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南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

对“大萧条”的研究让危机没

被“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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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美联储前主席本·伯

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

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 H. Dybvig）等 3 位美国经济学家因对于银行与

金融危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这一奖项。 

诺奖评审委员会表示，他们的发现提高了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三人“大大提高了我们对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认识，特别是在金融危机

期间。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为什么避免银行倒闭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现代银行的研究阐明了我们为什么要有银行、如何使银行在危机

中不那么脆弱，以及银行倒闭如何加剧金融危机。而相关研究的基础，就

是此次获奖的 3 位经济学家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奠定的。他们的分析研究对

于规范金融市场和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评审委员会表示，要使经济维持运转，储蓄必须用于投资。然而，这

里有一个矛盾：储户希望在意外发生之时立即提取资金，而企业和房主需

要确保危机发生时他们不会被迫提前还贷。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研究展示

了，银行如何为这个问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通过充当中间人，银行可以

允许储户在其希望的时候使用资金，同时也向借款人提供长期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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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分析也表明，存、借两种活动的结合使得银行容易受到“倒闭”

谣言的影响。如果大量储户同时取钱，谣言或将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银行发生挤兑甚至倒闭。两位经济学家对此给出的药方是，通过政府

提供存款保险和充当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可以防止这些危险的动态。 

另一方面，本·伯南克分析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这是现代历史

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指出，银行挤兑是导致危机变得如此严重和持久

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银行倒闭时，有关借款人的宝贵信息丢失了，无法

迅速恢复，社会将储蓄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能力也会因此严重受损。 

 

“美国学术界确实没有‘浪费’大萧条。”在《伯南克论大萧条：经

济的衰退与复苏》所作推荐序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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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几十年来，一代

又一代的学者在研究大萧条问题，伯南克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伯南克一再声称他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在黄

益平看来，伯南克研究大萧条，关注的并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重要

的宏观经济关系。而搞清楚这样一些可能影响大局的经济关系，比弄清楚

一些细枝末节的历史事实更有意义，也比验证一些已经被验证过无数次的

经济关系更重要。 

下文节选自《伯南克论大萧条：经济的衰退与复苏》推荐序。通过这

篇文章，我们可以一窥伯南克执掌美联储的传奇经历以及背后坚实的学术

支撑。 



 

 - 5 - 

 

伯南克论大萧条：经济的衰退与复苏 

本·伯南克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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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团 2022 年 6 月 

不浪费一场危机文 | 黄益平 

丘吉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只有认

真地分析危机的起因、传播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规则、改变行为，

才有可能避免危机重演。只有不停地反思，才有可能持续进步，不然只能

永远在原地打转。 

曾经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是这种反思

理念的践行者。他的学术生涯主要专注于对大萧条的研究，清晰、严谨地

论证了大萧条发生、持续的主要原因。他曾经说：“我喜欢研究美国大萧

条，因为它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从

对美国大萧条的研究中体会到很多经济运作的规律和本质。”后来他又把

从研究中获得的心得运用到政策实践中，真正做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

中去。 

相传伯南克刚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去跟

后来担任过以色列央行行长和美联储副主席的导师费希尔讨论博士论文题

目，费希尔建议他先去读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著作《美国货币史：

1867—1960》，看他对这本书的反应再确定选题。后来伯南克回忆道：“读

过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后，我对大萧条的问

题着迷了，就好像那些研究南北战争的爱好者一样，我不仅找到所有关于

那段时间经济的书和资料来读，还看政治、社会、历史方面的。但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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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管它叫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还是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

如此严重。” 

后来伯南克的博士论文及之后的很多研究都是围绕两个学术问题展开

的，一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萧条，二是为什么衰退持续了这么久。他的学

术发现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货币因素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名义工

资调整困难妨碍了经济复苏。这两个结论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具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货币是中性的，价格高低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但

确认货币因素导致了经济衰退，实际是否定了货币中性的认知。货币供应

不足容易导致通货紧缩，而这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从而把经济推入衰退

的境地。而名义工资调整慢于价格水平，可能会使劳动需求减少，这样就

会拖延经济复苏的步伐。也正因为如此，伯南克十分赞同弗里德曼和施瓦

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对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没有奋力增加

货币供应而提出的严厉批评。 

美国学术界确实没有“浪费”大萧条。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学者

在研究大萧条问题。伯南克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的经济学教授艾肯格林是另一位领军人物。关于大萧条的经济学研究形成

了非常多的学术成果，总体来看，这个领域特别符合好的研究的几个基本

特征：问题很重要、研究有意思、结论有影响。 

大萧条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场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研究大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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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等于抓住了一个十分重大的经济学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来自现实世界。

伯南克一再声称他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研究大萧条，

关注的并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搞清楚这样一

些可能影响大局的经济关系，比弄清楚一些细枝末节的历史事实更有意义，

也比验证一些已经被验证过无数次的经济关系更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宏

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都是在大萧条之后逐步形成的。 

这个研究确实也非常有意思。大萧条期间究竟是货币收缩导致经济衰

退，还是经济衰退使得货币收缩，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早先的研究一直

局限在美国本身的数据，上述因果关系不太好识别，更不要说有不少学者

认定货币是中性的。这项研究的突破来自国际比较研究的引入，就一个国

家的数据研究大萧条，说不清楚谁引发了谁。但有了跨国数据，就可以按

照大萧条发生之后推出金本位制的先后，来考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结论

是退出金本位制较早的国家，经济复苏也比较快。原因是在金本位制下，

货币供应量是由黄金储备决定的。一旦退出金本位制，货币供应就可以灵

活调整。 

这些研究结论后来产生了重大的政策影响，促进了货币政策框架的形

成和金融监管框架的完善。1944 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在确定美

元盯住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的基础上，允许各国不定期地根据需要调

整汇率，实际就是吸取了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不够灵活的缺点。可惜的是，

后来这个设计没有发挥作用。因此，到 1971 年美国就放弃了美元盯住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7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