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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选择》

内容概要

本书的副标题--对稀缺资源进行悲剧性分配时社会所遇到的冲突已经将本书研究的范围具体化了。这
是一个任何社会都会遇到的问题，英国也好、意大利也好、我们国家也不能幸免，这类分配稀缺资源
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残酷现实，同时又经常会以不同面貌出现，严重困扰着人类生活。两位作者在分
析了各种类型的必须面临悲剧性分配的类型和处理结果后，提出了极具启发的理论。目前这个常识性
的理论已成为现今法律经济学研究必须考虑的因素，作者卡拉布雷西是芝加哥法律经济学派领军人物
，该书是美国1978年以来法学引证率最高的学术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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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盖多·卡拉布雷西是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他也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史特林讲座名誉退休教
授和教授级讲师，并在1985年至1994年期间担任院长职务。他自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自牛津大学
获得文学士和文科硕士学位，专攻经济学；他还拥有耶鲁大学的法学士学位和美国国内外诸大学的三
十多个名誉学位。卡拉布雷西教授所撰写的众多文章和著作包括：《事故的成长》，《成文法时代的
普通法》，《理想、信仰、态度和法律》。
菲利普·伯比特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文学士学位，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他还拥
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文凭。他曾在耶鲁学院任教，目前是德克萨斯州法学院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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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在讲对稀缺资源进行悲剧性分配时社会所遇到的冲突，所谓稀缺资源，就是肯定有人分配不
到，但还得进行分配，那么给谁不给谁呢？这就是分配规则，问题是没被分配到的群体认可这种分配
规则吗？很可能产生冲突。这倒可以与Amartya Sen的《贫困与饥荒》对照着看，《贫困与饥荒》这本
书本质上讲的是对于非稀缺性资源由于分配规则从而导致稀缺。相对来说，可能《贫困与饥荒》更有
现实意义一些，但《悲剧性选择》中所讨论的问题也将是永远伴随人类发展的问题，因为相对于人的
欲望，任何资源都可能是稀缺的，那就是撒旦。
2、　　本书在讲对稀缺资源进行悲剧性分配时社会所遇到的冲突，所谓稀缺资源，就是肯定有人分
配不到，但还得进行分配，那么给谁不给谁呢？这就涉及到分配规则，问题是没被分配到的群体认可
这种分配规则吗？很可能产生冲突。这倒可以与Amartya Sen的《贫困与饥荒》对照着看，《贫困与饥
荒》这本书本质上讲的是对于非稀缺性资源由于分配规则从而导致稀缺。相对来说，可能《贫困与饥
荒》更有现实意义一些，但《悲剧性选择》中所讨论的问题也将是永远伴随人类发展的问题，因为相
对于人的欲望，任何资源都可能是稀缺的，那就是撒旦。
3、句子太长了，很拗口。
4、刚开始愣是没读懂
5、深奥
6、看看
7、大学时认真读了两遍，并且还据此写了篇论文
 
现在买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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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在讲对稀缺资源进行悲剧性分配时社会所遇到的冲突，所谓稀缺资源，就是肯定有人分配不
到，但还得进行分配，那么给谁不给谁呢？这就涉及到分配规则，问题是没被分配到的群体认可这种
分配规则吗？很可能产生冲突。这倒可以与Amartya Sen的《贫困与饥荒》对照着看，《贫困与饥荒》
这本书本质上讲的是对于非稀缺性资源由于分配规则从而导致稀缺。相对来说，可能《贫困与饥荒》
更有现实意义一些，但《悲剧性选择》中所讨论的问题也将是永远伴随人类发展的问题，因为相对于
人的欲望，任何资源都可能是稀缺的，那就是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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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悲剧性选择》的笔记-第42页

        “这种调查过程表现的越是分权化，我们就越难以确定国家的统一规则是否得到了有效实施。人
们会到对其中偏见、利益、腐败的质疑高涨——当所涉问题重大时更是如此。非市场分配很容易因为
贿赂、惠赠、政治捐献而受到腐化。
一个决策越是分权化、个人化，其纯粹管理成本就可能越高。
由于法律思维限定了个性化决策的讨论框架，它会依照人们熟悉的法庭判决和相对具个性的陪审团裁
决这连累决定的思路进行。”

2、《悲剧性选择》的笔记-第20页

        “第一在处理稀缺物品的两种决定之间，人们会举棋不定。但在自然资源限度内，人们必须决定
生产多少稀缺物品，同时又必须决定谁能得到这些稀缺物品。本书中，我们把前者称为以及决
定(first-order determination),后者称为二级决定（second-order determinnation)。第二项运动是：当社会
逃避、面对、修改悲剧性选择的时候，决定、理性与暴力会不断地互相承接，正如平静替代焦虑‘而
后又被焦虑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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