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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文名为欧玲，1933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主
任之一、政治学教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
学派的创始人之一。200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
治理活动的研究”。成为首位获诺贝经济学奖的女性。
    王巧玲，博士，女，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研究人员
，主要关注政府治理基础理论研究与政府改革实践。已出版的译著有《新有效公共管理者》、《二十
一世纪的公共行政》和《解读亚当·斯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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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瓦伦萨渔民经历的问题——技术外部性与分配问题（见第一章），是绝大多数捕鱼活动缺乏协调
的近海渔民遇到的常见问题。像其他很多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的近海渔民一样，瓦伦萨渔民也根据具
体情境的特性开发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这并不是说，近海渔民只会遇到与技术外部性和分配问题
有关的困境。他们也可能面临其他问题，例如，影响渔业资源存量与每单位捕鱼成本的提取外部性问
题。不过，近海渔民采取的自主治理制度安排，一般是直接针对技术外部性与分配问题的；这些制度
安排可能只能间接地解决提取的外部性问题。　　本章为渔民倾向于采用某种类型，而非其他类型规
则的原因提供了解释。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渔民所面临的典型困境。渔民解决此类困境的可能性，受
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影响。渔业资源流量不可预测的波动性给渔民对流量的控制构成了挑战。不过，另
外一些自然环境是可预测、有规律的，例如近海捕鱼场地的自然结构。渔民通过积累有关捕鱼场地的
自然结构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协调捕获活动，就能够减少或消除特定的公共池塘资源困境。　　我们
有关自然环境对渔场困境复杂性之影响的分析，将推导出一个关于渔民们更倾向于通过运用规则来解
决的困境类型的假设。世界范围内30个近海渔场案例所提供的有关实际运行规则的数据资料，验证了
我们的这个假设。渔民经常采用的规则类型表明，他们为减缓特定类型的困境付出了直接的努力。　
　第二节 公共池塘资源困境、复杂性与近海渔场　　近海渔场的公共池塘资源困境包括提取外部性、
技术外部性与分配问题。由于渔民从公共存量捕获渔业资源的同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捕获活动对其
他人的影响，因此，会产生提取的外部性问题。渔民捕鱼时，减少了可捕获的鱼量，增加了再提取渔
业资源的边际成本，降低了再捕鱼努力的边际产出。因此，由于减少存量而增加的捕获成本，不仅影
响捕到鱼的渔民（即他们增加了成本），还会影响到从该存量捕鱼的其他所有渔民。　　渔民在捕鱼
时相互之间发生的物理干涉，产生了技术外部性。威尔逊将技术外部性界定为“装备冲突或由于渔民
在彼此很接近的点捕鱼而产生的其他形式的物理干扰”（见J．Wilson1982，423）。间接的物理干扰也
会产生技术外部性。因为渔网虽然没有缠在一起或受损，但靠得太近，通过渔网的资源流量会受到影
响。史密斯曾解释说，“拥挤现象也可能导致外部性：如果鱼群高度集中，每艘船的效率就可能由于
渔场中渔船的拥挤而降低”（见Smith，1968，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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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的结构不错，理论模型建构-实验-实例分析。----公共池塘资源（农地灌溉、地下水资源、森林
资源使用、近海捕鱼）满足一种帕累托最优，在非合作博弈和多次有限重复博弈下，规则和惩罚机制
很重要。---建议有一定博弈论基础才看，要不理解不了囚徒困境、纳什均衡、胆小鬼博弈，合作博弈
中的“一报还一报”。
2、Elinor Ostrom
3、乡民的智慧。
4、1、翻译有问题；2、鱼塘选择的博弈分析的图示标注有误
5、这本书的价值被无头脑的翻译拉低了所有的档次，以至于我很想打一星。
6、评错了，这本才是简单的实验模型
7、大量的博弈论实验研究。第三篇的实地研究最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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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似乎看过的关于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书，没有一个不提到这么两个经济学术语的：囚徒困境和
公共地悲剧。假如两个牧民在同一个牧场放羊，牧场的放牧资源属于公共物品，那么每一个牧民都有
增加饲养数量的激励，在一方采取增加饲养数量策略的情况下，另一方的最佳回应是增加饲养数量。
长期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是“都增加饲养数量”，导致公共牧场生态破坏，牧民生计受到影响。因
此，在缺乏第三方干预的情况下，公共地悲剧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的不可欲的后果。理论如此，实际
又如何？奥斯特罗姆在印第安纳大学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结果令人失望。在多次重复非合作博弈的
情况下，实验中的公共池塘最终都受到损毁，而且还相当快。更可怕的是，即使实验设置的均衡点在
安全地带（即群体利益最大化，且对公共池塘可持续性无害），被试的选择未能稳定在均衡上。Case
closed?然而幸运的是，现实中的公共池塘资源并没有全部沦为悲剧——这样的公共池塘占绝大多数。
因为现实中的局中人和囚徒困境中的两个倒霉蛋不同——他们可以交流。也就是说，现实中大多数情
况下，公共池塘资源的局中人博弈不是非合作博弈，而是合作博弈——局中人可以自由交流并达成可
执行协议，并设立强制权力迫使人们共同履行协约。当然，对于局中人能否达成可执行协议，怀疑广
泛存在，但是当奥斯特罗姆把交流和惩罚因素引入实验室之后，效果出奇得好。在实验室的短短两个
小时内，八个被试就能够建立并维持内生的执行机制。但是理论毕竟是简单化的，实验的设计也并不
能完全包括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所以奥斯特罗姆进行了实地研究。在灌溉、捕鱼、森林取用、地下水
开采四种不同的“公共池塘资源”中，大量的实地考察说明了，当地人有能力自发形成有效的机制，
进行公共池塘资源的取用，以及违规情况的监督和惩罚。当然制度可以是自下而上的，也可以是自上
而下的，对内生制度和外部赋予的制度（政府管制）对比一目了然，内生的制度更有效率、更精确、
更灵活、更有可操作性，成本也更低。政府作为外部第三者，为这些公共池塘设置的制度，为什么一
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奥斯特罗姆说，因为政府官员缺乏实际经验，无法获取如乡民们丰富的信息。此
外，政府官员缺乏激励。事实上这本书提到过哈耶克来着，嗯，自发秩序。事实上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不时会被乡民们自发形成的多种多样的、因地制宜的制度拍案叫绝。似乎乡民们不懂经济学，不懂
得什么博弈论什么囚徒困境，但这不代表他们不懂得眼下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不代表他们就是贪
婪的、短视的、无知的。这是乡民们的智慧，只是我们都不懂。P.S.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唯一的译本，
但是里面错误不少，比如同一段里面就有俩叫边沁和本瑟姆的人。但是这些小错误不会影响阅读。此
外这本书里面用了很多博弈论的范式分析，一些人可能看着很工整很漂亮，另一些没学过博弈论或者
高等数学的可能有点吃力，没关系，直接跳过去也不影响结论，毕竟数学只是工具，思想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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