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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理论》

前言

　　这本小册子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极简”系列丛书的一种，极简明，且尽力兼顾学术性和通俗性
。遵循这一主旨，它的中译本序，也应极简，例如，五百字。　　选择，是生命活动的基本性质之一
。极端而言，即便是无意识的行为，只要表现出多样性，就可视为是“选择”的结果——是“自然选
择”而不是“理性选择”。自然选择的合理性，可由演化理论得到解释，虽不充分但尚无其他可替代
的解释。理性选择的合理性，要由解释者对被解释的行为赋予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宗教行为的合
理性，可由信仰的压倒性力量得到解释，尽管对无信仰者它显得荒谬。　　对人类而言，最长期的决
定力量只有两类，宗教的和经济的。经济行为的合理性，依行为的个体性和集体性而分为两种，个体
选择的理性与集体选择的理性。这本书的图3，给出以这两种理性为主题的各章之间的联系，可说是
关于这本书最重要的心智地图。

Page 2



《选择理论》

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各种情境下的理性选择行为：与谁共度余生（确定状态下的选择）；是否接受一次死亡率
为25%的手术，在面临恐怖袭击之虞时是否搭乘飞机（不确定状态下的选择，前者概率已知，后者概
率未知）；以何种形式管理个人财产（特殊情形的不确定状态，涉及金钱）；一个国家在得知其他国
家同样踌躇于是否扩张核能力时，它自己该作何选择（战略选择）；选举活动中“简单多数原则”与
比例代表制各自的相对优势（集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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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ichael Allingham 牛津大学摩德林学院研究员。于爱丁堡大学先后攻读自然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后
在英美多所大学任教。研究旨趣为经济理论、分析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交叉内容，已出版著作包括《平
衡与失衡》、《总体平衡》、《价值》、《无意识契约》、《市场理论》、《套利》、《理性选择》
等。业余喜好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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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选择与欲望理由与理性赛马与轮盘赌赌博与保险冲突与合作民主与独裁术语表索引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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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理论》

章节摘录

　　第二章　理由与理性　　用于选择的最简单框架是候选菜单由确定选项组成的那些情形，例如鳄
梨和l00美元，你必须从中至少选择一项：允许有持平情况。试着回想一下，两个选项持平，即你同等
选择这两个选项，相当于说你对两者同等满意。　　理性选择　　考虑下面这个明显奇怪的选择：　
　开胃菜的例子　　菜单由芦笋、甜菜根和菊苣组成：你从中选了芦笋。侍者可能是没听清，告诉你
说菊苣没有了，于是你选择了甜菜根。你的选择如下图所示。按惯例，用字母ABC表示各个选项：　
　ABC A　　ABB　　在本例中，你的选择有问题（问题实质上和第一章中三明治的例子是一样的）
：你从完整菜单中选择了A，但在A和B之间，你却没有选A。这种做法似乎不对。为了避免类似问题
，我们可以规定，如果你从完整菜单中选择了某个选项，在菜单范围缩小后，如果该选项还列在其中
，你必须要选择该选项。这一要求称为缩约条件，又被称为“森的首要属性”，得名于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哲学家阿马蒂亚?森（生于1933年）。可以用类似的赛马例子来说明。如果一匹小母马赢了一
场同时有小公马和小母马参加的比赛，那么当比赛仅允许小母马参加时，它应该也能赢得比赛。　　
缩约条件有着明显的所指。假定在你最初的选择中有几个持平选项，随后你从只含有这些持平选项的
小范围菜单中再次进行选择。显而易见，缩约条件告诉我们，你的选择不会改变。　　这也支持了我
们允许持平情况出现的做法：如果两个选项持平，就没有理由选择其中一项而不选另外一项。　　下
一个例子里，另一种问题出现了。　　汤的例子　　菜单看似由豆汤和胡萝卜汤组成：你从中选择了
胡萝卜汤。侍者告诉你，你错把洋蓟当做豆子，所以菜单实际上应该由洋蓟汤和胡萝卜汤组成，你同
等选择了两者，也就是说两者持平。侍者又回来告诉你，除了这两种汤，豆汤其实也有，此时你选择
洋蓟汤。你的选择如下图所示：

Page 6



《选择理论》

编辑推荐

　　《财经》学术顾问，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作序推荐。　　“选择，是生命活基本性质之一”。　
　对于初次接触选择理论的人来说，本书是精彩、有效的入门向导。对于许多已在该领域浸淫日久的
人来说，本书又会打开他们的思维，使其仍像初入门者那样兴致勃勃。　　——锡耶纳大学Sydney
Afriat　　决定命运的不是机遇，而是选择。　　——J.E.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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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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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理论》

精彩书评

1、此书的问题不在于讲的浅显，而是对不同的受众都不太合适。对有些专业基础的中高级读者，有
些部分觉得浅显太过。但是对一般读者而言，很多地方又写得不够通透易知，很多细节跳跃度比较大
。需要耐心的读者，自己演算推理，走一遍稍长的逻辑链条。而这部分比例较大，尤其3，4章，不清
晰的地方比较多，即使专业读者，也要有时放慢阅读节奏，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汪丁丁老师建议最后
读3，4章的原因。总之，此书在易懂与缜密之间的平衡感没有掌握好，对牛津序列的主旨没有很好的
达成。
2、有的人觉得这书写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从这书里只看到了概念和例子的罗列，只
看到概念之间的关系，他们很不满。有的人认为“选择理论”是经济学最深奥的一部分内容，是一切
经济现象的根源，是数学模型强有力的体现，是所有人日常行为的基础。如此深奥的学问怎么能是一
干概念的堆砌呢，他们很不满。有的人念念不忘经济学大一统，他们想用经济学来治理政治学、社会
学、哲学。选择理论，这不正是我们经济学当仁不让的研究范畴么。谁知这本书一次“economics”都
没有提到，他们很不满。有的人不觉得模型只是解释现象的一种粗糙的工具，他们认为数学模型就是
万能的主。模型是最正确的的，模型是优于文字的，模型是绝对不矛盾的，模型是万物唯一的解释。
百川入海，百鸟朝凤，万本归宗，数学模型。有的人想用严格的数学模型来比较我对一百块钱的感受
和你对一百块钱的感受，有的人想用严格的数学模型来说明他对一本书和一盘CD的感受，有的人想
用严格的数学模型来论证奥巴马当选总统有利于人民的幸福安康。但是这册书没有满足他们这样的愿
望。于是有的人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对各种选择结果的效用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赋值，确认了凹性，
经过了一番计算，再与投入的成本进行一番比较，发现读这本书的utility大打折扣了，真是不够物有所
值，太遗憾了。
3、一些朋友抱怨作者举重过于“若轻”，没有把关键点说透，还有些朋友（可能是数学思维比较强
的），觉得应该多些公式推导，帮助厘清文字。我想这些朋友把这本小书看得过于严肃，完全当作学
术读物了。事实上，它不是，连入门级导读都算不上。看看牛津出版社对这套书的总体定位吧：Ideal
for train journeys, holidays, and as a quick catch-up for busy people who want something 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它针对的读者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不是选择理论（如果确实有这么个专业分支的话）的爱好者
，而是普通读者，所以整套书以通俗为第一要义。说白了，这就是一套比较高层次的”十万个为什么
“，只不过它不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对某个专题进行知识普及，帮助读者获得在其它阅读场合（读书
看报，当然也包括学习）所需的知识储备。
4、每每涉及选择菜单里选项的时候，原文都会用不同字母开头的事物进行区分，译过来就没有效果
了。一点点小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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