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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性的边界——博弈论与各门行为科学的统一》既是一本优秀的博弈论教材，也是一部致力于
统一行为科学的创新力作。

　　博弈论对于理解人类行为至关重要，且与各门行为学科——从生物学和经济学到人类学和政治科
学——关系重大。
然而，正如《理性的边界》所论证的，单靠博弈论并不能彻底解释人类行为，应辅之以各门行为科学
所尊崇的关键概念。

　　赫伯特?金迪斯指出，离开渊博的社会理论，博弈论不过是唬人的技巧，而离开博弈论，社会理论
则只是一项残破的事业。
《理性的边界》带领?们重新审视博弈论工具的有用性，并教授我们运用恰当的分析工具，来打通各门
行为科学的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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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决策理论与人类行为
　1.1 信念、偏好和约束
　1.2 理性行动的含义
　1.3 偏好为何是一致的？

　1.4 时间不一致性
　1.5 贝叶斯理性与主观先念
　1.6 期望效用的生物学原理
　1.7 Allais和Ellsberg悖论
　1.8 风险与效用函数的形状
　1.9 展望理论
　1.10决策制定中的直觉推断和偏误
2 博弈论：基本概念
　2.1 扩展式
　2.2 标准式
　2.3 混合策略
　2.4 纳什均衡
　2.5 纳什均衡的基本定理
　2.6 求解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2.7 划拳
　2.8 性别战
　2.9 鹰-鸽博弈
　2.10 囚徒困境
　2.11 Alice、Bob和设计者
　2.12 效率加强型设计者
　2.13 相关均衡解概念
3博弈论与人类行为
　3.1 自虑与他虑的偏好
　3.2 行为博弈论的方法论问题
　3.3 匿名的市场交换
　3.4 利他给予的理性
　3.5 有条件的利他性合作
　3.6 利他性惩罚
　3.7 劳动市场上的强对等性
　3.8利他的第三方惩罚
　3.9群体中的利他与合作
　3.10不平等规避
　3.11信任博弈
　3.12性格美德
　3.13 偏好的情景特征
　3.14 利他合作的黑暗面
　3.15 合作规范： 跨文化的差异
4可理性化与理性的共同知识
　4.1 认知博弈
　4.2 一个简单的认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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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性别战认知博弈
　4.4 劣策略与屡劣策略
　4.5 剔除弱劣策略
　4.6 可理性化策略
　4.7 剔除严格劣策略
　4.8 理性的共同知识
　4.9可理性化和理性的共同知识
　4.10 选美
　4.11 旅行者困境
　4.12 修订版旅行者困境
　4.13 全局博弈
　4.14 CKR 是一个状态，而不是一个前提
5扩展式可理性化
　5.1逆向归纳法与劣策略
　5.2子博弈完美
　5.3子博弈均衡和不可信威胁
　5.4意外考试
　5.5逻辑悖论的共同知识
　5.6重复囚徒困境
　5.7蜈蚣博弈
　5.8 逆向归纳法路径之外的CKR失效
　5.9无限的囚徒困境如何进行
　5.10知识的形式逻辑
　5.11逆向归纳法与扩展式的CKR
　5.12 理性与扩展式CKR
　5.13 关于CKR的非存在性
6 混合问题：纯化与推测
　6.1为什么采取混合策略？

　6.2 Harsanyi的纯化理论
　6.3正直和腐败的声誉模型
　6.4正直和腐败的纯化
　6.5认知博弈：作为推测的混合策略
　6.6 复活纯化的推测方法
7贝叶斯理性与社会认识论
　7.1性别战：化干戈为玉帛
　7.2设计者胜过逆向归纳
　7.3产权与相关均衡
　7.4作为相关均衡的惯例
　7.5相关策略与相关均衡
　7.6相关均衡与贝叶斯理性
　7.7共同先验的社会认识论
　7.8公共知识的社会认识论
　7.9社会规范
　7.10规范演化与博弈论
　7.11商货
8.共同知识和纳什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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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二人博弈中纳什均衡的条件
　8.2 一个三人反例
　8.3共同知识的形式逻辑
　8.4 知识的共性
　8.5 涵养女士
　8.6 涵养女士与知识共性
　8.7 同意不一致
　8.8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终结
9 反身推理与均衡精炼
　9.1 完美、完美贝叶斯和序贯均衡
　9.2 不可置信的威胁
　9.3 不合理的完美贝叶斯均衡
　9.4 LBR拣选出序贯均衡
　9.5 Selten马：序贯准则vs. LBR准则
　9.6 Spence信号模型
　9.7 非相关的节点增加
　9.8 不适当的序贯均衡
　9.9 二阶前向归纳
　9.10 不考虑直觉标准的啤酒和蛋卷博弈
　9.11 不合理的完美均衡
　9.12 非充分理由原则
　9.13 诚实沟通原则
　9.14 归纳：前向是稳健的，后向是脆弱的
10.人类社会解析
　10.1 解释合作：概述
　10.2 重返Bob和Alice
　10.3无名氏定理
　10.4不完美公开信息下的无名氏定理
　10.5具有私有信号的合作
　10.6 对无名氏定理的一次喝彩
　10.7公共品博弈中的利他惩罚
　10.8利己主义合作模型的失败
11.产权的演化
　11.1禀赋效应
　11.2地盘权
　11.3小孩的产权
　11.4 非人类动物中对占有的尊重
　11.5私人产权均衡的条件
　11.6产权和反产权均衡
　11.7一个反所有权均衡
　11.8 结论
12.行为科学的统一
　12.1 基因-文化共同演化：生物模式
　12.2人类交流的文化和生理学
　12.3 生物和文化动态学
　12.4 规范理论：社会学模式
　12.5 规范的社会化和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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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理性选择：经济学模式
　12.7 审慎选择：心理学模式
　12.8 应用：成瘾行为
　12.9 博弈论：生存的万能宝典
　12.10 认知博弈与社会规范
　12.11社会作为复杂适应性系统
　12.12 观点碰撞：生物学
　12.13 观点碰撞：经济学
　12.14 观点碰撞：心理学
　12.15 结论
13 总结
14 符号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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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8 利他的第三方惩罚　　人类社会中亲社会行为之所以发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直接受益或受害
于他人行为的人倾向于投桃报李，也因为存在一些普适的促进亲社会行为的社会规范，而且许多人乐
于善待循规蹈矩者而惩罚那些不守规矩者，即便他们个人并未从此人的行为中获益或受害。
日常生活中，第三方并非他人亲社会行为的受益者，但他却会在此人及其家庭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或者优先与此人互利往来，要不然就通过对自己而言代价菲薄但对此人却大有裨益的方式来奖赏此人
。
同样，第三方个人也并未受害于某个人的自私行为，但他却会拒绝对此人伸出援手，哪怕伸出援手对
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他将回避违规者，并赞成将违规者排斥到有利可图的群体活动之外，这对第三
方来说代价甚微但对违规者而言却代价不菲。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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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坚实地存在于大卫&middot;休谟和亚当&middot;斯密的革命传统之中。
　　&mdash;&mdash;Vernon L. Smith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金迪斯提出了充足的理由来表明，博弈
论&mdash;&mdash;通过预料的社会规范&mdash;&mdash;为理解人类社会行为提供了基本的工具。
更具挑战性的是，金迪斯认为人类有遵循社会规范的遗传倾向，即便在遵循规范对个人不利的时候也
是如此。
这些论断颇有争议&mdash;&mdash;但它们读来令人心醉。
　　&mdash;&mdash;Eric S. Maskin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本美妙而激荡的著作，值得广泛而细致
的阅读。
　　&mdash;&mdash;Adam Brandenburger 纽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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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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