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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本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正同时重印，若考虑对本书进行修改，这确是，一个良好的机会。
对书中的观点进行改进，并将我完成本书写作后所想到的若干见解增加进去，以及对其他学者的有关
研究作一考察，这完全是可能的。
但是哦决定不作任何诸如此类的大修大改。
即使重写本书，我的观点也不会有丝毫变化。
对于本书的新版本我所要增加进去的若干见解已见诸一些论文。
若要对其他学者的著述作充分的讨论，那就会使篇幅太冗长了。
因此，我所要做的是增加一个短小精悍的附录。
附录为任何对本书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份指南，该指南包括我就本书的主题所写的一些论文以及对
广泛引起人们兴趣的、如何进一步研究的想法所作的一些讨论，这些想法是评论家们针对本书有感而
发的。
该附录在正文的后面。
　　虽说记忆力最强的人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也会慢慢变得健忘，但我没任何理由不对那些提供批评
建议和帮助我完成本书的人表示我的衷心谢意。
对我帮助最大的人是哈佛大学的托马斯·谢林。
不仅他而且其他的评论者都不必为书中的内容承担任何责任，凡此.种种，责任都在我。
本书的草稿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爱德华·班菲尔德和奥托·埃克斯坦曾对它提出了最有助益
的批评建议。
在论文定·稿过程中，我从萨缪尔·比尔、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卡尔·凯森和塔尔科特·帕
森斯那里获益匪浅。
为了出版，我开始对论文进行修改，这时我得到了艾伦·霍尔姆斯、戴尔·乔根森、约翰·凯恩、道
格拉斯·基尔、理查德·莱斯特和乔治·冯·福斯坦伯格的异乎寻常的帮助。
还有，在出书过程中，威廉·鲍莫尔、戴维·贝利、阿瑟·贝纳维尔、詹姆斯·布坎南、爱德华·克
莱本、奥尔德里奇·法恩根、路易斯·.福尔特、杰拉尔德·加维、穆罕默德·格斯苏斯、w.E.汉密尔
顿、沃尔弗拉姆·汉里德尔、斯坦利·凯利、罗兰·麦凯恩、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罗伯特·赖卡特
、杰罗米·罗森伯格、克雷格·斯塔布尔宾、戈登·图洛克、艾伦·威廉姆斯和理查德·泽克豪泽提
出了重大的和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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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分支－－公共选择
理论，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问题。
传统经济学之所以不研究这类问题，无非是认为，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行动由于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
，所以就超出了经济学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
可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恰恰证明了：非市场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
相反，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
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
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
现在，公共选择理论不仅在经济学术界独立门户、自成一派，渗透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个方
面的研究中去，而且国外许多学者也用之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日益
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
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
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
力这一结论。
第3章考察了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
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
第4章运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
理论进行分析。
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
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与第1章概述的逻辑关系相一致的新的压力集团理论。
这一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
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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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
主要著作包括：《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
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兴衰
探源》（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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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的话1971年序导论1 集团和组织理论1.组织的目的2.公共物品和大集团3.传统的集团理论4.小集团5.
“排外”集团和“相容”集团6.集团的分类2 集团规模和集团1.小集团的凝聚力和有效性2.传统理念的
问题3.社会激励和理性行为3 工会和经济自由1.工会中的强制2.工会增长：理论和实践3.潜在集团中的
封闭式工公（closedshop）和经济自由4.潜在集团中的政府干预和经济自由4 国家和阶级的正统理论1.
学家的国家理论2.马克思的国家和阶级理论3.马克思理论的逻辑5 压力集团的正统理论1.压力集团的哲
学观2.制度经济学和压力集团——约翰·R.康芒斯3.现代压力集团理论——本特利，杜鲁门，拉瑟姆4.
集团理论的逻辑6 “副产品”和“特殊利益”理论1.大型压力集团的“副产品”理论2.劳工游说疏通团
体3.脑力职业者游说疏通团体4.“特殊利益”理论和商界游说疏通团体5.政府对政治压力的促进6.农场
合作社和农场游说疏通团体7.“非经济”游说疏通团体8.“被遗忘的集团”一一忍气吞声的集团附
录(1971年新增)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人名对照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集体行动的逻辑>>

章节摘录

　　一些评论家也许会争辩说，理性的人确实会支持一个为其利益服务的大组织，如游说组织，因为
他知道，如果他不支持的话，其他人也不会这样做，这样组织就会失败，他也就得不到组织应该可以
提供的利益。
这一论点，需要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来进行类比。
因为甩同样的理由可以辩称，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价格永远不会低于垄断集团制定的水平，因
为如果_家企业增加产量，其他企业也会同样这么做，价格就会下跌；但每家企业都预见到了这一点
，所以就不会引起产量增加以致价格剧跌的连锁反应。
事实上，在一个竞争市场中情况并非如此；在一个大集团中情况也不是这样的。
当涉及到的企业的数量很大时，没有人会注意到因一家企业的产量增加而对价格产生的影响，所以没
有人会因此而改变计划。
与之类似，在一个大组织中，少了一个资助者并不会显著地增加其他任一资助者的负担，所以一个理
性的人不会相信如果他从一个组织中退出的话，他能够驱使其他人也这么做。
　　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通过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
前面的论点至少与经济组织有着一些联系。
例如，工人依靠工会组织获得他们通过个人努力在市场中得到的同样东西——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
作条件，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如果工人在工会中没有遇到他们在市场中遇到的同样问题的话，那实在将会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在
两处的努力多少带有相同的意图。
　　不管意图有多么相似，评论家可能会反驳说，在组织中的态度与在市场中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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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吗？
──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　　奥尔森的名著《集体行动的逻辑》目前有超过十种语言的译本， 1993年
获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
　　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
但公共选择理论奠基者奥尔森教授却发现，这个假设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
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
相反，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
如果我们问：“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
”奥尔森会答道：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
但若三个和尚“不对称”，或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曼瑟尔·奥尔森教授(Mancur Olson)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无疑是
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其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
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重大作用。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外心脏病突发去世。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Robert Solow)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
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
但门瑟不同，他别具一格。
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 　　奥尔森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执著。
他一生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
奥尔森看到的是亚当·史密夫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的失灵。
 　　奥尔森有三部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年)，《国家的兴衰》(1982年)，以及他猝然逝世
前刚完成的《权力与繁荣》(2000年)。
本文先介绍《集体行动的逻辑》这部著作中的主要观点。
　　“看不见之手”失灵了　　《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之前，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
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
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有同
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同一
国家的国民会支援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
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
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
　　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
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
的成员。
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
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
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
“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
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
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个“集体行动”，但他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
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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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你想对利益集团理论有深刻的理解，那么这本书无论如何是必须一读书。
本书是曼瑟尔·奥尔森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本是《国家兴衰探源》。
诺斯认为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本书、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
理论》这三部公共选择文献的经典著作。
该书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
·爱泼斯坦奖”。
本书适合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各类研究人员使用。
　　《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年获得美
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本书适合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各类研究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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