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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通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来介绍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及运用，并且寻求用这种智慧来指导生
活决策的方法。

        你还记得找上司要求提薪未果，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吗？如果你能学习一点博弈的策略知识，就
可以做到提升工资水平，而且提的幅度比你预料的还多。

        你还记得上次因为迁就女友而倍感委曲吗？如果应用博弈论的知识，保证你能够和她相处得更为融
洽。

        你不知应该如何对付一个总是借钱不还的朋友吗？你不知道如何与生意对手讨价还价吗？

        阅读本书，我们便知道如何运用博弈论的“诡计”，最大限度地在这个被动过手脚的环境中实现自己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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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内容简介

        博弈论的目的在于巧妙的策略，而不是解法。我们学习博弈论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博弈分析的过
程，而在于赢得更好的结局。博弈的思想既然来自现实生活，它就既可以卨度抽象化地用数学工具来表

述，也可以用日常事例来说明，并运用到生活中去。没有高深的数学知识，我们同样通过博弈论的学习

成为生活中的策略高手。孙膑没有学过高等数学，但是这并不影响他通过运用策略来帮助田忌赢得赛

马。

        博弈时时存在，它就在你的身边。本书就是试图通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来介绍博弈论的基本
思想及运用，并且寻求用这种智慧来指导生活决策的方法。

        阅读本书，我们除了了解到令人震撼的社会真实轨迹之外，还可以学到最合适的为人处世方法。



序序 博弈论就在你身边博弈论就在你身边

        阿普顿是普林斯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被安排在爱迪生身边工作，他对依靠自学而没有文凭的爱迪
生很不以为然。

        一次，爱迪生要阿普顿算出梨形玻璃泡的容积，阿普顿点点头，心想：这么简单的事一会儿就行
了。只见他拿来梨形玻璃泡，用尺上下量了几遍，再按照式样在纸上画好草图，列出了一道算式，算来

算去，算得满头大汗仍没算出来。一连换了几十个公式，还是没结果，阿普顿急得满脸通红，狼狈不

堪。

        爱迪生在实验室等了很久，觉得奇怪，便走到阿普顿的工作间，看到几张白纸上密密麻麻的算式，
便笑笑说：“您这样计算太浪费时间了。”

        只见爱迪生将一杯水倒进玻璃泡内，交给阿普顿说：“再找个量筒来就知道答案了。”阿普顿茅塞顿
开，终于对爱迪生敬服，最后成为爱迪生事业上的好助手。

        有时候，科学并不一定意味着烦琐的计算与测量，而是一种有浓厚艺术气息的思维方式。前者固然
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后者同样可以用一种出人意表的方式曲径通幽。这种方式，与我们在生活中

运用博弈科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大量的数学模型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对它们置之不理。

        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是这样的：

        在什么情况下零大于二，二大于五，五又大于零？

        答案是：在玩“石头-剪刀-布”游戏的时候。

        博弈，就是用这种游戏思维来突破看似无法改变的局面，解决现实的严肃问题的策略。在博弈中，
每个参与者都在特定条件下争取其最大利益，强者未必胜券在握，弱者也未必永无出头之日。因为在博

弈中，特别是多个参与者的博弈中，结果不仅取决于参与者的实力与策略，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

制约和策略。

        事实上，博弈过程本来就不过是一种日常现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得要先分析他人的意图从而
做出合理的行为选择，而所谓博弈就是行为者在一定环境条件和规则下，选择一定的行为或策略加以实

施并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

        博弈论用途很广。但正如上文所讲，博弈论原是数学运筹中的一个支系，其研究运用了种种的数学
工具，一般读者如何能掌握呢？

        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是达
到了其正完善的地步；另一方面，数学似乎成了博弈论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之间的一条难以逾越的鸿

沟。

        面对这条鸿沟，很多人的反应要么是耸耸肩膀走开，少数人会企图通过学习数学来渡过。但是这两
种反应都忽略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一个不会编程的人照样可以成为电脑应用高手，没有高深的数学知

识，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博弈论的学习成为生活中的策略高手。就像孙膑没有学过高等数学，但是这并不

影响他通过运用策略来帮助田忌赢得赛马。

        博弈论首先是我们思索现实世界的一套逻辑，其次才是把这套逻辑严密化的数学形式。博弈论的目
的在于巧妙的策略，而不是解法。我们学习博弈论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博弈分析的过程，而在于赢得

更好的结局。说到底，博弈论毕竟只是一个分析问题的工具，用这个工具来简化问题，使问题的分析清

晰明了也就够了。

        另一方面，博弈的思想既然来自现实生活，它就既可以高度抽象化地用数学工具来表述，也可以用



日常事例来说明，并运用到生活中去。本书作者所做的一切努力，正是试图通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

子，来介绍博弈论的基本思想及运用，并且寻求用这种智慧来指导生活决策的方法。

        阅读本书，我们除了了解到令人震撼的社会其实轨迹之外，还可以学到最合适的待人处世方法。

        你还记得上次找上司要求提薪未果，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吗？可惜，那时你还没有学习一点博弈
的策略知识，这些知识本来可以帮助你提工资，而且提的幅度比你预料的还多。

        你还记得上次因为迁就女友而倍感委曲吗？如果应用博弈论的知识，保证你能够和她相处得更为融
洽。

        你不知应该如何对付一个总是借钱不还的朋友吗？或者如何与生意对手讨价还价吗？

        约瑟夫•福特曾经说：上帝和整个宇宙玩骰子，但是这些骹子是被动了手脚的。这话一点不锥，我
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它是怎样被动的手脚，我们又应如何利用博弈论的“诡计”，最大限度地在这个
被动过手脚的环境中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第1章章 走近博弈论：走近博弈论：一场游戏一场梦一场游戏一场梦

何不游戏人间

管它虚度多少岁月

何不游戏人间

看尽恩恩怨怨

喔……何不游戏人间

管它风风波波多少年……

——《游戏人间》歌词



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战争是怎样发生的

        8岁的男孩问父亲：“爸爸，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男孩的父亲回答：“很简单。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爆发，是因为德国入侵比利时……”在一旁的妻子立即打断他的话：“你讲得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起因是有人在萨拉热窝被刺杀了。”丈夫听了一脸不悦，冲妻子不耐烦地说道：“是你回答这个问题，
还是我回答？”妻子听了也是满脸的不高兴，她转身跑出起居室，砰的一声将门关上。紧接着，从厨房
传来碗碟猛摔在地上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整个屋子陷入死一般的沉寂。男孩眼眶里含着泪水，轻声

说：“爸爸，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战争是怎样发生的了。”

        夫妻二人以一种两败俱伤的方式，使自己的孩子明白了战争的发生和夫妻两个人吵架之间的内在关
联：让国家之间一步步走向世界大战的机制，同样也正是同一屋檐下夫妻失和的原因。

        也就是说，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冲突，其中所蕴含的博弈原理是大同小异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曼在权威的《帕尔格雷夫大辞典》中，对“博弈论”词条的解释十分精辟和凝
练。他认为，博弈论描述性的名称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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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具有博弈性质的决策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甚至更早。20世纪20年代，法国数学家布莱尔
用最佳策略法研究弈棋和其他具体的决策问题，并从数学角度做了尝试性的分析。

        1944年约翰•纽曼和摩根斯坦合着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出版，这标志着现代博弈理论的初
步形成。纽曼和摩根斯坦认为，博弈论是运用数学方法研究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性活动中制定最优

化的胜利策略的理论，博弈策略即根据游戏规则制定的处理竞争、冲突或危机的最佳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弈论的思想方法、研究手段被运用到军事领域，显示了它的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成为经济学思想史上与“边际分
析”和“凯恩斯革命”并列的重大“革命”，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和思维。

        1994年，美国著名的数学天才约翰•纳什(John Nash),由于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
开创性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获得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除了经济学领域，博弈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界在运筹
学的博弈概念基础上综合运用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和策略学等原理，逐步形成国际关系学的博弈

论。这既是研究国际冲突的策略理论，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实际手段，能够为行为者在面临危机和冲突

时设计出各种合理选择和理性决策。

        时下，对博弈论的研究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有些人说，最新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都已经被
博弈论重写了。



博弈的构成要素博弈的构成要素

        博弈的目的是利益，利益形成博弈的基础。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经济人或理性人的目的就在
于使收益最大化。参与博弈者正是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互相竞争。也就是说，参与博弈的各方形成

相互竞争、相互对抗的关系，以争得利益的多少来决定胜负，一定的外部条件又决定了竞争和对抗的具

体形式，这就形成了博弈。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果有一种资源为人们所需要，而这种资源又具有稀缺性或者说总量是有限
的，就会发生竞争；竞争需要有一个具体形式把大家拉在一起，一旦找到了这种形式，竞争各方之间就

会开始一场博弈。

        我们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深入浅出地解释一场博弈的各个要素。

        夫妻俩下班回到家，吃罢晚饭看电视。电视预报显示，一个频道会播放丈夫喜爱的足球赛，而另一
个频道会播放妻子喜爱的音乐节目。但是家里只有一台电视机。这样，围绕着到底看什么节目，一场博

弈就展开了。

        在这场博弈中，完整地包含着形成一个博弈的以下4个要素。

        (1)2个或2个以上的参与者(player)。在博弈中存在一个必需的条件，即不是一个人在一个毫无干扰的
环境中做决策。比如，在上面的案例中，如果只有丈夫或者妻子一个人在家，就不存在博弈。从经济学

的角度来看，如果是一个人做决策而不受到他人干扰的话，那就是一个传统的最优化问题，也就是在一

个既定的局面或情况下如何决策的问题。

        博弈者的身边充斥着其他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决策者，他们的选择与其他博弈者的选择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这种互动关系自然会对博弈各方的思维和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直接影响博弈结果。

        (2)博弈要有参与各方争夺的资源或收益(resources/payoff)。资源指的不仅仅是自然资源，如矿山、石
油、土地、水资源等，还包括了各种社会资源，如人脉、信誉、学历、职位等。人们之所以参与博弈是

受到利益的吸引，预期将来所获得利益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博弈的吸引力和参与者的关注程度。经济学的

效用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这个问题，凡是自己主观需要的就是资源；相反，主观不需要的对自己就不能构

成资源。

        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道理。再比如人们经常说的“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好”，也是这
个道理。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眼里可以抵过世间万物，但是对别人来说就不是这么珍重；而老婆呢，即使

是众人公认的绝代佳人，日子一长也会产生审美疲劳，其价值对自己来说便不断下降，这正是效用递减

规律的作用。

        在上面的案例中，资源或收益并不是电视机的所有权，而是在某一时段的使用权。事实上在那些对
于足球和音乐都没有偏好的人们眼里，哪一个节目都不会成为其资源。

        (3)参与者有自己能够选择的策略(strategy)。所谓策略，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计利以听，乃为之
势，以佐其外”，指的是直接、实用地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方式。通俗地说，策略就是计
策，是博弈参与者所选择的手段方法。博弈论中的策略，是先对局势和整体状况进行分析，确定局势特

征，找出其中关键因素，为达到最重要的目标进行手段选择。由此可见，博弈论中的策略是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直接对整个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4)参与者拥有一定量的信息(information)。博弈就是个人或组织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与既定的规则下，
同时或先后，一次或是多次选择策略并实施，从而得到某种结果的过程。

        简单说来，博弈论就是研究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如何达到均衡的科学。每个博弈者在
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不但要根据自身的利益和目的行事，还必须考虑到他的决策行为可能对其他人造

成的影响，以及其他人的反应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通过选择最佳行动计划，来寻求收益或效用的最大



化。

        本节所选的“夫妻博弈”模型大致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两人争执不下，于是干脆关掉电视，谁都别
看；二是你看足球，我到其他地方听音乐，或你听音乐，我到其他地方看足球；三是其中一方说服另一

方，两人同看足球或同听音乐。

        夫妻二人通常不会因为电视节目的分歧而分开活动的，这是研究该问题的潜在前提。但是，对于看
什么节目，双方又各有偏好。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如果丈夫和妻子分开活动，男女双方的效用为0;如果
双方一起去看球赛，则丈夫的效用为5,而妻子的效用为1;如果双方一起听音乐，则丈夫的效用为1，妻子
的效用为5。

        根据上述假定，夫妻双方不同选择的所有结果及其效用组合如表1-1所示。

表1-1 夫妻博弈效用矩阵

夫/妻 看球赛 听音乐

看球赛 5/1 0/0
听音乐 0/0 1/5

        就是这样一个矩阵，可以一目了然地把我们介绍的几种因素包含在里面。矩阵是博弈论中用来描述
两个或多个参与人的策略和效用的最常用工具，又被称为“收益矩阵”或“得益矩阵”。



相互依存与均衡相互依存与均衡

        汉代刘向的《新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末期，晋国的执政者赵襄子喝酒，五日五夜没有停
杯，仍然没有醉倒。赵襄子十分自豪地对侍候在身边的人说：“我真是国中最出色的人呀！喝酒五天仍
不觉难受。国内应该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我了。”弄臣优莫恭恭敬敬地回答说：“你还可以接着喝！纣王一
连喝了七日七夜，现在您才是五日五夜。”赵襄子听了以后，有些紧张地放下酒杯问道：“如此说来，我
要灭亡了吗？”优莫答道：“还不至于灭亡。”赵襄子问：“我跟纣王只差两天了，不灭亡还等什么？”优莫
回答道：“夏桀和商纣的灭亡，是因为分别遇上了对手商汤和周武王，现在天下各国的君主全是夏桀一
类的人物，而您和商纣王类似。夏桀和商纣同时存在一个时代，彼此都没有被消灭的危险。不过，长此

以往，事情就难说了！”

        其实不仅是昏君与明主之间，所有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每一个博弈者从博弈中
所得结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策略选择，同时也取决于其他参加者的策略选择。有时甚至一个坏的

策略也会带来并不坏的结果，原因是对方选择了更坏的利他而不利己的策略。

        2006年9月29日，年度“超级女声”大赛在掌声和欢呼声中谢幕，尚雯婕凭借5196975的票数登上冠军
宝座。有人发出疑问：与2004年的冠军安又琪相比，她没有出众的外表；与2005年的冠军李宇春相比，
她没有倾倒观众的舞台魅力；与2006年亚军谭维维相比，她没有“无可挑剔”的唱功。那她凭什么夺冠
呢？

        实际上，这个疑问本身就反映了疑问者对于博弈论的不了解。这个冠军本来就不是尚雯婕一个人得
到的，而是在主办方湖南电视台和天娱传媒、参赛的女生们、电视观众、媒体、各女生的“粉丝”(fans)等
方方面面共同博弈的结果。

        每一次超级女声的比赛，电视上几个女生在台上比赛唱歌跳舞，而实际上真正的博弈在屏幕之外。
以主办方来说，就不断根据观众的反应而修改策略，从开始的评委打分到专业评委、大众评审团、短信

共同决定，再到最后完全靠短信决胜负，这种修改可以看做对形势发展的妥协，也可以解释为追求商业

利益最大化的对策。有人认为整个过程中还出现了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的可能：某些得分较低的女生

的“粉丝”，联手对付得分高的选手；得分最髙的选手联合肯定无望出线的选手以巩固地位，防止次高选
手反超。

        这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博弈，而相互依存的策略就构成一种均衡。

        均衡可以说是博弈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但是却并不复杂。我们可以用描述法来加以定义：在博
弈达到均衡时，局中的每一个博弈者都不可能因为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而增加收益，于是各方为了自

己利益的最大化而选择了某种最优策略，并与其他对手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平衡。在外界环境没有变化的

情况下，倘若有关各方坚持原有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并理性面对现实，那么这种平衡状况就能够长期保持

稳定。

        在所有的均衡中，纳什均衡又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简单地说，所谓纳什均衡就是所有人的选择综
合在一块，不一定所有选择都能实现最大化原则，但能使所有人都达到最大化的均衡状态。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有<一句调侃的话：你可以将一只鹨鹉训练成经济学家，因为它所需要学习的只有
两个词——供给与需求。博弈论专家坎多瑞引申说：要成为现代经济学家，这只鹦鹉必须再多学一个
词，这个词就是“纳什均衡”。

        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多的博弈，我们无法使用严格优势策略均衡或重复剔除的优势策略均衡的方
法找出均衡解。比如在房地产开发中，假定市场需求有限，只能满足某种规模的开发最，A、B两个开
发商都想开发这一规模的房地产，而且，每个房地产商必须一次性开发这一规模的房地产才能获利。在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开发商A还是对开发商B，都不存在一种策略优于另一种策略，也不存在严格劣
策略(所谓严格劣策略是指在博弈中，不论其他人采取什么策略，某一参与人可能采取的策略中对自己
严格不利的策略)。如果A选择开发，则B的最优策略是不开发；如果A选择不开发，则B的最优策略是开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博弈论的诡计：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策略》王春永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898.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