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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会计》课程作为会计及相关专业（如财务管理、会计电算化等）的重要专业课程，以及经济类
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或专业拓展课程，在专业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对会计专业的学生是一门专业入门课，既起着激发专业学习兴趣、明确未来职业要求的引导作用，
又起着为后续专业骨干课程（如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税务会计等）的学习，授以自学之本领、解惑
之钥匙的奠定基础作用。
因此，如何使初学者尽快熟悉所学专业及会计基础知识与技能，一直是专业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困惑的
棘手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组织了具有多年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经验的双师型骨干教师，在总结国家级专
业教学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教材。
    本教材从创作思想、体例设计、结构及内容等方面都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以能力为本位、以够用为
度、以实用为目的的教材体系。
同时充分考虑了与后续专业课程的衔接和学生考取会计从业资格证的需要。
为方便读者自学，增强教材的趣味性，我们在各章节中根据需要，设计了小知识、小提示、小案例、
小思考、本章小结、阅读资料等模块，部分章节还编写了综合案例。
为体现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在部分章节中我们设计了由学生（或自学的读者
）边学边练的内容，在每一章的学习完成之后又设计了技能训练的内容，保证了专业教学（或专业学
习）的针对性、技能性。
我们认真学习、研究了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并将重要精神及内容融入教材编写之中，保证
了教材内容的前瞻性，这些都体现了本教材学以致用、学练结合、方便自学、利于考证的高职教育双
证书的特点。
本教材内容丰富、结构清晰、易学易懂、便于操作，是专业教学、报考会计从业资格证或初级会计专
业技术职务、管理人员及税务人员岗位培训的理想用书，也为读者系统地学习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
材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知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会计>>

作者简介

　　潘天群，江苏盐城人，哲学博士。
现任南京大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现代逻辑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纽约大学人文学院政治学系从事
访问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逻辑学、西方哲学、博弈论。
在《哲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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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激励员工的企业制度  9.惩治腐败：胡萝卜加大棒  10.防止逃税的一个制度设计  11.选择拍卖规则  12.
制造对手  13.用制度克服有害的囚徒困境  14.设立股票市场：政府的一举三得策略第十五章  生活中的
真理  1.他人：地狱还是天堂？
  2.留心处处皆学问  3.选择与你“下棋”的人  4.男怕人错行，女怕嫁错郎  5.生存智慧：处于材与不材
之间  6.商家：诚实还是欺骗  7.邓析的两可说与讨价还价　8.从众策略，何时是有效的？
  9.与众不同：股票买卖的策略  10.非理性有时反而是理性的第十六章  做个有道德的策略家  1.策略选择
与道德  2.道德的人何时有好处？
  3.博弈思维的限度  4.有所不为：策略家的最高境界附录　三十六计的博弈分析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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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决策的理性维度　　1.逻辑培养理性决策　　无论是大权在握的大人物，还是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一介小民，时时都要进行决策。
所不同的是，大人物的决策影响的范围大，而小民的决策只对周边的人和事产生影响。
　　什么是决策？
所谓决策就是在各种备选策略集中选择一个最能够实现决策者目标的一个策略的过程。
　　在具体决策中有两种决策方式。
一种方式是，当决策者面临一个待决策的问题时，决策者凭直觉、主观臆断、神的启示等因素确定出
一个方案来；另外一种方式是，决策者对他所面临的各个方案进行缜密分析，计算和比较各个策略带
来的后果以及实现这些后果的可能性，从中选择出能够给决策者带来最大好处的那个策略。
前者为非理性的决策，后者为理性的决策。
　　在非理性决策过程中起作用的是人的非理性因素；而在理性的决策过程中起作用的是人的逻辑或
理性，此时决策过程是一个计算和推理的过程。
在实际决策之中，人们的决策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在有些决策中，理性的成分多些，有
些决策中非理性的成分多些。
那么，决策“应当”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人们可能会持有这样的观点：在许多决策的场合下，人们所面对的现象是复杂的，是人的理性所
无能为力的；如果我们用理性进行分析、决策，那么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相反，像来自于冥冥之中
的无法言说的神秘直觉倒能够给我们指明正确的行动方向。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们应当根据直觉或其他非理性的东西而做出决策。
　　在某些场合下人们所面对的现象是复杂的，人们许多的理性决策发生错误——这是正确的，但这
不能够构成反对理性决策的理由。
一方面，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直觉等非理性的东西在决策中总比理性更成功；另外一方面，我们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理性决策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外的决策必须由非理性因素进行决
策。
在复杂的现象面前，理性确实存在局限，但是理性的决策是可改进的。
我们可以通过收集更多的关于现象的信息，通过更精确的逻辑分析，并借助于工具，从而使我们的决
策更准确、犯错误更少。
而非理性的决策是无法改进的。
试想一想，当面临着重大的事务需要我们做出决策，是对所处的事态运用我们的脑袋进行分析的方法
好，还是求助于如神灵的指点的方法好？
我想答案是明显的。
　　因此，我们应当坚持理性主义“决策观”。
决策应当依靠逻辑与理性，而不是依靠不可分析的非理性因素。
通过理性来行动比通过直觉来行动更为可靠。
理性的决策可能出现偏差，但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来修改决策偏差，从错误之中学习，这样我们会迈向
成功。
　　既然决策应当是理性的，那么研究人类合理思维的逻辑有助于人们的决策。
在逻辑的研究对象问题上，大致存在这些观点：逻辑是研究合理思维的，逻辑是研究客观世界的，逻
辑学是研究语言的。
逻辑学家普遍接受的是，逻辑是研究合理思维的或理性思维的。
推理是思维中的主要内容，因此逻辑主要研究有效推理的。
人们在决策之中同样是推理过程并且应当是合理的推理过程，因而决策同样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逻辑学在决策之中的应用可以培养人们在决策之中的博弈思维。
　　2.博弈中的策略选择　　任何一个决策都是由决策主体做出的，如果从决策主体的人数来分，决
策分个人决策和群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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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个人决策是指，某一个决策者根据他自己的目标从他备选的策略中选择最优策略的一个过程；而
群体决策是指一个至少由两个人组成的群体，在一定的规则下，根据群体各成员的决策而形成一个总
的决策的过程。
　　对于某个决策者而言，其决策环境无非是两种：其他决策者，或自然。
所谓其他决策者构成他的决策环境是指这样的情况：决策者的利益与其他决策者的行为选择有关联，
其他决策者的利益与该决策者的利益存在关联。
此时，决策者的策略选择要考虑他人的策略选择，他人的决策也要考虑该决策者的策略选择。
此时的行为选择构成一个博弈。
博弈是行为的互动过程。
当不存在这样的互动的时候，决策便是面对自然的决策。
我们要分析的是互动中的决策。
　　生活是由无数的博弈即互动所组成。
我们并不是单独地生活在自然之中，而是生活在群体或社会之中。
我们不仅从社会中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且也从社会中获得荣誉感和认同感；同时，我们也为社会或者
说为他人做出贡献。
我们与人群中的其他人组成一个互动的社会。
我们依存于这个社会。
　　由于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我们决策的外部环境更多的是他人。
我们进行决策时要考虑我们的策略对他人的影响（这个影响反过来又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也要考
虑他人的策略选择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的行动和他人的行动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时刻与他人处于互动即博弈之中。
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策略选择是针对我们与他人处于一个博弈而言的，我们不讨论人们面对自然的
决策。
因此，我们在决策时要对我们所处于其中的博弈局势进行理性分析，正确地做出策略选择，以实现我
们的目标。
　　博弈论是社会科学的形式化理论，在各门社会科学中运用的前景广阔。
博弈论的研究对象是理性人的互动。
作为一门学科，博弈论已有60年的历史。
在诺伊曼、纳什等博弈论大师的努力下，博弈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各门社会
科学力图使用的工具。
博弈论有助于我们的行动吗？
回答是肯定的。
　　在博弈论中有这样的基本假定：第一，每个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即“理性人假定”，当然在博
弈中同时假定了“每个人是理性的”是所有博弈参与人之间的公共知识。
理性人是努力使自己的目标或得益最大的人，简单地说，就是绝顶聪明的人。
第二，每个参与人的得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策略选择，而且取决于博弈中的其他参与人，这个假定也
被称为“得益依存性假定”。
当然，还有第三个假定，那就是多主体假定：社会是由两个以上的理性人组成的。
如果没有这个假定，互动的游戏是玩不起来的。
这个假定是不言自明的。
　　博弈论所研究的是多个绝顶聪明的人是如何在一起玩“游戏”的。
博弈论的基本假定，直观、自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们面对的社会。
也可以这么认为，博弈论研究绝对理性的人们如何进行策略选择。
因此，通过学习博弈论，学习绝顶聪明人的玩法，我们自然会变得更加聪明，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我们更能成功。
学习博弈论有助于理性决策，有助于我们的成功。
　　但是，博弈论在理性人假定下的结果有它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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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局限性体现　　在，现实中的人不是完全理性的。
完全根据博弈论的理论来行动，其结果有时会适得其反。
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进行决策、运用策略时，一方面要自觉运用博弈论的指导，另一方面要超越博弈论
。
　　3.什么是博弈思维？
　　我们时刻与他人处于互动之中，即与他人处于博弈之中，我们在进行策略选择时要考虑他人的行
为。
　　博弈思维是指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当我们与他人处于博弈之中时，为了实现我们人生各个阶段的
目标，我们主动地运用策略实现我们的目标。
具体地说，由于我们的目标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策略选择并且取决于他人的策略选择，我们要使用我们
的理性分析力，分析我们各种可能的备选策略以及他人备选的策略，分析这些策略组合下的各种可能
后果以及实现这些后果的可能性（概率），从而选择使我们收益最大或者说最能够实现我们目标的策
略。
作出合理的策略选择是博弈思维的结果。
　　博弈思维是一种科学思维。
它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博弈思维认为，我们的任何结果均是决策和行动的产物。
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里的“种”，行动也，“瓜”、“豆”，结果也。
而要得到理想的行动结果，我们除了依靠我们的理性思维，别无他法。
　　在行动上人们有许多种思维方式。
宿命论的看法是，人的命运皆由天定，人的努力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因此，持宿命论的人往往听从
命运的安排，而不会主动地决策与行动。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它所反映的不是博弈思维，而是辩证思维。
　　博弈思维与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相一致。
博弈思维的出发点是“谋事在人”，尽管有些时候“成事在天”。
持博弈思维的人既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同时也不忘乎所以。
持悲观的或颓废的人生态度的人，不会通过积极的策略使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悲观的或颓废的人往往是没有人生目标的，没有目标何谈选择实现目标的策略？
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人往往不断地给自己设立奋斗的目标，并努力地进行策略选取达到自己的目
标。
在他们看来，天上不会掉馅饼。
即使天上掉馅饼，在博弈思维者看来，如果人们不运用策略，也不会捡到馅饼的。
　　在实际中，人们的博弈思维时刻在起作用。
在战争、政治、商场等竞争性的领域里，人们的策略选择与人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在这些领域里，
人们的博弈思维几乎发挥到极致。
培养博弈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在竞争的领域里获得更大的成功。
　　我们每个人都是策略使用者。
我们时刻都面临着不同的行动选择，时刻都在计算着应当采取何种行动。
这种选择不仅体现在选择上哪所大学、学哪门专业、从事何种工作等等这样的大事上，而且体现在买
什么菜、穿什么衣服这样的小事上。
我们的智力时刻在起作用。
然而，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是策略使用者，但为什么有的人功成名就，而有的人一辈子默默无闻？
我们要表明的是，人们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策略的正确使用。
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策略使用者，而在于你是蹩脚的策略使用者还是优秀的策略使用者。
优秀的策略使用者——我们称之为策略家，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进行博弈思维，博弈思维贯穿于他们
各种竞争性的活动之中，他们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取得成功；而蹩脚的策略使用者往往缺乏博弈
思维，他们的策略选择往往是不合理的，他们在人生中常常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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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这里不是在宣扬某种价值观。
事实上，成功与否与幸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默默无闻的人可能是一辈子幸福的人，而功成名就的人可能是不幸福的。
我们只是要表明，“如果”你希望成功，那么你就要进行博弈思维，成为优秀的策略家。
　　历史上不乏运用博弈思维的策略高手。
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战争年代造就了大批策略家，他们或者以谋士的面孔或者以军队统帅的面孔出
现，如苏秦、张仪、孙子、孙膑等。
他们以成功的策略行为案例留存于史，同时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经典著作，如《孙子兵法》、《孙膑兵
法》。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争，使诸葛亮及其他谋士脱颖而出，在国人看来，诸葛亮的智慧几近于神；罗贯中
的《三国演义》一般被认为是小说，但更可看成是一本描写各路人马运用计策或策略的兵书。
毛泽东同样是成功运用策略的伟大人物，红军在长征时只有区区几万人，被蒋介石围追堵截，在夹缝
中求生存；然而，在他的领导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共产党的军队由弱转强，打败了蒋介石，解放
了全中国。
　　我们在下面力图做的是，分析人们在实际中应当如何运用好策略，即如何进行博弈思维，以取得
各方面的成功。
我们的论述涉及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既有政治、经济方面，也有外交、战争方面；我们的论述内容
也不限于政治、外交、战争等领域里的所谓“大事”，我们也关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如赌博、摸彩等
这样的“小事”。
　　正如知识可以学习一样，策略同样可以学习。
知识的学习使我们有学问，使我们对世界了解得更多，也使我们更为聪明；而策略的学习可以训练我
们的博弈思维，同样能使我们更聪明，并且通过学习如何使用策略，我们可以成为策略家，在人与人
的竞争、合作的关系中我们更能取得成功。
　　在下面，我们有时用“对手”来指与我们进行博弈的“对方”。
我们所用“对手”一词，其意义不是专指那种与我们处于对抗性关系的人，而是泛指与我们的利益相
关的人。
即指与我们玩“游戏”的其他参与人（player）。
“对手”有时可以是“朋友”、“合作伙伴”，有时可以是“敌人”。
　　我们如何在与对手的博弈实践中成为“赢家”？
总的来说，实现我们目标的途径无非有两类：第一类，选出我们的最佳策略，或者至少不要做出错误
的策略选择；第二类，让与我们处于博弈中的对手做出有利于我们目标的策略选择，如果对方是与我
们处于如战争这样的竞争性博弈之中，让对方做出错误的策略选择，从而对我们有利。
因此，具体地说，博弈思维大体上从以下四方面进行：　　第一，增强自己的分析力，以做出正确的
策略选择。
博弈思维是理性思维。
直觉思维在策略选择时尽管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它最多是作为理性思维的补充。
在任何策略选择时，详尽的理性分析是必须的，拍脑袋的做法不是我们提倡的。
当然，理性思维不是优柔寡断，在某些场合下，当断则断，否则会贻误时机，但果断拍板绝不是随意
的拍脑袋。
　　第二，如果我们的对手是敌人，那么，要弱化对手的“理性判断力”。
在博弈论中我们假定了人是理性的，但在实际博弈中，人在决策时具有非理性因素。
在某些博弈比如战争中，通过某种策略使得对方的理性能力降低，往往是有利于策略家目标实现的有
效方法。
三十六计中的美人计是典型的弱化敌人理性能力的方法。
　　第三，进行信息战。
信息是做出正确选择的关键。
策略家要做出正确的策略选择，“知彼”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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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信息。
通过发出正确的信息或虚假的信息将会使对手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目标实现的策略选择。
在某些时候，让对方知道自己方正确的信息，对自己有利；而在另外的时候，让对方“知道”错误的
信息，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有利于策略家的目标的实现。
如在战争博弈中（战争至多是“零和博弈”），策略家往往隐藏自己的实际策略，使敌人相信一个虚
假的策略。
具体的策略有多种，如三十六计中的下列计策：声东击西、空城计、偷梁换柱、苦肉计、假痴不癫、
无中生有、暗渡陈仓、反问计、连环计、指桑骂槐等。
　　第四，避免做出错误的策略决策。
当自己无法与敌人抗衡，或者与敌人战争时，没有把握获得胜利时，保存实力是最好的策略，即采用
“走为上”策略。
避免做出错误的策略与做出正确的策略选择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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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基础学科包括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理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
科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4）　　逻辑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政治家毛泽东　　逻辑对生活、认识和哲学都是必不可少的。
　　——逻辑学家金岳霖　　要把我们的思想正确地表达出来，第一件事情是要讲逻辑。
　　——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　　一个人的思维假使没有逻辑性就容易产生混乱。
⋯⋯假如没有逻辑发展的完整性和首尾一贯性就构不成体系。
即使有个体系，也是一个坏的体系。
　　——文化学家王元化　　逻辑思维与人类为伴，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无时不
在。
　　——“逻辑时空丛书”主编刘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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