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博弈论大全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博弈论大全集>>

13位ISBN编号：9787227050643

10位ISBN编号：7227050645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宁夏人民

作者：刘庆财

页数：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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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弈论大全集>>

内容概要

古语有云，世事如棋。
生活中每个人如同棋手，其每一个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个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
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棋局。
在社会人生的博弈中，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斗争会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博弈论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其通过规则、身份、信息、行动、效用、平衡等各种量化概念对人情世事进
行了精妙的分析，清晰地揭示了当下社会中人们的各种互动行为、互动关系，为人们正确决策提供了
指导。
如果将博弈论与下围棋联系在一起，那么博弈论就是研究棋手们出棋时理性化、逻辑化的部分，并将
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

博弈是智慧的较量，互为攻守却又相互制约。
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有竞争的地方就有博弈。
人生充满博弈，若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强者，就必须懂得博弈的运用。
本书用轻松活泼的语言对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详细介绍了囚徒困境、纳什均衡
、智猪博弈、猎鹿博弈、酒吧博弈、枪手博弈、警察与小偷博弈、斗鸡博弈、协和博弈、海盗分金博
弈、讨价还价博弈、路径依赖博弈等博弈模型的内涵、适用范围、作用形式，将原本深奥的博弈论通
俗化、简单化。
同时对博弈论在政治、管理、营销、信息战中的应用作了详尽而深入的剖析。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博弈论的来龙去脉，掌握博弈论的精义，开阔眼界，提高自己的博弈水平和
决策能力，将博弈论的原理和规则运用到自己的人生实践中，面对问题作出理性选择，避免盲目行动
，在人生博弈的大棋局中占据优势，获得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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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前提是理性在博弈论中有一个假定前提，也是我们谈论博弈论最基本的前提，那就
是博弈的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人”。
“理性人”源自经济学术语“理性经济人”，这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指参与者都是利
己的，在几种策略中他们会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个。
在博弈论中，参与者是理性人是指每个参与者的基本出发点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每个人在制定决
策的时候，都会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个决策。
因为每个参与者都是理性的，所以参与者在理性地制定决策的时候，会考虑到对方的决策，因为对方
也是理性的。
参与者做出的决策越是理性，这样的博弈案例就越是经典，越有代表性，经典的博弈案例往往能套用
在更多现象中。
举例来说，前面提到的夫妻二人争夺电视频道的博弈中，正因为丈夫要看体育频道，妻子要看连续剧
频道，双方都是利己的，才有博弈发生。
如果妻子考虑丈夫平时工作太忙，难得有时间看一场球，那就把电视让给丈夫吧。
这样的话就不存在博弈了，因为妻子作为博弈参与者，已经不再是理性人了，她已经放弃了为自己争
取利益。
理性人必须是利己的，这样双方或者多方之间才会有博弈产生，放弃了对最大利益的追求，就意味着
不再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也就失去了博弈的基本特征。
用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来分析一下前面提到的几个博弈案例，看一下为什么说理性人是博弈论必不
可少的前提。
我们前面提过一个博弈案例，是参加同学生日聚会的时候酒店突然失火，并且酒店只有两个安全门，
两个门与你之间的距离不同，两个门的拥挤程度也不同，你该选择从哪个门逃生。
我们最后给出的最优策略是，估算从哪个门逃生会用更短的时间，就走哪个门，而不一定非走最近的
那个门，因为那个门可能会非常拥挤。
这场博弈中，你的博弈对手是其他需要逃生的人，如果他们拥挤在一个门口的时候，你的最优策略可
能是走另一个门逃生。
在讲述这场博弈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假设在逃生的时候不考虑道德因素。
这个假设是为了保证博弈的发生而设置的，因为现实中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出于人类基本的道
德观，是不会一跑了之的。
如果发现更好的逃生方案，应该组织大家一起逃生，并且照顾老幼。
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你的利益就会与其他人一样，也就不存在利己和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说法，你
也就不属于博弈中的“理性人”。
这样的话，前面提到的你为了争取最快逃生而与其他人之间发生的博弈就不存在了。
所以，为了保证这是一个博弈案例，我们做了“不考虑道德因素”这样的假设，根本目的是保证你是
一个“理性人”。
“空城计”很明显是一场博弈，由于博弈双方诸葛亮与司马懿都非常聪明，非常理性，所以这场博弈
也特别具有代表性。
诸葛亮是这场博弈中的胜者，他正是利用司马懿天性多疑的性格，制定出了最优策略，吓退司马懿的
大军。
在这场博弈中，诸葛亮与司马懿都是理性人。
诸葛亮之所以敢使出空城计，正是因为他知道司马懿是理性的。
司马懿的想法他早就想到了，如果攻人城内可能有两种结局，要么城内有伏兵，自己全军覆没；要么
城内没有伏兵，自己大获全胜。
如果不攻城，自己不会胜也不会败，但是能保全部队实力。
以司马懿的性格，他肯定会选择保守的做法，那就是退兵。
如果诸葛亮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一员鲁莽、喜欢冒险、不理性的猛将，那么诸葛亮就可能无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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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了，这场博弈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理性人是博弈的前提，理性人的基本特征便是利己，这样的话理性人是不是就等同于
自私自利呢？
博弈的参与者是不是就没有道德呢？
下面我们就讲一下博弈论中的“理性”与道德和自由有没有冲突。
首先，理性的选择是指能为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选择，这其中不考虑道德因素。
就好比下围棋的博弈中，选择走哪一步棋，考虑的只是能不能最后为自己带来胜利，下棋的博弈中是
不会考虑道德因素的。
人们也不会因为你赢了一盘棋便说你没有道德。
但是在现实的博弈中，很多“理性”的选择是与道德相违背的。
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造成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失。
5月22日，有人在论坛上发帖子，详细描述了自己经历地震时的情景。
发帖人是一名私立学校的教师，他声称自己在意识到地震后第一个从教室冲到操场上。
后来有学生问他为什么不顾学生就跑了。
他解释道：自己虽然追求自由和公正，但不是那种勇于牺牲自我的人。
在当时那种生死抉择的时刻，除了为了女儿之外，他不会牺牲自己，就是自己的母亲他也不会去救。
因为他觉得在那样的情境下能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情况危险，他也无能为力；如果情况不危险，学
生都是十七八岁的人了，完全有自己逃生的能力。
自己不会有道德上的负疚感。
这个帖子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主人公姓范，所以被人戏称为“范跑跑”。
这件事情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
现在我们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
博弈论的前提是参与者为理性人，理性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追求最大利益为行动目的。
在“范跑跑”遇到地震的时候，根据地震危险程度与他的选择，将会出现4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情
况非常危险，选择留下，结局很可能是学生与他都陷入危险。
第二种情况：情况不是很危险，选择留下，结局很可能是他与学生都平安无恙。
第三种情况：情况非常危险，选择逃生，结局很可能是他逃生，而学生陷人危险。
第四种情况：情况不是很危险，选择逃生，结局也是他和学生都平安无恙。
由此来看，在遇到地震这种突发事件的时候，如果他选择逃生，无论情况危险与否，都会最大可能地
保全性命；而选择留下的话，如果情况不危险还好说，如果情况危险则将陷入困境。
所以说，在这场博弈中，保住性命的最优策略便是逃跑。
“范跑跑”是这场博弈中的理性人，他做出了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选择。
但是我们要明白，这场博弈的参与者是人，而且博弈的内容不是下围棋，而是关乎学生的生死。
保护自己的学生是教师的义务和责任，是师德的一种体现。
在这个时候，真正的理性不是自己逃跑，而是留下来组织学生逃生，或者指挥学生避难。
由此可见，有的博弈中理性人是与道德无关的，而有的博弈中理性人是与道德相违背的。
违背道德的理性不是真正的理性，这种情况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便是自私自利的表现。
“范跑跑”就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说明。
除了道德之外，理性与自由之间有时也存在悖论。
这种悖论在家长与孩子围绕学习问题上的博弈中体现得最明显。
家长总是想让孩子更好地学习，如果孩子学习不认真，便会采取一些奖励手段或者惩罚措施。
孩子呢，会针对家长的措施制定自己的策略，予以对付。
这场博弈中，双方都有自己的策略，也会根据对方的策略改进自己的策略。
比如说，某一门课考到70分会给予什么奖励，一旦孩子考到了70分，就会马上推出新策略，考到80分
将会有更大的奖励。
对于孩子来说，自由，便是摆脱枯燥的教育，痛痛快快地玩，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家长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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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而不是承受教育的重压。
但是，他们在围绕着学习的博弈中作为策略的制定者是理性的，不过这种理性让双方都没有得到自己
的自由。
在这里，理性与自由是相违背的，只能说孩子和家长们都被中国式的教育绑架了。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博弈论大全集>>

编辑推荐

《博弈论大全集(超值白金版)》是一部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博弈论活学活用百科全书全面讲解博弈
论原理、博弈论模型、博弈论诡计及博弈论的具体应用，其特点内容全面，案例经典，方法实用，语
言通俗，讲解透彻。
《博弈论大全集(超值白金版)》用轻松活泼的语言对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详细
介绍了囚徒困境、纳什均衡、智猪博弈等经典博弈模型的内涵、适用范围、作用形式，同时对博弈论
的诡计、方法和策略在政治、管理、营销、信息战及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应用作了详尽而深入的剖析
，堪称一部博弈论活学活用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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