iAXSL 有

显著的负向关系，也就是流动性越好，所计算得到的超额收益水平应该越低。这一

点在本文的检验结果中得到了印证。 

另外，在单变量回归分析中， iASYM 与超额收益呈并不显著的正向关系，当考

虑了流动性变量单变量 iAMI 和 iAXSL 之后， iASYM 与超额收益有显著的正相关系，

这一结果与不对称信息假说所预测的是相一致的，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该假说可

以对国内转债市场赎回公告效应后产生的部分超额收益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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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赎回公告后累积超额收益横截面分析结果（以  1,0 iCAR 为被解释变量） 

回归方程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Intercep 
0.002 

（0.302） 

0.004 

（0.519） 

-0.010 

（-3.157***） 

-0.011 

（-2.819***） 

-0.014 

(-3.295***) 

-0.026 

(-0.307) 

0.011 

(2. 701**) 

0.014 

(2.918**) 

-0.006 

(-0.203) 

-0.041 

(-0.925) 

iAMI  
-0.614 

（-1.919*） 

 

 

 

 

 

 
  

-0.661 

(-2.003*) 
   

iAXSL   
-0.290 

(-1.611*) 
     

-0.396 

(-2.801**) 
  

iHSL    
0.001 

(0.275) 
     

0.000 

(0.049) 
 

iHXSL     
0.001 

(0.209) 
     

0.001 

(0.167) 

iASYM      
0.291 

(1.187) 
 

0.401 

(2.002*) 

0.381 

(1.814*) 

0.301 

(1.015) 

0.334 

(1.417) 

iGSGM       
-0.002 

(-0.217) 

0.001 

(0.095) 

0.004 

(0.398) 

-0.002 

(-0.215) 

0.001 

(0.017) 

N 51 51 51 51 51 51 51 51 51 51 

R
2
 0.107 0.096 0.003 0.005 0.053 0.001 0.174 0.191 0.009 0.101 

Adj.R
2 

0.080 0.068 -0.052 -0.027 0.041 -0.069 0.151 0.182 -0.003 0.045 

F 3.159 2.914 0.099 0.094 2.510 0.163 1.302 1.157 0.392 0.615 

Sig. F 0.061 0.096 0.611 0.628 0.107 0.569 0.359 0.498 0.241 0.196 

注：*在 10%水平上显著，**在 5%水平上显著，***在 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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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赎回公告后累积超额收益横截面分析结果（以  2,0 iCAR 为被解释变量） 

回归方程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Intercep 
0.003 

（0.448） 

0.004 

（0.501） 

-0.006 

（-2.805**） 

-0.009 

（-3.004***） 

-0.012 

(-3.129***) 

-0.020 

(-0.281) 

0.007 

(1. 302*) 

0.008 

(1.605*) 

-0.002 

(-0.125) 

-0.024 

(-0.381) 

iAMI  
-0.591 

（-1.884*） 

 

 

 

 

 

 
  

-0.679 

(-2.215*) 
   

iAXSL   
-0.317 

(-1.516*) 
     

-0.409 

(-2.679**) 
  

iHSL    
0.000 

(0.104) 
     

0.000 

(0.021) 
 

iHXSL     
0.000 

(0.125) 
     

0.001 

(0.147) 

iASYM      
0.300 

(1.215) 
 

0.412 

(2.227*) 

0.406 

(2.059*) 

0.237 

(1.391) 

0.261 

(1.420) 

iGSGM       
-0.001 

(-0.104) 

0.000 

(0.092) 

0.002 

(0.106) 

0.001 

(0.099) 

0.002 

(0.114) 

N 51 51 51 51 51 51 51 51 51 51 

R
2
 0.091 0.084 0.002 0.003 0.049 0.002 0.139 0.163 0.007 0.112 

Adj.R
2 

0.072 0.061 -0.061 -0.041 0.038 -0.067 0.112 0.147 -0.004 0.093 

F 2.967 3.001 0.071 0.075 2.605 0.199 1.805 1.321 0.269 0.703 

Sig. F 0.089 0.082 0.803 0.781 0.103 0.407 0.201 0.372 0.262 0.180 

注：*在 10%水平上显著，**在 5%水平上显著，***在 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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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章小结 

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告对债券发行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根

源所在对于可转换债券的发行人与债券持有人进行决策，乃至整个可转换债券市场

稳定机制的设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受国内市场样本所限，目前尚较少关于我

国可转换债券市场赎回公告效应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成果。本章以国内可转换债券市

场为样本，实证研究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赎回公告效应，并重点探讨了流动性压

力假说和信息不对称假说对于我国市场样本的解释效力。 

本章结果表明，赎回公告时产生的超额收益符合流动性假说，但赎回公告后的

超额收益则与其不一致，流动性假说所预测的价格回复现象在实证结果中并未发现。

对于不对称信息假说，本文所获得的实证结果表明，该假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

国内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告时所出现的部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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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总结 

6.1  本文主要工作和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通过将期权博弈方法引入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之中来解决价值控制方

程的自由边界难以准确刻画的问题，并利用数值实现技术探讨了可转债各主要条款

中的细则对于转债价值以及最优策略路径选择的影响。随后，以我国可转换债券市

场样本为例对赎回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了我国市场上的赎回溢价以及推迟赎

回程度，并与海外研究成果进行了对比。再次，将行为金融理论与可转换债券定价

模型相结合，探讨了投资者的异质性对于可转换债券价值以及赎回策略的影响。最

后，检验了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赎回公告效应。通过对可转换债券多个层面的深

入探索与研究，本文对于理解和把握国内可转换债券市场的具体特征将起到一定的

促进作用，也有助于国内转债市场借鉴海外市场经验而获得进一步地发展与繁荣。

具体来说，本文的主要工作成果包括： 

（1）建立了基于期权博弈理论的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并采用数值数值实现技

术探讨了可转换债券各条款细节对于债券博弈双方最优策略路径选择所起到的作

用。研究结果显示，股票红利发放政策、债券票息利率的设定都会直接影响到债券

持有人选择债转股的时机，尤其是当债券票息支付为离散型时，理性的债券持有人

绝不会在票息支付前一刻行使转换权利。在赎回条款细则上，赎回公告期的长度、

距离到期日的时间乃至赎回约束等都会反映在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抉择上。总体来

说，赎回公告期以及赎回约束都是为了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而存在的，其作用主要

体现在约束债券发行人过度行使其赎回权利之上，也就是说这两个条款能够减少债

券发行人过早赎回所发行债券的现象。因此，赎回公告期、赎回约束都起到了推迟

发行人赎回的作用，同时赎回公告期越长，推迟赎回的程度越高，这一点在赎回动

机是强迫债券持有人转股时表现更为明显。同时，距离到期日时间的不同对于赎回

公告期所能起到的推迟赎回作用的程度也有显著的影响。 

（2）以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样本为例对赎回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采用文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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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期权博弈理论的定价模型，检验了我国市场上的赎回溢价、推迟赎回等焦点问题，

并与海外市场同类型的检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基于博弈期

权方法的定价模型所得结果较之现有相关文献的结果能够更好的与市场实际情况相

吻合，赎回公告期与赎回约束的存在能够解释相当程度的推迟赎回现象。 

（3）结合行为金融理论，采用投资者的后悔厌恶来表征投资者的异质信念，构

建了投资者异质信念下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重点探讨了异质信念对可转换债券赎

回策略的影响，分析了不同赎回动机的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所导致的违背理性框架下

的最优赎回现象。通过引入后悔厌恶导致的价格改变量，来修正理性框架下定价方

程的边界条件，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不同的动机所对应的推迟赎回现象（或提前赎

回现象），以及后悔厌恶的程度与推迟赎回的程度二者的关系，给出了现实中发行

者往往违背最优赎回策略现象的本质解释。所得结论有助于发行者更切身的选择最

优赎回价格和赎回时机，也有助于持有者分析发行者推迟和提前赎回的动机，更重

要的是为行为金融和新古典金融在某些问题上的交融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给出了一

个有效融合的方法与例子。 

（4）当可转换债券宣告赎回时，将对债券发行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何种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产生的根源何在一直都是国外可转债相关研究的热门问题。对这些问

题的探讨，不管是对于债券发行方还是债券持有人进行决策，乃至整个可转换债券

市场稳定机制的设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受国内市场样本所限，目前尚较少关

于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赎回公告效应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成果。本文以国内可转换债

券为样本，实证研究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上的赎回公告效应，重点探讨了国外主流

解释理论中的流动性压力和信息不对称假说对于我国市场样本的解释效力。实证结

果表明，我国可转换债券在赎回公告日前超额收益为正，赎回公告日后超额收益为

负，但只有赎回公告前时间窗口较长的超额收益是显著异于零。回归分析结果对流

动性假设给予了部分支持，即赎回公告时产生的超额收益与流动性假说所预测的结

果是相吻合的，但没有发现该假说所预测的价格回复现象。对于不对称信息假说，

本文获得的实证结果支持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内可转换债券赎回公告时出现

的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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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展望 

从可转换债券自身的特点、可转换债券市场的发展现状以及可转换债券相关领

域的研究进展来看，以下几个问题在未来都具有极好的研究价值与前景： 

（1）除转换条款、赎回条款之外，可转换债券还有包括向下调整转股价格等诸

多附加条款，如何采用适当的方法将更多地条款对可转换债券价值以及最优策略的

影响纳入本文所提出的基于期权博弈的模型分析框架之中，更全面的反映可转换债

券的特征，将是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2）本文将投资者的异质性因素融入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时，为便于分析，选

择了较为基础的单因素模型，仅考虑了股票价格的随机波动。对包括利率、信用风

险等在内的诸多其它因素未作过多探讨。但如若要将众多因素均纳入考量，模型的

复杂度必将大幅上升，如何采用合适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3）本文从定价模型的角度考察了投资者异质性对于可转换债券价值的影响及

相关策略分析，并利用数值模拟进行了检验。如何从实证角度出发进一步验证模型

的有效性，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推进方向。 

（4）随着可转换债券在资本市场地位的逐渐加强，可转换债券产品对于其他相

关市场如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以及机构投资者构建其投资组合等方面都将产生越来

越大的影响。如何把握这一发展趋势，设计更贴近市场需求的转债产品将是可转换

债券在应用研究领域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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