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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性与自由》一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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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选择提交于批判性审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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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地阐述了推理的种种要求和自由评价的各种方法。
本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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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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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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序与结果 7.自由、权利与偏好 8.价值观与个人选择 9.结束语 第9章 作为社会选择基础的个人偏好 1.
引言 2.对社会选择的偏好基础的各种批评观点 3.公理和公式的偏好基础 4.解释多义性和环境规定 5.偏
好在估价个人利益中的限度 6.偏好形成、对话和交换 7.程序、权利和博弈形式 8.结束语 第10章 社会选
择与正义 1.引言 2.不可能定理:内容、语境和意义 3.出路与进路 4.动机和成就 第11章 规范选择中的信息
与不变性 1.引言 2.信息约束和不变性 3.阿罗的不可能定理 4.社会选择中的不变性条件 5.状态、效用和
基于信息的理性 6.普遍性与客观性 7.结束语 第四部分 自由与社会选择 第12章 自由与社会选择 1.社会
偏好 2.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 3.事例 4.限制、扩展和重构 5.自由、控制和社会选择 6.控制与间接自由
7.偏好、选择和私人领域 8.与囚徒困境的对比 9.通过共谋求解 10.结束语 第13章 最低限度的自由 1.引言
2.自由与社会选择:几个一般性问题 3.社会选择表述的多义性 4.缔约是不可能性结论的解吗? 5.“直觉观
念”与最低限度的自由 6.吉巴德的扩展以及对此的批评 7.博弈形式、侵犯性行动与自由 8.结束语 第14
章 权利:表述与结论 1.引言 2.权利表述、诺齐克的建议与博弈形式 3.博弈形式、结论与权利类型 4.博弈
形式与自由悖论 5.一个错误的解释 6.决策原则 第五部分 观点与政策 第15章 位置客观性 1.引言 2.位置客
观的观察结论 3.知识、科学和位置客观的信念 4.位置与客观幻觉 5.客观幻觉的事例:发病率和性别偏见
6.主观性与位置客观性 7.文化相对主义与内在批判 8.主观概率作为位置客观的预期 9.义务论与位置结
果主义 10.结束语 第16章 论达尔文的进步观 1.我们的特征与我们的生活 2.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的价值 3.
物种、保存与动物生命 4.标准和比较 5.适应性:一致和中肯 6.比什么更适应? 7.为什么采用适应性? 8.评
价与推理 9.个体与类 10.基因改进与优生学 11.有意设计与决心 12.达尔文和马尔萨斯 13.物种灭绝与环境
14.达尔文主义与我们的生活 第17章 市场与自由 1.引言 2.市场与福利主义效率 3.自由概念:过程与机会 4.
过程方面:免于干预和自主 5.机会方面:偏好与自由 6.机会自由中竞争性均衡的弱效率 7.不平等与市场机
制 8.结束语 第18章 环境评估与社会选择 1.引言 2.社会选择方法 3.存在价值与或有赋值 4.全球变暖、困
境和评估 5.结束语 第19章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1.主题和争议 2.成本收益的一般推理 3.基本原则 4.结构性
要求 5.评价无差异 6.以市场为中心的赋值 7.结束语 第六部分 自由与社会选择:阿罗讲座 第20章 机会与
自由 1.阿罗与社会选择 2.自由的两个方面:机会和过程 3.偏好与推理估价的解释 4.社会选择的范围 5.社
会选择视角 6.机会与偏好的相关性 7.偏好、最优选择和不确定性 8.选择过程与机会 9.机会与不完备性
10.多元偏好、交集和占优 11.偏好多元性、元排序与自主 12.与自主相比较的不确定性 13.机会与表达 
第21章 过程、自由与权利 1.对于过程的偏好 2.过程、价值观和约束 3.权衡与指数化 4.权利表述:独立性
与整合 5.结果无涉的程序与内在的紧张 6.公共选择方法与结果分析 7.博弈形式、社会选择权利 8.视事
态而定的权利 9.各种博弈形式之间的社会选择 10.权利的社会选择表述的多义性 11.博弈形式、合谋与
自由悖论 12.结束语 第22章 自由与机会评价 1.基本术语与基本关系 2.单纯计算的简化事例 3.选择行动
评价 4.偏好不完备性与元素评价 5.多元偏好与元排序 6.多元偏好与交集 7.多元偏好与事件序列 8.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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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上的变化 9.不确定性与灵活性 10.偏好、基数性与单位集合 11.备选方案的数目与基数性公理 12.组
合、交集和一致性 13.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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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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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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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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