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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模拟研究考察了股价和性别因素对股票新手选股决策的影响
。

股价为组 内变量
,

分高低两个水平
。

被

试是 名大学生
,

男女各半
,

均无股票操作经验
。

实验结果表明
,

股价对股票选择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

但对被试体

验到的冲突强度有明显影响
,

被试选择高价股时感受到的冲突强度显著高于选择低价股时感受到的冲突强度 在

股票选择时间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

女性选择时间明显长于男性的选择时间
。

关健词 选择冲突
,

股票选择
,

股价
,

性别
。

分类号

引言

选择冲突 。 是指个体在两个备择

方案 中选 择 一 个 时 所 体验 的 内部 心 理 冲突 川 。

基于场理论对冲突进行分析
,

并根据人总是

希望接近有益 目标
、

回避有害目标的特点
,

把人所面

临的基本冲突分为接近 一 接近型冲突
、

回避 一 回避

型冲突和接近 一 回避型冲突 种类型
。

之后
,

不

少学者对选择冲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
,

考察了诸如冲突强度
、

冲突产生的原因
、

冲突中的情

绪
、

选择冲突中人们使用的策略
、

决策内容等方面的

问题 一 了。

期望效用 模型曾是决策的主

要理论〔“
,

〕。

根据期望效用理论
,

对每个备择方 案

的评估是依据该备择方案的好的特征和坏的特征的

某种加权组合来进行的
,

因此
,

每个备择方案都有一

定的期望效用
。

该模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

对一个

备择方案进行评价时要考察该备择方案的所有特

征
,

而在确定该备择方案的总效用时这些特征可以

彼此补偿
。

但是
,

等人提 出的取消一聚 焦
一 一

模型 一 川认为
,

在进行选择

时
,

备择方案中共有的特征将被取消
,

选择完全是基

于余下的备择方案的独特特征进行和完成的
。

备择

方案中共有特征的取消是为了突出备择方案各自独

特的特征
,

因此
,

备择方案的特征中只有有限的一部

分被实际用来评估对抗性的备择方案
。

基于取消一

聚焦模型理论
,

等人对美 国政治竞选活动

中的选择冲突做了研究川
。

美国政治竞选活动中的选择冲突是接近 一 接近

型冲突的一个实际例子
。

我们发现
,

尽管前人对接

近 一 回避型冲突和回避 一 回避型冲突 已有较多的研

究
,

但对于这种最基本的
、

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的接近
一 接近型冲突 又被称为双趋式冲突 的研 究却很

少
。

我们也发现
,

选择冲突问题解决 中性别差异的

研究〔‘“一 ’ 〕的数量很少
。

另外
,

备择选项 的效价水

平与人感受到的冲突强度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待深入

探讨的重要问题
。

因此
,

本研究采用选股决策作为

具体的实验任务
,

旨在考察备择选项的效价水平 股

价 和性别因素对股票新手选股决策的影响
。

我们

认为
,

选股决策非常适合研究接近 一 接近型冲突
,

而

且股票本身所具有的风险特征可以使被试较为容易

地体验到冲突情境
。

方法

被试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三年级本科生

名
,

男女各 名
,

平均年龄 岁
,

在本实验前均没

有股票操作经验且不熟悉具体的股票操作业务
。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混合设计
。

被试性别为组 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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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价分为高低两个水平
,

为组 内变量
。

实验材料

实验使用 种材料 了解股票知识时使用的
“

学 习材料
” ,

由帮助被试了解股票知识的 个大的

知识点组成
,

它们均引 自股票书籍及互联网有关股

票的站点中关于炒股常识的介绍
。

热身任务时

使用的
“

热身材料
” ,

其 支股票的上市公司的行业

类型各不相同
,

且均不同于正式材料中股票 的行业

类型
。

这 支股票 的呈现顺序是随机的
,

一次出现

支
,

同时出现的 支股票为 对
,

分别命名为
“

甲

股
”

和
“ 乙股

” 。

正式实验中使用的
“

正式材料
” ,

取 自深市和沪市股票市场中实际发行的股票
。

选取

高科技
、

房地 产
、

家 电和服装 个板块的股票各

支
,

对股票的情况介绍做了一些修改
,

并隐去了股票

的名称和号码
。

同一板块的股票组成 对
,

分别命

名为
“

甲股
”

和
“

乙股
” 。

每支股票的情况介绍都包括

个方面的内容
,

即
“

主营产品
” 、 “

状况动态
” 、 “

中报

指标
” 、 “

技术分析
”

和
“

市价盈率
” 。

高科技和家电板

块的股票为高价股 前一交易 日收盘价平均为

元
,

房地产和服装板块的股票为低价股 前一交

易 日收盘价平均为 元
。

实验中 个板块股票

的呈现顺序是完全随机的
,

并且在每 对中每 支

股票作为
“

甲股
”

和
“

乙股
”

的机率各半
。

实验设备

一台芯片为 配有 寸彩色显示

器的 机
。

操作系统为 实验程序用

编写 使用 浏览器为

浏览器
。

实验指导语及实验材料在计算机屏幕上显

示
。

被试通过人机交互方式在计算机上通过鼠标操

作完成全部实验
。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由 个 阶段构成
。

首先
,

被试学 习有

关股票的知识
,

了解股票操作中的常用术语
。

学 习

材料分 个页面依次在屏幕上呈现
,

被试 自行控制

页面的呈现时间
,

同时完成 份内容与所学知识点

相关的判断对错的问卷 答案对错比为
。

该阶

段一般需 至 巧 分钟
。

第二个阶段是股票选择
。

被试首先完成热身任

务
。

支热身任务的股票信息按随机顺序在计算机

屏幕上成对呈现
,

被试依次在 对股票中选择 支
,

计算机反馈这支股票在适时抛出后所带来的盈亏信

息
。

无论被试 次股票选择的顺序如何
,

次反馈

的信息均依次为 赢利 赢利 亏损

不亏不盈
,

赚回本金
。

然后被试完成正式实验任务

及选择后评估
。

任务要求被试采用投资组合的方式

进行股票投资
,

将资金平均分配在高科技
、

房地产
、

家电和服装 个板块的股票上
。

被试依次完成对

个板块的股票选择任务
,

计算机不提供任何反馈信

息
。

计算机 自动记录被试选择的股票及选股所用的

时间 从股票信息呈现到被试最终点击选择结果的

时间
。

第三个阶段是选择后评估
。

计算机程序按照正

式实验任务中 对股票的呈现顺序
,

依次重新呈现

对股票信息及被试做出的选择结果
。

在每 对的

选择结果呈现后
,

都要求被试在 点量表上针对具

体的每 对选择任务 中的两支股票的吸引度
、

对选

择结果的满意度
、

选择的难易度和选择 中所感受到

的冲突强度进行评估
。

最后一个阶段是实验后访谈
。

按照正式实验任

务中被试进行选择的 对股票的呈现顺序
,

主试依

次针对每 对股票选择任务对被试进行访谈
,

访谈

的主要内容是询问被试做出每 次选择的理 由
。

实

验后访谈的内容用录音机录音
。

测量指标

本实验记录的测量指标主要是被试在正式实验

任务中每次选股的时间和选择后被试对每 对股票

给出的吸引度
、

满意度
、

难易度和冲突强度的心理感

受评估值
。

本实验也对实验后访谈的内容进行了口

语记录分析
。

结果

使用 自动剔除选股时间的极值
,

得到

名有效被试 男女各 名 的数据
。

下面的所有统

计分析均基于这 名被试的数据
。

选股时间

被试在 个板块上的平均选股时间和标准差列

于表
。

对选股时间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

表明
,

被试性 别 的主效 应 十分 显 著
, ,

, ,

女生的平均选股时间显著长于男

生的平均选股时间 图 股价在选择时间上的主

效应不显著
, , 二 , ,

被试在低

价股上的选择时间 二 , 二 犯 只略

微长于在高价股上的选择时间 二 ,

效价水平和性别在选股时间上没有显著的

交互 作用
, , , 。

如 图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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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被试在四个板块上的选股时间 秒

高科技板块 家电板块 房地产板块 服装板块
被试

————
女生

男生

全体

今 女生

一 一 男生

八曰︸八八汽八“︸吐占,‘八”击匕‘浦,八乙
‘工山几弓

选择时间

翻泪股 低价般

侧介

图 男女被试对高低价股票的选择时间 秒

选择后心理感受评估值

对被试选择后心理感受值分别进行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在每对中两支股票吸引度差值
、

选择满意度和选择难易度 项指标上
,

股价和性别

都没有显著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
。

但是
,

在选择冲

突强度这个指标上
,

股价的主效应显著
, , 二

, 二 ,

被试选择高价股时感受到的冲突

强度的评估值 二 , 二 明显高于选择

低价股时感受到 的冲突强度的评估值 二 ,

而性别的主效应不显 著
, ,

, 二 股价和性别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

, “ , 。

对被试在选择后做出的吸引度差值
、

选择满意

度
、

选择难易度和选择冲突强度 方面的心理感受

评估值进行相关分析
,

得到的 相关系数列于

表
。

表 被试在选择后做出的各心理感受评估值的相关

吸引度
差 值

选择
满意度

选择
难易度

选择冲
突强度

吸引度差值

选择满意度

选择难易度

选择冲突强度

一 一 件书

一 番 一

, 铃

,

注
,

表示在
,

水平上达到显著 , ,

表示在 水平

上达到显著

讨论

股价效应

在本研究中
,

股票的效价水平主要体现在
“

中报

指标
”

和
“

市价盈率
”

这两方面效价的数字信息上
。

被试在低价股上的选择时间只略微长于在高价股上

的选择时间
,

高低股价在选股时间上的主效应并不

显著
。

分析其原 因
,

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

以解释
。

一方面
,

我们认为
,

股票新手由于没有实际

的股票操作经验
,

对于股票价格以及与之相关的一

系列指标信息可能不够敏感
,

因此他们不会对这部

分信息进行更多的加工
。

这可能是股票新手与有炒

股经验的股 民间的一个显著差别
。

而且在实验室实

验中
,

被试难以切实感受到经济利益的得失
,

因此
,

他们对效价指标信息不敏感的现象可能更为突出
。

而另一方 面
,

用 等人 提 出 的取 消一聚 焦
一 一

模型〔一 川 也 可解释 产生这

一结果的原 因
。

等人认为
,

备择方案中共

有的特征会被取消
,

选择完全是基于余下的备择方

案的独特特征来进行和完成的
。

由于本研究旨在考

察接近 一 接近型冲突选择问题
,

在设计实验材料时

有意识地将同一板块 中的 支股票描述得势力相

当
,

因而
“

中报指标
”

和
“

市价盈率
”

这两方面的效价

信息很可能被被试知觉为共有的特征而被取消掉

了
,

导致 支股票 的效价信息在被试做决策时不会

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

对选股时间没有显著的影响
。

高低股价在被试对选择过程中感受到的冲突强

度的心理评估值上有明显的作用
,

被试在选择高价股

时感受到的冲突强度显著高于选择低价股时感受到

的冲突强度
。

根据 玫 从
“

场力
”

角度对接近 一 接

近型冲突所作的解释
,

高效价水平相对于低效价水平

来说
,

促使被试趋近于备择方案的力更大
,

因此被试

在选择过程中感受到的冲突强度也就更大
。

性别效应

该实验的结果表明
,

在解决股票选择这类决策

冲突问题时
,

在选择时间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

女

性用于解决这类间题的时间要明显长于男性
。

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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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于揭示男女在解决选择冲突问题过程中的基本

规律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我们认为
,

女性解决股

票选择的决策冲突任务需要更多的时间
,

可能是 由

于女性在进行选择时对信息的加工更为仔细
,

也可

能与她们使用的策略有关
。

这意味着女性在解决此

类问题时可能有着与男性不同的特点
。

同时
,

这一

发现还可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

例如
,

在人们解

决类似的选择冲突的问题时
,

一方面我们可以适 当

的提供给女性更宽裕的时间 另一方面我们在设计

计算机决策辅助系统时
,

也应考虑到这种性别差异
。

选择冲突中各种心理感受的关系

对选择后各心理感受评估值进行相关分析的结

果表明
,

被试在选择中感受到的 支股票的吸引度

差值与他们对选择结果的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

而

与他们感受到 的选择难度和 冲突强度呈显著 负相

关
,

即 支股票的吸引度差值越大
,

则被试感到的选

择难度越低
,

感受到的冲突强度越低
,

而对选择结果

的满意度越高 被试在选择中感受到 的冲突强度与

感受到的选择难度呈显著正相关
,

即被试感受到 的

冲突强度越大
,

则他们觉得做出选择的难度也越大

被试在选择中感受到的选择难度与对选择结果的满

意度呈显著负相关
,

即他们觉得做 出选择的难度越

大
,

对选择结果的满意度也就越低
。

选股策略

对被试实验后访谈的录音材料进行分析
,

考察

被试所 陈述 的选择理 由在股票 种特征
“

主营 产

品
” 、 “

状况动态
” 、 “

中报指标
” 、 “

技术分析
”

和
“

市价

盈率
”

上的分布
,

可以将被试使用的选股策略划分为

种 具体 内容见表
。

这 种选股策略 尚有待进

一步实验验证
。

例如
,

我们可以通过要求被试在选

股决策过程中进行出声思维
,

以考察被试实际使用

的选股策略
。

策略名称

表 被试可能使用的 种选股策略

策略具体内容
“ 吸引选择

”

策略
“

排除选择
”

策略
“

部分效价
”

策略
“

倾向 一 验证
”

策略

“

倾向 一 排除
”

策略

“

逐项 比较
”

策略
“

直觉选择
”

策略

找到其中 支股票吸引自己的一点或若干特征
,

然后选择它
。

找到其中 支股票令 自己不满意的一点或若干特征
,

排除它
,

然后选择另 支股票
。

在一种或儿种特征中比较 支股票
,

然后根据自己认为重要的一两种特征选择有优势的 支股票
。

在对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征的比较中已对其中 支股票有了选择倾向
,

然后再参考其余方面的特征
,

找到支持
自己所倾向的这支股票的理 由后

,

选择这支股票
。

在对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征的比较中已对其中 支股票有选择倾向后
,

再参考其余方面的特征
,

发现 自己所倾
向的这支股票的缺陷后 排除这支股票

。

综合考虑
,

对各种特征逐项比较
,

分析两支股票的优劣
,

然后根据其中一种或几种特征做出选择
。

没有明确的理由
,

凭直觉选择
,

在选择时可能有联想到的其他东西促使被试做出选择
。

结论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
,

可以得 出结论

股价对股票选择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

但对被

试体验到的冲突强度有明显影响
,

被试选择高价股
票时感受到的冲突强度显著高于选择低价股票时感

受到的冲突强度
。

被试性别对解决选股冲突的时间有显著影

响
,

女性的选择时间明显长于男性的选择时间
。

每对中甲
、

乙 支股票对被试吸引度的差值

越大
,

则被试感到的选择难度越低
,

感受到的冲突强
度越低

,

对选择结果的满意度越高 被试在选择中感

受到的冲突强度越大
,

则感受到的选择难度越大
,

对

选择结果的满意度越低
。

作者感谢所有被试
,

也感

谢 高峻
、

马研和 崔剑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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