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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行为人如果可能则联合理性的假设是否是合适的理想化而不仅仅是一种限制呢?如第2．1节所指
出的，一种假设是否能证实为一种理想化取决于客观解的性质。
一些理想化对一种类型客观解而被证实，对另一种则不。
例如，不同类型的预见性对相对解和非相对解是适当的。
我们的提议是，行为人如果可能则联合理性的假设是针对相对客观解的一种理想化，这些是具有联合
理性策略作为它们主观对应的客观解。
关于这些客观解的基本直觉是它们必然有针对解的每个行为人的理性。
    行为人如果可能则为联合理性的假设是针对相对客观解的适当理想化。
理想化消除了客观解实现的障碍。
一次性消除相对客观解的所有障碍但不假设解存在性的方法是，让理想化包含行为人如果可能则为联
合理性的假设。
这样在理想博弈中，如果存在相对客观解，则行为人就会实现它，原因是如果存在相对主观解则他们
会实现它，而给定其他理想化时相对主观解是一种相对客观解。
当联合理性可能时，没能获得它是对相对客观解实现的一种障碍。
我们可以对此有信心，即便没有对相对客观解的完全把握。
行为人如果可能则为联合理性因此消除了相对客观解实现的一种障碍，从而得到理想化所需的证实。
    关于联合理性的理想化可能具有比解存在性必要条件更大的效力。
它具有足够效力保证解的实现，只要解存在，这样它具有足够效力处理解的实现，而不仅是解的存在
性。
不过，使用此理想化处理解存在性不会有害，这是因为理想化即便很有力，也不会在解存在性上循环
论证。
    我们关于博弈中行为人的理想化对整体而不是对个体进行。
是否可能重新构造理想化使得它适用于每个行为人个体而不是所有行为人整体呢?关于联合理性的理想
化并不是集体性的，原因是联合理性涉及到条件理性而非集体理性。
然而从更深层关于个体行为人的理想化导出这一理想化仍然是受欢迎的。
更进一步，从对个体的一般性理想化(它可以描述即便是不可能所有人形成联合理性的博弈中的行为)
中导出这一理想化是比较理想的。
尽管我们的理想化缺乏一般性在理想博弈中没有什么问题，其中如我们所论述的，联合理性是可能的
，但独立于其他理想化从而具有一般性，并对非理想博弈具有效果的理想化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
我们关于联合理性的理想化是否能从其他更为基本的理想化中导出呢?行为人如果可能则为联合理性的
理想化是否能从诸如行为人理性的理想化中导出呢?    从行为人的理性，我们事实上可以很容易导出如
果可能则他们是联合理性的。
行为人的理性必然导致他们在给定所实现组合下的理性，从而得到他们的联合理性。
这样如果行为人是理性的，则他们是联合理性的，从而如果可能则为联合理性的。
稳健理性类似地必然会导致如果可能则是稳健联合理性的。
然而普遍理性的理想化对于我们采用理想化使得解在理想博弈中的存在性成为一种讨论课题的目标来
说过强。
解存在性直接可从普遍理性中导出，这是因为普遍理性必然导致联合理性从而导致解，因而我们放弃
每个行为人理性的理想化。
    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标准型博弈的纳什均衡标准之上，而不是针对所有类型博弈的更为一般的动机
防止性标准。
认为标准型博弈中均衡或联合自我支持是纳什均衡的推理是，自我支持缺乏改换策略的充分动机，而
改换动机就是进行改换的充分理由。
这一推理的第一个论断根据定义成立，行为人的策略正是在他没有充分理由改换它时是自我支持的。
改换离开一种策略的理由假设那一策略，并在此假设下针对其他策略对该策略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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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支持正是在该策略被采用的假设下对该策略的正评价。
这样推理中的关键点是它的第二个论断，即任何改换动机是改换策略的充分理由。
    以上推理的关键假设是可信的。
事实上如果行为人偏好于另一种策略，则很难说行为人的策略是理性的。
如果行为人具有改换到另一种策略的动机，则行为人采用该策略似乎是非理性的。
然而如果我们可以显示，和表面相反，具有改换策略动机的行为人可能缺乏改换策略的充分理由，那
么这一推理就被驳倒了。
一种良好的开始是是硬币配对博弈的理想版本，其中无论行为人如何做，他都有改换策略的动机。
行为人不可能采用一种策略而没有改换策略的动机。
因此如果缺乏改换的充分理由要求没有改换动机的话，则他无法采用理性策略。
为了提供理性选择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命令式的任务，因此我们必须识别并非改换充分理由的改换
动机。
    本节剩余部分精炼了上述对纳什均衡的决策理论推理的反驳，引入对纳什均衡的批评，和纳什均衡
不存在与非纳什均衡的解有关。
反对纳什均衡的论点使用了三个例子进行阐述。
第一个和第二个涉及到纳什均衡不存在和对纳什均衡的决策论推理的反驳。
第三个涉及到非纳什均衡的解。
在这些例子之后，我总结了反对纳什均衡的案例。
    我们的理性选择必要条件的直接推论是，如果一种选择没能满足它，从而开始了动机的终止路径，
则终止路径中的任意选择中除了最后一个之外也均未能满足它。
终止路径的构成破坏了它的元素。
为了更精确地对此进行表述，让我们说一种路径是另一种路径的子路径当且仅当在第一种路径中位置
的重新编号下它是第二种路径的构成部分。
例如，第一种路径的第一个选择可能是第二种路径的第28个元素。
终止路径的任意闭子路径也是一种终止博弈（除非仅用终止选择本身）。
这样任意闭子路径构成了反对其初始元素的结论性情形。
闭子路径显示，它的初始元素开始了一种终止路径。
    我们由一系列位置和它们的占用者来识别一种路径。
这样假设动机从A1到A2而后回来无限循环。
在动机路径Al，A2,A1，⋯⋯中，A1的第一次出现占据了路径的第一个位置，而A1的第二次出现占据
了路径的第三个位置。
A1的每一次出现先于不同的闭子路径，由整个路径中的位置和那些位置的占用者识别。
循环动机并没有产生循环路径，而是选择重复出现的无限路径，所涉及的选择没有形成终止路径。
    让我们现在显示所提出的理性选择必要条件，事实上可以在任意决策问题中得到满足。
也就是，让我们显示在任意决策问题中存在至少一种选择满足该条件。
作为开始，考察任意决策问题。
如果任意选择均未能满足该必要条件，则存在离开它的终止动机路径。
终止路径的最后一个选择满足该必要条件。
由于它是一种终止选择，故而不存在离开它的动机，更不用说也不存在离开它的终止动机路径。
因此，不会出现决策问题中任意选择均不能满足该必要条件的情形。
为了使任一选择不能满足该条件，必然需要某种选择满足它。
    说选择规则是全局而非局部的所涉及的是它的输入和输出。
选择规则输入的是行为人的未缩减动机结构，它的输出则是行为人的部分缩减动机结构。
它对输人和输出之间的关系施加了一种约束。
选择规则的一种局部版本具有的输人为行为人未缩减动机结构的一个节点，而输出则为其部分缩减动
机结构的相应节点。
它对输人和输出节点之间的关系施加了一种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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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节点处的充分动机给予了优先性。
由于动机追求和充分性之间的相互依赖，一个行为人可能会在其未缩减结构中的每个节点处满足局部
选择规则，但仍然不能满足全局选择规则。
在满足了一个节点处的局部选择规则后，之前节点处的动机状态可能从充分变为不充分。
由于这种变化，全局选择规则可能会被违背。
    全局选择规则要求部分缩减动机结构中具有一种凝聚性。
动机追求凝聚性的一般原则表明，行为人对待每种动机的方式必须在给定他对待其他动机方式的情况
下是理性的。
动机追求的理性因此是（至少部分是）一种条件理性问题。
动机追求的模式只有在每种动机的处理在给定该模式的情况下是理性的时候才是理性的。
全局选择规则来自于根据涉及充分动机的理性规则而对此一般原则的应用。
    现在让我们考察从部分缩减动机结构到完全缩减动机结构的转移。
完全缩减动机结构通过删除行为人部分缩减动机结构中不予追求的改换策略动机而获得。
未缩减结构中被部分缩减动机结构舍弃的动机，不会在完全缩减结构中复活，而是更多动机被删除。
以往被删除的动机不会被追求，即便没有替代品被追求时也是如此。
由于并非所有部分缩减结构中具有无穷路径的动机均会实际追求，未追求动机的删除停止了那些路径
。
在行为人的部分缩减结构中，他具有至多一种离开某选择的动机，而没有追求它意味着停止在该选择
处的动机追求。
    停止动机追求只有在未追求动机在部分缩减结构中是不充分的之时才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在
它不会开始终止动机路径时才是理性的。
由于动机在部分缩减动机结构中正好开始一种闭路径，所以一种选择没能在该结构中开始终止路径等
价于它开始的闭路径的非终止性，而这导致该闭路径是无穷的。
我们称追求部分缩减结构的充分动机的命令为连止鲤贝l。
它要求追求部分缩减动机结构的动机，除非它们是针对该结构不充分的。
换言之，它施加了以下约束：    完全缩减动机结构包括部分缩减动机结构的所有充分动机。
    停止规则的推理是直接的。
行为人如果只要有机会就追求动机，则其部分缩减动机结构提供了行为人动机追求的模式。
这一模式确定了该模式中动机的追求是否是无益的。
理性要求在并非无益时追求动机，从而仅在动机追求无益时才认可停止动机的追求。
    如其他理性规则一般，停止规则假设它的输人是理性的，从而假设行为人的部分缩减动机结构是理
性的。
在非理性输入情形中，对非理性的补偿可能会导致对该规则的偏离。
    停止规则和选择规则一样，是一种全局规则。
它的输人和输出是整个动机结构。
该规则的输人是部分缩减结构，而其输出是完全缩减结构。
该规则对输人和输出的关系施加了一种约束。
部分缩减结构的任意充分动机在完全缩减结构中得到保留。
不过，该规则的局部版本仅在全局版本得到满足时才能得到满足，所以该规则的全局和局部版本之间
的差异是不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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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序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博弈论著作，和当前博弈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不同，它对博弈论的
核心概念——纳什均衡——提出了质疑，并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均衡概念——策略型均衡(strategic
equilibrium)。
本书中，作者使用了精确详尽而近乎于繁琐的概念推理来达到这一目的，译者对此深有体会。
    简单说来，作者的思路实际上并不复杂，他所依据的主要是对相关问题的直觉。
首先他认为，在任意决策形势中均应有理性选择，换言之，不可能所有选择均是非理性的。
将此直觉应用到博弈中就产生了问题，博弈论核心概念——纳什均衡——断言，博弈参与者的理性选
择必然会导致纳什均衡，也就是说，只有是纳什均衡，才有可能(但不一定)使得所有行为人的选择均
是理性的。
然而在很多博弈局势中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而仅存在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
    作者显然和许多博弈论研究者一样，不喜欢混合策略，认为决策者使用抛硬币之类的随机化方法来
进行选择不像是个好主意，和直觉不符。
他认为，即便纳什均衡不存在，博弈中仍然应该有纯策略对参与者来说是理性的，既然纳什均衡否认
这种情况下纯策略理性选择的存在，那么就应该放弃纳什均衡概念，寻找新的均衡概念。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检查纳什均衡不存在的博弈中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结果。
作者发现了关键之所在，就是动机。
博弈中有时不存在纳什均衡是因为，无论何种博弈结局，均有人具有改换策略从而追求更高支付的动
机，所以任何结局均会因为这种动机的追求而被破坏。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作者看来并不难，很容易观察到，这种动机追求有时是没有意义的，原因在于
，如果你追求这种动机从而改换自己的策略，你并不能得到预想的支付更高的结局，这是因为，你改
换策略从而改变结局之后，其他人可能因此而产生了他们的改换动机，从而进一步改变结局，这样会
开始一种改换策略的连锁反应，最后的结果可能来说对你并不比不改换策略时更好。
    找到问题的根源之后，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随之而产生，那就是，考虑到动机追求的连锁反应之后
，决策者可以理性地不追求某种动机。
举例而言，一笔钱放在眼前，但理性的选择并不是伸手去拿，原因是，如果真的伸手去拿，另一个人
会在你拿到手之前将钱收走。
    找到这种解决思路后，作者认为找到了比纳什均衡更好的均衡概念，他称之为策略型均衡，之所以
如此称呼是因为其中以上所述人与人之间的策略互动是形成这一概念的关键。
于是他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规范说明，为什么说不追求动机也可以是理性的。
其中衍生的概念问题很多：首先要设定策略型均衡的舞台，也就是一类特殊的博弈，理想标准型博弈
；而后要规范表述相关的决策原则，修订的自我支持决策原则；最后要验证所定义的均衡的存在性，
并构造寻找它的方法。
    为了精确表述自己的思想，在阐述中作者使用了大量限定性从句，于是产生了可怕的长段落。
译者试图将其翻译得容易理解一些，但事后看来，效果不佳，也是能力所限，不能如庖丁解牛一般分
解长句，只好在这里请读者见谅。
        对于作者所提出的概念，译者觉得最大的长处在于其启发性，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即便是简单
的博弈局势，也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纳什均衡远不是对其中的理性选择问题的最终解不潮湿。
纳什均衡本身揭示了很多关于理性的困惑，而本书则提出了纳什均衡所忽略的问题：人们是否能理性
地放弃得到收益的机会。
博弈中存在这样的局势，如果你不把握这种机会，则机会就在你眼前，而如果你把握住这种机会，则
最终会发现，处境却没有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理性呢?    作者的思路也存在一些问题，最明显
的是，他所提出的策略型均衡不能从目前博弈论对博弈的抽象表示中直接得到，准确地说，策略型均
衡依赖标准型博弈所表示的之外的因素，例如心理、性情等等，而那些因素是很难加以规范表述的，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这一概念的应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黄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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