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 Philip H. Dybvig 教授 榮獲 2022 年諾

貝爾經濟學獎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瑞典皇家科學學院於 2022 年 10 月 10 日宣布聖路易市華盛頓

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WUSTL） 銀行與金融學教

授 Philip H. Dybvig 榮獲 202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為 2022 年度獲獎

之 3 位經濟學家之一。 

對此，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校長 Andrew D. Martin 表示：「Dybvig

教授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為美國的金融市場及經濟健全貢獻不可

抹滅的深遠影響。透過他的研究可幫助我們了解銀行在經濟體中的角

色，以應對金融危機，防範未然。諾貝爾桂冠為學界至高無上之榮耀，

對獲獎者及所屬學研機構而言皆是，我們很榮幸一同慶祝這一刻。」 

Dybvig 教授與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  Douglas 

Diamond 教授於 1983 年發表關於銀行擠兌的開創性論文《銀行擠兌、

儲蓄保險及流動性》（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

因介紹銀行為何會遭受擠兌的經濟模型而獲獎。該論文提及，所有銀

行擠兌都有相同的運作模式，儘管情境及觸發恐慌的因素不一。

「Diamond-Dybvig 模型」亦成為研究銀行業、金融危機、流動性及銀

行擠兌之範本，自 1983 年出版以來，被引用超過 1 萬 1,000 餘次。

論文發表時，美國自「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 過後，50 年

來未曾再次發生銀行擠兌的情況，故受到不少批評，稱銀行擠兌已成

為過去式。然，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時，Diamond 及 Dybvig 之理論

發揮至關重要的影響。「該模型幫助人們了解金融危機中應該做什麼，

很多事都需仰賴銀行運作，如貨幣市場基金、回購市場、銀行商業票

據等，我們的理論可為決策者提供一個思路。」Dybvig 教授說。 

「Dybvig 教授榮獲 202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事，本系所及學校

皆與有榮焉，該論文提供了一個嚴密的理論模型，說明即便是原本健

康的銀行也可能因儲戶之間的協調失敗導致擠兌現象，進而倒閉。它

為美國聯邦儲蓄保險提供參考，如何消弭類似可能性，亦為研究銀行



 

 

擠兌、恐慌及金融危機之主要基石，裨益重塑金融穩定性議題之相關

研究。」華大 Olin 商學院代理院長暨金融學教授 Anjan Thakor 說。 

註：Philip H. Dybvig 教授於 1990 年加入華大商學院；該校迄今已有 26 位教授

獲得諾貝爾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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