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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作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互动方式之一，现代社会中合作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合作现象的

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兴盛于二战后，涉及多个学科研究视野。合作成功必备四大要素：贡献、成效、

远景和环境（包括内环境和外环境）；合作演进过程表现为：合作层次提高、合作类型转换、合作内容改

变、合作频率加快、合作空间增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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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的研究 
国外对合作现象的关注始于俄国学者克鲁

泡特金。1902 年，他在其著作《互助论》中列

举了大量合作现象，明确指出：互助和合作是动

物界和人类社会进化中的重要因素，[1]并对合作

行为本身进行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国际冷战

的结束、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生态学）的

兴起、科学思维方法的转型带动了合作现象的研

究。例如：林恩·马古利斯等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展现更为久远而奇特的合作现象，合作行为追潮

至细胞、细胞器、生物大分子水平，[2]这些前沿

成果推动着合作问题的深入研究；汉密尔顿的亲

缘选择理论、[3]特里弗斯的互惠利他理论[4]则分别

解释了近亲个体间、非近亲个体间的合作行为；

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学者则尝试在神经机制水

平上对合作行为做出解释和预测。[5]这些研究主

要基于生命科学成果，对合作行为的原因进行多

方位的定性分析。藉借现代信息技术，1981 年

艾克斯罗德等应用“囚徒困境”模型研究了合作

行为在生物社会中进化的特征，其所取得的研究

成果使这一领域迅速成为研究的热点；[6-7]追随其

后的学者纷纷建立各种数学模型以寻求合作稳

定策略。[8-9] 90 年代肯瑞斯等经济学家从商业战

略角度提出合作是实力源泉并给出较具体的成

功合作策略或模式。[10-11] 

国内学者郑杭生、刘豪业等从社会学角度探

讨了合作的条件；[12-13]郑也夫从人类学角度指出

文化在合作中的独特作用；[14]合作进化的研究多

止于国外理论概述与引介；其他学者或从形而上

的层面对合作与竞争的辩证关系、合作与人的全

面发展等进行研究；[15-16]或从形而下的层面阐明

企业合作竞争的形态演进、基于合作能力的竞争

优势等进行相应的研究。[17-18] 

总之，合作的研究经历了从生物领域到人类

社会的扩展，研究方法也趋于多元化，但现有研

究仍存在不足：（1）合作行为的内涵界定不清；

（2）缺乏系统与动态研究，对合作主体、合作

类型、合作层次、合作的演进等未有一般层面上

的提炼与总结。本文将着重探讨合作策略与合作

的演进。 

二、合作成功要素（或合作策略） 
在合作进程中，成功合作必备一些要素：贡

献、成效、远景、环境。该四要素对于促进合作

成功必不可少，缺之则合作关系少有顺利展开，

多为中途夭折。 

（一）贡献 

贡献是所有参与者在合作进程中的付出、给

予以及作出的改变等，而非一方的单独行动。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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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是合作能获得成效的基本起点。参与方的贡献

结合形成的虚拟“组织界面”，是用以攫取最大

利益、建立双赢局面和创造发展新契机的平台。

合作作为主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和行为方式，

又是一种交易，一种权利的让渡。如在区域经济

合作中，合作各方经过认真反复磋商，互相在一

些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形成互相遵守的共同

规则，达到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 

对合作有所贡献，取决于参与者的自主性与

独立性。合作主体的独立性，即参与合作方应是

能够独立进行合作并对之负责的主体。当参与方

的自主性丧失时，将导致极端融合或明显疏远。

在极端融合中，贡献则无从谈起。无论是两种动

物在生物功能上过于相互依赖，还是两种人在生

理功能上过于相互依赖（如连体人），所在系统

会迟早走向退化或解体。处于奴役状态的奴隶之

间无法进行真正的合作。有学者将在合作中强调

参与方保持必要程度的自主与独立，视为在合作

中加入竞争的因素，是一种合作中竞争的的新型

关系。我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未建立起真正的良

性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非营利组织缺乏

独立性。[19]对合作有所贡献，还取决于参与者自

身的实力，应独立拥有或掌握一定的能够自由支

配的资源，具备给予的能力，毕竟“弱国无外交”。 

（二）成效 

成效是指通过合作能够创造的具体有效的

成果，是合作存在与进化的理由。成效是合作的

目的与动力。企业虚拟多角化的合作旨在实现满

足市场的动态需求所需功能的新选择。在不同领

域，合作的成效有着不同的具体涵义，如生存能

力的获得、产品附加值的增加、综合国力的提高、

获利能力的改善、学术发展空间的拓展、文化的

繁荣、认识的完整等。成效是参与方协力制造的

“利益大饼”，且共同分享。“利益大饼”的完成

是单方力量不能企及。现代社会由于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存在，由于生产中存在着实物价值链和

虚拟价值链共享，作为利益主体在合作中是能够

实现 1+1>2 的合作效应，产生合作剩余。“利益

大饼”分享比例取决于参与方做出的贡献、各方

力量的对比，又取决于合作各方的讨价还价、达

成共识、进行合作的程度。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合

作各方通过合作行为获得合作收益剩余，而且这

种合作收益剩余的分享是互利的，是合作者双方

或多方的共赢。合作的本质是合作主体的一致赞

同和共同契约。一致赞同实际上很难达到，往往

作为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和最高的规范标准而

存在。合作剩余的分配，既是合作的结果，又是

合作的条件。收益的获取可增强参与方的贡献能

力，形成反馈，渐而提高合作的层次，推进合作

的进程。 

成效可通过合作收益值的改变或权衡来凸

显，如使合作的长期收益大于不合作的短期所

得，或对不合作的处罚可以使得参与方不得不选

择合作等。收益值的改变是在环境中进行，并以

远景为纬度。在人类社会，政府所做的正是改变

有效的收益值；如果你逃税交税，你就可能被抓

并被送去监狱，这种前景使得背叛的选择不那么

吸引人。国际范围内的合作（如环境合作）顺利

展开，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具有强约束力的国

际公约和协议。通过改变收益值来促进合作没有

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不合作的短期激励与合

作的长期激励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只要使双方合

作的长期激励大于背叛的短期激励则行，只有这

样才会体现合作是自由而又必然的选择。 

（三）远景 

远景是对合作未来可能性的描绘，是参与者

对所达到的目标及如何达到的方法、途径有丰富

的想象。在成功的合作进程中，总有一份共享的

指引图即远景，如远足者和登山者欲搞清自己处

在何地，要使用一张能展示纬度、经度和高度的

图一样，帮助参与者为贡献设定期望，衡量评估

成效，并让价值发挥到极致。远景是一个诱人的

目标，一个共享的信念，它展现出在将来时限内

合作的成效远较现在独立完成的成效大，它为纷

繁的合作提供指引。远景的勾勒不是天马行空般

想象力的发挥，而是对合作可能达到的目标一番

具体而又实际的描绘，乌托邦式的理想无论在政

治中还是经济中都是危险的。它与成效的获得息

息相关。远景的设定不是短暂的工作，它和贡献、

环境一起，是获得成效的动态过程中的一部分。

成功合作的远景的设计要求具有灵活性，例如，

持久成功的联营企业大多按地理范围或产品范

围进行重组，随时间的推移改变自身的范围。[20]

远景的描绘还远远不够，需要通过不断地加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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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影响，来进行创造与拓展。Axelrod 应用囚

徒困境模型证明参数 W（shadow of the future 译

为未来贴现）的取值大小对合作的进化有重要的

影响作用；合作能否出现和合作稳定性等问题 

的讨论，都必须在 W 足够大时才能取得相应结 

论。[7]（1394）如果未来变得足够重要的话，合作就

是稳定的；着眼于未来，合作无疑比对抗更有利

于发展。 

系统科学成果揭示出，系统内有序性的源泉

是一种被科学家称为“吸引子”的终态；它好象

一个点把描绘系统状态的曲线紧紧吸引住来保

持某种构型。相应的譬喻是，合作远景中包含着

“合作吸引子”，它捕捉着参与方可能的合作因

素，并展现双赢互利的未来局面，吸引参与方进

入稳定的合作状态。 

（四）环境（包括合作的内环境和外环境） 

1. 合作的内环境 

合作的内环境指参与方间所形成的特定的

氛围，包括沟通能力、回应策略、识别能力、合

作途径、相互参与的程度、合作的中介等，是合

作成功的关键。郑杭生教授在《社会学概论新修》

中提出，成功的合作应具备一些条件：认识接近、

动作配合、要讲信用、相互信赖等。[21]这些条件

很好营建着合作内环境。汤姆·安纳斯塔西认 

为，能够使合作参与方互蒙其利的有效途径之一

则是沟通。与对方建设性的沟通，可了解彼此的

需求以及可以放弃的部分，并与双方共同拟出可

令双方充分获利的办法。[22]通过交流与协商，可

以减少合作参与个体对对其他参与成员行为预

测的不确定性，所达成的合作解一般都优于不合

作解。信息交流的作用，一方面沟通参与方的相

互了解，坚定合作的信心；另一方面，对不合作

方产生群体压力。参与方间顺畅和建设性的沟通

创建了良好的合作内环境。合作中介的存在，使

一些合作非“纸上谈兵”。中介为参与方的合作

提供现实基础，且利于建立平衡机制。参与方之

间建立的回报关系也属于合作的内环境，如艾克

斯罗德提出的“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策略。

相互回报的合作原则不以道德和友谊为必备条

件，相反，“在适宜的环境下，合作甚至可以在

敌对者之间产生”。[23]回报是合作延续与成功的

基本条件与策略，并保证双方都能得利。而回报

关系的建立与稳定则依赖于识别合作执行能力

的提高。植物没有神经系统，只能通过将蓓蕾朝

着容易等到传粉昆虫飞来的那个方向绽放，以粗

略识别合作伙伴；鸟类有更强的辨别能力，它们

可以通过鸣叫声识别邻居。这种辨别能力使得它

们能够与其它若干的鸟建立合作关系或者至少

避免过分的冲突。人类的辨别能力是很发达的，

已经发展到到了大脑中有一个专门的部位来识

别面孔的程度，使得人类可以发展比鸟类更丰富

的合作关系。  

身处此境中，参与者间接触的广度与深度得

以实现，发展的潜力被挖掘，合作的机会将倍增，

合作的高度收益成为可能。需要指出的是，良好

合作氛围的营造并非目的，它只是合作成功的手

段或催化剂，是负责提供合作收益赖以实现所必

须的渠道、手段、信息等。氛围与环境本身不会

提供任何价值，只是促进收益的获得与价值的产

生。如果合作方只沉湎营造氛围，而不去洞察合

作远景何在，不做出必要和有益的贡献，合作将

陷入极度恶劣的状态中。 

2. 合作的外环境 

合作的外环境指参与方所处的共同的外部

环境，包括空间结构、文化底蕴、社会制度等。 

一方面，外环境的相对稳定会促进合作的成

功。艾克斯罗德研究表明，一定的空间结构能够

促进和维系生物合作的进化。彼此活动、居住在

相同地域有助于交往的持久，提高 W 值，合作

就会出现。如生物界中的群居和选择性同类交

往，有助于最初合作个体的成长与繁荣。[7]在人

类社会中，全球化的推进始终不会完全摧毁邻里

关系、公司关系。这些关系是最基础的稳定关系，

是产生合作的地方。部落性和全球化两极将共

存，共同走向不断扩大化的人类合作。 

另一方面，外环境的适度压力会促成合作。

有些合作是在恶劣外环境压力下的行为选择。正

像今天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根

基，各国必须联手行动方能走出困境。外部环境

是通过促使参与方间内部环境的变化来最终促

成合作的产生。系统和外部力量间的某种冲突会

引起系统内的合作。外部环境的胁迫，促使系统

内部的要素彼此依赖，相互接触频率增加，提高

未来的影响，加大合作的可能性。但环境压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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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度，过分恶劣的环境会危及参与方的自主

独立性，使其丧失给予对方并为合作作出贡献的

能力，合作将畸变或面临解体。因此，一个能够

蕴育合作的适宜环境应当是：既“恶劣”到迫使

相互依赖，又“良好”到让参与方相对独立与自

主。 

当合作参与方在适宜的外环境中，能够彼此

真正做出贡献，营建起良好的内环境，并对共享

的远景有着清晰描绘且着手拓展与完善，双赢互

利的局面便会呈现，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合作。简

言之，当贡献、成效、环境、远景四个要素都具

备时，合作关系便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 

3. 合作的演进 

沿着进化阶梯盘拾向上，合作的参与方由无

生命物质、低级生物上升为高级生物，合作场所

由生物社会转入人类社会。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

强调，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决定性差异在于“学

习”。人类正是通过其他一般生物不具有的极强

的学习能力而在面对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冲突时

能够不断总结经验、学会合作，并且积累和完善

有关合作的知识，促进合作的进化。人类合作的

演进过程表现为： 

第一，合作的层次提高，合作类型转换。随

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完善，合作参与

方的识别能力不断提高，对策行为变得更加丰

富：更明确目的性、更复杂的记忆、更精确的信

息处理（用过去相互作用的历史来决定下一步的

行为）、对与同一个体未来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的

更好的估计能力以及更强的区分不同个体的能

力。这些决定着合作层次将依次提高，由具有较

多的不自觉性、被动性、单纯的适应性、自发性

合作向具有较多自觉性、自主性、创造性的合作

发展的演进。合作类型发生转换，从协力型合作

转向互补型合作、互惠型合作。 

第二，合作内容的改变。人类合作演进表现

为一个由具有较多功能生物性合作向具有更多

人性化合作转化的过程，由从物质合作上升为信

息合作、文化合作、制度合作等，人类社会中的

“点子公司”“猎头公司”则是依靠提供信息、

途径等与他方展开合作。 

第三，合作空间增大，伴之合作对象增多。

合作演进表现为是一个由局部的、带有偶然性的

合作向普遍化、规范化的合作转化的过程。这一

转变极大扩展合作的空间与范围，随之合作对象

增多。当今人类可藉借先进的通讯工具与交通设

备，与远在大洋彼岸的多人建立跨国合作；世界

范畴内大量专家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组织中，在特

定的时间内通过软件数据、模型和通信系统共同

合作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第四，合作频率加快，合作流程缩短，伴之

合作深度下降。合作参与方的识别、交往、移动

等能力逐渐提高，合作建立所需时间逐渐减少，

频率加快，合作流程缩短，通讯协商难度增加，

常表现为合作迅速建立或解体，伴之合作深度、

牢固度下降，对于未来期望值减少，远景的影响

下降。信息社会里的虚拟企业聪明的快捷和高效

令人瞩目，但合作时间过于流动与短暂造成的牢

固度与可信度的削弱常使人望而却步。 

第五，合作参与方的独立性增强的同时，彼

此依赖性在增强，合作愈益成为迫切的需求。参

与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逐渐增强，但更大的自主

性也意味着系统内部与其环境的关系所需要的

反馈环就越多，导致更强和更复杂的相互依赖

性，此即自生悖论。[24]现代社会，与充分培育主

体个性的信息社会相随的是瞬息万变的国际市

场。身处其中，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具备某一经

营机遇的所有资源，必须通过合作实现资源整合

来赢得商机。 

合作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生存

和发展方式。为了和谐发展，让我们学会合作。

正如进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合作的进化及

人们对于合作理论的探索及实践，也是一个永无

止境的过程。所以，这是一个有起点但无终点的

航程，未来永远朝我们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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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udies of Cooperation 

XIE Hong-hui 

（School of Law,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Coopera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social interactive patterns. In modern society cooper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Studies of cooperation bega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 century, and flourished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 studies are 

interdisciplinary. The key factors to successful cooperation are dedication, effect, prospect and environment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manifestations of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re elevation of cooperation level, 

change of cooperation ways, and enlarged space fo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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