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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51年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社会选择领域的著述已经汗牛充栋。
众所周知，本书奠基于前贤们对社会福利性质的思索，并试图提供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以总结以前的
成就；社会选择理论中的一些准则常常被心照不宣地接受，我们的方法可以澄清这些准则的内在涵义
，并揭示出它们的不一致性。
　　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二版）新译本即将出版之际，我想在一个稍微广阔的视角下反
思一下本书的主题：人类生活最鲜明的特点之一，乃是合作的存在。
我们万难想像，人类生活中还有不依赖于他人，不希求他人帮助的方面。
经济学的主题在于“交换可以获益”，而交换必定依赖他人的存在。
市场制造出了一种“人人独立行动”的幻觉，然而市场本身却是社会的建构。
市场要能有效运行并发挥作用，少不了人们的通力协作。
　　当然，市场并非合作的惟一形式。
　由于人类的儿童期漫长，离不开父母的养育，所以相形之下，家庭是更为有力的合作组织，随着社
会的发展，政府也开始担负起了某些协同合作的任务。
　　合作并不是人类的惟一特点。
很多动物，甚至某些植物也能合作。
在演化中，它们因合作而更易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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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福利经济学乃至整个现代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选择理论始于阿罗1951年出版的这本《社会选
择与个人价值》，它是研究如何把个人偏好集合成为社会偏好，个人选择集合成为社会选择的过程。
 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作者提出了"线性定理"，即：在每个社会成员对一切可能的社会
经济结构各有其特定的偏好"序列"的情况下，要找出一个在逻辑上不与个人偏好序列相矛盾的全社会
的偏好序列是不可能的。
 阿罗还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
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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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种价值判断规定（dictate），福利的真实分配不能单纯以金钱多少来衡量。
正如萨缪尔森教授指出的，这种福利判断与任何对于备选社会状态的定义良好的社会排序是不一致的
。
[8]在一个给定环境中，实际收入的分配必然随着个人口味的变化而变化。
故而，对于一个个人口味的给定集合（由所有个人对自己消费束的排序关系代表）和给定的环境，存
在一种对于购买力的（以某种方法定义的）给定分配，从这样的分配出发，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交换
不断进行，直到达到最优状态。
给定真实收入的分配状况和个人口味，就惟一地决定了作为一种社会状态的最终结果。
所以，一个给定的伦理体系就是一种规则，它定义了从给定的环境出发选择社会状态的方法，它使被
选择的社会状态成为所有个人口味的函数。
并且保证对于一个给定的口味集合，如果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期望选择具有一致性——这意味
着选择函数是从所有社会状态的弱序中导出的。
故而，本节讨论的伦理框架（我们可以称之为伯格森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是这样的：它是一种规则
，按照这个规则，从每个可能的代表口味的个人排序可得到一个社会排序。
于是，从数学上看，伯格森社会福利函数具有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然而，对于不
同的问题，例如，个人排序到底是代表口味还是价值观，整个函数是假设一致同意的特定价值观的最
终产物，还是一种不同价值体系的调和方法，对伯格森社会福利函数的解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如果口味的范围并没被预先限定（我们只要求它是真正的口味，亦即，无论它们如何被定义，都只与
个人自己的消费有关），那么伯格森社会福利函数实际上与个人主义假设下的社会福利函数是同构的
。
所以，个人主义假设下的可能性定理（定理3的推论）在此适用：我们无法构建一个伯格森社会福利
函数，亦即满足价值判断（1）和（2）的社会福利函数，使之满足条件2-5，并且对任何个人口味的集
合给出一个真正的社会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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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希望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可以让更多人士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探讨那些深湛精微而又极富实践意
义的课题。
　　——肯尼斯·J.阿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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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J．阿罗代表作最新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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