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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可乐博弈学》

前言

　　人生和历史一样，都在永不停息地博弈。　　博弈在古代是一种很普遍的游戏，所以又称博戏。
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就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而且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一
部博弈论专著。　　什么是博弈论？现今的博弈论该作何解？古人有云：“世事如棋。”生活中的每
个人都如同棋手，人们的每一个行为都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个棋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
互揣摩、相互牵制，争当赢家，摆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棋局。所以，任何事物都属于“局”
的范畴，其区别只在于环境的不同。对局时局内所有环节都进入了对峙状态，掌局人需灵活变通才能
求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是破局。破局的手法有多种，可从利益角度、可从环境角度，也可从局
中人角度。但终极目的就是选择最佳的行动计划，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所以，对局的
时候需要破局，但破局并不代表着结束，而是为了下一个布局。每一步都不容有失误，每一步都关系
着下一步的成败。　　在社会发展的棋局中，每个参与博弈的人都在特定条件下为争取其最大的利益
而努力。强者未必胜券在握，弱者也未必永无出头之日。因为在博弈中，特别是有多个参与者时，结
果不仅取决于参与者的实力与策略，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制约和策略。所谓“一着不慎，满盘
皆输”，讲的就是这一道理。　　博弈无处不在，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有竞争就会存在博弈，
博弈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离开了人生与社会，博弈论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博
弈存在于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人际关系的互动、球赛或麻将的出招、股市的投资等，都可以
用博弈论巧妙地解释，可以说，红尘俗世，莫不博弈。一个人如果想在社会上立足，如果没有一点心
计，遇事既不留心也不琢磨，那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为了自己，也为了与他人更好地合作，你必须要
学习一点博弈论的策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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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书介绍 博弈在现实中应用非常广泛，无论是在企业管理中还是个人生活中都随处可见。在形形色色
的博弈中，博弈策略运用得正确，你就会“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本书从最基础的博弈论知识入手，阐述了博弈论中最经典的一些博弈事例，如囚徒困境、智猪博弈、
斗鸡博弈、蜈蚣博弈、海盗分金等，全面讲解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及其在现实中的各种应用技巧，使
你能用博弈学的眼光来指导生活和工作。编辑推荐人生处处皆博弈，你我皆在其中不遗余力地争取高
分。
唯有掌握博弈的思想和方法，你的思维会更开阔，选择也会更理性、更经济。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博弈的世界里，每个人的生活就是由一局又一局的博弈组成，只有用博弈的眼光
去了解生活，用博弈的策略武装自己，用博弈来诠释自己的生活，你才会是一个智慧的人。
身边事事皆博弈，学会博弈，你的生活会更加精彩。面对对方的招数，你准备好了吗？内容简摘第一
章 体验思维乐趣——初识博弈论
1.博弈论简史
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是一种研究具有竞争或斗争性质现象的理论方法。虽然博弈的思想和实践古
已有之，但那时人们对它的把握只是停留在经验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字理论，其正式起源的时间
是在20世纪初。简单来说，博弈论所阐述的理论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以及
如何保持同决策主体之间的决策均衡。一百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博弈论的科学家主要有泽梅罗、E.波
莱尔、摩根斯坦、约翰·福布斯·纳什等人，他们为博弈论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博弈论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早期博弈思想的基本形成
这一阶段主要是以1944年为分界线，在这之前博弈论并没有形成明确和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人们对博弈的认识只是通过一些严格的竞争或游戏，不过这一阶段却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博弈概念，
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81年，英国的经济学家埃奇沃斯出版了《数学物理：关于道德科学的数学方法应用》。在书中他提
出了“契约曲线”，并将其作为个人贸易结果的解法。即在一个只存在两家公司和两种类型消费者的
世界中，如果每种消费者的数量都是无穷多，那么“契约曲线”便会收缩到均衡集合。这个理论可以
被视为是博弈论的初步形成。
1913年，博弈论出现了第一个定理——泽梅罗定理，它明确断言国际象棋游戏规则是严格确定的，也
就是说在纯粹的策略意义下，国际象棋只能有一条个人理性支付曲线。虽然这条定理只适用于两人博
弈，但在当时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引起了诸多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及研究。
1921—1927年，E.波莱尔发表了四篇关于策略游戏的文章，提出了第一个有明确概念的现代形式的混
合策略，并找到了3—5种可能策略情况下两人博弈的最小最大解。1928年，冯·诺伊曼在他的文章中
也证明了最小最大定理，这个定理被公认为是博弈论的精华，之后的许多博弈概念都同该定理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冯·诺伊曼的文章也介绍了扩展形式的博弈，这是对博弈论的进一步发展。
1930年.F.泽尤森发表了著作《垄断问题与经济竞争》，在书中，他着重讲述了一个关于讨价还价问题
的解法，且这个解被后来的海萨尼证明，它与纳什的讨价还价解是等价的，至此博弈论又上了一个新
台阶。总的来说，20世纪初期是博弈论的萌芽阶段，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从竞争和游戏中引申出来的
，其中不存在合作或联合行为，双方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显然，这种博弈并不适合运用在经济与政
治方面。
第二阶段：现代博弈论建立，理论体系基本形成
标志着现代博弈论初步建立的标志是，194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和经济学家
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这本巨著不仅详细阐述了当时博弈论所有的研究成
果，并首次将其框架完整清晰地表述了出来，还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深入探讨，开辟了多方面的开创性
研究，如合作博弈、可转移效用、联盟形式等，使博弈论作为一门学科真正达到了应该具备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该书使博弈论从竞争和游戏的局限中走了出来，广泛应用于数学及经济领域，它的出版
，奠定了现代经济博弈论的基础，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此书的出版是数理经济学确立的里程碑。
接下来的20世纪50年代，是博弈论发展史上辉煌蓬勃的生长期，其间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博弈论专家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博弈概念及理论，体系基本形成。1950—1953年之间，美国的数学家约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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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发表了四篇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提出了博弈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纳什均衡，并证明了
它的存在。纳什为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此外，《博弈论入门》、
《博弈论论文集》等系列丛书的出版更是让博弈论深人人心。
在众多数学家、经济学家的不断研究中，博弈论也发展得越来越全面，扩展型博弈、聪明联盟博弈解
、沙伯利值、随机博弈理论等一系列新型概念也随之出现。1957年和1959年，两本对博弈论有深远影
响的书——《博弈与决策》和《策略与市场结构：竞争、垄断与博弈论》相继问世，博弈论开始正式
被运用在经济学当中。此外，重复博弈、随机博弈和动态博弈在此时也粗具模型，至此，以纳什非合
作博弈理论为核心的现代博弈论体系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博弈论的发展与完善
20世纪60年代是博弈论的成熟期，这个时期研究博弈论的专家们不仅对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作了系统
阐述和证明，使常识性的知识得到澄清，还对合作博弈解、稳定集、核心的要领等问题作了扩充、拓
展和突破，使博弈论体系更加完整、翔实和完善。更重要的是，此时博弈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经济与
数理学科当中，双方建立了一种持久牢固的关系。除了研究的深入外，博弈论在地域上也有了前所未
有的突破，如由原来的研究重地普林斯顿大学和兰德公司，发展到在德国、以色列等多个国家都设立
有研究中心。
60年代博弈论最大的研究成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论”的创立，它首次出现于奥曼和马希勒的研究中
，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不过，虽然博弈论在这个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体来看
还基本上属于理论意义上的学术。
第四阶段：博弈论体系的完全形成及广泛应用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属于博弈论的丰富壮大期，在此期间博弈的所有研究理论
几乎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加上计算机的问世和技
术的发展，都促使着博弈论形成一个内容丰富的完整体系。无论是生物学、计算机科学，还是道德哲
学、经济学，无不使博弈论在实践中得到广泛传播，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和接受。此时，博弈论已
经不再只为少数研究者所知，逐渐变得大众化。
第五阶段：融入主流经济学，对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博弈论和现代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缺一不可的程度，两者几乎融为一体，相互辅
助相互影响，各主要经济学和经济理论杂志时常可见有关博弈的精彩文章。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博
弈论似乎已经成为最适合他们的分析工具，并一度认为使用这种分析方法是一种时髦。1994年12月，
为了表明博弈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地位及其重大影响，分别授予了John.纳什、J.海萨尼、R.泽尔滕三
位博弈论专家和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项”，至今，博弈论仍然还在不断地发展与深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博弈论的运用已经相当广泛和深远了，博弈论可以说是一门相当完善的体系
了，因此，在这方面的研究出现创新与成就是很困难的。不过，科学家仍在努力，相信还会有更进一
步的发现。
2.博弈是一种游戏策略
“博弈”一词听起来似乎高深莫测，好像只有高学历的专家们才能研究透彻，其实，博弈只不过是一
种策略。“博弈”的英文意思就是对策、游戏，而且早期的博弈思想的确也来源于游戏，诸如下棋、
打牌、划拳等。更确切地说，博弈是一种能够分出胜负结果的游戏策略。
一个游戏，就是一个人生
游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无限乐趣，打发了不少闲暇时光，还
能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世界上著名的微软公司在招聘员工时，就经常用智力题考核应聘人员。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游戏都反映出了博弈的思想。如“石头、剪刀、布”是一种人们十分熟悉的简单
游戏，在玩的过程中人们最关注的两个问题是：别人会怎么做？自己又该如何实现最佳应对？其实这
就涉及到了博弈论的核心问题，即推测对方的做法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从而寻求最佳利益。同样，
在四人进行的扑克牌游戏中，对于每个人来说，面对的都是一个“不完全无信息”的博弈，要能够理
智地分析出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才能打出最佳的牌。
毫不夸张地说，游戏就是人生的一个抽象，在游戏中人们学到了很多生活中不能学到的技巧，难怪有
人会发出“人生如游戏”的慨叹。不过，博弈所指的当然不只是游戏本身，它所研究的是当人们的行
为存在相互作用，且利益又是相对立时，应该怎样做才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于在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事情都带有一定的竞争与合作的特征，因此也可以说，博弈包含一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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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与博弈最大的类似处就是：确定一定的游戏规则，游戏者开始作出各自的决策或行动。但有时一
方作出坏的策略并不一定会带来坏的结果，原因在于对方可能选择了更为不利的策略。中国最古老的
游戏莫过于围棋，在围棋中反映出博弈的很多内涵，如围而歼之、生死存亡为先、争地夺利为上等一
系列规则。在下棋的过程中，双方总是在为一招半式的走法而苦思冥想，既要猜透对方的心理，又要
避免自己的心思被对方猜透。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需要双方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及精确的判断
力，否则就很难走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棋。
⋯⋯图书目录第一章 体验思维乐趣——初识博弈论
1.博弈论简史
2.博弈是一种游戏策略
3.博弈的要素
4.博弈的特色
5.博弈的分类
6.博弈论的应用
第二章 背叛还是坚持——“囚徒困境”
1.“囚徒”的选择
2.倒霉是因为太聪明
3.蒙牛和伊利价格战的“囚徒困境”
4.透过“囚徒困境”看市场博弈行为
5.为别人着想可能会有好的结果
6.囚徒两难决轻重
7.爱情博弈——恋爱中的“囚徒困境”
第三章 免费的午餐也可以吃——智猪博弈
1.小猪的智慧
2.有时候什么都不做比做什么都好
3.免费的午餐该吃就吃
4.巧借外力成大事
5.枪打出头鸟
第四章 合作共赢是最好的结果——“猎鹿”
1.猎兔还是猎鹿
2.从猎鹿博弈中看合作的诚信问题
3.猎鹿，弱者的最佳选择
4.从合作走向共赢
第五章 谁动了我的奶酪——海盗分金
1.海盗该如何分金
2.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3.把先发优势发挥到最大
4.有风险才会有收益
第六章 信息动态博弈——田忌赛马
1.田忌为什么能赢
2.信息决定博弈结果
3.信息传递——好酒也怕巷子深
4.要时刻掌握主动权
5.信息不对称会让你陷入劣势
第七章 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局——荷兰赌
1.什么叫做荷兰赌
2.与众不同的游戏方式
3.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
第八章 后发制人，一飞冲天——枪手博弈
1.什么是枪手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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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弱者生存的秘诀
3.看准时机再出手
4.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5.同时出招和相继出招
第九章 利己与损人并存——零和博弈
1.什么是“零和博弈”
2.利己与损人
3.如何从“零和”转向“共赢”
4.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
第十章 谁退谁进，谁赢谁输——斗鸡博弈
1.什么是斗鸡博弈
2.不可预测的算计
3.放弃愚蠢的坚持
4.将伤害降到最低
5.学会化敌为友，和解才是王道
第十一章 破解报复危机——重复博弈
1.什么是重复博弈
2.诚信需要重复博弈
3.信誉降低交易成本
4.重复博弈是信任的基石
5.有限重复博弈和无限重复博弈
第十二章 奇特的组合——大蛇背小蛇
1.出奇才能制胜
2.为了生存而做的包装
3.利用别人的弱点，稳中求胜
第十三章 有规矩成方圆——分蛋糕博弈
1.创新思维赢天下
2.蛋糕为什么会缩水
3.该不该讨价还价
4.合理的规则才能实现公平公正
第十四章 独特的思维模式——逆向选择
1.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
2.“劣币驱逐良币”的感悟
3.从逆向思维看保险市场
4.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第十五章 推测出来的棋局——酒吧博弈
1.什么是酒吧博弈
2.根据过去预测未来
3.多多未必益善，关键在于协调
4.由“酒吧博弈”看股票、交通、博彩问题
5.经验不一定是开山石
6.纯粹的随机策略
第十六章 妥协也是一种理智——懦夫博弈
1.究竟谁是懦夫
2.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
3.退让的不一定是懦夫
4.有勇有谋才是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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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体验思维乐趣——初识博弈论1.博弈论简史2.博弈是一种游戏策略3.博弈的要素4.博弈的特色5.
博弈的分类6.博弈论的应用第二章 背叛还是坚持——“囚徒困境”1.“囚徒”的选择2.倒霉是因为太聪
明3.蒙牛和伊利价格战的“囚徒困境”4.透过“囚徒困境”看市场博弈行为5.为别人着想可能会有好的
结果6.囚徒两难决轻重7.爱情博弈——恋爱中的“囚徒困境”第三章 免费的午餐也可以吃——智猪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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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最佳选择4.从合作走向共赢第五章 谁动了我的奶酪——海盗分金1.海盗该如何分金2.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3.把先发优势发挥到最大4.有风险才会有收益第六章 信息动态博弈——田忌赛马1.田忌
为什么能赢2.信息决定博弈结果3.信息传递——好酒也怕巷子深4.要时刻掌握主动权5.信息不对称会让
你陷入劣势第七章 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局——荷兰赌1.什么叫做荷兰赌2.与众不同的游戏方式3.理性与非
理性的较量第八章 后发制人，一飞冲天——枪手博弈1.什么是枪手博弈2.弱者生存的秘诀3.看准时机再
出手4.鹬蚌相争，渔翁得利5.同时出招和相继出招第九章 利己与损人并存——零和博弈1.什么是“零和
博弈”2.利己与损人3.如何从“零和”转向“共赢”4.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第十章 谁退谁进，谁赢谁
输——斗鸡博弈1.什么是斗鸡博弈2.不可预测的算计3.放弃愚蠢的坚持4.将伤害降到最低5.学会化敌为
友，和解才是王道第十一章 破解报复危机——重复博弈1.什么是重复博弈2.诚信需要重复博弈3.信誉降
低交易成本4.重复博弈是信任的基石5.有限重复博弈和无限重复博弈第十二章 奇特的组合——大蛇背
小蛇1.出奇才能制胜2.为了生存而做的包装3.利用别人的弱点，稳中求胜第十三章 有规矩成方圆——分
蛋糕博弈1.创新思维赢天下2.蛋糕为什么会缩水3.该不该讨价还价4.合理的规则才能实现公平公正第十
四章 独特的思维模式——逆向选择1.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2.“劣币驱逐良币”的感悟3.从逆向思维看保
险市场4.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第十五章 推测出来的棋局——酒吧博弈1.什么是酒吧博弈2.根据过去预测
未来3.多多未必益善，关键在于协调4.由“酒吧博弈”看股票、交通、博彩问题5.经验不一定是开山
石6.纯粹的随机策略第十六章 妥协也是一种理智——懦夫博弈1.究竟谁是懦夫2.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3.
退让的不一定是懦夫4.有勇有谋才是智者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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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体验思维乐趣——初识博弈论 1.博弈论简史 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是一种研究具有竞争
或斗争性质现象的理论 方法。虽然博弈的思想和实践古已有之，但那时人们对它的把握只是停留 在
经验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字理论，其正式起源的时间是在20世纪初 。简单来说，博弈论所阐述的
理论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让自己的利益 最大化，以及如何保持同决策主体之间的决策均衡。一百
多年来，致力于 研究博弈论的科学家主要有泽梅罗、E.波莱尔、摩根斯坦、约翰·福布斯 ·纳什等人
，他们为博弈论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博弈论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早期博弈思想
的基本形成 这一阶段主要是以1944年为分界线，在这之前博弈论并没有形成明确 和完整的思想体系和
方法论体系，人们对博弈的认识只是通过一些严格的 竞争或游戏，不过这一阶段却提出了一些重要的
博弈概念，为以后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1881年，英国的经济学家埃奇沃斯出版了《数学物理：关于道
德科学 的数学方法应用》。在书中他提出了“契约曲线”，并将其作为个人贸易 结果的解法。即在
一个只存在两家公司和两种类型消费者的世界中，如果 每种消费者的数量都是无穷多，那么“契约曲
线”便会收缩到均衡集合。 这个理论可以被视为是博弈论的初步形成。 1913年，博弈论出现了第一个
定理——泽梅罗定理，它明确断言国际 象棋游戏规则是严格确定的，也就是说在纯粹的策略意义下，
国际象棋只 能有一条个人理性支付曲线。虽然这条定理只适用于两人博弈，但在当时 的影响却是巨
大的，引起了诸多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及研究。 1921—1927年，E.波莱尔发表了四篇关于策略游戏的
文章，提出了第 一个有明确概念的现代形式的混合策略，并找到了3—5种可能策略情况下 两人博弈的
最小最大解。1928年，冯·诺伊曼在他的文章中也证明了最小 最大定理，这个定理被公认为是博弈论
的精华，之后的许多博弈概念都同 该定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冯·诺伊曼的文章也介绍了扩
展形式 的博弈，这是对博弈论的进一步发展。 1930年.F.泽尤森发表了著作《垄断问题与经济竞争》，
在书中，他着 重讲述了一个关于讨价还价问题的解法，且这个解被后来的海萨尼证明， 它与纳什的
讨价还价解是等价的，至此博弈论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总的来 说，20世纪初期是博弈论的萌芽阶段，
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从竞争和游戏 中引申出来的，其中不存在合作或联合行为，双方的利益是完全对
立的。 显然，这种博弈并不适合运用在经济与政治方面。 第二阶段：现代博弈论建立，理论体系基
本形成 标志着现代博弈论初步建立的标志是，194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 名数学家冯·诺伊曼和经
济学家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 书出版。这本巨著不仅详细阐述了当时博弈论所有的
研究成果，并首次将 其框架完整清晰地表述了出来，还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深入探讨，开辟了多 方面
的开创性研究，如合作博弈、可转移效用、联盟形式等，使博弈论作 为一门学科真正达到了应该具备
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该书使博弈论从竞 争和游戏的局限中走了出来，广泛应用于数学及经济领域，
它的出版，奠 定了现代经济博弈论的基础，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此书的出版是数理 经济学确立
的里程碑。 接下来的20世纪50年代，是博弈论发展史上辉煌蓬勃的生长期，其间 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
博弈论专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博弈概念及理论， 体系基本形成。1950—1953年之间，美国的数学
家约翰·纳什发表了四篇 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提出了博弈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纳什均 
衡，并证明了它的存在。纳什为非合作博弈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开辟了一 个全新的领域。此外，《博
弈论入门》、《博弈论论文集》等系列丛书的 出版更是让博弈论深入人心。 在众多数学家、经济学
家的不断研究中，博弈论也发展得越来越全面 ，扩展型博弈、聪明联盟博弈解、沙伯利值、随机博弈
理论等一系列新型 概念也随之出现。1957年和1959年，两本对博弈论有深远影响的书——《 博弈与决
策》和《策略与市场结构：竞争、垄断与博弈论》相继问世，博 弈论开始正式被运用在经济学当中。
此外，重复博弈、随机博弈和动态博 弈在此时也粗具模型，至此，以纳什非合作博弈理论为核心的现
代博弈论 体系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博弈论的发展与完善 20世纪60年代是博弈论的成熟期，这个时
期研究博弈论的专家们不仅 对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作了系统阐述和证明，使常识性的知识得到澄清，
还对合作博弈解、稳定集、核心的要领等问题作了扩充、拓展和突破，使 博弈论体系更加完整、翔实
和完善。更重要的是，此时博弈论已经深深地 渗透到经济与数理学科当中，双方建立了一种持久牢固
的关系。除了研究 的深入外，博弈论在地域上也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如由原来的研究重地 普林斯
顿大学和兰德公司，发展到在德国、以色列等多个国家都设立有研 究中心。 60年代博弈论最大的研究
成就是“不完全信息博弈论”的创立，它首 次出现于奥曼和马希勒的研究中，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打
下了理论基础。 不过，虽然博弈论在这个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体来看还基本上属于 理论意义
上的学术。 第四阶段：博弈论体系的完全形成及广泛应用 这一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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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可乐博弈学》

属于博弈论的丰富壮大期 ，在此期间博弈的所有研究理论几乎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对其他 
学科的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加上计算机的问世和技术的发展，都 促使着博弈论形成一个内容
丰富的完整体系。无论是生物学、计算机科学 ，还是道德哲学、经济学，无不使博弈论在实践中得到
广泛传播，也得到 了很多人的认可和接受。此时，博弈论已经不再只为少数研究者所知，逐 渐变得
大众化。 第五阶段：融入主流经济学，对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博弈论和现
代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缺一不可的程 度，两者几乎融为一体，相互辅助相互影响，各主要经济学和经
济理论杂 志时常可见有关博弈的精彩文章。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博弈论似乎已经 成为最适合他们
的分析工具，并一度认为使用这种分析方法是一种时髦。 1994年12月，为了表明博弈论在主流经济学
中的地位及其重大影响，分别 授予了John.纳什、J.海萨尼、R.泽尔滕三位博弈论专家和经济学家“诺
贝 尔经济学奖项”，至今，博弈论仍然还在不断地发展与深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博弈论的
运用已经相当广泛和深远了，博弈 论可以说是一门相当完善的体系了，因此，在这方面的研究出现创
新与成 就是很困难的。不过，科学家仍在努力，相信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现。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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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可乐博弈学》

精彩短评

1、我竟然看懂了这本书
2、挺不错的一本书 让读者对博弈学有了一个浅显的认识
3、我当年确实看过，现在确实啥也不记得了
4、幸亏每个文章并不长，不过略有枯燥感
5、前半本还不错，后半本偏于说教，水平有些另人失望，综合起来算不上博弈论的入门书籍。
6、还是觉得简单了点
7、浅显易懂的 十分适合只想了解一下的人
8、除了几个典型案例，别的实在看不下去。全都是没用的二维表格，要是博弈都这么简单，还要表
格干嘛？
9、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0、陈词滥调啊
11、不少案例前后重复，分析也较浅。
12、这本书不好
13、这本书一般般啦，买这本书的时候受骗了，以为作者和《牛奶可乐经济学》是同一个，结果⋯⋯
这本书的案例都是很常见的，描写也一般，而且颇有凑字数的嫌疑（从它的排版和最后泛滥的抒情就
可以看出来）。如果作为无聊时候的读物的话，这本书还行，要是真正想学一点儿博弈论的话劝大家
就别选这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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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博弈方面的书。这本书不好。除了几个很有名的博弈例子之外，通篇就是拼凑
，甚至还有“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然后就没了，第二个呢？思想发散
了，就飞了～～不过我还是决定根据书中有名的例子，写几篇文章，在我的新浪博客中，不过我就不
提这本书了，觉得看了这本书有点儿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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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牛奶可乐博弈学》的笔记-第19页

        有两个犯罪嫌疑人甲和乙，合伙作案时不小心被警察抓了个正着。警方为 
了能够得到更多更充分的证据来指控两人的罪行，便将甲乙两人分别关在了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
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两名囚犯各自都有两种选择: 一是坦白，即与警察合作
，背叛他的同伙；二是沉默，即不与警察合作。两个有过多次经验的囚徒心里都十分清楚，只要他们
两人都拒不认罪，警察就掌握不到证据，也就无法给他们定罪。不过，警方也是绝顶聪明的，他们为
了让两人能够尽快承认作案事实，采取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策略：倘若两人中有一个人选择坦
白，而另一个人保持沉默，则坦白的人可以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数目不菲的奖金，而沉默
者则会被关押10年;倘若双方均保持沉默，则每人都需在牢中待上半年；倘若两个都选择了坦白，即互
相背叛，那么两人都将被判刑2年。
两人同服刑2年

2、《牛奶可乐博弈学》的笔记-第111页

        甲、乙、丙三个枪手都对彼此怀恨在心，于是决定持枪决斗，生死交由天注 。其中以甲的枪法最
好，十发八中；乙的枪法稍次于甲，十发六中；丙的枪法是三人中最差的，十发四中。这场看似不公
平的决斗就开始了。但是新的问又出现了，关于决斗方式，是同时开枪，还是逐个开枪？ 
如果规定三人同时开枪，并且每人只能配一发子弹，一轮枪战后，谁活下 ：的几率最大？经详细分析
，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丙。 
对于枪手甲来说，乙对甲的威胁要比丙对甲的威胁更大，应该首先干掉乙，这是甲的最佳策略。所以
甲一定会对枪手乙先开枪。 
同样的道理，对于枪手乙来说，枪手乙的最佳策略是第一枪猫准甲。乙一 旦将甲干掉，乙和丙进行对
决，乙胜算的概率自然大很多。 
当甲和乙相持对决时，丙也就不战而胜，坐收渔翁之利。但是为了避免甲、乙双方的失误，丙的最佳
策略也是先对甲开枪。如果规则是轮流开枪，每人一发子弹，开枪的顺序是甲、乙、丙，甲一枪将乙
干掉后(80%的几率)，就轮到丙开枪，有40%的几率一枪将甲干掉。即使乙躲过甲的第一枪，轮到乙开
枪，乙还是会向枪法最好的甲开枪，即使乙这一枪干掉了甲，下一轮仍然是轮到丙开枪。所以,无论是
甲或者乙谁先开枪，丙都有在下一轮先开枪的优势。 
对丙来说，如果轮到他先开枪时最好的策略就是乱开一枪，不要伤到任何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如
丙向甲先开枪，即使丙打不中甲，甲的最佳策略是向乙开枪。但是，如果丙打中了甲，下一轮可就是
乙开枪打丙了。因此， 丙的最佳策略是胡乱开枪，只要丙不打中甲或者乙，在下一轮射击中他就处有
利的形势，他就总是有利可图的。

3、《牛奶可乐博弈学》的笔记-第197页

        分蛋糕的公平，切蛋糕的后拿。
7僧分粥，把粥预先盛在7个碗里，盛粥的僧人最后选

好的规则的制定能有效的维护公平

4、《牛奶可乐博弈学》的笔记-第41页

        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有个"智猪博奔的经典博薪论案例。主要讲的是猪國 
里分别有两头猪，一大一小。在猪圈的一边装有一个踏板，只要探一下踏板，在另一边就会有食物落
下。如果有一只猪去採踏板，那么另外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落下的食物：当小猪去採踏板，大猪
会在小猪跑回食槽之前吃光所有的食物；如果是大猪去採动踏板，则还可能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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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檢之前抱到食槽边,抢到一点残囊。最后的结果是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即小猪安安静静地等在
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了一点残養不知疲倦地忙碌于踏板和食槽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
其实很简单，小猪若是去採踏板肯定徒劳无功,不採踏板反而会让它有食可吃。因此对小猪来说,不管
大猪是等待还是去採路板，自己静静等待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反过来再看大猪,明知小猪是不会去採动
踏板的，自己系自去採路板总比不採强吧,所以只好亲力亲为了。

5、《牛奶可乐博弈学》的笔记-第73页

        有5个海盗抢得100枚金币，他们决定按民主的方式进行分配。首先,每 
个人都抽签决定各人的号码（1、2、3、4、5),然后依次提方案。当1号提出分配方案后，5人进行表决,
超过半数同意方案则通过，否则他将被扔入大海喂鱼。如果1号死了 ，由2号提方案,4人表决，超过半
数同意方案通过，否则2号同样被扔入大海，依此类推。
97 0 1 2 0

6、《牛奶可乐博弈学》的笔记-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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