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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因的理性:进化的生物学和经济学》内容简介：从生物学和经济学角度来看，生物进化是生命单位
（细胞、个体、群体和物种）在定居的前提下于不同水平上不断专业化和一体化的结果。《基因的理
性:进化的生物学和经济学》是一本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生物进化的论著，主要介绍包括：作为
进化基本单元的基因是不被选择的，它因复制而长寿，使决策过程和行为结果具有完全理性；基因定
居后形成了排他性产权结构，提高了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从而推动生物的进化，直至产生人类；之后
，人类进化的根本在于社会性的起源和发展，群体内个体的专业化分工形成了社会，人类和动物的各
种行为都是在个体之间的敌友指数联系基础上产生的。 
《基因的理性:进化的生物学和经济学》适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从事生物进化学习和研究的师生阅读
，也可供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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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 一、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差异与渗透 二、生物学与
经济学的渊源、异同与渗透 第二节个体识别和联系：进化理论的盲点 一、个体识别是个体联系的前
提 二、个体联系是群体形成的基础 三、群体内专业化分工是社会形成的基础 四、社会生活是研究人
和动物区别与联系的桥梁 第三节利他行为：进化理论的难点 一、利他行为的社会科学解释 二、利他
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三、利他行为的生物学解释 四、利他行为理论的共同缺陷 第四节选择的层次：进
化理论的焦点 一、个体选择 二、群体选择 三、基因选择 四、多元选择 五、其他解释 第五节基因的理
性：本书作者的探索 一、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融合：本书的探索 二、基因的理性、定居和专业化：一
种进化理论 第二章理性基因：进化的基石 第一节基因的本质 一、基因的进化 二、基因的本质 第二节
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和非理性 一、完全理性、有限理性和非理性 二、有限理性的原因 三、理性程度
模型 第三节完全理性的基因 一、适应和选择 二、生命单位的适应和选择 三、理性基因的生物学证据 
第三章定居：进化的前提 第一节基因的定居 一、生物膜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二、细胞的形成 三、细
胞：基因的家园 四、基因定居的意义 第二节产权：定居的保证 一、细胞对基因产权的维护：细胞识
别 二、组织器官对基因产权的维护：同工酶 三、个体对基因产权的维护：免疫系统 四、物种对基因
产权的维护：同源蛋白质的种属差异和物种的生殖隔离 五、动物个体对产权的维护：领域 六、人类
个体对产权的维护：恒产 七、人类对产权的强力维护：国家 第三节定居是文明进化的前提 一、小麦
和水稻：定居文明的伴侣 二、小麦：定居文明的缘起 三、水稻：定居文明的延续 四、定居的意义：
物质和文明的积累 第四章专业化和一体化：进化的机制 第一节专业化和一体化 一、专业化 二、产业
聚集和产业集群 三、一体化 第二节核酸和蛋白质的专业化和一体化 一、单分子：繁殖困难、生存效
率低 二、遗传密码：核酸和蛋白质一体化的桥梁 三、病毒：核酸和蛋白质的聚集、集群和专业化 四
、细胞：核酸和蛋白质的一体化 第三节生物结构进化的专业化和一体化 一、细胞：内部的分工 二、
组织：细胞聚集和集群 三、器官：功能的专业化 四、系统：器官功能的一体化 五、个体：系统功能
的一体化 六、两性：个体水平上生存和繁殖的专业化 七、婚姻：个体水平上生存和繁殖的一体化 八
、群体：个体的聚集和集群 九、社会：个体水平的专业化分工和一体化 第四节生物种类进化的专业
化和一体化 一、上升进化：纵向一体化 二、分支进化：专业化 三、特异适应：个体水平的高度专业
化 四、简化式进化：组织器官水平的高度专业化 五、进化的专业化和一体化模型 第五章个体：基因
和模因的共同载体 第一节基因和模因 一、基因：本能的遗传单位 二、模因：智能、文化和文明的基
本单位 三、模因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基因和模因的复制 一、基因的复制 二、模因的复制 第三节个体之
间的联系 一、亲缘关系指数 二、模缘指数。 三、敌友指数 第四节个体之间的识别 一、人类敌友指数
的识别 二、动物敌友指数的识别 第六章个体行为中基因理性和模因理性的冲突 第一节个体行为中基
因理性和模因理性的四次冲突 一、有性生殖与无性生殖 二、杂交与近交 三、利他行为、利己行为、
损人行为与搭便车行为 四、永生与死亡 第二节基因与模因冲突的经济学原因 一、个体：基因股份组
成的公司 二、产权与股权 三、经营权与股权的分离 第七章敌友指数：个体行为的基础 第一节行为发
生的敌友指数分析 一、个体行为的敌友指数模型 二、个体行为的发生条件 三、个体行为的影响因素 
第二节群体大小的敌友指数分析 一、群体大小的敌友指数模型 二、群体变化的原因 三、群体效用增
加的途径 第三节利他行为的不对称性 一、模缘指数的不对称 二、亲缘关系指数的不确定 三、预期收
益的差异 第八章两性：个体生存和繁殖的专业化 第一节性的产生和进化 一、性的产生 二、从无性到
两性的过渡 第二节两性的进化 一、两性形成的意义 二、两性形成的保证 三、两性的专业化分工 第三
节两性的繁育成本和遗传收益 一、繁育子代的成本 二、降低繁育子代成本的途径 三、繁育子代的遗
传收益 四、提高遗传收益的方式 第九章婚姻：个体生存和繁殖的一体化 第一节彩礼：形成婚姻的条
件 一、彩礼 二、彩礼的均衡 三、订婚 第二节婚姻 一、婚姻的含义 二、婚姻形成的经济学条件 第三
节婚姻的形式 一、杂婚 二、群婚 三、时偶婚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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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企业来说，纵向一体化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各个生产单位之间的交易成本低廉，原
材料供求稳定而带来的经济性，还体现在上下游企业供需稳定而带来的确定性，同时削弱了供应商或
客户的价格谈判能力，或者降低采购成本（后向一体化），或者提高价格（前向一体化），减少了谈
判的投入。 纵向一体化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会带来确定性风险，因为纵向一体化的投资巨大，在市场低
迷时转产困难，同时管理成本高昂，不仅需要平衡各零部件的生产，为生产不足产生的诸多问题或者
过剩承担成本，而且增加了管理层次，需要处理各个生产阶段可能在结构、技术和管理上出现的不同
。 一体化进程虽然减少了由于垄断而上升的交易成本，但同时增加了管理的成本，因而管理成本的降
低，就成为一体化进程是否向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通讯技术、交通、多媒体、互联网等的高度发
展，可以大大提高管理水平，使一体化形式发展为巨型跨国公司。 实际上，纵向一体化过程也体现亚
里士多德“整体大于它的部分之和”的哲学规律。纵向一体化并不是将许多专业化单位简单相加，而
是将它们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结构，使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例如约60万人参与了人
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但如果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曼哈顿工程”这个纵向一体化组织，是不
可能产生原子弹的。又如作为感受刺激和传导信号的神经细胞，通过形成各种组织器官，最后纵向一
体化形成神经系统后，不仅能接受外界刺激并传导兴奋，而且还可以综合分析外界的刺激，使个体产
生各种生理反应和产生各种行为，这是任何单个神经细胞和组织器官不可能具有的功能。 生物纵向一
体化过程也充分体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点。单个的基因在自然界很难生存，因而基因组成一个
群体，形成细胞，而大量的同一的细胞进行专业化分工，又形成个体。核酸和蛋白质在地球上出现时
，没有任何结构可以保护自己，任何分子都可以侵袭它，和它发生反应。细胞形成后许多基因聚集在
一起进行了分工，这对基因和蛋白质的保护具有无上的优越性。没有细胞结构的病毒，存在至今也没
有什么进化上的优势。当然核酸和蛋白质是基于生存和繁殖两大基本功能的分工。细胞更进一步分化
组合就形成个体，但个体与细胞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每一个个体的所有细胞的细胞核内
的DNA组成都是一样的，因此在个体水平上更进一步分工形成群体才具有进化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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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因的理性:进化的生物学和经济学》是一本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生物进化的著作，主要内容包括9章
。第一章说明《基因的理性:进化的生物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缘起和研究方法；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
章讨论生物进化的有关问题，提出基因理性的概念，并认为理性基因是进化的基石，定居是进化的前
提，专业化和一体化是进化的机制；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动物和人类行为的基因理性和模因
理性的一致与冲突，认为个体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敌友指数基础上的理性行为；第八章和第九章讨论
两性在个体水平上的专业化分工和在此基础上形成婚姻的一体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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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的我脑袋都炸了。
2、典型的中国大学教授作品
3、“它因复制而长寿，使决策过程和行为结果具有完全理性”？ 这句话大丈夫？完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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