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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与社会》

精彩短评

1、概念有点多，要静心看，还有些启发。
2、感觉收获了很多，又感觉没有学到什么。一本比较厚的书读完了，成就感很明显。
3、研究僧阶段第一本读完的书籍，磨蹭的太久。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利用经济学 博弈论的方法进行分
析，让我有了耳目一新的感受。果然，一个问题不同的人用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看待，认识会如此不同
。
4、男神讲得深入浅出，经济学学生应该人手一本
5、虽然看似复杂的书名，实际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每天我们都会面对选择，决策，既要立足自身
需求，也要关注集体利益，比如我们的环境，秩序，等等。
6、绝对是我看过的写的最不像教材的教材
7、13年北大参加张维迎老师一次演讲时受赠的书，感觉他很有骨气，书从理性人的角度解释了许多社
会现象，给人以启示。
8、完全颠覆了我对社会政策指定的概念！
9、儒家的作用在于“预期管理”！！！
10、关于博弈论讲的非常清楚
11、生活中处处是game，博弈论的角度会给你另一种思考框架，当然博弈的毕竟是emotional的动物
！love is always the point！ gotta sleep
12、非常适合初学者了解博弈论的相关知识，而又不局限于博弈论本身，所以读来不仅不会感到乏味
，跟有助于增进个人对生活的思考。
13、人作为个体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因而在选择时的出发点是利己的。但是当环境中出现其他人时
，可能存在零和博弈的现象，而纳什均衡法则是实现共赢的方式。以此为基础分析社会中存在的博弈
现象以及借此为制度的设计提供解决方案。最后一章将全书升华，从轴心时代世界各地的先哲们共性
的观点为基础来看儒家给现世带来的影响，又从历史的角度看到儒家对于限制君主权力的局限性，从
而提出民主和权力制衡才能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14、理性人(哭⋯
15、替代《合作的进化》
16、感觉后面儒家思想讲的有点冗杂了
17、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教科书。没错，若只是出于纯粹的、浅尝辄止的兴趣而阅读，那也许不会有
很愉悦的阅读体验。其实自己尚未读完，但也写一些自己对于经济学“理性人”的想法吧
18、奈何数学太差，好多没看懂。。。
19、general的game theory听过四五遍 没有半点长进。大四没去听聂辉华讲西游记甚是遗憾
20、配合Intro to mathematical game theory 风味独特
21、值得一读
22、张教授写的这本书非常好，深入浅出，颠覆了我对张教授之前不太好的感官。想要了解博弈论真
个邻域，看这种教科书比看通俗的畅销书效率高很多，况且这本书本身写的也很通俗易懂。
23、非常系统和详细的讨论了博弈论的发展和各重要分支，从数学推理到重要结论不一而足。博弈论
的结论又恰当地联系社会应用场景，深入浅出揭示了许多社会现象之所以形成的底层逻辑。人类社会
就是一次次绕开囚徒困境展开协作进步，经由各均衡状态的路径，从而追求帕累托改进的动态进程。
24、大四的时候想上他的课，可每次人都好多，只好自己在家看书
25、刚看完，除了最后一章都很棒！（因为我是基督徒，对于作者只把耶稣说成制度企业家，我不能
认同）
26、对我这种纯外行来说，前半部分看得津津有味，后半部分就有点难懂了。断断续续看了两个月吧
，总归是收获颇丰的，不过，这种学术类的书看得我累得慌，打算换换口味后再重读一遍。
27、书写的不错。但个人认为用期望做预期就是耍流氓，博弈论的实际性恐怕没有那么大，尽管在数
学上是美的。张先生的理论未免太新自由主义了。
28、虽说是博弈论的入门书籍，但已经有了基础且重要的概念，把社会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对思想
上有眼前一亮的效果，值得一看。虽然一些博弈的计算方式没能看懂
29、全书从博弈入手，深入浅出，其中涉及的数学推理有兴趣的可以钻研下，不算难，但是跳过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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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与社会》

过程直接看结论也可。更多的是将社会上的一些用到博弈思维的事情进行阐述，尤其结合了中国实际
，给予人启发，无论是作为社会成员，企业职工，企业管理抑或是公务员和法规制定者。
30、解释了许多社会现象，核心是如何更好的合作，值得细读。
31、与社会现实结合紧密，对博弈的实际应用和解释相当有说服力，是理论应用实践的很好范例。
32、人们为什么有不合作行为，什么样的制度与文化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长远收益，贴现，信息不对称，声誉机制，礼尚往来，信息传递，产权，宪政，民主
博弈论解读儒家文化
33、还不错的书。
34、真牛！2016-5-8
35、通俗易懂，老少皆宜。
36、看完一遍之后立马看了第二遍，而且买了这本书的升级版 博弈学与信息经济学。有人说张维迎把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我说这个社会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向往简单，不过是为自己的愚蠢和懒惰找
个借口而已。
37、博弈论入门书籍，指导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处世、行政之道。电子版看完，纸质版再读一遍～
38、专业性很强，非入门级经济学著作。 但还是有一些启发的， 给赞！
39、学渣一枚，写的挺好，有点意思
40、老实说，纵使对博弈论超级感兴趣，曾经自学过一阵子，但是对于纯数学的部分毫无兴趣。但是
这本书跟社会的事情联系紧密，数学的部分浅尝辄止，很多地方都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41、很有启发，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有了新的看待角度，就算不要系统学习博弈论，也是很值得
推荐的。
42、经济学是研究人类选择的学问
43、只有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制度和文化对人类走出囚徒困境是多么重要。
44、博弈是建立框架预测人类行为的方法，不得不承认人类行为的预测比自然规律的预测难度要大的
多。
45、如何解决囚徒困境：信息对称；通过教化培养君子；激励、惩罚机制。暂时就想出这么多。这本
书写的很好，看一遍是远远不够的，有很多数学语言我都没看懂，好忧伤⋯⋯
46、认清博弈胜过空谈道德
47、定位在入门教材还是不错的。。。博弈论研究对象只是人的行为选择= =
48、第十章《机制设计与收入分配》，大家可以细看一下，对于希望当老板的朋友更应该了解了。
49、一个漫长的阅读过程，但总体而言还是易懂的。可以说为有开启一个新的理解。博弈原来是这样
的，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是互补的，很多新的理念，需要日后生活中慢慢渗透。   可以说是年度第一的
书了。此书为内功
50、
推薦每一個一句話帶十八種普世價值。三十六種原則。七十二種正義。一百單八種道德優勢的人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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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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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与社会》

章节试读

1、《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1页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

2、《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9页

        jixia

3、《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一章第一节（合作问题）

        人类的进步几乎都是合作的结果。
「合作红利」——合作所带来的好处。
个体理性有时难以形成集体理性，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合作问题
（或合作困境），即经济学家所说「囚徒困境」。合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激励问题。进行物质奖励的
前提是，要存在一个不守财富约束的第三方。精神奖励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人类有对荣誉的追
求。
大量的问题实际上是协调问题和合作问题的结合。
有时候，即使预期一致，由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不一致，也会导致合作失败。【协调要求预期的
一致性，合作要求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如果这两种一致性同时满足，就会出现理想的结果
。】解决社会的这两个基本问题，人类主要依赖的是制度性手段（包括文化、习惯等）。无论是正式
的制度还是非正式的制度，之所以能够帮助于解决协调和合作这两个基本问题，是因为它们会对人类
的行为施加约束，帮助人们形成预期，甚至影响人们的癖好。

4、《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1页

        第一节 社会的基本问题
从人与人互动的角度来看，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协调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
要解决协调问题，就需要人们能够互相正确地预测对方的行为。而要想做出正确的预测，需要沟通，
需要恰当地掌握相关的知识，并能正确地加以运用，也需要一些明确的规则。
合作问题：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对合作行为进行激励往往需要借助非物质手段。主流
价值观、黑社会。通过文化的熏陶、价值观的塑造，可以形成人们内在的精神力量，通过内省的机制
，不需要借助第三方的监督从而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较为低廉地促进合作的实现。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价格制度和非价格制度。

第二节 个体理性行为
在社会科学中，最为持久的分野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和艾米尔涂尔干的社会人
（homo sociologicus）两条思想路线的背道而驰。经济人的行为由工具理性所引导，而社会人的行为则
受社会规范的指引。前者受未来回报的拉动（pulled），后者则受各种类似惯性（quasi-inertial）力量
的推动（pushed）。前者主动适应变化的环境，总是不断地寻求改善；后者则对环境变化麻木无措，
即使新的、更好的选择出现，也固守先前的行为。前者被描绘为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社会原子，后者
被刻画为由社会力量所左右的没有头脑的玩偶。
工具理性假设：理性人。效用函数。无差异曲线。约束条件。预期效用理论。风险。
对理性人假设的批评：有限理性；有限毅力；有限自利：利他主义、情绪化行为。

第三节 社会最优与帕累托标准
帕累托效率标准。从非帕累托最优点到帕累托最优点不一定是帕累托改进，帕累托的效率标准没有考
虑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帕累托效率或者帕累托改进带来的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不同帕累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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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最优点之间是不可比的。根据帕累托效率标准，利己不损人和利己利人是正当的，损人利己是不正
当的。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如果一种变革，受益者的所得可以弥补受损者的损失，这样的变革就是卡尔多-
希克斯改进。其实就是总量最大化标准。要将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转化为帕累托改进，必须解决受损者
的补偿问题。即使时候的补偿不会发生，但如果在做出制度安排前每个人成为赢家的机会均等，从事
前的角度看，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是帕累托改进。波斯纳：如果一种制度对社会中某些成员有系统性
的歧视，财富最大化就可能不是一个合理的标准。
效率标准在法律上的应用。

5、《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34页

        战略是行动的规则，它要为行动规定时机。战略要具有完备性，就是说针对所有可能的情况，都
要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

6、《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6页

        沟通和规则做出正确的预测，从而解决协调问题。

7、《博弈与社会》的笔记-

        想读此书

8、《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75页

        根据罗尔斯的理论，所谓正义的制度就是无知之幕下制定出来的制度。具体地说，在制定规则时
，只有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未来会处于什么位置时，制定的规则才是合乎正义的。

9、《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2页

        我们可以把社会定义为个体之间具有互动行为和相互依赖的群体。一个人做决策的时候，不仅要
考虑自己有什么选择，还需要考虑别人有什么选择。由于没有任何人的选择是给定的，每个人决策得
到的结果都会受到别人决策的影响。群体的这种互动行为，决定了个体的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意
味着，一个人选择什么并不完全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人的选择受社会价值观、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协调（coordination)问题，第二个是合作（cooperation)问题。
由于大量的现实问题经常是这两个问题综合在一起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至于人们经常这是同
一个问题。协调问题的核心是人们如何预测他人的行为。解决预测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相互之间的沟
通和交流。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为了做出正确的预测，当事人需要掌握相关的知识
。这些知识包括对行为规范的认识，对对方特性的认识，甚至于还要掌握对方如何看待己方的认识等
高阶知识。（高阶知识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简单说来，它描述的是人们对于其他人掌握信息情况
的一种判断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很多冲突，不是源自利益的冲突，而是源自误解，也就是错误的预
期。

10、《博弈与社会》的笔记-序言

        1.社会的进步来自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合作带来共赢，此为集体理性。但个体理性常与集体理性
冲突，导致囚徒困境的出现，不利于所有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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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有限是防碍合作的另一个原因。许多看似利益的冲突，实际上是理念的冲突。大部分损人利己
的无耻行为本质上是无知的结果。
3.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囚徒困境，又不断走出囚徒困境的历史。
4.促进社会合作不能寄希望于否定人是理性的，而只能通过改进制度使相互合作变成理性人的最好选
择。

11、《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117页

        越有耐心的人，谈判中的优势越大。一个人对未来越没有耐心，那么他能从谈判中得到的东西越
少，这是因为，如果他没有耐心，那么对手分蛋糕的时候，就可以给他很少的份额。如果他不接受，
就要等到下一个时期再分，但是由于他缺乏耐心，下一个时期即使给他整个蛋糕也不如现在的较少份
额。

12、《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8页

        通过文化的熏陶、价值观的塑造，可以形成人们内在的精神力量，通过内省机制，不需要借助第
三方的监督从而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较为低廉地促进合作的实现。

13、《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一章第二节

        博弈论有着鲜明的前提假设。这些假设主要有三个：⑴博弈的每个参与人是「工具」理性的；⑵
上面这点是所有人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⑶所有参与人都了解博弈的规则。但共同
知识的假设则是说，双方都有无限推理能力，都看得很远，谁也不比谁差。我们说理性人要有一个明
确的（well-defined）偏好。然后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该人总是追求自我偏好满足的最大化。这就是我
们对理性人最简单的定义，有时我们叫做最大化问题。偏好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效用函数」——如果一个人的偏好满足了「偏好的连续性」这一假设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函
数来刻画一个人的选择和他满足程度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有一些偏好是不满足连续性假设的。比如，有一种偏好被经济学家叫做「词典序偏好」——
一个人对不同事务的偏好排序就像英文词典中的单词排序一样。对于存在效用函数的偏好，我们可以
定义一个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来表示它。所谓无差异是指不同的「商品组合」给消费者所
带来的满意程度是一样的。个人的最优选择是由偏好和约束条件共同决定的。运用数学上的最优化方
法来计算一个人的最优行为。最优选择是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之处决定的。经济学中的边际概念就
是数学上的微分概念。根据微积分的知识，我们知道最优的商品消费数量一定使得边际效用和边际成
本相等。（确定环境下的个人选择）
「预期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
预期效用是指某一选择在不同事件下得到的效用水平之「加权」，权数是事件出现的 概率。
「风险爱好者」（risk lover）、「风险回避者」（risk averser）、「风险中性的」（risk neutral）（经济
学中）

「策略性信息传递」——当事人在沟通交流过程中故意隐瞒信息，故意为沟通设置障碍的情况

三种不同的社会规范——约束理性的规范（rationality-limiting norm）、改变偏好的规范
（preference-changing norm）和均衡选择规范（equilibrium-choosing norm）。

14、《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其实是一个囚徒困境。最优的解就是每个人都不交社保。并且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某
种不公平，如何做到税收和社会保障的匹配？而某些最需要社会保障的人其实是税收缴纳的少数方。
。问题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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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8页

        如果我们希望由个体理性选择来实现集体理性，获取合作红利，就需要对个人的行为进行激励和
诱导。...对于合作的行为给予奖励，对于不合作的行为给予惩罚，这样就会使得不合作行为带来的回
报低于合作行为所得到的回报，从而激励个人选择合作行为。

16、《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1页

        让普通人接受自然科学的知识相对容易，但接受社会科学的知识很难。我们短视、傲慢、狭隘、
自以为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经常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正是由于我们的无知，才导致
了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许多看似利益的冲突，实际上是理念的冲突。全世界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
家，正是那些最早不把国王当“圣人”、假定官员一有机会就会谋私利的国家。 社会面临的两个基本
问题：协调和合作。协调的关键是如何形成一致预期，合作的关键是如何提供有效的激励。纳什均衡
是预测互动情况下人们如何制定决策以及决策后果的最重要的概念。

17、《博弈与社会》的笔记-序言、第一章第一节（部分）

        博弈论研究理性人如何在互动的环境下决策。社会的进步只能来自人民之间的相互合作，只有合
作，才能带来共赢，才能给每个人带来幸福。这就是我们应有的集体理性。除了个体利益之外，妨碍
人与人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知识有限。事实上，大部分损人利己的无耻行为本质上也是无
知的结果。损人者因为在最大化自己的幸福，但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既损人又害己。有
些人心地善良，一心为他人谋幸福，但由于无知，也给人类带来不小的灾难。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每一次合作带来的进步，都伴随新的囚徒困境出现。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创造囚徒困境
，又不断走出囚徒困境的历史。人类的合作与进步离不开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的贡献。市场是人与人合
作的最有效手段。「利他主义」（altruism）的假设更容易使人在行为上变坏，而不是相反。世界上最
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正是那些最早不把国王当「圣人」、假定官员一有机会就会谋私利的国家。
只有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制度和文化对人类走出囚徒困境是多么重要。促成社会合作
和推动人类进步只能是通过改进制度使得相互合作变成理性人的最好选择。（有删改）
（帕累托最优——个体行为的社会标准）
动态博弈最重要的概念是不可置信的威胁和承诺。不可置信的威胁意味着事前最优与时候最优不一致
，有时会导致帕累托最优不能出现。讨价还价是合作与竞争的结合。在完全信息下讨价还价的结果一
定是帕累托最优。
（资源配置问题——使得我们能从经济活动中获得最大的满足）
等边际原理——如果资源在每一种用途上面都具有随着资源使用量的增加而产生边际回报下降的性质
，那么，最优的资源配置必须满足最后一单位资源无论用在那一种用途上都产生相同的效益，即资源
在每一种用途上的边际贡献都必须相等。美国生物学家Edward O. Wilson将「社会」定义为：以相互协
作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群同类个体。更一般地，我们可以把社会定义为个体之间具有 互动行为和 相互
依赖的群体。我们的语言、举止、饮食、着装无一不表明，人类是社会动物。

18、《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32页

        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信息、战略、支付、均衡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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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7页

        合作问题（合作困境）：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20、《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1页

            贯穿于本书的主题是：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因人而存在，为人而存在。作为理性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天性使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但社会的进步只能来自人们之间的
相互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带来共赢，才能给每个人带来幸福。这就是我们应有的集体理性。但是，
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常常与集体理性相冲突，导致所谓“囚徒困境”的出现，不利于所有人的幸福。
    除了个体利益之外，妨碍人与人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知识有限。即使到今天，尽管人类
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已大大增加，真正做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我们有关人类自
身的知识仍然不足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追求幸福的最佳途径。让普通人接受自然科学的知识相对容易
，但接受社会科学的知识很难。我们短视、傲慢、狭隘、自以为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经常不
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正是由于我们的无知，才导致了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许多看似利益的冲
突，实际上是理念的冲突。事实上，大部分损人利己的无耻行为本质上也是无知的结果。损人者自以
为在最大化自己的幸福，但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既损人又害己。有些人心地善良，一心
为他人谋幸福，但由于无知，也给人类带来不小的灾难。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1、《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79页

        在存在多个纳什均衡的情况下，参与人的预期能否协调一致，就成为纳什均衡能否出现的关键。
许多情况下，某个特定的纳什均衡会作为一个聚点均衡出现。
法律和社会规范是协调预测，从而实现纳什均衡的重要工具。
技术演进和社会发展中存在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

22、《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4页

        1.协调问题的核心是人们如何预测他人的行为，其最直接的办法是沟通交流。需要掌握的相关知识
有：对行为规范的认识（入乡随俗），对对方特性的认识（盲人），对方如何看待己方等高阶知识（
诸葛与司马）。
2.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是源自错误的预期。原因包括：所知甚少、知道得太多超出处理能力、缺乏正
确运用知识的能力。
3.当沟通的成本过高甚至根本不可能时，需要制度、法规帮助人们对别人的行为做出判断。

23、《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8页

               当激励和诱导经常采用的物质手段—不受财富约束的第三方（在财富、信息、能力、公正等方
面都完备）不存在或某方面缺乏不足够的情况下，通常转化为精神奖励，即对合作行为做出价值上的
肯定。
       
对马斯洛心理需求层次学说的更正：事实上即使温饱没有解决的人，也有对个人名誉和尊严的追求。

24、《博弈与社会》的笔记-第一章第一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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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做什么，自己也跟着做什么，人们这种随波逐流现象在博弈论中叫「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羊群效应可以说是人的社会属性的一种鲜明反应。「社会」，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体。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协调」问题，第二个是「合作」问题。协调问题的核心是
人们如何预测他人的行为。解决预测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沟通是人与人之间
信息和知识的交流。理解对方的特征就更为重要，掌握有关对方如何看待己方的高阶知识也非常重要
。由于知识结构、信仰、偏好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很难准确判断别人的企图，从而也很难知道别人是
如何看待己方的判断。这时候就会发生「协调失灵」。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不是源自利益的冲突，
而是源自误解，也就是错误的预期。一般来说，对于为做出正确的预测所需要的各方面的知识，我们
往往是所知甚少（too little knowledge）。法规以及正式的制度之所以能够解决协调问题，主要是因为
它帮助人们对别人的行为作出判断（预期）。要解决协调问题，就需要人们能够相互正确地预测对方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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