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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内容概要

生活艺术的表现需要把握细节细节虽小，却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关注细节就是关注生活讲究细节就是讲
究生活的质量和品位生活中总是有无数的烦恼困扰着你吗？你的他好像不如过去那样爱你了；工作了
几年，升职却老也轮不到你；打拼这么久，小金库依然不见壮大；疲劳法力终日相伴，体重也随着年
龄一同增长；揽镜自照，皱纹不知何时悄悄爬了了你的眼角⋯⋯不要担心，现代女性应该注意的100个
生活细节为你带来贴心的指导，替你的生活排忧解难。
    如果我们能进一步系统地掌握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定能使我们在未来对抗性更强、竞争更激
烈的社会生活中，思路更开阔，决策错误更少，活动效率更高，成功机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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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书籍目录

1 聪明囚徒的困境
2 待宰的猴群
3 为什么没有成为逃兵？
4 哈丁公用地悲剧
5 为什么要限制“卡特尔”？
6 从“囚徒困境”中获益
7 欧佩克的合作问题
8 即使是竞争也会有合作
9 不会令人后悔的“均衡”
10 “鲜花”为何插在“牛粪”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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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精彩短评

1、不错的小读物，讲到“鲜花查到牛粪上”这一话题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李彦宏的百度的蜂巢竞
价排名系统。很赚
2、每个话题都是由小故事引开，深入浅出；一本不错的书，看完还是有启发的；在作者罗列完了所
有可能后，留给我的是更多的迷茫
3、举一反三，推而广之
4、形象易懂
5、抛开了复杂的数学公式，以示例来说明博弈的思想
6、聪明囚徒的困境
7、多少遍也不会放下的
8、若非事先学过，实难领会趣味所在。
9、脑子不清楚时比较有用  ^^
10、试试脑子
11、看得我这一个纠结~
12、最好的博弈论入门书，有趣生动，为什么不再版了？？？！！！
13、人生处处不无博弈。
14、如果作为引起读者对博弈兴趣的书，它是达到要求了。就像题目中的关键词，有趣，话题，这书
原本就很浅的。
15、案例生动，理论性⋯⋯参考其他书吧
16、虽是编著性质，但作者看懂了纳什的博弈论。
17、很多都是抄来的，不过再复习一下也没啥坏处
18、看的第一本关于博弈的书，从第一篇开始就被这个迷住了，也对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一直放在床头，陆陆续续，反反复复，到现在还有一些没有读完....
19、2006
20、和这本好多重复的，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026086/
不过本书出版的早一些
21、在本科接触的，感谢老师的讲课方式，完全吸引住住了我。。这本书包含了很多的有趣话题，算
是入门级别的。。
22、接触博弈的魅力
23、故事蛮好玩的
24、经典博弈的阐述故事还好。后面的结合现实举例简直一塌糊涂。从41开始，后面就有点拼凑的痕
迹，一部虎头蛇尾的书。
25、反正都不是他原创的... 
26、另，大家对人大版的博亦论教材有何评价
27、简单，通俗。
28、囚徒困境 零和游戏
29、排版有些差，对爱情的见解个人持保留意见。但是通过例子分析颇有一些收获。
30、要是我小时候看这书肯定特有助于我智力开发⋯⋯
31、虽然逼格不够高，但是较好的介绍了博弈论中的一些典型例
32、改变一种思维方式
33、通俗的科普读物，没用难懂的数学，而用63个小故事传递了博弈论的思维和策略。专业人士也可
以从找到到一些案例和灵感。
34、书已经绝版了，网上只有二手和翻印版。63个关于博弈的有趣话题，言语简单易懂，可以作为博
弈入门的书。
35、启发
36、虽然对博弈论不精通，但从他的语言表达看，这本书还挺粗糙的，或者说作者有点不用心
37、2008.10.19购于省图，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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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思维休闲读物
38、这书放在415的五号铺上好多年. 一个没带钥匙的周五下午坐在箱子上翻完了.
39、感觉编排上可以改进。不喜欢这类书⋯⋯纯粹出于扫荡余货的目的⋯⋯
40、写的很垃圾,作者连基本的概率都会算错...可以看看,参考意义有限...
41、很多来自抄袭。尽量别看国内的学术类书籍
42、尼玛，照抄的《策略思维》啊。。现在的出版界怎么可以如此无耻？活生生的拿来主义。。
43、读第二遍时更多了一些思考。
44、挺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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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精彩书评

1、公地悲剧：经济学家最喜欢的方法是确立产权公共产品要有人协调和管理囚徒困境是纯策略纳什
均衡；警察与小偷的故事是混合策略均衡（依概率随机选取）为了促进合作，应该增大对未来的预期
，增大未来的重要性。可使用的方法是：使相互作用更持久使相互作用更频繁所以，在商业上商人们
经常采用分解的原则“负和游戏”与“零和游戏”是对抗性博弈，“正和游戏”是合作性博弈“三个
快枪手”的对决，体现的是最弱者的智慧“两个杂货铺”现象，两个政党的纲领会越来越接近人与人
之间的心理较量时，随机策略是一个很有效的策略所谓的均衡，只是博弈的最“稳定”结果，或者说
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比较的策略：敌弱我强：比较评价敌强我弱：单独评价敌弱我弱：比较评价敌强
我强：单独评价难评价特征优于对方，易评价特征不如对方：比较评价难评价特征不如对方，易评价
特征优于对方：单独评价面对选择时，决策的核心并不在于结果的最优（因为这并不一定能保证），
而是决策过程的最优化，只要策略合理，结果自然也不会差。“分粥”的故事：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自
己应得的利益，但任何人又难以为自己的私利而损害他人的利益；任何人都可以行使自己能行使的权
利，但任何人又不会因为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妨碍别人——这也许正是建立制度的意义，也是评价制度
好坏的标准。孙子：“形人而我无形”，“攻则有余，守则不足”——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我们对博弈
论的关注，并不是为了学会如何战胜别人，而是为了明了人生为什么如此，并从中汲取知识，致力于
实现更合理、更有效、更符合群体利益的合作方式。
2、三个快枪手进行决斗,甲十发八中,乙十发六种,丙十发四中.假定3人相互仇视,不可能达成协议.如果三
人同时开枪甲必然对乙开枪,这个是最佳策略,没错.乙必然对甲开枪,这个市最佳策略,也没错.丙最好的
策略是对甲开枪,到这里还没错.接下来,作者得出结论,甲的存活率低于10%,乙的存活率是20%,丙是100%.
这就大错特错了.甲的存活意味着乙丙都没有打中,概率是乙不中的概率(0.4)*丙不中的概率(0.6)=24%.乙
的概率是20%.丙的概率是100%.这是第一轮真实的存活率.而且,这只是第1轮的存活率而已,不是最后的
获胜率,获胜意味着最后活下来.就此认定丙的获胜率最大是错误的.实际上,除非甲乙互殴,同时致死双
方(0.76*0.8=60.8%),只要有一方存活,丙就会处于决定性的不利.作者甚至在随后的例子中,用三国演义赤
壁大战的模型来解释上面这个例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孙权的策略有问题,不应该掉头消灭刘备.他显然
没有注意,在上面这个例子中,第一轮处于最不利状态的人恰恰是乙.乙作为实力第二强者,居然第一轮存
活率最低,这让他无法接受,然后他发现,甲的策略必然是搞掉自己,这个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自己是否一
定要让丙活的那么舒服呢?孙权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凭什么丙就那么舒服,我要死也得拉个垫背的,黄泉
路上有个伴.非理性行为就是容易发生在绝望的环境下.在上面这个模型中,乙是绝望的.所以,孙权出现非
理性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丙如果随便乱打,或者不履行同盟者的义务,则意味着,乙随时会进入绝望状态,干
掉自己.绝望的情况下,博弈论是不适用的,因为绝望的情况下,一个人很难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口中的理性
人.实际情况中,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在这种不稳定状态下根本就没什么固定的策略.比如丙干掉乙,然后做
投降甲的投名状,比如努尔哈赤不找李成梁麻烦,但是却干掉了叶赫部,最后统一女真,李成梁死后,再来
个N大最什么的公开和明朝对抗。这才是个真正的理性人的做法，即避免进入上面这个模型。这样的
例子在历史中存在的有很多。
3、如果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啃博弈论的大部头，那么本书是你不错选择通过几十个有趣的例子会
让你初步了解什么是博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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