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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社会科学发展的不断深入，理性选择范式开始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批判。
第一，个人并不总是理性的。
特别是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质疑后，个人理性遭到后来学者的广泛批判。
第二，个人并不总是追求收益最大化。
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个人总会放弃利益，而形成合作关系。
第三，制度和文化并不是均质影响人类行为的。
不同的文化条件下，人们的行动具有选择性。
总的来说，经济理性遭到的质疑，其起点都是经济理性忽视了社会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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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2.2 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假设和解释功效　　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预设是——理性选择。
这种方式是传统经济学分析问题的主要方式。
理性选择方式继承了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同时承接了马克斯·韦
伯的“工具理性”概念，把分析个人在既定环境中选择和行动的动机作为范式的解释重点。
理性选择包括以下几个假设：（1）每个人都是理性的。
所谓的理性指的是个人有判断选择和行为的成本及收益的能力；主流经济学将理性的个人作为分析问
题的起点。
（2）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实现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只要有个人理性，就存在实际收
益计算的可能。
（3）制度和文化是既定的，对所有个人的影响是均质的，因此，在分析问题时可以忽略。
（4）个人被确定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者，所以冲突是整个社会的一种常态。
与其他理论对手相比，理性选择范式在确立基本假设上，采用了“奥卡姆剃刀”的方式，把多余的问
题全部去除，使假设简单明了，从而保证了整个范式解释的清晰和系统，成为解释各种问题的有力工
具。
　　随着社会科学发展的不断深入，理性选择范式开始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批判。
第一，个人并不总是理性的。
特别是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质疑后，个人理性遭到后来学者的广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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