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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投资者的过度 

自信和过度交易研究木 

廖 ’理 贺裴菲 张伟强 沈红波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某证券公司个人投资者股票交易数据，从行为金融学的过度 自信理论出发，采用 

投资者前期的超额净收益衡量过度 自信行为，检验 了过度 自信对个人投资者的交易频率和投资收益的影 

响。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其它因素后，(1)il度 自信程度随着投资收益的增加而累积，个人投资者的超额 

换手率与前期收益率显著正相关；(2)随着投资经验的积累，个人投资者对自身能力的判断更加客观，前期 

收益对过度交易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3)过度自信增加了犯错概率，投资者的过度交易显著降低了他们的 

净收益。 

关键词：个人投资者；过度 自信；过度交易 

JEL分类号：D12，G11，G14 

一

、引言 

中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远高于国外市场，这一现象被认为是投机氛围浓重的表现，因此成为学术界和 

监管层的重点研究领域。根据中美证券交易所对年换手率的统计，我国证券交易所换手率约为纽交所等 

成熟市场的5倍。在 1995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年均换手率为500％，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年均换手率为450％，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年均换手率仅为97％ 。为什么投资者会如此频繁地进 

行交易呢?本文将借助我国个人投资者的股票交易数据，从过度自信理论入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过度交 

易现象进行分析。 

在传统的理性预期模型下，投资者的交易动因主要有：流动性需求、避税需求和投资组合再平衡(Ode— 

an，1999)。除去这些因素，交易根本不会发生(Milgrom和Stokey,1982)。因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并不会从 

另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手中买入股票。通俗而言，“如果他要卖出股票，为什么我要买入呢?”。而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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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94)，他们的股票换手率也显著高于女性投资者。Graham 等(2005)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投资者对 自 

我能力的评估值越高，交易频率也越高。Glaser和Weber(2007)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那些错误地认为自己 

的投资收益高于平均水平(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的投资者，其交易频率更高。 

Gervais和Odean(2001)提出模型描述了过度 自信的动态形成过程。在交易初期，投资者并不知道自己 

的能力水平，他们只能根据后续的投资收益评估 自己的能力水平。投资收益取决于投资者的自身能力和 

运气两个因素。在自我能力评估时，投资者往往将成功归因于自我能力，而将失败归因于运气。因此，好 

的收益往往使得投资者变得更加自信，从而在随后的交易当中更加积极：前期收益对投资者的交易频率能 

产生正向影响。而随着交易经验的增加，投资者对 自己能力水平的认知更加客观，更能区分出好的业绩中 

运气所占比例的高低。因此，在交易后期，成功的投资收益并不一定会导致投资者的过度 自信。值得说明 

的是，投资者过度 自信的绝对程度并不能够通过前期收益来衡量。显然地，在没有考虑其它个人特征(如 

投资经验等)时，“投资收益越高的投资者其过度 自信程度越高”这一论断是不成立的。但是，投资者过度 

自信的变化与前期收益是相关的。对于同～投资者，好的业绩会使该投资者变得更加 自信(或过度 自 

信)。因此，在控制其它因素后，交易频率会随着前期业绩的增加而上升。而对于投资经验不同的投资者 

而言，前期收益对过度自信的改变程度并不一样。举一极端情况为例。当投资经验达到一定程度后，投资 

者已经对 自身能力的认知十分清楚并肯定。这种情况下，在控制其它因素后，前期收益将不再改变投资者 

的过度 自信程度，也将不再影响投资者的过度交易行为。 
一

些文献实证检验了前期收益对换手率(或交易量)的影响。(1)整体市场方面。Statman等(2006)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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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80％；男性投资者占比为45％；30岁至50岁的投资者(出生年份位于 1960年～1979年之间)占比接近 

50％ 。 

根据对投资者的交易数据统计，所有投资者在样本期间共发生交易274．5万笔；买入总金额约为341．2 

亿元，卖出总金额为333．6亿元。投资者的账户规模(日均持有股票市值)平均等于 lO．4万元，一半以上的 

投资者账户规模小于3-3万元。根据对中位数的统计，一个典型个人投资者的账户资金规模约为3．3万元， 

每次成交金额大约在 1万元左右，每日持有股票数 目约2—3只。在整个样本期间，这位典型投资者至少在约 

50％(429／847)的交易日中发生过股票交易或在收盘时持有股票，而非处于空仓观望状态①。 

(二)超额换手率计算 

我们用超额换手率来度量投资者的过度交易程度，该指标等于投资者月换手率加上1后的对数值与所 

有投资者月换手率中位数加上 1后的对数值之差②。我们将月换手率定义为投资者在当月所有交易日的日 

换手率之和。下面我们将具体介绍如何计算投资者的日换手率。 

参照Barber和Odean(2001)的做法，投资者的曰换手率取买入股票换手率和卖出股票换手率的平均 
N d 乜  N d 

值。投资者 在第d日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换手率分别等于∑ 苦 和∑ ～ 。其中， 表示 意
= 1 z， h=l z．d—l 

投资者 在第 d日末持有股票k的市值占投资组合总市值之比例； 、 分别表示投资者 在第d日买入股 

票k和卖出股票 的股数； 表示投资者 在第d日末持有股票 的股数；M 表示投资者 在第d日买入或 

卖出的不同股票的个数。 

(三)超额净收益率计算 

我们用经市场回报调整后的超额净收益率来度量投资者的投资表现。为了计算该指标，我们首先计 

算出投资者在每个股票持有目的曰净收益率(剔除交易费用后的收益率)；然后，根据该投资者在上一个交 

易日持有投资组合的总市值对当月每个股票持有 日的日净收益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当月的日平均净收 

益率；接着，用计算所得的日平均净收益率乘以投资者在当月的股票持有日天数即得到该投资者的月净收 

益率；最后，用计算所得的月净收益率减去同期市场收益率就等于该投资者的超额净收益率。超额净收益 

率的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其中， 表示投资者 在第 月的超额净收益率：DR 分别表示投资者 在第d 

日的日净收益率；M 表示投资者 在第 d日持有投资组合的总市值； 表示投资者 在第 f月的股票持有 

日天数；Rm，表示第t月的市场收益率。 
D 

∑M i-l'DR删 
R 

． 

=  

D，， 

∑M ， 
d=1 

下面，将具体介绍投资者日净收益率(DR )的计算方法。需要提前说明的是，由于我国股票市场采用 

T+I交易制度，当日买入的股票并不能在当日卖出。因此，在计算曰收益率时并不考虑当日买入股票，而是 

将买入当日收益计入到下一个交易日。如果当天有股票分红、拆细发生，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假设投资者 

在d-J日买入股票组合 ，不考虑交易费用的买入总金额为M 在第d日末，原股票组合 ，可以由两 

部分组成：(1)已卖出部分 ，不考虑交易费用的卖出总金额为M ，；(2)继续持有部分 ，收盘总市 

值为 ，。此外，投资者 在第d日买入股票组合 不考虑交易费用的买入总金额为 ，。那么，在 

第d日末，投资者 持有的股票组合 由 和 )组成，总市值MV~=MVe(2)+M 。由于股票买入当日收 

益计入下一个交易日，M 用于计算第 d+1日的日收益率。投资者 在第d日的日净收益率(DR )等于 

①考虑到近75％的投资者开户年份等于或晚于2007年，这一比例存在低估。 

②将换手率加 1是为了避免换手率为0时无法得到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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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其中，CSi, 表示投资者 在第 日的实际卖出交易费用；CBi, ，表示投资者 

在第d-J日的实际买入交易费用。 

表2给出了投资者换手率和收益率的基本统计情况。所有投资者在样本期内的月换手率平均值为 

67．81％，中位数为9．06％，买入换手率略大于卖出换手率。尽管投资者对股票组合进行了积极管理，但收益 

率却差强人意。平均而言，投资者的月净收益率为．0．61％，处于亏损状态，而减去市场同期收益后的月超 

额净收益仅为一1．57％。 

表2 投资者换手率和收益率的描述性统计 

四、个人投资者的过度自信、投资经验和过度交易 

为检验上文提出的假设 1a和假设 lb，我们分别构建了如下2个基本检验模型。模型(2)检验了前期收 

益对投资者过度交易行为的影响。根据假设1a，投资者往往倾向于将好的收益归因于自我能力，坏的收益 

归因于运气。因此，前期收益率越高，投资者的过度 自信程度越高，交易也更加频繁。我们预期：口 >0。模 

型(3)检验了投资经验对投资者过度自信和过度交易行为的影响。投资者的过度自信程度并不是静态不 

变的。随着投资经验的增加，他们对自己能力的认知更加客观。根据假设lb，我们引入前期收益和投资经 

验的交叉项，来检验投资经验是否会降低投资者的过度交易行为。我们预期：71<0． 

ToL=f+airi,t-1+a2Expi,t 1++fllAgei,t-1+fl2Hv州l+fl3Male + 4R l ， 
+ lC + 2 n +￡州 L2J 

了 =c+aiR州一1+ylRi
,t-pExpf’f l+c~2Exp}-I 1+ 1Agg州1+fl~Hv 一l+fl3Male ，一 

+ 4Rm 一1+ lC／tyf+ 2 以 +e州 3 

被解释变量：To~i,，表示投资者 在第f月的超额换手率，等于该投资者月换手率加上1的对数值与所有 

投资者月换手率中位数加上 1的对数值之差。 度量了投资者的过度交易程度，该值越大表示投资者的 

过度交易程度越高。 

解释变量：R，表示投资者 在第f月的超额净收益率，等于该投资者的月净收益率减去交易同期的市场 

收益率。这一指标在不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考察了投资者是否获得了优于市场的超额回报。在其它因素 

相同时，投资者的前期收益越高，过度 自信认知偏差越严重。 

Expi
, 
表示投资者 至第f月的投资经验。参照Seru等(2010)以及谭松涛和陈玉宇(2012)，我们选取了2 

个指标来衡量投资者的投资经验：交易次数(Tlli, )和开户时长(Leni,，)。交易次数等于投资者至第 f月末的 

买入交易和卖出交易笔数的总和；开户时长等于第 f月与投资者开户日期的时间间隔，单位取月。这两个 

指标分别代表了投资者积累经验的两种不同方式：从实践中学习和从观察中学习。交易次数代表投资者 

从实践中获得的投资经验。随着实际交易次数的增多，投资者能更准确地对交易信息作出判断。开户时 

长代表投资者从观察中获得的投资经验。随着开户时长的增加，投资者能更全面地了解市场。投资者的 

投资经验越丰富，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认知程度越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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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还控制了投资者的其它特征以及市场特征。其中，Agej,，表示投资者i 

在第t月时年龄(单位取月)；日K 表示投资者i在第t月末持有投资组合总市值(单位取元)：Male,, 为表示投 

资者i性别的虚拟变量，男性取 1，女性取0；Rm 表示第t月市场的月回报率；City,为表示投资者i所在城市 

的虚拟变量；Year,为表示投资者i交易年份的虚拟变量。 

表3报告了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我们在回归中剔除了超额 

换手率和超额净收益率在前、后 l％的观测。表3第1列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前期收益显 

著影响着投资者的交易频率。平均而言，前期超额净收益率每增加 l％，投资者的超额换手率将增加 

0．055％。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la。由于股市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们很难清晰地分 

析出一支股票究竟价值几何。股票价值的难以捉摸也使得投资者很难判断自己的成功究竟来自于能力还 

是运气。但是由于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成功是能力使然，好的收益会使投资者错误地认为自己具备了摸 

清股价变动规律的能力。对于自己投资能力的过度 自信促使了他们更积极地参与交易，表现为超额换手 

率随着前期收益的增加而增加。 

表3 前期收益、投资经验和过度交易的回归分析 

注：料 ，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不为0；括号内为t统计值 。 

再来看模型(3)的回归结果。根据表3中间2列的回归结果，前期收益与交易次数、开户时长的交叉项 

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随着投资经验的增加，前期收益对投资者过度交易行为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 

仅考虑交易次数时，当投资者的累计交易次数达到约 1000次时，前期收益对超额换手率的影响程度将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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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70％(一0．093*3／0．397)；仅考虑开户时长时，投资者的开户时长达到约10年时，前期收益对超额换手率的 

影响程度将降低约60％(．0．066*2．08／0．225)。当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同时加入交易次数与前期收益、开户时 

长与前期收益的交叉项时，两个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说明，主动的股票交易和被动的市场观察都 

可以增加投资者对 自身能力的了解。以上结论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1b，说明经验丰富的投资者能更准 

确地判断出自己的能力，不容易因为偶然的好收益而盲目自信，因此超额换手率受到前期收益的影响程度 

也较低。 

五、个人投资者的过度交易和投资收益 

投资者的过度交易会损害他们的投资收益吗?根据行为金融学的“过度自信”理论，过度交易来 自于 

投资者的过度 自信，因此其交易过程中的犯错概率会较高，他们的期望效用也较低(Benos，1998；Odean， 

1998)。简言之，投资者的交易频率越高，其扣除交易费用后的净收益率将会越低。下面，我们将通过分组 

实验对理论假设2进行验证，分析过度交易是否损害了股民的投资收益。 

首先，我们以账户为单位，计算了每位个人投资者在样本期内的月均超额换手率和月均超额净收益 

率；然后，根据个人投资者的月均超额换手率将总样本5等分，并计算每个组别中个人投资者月均超额净收 

益率的平均值；最后，比较月均超额净收益的平均值在高换手率组别(交易频率在前20％的投资者)和低换 

手率组别(交易频率在后20％的投资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表4报告了分组检验的结果。根据月均超额换手率对投资者进行划分后，每个组别约有个人投资者 

3400位。我们将交易频率最高20％的投资者定义为“高换手率”组别，该组投资者的月均换手率均值为 

214．40％，日均持有股票市值的平均值约9．84万元；同样的，我们将交易频率在后20％的投资者定义为“低 

换手率”组别，该组投资者的超额月均换手率均值为12．63％，日均持有股票市值的平均值约11．26万元。结 

论显示，高换手率组别的净收益率比低换手率组别显著要低 1．30％；减去同期市场收益后，高换手率组别的 

超额净收益率比低换手率组别显著要低2．11％。 

表4 超额换手率和净收益率的分组检验 

注： 料， ， 分别表示在 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不为0；括号内为t统计值。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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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的过度交易对其收益率的负向影响可能由其它因素引起的。这些因素既影响投资者的换手 

率，又影响投资者的收益率。接下来，我们将控制一些已知的影响投资者金融决策的因素，对换手率和收 

益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这些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投资者的资金规模、性别、年龄、投资经验、所在 

城市和交易年份等。模型如式(4)所示，式中变量定义与前文一致。 

R =f+ 1To 一1+ lExp 1+ 2AgefI，一l+ 3Hv 
， 1+fl4Male + 5*Rmf—l+ 1( + 2Year +￡fI， (4) 

表5报告了回归结果。在控制了投资者的经验、性别、年龄、和所在城市等个人特征后，投资者的超额 

换手率仍然与超额净收益率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支持了假设2：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导致了过度交易，过 

度交易损害了他们的投资收益。 

表5 超额换手率和超额净收益率的回归分析 

注：料 ，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O％的水平下显著不为0；括号内为t统计值。 

六、稳健性检验 

在2006年 1月至2009年6月期间，我国的股票市场经历了大牛市和大熊市的起伏。上证指数从2006 

年 1月的1241点开始上涨，在2007年1O月升至最高位置6124点，随后一路下行至2008年l0月的1664点， 

到2009年6月底又上涨至3106点。当处于大牛市和大熊市这两种极端市场环境中，个人投资者的心理状 

态和交易行为是不同的。投资者在牛市中的情绪更为乐观，更倾向于将优秀的投资收益归因于自己的投 

资能力，交易也更为活跃。而在经历暴跌之后，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认识更加全面，对 自身能力的评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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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加客观，交易也更为谨慎。此外，暴跌经历类似于金融危机，是一次难得的了解股票市场的经验。因 

此，相比于仅经历过暴跌的投资者而言，既经历过暴涨又经历过暴跌的投资者从暴跌中所学习的经验更丰 

富也更深刻。即使处于相同的熊市中，前期收益对两类投资者过度交易行为的影响程度可能也并不一 

致。下面，我们将检验：(1)对于同时经历过牛市和熊市的投资者，前期收益对其过度交易行为的影响程度 

在牛市和熊市中是否一致；(2)在熊市中，对于同时经历过牛市和熊市的投资者以及仅经历过熊市的投资 

者，前期收益对其过度交易行为的影响程度在这两类投资者中是否一致。 

具体地，我们根据市场收益将样本区间分为牛市和熊市两个阶段，分别对模型(3)进行回归。其中，牛 

市阶段为2006年 1月至2007年 1O月，熊市阶段为2007年 11月至2009年6月。进一步地，在熊市阶段，我 

们将投资者分为同时经历过牛市和熊市的投资者(开户时间早于或等于2007年10月)以及仅经历过熊市 

的投资者(开户时间晚于2007年l0月)，对这两类投资者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不论在牛市阶段还是熊市阶段，投资者的超额换手率都与前期收益显著正相关；而且 

随着交易经验的增加，前期收益对投资者超额换手率的影响程度降低。综合考虑投资经验后，对于同时经 

历过牛市和熊市的投资者而言，前期收益对超额换手率的影响程度在牛市中更大。在熊市阶段，综合考虑 

投资经验后，前期收益对超额换手率的影响程度对仅经历过熊市的投资者更大。 

表6 前期收益、投资经验和过度交易的稳健性分析 

注： ， ， 分别表示在 1％，5％和lO％的水平下显著不为o；括号内为t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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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结论 

股票市场的高交易量一直是传统金融理论的谜题之一。本文从行为金融学的过度 自信理论出发，探 

究了过度自信与过度交易之间的关系。股票市场充满着不确定性，投资者往往倾向于将好的收益归因于 

自身能力而非偶尔运气，从而产生过度 自信的认知偏差。通过对中国某证券公司 16990位个人投资者在 

2006年 1月至2009年6月的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由于好的收益会增加投资者的过度自信程度， 

在控制其它因素后，投资者的交易频率往往随着前期收益的增加而上升。平均而言，前期超额净收益率每 

增加 l％，投资者的超额换手率将增加0．055％。根据Gervais和Odean(2001)对过度 自信的动态形成过程的 

分析，投资经验有助于投资者对 自身能力作出更加客观的评估，从而降低过度 自信认知偏差。我们由此进 
一

步发现：随着交易次数和开户时长的增加，前期收益对投资者过度交易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具体而 

言，当投资者的累计交易次数达到约1000次时，前期收益对超额换手率的影响程度将降低约70％；或当投 

资者的开户时长达到约 l0年时，前期收益对超额换手率的影响程度将降低约6O％。由于投资者的过度交 

易是由过度 自信所驱动的，过度交易损害了投资者的收益率。平均而言，高换手率组别投资者(月均超额 

换手率在前20％)的月净收益率比低换手率组别((月均超额换手率在后20％)显著要低1．30％；减去同期市 

场收益后，高换手率组别投资者的月超额净收益率比低换手率组别显著要低2．11％。在控制了投资者的资 

金规模、经验、年龄、性别、所在城市和交易年份等因素后，我们仍然发现，超额换手率显著降低了投资者的 

超额净收益率。综上，我们认为，过度自信认知偏差导致了个人投资者的过度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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