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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大多数思想家对不确定性世界设想的政治和行政的控制都无一例外地要落实到
对制度的设计上，近代以来形成的法政治学，更是体现为关于制度设计的政治学。
人们对于制度的构建和反思也一直在激荡着人们思维的火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沿着制度建设
的轨迹潜心追求各自心中的政治图景。
如果说本书作者的研究还有意义的话，那就是作者继续沿着制度政治学的学理背景针对所处的时代问
题，试图做一些新的理论思考。
首先，合作秩序的构建是回应时代需要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一个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之间的冲突加剧；在一个信息爆炸、交通便捷的全球化时代
，人们之间的联系又变得不可分离，主体性的个人看似越来越强大，其实，越来越离不开外部的环境
和社会关系，恶性的冲突竞争也导致人们生存境况在恶化。
冲突与合作的矛盾在现代人这里显得尤其明显和激烈，也随着权利主体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技
术的提升，要求参与共治的诉求成为普遍的心声，不仅仅包括个人间合作，还有区域合作、中央与地
方合作，甚至全球间合作，合作秩序的构建也正是想回应这一时代要求、进行理论的构建，建立一种
新的生存逻辑。
而对于合作秩序的构建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方面都有探讨，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的论
述还不多见，本书作者基于政治学的视角运用新制度主义和民主理论作为理论支撑对于合作秩序的理
论思考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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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竞争社会，“政治是解决群体性生存的智慧”这句箴言更折射出丰富的学术魅力。
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对”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追问形成四种路径：霍布斯路径、哈耶克路径、帕特南
路径、奥斯特罗姆路径。
笔者正是基于对这四种路径的分析，探求政治合作秩序所依赖的制度基础，确立了从“博弈规则”这
一研究视角来论证政治合作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重要命题。
沿着制度政治学和现代民主价值的学理背景对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回应政治价值
的现代转型。
因循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全新阐释，提供合作秩序达成的另一种言说，以期待对这一永恒的开放问题
提供一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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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宾默尔通过生存博弈和道德博弈的论述有效地把这两派对立的观点统一起来。
他首先肯定生存博弈的必要性，“生存博弈的规则是无法改变的。
他的规则包含了不可更改的体力与心理的逻辑约束，它为局中人的行动自由设定了界限。
”②然后强调把生存博弈放到道德博弈为其提供的永续的重复博弈框架中进行博弈。
习惯、传统和文化是道德博弈的源泉，宾默尔巧妙地诉求作为公平的道德博弈，就既保留重复博弈的
可能性，又引入博弈中个人道德反思能力的运用，使得在遵循习惯规则过程中发挥人的能动性，从而
解释了博弈均衡问题。
宾默尔对先验的道德观持批判态度：“并不存在先验于社会的道德基石，如果成人可以把道德确信作
为基石比喻的话，那么可以建构空中楼阁了。
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动态有机体更为有用，而约束内部事实的道德指令是确保在正常时各组成部分运转
良好的契约意识。
再者，这些道德指令的源头在生物、社会和政治演化的历史理论之中，而不是在抽象的思想著作中，
无论他们有多么高明的智慧。
⋯⋯无需受到真实的或想象的怪物的强制或胁迫。
”③这与他对道德的理解有关：“我并不同意尼采的看法，即‘不存在道德现象⋯⋯只有关于现象的
道德解释。
’但是，我同意尼采所说的，关于道德现象的传统解释典型地使得这种不存在的东西真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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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转眼博士毕业两年多了，再把博士论文翻出来，阅读、修改和增删，心头思绪万千，在吉林大学求学
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博士毕业的时候，因为感到任何语言都显得无力表达我当时的感激之情，故没有写致谢，然而各位师
长宽恕了我的大不敬：博士论文致谢没完成。
到现在也只能用生活中点滴的故事来诉说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深深埋藏在心底的那份真情相信我的恩师周光辉先生能够感受到，他那视自己的学生如自己孩子一样
的宽厚胸怀是我们每一个周师门弟子的共同感受，我已经记不清在老师家吃了多少次饭了，记忆最深
刻的是快毕业的那年春节，老师和师母为了招待我们节后回校的学生，师母三改菜谱，亲自下厨，为
我们二十多个学生准备好吃好喝的，老师也亲自做了好大一盆“东北大拉皮”，可想而知那种其乐融
融的气氛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完全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不知不觉把老师家珍藏的所有红酒都喝光
了⋯⋯这种温馨的场景已经成为周师门惯例，我深深感到在老师身边的岁月好幸福呀，随着老师的学
生越来越多，不知道以后师母还要几改菜谱，才能满足我们这些“馋猫”的口福呀，学生深深献上最
质朴的一句：老师和师母，您们辛苦了！
从求学到工作，这一顺利和平稳的过渡，都是老师作为尊敬的长者默默地在背后指引着我、激励着我
前行。
来到我心仪的南方工作，并很有幸另拜林尚立教授为师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上天眷恋我这个学疏才
浅的“小民”，很幸运让我遇到这些好的导师。
林老师和周老师是很好的朋友，也有很多共同点，都对学术特别的挚爱，非常热爱学生，非常注重对
学生的培养，对学生要求都非常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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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博弈规则与合作秩序》是执政治理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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