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书名
	出版信息
	总序
	致谢
	目录
	绪论
	1 效用的度量与阿罗定理
	1.1 效用的度量与比较
	1.2 阿罗不可能定理
	1.3 引入效用函数后的不可能定理
	1.4 阿罗的社会选择与分配正义的联系
	1.5 经济环境条件下的社会选择
	1.6 结论

	2 公理化的谈判理论
	2.1 作为理性审慎的正义
	2.2 纳什谈判解
	2.3 纳什解的其他公理化论证
	2.4 卡莱-斯莫若丁斯基与平等主义解
	2.5 经济学视角下的评论
	2.6 结论

	3 经济环境条件下的公理化机制理论
	3.1 引言
	3.2 经济环境条件的定义域
	3.3 经济环境条件下的公理和定理
	3.4 定理的证明
	3.5 命名效用和善
	3.6 结论

	4 功利主义
	4.1 引言
	4.2 马斯金定理
	4.3 海萨尼和迈尔森的表示定理
	4.4 无知之幕后的功利主义
	4.5 不确定性前提下个体最优化解释带来的启示
	4.6 最优人口规模
	4.7 结论

	5 基本善、基础偏好和功能性活动
	5.1 反功利主义
	5.2 基本善、福利和平等
	5.3 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化（差别原则）
	5.4 科恩的批判
	5.5 科姆的基础偏好
	5.6 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
	5.7 基本善还是功能性活动的平等：一种替代方法
	5.8 结论

	6 新洛克学派和自我所有权
	6.1 诺齐克的分配正义论
	6.2 对诺齐克的质疑
	6.3 对外部世界的联合所有权
	6.4 洛克对经济环境的一般化
	6.5 实施
	6.6 自我所有权的道德合理性
	6.7 结论

	7 福利平等与资源平等
	7.1 引言
	7.2 德沃金论福利平等
	7.3 对德沃金反对福利平等的中心论点的反驳
	7.4 德沃金关于资源平等的定义
	7.5 资源平等的公理化描述
	7.6 结论

	8 福利机遇的平等
	8.1 重新定位德沃金的观点（一）
	8.2 重新定位德沃金的观点（二）
	8.3 机会平等：一个例证
	8.4 机会平等：范式化分析
	8.4* 机会平等的离散化公式
	8.5 机会平等机制的例证
	8.6 机会平等问题的相关研究
	8.7 结论
	8.8 附录

	附录 无妒忌的分配
	参考文献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