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做人要懂博弈策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做人要懂博弈策略>>

13位ISBN编号：9787511300126

10位ISBN编号：751130012X

出版时间：2009-11

出版时间：中国华侨出版社

作者：史守贝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做人要懂博弈策略>>

内容概要

2005年10月，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宣布：本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博弈论研究专家罗伯特·奥曼
和托马斯·谢林。
    1994年度和19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由纳什、维克瑞、海萨尼等博弈论专家分享。
博弈论研究专家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无疑凸显了这一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其实，博弈论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领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甚至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有一个大
致的了解。
”    那么，究竟什么是博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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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走近博弈世界——人人都应该懂点博弈论常识1．博弈的构成要素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
是指在一定的游戏规则约束下，基于直接相互作用的环境条件，各参与人依靠所掌握的信息，选择各
自策略（行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成本最小化的过程，简单说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了谋取利益
而竞争。
博弈的目的是利益，利益是博弈的基础。
博弈的构成要素主要如下：1．决策人：在博弈中率先作出决策的一方，这一方往往依据自身的感受
、经验和表面状态优先采取一种有方向性的行动。
2．对抗者：二人在博弈对局中行动滞后的那个人，与决策人要作出基本反面的决定，并且他的动作
是滞后的、默认的、被动的，但最终占优。
他的策略必须依赖于决策人劣势的策略去选择，对抗是唯一占优的方式。
3．生物亲序：所有生物在恶劣、未知的环境中都有寻找规律和有序的本能。
在博弈中指参与者有从混乱的环境中等待、寻找有序的亲近行为。
4．局中人：在一场竞赛或博弈中，每一个有决策权的参与者都黾局中人。
只有两个局中人的博弈现象称为“两人博弈”，而多于两个局中人的博弈称为“多人博弈”。
5．策略：一局博弈中，每个局中人都会选择实际可行的行动方案，局中人筹划的行动方案，称为这
个局中人的策略。
6．得失：一局博弈结局时的结果称为得失。
每个局中人在一局博弈结束时的得失，不仅与该局中人自身所选择的策略有关，而且与全局中人所采
取的策略有关。
7．次序：各博弈方的决策有先后之分，且一个博弈方要作不止一次的决策选择，就出现了次序问题
；其他要素相同但次序不同，博弈就不同。
8．均衡：博弈必然涉及均衡，均衡是平衡的意思，在经济学中，均衡即指相关量处于稳定值。
在供求关系中，某一商品市场如果在某一价格下，想以此价格买此商品的人均能买到，而想卖的人均
能卖出，此时我们就说，该商品的供求达到了均衡。
所谓纳什均衡，它是一稳定的博弈结果。
纳什均衡。
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是博弈论的一个重要术语：假设有n个局中人参与博弈。
给定其他人策略的条件下，每个局中人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
从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所有局中人策略构成一个策略组合。
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组成，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
破这种均衡。
在纳什均衡点上，每一个理性的参与者都不会有单独改变策略的冲动。
2．经济生活中的博弈（1）价格战博弈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
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这些大战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费者。
每当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价格大战，百姓都会“没事儿偷着乐”。
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且价格战的结果是谁都没钱赚
。
因为博弈双方的利润正好是零。
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
这个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对厂商而言是灾难性的。
所以，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意味着自杀。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引伸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或“纳什均衡”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
零利润结局。
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其结果会如何呢?每一个企业，都会考虑采取正常价格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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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还是采取高价格策略形成垄断价格，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
如果垄断可以形成，则博弈双方的共同利润最大。
这种情况就是垄断经营所做的，通常会抬高价格。
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厂商用正常的价格，双方都可以获得利润。
从这一点，我们又引出一条基本准则：“把你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
上”。
事实上，完全竞争的均衡就是“纳什均衡”或“非合作博弈均衡”。
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厂商或消费者都是按照所有的别人已定的价格来进行决策。
在这种均衡中，每一企业要使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要使效用最大化，结果导致了零利润，也就是说价
格等于边际成本。
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导致了社会所期望的经济效率状态。
如果厂商采取合作行动并决定转向垄断价格，那么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遭到破坏。
这就是为什么WT0和各国政府要加强反垄断的意义所在。
（2）污染博弈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环境的管制，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
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有企业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的策略，从而进入“纳什均
衡”状态。
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
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企业还要破产。
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的完全竞争机制”失败的例证。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
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
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与高污染同样的利润，但环境将更好。
（3）贸易战博弈这个问题对于刚刚加入WT0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
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面临着保持贸易自由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难选择。
贸易自由与壁垒问题，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是贸易双方采取不合作博弈的策略，结果使
双方因贸易战受到损害。
x国试图对Y国进行进口贸易限制，比如提高关税，则Y国必然会进行反击，也提高关税，结果谁也没
有捞到好处。
反之，如x和Y能达成合作性均衡，即从互惠互利的原则出发，双方都减少关税限制，结果大家都从贸
易自由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且全球贸易的总收益也增加了。
博弈论一这是一个热得烫手的概念。
它不仅仅存在于数学的运筹学中，也正在经济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
频频授予博弈论研究者），但如果你认为博弈论的应用领域仅限于此的话，那你就大错了。
实际上，博弈论甚至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无处不在!在工作中，你在和上司博弈，也在和下属博弈，
你也同样会跟其他相关部门人员博弈；而要开展业务，你更是在和你的客户以及竞争对手博弈。
在生活中，博弈仍然无处不在。
博弈论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和全新的思想。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如是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个有价值的人，你就必须对博弈论有
个大致的了解。
也可以这样说。
要想赢得生意，不可不学博弈论；要想赢得生活。
同样不可不学博弈论。
3．零和博弈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分，而输棋为一1分，那么
，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1）=0。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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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
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
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
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
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
的世界。
但20世纪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之后，“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
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
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
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要耍小聪明，不
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
零和博弈属于非合作博弈，是指博弈中甲方的收益必然是乙方的损失，即各博弈方得益之和为零。
在零和博弈中各博弈方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既无法实现集体的最大利益，也无
法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
除非在各博弈方中存在可信性的承诺或可执行的惩罚作保证，否则各博弈方中难以存在合作。
零和博弈的例子有：赌博、期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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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就必须对博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要赢得生意，不可不学博弈论：要想赢得生活，同样不可不学博弈论。
” 　　　　　——当代凯恩斯主义集大成者、经济学最后一个通才：保罗·萨缪尔森 21世纪，应站在
博弈论的前沿。
最能震动人类情感的是博弈，对未来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博弈。
 　　　　　　　——《博弈圣经》  2005年10月，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宣布：本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授予博弈论研究专家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
 1994年度和19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由纳什、维克瑞、海萨尼等博弈论专家分享。
博弈论研究专家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足以说明这一理论在现代主流社会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美国《华尔街日报》 搏弈论描述性的名称是“互动的决策论”，因为人们之间的决
策与行为会形成互为影响的关系，一个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反应。
这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策略，还要考虑其他人的选择，趋利避害，审时度势。
生活中只要涉及人群的互动，只要涉及策略的选择，就有博弈。
 　　　　——英《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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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做人要懂博弈策略》编辑推荐：博弈是指在竞技中的一种选择策略，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
其经，其目的是让自己“赢”。
只要是人与人相处，就存在博弈，就必然要讲策略。
〈br〉做人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弈的过程，如果你能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拥有在博弈中完美胜出
的智慧，那你就一定能获得社会认可的成功。
〈br〉国内第一本详尽阐述博弈原理在生活中如何理解、如何运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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