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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自由》

内容概要

理性与自由堪称哲学与社会科学中最深刻也最富争议的概念。《理性与自由》深入探讨了当前关于理
性的几种通常的观念，指出理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将价值观与选择置于批判性审查之下。在此基础上，
阿马蒂亚·森考察了个人选择以及社会选择中的各种理性观念，譬如不确定性下的决策、成本收益分
析和环境评价等等。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自由。书中着重考察了自由的机会方面与过程方面，其
中涉及了当代关于自由理论的前沿问题，比如偏好的相关性、机会的基数性、多元偏好、帕累托自由
的不可能性等等。森认为，理性与自由之间存在着可逆关系，自由只有在考虑了个人的合理偏好和价
值观的前提下才得到充分评价，反过来，理性也要求思想自由。森运用社会选择理论透彻地阐述了推
理的种种要求和自由评价的各种方法。
    《理性与自由》是阿马蒂亚·森多年来对经济学理论与哲学问题思考的结晶，对理性、自由以及社
会正义等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众所周知，森是一位关注贫困和不平等等问题的经济学家，本书所
阐释的基本概念与逻辑集中体现了支撑森的现实关怀的理论基石。对于正处于转型社会的中国来说，
这种极其抽象的逻辑不失为一种反思处境与确证共识的有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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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自由》

作者简介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他1933年生于印度，现在仍然保
持印度国籍。他1953年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森曾执教于伦
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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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自由》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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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言：理性与自由
第2章 社会选择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 理性：形式与实质
第3章 选择的内在一致性
第4章 最大化与选择行动
第5章 目标、承诺与认同
第6章 理性与不确定性
第7章 非二元选择与编好
第三部分 理性与社会选择
第8章 理性与社会选择
第9章 作为社会选择基础的个人偏好
第10章 社会选择与正义
第11章 规范选择中
第四部分 自由与社会选择
第12章 自由与社会选择
第13章 最低限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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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观点与政策
第15章 位置客观性
第16章 论达尔文的进步观
第17章 市场与自由
第18章 环境评估与社会选择
第19章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第六部分 自由与社会选择：阿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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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自由与机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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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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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自由》

章节摘录

　　7.理性与选择的内在一致性　　为了估价自由，我一直在分析推理所要求的与自由相关的各种细
微差别。就理性可以视作推理的系统运用而言，我们可以判断理性是理解和评价自由的核心概念。现
在是我们直接讨论理性的本质与要求这两卷书的一大主题的时候了。虽然我一直以一种宽泛的方式来
处理理性，但为了符合推理（reasoning）和合理审查的严格运用的要求，我必须指出，人们通常以更
狭窄、更严格的方式来定义理性，这在经济学中尤其如此。　　在经济学主流理论中，“理性选择”
这一术语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相互区别的规范含义，它们都十分常见，并屡屡被引
用。这三种解释分别将选择的理性理解为：　　（1）选择的内在一致性；　　（2）自利最大化；　
　（3）-般最大化（maximization in general）。　　第一种内在一致性的解释注重的是在不同情况下各
种选择之间的关联，它将选择结果与不同的“菜单”（也就是不同的可以利用的备选方案集）进行比
较。当然，内在一致性的条件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但既然称“选择的内在一致性”，也就是说将这
些要求全都根据这些选择本身的含义来看待，而无须任何外在的参数（即，将选择与选择进行比较，
而不是与目标、价值、偏好或其他非选择变量进行比较）。　　相比较而言，第二项的“自利最大化
”将理性选择理解为选择那些能够促进个人私利最大化的方案。这种解释包含了明显的外在参数。第
三项的“一般最大化”也是这样，因为无论最大化的内容是什么，它都必然涉及某些外在于选择行动
的事物（如目标、目的或价值）。　　虽然将理性视为内在一致性具有某些可取之处，但实际上它对
我们而言也没多大助益。因为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人可能在其选择中持续一致地低能。一个人
永远选择那些他最不重视的并且是他最讨厌的东西，这样做他仍然符合了一致性条件，但很难说他这
种行为可以视作一种理性模式。因此内在一致性条件总体上并不足以成为理性的充分条件。但它能成
为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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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自由》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社会选择、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更广泛的分配伦理学以及与这些领域相关的测量问题上，森
是一位无可怀疑的大师。　　——肯尼思·阿罗　　　　在现代经济学中，阿马蒂亚·森占据了一个
独特的位置。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理论家，在社会选择领域和福利经济学上堪称世界性的权威。他
还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位领袖人物，在关于贫穷国家中投资的效率评价以及饥荒的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
的贡献。与此同时，他对经济学持有一种相当宽泛的观念，他的许多成就拓展了经济学家的视野。　
　——A.B.阿特金森　　　　森的思想就像探照灯一样，能够极其清晰地阐明事物的本质；对于别的
学者通常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他却能天才般地找到其中的错漏之处。　　——罗伯特·卡森　　　
　森的分析锐利而透辟，他具有辨析微妙而模糊的概念的天才，再加上惊人的广博学识，所有这些，
使得他提出的概念与论断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　　——伯纳德·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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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自由》

精彩短评

1、还没来的及读书
2、``一般
3、森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 非常厉害的经济学家 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来看这本书还是非常难懂
的
4、写的实在是太学术了。
5、喜欢经济的我，喜欢这本书，总会让你学到一些东西的
6、买来送朋友的一套书籍。对方很喜欢很赞。如果有时间和精力耐心的话自己也想看看呢：）
7、名家的书，自有其特别之处。
8、看上去不错。没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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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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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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