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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民主》

内容概要

本书由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路径，探讨了政治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民主问题。全书共八章，分别由理性
行为的政治参与、价值观与稳定的民主制度、价值观与民主的稳定性、民主的经济理论、民主理论的
检验和结论等部分组成，主要针对美国民主的实现问题做实证分析，并对经济学路径与社会学路径的
内在联系进行了研究。
章节目录：
目录：
菲尼克斯版序言；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作为理性行为的政治参与；
第三章：价值观与稳定的民主制度：三种理论；
第四章：价值观与民主的稳定性：背景和问题；
第五章：民主的经济理论；
第六章：民主理论的检验（1）；
第七章：民主理论的检验（2）；
第八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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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系美国著名法哲学家。译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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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菲尼克斯版序言第一章 导言  1.政治理论现状  2.两种路径概述  3.意识形态的起源：社会学路径  4.意识
形态的起源：经济学路径  5.本书涉及的主题第二章 作为理性行为的政治参与  1.投票决定：唐斯和赖
克  2.投票决定：经济学路径的局限  3.奥尔森理论的基本逻辑  4.奥尔森理论的适用性  5.参与集体行动
：某些解释  6.选择性激励的解释  7.领导权与集体行动  8.经济理性的条件第三章 价值观与稳定的民主
制度：三种理论  1.引言  2.阿尔蒙德和维巴  3.埃克斯坦  4.利普塞特第四章 价值观与民主的稳定性：背
景和问题  1.引言  2.帕森斯论“霍布斯难题”  3.帕森斯论规范和价值观  4.价值观和社会秩序  5.价值观
的解释  6.因果推论的问题  7.价值现有多重要?第五章 民主的经济理论  1.唐斯模型简述  2.信息费用和策
略性弃权  3.多党制第六章 民主理论的检验(Ⅰ)  1.问题和投票决定：美国的资料  2.问题和投票决定：非
美国的资料  3.维度问题  4.什么是问题?第七章 民主理论的检验(Ⅱ)  1.政党的目标  2.政党竞争的作用  3.
一些社会学的解释  4.为民主制辩护第八章 结论  1.“理论”的概念  2.“系统”和“均衡”的概念  3.基
本价值观  4.暗含的假设  5.两种路径的关系  6.展望参考文献(附1978年版后记)主题词译名对照表人名译
名对照表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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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经济 汉译精品: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民主》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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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民主》

精彩短评

1、还在研究中...
2、已收藏。社会科学类书籍。
3、兄才！说的实在
4、　　说句实话```在没有看之前觉得可能会怎么的有真理。。。。。
　　结果一看才发现他们都在一些毫无价值的问题上不段的去深化讨论。。。。。
5、　　
　　　　人们为何参加政治活动？或者说，民主意味着什么？
　　
　　　　谈及这个问题，以往总会把它归类为一个纯粹政治学科问题，人们已经习惯从“柏拉图、亚
里斯多德的城邦”来开始论述。但是随着上世纪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流行，公共选择理论目前已经对民
主机制有了长足研究。对于民主的解释，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路径一直是泾渭分明，但是其中的分野在
哪呢？是否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布莱恩·巴利作为一名世界级的政治哲学家， 尽管已经有《政治的论证》、《正义诸理论》
等大作行世，但面对社会学与经济学交叉纵横的谜园，也跟所有人一样困惑，他动手来回应这一问题
的最终结晶，便是这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民主》。他在书中分别考察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于民
主理论的不同分析框架，梳理了两者的历史传承与内在联系，诠释了民主在不同学科镜头前不同的姿
态。这本书虽然不算学术出版物，但是几十年来，却一直在论文以及专著中得到广泛引用，成为新经
典。
　　
　　　　时代在变，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核武器，新兴国家，大众媒体的出现，信息剧增，而这
一切，也为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上场准备了时机。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和塔洛克曾经坦言
，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方法与领域“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
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
　　
　　　　众所周知，经济学的传统基于理性人假设，所以经济人理性地追求目标，目标与手段也可以
分离。是否参与集体政治行动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理性行为，一切取决于选择性激励，任何参
与者都会追问付出的边际效益，人们参加政治的运动的经济动机引发的成本收益分析范式成为研究的
重点。政治决议产生的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唯一参与者，最大收益者的付出与回报往往不成比例。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公共物品的参与度与收益的理性决策过程。如果一个决议产生的总收益是1000元，
一个潜在收益者甲能够得到100元，其他90人只能得到10元。那么甲会认为即使没有其他人合作，付
出25元推动这个决定也是物有所值，但是其他的人则不一定愿意付出2.5元来博取收益———除非他们
认为2.5元可以实现10元的收益。
　　
　　　　在巴利看来，经济学的理论属于不证自明的、经济的、机械的、数学的式的理论，他们往往
将现实简化为模型，直接而又效率，因此也存在适用性的边界，理论与现实的吻合度始终无法完全证
明，比如对于民族认同等就不能完全导入经济学框架。
　　
　　　　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垄断对现象的解释，有别于上诉经济式的民主理论被归为社会学路径，属
于“发散的、社会学的、有机的和文学的理论”。由于研究假设甚至前提方法不同，经济学与社会学
两种方法从提问开始就分道扬镳，结果也自然各持一端。
　　
　　　　从霍布斯经典的自然状态的丛林开始，政治学家就一直致力于解决“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
争”，他们对于民主理论的研究则关注于界定民主概念本身，赋予民主一种高尚的价值观，或者说意
识形态，其中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堪称个中典型。帕森斯着眼于“社会秩序何以形成”，他拒绝霍
布斯式的威权答案，认为社会秩序受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的内在规范制约，而民主制度则提供了稳
定的可能性，隐含一种终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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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脱胎于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而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纠葛冲突，甚至可以追溯到那个年
代的两个最为矛盾先锋人物：文学家柯勒律治和哲学家边沁。边沁代表了功利主义的思潮，而柯勒律
治则代表了德国式的浪漫主义，两人都对当世以及后世影响甚深。罗素认为边沁的学说，与其说是哲
学文学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而在今天看来，柯勒律治也是如此。
　　
　　　　哲学家穆勒天才地预见到两人的时代意义，在《论边沁与柯勒律治》中曾深层次解读与对比
两人。他说，边沁对人类事务的错综复杂视而不见到盲目的程度，但因此能够敏锐地显示社会和政治
生活的组织机构中的效率低下和不公正。同时，柯勒律治无视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素，但却能够展示自
由和民主的政治生活依靠的所需要的共同的价值和社会纽带。而布赖恩·巴利则指出经济学与社会学
路径背后实际都存在某种意识形态，也因此各自存在难以两全的局限性。
　　
　　　　哲人尝云，把部分真理当作全部真理是最大的谬误，那么，经济学与社会学两种研究路径如
果能够最终融合，是否算两全其美呢？或者说，目标与意义，谁更重要？布赖恩·巴利没有给出确定
性的答案，但是他认为妥协精神在此并不适当。面对一个芜杂多态的现实世界，“更多同样的理论，
但更符合实情”无疑将成为最好的出路，这也更符合幸福本源的定义。也许，我们无法影响当下，但
是根据博弈论的观点，我们现在对于民主理论任何选择都最终将决定我们最后的现实。
　　 
　　
6、我是在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经典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附录（1971年新增）中看
到关于本书的评价的，然后就买来看看了。本书介绍了两本经典著作《民主的经济学分析》、《集体
行动的逻辑》的对比，思维比较独特，值得想研究上述两本经典著作的人买来对比阅读。
7、其实很重要的一本书
8、对大众而言，这些本来就是空对空的东西。
9、我果然对经济学阐释路径无感
10、不知道是原著的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阅读体验很差。
11、原版出版于1978年，即使不说陈旧，也已经是久远年代的事。对唐斯和奥尔森把握准确、发掘也
精到，李普赛特和帕森斯则感觉有偏差。严格地说并非一个衡平的评论和回顾，其基底主要还是“经
济学”路径的。翻译粗糙，对阅读质量影响甚大。还是马克下来找机会看原版吧。
12、本书并没有对民主进行严格界定，而是对民主作出详细解释说明，以精心编排和深入浅出的分析
，为我们展示了民主制度的具体运作模式。作者集中讨论了两种理论:一种是经济的、机械的和数学的
理论(经济学路径)，另一种是发散的、社会的、有机的和文学的理论(社会学路径)。民主不再是一个
理论性问题，而是我们生活中的具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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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说句实话```在没有看之前觉得可能会怎么的有真理。。。。。结果一看才发现他们都在一些毫无价
值的问题上不段的去深化讨论。。。。。
2、　　人们为何参加政治活动？或者说，民主意味着什么？　　谈及这个问题，以往总会把它归类
为一个纯粹政治学科问题，人们已经习惯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城邦”来开始论述。但是随着上
世纪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流行，公共选择理论目前已经对民主机制有了长足研究。对于民主的解释，经
济学与社会学的路径一直是泾渭分明，但是其中的分野在哪呢？是否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布莱恩
·巴利作为一名世界级的政治哲学家， 尽管已经有《政治的论证》、《正义诸理论》等大作行世，但
面对社会学与经济学交叉纵横的谜园，也跟所有人一样困惑，他动手来回应这一问题的最终结晶，便
是这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民主》。他在书中分别考察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于民主理论的不同分
析框架，梳理了两者的历史传承与内在联系，诠释了民主在不同学科镜头前不同的姿态。这本书虽然
不算学术出版物，但是几十年来，却一直在论文以及专著中得到广泛引用，成为新经典。　　时代在
变，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核武器，新兴国家，大众媒体的出现，信息剧增，而这一切，也为经济
学的公共选择理论上场准备了时机。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和塔洛克曾经坦言，公共选择学派
的研究方法与领域“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
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　　众所周知，经济学的传统
基于理性人假设，所以经济人理性地追求目标，目标与手段也可以分离。是否参与集体政治行动对于
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理性行为，一切取决于选择性激励，任何参与者都会追问付出的边际效益，人
们参加政治的运动的经济动机引发的成本收益分析范式成为研究的重点。政治决议产生的公共物品，
由于不存在唯一参与者，最大收益者的付出与回报往往不成比例。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公共物品的参与
度与收益的理性决策过程。如果一个决议产生的总收益是1000元，一个潜在收益者甲能够得到100元，
其他90人只能得到10元。那么甲会认为即使没有其他人合作，付出25元推动这个决定也是物有所值，
但是其他的人则不一定愿意付出2.5元来博取收益———除非他们认为2.5元可以实现10元的收益。　　
在巴利看来，经济学的理论属于不证自明的、经济的、机械的、数学的式的理论，他们往往将现实简
化为模型，直接而又效率，因此也存在适用性的边界，理论与现实的吻合度始终无法完全证明，比如
对于民族认同等就不能完全导入经济学框架。　　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垄断对现象的解释，有别于上诉
经济式的民主理论被归为社会学路径，属于“发散的、社会学的、有机的和文学的理论”。由于研究
假设甚至前提方法不同，经济学与社会学两种方法从提问开始就分道扬镳，结果也自然各持一端。　
　从霍布斯经典的自然状态的丛林开始，政治学家就一直致力于解决“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他们对于民主理论的研究则关注于界定民主概念本身，赋予民主一种高尚的价值观，或者说意识形态
，其中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堪称个中典型。帕森斯着眼于“社会秩序何以形成”，他拒绝霍布斯式
的威权答案，认为社会秩序受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的内在规范制约，而民主制度则提供了稳定的可
能性，隐含一种终极的意义。　　经济学脱胎于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而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纠葛冲突
，甚至可以追溯到那个年代的两个最为矛盾先锋人物：文学家柯勒律治和哲学家边沁。边沁代表了功
利主义的思潮，而柯勒律治则代表了德国式的浪漫主义，两人都对当世以及后世影响甚深。罗素认为
边沁的学说，与其说是哲学文学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而在今天看来，柯勒律治也是如此。　　
哲学家穆勒天才地预见到两人的时代意义，在《论边沁与柯勒律治》中曾深层次解读与对比两人。他
说，边沁对人类事务的错综复杂视而不见到盲目的程度，但因此能够敏锐地显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组
织机构中的效率低下和不公正。同时，柯勒律治无视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素，但却能够展示自由和民主
的政治生活依靠的所需要的共同的价值和社会纽带。而布赖恩·巴利则指出经济学与社会学路径背后
实际都存在某种意识形态，也因此各自存在难以两全的局限性。　　哲人尝云，把部分真理当作全部
真理是最大的谬误，那么，经济学与社会学两种研究路径如果能够最终融合，是否算两全其美呢？或
者说，目标与意义，谁更重要？布赖恩·巴利没有给出确定性的答案，但是他认为妥协精神在此并不
适当。面对一个芜杂多态的现实世界，“更多同样的理论，但更符合实情”无疑将成为最好的出路，
这也更符合幸福本源的定义。也许，我们无法影响当下，但是根据博弈论的观点，我们现在对于民主
理论任何选择都最终将决定我们最后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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