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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提到博弈，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围棋、象棋，乃至各种各样的彩票游戏，在你来我往的对弈和
较量中，总有胜者也总有败者。
然而，博弈要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谁胜谁败，更重要的是如何取胜，以及导致落败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博弈的一点皮毛：博弈是一个过程以及由这个过程直接导致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
个最终的结果。
　　“田忌赛马”是我们都熟知的故事：每次只能用一匹马比赛，而齐王上、中、下三个等次的马都
比田忌的马强，输一次就要付黄金千两，如果按照常规方法，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
等马对下等马，那这个比赛就不用比了，田忌直接拿三千两黄金出来就结束了。
田忌当然不愿意白白输掉三千两黄金，甚至他还想有所收获，使用常规办法显然是办不到的，这就需
要打破常规，想个办法出来——用策略帮助自己在比赛的劣势中取胜。
于是，田忌的谋士孙膑想了个好办法：让田忌用自己的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用自己的上等马对齐
王的中等马，用自己的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
田忌的下等马当然会输，但是上等马和中等马都赢了。
因而田忌不仅没有输掉三千两黄金，相反还赢了一千两黄金。
　　从这个古老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竞赛或斗争中，策略是很重要的。
采用的策略适当，就有可能在看似一定会失败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结果。
孙膑助田忌赢得比赛的这个策略对田忌来说是最佳策略，而他们较量的整个过程就是博弈的一种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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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三篇，主要介绍了博弈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博弈在生活、营销、投资、管理、谈判、处世
、人际、职场、爱情、生存等方面给予人们的指导，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事例向人们展示经验教训
，从而使人们能够感悟到生存的智慧和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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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博弈论的真实面目　第一章 什么是博弈?从“囚徒困境”说起　第二章 纳什均衡：最理想的博弈
　第三章 智猪博弈：“不劳而获”的免费午餐　第四章 信息博弈：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第五章 公共
知识和打破均衡　第六章 鱼和熊掌该如何选择中篇 博弈的运用　第七章 营销博弈：买的没有卖的精
　第八章 投资博弈：让财富不断增值的把戏　第九章 管理博弈：多用“阳谋”，少用“阴谋”　第
十章 谈判中的博弈：让对方觉得自己赢了下篇 身边的博弈　第十一章 处世博弈：方与圆、进与退　
第十二章 人际交往博弈：互惠互利的合作　第十三章 职场博弈：把自己卖个高价　第十四章 博爱博
弈：爱情人还是爱自己　第十五章 生存博弈：隐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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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这是很多儿童都熟知的古代故事。
那为什么和尚越多，反而越没有水吃了呢？
原因就在于三个和尚陷入了囚徒困境，都是从自己最大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就是“非合作性博弈
”的典型模式。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门瑟·奥尔森教授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
经济学家之一。
奥尔森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执著。
他的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以前，社会科学家往往想当然地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
会为实现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
譬如，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楼道的照明，同一社区的人们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同一
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作斗争，同一
国家的的国民会支持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等等。
　　但是，奥尔森通过研究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
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
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
　　因为，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
成本的成员。
而这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采取的就是搭便车的行为。
例如，“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
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样一个“集体行动”，但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
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
　　也就是说，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
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
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
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
　　寺庙是佛教徒的公产，是生活在其中的和尚们的共有财产。
当只有一个和尚时，自然不存在产权不清、交易成本等问题，而且从自身的需要出发，自己挑水吃是
必然的举动。
另外，他的全部劳动成果——“水”的享用者或占有者也只有他自己。
他可随心所欲地支配和消费水，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其生产性行为和消费性活动具有完全的排他
性。
　　当有两个和尚的时候，假定他们都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付出越少越好，而收获则多多益善，
那么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愿看到别人“搭”自己努力的“便车”，坐享其成，同时又都在想方设
法搭别人的便车。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解决吃水问题，他们就必然会在轮流挑水、水的消费量，以及在协议执行和违约
制裁等问题上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协议。
显而易见，在达成协议、监督其执行和对违约者进行制裁的过程中，是要花费一定量的时间和精力—
—也就是经济学家的所谓交易成本的一种。
而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和尚的生产性行为和消费性活动的排他性受到了限制。
同时，交易成本可能相对巨大，在工具的限制下（这一点十分重要），他们两人就很可能去寻求其他
更为简便和经济的合作方案——两人用扁担抬水。
　　当有三个和尚时，问题就发生了大的变化。
由于工具的特点——扁担和木桶——所决定的，或一个人挑水或两人抬水，在每一次“生产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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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会出现搭便车者。
而考虑到他们三人又都是趋利避害的人，其最终不欢而散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三个和尚陷入“囚徒困境”的必然结局。
　　当处于困境时，各方都不知道别人的选择，因而只能猜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作出选择；他们
与困境之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即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左右局势，只能在困境的局势下
想办法尽可能让自己的损失最小，获益最大。
　　一旦陷入“囚徒困境”，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独善其身，即使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也很难达成
合作。
　　那么，三个和尚就真的只能坐等渴死吗？
当然不是，只要制定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就能够确保每个人都有水喝。
　　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方案一：三人各自在三天内轮流值日挑水，或轮流每两人每天值班
抬水。
这样，至少在理论上三个和尚是不吃亏的。
但事实上，依然不能杜绝搭便车的现象。
比如，某些随机事件（如天气变化和疾病染身等）和客观事实（如每人的身体条件上的差异及消费品
的不同，以及道路状况等）都可能导致他们之间的合作破裂。
　　要使这个方案行之有效，还须确立一系列处理随机事件的附加条款，如某人生病时他人的替代及
在雨天或雪天挑水的补偿，等等。
同时，还要有惩罚机制，比如有人偷懒时，就要加以惩罚。
另外，为了防止规则或协议被破坏，必要的监督也是不可少的。
　　方案二：三个和尚通过协商招聘一名方丈。
由于这名方丈是三个人都认可的，那么就可以让方丈来指派谁，以及用什么方式运水。
因为方丈和和尚之间的上下级地位差异可确保安排可以迅速达到效果，尽管这种安排不一定完全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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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每天学点博弈论全集》解读包罗万象的社会博弈 做一个左右逢源的能人。
　　博弈论感悟：所谓世事如棋，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如同棋手，每一个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
盘上布一个子，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在于这每一步走得是不是正确、精彩。
无论是在商场、官场，还是在事业、爱情等这些生活中的大事小情中，人们都会遇到许多不同的冲突
和竞争，要想有所作为，策略性的思考能够帮助人们以理性的分析和筹划，预测对方的反应并选择应
该采取的合理行动，以取得优势，创造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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