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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法、权利和自由的规范分析》一书中，作者马丁·范·海思（Martin Van Hees）教授结合博
弈论的方法、逻辑的结果和工具，以及法律实证主义、新制制度和决策理论的元素，对法、权利和自
由进行了规范分析。
此外，本书对自由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其对“自由主义悖论”的研究。
作者在书中重新建立了争辩说，随后，他利用决策理论的工具，以开发和捍卫他的还原方法。
本书适合于包括法律和道德哲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等在内的广泛读者。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马丁·范·海思教授的《对法、权利和自由的规范分析》是一本在国
际上影响很大的著作，海思教授的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他的两本英文著作的中文合集）受到了包括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高度赞扬，说他发展了森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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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了完成对我目前正在使用的权利的博弈论模型的表述，现在介绍法律一政治博弈
的概念。
①对个人拥有或否的权利的规定，能够被看作是构成了更庞大的博弈的部分规则，例如我所说的法律
一政治博弈的规则。
这种法律一政治博弈描述了一个二阶段的决策过程。
个人有某种权利，在决策过程的第一阶段，他们决定将要行使哪些权利。
如前所述，每一种权利都化约了可能结果的集合。
行使抽烟的权利意味着，所有可能结果的集合被化约为只有此人实际上正在抽烟的那些结果集合。
如果集合A表示所有我抽烟的结果组成的集合，S-A表示所有那些我不抽烟的结果组成的集合，那么行
使我的抽烟或不抽烟的权利意味着我将采取一种策略，把结果的集合化约为一个子集A或者是子集S-A
。
这样一来A描述了我抽烟的权利而S-A描述了我不抽烟的权利。
如果B是表示“我正在喝啤酒”的结果集合，那么集合A∩B描述了我的抽烟与喝啤酒的权利，而A∪B
描述了我的抽烟或者喝啤酒的权利，等等。
因为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行使权利把结果集合加以化约，所以一旦每个人行使他的权利的话，所有选项
的集合通常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化约。
然而，既然所有被允许的策略同时又被看作是可行的，如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就不会出现当所有人
行使完他们的权利之后，所有的可行选项却均被排除在外的情形。
事实上，通常不存在一旦所有个人行使了他的权利，所有问题就解决了的情形。
 首先，有些人会决定不行使特定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甘愿在遇到的问题中保持被动。
例如，在上文的第三个例子中，i可以不行使同意i使用自行车的权利，而是把这个问题委托给部门会
议。
与此相似的，i也可能决定不行使他骑自行车的权利，而等待会议讨论的结果。
如果两人在这种情况下均保持被动，使用权利的行动就把可能结果的集合化约为{(b,b)，(b,c)}∩{(b,b)
，(b,C)，(C,b)}={(b,b)，(b,c)}，并最后由部门决定结果最终是(b,b)还是(b,c)。
其次，在有些问题中没有人能够独立做出决定性的决策：当涉及的问题被看作公共问题时，就没有人
有权利去单独解决这些问题。
例如，大多数个人不能够单独决定一条新公路是否修建，社会保险收益金是否应该增加，某些濒危物
种是否应当得到保护，诸如此类。
在某种程度上，在公共问题中个人可以说是被动的：没人能够仅凭借自己的力量，把结果的集合化约
为诸如所有那些保持社会保险收益金不变的结果。
与先前的被动形式相比的唯一变化是个人现在别无选择：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应当保持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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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法、权利和自由的规范分析》适合于包括法律和道德哲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等在内
的广泛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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