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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行为也可以有理性的选择
———读《盲从与叛逆：从众、反从众行为与决策的智慧》

■郑渝川

就在《盲从与叛逆：从众、反从众行为

与决策的智慧》 简体中文版出版不久，中

国读者就见证了一起从众事件。

来自日本的全球快时尚服装品牌优

衣库，日前开始发售与 KAWS 联名的潮流

服装。 不出所料，引发了抢购潮，顾客连夜

排队、奔跑入场，个别人甚至等不及商店

卷帘门完全打开便抢先钻入。 当然，对商

机嗅觉灵敏的“黄牛”，更是不分款型、尺

码，数十件成捆购入，再到网上倒卖。 据报

道，优衣库一些门店里，此一联名服装被

一扫而空，连模特身上的样衣也被扒走。

这就是从众行为或称羊群效应的体

现。 本书作者、英国行为经济学家、南澳大

学选择研究所教授米歇尔·巴德利解释

说，羊群效应指许多人模仿其他一个或几

个甚至很多人。

这种从众行为又称模仿行为、跟随行

为，本质上是为了利己。 抢购优衣库服装，

就是为倒卖获利。 厂家将该系列服装定为

限量发行；该服装与某品牌的联名，使之

被某些消费者视为文化符号的承载 。 由

此，除满足穿着需要，该服装还可带来心

理及社会交往中的其他收益。

作者指出，人们的从众行为既可能主

动为之， 也可能是无意识动机所驱动，但

都具有显著的社会性。 人是社会性动物，

从众经长期演化已成为本能之一，哪怕我

们有意识地避免受到他人（错误）意见的

影响，仍会自动自发式地了解他人选择的

方式、结果，从而影响自己的行动。

与羊群效应相反的行为效应，即反羊

群效应或反从众行为。 具体而言就是标新

立异者、创新者。 作者认为，标新立异者的

行为由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学

影响力驱动， 其实与盲从者的行为很相

似———后者的行为部分归因于加入群体

可获得某些方面的经济激励，前者利用社

会行为反其道而行之，在逆反社会认可的

风险与最终证明自己正确的利益、声誉回

报之间获得平衡。 当然，标新立异者的行

为通常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认知偏

差、个性、情感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和驱动。

本书中，作者以行为经济学基本观点

为框架，辅以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自

然科学等不同学科观点，深入分析历史与

现实生活中普遍的从众、 追随和模仿行

为，揭示这些行为的动因，研究其中涉及

的理性与非理性，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本书开篇即强调指出，对从众行为不

能一概而论地视为愚蠢行为，因为它分为

盲目遵从与机智模仿。 比如，迷路时，跟随

大多数人的步伐， 显然是明智的选择；通

过手机 APP 叫外卖，人们会根据其他消费

者对不同餐馆的评分作出选择，这显然都

属于利己型从众。 在利己型从众的行为过

程中， 人们通过社会学习来展开行动，还

将效仿他人的行为视为向他人释放的信

号。 从众行为很多时候有助于积累声誉，

而不会被社会其他人视为麻烦。 比如，当

环保、生态战略渐成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

大企业不可回避的战略选择，那么，尚未

加入这项战略行动的企业效仿已加入的

同行，显然有助于避免声誉危机。

从众行为除了利己型从众，还包括集

体型从众。 “我们感到不安时会选择群聚，

或在担心做出错误选择而焦虑时会选择

随大溜。 ”以优衣库服装抢购热来说，许多

参与其中的消费者以及职业“黄牛”的举

动，无疑属于利己型从众，但其中也有不

少人显然更接近于集体型从众。 根据弗洛

伊德的观点， 独处会让一些人产生焦虑

感，这种情况下群聚从众是听从本能的行

为，可以降低焦虑感。

集体型从众有时会发展到相当整齐、

激烈的程度。 美国顶级篮球联赛，欧洲冠

军足球联赛，许多俱乐部都拥有所谓 “死

忠”球迷。 这些球迷凝聚力和一致性相当

强，能毫无畏惧地应对外部挑战。

作者在书中引入脑科学理论，分析从

众行为背后的大脑运作机制，指出从众选

择本质上是思维捷径。 有趣的是，许多动

物也存在与人类似的从众行为，这可能带

来显著的适应性优势。

从众行为的反面即标新立异者热衷

承担风险，因为他们希望剑走偏锋以获得

超额收益。 许多创业家、企业家、发明家，

都可归入标新立异者。 书中指出，社会对

标新立异者行为予以必要包容时，也要警

惕其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混乱和冲击。

从众行为在金融领域经常出现。 金融

投资者对郁金香投机热等事件耳熟能详。

作者指出，郁金香热在当时完全符合理性

选择规律，因为对于投资者来说，在泡沫

破裂之前，理智的判断和行动显然就是跟

随他人买进郁金香球茎———泡沫最终是

否破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破裂前

将其损失转嫁给他人。

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曾以选美比赛为

例指出，某观众要在投票决定胜负并对选

对结果的观众抽奖的比赛中获得机会，最

正确的做法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给参赛

者打分，而是评估其他人即更多的人喜欢

哪些参赛者，然后作出选择。 本书详细分

析金融投资领域广泛存在的利己型从众

行为后指出， 这导致了投资的投机化，使

投资者相当短视地看待其决策。

中国大趋势：继续拥抱世界
———读郑永年《大趋势：中国下一步》

■陈 斌

改革永远在路上。世界上没有

一劳永逸的制度，只有不断改革创

新，努力顺应发展潮流的制度。 对

于中国这个走过 40年改革开放道

路的国家，改革已成为国家发展的

常态，所不同的是，每一阶段面临

的改革课题各有侧重。正是出于对

新时代改革课题的深入探究，长期

深耕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

系的郑永年， 在本书中从政治改

革、经济建设、社会重建、国际关系

四个维度，对中国下一步发展精准

“拿脉”，并分门别类提出了自己的

观点和建议。

谈到改革， 郑永年言简意赅

地指出：“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

部开放。 ”在郑永年看来，中央和

地方主要存在政治、 利益和经济

三方面的关系。 国内改革大多从

这三方面入手 ，比如 “1994 年的

分税制和 1998 年的中央银行制

度的改革”。 在政府层级设置中，

郑永年主张 “实行三级半政府，

中央 、省 、县和市三级加上乡半

级（作为县的派出机构）”。 至于

现行层级政府的权力 ，“能合并

的合并 ，能收回的收回 ，能下放

的则下放”。

2016 年起，国务院大力推进

“放管服”的改革方向。 所谓放管

服，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放”即简政放权，降低准入

门槛。“管”即创新监管，促进公平

竞争。“服”即高效服务，营造便利

环境。不难看出，郑永年的上述观

点，与国务院的“放管服”改革方

向不谋而合。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县

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

下无不治。”作为面向广大群众的

基层政府， 县级治理向来是体现

政府效率的重要代表。 但 “中国

2800 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总

体上面临着经济、 人口、 地理条

件、面积、文化等千差万别。 如东

部人口多的县人口过百万， 西部

偏远地带仅数万人甚至更少，用

杳无人烟形容毫不为过。 差别越

多， 意味着政策的个性化需求越

需要突出， 这对执政党的政治智

慧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换言之，

许多政策既要有大面上的 “一盘

棋”格局，同时也要兼具能适应地

方特色的充分灵活性。

改革必须讲究策略 ，越是充

满智慧的改革，越不可能简单地

“一刀切 ”， 否则易对发展造成

“硬着陆”风险。 当然，改革也绝

非迈着碎步 ，瞻前顾后 ，否则跟

不上时代，好的初衷会因太慢而

被淘汰 。 郑永年认为 ，“任何国

家，尽管改革的动力往往是自下

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

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 这方

面现成的例子很多，比如农村土

地改革。1978 年 12 月，安徽凤阳

小岗村 18 位农民冒着风险立下

生死状，原本是吃不饱饭之下的

无奈之举，无意中被急于推进改

革的上层机构发现，最终在全国

推广普及，从而叩开了土地承包

到户的大门。

国企改革是郑永年极为关注

的焦点。前不久，《财富》杂志发布

2019 年世界 500 强排行榜，其中

来自中国的企业有 129 家， 上榜

数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的 121

家。 需指出的是， 中国上榜企业

中，央企接近半数，且牢牢占据榜

单前几名。

对于国企的未来 ， 郑永年

认为要走好四步棋 ， 即进一步

的企业化 、 给国企设定一个边

界 、保持国企的开放性 、国企必

须“国有化”。 简言之，就是国企

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企当为公

益性事业兜底，而不能单纯的唯

利润是图。 事实上，国企近年来

对房地产的深度介入，就招致坊

间诸多批评。

在郑永年所列的四大问题

中，国际关系尤显重要。 “一带一

路”自推行以来，很快受到沿线大

多数国家的热烈欢迎。 亚洲投资

开发银行成立后， 欧州一些国家

踊跃加入，其热情超出国人想象，

自然也加深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

霸主地位的焦虑， 中国和平崛起

的难度系数陡然飚升。

“据哈佛大学一个研究团队

的统计，自 1500 年以来，全球已

经历了 16 次权力在新兴大国和

守成大国之间的转移，结果 12 次

发生了战争， 只有 4 次可以说是

和平的转移。 ” 崛起的中国与美

国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郑

永年认为，“一带一路” 是以发展

为导向，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思

路主要是对国际秩序的补充，是

在顺应既有国际秩序中寻求更大

发展， 这与美国通过书写规则从

而实现“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

思路并无明显交集。

事实上，“一带一路” 已经有

很多国家参加。 即使是从前持怀

疑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 也在

改变它们的态度， 都派代表参加

了 2017 年 5 月在中国北京召开

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

对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 ，郑

永年认为这是中国从陆地走向海

洋的必然。 历史上中国传统威胁

主要来自北方， 导致海洋发展未

受重视， 直到近代西方的坚船利

炮轰醒了国人。 从世界发展趋势

看， 中国要想更大发展必然面向

海洋，这是“海洋地缘政治变得重

要起来”的原因所在。

对于西方社会 “中国威胁

论 ”的老调 ，郑永年认为一当驳

斥，二当解释，三当共同发展。 前

两个举措是表，最后一项才是里。

道理很简单， 与其苦口婆心地解

释千遍万遍， 不如争取更多国家

共同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胜于雄

辩， 发展才能争取更多国际受益

者一起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因此，

郑永年建言，“在下一阶段， 中国

不仅需要继续把‘自由贸易’的大

旗扛下去， 更需要具体的政策行

为”。 简言之，内部改革外部开放

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唯

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义无反顾

地拥抱整个世界， 中国方能在发

展中团结更多国际力量， 共同推

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