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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算法框架理论：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之基础》是一部原创著作，它提出了一套对现有的经济学与社
会科学进行“大综合”进而建立面向未来的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案。

李斌编著的《社会科学原理初探--算法方法》则为该书的续作，旨在展示“算法进路”的经济学与社
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作者首先讨论了算法理论的哲学意义，提出“算法理论大体上可以用于综合现代哲学的各个流派
”这样一个惊人的观点。
《社会科学原理初探--算法方法》的核心在于论述主观性与客观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着力探索
“主观性转向”的必要性及其含义。
只有具备了适当的“个人”、“行为”等概念，方才可以有效地讨论社会及其发展。
作者最后为批驳主流经济学并发掘其算法意义提出了一个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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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斌，独立学者，1969年生，陕西凤翔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原经济管理系，现居上海。
著有《国资宪法》（2005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以“国企改革：一个新方案”为名出版）、《算法框架
理论：一门统一的社会科学之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
现兼任《证券时报》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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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4论指令（三）　　虽然指令清单的具体内容并不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做出一定
的尝试。
实际上，算法方法必然把我们导向对具体思维活动进行微观的和实证的分析。
我们需要回忆、反思和高度关注自己的思维活动，并运用各种方法、途径或手段来发掘他人思维的详
情，然后进行分析和相互比较，从而加深对于人自身的理解和认识。
我相信，采用“算法的视角”对于研究人类思维的一切学科来说，也许都将是有益的。
这个方向上的一项基础工作，就是尝试着来弄清楚“指令”（人工指令）具体是指什么。
这是一项不仅有意义而且有趣味的工作。
　　指令系统这个概念其实并不神秘，它不应当被视作“黑箱”。
我们的本意只是用它来指称人脑能够进行的种种基本的思维功能。
例如，要进行计算，就要传送数据，就要存储（或废弃）数据，因此，“数据传送”、“记忆”、“
删除”等词语便可作为指令来看待。
参照计算机的惯例，也可假定人脑的指令具有“算术运算类”、“逻辑运算类”、“处理器控制类”
等分类；可以假定人脑具有专门针对字符、图像、声音和味道进行辨识与操作的指令，有专门驱动肢
体进行工作的指令。
　　可以设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的语汇中有大量描述思维活动与肢体动作的“动词”.这些动词是
否都可以进入“指令”之列呢？
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如同人工智能技术的做法一样，许多动词所表达的含义在原则上我们
都可以把它们表达为更基本的“指令十信息”的形式，或者将其表达为某些模式化的程式，这样一来
，在指令级别上需要设置的种类就相当地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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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没有思想活动的动态化，任何所谓的“动态理论”其实都是不得要领的，不是真正的动态理论。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核心机制——可以称之为“思想活动的迂回生产方法”或“思维-知识-创新
三位一体原理”——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那么所有的主流或异端的经济理论就都可以统合为一个理论
，并且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也都大致可以统合进来，由此形成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大综合”。
　　思想或理性计算本身其实是有倾向、有习惯、有品德、有个性，甚至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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