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经济理论评论·

社会合作的行为经济学解释评述*
 

史 丹 汪崇金

内容提要:人类与生俱来就具有与他人合作并维护伦理规范的倾向。尊重并激发人类的这一

特质,已是当前中国推进社会治理的一个有效突破口。本文紧扣经济学实验、演化仿真和脑成像行

为经济学三大研究方法,从静态视角系统梳理了人类这一特质的证据,并从动态视角勾画其可能的

演进路径。本文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行为动机与方式,强化人们对他人合作

态度的乐观判断,以及对他人维护伦理规范倾向的积极预期,从而在借助他律的同时,践行慎独,自
觉地维护社会合作和良好规范,更好地促进社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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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但与

此不相称的是,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以“经济人假

设”为起点,以“竞争”为主线,专注于研究稀缺资源

的有效配置,忽视了对人类合作行为的研究(黄少

安、韦倩,2011)。实际上,人类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

成就,并不是由于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具有竞争的

本性,而是与之相反,在于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

点———高度的合作能力(孟昭勤、王一多,2004)。认

识到这一点,对于方方面面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意义

重大。大的方面关乎如何推进“一带一路”“环境治

理”等国际合作,小的方面关系如何加强“社区治理”
“组织管理”等人际互动。近年来,学术界甚至出现

了一种呼声,即经济学有从传统的资源配置理论走

向合作理论的必要(黄少安,2000;张维迎,2015)。
研究人类合作行为,“如何认识‘人’”是绕不过

的槛。因为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行,懂得如何管理经

济并促进经济繁荣,就必须关注人们的某些思维模

式(阿克洛夫、席勒,2009)。不过,正如卢梭在《论人

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序言中所说,“人类的各

种知识中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其

中,关于人性的讨论由来已久。古今中外,概不例

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管仲有“夫凡人之情,见利

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的感叹,而孟子则有“人无

有不善”的乐观。在西方文化中,对人性探索可追溯

到马基雅弗利和孟德维尔,但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的一段论

述被尊为“经济人假设”的始源。不过,斯密在强调

人的“自爱”的同时,还强调了“克己”和“谨慎”,自爱

的经济人本身包含了以“同情”为内容的伦理范畴

(朱富强,2009)。毫无疑问,如果只有“自利”或“自
爱”,人类怎能破解“囚徒困境”、走出“霍布斯丛林”?
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十年来,行为经济学借助实验、
仿真和脑成像等技术,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证据,系统

地证实了人们并不是具有同质的自利偏好,而是深

刻地受到生活环境、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的复杂影

响,具有异质的社会偏好(WorldBank,2015)。
通俗地讲,社会偏好是指一些感觉。它包括,人

们愿意与志趣相投的人合作,可以从中获得快乐,或
者感到对这种行为抱有义务;人们也喜欢惩罚那些

盗用他人合作成果的人,或者感到有义务这么做(鲍
尔斯、金迪斯,2015)。人们这种喜欢合作、讨厌不合

作者的社会偏好,在行为上则体现为条件性合作

(conditionalcooperation)①和利他性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在桑塔费学派(SantaFe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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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境中,这些行为又被定义为积极的强互惠(pos-
itivestrongreciprocity)和消极的强互惠(negative
strongreciprocity)。②基于异质性社会偏好的强互

惠理论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图景:在一个群体中,
强互惠者会积极尝试着与他人合作,但仅此并不足

以维系合作,因为难免存在一些搭便车者,如果不对

他们加以约束,搭便车行为会进一步蔓延。好消息

是,倘若允许个体间相互监督与惩罚,即使没有预期

利益作为补偿,强互惠者也会不惜花费个人成本惩

罚那些搭便车者,合作则得以维系。在社会学、人类

学等领域的学者看来,强互惠者的合作倾向与对违

规、卸责、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利他惩罚,是维

系伦理、道德、习俗、禁忌、礼仪、规矩等非正式制度

的根本力量,也是强化法律、法规、合同等正式制度

的重要支撑,现已成为理论界破解“社会合作何以可

能”这一难题的重要突破口。
强互惠理论强调了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和社

会性,对“人”的抽象更符合实际。不过,强互惠理论

毕竟是在新近才发展起来的,尚有诸多质疑,对社会

实践的指导潜力也尚待挖掘。鉴于如此,本文着力

从静态视角,系统梳理强互惠特质的经济学实验证

据与脑科学研究发现,并尝试从动态视角勾画这一

特质可能的演进路径。借此评述,以期进一步宣传

强互惠理论、彰显强互惠力量,强化人们对他人的合

作与利他惩罚的预期,引导人们在借助他律的同时,
践行慎独,自觉地参与到规范维系、社区治理、环境

保护,以及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公共

事务管理中来,从而更好地促进不同领域的社会

合作。

二、强互惠行为的实验证据

经济学实验凭借其较好的可控制性和可复制

性,能有效地测度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强互惠理

论提供了一系列极具说服力的行为方面的证据。其

中,公共品实验被认为最为适合模拟人们在现实状

态下的互动(Chaudhuri,2011),为此本文着重讨论

公共品实验的证据。具体而言,这些实验证据可分

为以下两大类。③

(一)条件性合作的实验室证据

实验经济学家对强互惠行为的兴趣首先源于对

“最后通牒博弈”的分析。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有两个

参与者,分别称为提议者和回应者,他们进行一定数

量的现金分配。提议者首先提出一个分配方案,回
应者然后决定接受或拒绝该方案,如果回应者接受,

则双方按照分配方案分得现金;如果回应者拒绝,双
方收益均为零。按照自利偏好假设,在一次性匿名

博弈中,提议人给对方任意一个非常小的正的单位

收益,响应者将接受提议并达成均衡。但是,大量的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显示,大多数提议者会分给回应

者40%~50%的现金(Güthetal,1982;Bolton&
Zwick,1995;List&Cherry,2000)。这是自利偏好

假设无法解释的现象,Güthetal(1982)称之为“最
后通牒博弈悖论”。

类似地,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博弈分析,在一次性

公共品博弈中,参与者不会向公共账户中贡献自己

的禀赋。但是,在实验经济学不算长的历史中,已开

展的200多个公共品实验均显示:被试的公共品投

资显著不为零(Isaac& Walker,1988;Andreoni,

1988)。④除此之外,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信任博弈实

验、礼物交换博弈实验中,被试也都呈现出传统的自

利偏好假设无法解释的合作倾向。
这些现实观察与理论预测的“不一致”吸引了人

们对超越自利偏好假设的研究,顺势而生的社会偏

好(socialpreference)理论引起学界的重视(陈叶

烽,2010)。尽管社会偏好概念的雏形可以追溯到

Veblen(1934)、Duesenberry(1949)等,但要严格地

给社会偏好下一个定义并非易事。文献中一般有四

种具体形式的社会性偏好:纯粹利他(purealtru-
ism)、光热效应(warmglow)、互惠(reciprocity)和
不平 等 厌 恶 (inequalityaverse)。Ashleyetal
(2010)、周业安和宋紫峰(2008)、陈叶烽(2009)等还

曾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尝试给予进一步界定。从本文

掌握的资料来看,社会偏好的进一步具体化并未引

起学界的更多关注,而是广泛用于表示人类的亲社

会情感。相似的表达还有亲社会偏好、涉他偏好等。
条件性合作是指人们在预计他人合作时也会还

以合作的行为特征,是社会偏好这一心理动机的行

为表现。Fischbacheretal(2001)在开篇即提出,
“一些人可能是出于某种形式的社会性偏好而表现

为条件性合作”,从而免于对社会偏好具体形式的纠

缠。⑤在此之后,条件性合作成为一个更为中性的概

念,用于描述人们愿与志同道合者合作的特质。而

且,Fischbacheretal(2001)的两阶段公共品实验设

计现已发展成为定量分析异质性社会偏好的基本范

式。他们基于Selten(1967)的策略性方法,通过激

励相容约束,要求被试回答其在他人的公共品贡献

量分别为0、1、2……20等情况下的公共品贡献量。
然后依据这两个序列之间的相关性,将被试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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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性合作者、搭便车者、倒 U 型合作者等类型。
在此之后,Herrmann&Thöni(2009)、Rustagietal
(2010)、Fischbacher& Gächter(2010)、Volketal
(2011)、汪崇金等(2012)、周业安等(2013)、周晔馨

等(2014)先后基于这一范式,以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和文化背景的个体为实验对象,得到了较为一致的

实验 结 论,为 条 件 性 合 作 提 供 了 更 有 力 的 实 验

证据。⑥

以条件性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异质性社会偏好假

设能够有效地解释重复多期的标准公共品实验中的

“非零贡献”与“合作退化”(周业安、宋紫峰,2008)。
实验中,一部分人是强互惠者,表现出条件性合作倾

向,他们在实验伊始就尝试着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

观测到实验中的公共品贡献量不为零。不过,还有

一部分人是搭便车者,他们不顾强互惠者的努力,而
一直选择搭便车。强互惠者的回应便是减少或拒绝

合作,再次表现出条件性合作特征,因此我们观测到

实验中的公共品贡献量随着实验的重复进行而下

降。这进一步佐证了条件性合作假说的合理性。
(二)利他惩罚的实验室证据

强互惠行为的另一方面为利他惩罚,利他惩罚

的实验证据也应从“最后通牒博弈”谈起。前述分析

已经提到,在大量的实验中,多数提议者表现得相当

慷慨,这是自利偏好假设无法解释的。这里需要补

充的是,这些实验还显示,对于提议者的吝啬(比如

说低于禀赋的30%),响应者常常会拒绝接受,导致

双方都一无所获。响应者的拒绝实质上是对提议者

的惩罚,当然响应者自身也为这样的惩罚支付成本,
因为他本可以获得一个正的收益,只不过在他看来

有点少而已。这里有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情

绪宣泄,体现了利他惩罚的特征。
利他惩罚首份公共品实验证据来自 Fehr&

Gächter(2000)。他们是以现实中的一个悲剧事件

开始的。在1979年“油荒”期间,卡特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汽油配给与价格控制的措施,导致购油司机加

油时需要排长队等候。排队的人群中常常因插队而

产生殴斗、叫骂,一位乘汽车旅行的人甚至因为插队

而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卡车司机枪杀。这显然是一个

极端案例,但现实中类似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
行为时有发生,例如最近发生的“瓜子哥”“项链姐”
等事件。这些都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厌恶破

坏合作规范、搭便车等不合作行为,有时甚至不惜花

费个人成本施以惩罚。为了验证这种利他惩罚,Fe-
hr& Gächter(2000,2002)在标准公共品实验中新

增了一个环节,允许被试之间相互监督,对搭便车的

队友实施有成本的惩罚(下文称这一实验设计为

F&G设计)。⑦他们的实验结论显示,对于搭便车行

为的利他惩罚普遍存在;搭便车程度越严重,遭受队

友的利他惩罚就越大。这也进一步解释了标准公共

实验中“合作退化”现象。强互惠者遭遇搭便车后之

所以减少或拒绝合作,是因为这是他们惩罚搭便车

者的唯一手段(Fehr& Gächter,2000)。更为重要

的是,Fehr&Gächter(2000)还发现,利他惩罚能够

维系较高水平的合作。
在随后的十多年里,Bochetetal(2006)、Car-

penter(2007)、Seftonetal(2007)、宋紫峰和周业安

(2011)等基于F&G设计,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

为实验对象,证实了广泛存在的利他惩罚,一遍遍复

述着与Fehr&Gächter(2000)相同的乐观故事。

三、对强互惠理论的质疑

大量的公共品实验显示,一些人具有强互惠特

质,已成为破解“人类合作何以可能”这一难题的突

破口。当然,对于这一乐观判断,也有很多学者并不

信服,提出了诸多质疑。⑧ 在后续的拓展性研究中,
有些质疑得以化解,而有些却不断强化并更具颠

覆性。
(一)“非零贡献”是“合作”还是“迷糊”?
尽管异质性社会偏好假说能够解释公共品实验

中的“非零贡献”与“合作退化”两大经典现象,并得

到广泛的认可,但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在少数。例

如,Andreoni(1995)、Houser& Kurzban(2002)等
研究指出,一些被试没有选择搭便车,是“混乱”
(confusion)或“失误”(error)所致。这些迷糊的

(confused)被试贡献了总量的50%左右,这一比例

远高于强互惠理论支持者测算的6%~10%(Fisch-
bacheretal,2001;Fischbacher& Gachter,2010)。
不过,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实验程序更为规范、
实验技术更为成熟,“迷糊”一说曾一度消失,但近年

来再次风起。持怀疑态度的代表性人物有 M.Bur-
ton-Chellew、S.West等。他们的实验研究再次提

出,“非零贡献”不是因为合作,而是出于利益最大化

的动机、不断试错的结果。
比如,Burton-Chellew(2016)得到了一些有别

于以往的实验结论:(1)当被试在人机博弈时,同样

表现出异质性的社会偏好,社会偏好类型分布与

Fischbacheretal(2001)、Fischbacher& Gächter
(2010)中以人作为博弈玩家的实验结论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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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论是与计算机博弈还是与人博弈,被试在策略

性实验中表现出的社会偏好都可以解释他们在一次

性博 弈 中 的 公 共 品 供 给,这 与 Fischbacher &
Gächter(2010)以人为被试对象的实验结论也是一

致的。⑨(3)个体利益最大化策略应该是贡献零单位

公共品,而与他人贡献量的多少无关,但在实验中,
只有搭便车者是这样认为的,而条件性合作者一般

会相信自己利益最大化策略与他人的贡献量有关。
作者强调,尽管设置了标准的控制性问题,但还不能

确保被试能够正确理解博弈,实验方法的可靠性仍

值得怀疑,行为经济学实验中的基本假设———“选
择”显示“动机”,并不必然成立。

再比如,Burton-Chellewetal(2015)假设了三

种学习规则:基于利益的学习(payoff-basedlearn-
ing)、亲社会的学习(pro-sociallearning)、条件性合

作(conditionalcooperation)。基于利益的学习规则

是指被试仅关心自己的收益;亲社会的学习规则是

指被试不仅关心自己的收益还关心他人的收益;而
条件性合作规则假设被试不仅关心自己的收益还关

心他人的贡献量。他们开展了三种设计的实验:黑
盒子(blackbox)设计、标准设计、强化设计。三者

的区别仅在于信息的多寡不一。黑盒子设计实验中

的信息量最少,仅告诉被试将按照某一个数学公式

计算个人所得,再无其他提示信息;在标准设计实验

中,告诉被试其收益以及其他三位队友的公共品贡

献量,这与F&G设计一致;而强化设计实验中提供

的信息比在标准设计中多了两条,即其他队友的公

共品收益和总收益。⑩理论上讲,强化设计实验提供

了更多的信息,不确定性会有所下降,人们因未知而

学习模仿他人的可能性也会有所下降。但实际上,在
标准设计实验中,被试更明显地表现为条件性合作,
而在强化设计实验中,更多的信息没有改善合作,反
而具有反社会效果(anti-socialconsequence),公共品

供给水平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这说明被试表现出的

条件性合作不是出于社会性偏好,而是社会学习的

结果;更为重要的是,仅有基于利益的学习规则能够

解释全部的三种设计实验的数据。他们据此判断,
条件性合作主要是因为困惑或失误所致,而不是亲

社会偏好的体现,公共品实验不能证实人类所拥有

的利他性。
尽管Burton-Chellew等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研究,但他们引述的文献中,除了自己团队的研究成

果,如 Kummerlietal(2010)、Burton-Chellew &
West(2013)之外,剩下的只有上文提及的Andreoni

(1995)、Houser& Kurzban(2002)。可以说,Bur-
ton-Chellew等人的质疑尚未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共

鸣。当然,“学习”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实验中被

试可能存在学习活动,这也难怪“学习”假说(learn-
inghypothesis)由来已久却难以排除。演化心理

学、演化博弈论、生物学和有限理性论一致认为,人
类能够快速地习得和有效地运用互惠规范和社会规

则,正是这个强大的学习能力,使得个体能够在大量

的社会困境中通过其积极行动获得收益(奥斯特罗

姆,2010)。也许正如 Mulleretal(2008)所言,被试

在实验中的自愿供给行为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尝试探

索对他们最为有效的策略,但这种变化并非一直朝

着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变动。换言之,被试并非

简单地学习如何最大化个人利益。这说明Burton-
Chellew等人的质疑尚不能否定社会偏好假说,反
而为深入研究社会偏好提出了新的视角。

(二)利他惩罚实验果真客观描述了现实生活?
强互惠理论的支持者们声称,利他惩罚实验解

释了狩猎聚居部落、游牧民族等小型社会的自发合

作(Bowles& Gintis,2002;Richerson & Boyed,

2005)。但在Guala(2012)看来,这样的声称过于随

意,并提出利他惩罚实验缺乏现实证据的 质疑。

Guala(2012)的质疑引发了学术界就利他惩罚的大讨

论,诸多著名学者,如E.Ostrom、N.Nikiforakis等都

参与进来,桑塔菲学派“四君子”S.Bowles、R.Boyd、

H.Gintis、E.Fehr也加入了论战。2012年2月发表的

《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ndBrainScience)还以专题

的形式集中收录了这些讨论。总体来看,争议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利他惩罚实验设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刻

画了真实世界? 比如,Güney& Newell(2012)指
出,实验中无须真正地付出努力,实验所得类似于意

外之财,这在现实中相当少见,因此实验不能用于模

拟现实生活、解释现实问题。更具颠覆性的是,上述

乐观结论都是基于F&G设计,而这种设计事先排

除了包括报复在内的反社会惩罚(Anti-socialpun-
ishment)。无论是在经济学实验中(Denant-Boe-
montetal,2007;Nikiforakis,2008),还是在演化博

弈模型中(Hauertetal,2007;Janssen&Bushman,

2008;Randetal,2010),一旦加入反社会惩罚,上述

乐观故事都将被改写。由此可见,无视反社会惩罚

显然有损利他惩罚实验的效度。
其次,现实生活中存在利他惩罚吗? 这也是回

应实验效度质疑的关键问题。Guala(2012)重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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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强互惠理论支持者所声称的人种学证据,并指

出现实中一些惩罚是无须惩罚者支付成本的,而另

一些所谓的高成本惩罚(costlypunishment)往往是

由集体完成的,惩罚成本为所有成员公摊。他强调,
这些惩罚都与实验中的利他惩罚不一致,不可认定

为利他惩罚的现实证据。Guala(2012)对利他惩罚

缺乏现实证据的质疑也得到Binmore(2005)、Ross
(2006)、Johnson(2012)等的广泛支持和认同。

毫无疑问,Guala等人的质疑极具挑战,但还没

有严重到让我们否认社会偏好是重要行为动机的判

断。虽然允许反社会惩罚的公共品实验和演化博弈

分析再次得出悲观结论,似乎又应验了霍布斯、洛克

等先哲的预言,但在新近开展的允许交流(Ostrom,

2012)、增加信息供给(Kamei&Putterman,2013)
的公共品实验中,还是得到了支持利他惩罚能够维

系社会合作的结论。就利他惩罚缺乏现实证据这一

质疑而言,一些学者指出,由于现实生活多处于均衡

状态(Johnson,2012;Gächter,2012),再加上存在不

确定性(Bereby-Meyer,2012;Gehrigetal,2007),
因此很难观测到利他惩罚,但这不能否定利他惩罚

在一 次 性 交 往 中 的 作 用。Fudenberg & Pathak
(2010)的发现就是一个佐证,他们以美国大学生为

被试对象的实验显示,仅仅是利他惩罚威胁就足以

维系较高水平的社会合作。换言之,日常生活中往

往无须真正地发生利他惩罚。另外,Balafoutas&
Nikiforakis(2012)新近在希腊雅典的一个地铁站组

织了有关利他惩罚的自然现场实验(naturalfield
experiment),实验者故意违反车站的公共秩序,他
们发现许多人会出面指责制止,这为利他惩罚实验

提供了新的有利证据。

四、强互惠理论的脑科学证据

从上述研究来看,无论是实验经济学研究还是

演化经济学研究,均尚存分歧,未能为强互惠理论提

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近年来,脑科学有了长足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为强互惠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现有

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由一系列专门的模块组成,这
些模块是按照早期人类所处环境的特殊需求而逐渐

被塑造出来的(福山,2015)。脑科学家基于这样的

认识,运用脑功能成像(functionalneuroimaging)、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工具,迅速积累了大量

的脑科学数据,就人类的信任、互惠交换等社会行为

背后的神经系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对强

互惠行为的探索。

(一)条件性合作的脑科学解释

由著名的行为神经科学教授J.Rilling领衔的

研究团队对合作行为背后的神经系统做了大量研究

(Rillingetal,2002,2007,2008)。其中,Rillingetal
(2002)发现,被试与他人合作而非背叛时,包括伏隔

核(nucleusaccumbens)、尾核(caudatenucleus)等
在内的纹状体(striata)被激活。纹状体大约形成于

7000万年前,是与决策行为有关的重要脑区,尤其

是与 奖 赏 系 统 有 关,包 括 金 钱 回 报 和 愉 悦 情 绪

(Schultz& Romo,1988;Kawagoeetal,1998;Do-
hertyetal,2004)。纹状体被激活说明被试从合作

行为中获得了额外收益。当然,J.Rilling等人的系

列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固定匹配的重复囚徒困境实

验(fixedmatchingrepeatedPD)。这种实验设计可

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博弈对象是固定不变的,
被试在看到自己当期实验收益时可能也在谋划下期

是合作还是背叛。因此将难以区分所观测到的脑区

变化究竟是对实验收益的反应还是对行为决策过程

的映射(Suzukietal,2011)。
为此,Suzukietal(2011)开展了随机匹配的重

复囚徒困境实验(randommatchingrepeatedPD)。
实验中,被试是随机匹配的,实验者会告知被试与其

随机相遇的队友究竟是“合作的”、“非合作的”,还是

“未能确定类型的”。实验者的这一判断是根据被试

往期的贡献情况总结而成的。然后,实验者分别扫

描被试在决策时和观测到实验收益时的功能性磁共

振成像。他们发现,相对于非合作的队友而言,被试

更愿意与合作的队友或未能确定类型的队友合作,
表现出条件性合作特征。而且,当遇到不合作的队

友时,被试右部的前额叶侧背部(dorsolateralpre-
frontalcortex,简称 DLPFC)、 双侧的后颞上沟

(posteriorsuperiortemporalsulcus,简称pSTS)和
颞顶交界区(temporo-parietaljunction,简称 TPJ)
更为活跃。他们进一步指出,合作是被试的优势反应

(pre-potentresponse),但遇到非合作队友时,会抑制

优势反应而选择背叛,DLPFC、pSTS/TPJ等脑区被

激活反映的正是这一认知抑制过程。已有研究显示,
其中的DLPFC关乎对犯罪行为是否实施惩罚的研判

(Knochetal,2006;Buckholtzetal,2008)。不难看出,

Suzukietal(2011)的脑科学证据与Fehr&Gächter
(2002)的调查结论是一致的,即拒绝或减少合作是强

互惠者对不合作者的一种惩罚。
(二)对利他惩罚的脑科学解释

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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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呢?
这是强互惠理论的核心问题。E.Fehr、T.Singer等

人的两份有关囚徒困境博弈与信任博弈的脑功能神

经成 像 研 究 对 此 做 了 解 释。DeQuervainetal
(2004)的研究显示,如果被试在遭遇不公平对待时

还以利他惩罚,那么他们大脑中纹状体背侧(dorsal
striatum)的尾核会被激活;而且,尾核的活跃程度

与其用于惩罚他人的成本呈正相关性。前文已指

出,纹状体是哺乳动物权衡损益的主要脑结构。换

言之,人们可以从利他惩罚这种行为本身获得满足

(叶航等,2005)。DeQuervainetal(2004)这一文献

在国内学界流传已久,叶航等(2005)、韦倩(2010)、
韦倩和姜树广(2013)、汪崇金(2013)等均有所译介,
在此不再赘述。

T.Singer曾是 E.Fehr的学生,因发现“同情

心”的脑神经网络而声名鹊起(汪丁丁,2011)。 她

和同事于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Singeretal,

2006),再次佐证了E.Fehr等人的上述结论。她们

的研究显示,当看到行事公正的队友遭遇痛苦时,被
试大脑中与痛苦相关的脑区额岛皮层(fronto-insu-
larcortex)和扣带前沟(anteriorcingulatecortices)
会被激活,这种反应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
当看到行事不公正的队友遭遇痛苦时,至少是在男

性被 试 中,这 种 同 情 反 应 (empathy-relatedre-
sponse)会明显下降,与此相应地,他们与奖赏系统

有关的脑区,如纹状体腹侧(ventralstriatum)、眶额

叶皮层(orbito-frontalcortex)更为活跃,活跃程度

与被试自我报告的对该队友的憎恨程度密切相关。
她们推测,人们对他人的同情是以其对他人社会行

为的评价为基础的;特别是对于男性被试,当看到行

事不公的人遭遇痛苦时,他们不会给予相应的同情,
这种免于同情是对他人不公正行为的惩罚。严重的

情况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灾乐祸”。男性被试不

同脑区活跃程度的“一降一升”说明,他们对他人的

不幸本来会产生同情,但又因为他人行事不公对其

实施惩罚而未同情,由惩罚产生的满足感正好弥补

了未给予同情所造成的损失。她们的发现与E.Fe-
hr等人的结论遥相呼应。

除此之外,针对第三方的利他惩罚也得到了脑

科学研究的支持。一般而言,相对于第二方利他惩

罚而言,第三方利他惩罚刺激的脑区可能更为平静

(dispassionate),但Buckholtzetal(2008)功能性磁

共振成像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实验中,被试阅

读一份描述某一场景的书面材料后,决定是否对其

中的主人公实施惩罚及其程度。与以往研究一致,
被试脑内与决定是否实施惩罚以及惩罚力度的脑

区,前额叶侧背部和杏仁核(amygdala)均有相应的

反应。这些发现说明,第三方惩罚同样是受针对失

范者的负面情感使然(Rillingetal,2011)。
上述研究显示,人类大脑对相互合作和惩罚背

叛者的加工过程与其他享乐行为的过程几乎相同,
人们在合作和惩罚搭便车者的过程中获得了满足感

(鲍尔斯、金迪斯,2015)。脑科学研究的发现有助于

人们消弭分歧,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强互惠行为。
当然,人脑的各个部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人们对于

脑内的合作秩序仍然知之甚少。我们注意到,尽管

上述研究多以控制回报系统的纹状体为考察对象,
但他们关注的具体部位又有所不同。人脑内部结构

相当精细复杂,这种微小不同或许暗示着神经系统

的巨大差异。因此,现有的研究结论不仅难以在同

一个层面上比对,其可信度也大打折扣,甚至给人一

种盲人摸象的怀疑。这注定着脑科学方面的研究仍

然是任重而道远。

五、讨论与启示

经济学实验与脑科学研究尽管仍存分歧,但给

我们呈现了这么一个事实:人具有与他人合作并维

护伦理规范的倾向。诚然,仅仅是这些还不够,更为

重要的命题是要解释清楚,人类的这些行为倾向是

如何形成的?
从上述综述来看,强互惠行为的脑科学证据并

不充分,这一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尚缺,不过,在社会

偏好这个宏观层面上的研究颇丰。相关的研究具体

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脑科学的研究。其中,有这

样一个共识:人脑有三层,分别来自不同演化阶段,
具有不同的功能。当中的第二层是“外缘系统”
(limbicsystem),也称“情感脑”,是情感活动的策源

地,被称为欲望、愿望、冲动等的心理活动都生发于

此(汪丁丁,2011;福山,2015)。与此相应的是,上文

提及的脑区都集中于此,由此可见,控制人类社会偏

好情感的脑区是在长期演化中逐渐形成的。第二类

研究是演化仿真研究,其中的“基因—文化共演化”
(gene-culturecoevolution)模型已广为接受。该模

型假设,一个新的生物体为了更好地适应所处环境,
可籍两种通道获得信息,一种是基因的信息通道,即
通过父辈的基因编码获得在所处环境中持久不变或

者在时间和空间中变动很慢的信息;另一种是非基

因的信息通道,具体而言包括个体学习和社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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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凭借自身的学习能力从所处环境中习得。对于大

多数动物来说,基因传递和个体学习就是事情的全

部,而对于人类而言,社会学习或称文化传播,是获

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基因—文化共演化”模型认

为,人类的社会偏好是基因影响文化演化、文化影响

基因演化的动力过程的结果。这一假设得到了模拟

仿真的佐证(鲍尔斯、金迪斯,2015)。
总而言之,强互惠理论以大量的实验经济学、脑

科学等方面的证据,并通过演化经济学的仿真分析,
逻辑自洽地提醒我们:人们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

了社会偏好,自愿遵守并希望他人遵循合作规范,自
己做不到时会内疚,别人做不到时则会气愤,甚至会

不惜花费个人成本给予惩罚(福山,2015)。通过对

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下列一些启示。

1.重视“人”的异质性是强互惠理论的重大突

破。对于行为经济学来说,理解人脑三结构的功能

及冲突尤为重要,因为这是解释人类行为的关键环

节。人脑的三层中,除了最早演化而成的、也是在最

内层的脑干和前述的“情感脑”之外,还有“理性脑”。
“理性脑”是最新演化而成的、也是在最外层的大脑

皮质,负责高级认识,掌管着意识、语言等功能,理性

选择(对可选方案进行排序和比较,并从中选优)也
发生于此(汪丁丁,2011;福山,2015)。与电脑负责

精确计算不同,人的“理性脑”的理性选择过程充斥

着来自“情感脑”的情感因素(福山,2015)。换言之,
个体的理性决策往往会包含部分情绪(非理性)和部

分非自利的成分(周业安,2015),因此既不是完全理

性的,也不是完全自利的。这是人类行为的复杂性

之所在,是共性方面的。除此之外,还有个性方面

的,因为人们的行为方式受到其长期以来得到的教

育、感受到的文化氛围、信守的道德准则等因素的影

响,必然也会表现出异质性和复杂性。我们注意到,
尽管社会偏好是否稳定可靠尚存争议(汪崇金、聂左

玲,2015),但强互惠理论正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并
积极沿着这个方向来理解、刻画人的复杂行为,对
“人”的抽象因此更真实,是对传统自利偏好假设的

重大突破。

2.强调“人”的强互惠特质对于促进社会合作

尤为重要。首先,过分强调“个人贪婪”的假设是不

符合事实的,而且使得悲观的预期在个体间蔓延,这
不利于实现包括公共品自主供给在内的社会合作。
一个有力的例证是,相比较其他专业的学生而言,经
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公共品实验中表现得更为自私,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接受的教育改变了他们的行

为(Franketal,1998)。其次,在当前的中国社会,
需要通过公共教育,强化社会个体的利他惩罚预期。

Wuetal(2009)、汪崇金和史丹(2016)以中国在校

大学生为被试对象,分别开展了设有利他惩罚的囚

徒困境实验和公共品实验。这些实验一致地证实,
利他惩罚乏力、利他惩罚威胁不足,难以有效抑制违

规、卸责、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一个重要原因

是,大多数被试,特别是搭便车者,不相信或低估他

人的利他惩罚。因此,需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人”
的强互惠特质,尊重他人的善意,敬畏他人的惩罚,
从而增强人们在社会互动中与他人的合作。

3.激发“人”的强互惠特质已是当前社会治理

的一个主题。由于私人契约和政府命令无论单独起

作用还是联合起来,都无法为现代社会的治理提供

夯实的基础,社会合作仍然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必

然要求(鲍尔斯、金迪斯,2015)。我们乐见,在当前

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个体的强互惠特质已得到

重视和重用。一方面,中国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推进道德重建和再生,通过内化、认
同和融合等心理过程,寻求道德支持的自我行为约

束途径(王道勇,2014);另一方面,“不带剑的契约不

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
(霍布斯,1985)。中国在强化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

公共惩罚的同时,在各个领域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发
挥媒体舆论监督、鼓励同行监督,在私人惩罚与公共

惩罚的良性互动中,充分发挥人们对违规、卸责、搭
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实施利他惩罚的亲社会特质

(汪崇金、聂左玲,2015)。可以说在当前社会治理实

践中,在强调“放权让利”、从正向激励入手“把激励

搞对”的同时,还在不断强化包括利他惩罚在内的各

种形式的惩罚,着力构建多层次的惩戒体系,从负

向激励入手“把激励搞对”。这一逻辑有别于以往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也是当前

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和显著特征。
注:

①有些文献也称之为“利他性合作”(altruisticcooperation)。

②这里的“利他性”并非强调行为主体的利他动机,而是强调

行为本身会降低行为主体自己的适存度、增加群体的适存

度。生物学家用后代与母代之比来测度适存度(fitness),

如果一个人的生存策略有利于增加自己的适存度,那么他

的后代的数目必须超过母代的数目(汪丁丁,2011)。

③尽管积极的强互惠与消极的强互惠都是受社会偏好驱使,

但为了便于聚焦问题,文献梳理时分两类齐头推进。

④数据来源于CharlesHolt,“TheY2KBibliographyofEx-

perimentalEconomicsandSocialScience”,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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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virginia.edu/~cah2k/y2k.htm。

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条件性合作是个更为广泛的概念,不
仅包括积极的强互惠,即Fischbacheretal(2001)语境下

的条件性合作,还包括出于直接互惠、间接互惠动机所表

现出的合作行为(Suzukietal,2011)。

⑥更为详细的总结详见连洪泉和周业安(2015)的表1。

⑦与Ostrometal(1992)的不同,他们在陌生人组(Stranger-
treatment)的实验中选择了随机匹配方法,也就是说,各期

实验的小组成员构成不同,从而排除了被试在互动中因为

直接互惠或声誉考虑而选择合作或惩罚的可能。

⑧连洪泉等(2013)提到其中的三点质疑。

⑨从不同偏好类型来看,被试在与计算机玩家或人类玩家的

实验 中,公 共 品 贡 献 量 均 值 也 基 本 相 同,见 Burton-

Chellew(2016)的图1。换言之,被试之间的差异可以解释

为他们如何理解最大化收益方面的差异。

⑩但仔细推敲,如果被试真正理解实验,强化的设计实验额

外提供的两条信息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被试可通过简单

计算获得。

详见原文的表2,其中“otherssuccess”的系数均为负值,

又见原文图1。

作 者 还 提 及 ventromedialfrontal/orbitofrontalcortex,

rostralanteriorcingulatecortex。

参照汪丁丁(2011,p193)的作法,将dorsolateralprefrontal
cortex(简称DLPFC)译为“前额叶侧背部”。

英文文献中为“empathy”。有些中文文献翻译成“共情”,

而此处参照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2011年版)与汪丁丁(2011)的做法,将其翻译为“同
情”。

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包括三层,人脑内部合作属于其中之

一(汪丁丁,2011)。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学者尝试着结合“大五”人格模型,进
一步探析了个体社会偏好稳定性的心理基础(Volketal,

2011)。学术界对于人类情感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由于人

格模型的脆弱性和人类情感的微妙性,这方面的研究都注

定仍任重道远。

如诚信体系建设中的“黑名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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