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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弈论与经济学》涵盖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合作博弈理论、进化博弈和试验博弈。
各种文献上的最新进展也包括了进来。
即使在本书属于比较传统的部分，我们也尽量把一些受到忽视的话题囊括进来。
如前向归纳、讨价还价中的“外部选项”角色都属此类。
本书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几个专题，而这些专题在其他教材中几乎根本不予讨论或者仅仅是总结性地
一笔带过，即联合博弈、进化博弈理论、实验博弈。
在本书这种水平的教材中，全面而综合地介绍合作博弈理论似乎是很受欢迎的，把诸如内生形成这样
的话题包括进来有助于把合作博弈理论与标准的分析框架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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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合作的概念在GT理论中占有核心的位置，然而它却是个颇为复杂的概念。
在前面的几章里我们已经向大家展示了一些在非合作博弈中用来促进某些共谋和间接合作的机制或设
施。
参与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意味着正式的安排，以及旨在达到共同目标的共同行动。
在理论上，表明参与者之间的共同利益的最自然而然的途径莫过于引入某种“社会福利函数”。
然而这样一来，便导致了GT当中一个主要基础的抛弃，即与个人决策的基本的联系。
　　为避免这一困难，纳什（1951）在一开始就建议用那些在非合作博弈中决定均衡的分析工具来研
究参与者之间的合作。
合作便成为明确的共谋过程的结果，在讨价还价阶段每一参与者都被假定为选择他（她）的合作的策
略，就像在其他任何非合作博弈所描述的情形中一样。
记住，这种非合作博弈，即在其中任何参与者之间在博弈前的共谋和交流都是不被允许的博弈，被纳
什称之为“斗争”。
于是，在这种斗争中寻求一种参与者之间的协定便可用扩展式表述的博弈或策略式表述的博弈中的经
典方法来完成，且那些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由博弈的均衡集给出。
讨价还价的这种“策略式的”方法在5.1节给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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