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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股票市场参与是家庭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本文实证研究了农村成长经历

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城镇居民，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居民

的股票市场参与率显著较低，且这一关系不能够被社会互动、信任水平、金融知识、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风险态度等因素的差异所完全解释。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农村成长经历会使直

接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降低约 & 个百分点，使参与股票市场( 含持有基金) 的概率降低约 % 个

百分点。进一步地，开放性人格特征的提升能够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居民股票市场参与的负

面影响。这些结果可能对于理解我国居民的股票市场参与行为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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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家庭参与股票市场。

一、引 言

在学术界，股票市场有限参与是家庭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 G4@F<,==，!""%) ，股票市场有

限参与被认为可能可以解释股权溢价之谜———这一长期以来金融经济学领域的一大谜团。探究居

民参与股票市场的影响因素有助于解释股票市场的有限参与，因此这也是近十年来家庭金融领域

研究的最主要的话题。对我国的金融实践而言，股票市场参与率也是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

的问题。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仅有

#)6 $‘ 的中国家庭直接参与股票市场投资，①这说明我国目前股票市场的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党

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而股票市场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

渠道。居民若不参与这个市场，于家庭而言，失去了一个资产多元化配置、通过股权收益提高财产

性收入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提升居民股票市场参与率，对我国金融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居民参

与股票市场，提高了股票市场的资金供给，这一方面有助于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的“提高直接

融资比重”的要求，另一方面有利于股票市场增强流动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得资金流向更有

效率的企业，从而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因此，不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从我国金融发展实践角

度出发，股票市场有限参与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
我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

国的城市迎来了大量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随着城市户籍居民的增加，考虑到城市居民金融服

务可得性更高( 尹志超等，!"#&) ，这扩大了有条件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基数。然而，我们不禁要

问，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城市老人”一样吗? 尽管获得金融服务的外部条件改善了，但是这些新城

市人的农村成长经历会否阻碍他们参与股票市场?

事实上，一个人过去长时间里的经历会长久地影响他的偏好和认知，从而影响他的行为决策和

行为结果，进而影响总体的社会结果( X5BB 40C S;>2=>;Z，!"#& ) 。这种影响通过以下机制实现: 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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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长期浸润在某种环境中，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以及在这个环境中获得的特定的社会经

历决定了他的文化心理模型( 文化信念) ，从而影响了一个人的行为模式，进而形成了整体的社会

结果。比如，\L00 d ]40;/?,U50( !"##) 研究发现，非洲国家历史上经历的奴隶贸易引发的人际间

的高度不信任代代相传，内化成为一个人内在固有的行为准则( 倾向于不信任) ，从而导致近代非

洲经济发展水平落后。G?,;;T ,; 4=+ ( !"##) 利用随机实验数据发现，幼年成长环境会影响成年后的

学业成就和劳动力市场表现，且这种持续作用是通过非认知能力的塑造实现的。
个体的金融行为乃至金融参与水平也受到所经历的社会环境和经验的影响。比如 94=@,0C>,-

d \42,=( !"##) 指出，如果一个人在过去经历的股票市场整体越繁荣，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会提升，也

会越倾向于投资股票市场。I>400,;;> d ]402( !"#%) 研究发现，投资者如果在成年以后经历过公司

丑闻事件，将显著降低股票市场参与率，同时也会降低投资股票市场的财富比例。然而，目前还鲜

有文献研究幼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对成年之后参与股票市场这一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
为了弥补这一文献的不足，本文实证分析了年幼时在农村成长的经历对参与股票市场的影响。

这个问题在我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一，进入 !# 世纪以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我国目前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① 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同时降低杠杆率，这就要求有更多资金进入

股权市场。因此，研究我国居民参与股票市场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对资金进行引导，从而

扩大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基数。第二，从时间纵轴上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

各个方面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过程中，早年的成长经历是否投射到成年后

的偏好和行为上，这个问题有待研究。这个研究有益于分析我国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前景，加快我

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第三，从空间截面上看，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社会。城乡差别不仅体现在城

乡居民收入有差距，还体现在城乡居民认知、观念有差异。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市居民是否在行为上

和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有差异? 本文尝试从股票市场参与这个独特的经济学问题来解答。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GRJS) 数据，检验了农村成长经历对中国城镇家庭居民股票市场

参与的影响。中国社会长时间处于城乡二元割裂结构，从而可以使用受访者幼年时期的户籍类型

判断是否有农村成长经历。本文实证结果显示，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更少地参与股票市场，且在

考虑了社会互动、信任水平、金融知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风险态度等因素的差异之后，这种负向

关系仍是稳健且显著的。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 一方面，以中国家庭为样本，引入农村成长经历来

解释股票市场有限参与问题，并获得了稳健可信的证据。就我们的知识范围内，本文第一次为农村

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提供了直接证据。另一方面，本文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乡

差异怎样影响居民偏好和行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发现。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和两类文献相关。第一类文献是关于人生早年的成长经历对个人成年后行为的影

响。此类文献最初多见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经典著作

《乡土中国》中对此有精辟描述:“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后来，经济学

和金融学领域也开始关注早年成长经历的作用。根据 GL0?4 d X,/U@40( !""7) 提出的理论框架，

童幼年时期是一个人的“非认知能力”( 或人格特征) 形成的重要时期，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对非认

知能力的形成( 1U>== B5-@4;>50) 有重要的塑造作用。这一理论框架在之后的田野实验中被反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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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7 年 7 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直接金融放在重要位置”、“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

重”。



验。比如，G?,;;T ,; 4=+ ( !"##) 利用随机田野试验数据( SYKA) 发现，儿童早期的成长环境会显著影

响一个人的未来发展。而且这种效应的渠道是成长环境对非认知能力的塑造，在长期对一个人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现有文献主要认为来自一个人早年的成长经历会影响成年后的行为和偏

好，且非认知能力的塑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渠道。
第二类文献与家庭金融相关。经典的金融经济学理论认为，每个家庭都应该持有部分股票资

产以获得股权溢价，但是大量实证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家庭不参与股票市场。现有文献主要

用固定参与成本、背景风险、社会互动、信任水平、金融知识等来解释股票市场有限参与( 比如

e>11>02Oi5-2,01,0，!""!; IL>15 ,; 4=+，!""$; X502 ,; 4=+，!""); E40 A55>. ,; 4=+，!"##; 吴卫星等，!"##) 。
尽管在经济学领域，早年成长经历对个人经济决策的影响已经被提出并引起学术界关注，但目前鲜

有文献研 究 早 年 成 长 经 历 对 家 庭 金 融 行 为 的 影 响，以 中 国 家 庭 为 研 究 对 象 的 更 是 缺 乏。
94=@,0C>,- d \42,=( !"##) 和 I>400,;;> d ]402( !"#%) 研究的并非投资者的一般过往经历，而是具

体的与股票市场相关的经历。本文研究了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丰富了这类文献。
!+ 研究假设和实证模型

根据 GL0?4 d X,/U@40( !""7) ，人生早年的童幼年时期是一个人的“非认知能力”( 或人格特

征) 形成的重要时期，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对非认知能力的形成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时，人格特

征在童幼时期形成之后，在人的生命周期中是基本稳定的( G41F> ,; 4=+ ，!""&) ，且对人的长期发展

都有显著影响。在本文中，人生早年成长在农村的经历，可能会塑造一个人的人格特征，从而长期

影响成年以后的金融决策行为。根据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论述，农村是一个“变化很少，文化

稳定，很少有新的问题”的环境，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一切都可以依照过往的经验，人更可能形成

“依赖习惯和经验”的特征，相应地，可能就不那么愿意尝试新鲜事物。股票市场正是这样一个来

自市场经济的充满风险和未知的新鲜事。因而，早年的农村成长经历可能阻碍了他们参与股票市

场。我们提出假设: 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更低。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我们使用微观调研数据，利用下面的实证模型来检验:

participationj = β × ruralexpj + γ × ctrlj + provj + ε j ( #)

其中，participation 代表股票市场参与。rural exp 代表受访者是否有农村成长经历; ctrlj是控制变量，

包含了一系列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和家庭人口学特征; ①provj 是省份固定效应，我们控制了家

庭所在省份，以消除省际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影响。ε j代表随机项。如

果 β 是显著的，则说明在控制了个人、家庭经济变量之后，农村成长经历对居民参与股票市场有显

著影响; 如果符号为负，则说明农村成长经历会阻碍城镇居民参与股票市场。模型均采用 F-5<>; 回

归。是否有农村成长经历属于个人固定效应，因此本文的实证部分均采用截面回归。

三、数据、样本、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 数据和样本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G?>04 R4@>=T J40,= S;LC>,1，GRJS) 的调研数据。GRJS 从 !"#"
年正式第一次开展，!"#!、!"#) 年又分别进行了受访家庭的追踪调查。本文样本的筛选过程如下:

首先匹配了 !"#" 年的家庭问卷数据库和成人问卷数据库，②后根据研究问题对样本进行了筛选。
筛选标准包括以下四条: 第一，剔除了户主信息缺失的家庭; 第二，家庭必须居住在城市，同时家庭

的户主必须拥有“非农”户口; 第三，剔除了户主在 ’ 岁和 #! 岁时的户口类型这个本文的核心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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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中年龄、收入、资产、负债都取了二次项。收入、资产、负债都取了对数。
只有 !"#" 年的调研数据调研了受访者年幼时期的户籍类型。



变量缺失的家庭; 第四，户主必须同时是家庭的财务决策人( 这一变量来自 !"#) 年家庭经济问

卷) 。其中，之所以把样本限定在具有城市户口的城镇家庭，是为了保证样本内的家庭在当前的经

济、生活状况尽可能类似。同时，家庭是否参与股票市场与家庭财务决策人的特征密切相关，当事

权和财权统一在户主身上时，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户主( 同时是财务决策人) 本人的特征能够直接

作用于家庭的金融决策，因此我们要求户主必须同时是家庭的财务决策人。在经过以上四条筛选

之后，样本一共包含 !#$% 个家庭。① 样本的户主平均年龄是 &% 岁左右。这个样本覆盖了 GRJS 所

有调研覆盖的省份: 除了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海南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 !& 个省( 自治

区、直辖市) 。此外，我们也控制了家庭人口学特征和经济特征。为了克服采用同年数据所带来的

可能的反向因果问题，我们借鉴李涛和张文韬( !"#&) 的做法，解释变量若是随时间变化的，则采用

!"#! 年的个人或者家庭问卷调研数据，被解释变量来自 !"#) 年的家庭问卷调研数据。②

!+ 核心变量定义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居民是否有农村成长经历。本文根据受访者年幼时的户籍类型来判断

受访者是否具有农村成长经历: 如果受访者 ’ 岁和 #! 岁时的户口类型为“农业”，则认为其拥有农

村成长经历。③ 样本中，有 )76 #‘ 的受访者有农村成长经历。
年幼时的户籍类型之所以是判断受访者是否具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好的指标，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户籍类型能够较好地代表一个人是成长在农村还是城市。我国的户籍制度正式始于

#(&$ 年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将城乡居民划分为两种不同户籍: 农

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农

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迁移。!" 世纪的 7" 年代末和 $" 年代初，城乡迁移的控制才有所松动，但一系

列不利于农村人口转移的政策仍然存在( 蔡昉等，!""#) 。农村人口主要通过家庭团聚、城市招工、
参军、上大学、务工经商这几类方式进城。④ 正是由于城乡迁移受到严格控制，因此农业户口和非

农业户口能够很好地代表一个人事实上是生活在城镇还是农村。⑤

7$

!"#$ 年第 $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经过第一条筛选标准之后，有 #’’#$ 个家庭观测值; 第二条筛选标准后，有 ’7!’ 个家庭观测值( #’’#$ 个家庭有 %’$7 个

生活在城市，%’$7 个生活在城市的家庭中，有 ’7!’ 个家庭的户主的户口类型是非农业) ; 第三条筛选标准后，有 ’%(7 个家庭观测

值; 第四条筛选标准后，有 !#$% 个家庭观测值。关于是否要求家庭的户主的户口类型是非农业，我们主要考虑的是，拥有城市户

口对城市家庭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响。而本文为了尽可能使得比较的两类人( 有农村成长经历与没有农村成长经历) 在

目前的经济、社会地位等情况基本一致，要求样本都具备城镇户口比较合理。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也采用了 ’%(7 个家庭的观测

值对全文主要发现进行了验证，结果是类似的。
鉴于变量来自 GRJS 不同年份调研数据，我们把 !"#"、!"#!、!"#) 三次的追踪调研数据根据受访者和家户进行了精确匹

配。同时我们做了稳健性检验，解释变量若采用 !"#) 年的数据，也不影响后文的实证结果。
GRJS 的调研数据，出生后的户口类型仅调研了受访者 ’ 岁和 #! 岁时的情况。鉴于严格的户籍制度，我们认为 ’ 岁和 #!

岁户籍一致可以基本保证幼年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农村( 或者城市) 。
这几类进城方式，基本保证了这些迁移人口是在至少接近成年( 远年长于 #! 岁) 的时候才迁移到城市。这点得到数据证

实，根据赵耀辉和刘启明( #((7) ，基于 #()(—#($& 年的城镇人口迁移调查数据，农村迁移人口迁移时平均年龄为 !’6 # 岁。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 $"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城乡人口开始迁徙，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开始受雇

于城市部门。这种迁徙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伴随着户口相应变动的“人口迁移”，第二类是户口并未相应变动的“人口流动”。与

第二类迁徙相关的“流动人口”可能会影响这个变量的准确性。我们对流动人口的影响进行估计。!"#) 年调研时本文的样本年

龄段 ’&—7$ 岁的占样本的 ("‘ ，故而 ’& 岁的人是 #(7( 年出生的。其幼年成长基本处于 #((" 年代之前。’ 至 #! 岁期间落在 $"
年代之后的受访者，有可能虽然 #! 岁时是农业户口，但有可能随父母迁徙到城镇，成为“流动人口”，从而幼年时期成长在城镇。
不过，根据段成荣和孙玉井( !""%) 的统计，#($! 年时我国的流动人口比例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6 %%‘。以 #($# 年非农业户籍人口

约占总人口 #7‘ 计算，流动人口比例约占非农业户籍人口的 ’6 $$‘ ( k "6 %%‘ _#7‘ ) 。这是一个就高不就低的比例，因为这个计

算基于以下假设: 所有流动人口都是由农村流动向城镇。即使根据段成荣和孙玉井( !""%) ，"6 %%‘ 这一比例存在低估的问题，低



二是城市和农村的成长经历确实存在很大差异，



成长样本的均值分别为 ’6 #$ 和 ’6 ’(。后者家庭规模稍大。( !) 家中儿童所占比重( /?>=CF-5) ，全

样本和农村成长样本的均值分别为 $6 $‘ 和 #"‘ ，后者稍大。( ’ ) 家中老人所占比重( 5=C,-F-5) ，

全样本和农村成长样本的均值分别是 !‘ 和 #6 )‘。( )) 家庭是否从事个体经营( 1,=BO,@F=5T,C) ，

全样本中的比例是 (6 %‘ ，农村成长样本中是 ##6 &‘。( & ) 家庭资产价值( *,4=;?) ，含房产价值

和非房产价值，全样本平均拥有价值 %$6 & 万元的资产，农村成长样本均值是 %$6 $ 万元。( % ) 家

庭负债价值( C,<;) ，含房贷金融负债和非房贷金融负债，全样本平均负债 !6 ) 万元，农村成长样

本平均负债 !6 7 万元。( 7) 是否自有住房( ?5L1,) ，全样本中的比例是 $&6 7‘ ，农村成长样本中

是 $(6 #‘。
表 # 全样本和农村成长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均值比较 中位数比较

全样本

\ k !#$%
农村成长

\ k #"’"
全样本

\ k !#$%
农村成长

\ k #"’"

C>-,/; F4-;>/>F4;>50 !"#"—!"#) 年直接参与股票市场 "6 #!! "6 "$# " "

>0C>-,/; F4-;>/>F4;>50 !"#"—!"#) 年参与股票市场( 含持有基金) "6 #&$ "6 ##7 " "

F-5F5-;>50 直接持有股票占家庭金融总资产的比重 "6 ")( "6 "’) " "

-L-4=,QF
是否在农村成长，其 ’ 岁和 #! 岁时均是农业

户口取 #，非农业户口取 "
"6 )7# \ _K " \ _K

@4=, 性别，男性取 #，女性取 " "6 %#& "6 %%& # #

42, 年龄 &&6 %"! &%6 #(’ && &%

,CL/4;>50 T,4- 受教育年限 (6 ’"7 $6 )$" ( (

/520>;>E, 1U>==
认知能力———根据即时回述单词测试，取值

从 " 到 #"，越大表示认知能力越高。
)6 ()7 )6 %77 & &

?,4=;?
自评健康状况，# 至 & 分别是不健康 _一般 _

比较健康 _很健康 _非常健康
!6 %’% !6 %7’ ’ ’

@4-->,C 婚姻状况，已婚取 #，未婚或离婚或丧偶取 " "6 $’( "6 $&# # #

B>040/, >0CL1;-T 是否从事金融业 "6 "## "6 "#! " "

X40 04;>504=>;T 是否汉族 "6 (%! "6 (%! # #

>0/5@, 个人年收入，单位万元 !6 )%! !6 ’’( !6 " #6 (

B4@>=T 1>Z, 所在家庭的家庭成员人数 ’6 #$’ ’6 ’(’ ’ ’

/?>=CF-5 所在家庭儿童所占比重 "6 "$$ "6 #"" " "

5=C,-F-5 所在家庭老人所占比重 "6 "!" "6 "#) " "

1,=BO,@F=5T,C 家庭是否从事个体私营 "6 "(% "6 ##& " "

*,4=;?
家庭自有房产价值 m 非房产资产价值，单位

万元
%$6 &!) %$6 $"# ’!6 % ’’6 !

C,<; 家庭金融负债，单位万元 !6 ’(7 !6 7#$ " "

?5L1, 是否自有住房 "6 $&7 "6 $(# # #

四、实证结果

( 一) 核心实证结果

根据模型( #) ，我们首先把直接参与股票市场作为被解释变量，表 ! 的第( # ) 列汇报了主要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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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我们发现 β 显著为负，说明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居民显著地更少参与股票市场。经济

含义上，平均而言，如果一个城镇居民有农村成长经历，那么他成年后直接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

减少 &6 ))&‘ ，这个比例相当于无条件参与比例( #!6 !‘ ) 的 ))‘。这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更低。
表 ! 农村成长经历和股票市场参与

被解释变量:

( #) ( !) ( ’)

直接参与股票市场 参与股票市场( 含持有基金) 股票市值 _金融资产总值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农村成长 8 "6 ’&$＊＊＊ ( 8 )6 !!)) 8 "6 !$7＊＊＊ ( 8 ’6 %$() 8 "6 #$&＊＊＊ ( 8 ’6 %%()

男性 8 "6 "&$ ( 8 "6 %7’) 8 "6 "7# ( 8 "6 $(&) 8 "6 "&) ( 8 #6 "7))

年龄 "6 "7$＊＊＊ ( ’6 !&#) "6 "("＊＊＊ ( ’6 ())) "6 ")"＊＊＊ ( !6 77’)

年龄! 8 "6 ""#＊＊＊ ( 8 ’6 ’(!) 8 "6 ""#＊＊＊ ( 8 )6 ##!) 8 "6 """＊＊＊ ( 8 !6 7"()

受教育年限 "6 ")(＊＊＊ ( )6 !’’) "6 "&&＊＊＊ ( &6 #%%) "6 "!$＊＊＊ ( )6 ""#)

认知能力 "6 ##!＊＊＊ ( )6 !%&) "6 "$&＊＊＊ ( ’6 &’7) "6 "7"＊＊＊ ( )6 ))!)

健康状况 8 "6 "7#^ ( 8 #6 %$%) 8 "6 "$&＊＊ ( 8 !6 !")) 8 "6 ")’^ ( 8 #6 7!&)

家庭规模 8 "6 "!$ ( 8 "6 $%)) 8 "6 "!" ( 8 "6 %7%) 8 "6 "!# ( 8 #6 "&’)

儿童比例 "6 !() ( "6 (’&) "6 !#( ( "6 7)7) "6 ’’$^ ( #6 $’))

老人比例 "6 #"! ( "6 ’7’) "6 !!! ( "6 $’7) 8 "6 "(% ( 8 "6 &77)

=0( 个人收入) 8 "6 #"# ( 8 #6 )($) 8 "6 "(# ( 8 #6 ))’) 8 "6 ")7 ( 8 #6 #%$)

=0( 个人收入) ! "6 "##^ ( #6 7(%) "6 "#!＊＊ ( !6 "&$) "6 ""& ( #6 ’7%)

=0( 家庭财富) #6 "$(^ ( #6 7’") "6 &7% ( #6 !%$) #6 ##"＊＊＊ ( !6 7(&)

=0( 家庭财富) ! 8 "6 "!) ( 8 "6 ($$) 8 "6 ""’ ( 8 "6 #%") 8 "6 "’!＊＊ ( 8 !6 #&!)

=0( 家庭负债) 8 "6 #$%＊＊ ( 8 !6 )$7) 8 "6 #"(^ ( 8 #6 %%!) 8 "6 "$"^ ( 8 #6 $7")

=0( 家庭负债) ! "6 "#)＊＊ ( !6 !)") "6 ""$ ( #6 ’!’) "6 ""%^ ( #6 7!#)

拥有住房 8 "6 &’&＊＊＊ ( 8 ’6 #&$) 8 "6 7##＊＊＊ ( 8 )6 &&#) 8 "6 )#(＊＊＊ ( 8 )6 #(7)

是否自雇 8 "6 "#) ( 8 "6 "($) 8 "6 "!$ ( 8 "6 !#%) "6 "!$ ( "6 ’)&)

已婚 "6 #)( ( #6 "(7) 8 "6 ""’ ( 8 "6 "!&) "6 #&(^ ( #6 $%%)

金融从业 "6 7’’＊＊ ( !6 !(() "6 ’7( ( #6 !#7) "6 ’#$^ ( #6 $’’)

汉族 "6 ’$" ( #6 )$)) "6 ’$)^ ( #6 7"#) "6 #’7 ( "6 (7")

J-5ER: 控制 控制 控制

\ #(($ !")% !"%7

F1,LC5 A! "6 !%! "6 !%# "6 !%&

注: ＊＊＊、＊＊和^ 分别代表 #‘、&‘ 和 #"‘ 的显著性水平。边际效应是在等号右边其他控制变量取平均值处计算得到。报告的

都是 F-5<>; 回归结果。下文同。

有些家庭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直接持有股票，而是通过持有基金的方式参与股票市场。① 因

此，我们在表 ! 第( ! ) 列检验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宽口径变量“参与股票市场( 含持

有基金) ”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村成长经历在 #‘ 的水平上显著地降低城市居民参与股票

市场( 含持有基金) 的概率。平均而言，如果一个人如果有农村成长经历，那么他成年后参与股

票市场( 含持有基金) 的可能性减少 %6 ’!)‘ ，这个比例相当 于 无 条 件 参 与 比 例 ( #&6 $‘ ) 的

"(

江静琳等: 农村成长经历和股票市场参与

① 更多关于通过购买基金参与股票市场的内容可见 G?L ,; 4=+ ( !"#%) 。



)"‘。
为了衡量参与股票市场的深度，我们也考察家庭持有股票的市值占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

表 ! 第( ’) 列汇报了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农村成长经历的系数在 #‘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

明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人会更少地在金融资产中配置股票。表 ! 第( #) —( ’) 列的回归结果中，其他

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拥有较长的受教育年限、较高的

认知能力、更多的家庭财富或者从事金融行业，能够显著提升其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
进一步，我们参考 IL>15 ,; 4=+ ( !""$) 的做法，在资产高于中位数水平的样本中检验农村成长

经历和股票市场参与的关系。我们发现，在较为富裕的样本中，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仍显著较

少地参与股票市场。换言之，即便在有足够能力支付固定参与成本的人群中，农村成长经历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有负面影响。这说明，人生早年的成长经历可能能够解释富裕人群远离股票市

场。
表 ’ 农村成长经历和股票市场参与: 较富裕人群

被解释变量:

( #) ( !) ( ’)

直接参与股票市场 参与股票市场( 含持有基金) 股票市值 _金融资产总值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农村成长 8 "6 !(&＊＊＊ ( 8 !6 (’7) 8 "6 !)$＊＊＊ ( 8 !6 &(%) 8 "6 #&!＊＊＊ ( 8 ’6 "!#)

控制变量，省份 R: 控制 控制 控制

\ #""’ #"!$ #")#

F1,LC5 A! "6 #$) "6 #$# "6 #)#

( 二) 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在本文存在的可能性较弱。本文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农村成长经历”所根据的

变量是家庭户主 ’ 岁和 #! 岁时的户口类型，这个变量在调研时业已事实上存在了几十年，“之所以

改变户口就是为了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不大。这里的稳健性检验主要是排除其他因素。由于

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十分复杂，这里我们通过检验排除文献中公认的经典的因素。
#+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更少参与股票市场，是否只反映社会互动水平较低?

存在这样 一 种 可 能 性: 年 幼 成 长 在 农 村 的 人 融 入 城 市 社 会 生 活 阻 力 可 能 较 大 ( I-,>B d
Y4<,==>0>，!"#") ，可能更难在城市建立起社会网络，从而社会互动水平( 15/>4=) 较低。X502 ,; 4=+
( !"")) 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会影响是否参与股票市场。因此，我们需要考察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

人口不参与股票市场这一现象是否完全能由较低的社会互动解释。我们首先要找到“社会互动”
的代理变量。根据杨汝岱等( !"##) ，我们用家庭礼金支出表征家庭社会互动水平。如果在受访当

年的前一年家庭礼金支出大于 "，则社会互动( 15/>4=) 取 #( 社会互动高) ，否则取 " ( 社会互动低) 。
全样本中有 &%6 "‘ 的家庭去年有人情礼支出，农村成长样本中，有 &76 ’‘ 的家庭有人情礼支出。
为了排除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更少参与股票市场可以完全由社会互动水平不同解释，我们利用

模型( !) 探究，在控制了社会互动之后，农村成长经历的系数是否仍然显著为负。结果如表 ) 第
( #) 列所示。我们用直接参与股票市场作为股票市场参与的度量。① β 仍然显著为负，边际效应为
8 )6 ’7’‘ ，说明即便考虑了社会互动，农村成长经历对参与股票市场的阻碍仍然显著存在。

participationj = β × ruralexpj + μ × socialj + γ ctrlj + provj + ε j ( !)

如果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阻碍与社会互动有关的话，那么我们自然地想知道: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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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四( 二) 部分的所有表格仅报告了以“直接参与股票市场”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以“参与股票市场( 含持

有基金) ”、“参与深度”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欢迎有兴趣的读者来信索要。



会互动水平的提升会否减轻这一阻碍?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便有以下两个推论: 一是社会互

动水平高的家庭购买股票的行为不受农村成长经历的影响，二是社会互动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农

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作用的大小。我们分别利用分组检验和模型( ’ ) 对这两个推论进

行检验。模型( ’) 在模型( !) 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互动( 15/>4=) 和农村成长( -L-4= ,QF) 的交叉项。
若系数显著 τ 大于零，则说明社会互动的提升能够显著抵消农村成长经历带来的对股票市场参

与的阻碍。
表 ) 农村成长经历、直接参与股票市场、社会互动

( #) ( !) ( ’) ( ))

全样本 分组: 社会互动高 分组: 社会互动低 全样本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农村成长 8 "6 )"%＊＊＊ ( 8 )6 )#&) 8 "6 ’(’＊＊＊ ( 8 ’6 ’#$) 8 "6 )7’＊＊＊ ( 8 !6 (($) 8 "6 ’$’＊＊＊ ( 8 !6 %)7)

社会互动 "6 #(!＊＊ ( !6 #$") "6 !"&^ ( #6 $7&)

农村成长 t 社会

互动
8 "6 "’7 ( 8 "6 !"%)

控制变量，

J-5E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 #(7# #"(" 7$# #(7#

F1,LC5 A! "6 !’! "6 !)) "6 !’( "6 !’!

participationj = β × ruralexpj + θ × socialj + τ × ruralexpj × socialj + γ ctrlj + provj + ε j

( ’)

表 ) 的第( !) 和( ’)

WO



GRJS 准确地提供了关于“信任”的指标。针对 GRJS 问卷中“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

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这个问题，我们把选择“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的信任水

平取为 #( 信任水平高) ，选择“要越小心越好”的取为 "( 信任水平低) 。全样本和农村样本的这一

变量的均值分别为 %#6 "‘ 和 %#6 7‘。和“社会互动”部分类似，用控制变量、分组、交叉项的检验结

果列示在表 &。我们发现控制了信任水平之后，β 仍然显著为负，边际效应为 8 )6 ’$)‘ ，说明信任

水平不能完全解释农村成长对股票市场参与的阻碍( 第( # ) 列) 。分组回归结果显示，不论信任水

平高低，农村成长经历的系数都显著为负( 第( !) ( ’) 列) 。加入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发现，交叉项的

估计系数不显著异于 "( 第( )) 列) 。这说明，信任水平的提升不能减轻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

参与的阻碍。
’+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更少参与股票市场，是否只反映金融知识水平的不同?

缺乏金融知识会使得家庭远离股票市场( E40 A55>. ,; 4=+，!"##) 。鉴于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决

策的重要性，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 农村地区长期以来金融可得性低( 尹志超等，!"#& ) ，金融发展

水平低于城市，因而在农村成长的居民可能因为不具备相应的金融知识从而远离股票市场。为了

排除这个假设，我们需要考察金融知识的作用。!"#) 年家庭经济问卷中有 #’ 道测验金融知识的

题目。金融知识水平( finjliteracy) 取值等于回答正确的题目数量。数值越大，代表金融知识水平

越高。全样本平均答对 &6 (’! 道题，农村成长样本平均答对 &6 &%( 道题。
以控制变量、分组、交叉项的检验结果列示在表 %。我们发现控制了金融知识之后，β 显著为

负，说明即便考虑了可能存在的金融知识水平的差异，农村成长对股票市场参与的阻碍仍然显著存

在，边际效应为 8 ’6 "7&‘ ( 第( #) 列) 。接着，我们用金融知识水平是否高于平均水平作为分组依

据。分组检验的结果显示，不论金融知识水平较高或是较低，农村成长经历都会显著地阻碍城市居

民参与股票市场( 第( !) ( ’) 列) 。加入交叉项的估计结果显示，交叉项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农村

成长经历对参与股票市场的阻碍不能通过金融知识水平这种认知能力的提升而减轻( 第( )) 列) 。
表 % 农村成长经历、直接参与股票市场、金融知识

( #)

全样本

( !) ( ’)

分组: 较高金融知识 分组: 较低金融知识

( ))

全样本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农村成长 8 "6 !(’＊＊＊ ( 8 !6 ()$) 8 "6 ’!)＊＊＊ ( 8 !6 %)!) 8 "6 ’)#^ ( 8 #6 7’#) 8 "6 ’7%＊＊ ( 8 !6 !)7)

金融知识 "6 #’$＊＊＊ ( 76 &$)) "6 %&&＊＊＊ ( &6 )$!)

农村 成 长 t 金 融

知识
"6 "(’ ( "6 )&$)

控制变量，J-5E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 #7$( 7$7 7&% #7$(

F1,LC5 A! "6 !7’ "6 #%7 "6 !%( "6 !%&

)+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更少参与股票市场，是否只反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

农村成长的受访者的可能受到原有家庭的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远离股票市场。
因此我们需要考察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人口是否是由于年幼时期所处的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

导致不参与股票市场。借鉴 G?,0 ,; 4=+ ( !"#&) 的研究，同时利用 GRJS 提供的变量，我们利用受访

者 #) 岁时父亲的受教育水平作为受访者幼年时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理变量。由于在过去的

一百多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时期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因

此，在构造变量时，我们把父亲受教育程度( fedu) 取作虚拟变量: 每 #" 年作为一代，如果父亲的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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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高于这一代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则虚拟变量取 #，否则取 "。全样本中有 &(6 ’‘ 的父亲

受教育水平高于同代人均值，农村成长样本中这一比例是 &!6 ’‘。类似地，以控制变量、分组、交
叉项的检验结果列示在表 7。我们发现控制了父亲受教育水平之后，β 显著为负，说明即便考虑了

可能存在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农村成长对股票市场参与的阻碍仍然显著存在，边际效应为

8 ’6 (&’‘ ( 第( #) 列) 。接着，我们用父亲受教育水平是否高于其同代人平均受教育水平作为分组

依据，我们发现，不论父亲受教育水平较高或是较低，农村成长经历都会显著阻碍城市居民参与股

票市场( 第( !) ( ’) 列) 。加入交叉项后，交叉项的系数并不显著异于零( 第( )) 列) 。这部分检验结

果说明，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更少参与股票市场，并不只是反映幼年时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股

票投资的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并不能通过早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减轻。
表 7 农村成长经历、直接参与股票市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 #)

全样本

( !) ( ’)

分组: 父亲受教育

水平较高

分组: 父亲受教育

水平较低

( ))

全样本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农村成长 8 "6 ’%’＊＊＊ ( 8 ’6 $!!) 8 "6 ’"$＊＊＊ ( 8 !6 %’7) 8 "6 &##＊＊＊ ( 8 !6 7"7) 8 "6 )&$＊＊＊ ( 8 !6 $!7)

父亲受教育水平 "6 !!"＊＊ ( !6 #7%) "6 #%’ ( #6 !$!)

农村成长 t 父亲受

教育水平
"6 #)" ( "6 7!&)

控制变量，J-5E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 #$&" #"(7 %)$ #$&"

F1,LC5 A! "6 !’& "6 !’& "6 !)! "6 !’&

&+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更少参与股票市场，只是完全反映风险态度的不同?

风险规避是影响股票市场参与的重要指标( K--5*，#(7" ) 。IL>15 d J4>,==4( !""$ ) 研究显示，

较高的风险容忍度与较高的风险资产参与度相关。在农村成长的人可能倾向于风险规避。因此，

我们进一步考察风险态度的影响。我们利用以下这个问题来度量风险态度: “您愿意承担的风险

如何?”针对四个备选答案( “高风险、高收益”、“适中风险、稳健收益”、“低风险、低收益”和“不愿

意承担任何风险”) ，风险规避水平( risk aversion) 分别取值 # 到 )。数值越大，代表越不愿意承担风

险。全样本这一变量的平均值是 ’6 #’"，农村成长样本的均值是 ’6 #%#，都介于“低风险、低收益”和

“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之间。
表 $ 农村成长经历、直接参与股票市场、风险态度

( #)

全样本

( !) ( ’)

分组: 风险厌恶高 分组: 风险厌恶低

( ))

全样本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农村成长 8 "6 ’#(＊＊＊ ( 8 ’6 !#&) 8 "6 %!%＊＊ ( 8 !6 )77) 8 "6 !$%＊＊ ( 8 !6 )%") 8 "6 !()＊＊＊ ( 8 !6 &(7)

风险厌恶 8 "6 )#%＊＊＊ ( 8 $6 "#$) 8 "6 $!’＊＊＊ ( 8 %6 )!%)

农村 成 长 t 风 险

厌恶
8 "6 #&) ( 8 "6 %$7)

控制变量，J-5E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 #7$( %%" $(& #7$(

F1,LC5 A! "6 !7& "6 !)’ "6 !"%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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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上述的检验方法，我们首先控制风险态度这一变量，表 $ 第( #) 列报告了估计结果，β 仍显

著为负，边际效应为 8 ’6 !"’‘ ，说明即便考虑了风险态度，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阻碍仍

显著存在。接着，我们把样本分为风险厌恶较高和风险厌恶较低的两组( 第( !) ( ’) 列) ，不论风险

厌恶程度如何，即便愿意承担一定风险，农村成长经历仍然显著地阻碍城市居民参与股票市场。加

入交叉项后的回归结果显示( 第( )) 列) ，交叉项的系数并不显著异于零。这部分发现说明，农村成

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阻碍并不完全反映风险态度对股票投资的影响，同时，这种阻碍也并不能

通过风险偏好的提升而缓解。
综上，我们可以基本得出结论: 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城镇居民，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居民的

股票市场参与率显著较低。这一发现是稳健的，因为它并不仅仅由于社会互动、信任水平、金融知

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风险偏好等因素引起，也不会因为这些因素的提升而减轻。
( 三) 拓展研究: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更少参与股票市场，可能与什么因素有关?

在本部分，我们尝试通过实证检验，去探究什么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农村成长

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当然，由于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众多，这里的研究只是尝试性的。
我们大胆假设: 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居民更少参与股票市场，这一现象与农村成长经历对人格特

征的塑造以及人格特征形成之后的长期影响有关。根据 GL0?4 d X,/U@40( !""7) 提出的理论框

架，人生早年的童幼年时期是一个人的“非认知能力”( 或人格特征) 形成的重要时期，所处的社会

经济环境对非认知能力的形成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时，人格特征在童幼时期形成之后，在人的生

命周期中是基本稳定的( G41F> ,; 4=+，!""&) ，且对人的长期发展都有显著影响。而且，人格特征已

经被主流经济学认为可以解释人的行为和成就( X,/U@40 ,; 4=+，!""%) ，也很可能影响一个人的金

融市场参与行为( 李涛和张文韬，!"#&) 。因而人生早期的成长经历对人格特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可能与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加的阻碍有关。
换言之，一个人早年的成长经历、所处的社会文化可能培养了某种人格特征，由于人格特征的

培养时期主要在童幼年时期，这种人格特征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在本文中，针对“农村”这个

具体的成长环境而言，农村长期以来是典型的“乡土社会”，文化相对“缺乏变动”( 费孝通语) 。早

年在农村成长的人，在农村这个“变化很少、文化稳定、很少有新的问题”的环境中，更容易形成“依

赖习惯和经验”的特征，在“不怕变、好奇、肯试验”的方面，通常有所欠缺。这就意味着，在度量个

体追求新鲜事物、乐于接受挑战特质的“开放性”( 5F,0 ;5 ,QF,->,0/,) 上，农村成长的这类人可能开

放性相对更低。即便成年之后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但人格特征在早年的农村成长经历中淬炼形成

之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仍然会影响成年后的行为决策。
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假设: 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阻碍与开放性人格特征有关。开

放性，是指一个人需要新事物刺激，体现了个体的创造力、追求新奇事物、乐于接受挑战等特质
( I5=C<,-2，#(("; G51;4 d 9/G-4,，#((!) 。相较于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人，有农村成长经历的人在

接受新事物的开放性可能越缺乏。股票市场恰恰是一个“新鲜事”，因此农村成长经历带来的不开

放的人格特质可能阻碍股票市场参与。限于数据，我们无法设计一个完美实验来证明农村成长经

历是通过降低开放性从而降低股票市场参与率。假如该假设成立，基于上述理论背景和农村现实，

可引出以下两个推论: 第一，在其他条件类似时，开放性的提升能够一定程度上消减农村成长经历

对参与股票市场的阻碍; 第二，高开放性人格特征的居民参与股票市场的行为不受农村成长经历的

影响。下面，我们通过模型( )) 检验第一个推论，用分组回归检验第二个推论，来间接推测农村成

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阻碍与开放性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

participationj = β × ruralexpj + θ × openj + τ × ruralexpj × openj + γctrlj + provj + ε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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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 期



开放性人格特征是指一个人需要新事物刺激，体现了个体的创造力、好奇心、追求自由和多元

等特质( I5=C<,-2，#(("; G51;4 d 9/G-4,，#((!) 。其中关键词是“新事物”、“追求多元”。从文化

观念角度出发，长期以来在农村地区，传宗接代、多子多福是被奉为圭臬的传统观念。因此对于

“传宗接代”的态度，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对传统( 现代) 价值观的摒弃( 拥抱) 。结合可得数

据并参考李涛和张文韬( !"#&) ，我们利用受访者对“传宗接代的重要程度如何”的主观评价的反向

变量，作为开放性人格特征的代理变量。取值从 # 到 &，数值越大代表开放性越高。全样本的得分

均值为 !6 ’(7，农村成长样本的得分均值为 !6 #7!。
表 ( 农村成长经历、直接参与股票市场、开放性人格特征

被解释变量:

直接参与股票市场

( #) ( !) ( ’)

全样本 开放性较低 开放性较高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农村成长 8 "6 7#%＊＊＊ ( 8 ’6 &$() 8 "6 %#%＊＊＊ ( 8 )6 !)%) 8 "6 #7& ( 8 #6 ’)&)

开放性人格特征 "6 ""% ( "6 #)")

农村成长 t 开放性人格特征 "6 #’%^ ( #6 (’%)

控制变量，省份 R: 控制 控制 控制

\ #(7# #"#% (!#

F1,LC5 A! "6 !’’ "6 !$$ "6 !!’

表 #" 农村成长经历、参与股票市场( 含持有基金)、开放性人格特征

被解释变量:

参与股票市场( 含持有基金)

( #) ( !) ( ’)

全样本 开放性较低 开放性较高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农村成长 8 "6 %’’＊＊＊ ( 8 ’6 &#7) 8 "6 &!(＊＊＊ ( 8 )6 #"&) 8 "6 "$) ( 8 "6 %(()

开放性人格特征 8 "6 ""# ( 8 "6 "’")

农村成长 t 开放性人格特征 "6 #’)＊＊ ( !6 "($)

控制变量，省份 R: 控制 控制 控制

\ #(($ #"’’ (!7
F1,LC5 A! "6 !!7 "6 !7! "6 !#%

表 ## 农村成长经历、参与深度、开放性人格特征

被解释变量:

股票市值 _金融资产总值

( #) ( !) ( ’)

全样本 开放性较低 开放性较高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系数 ZO1;4;1

农村成长 8 "6 ’)$＊＊＊ ( 8 ’6 #)’) 8 "6 !##＊＊＊ ( 8 !6 $#%) 8 "6 "(’ ( 8 #6 ’)&)

开放性人格特征 "6 ")&＊＊ ( !6 "##)

农村成长 t 开放性人格特征 "6 "7’^ ( #6 ()#)

控制变量，省份 R: 控制 控制 控制

\ !"%7 #"(& (7!

F1,LC5 A! "6 !77 "6 ’#$ "6 !%7

表 ( 显示了当被解释变量是直接参与股票市场时对这两个推论的检验。表 ( 的第( # ) 列报

告了对模型( )) 的估计结果: 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 #"‘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 随着开放性的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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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阻碍会显著消减。接着我们将全样本分成两组，一组开放性

较低( 开放性变量小于或等于 ! ) ，另一组开放性较高( 开放性变量大于或等于 ’ ) 。针对两组子

样本我们分别检验，发现在开放性较低的子样本中，农村成长经历的边际效应是 8 #6 &#%‘ ，在

#‘ 的水平下显著; 在开放性较高的子样本中，农村成长经历的边际效应是 8 "6 &)7‘ ，统计上不

显著。说明在开放性较高的人群中，股票市场参与不再与农村成长经历有关。表 #" 和表 ## 汇

报了在被解释变量为参与股票市场( 含持有基金) 、参与深度时的情形下类似检验的结果。结果

和表 ( 是类似的。
上述的结果说明，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城镇居民，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居民的股票市场参

与率显著较低; 开放性人格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阻碍。然

而，我们必须强调，这仅仅能够说明: 平均而言，相较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城镇居民，一个有农村成

长经历的城镇居民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显著更低; 但是，如果他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开放的人

格特征，那么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会减弱。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开放性人格特征的

塑造是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阻碍这一关系背后的渠道，因为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十分

复杂。我们期待未来能够继续探究农村成长经历究竟是怎样影响股票市场参与的。

五、结论与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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