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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Ｐ２Ｐ网络借贷是互联网金融的主要业务模式之一，也是一种新型的信贷模
式。不同于传统信贷模式，Ｐ２Ｐ网络借贷依托互联网技术撮合借贷双方直接完成信用交
易，无须传统金融中介参与。借助人人贷平台的大数据优势，本文研究发现：中国 Ｐ２Ｐ网
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偏好，具体表现为工作行业会对借款的满标率、成功率产生显著影响；

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偏好其实是一种行业歧视，投资者以出借资金安全性或者损失投资预期

收益为代价而选择投资于违约风险高的部分行业的借款人，即使在 ＩＴ行业、金融／法律行业
工作的借款人可以显著地提高投资人的福利，但其资金可得性并没有相应的提高；从解决机

制来看，借款人完成工作认证、提高信息质量可以降低行业偏好，但不能消除行业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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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歧视是一种不平等对待现象，它源于偏见，通常由偏见的认识和态度引起（俞国良，２００６）。在
经济学理论中，歧视分为两种类型：统计歧视（Ｐｈｅｌｐｓ，１９７２）和偏好歧视（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５７）。随着社会
的发展，歧视的种类逐渐增多，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存在由种族、性别、户籍、年龄和

相貌等特征信息引发的歧视现象，受歧视的劳动者会在就业和薪酬等方面受到不平等对待（蔡窻

等，２００１；葛玉好、曾湘泉，２０１１；Ａｎｗａｒ和 Ｆａｎｇ，２００６；Ｆｒａｎｋ等，２０１２；Ｓａｎｔｏｒａ和 Ｓｅａｔｏｎ，２００８）；在传
统信贷市场同样存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和身份歧视等问题，受歧视的借款人或企业主

会受到融资约束或在借款利率上受到不平等对待（罗党论、甄丽明，２００８；Ａｌｄéｎ和 Ｈａｍｍａｒｓｔｅｄｔ，
２０１６；Ｆｌｅｔｓｃｈｎｅｒ，２００９；Ｍｕｒｆｉｎ和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６）。不同于传统信贷模式，网络借贷无须传统金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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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参与，依托互联网技术撮合借贷双方直接完成信用交易，是互联网金融的主要业务模式之一，也

是一种新型的借贷业务模式。借助该模式的大数据优势，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并深入探讨了网络

借贷市场是否存在劳动力市场和传统信贷市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身份歧

视，以及年龄青睐、学历青睐和收入青睐等不平等对待现象。

借款人的工作行业可以传递借款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和收入稳定性等信号（李春玲，

２００５），因而投资人可能会对不同行业的借款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偏好甚至歧视。但囿于缺乏与
工作行业有关的微观借贷数据，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

得益于网络借贷市场的发展，使得对该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本文借助一个典型网络借贷平

台人人贷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之间的信用认证交易数据，通过细分借款标的
状态（未满标、满标后作流标处理、满标后成功借款）和成功借款标的还款状态（提前还款、正常还

款、逾期还款、坏账还款、逾期未偿还），以精确地探讨中国网络借贷市场中行业偏好与行业歧视的

存在性，同时还探讨了行业歧视对投资人福利的影响，以及完成工作认证和提高信息质量对降低

行业偏好、消除行业歧视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 Ｐ２Ｐ网络借贷市场，投资人对借款人存在
行业偏好，甚至对部分行业的借款人还存在歧视现象，即使受到歧视的 ＩＴ行业、金融／法律行业的
借款人可以显著提高投资人持有债权的收益率，也没有提高他们的借款可得性。借款人完成工作

认证、提高信息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行业偏好，但并不能完全消除行业歧视。

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１）本文发现网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偏好与行业歧视，丰富和完善了信
贷市场和网络借贷市场关于不平等对待问题的研究；（２）以往研究多关注借款违约风险和预期收
益两个指标，不能考察对投资人实际收益的影响，本文挖掘借款人的完整还款记录，并计算投资人

债权收益率，可以考察借款人特征对投资人福利的影响；（３）本文关于投资人低估了政府部门借款
人的违约风险，以及借款人通过增强自身信息披露可以降低行业歧视等发现，对网络借贷参与者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互联网金融在理念、思维、流程及业务等方面对传统金融体系进行延伸、升级与创新，正在改

变传统金融体系的价值创造和服务方式（谢平、邹传伟，２０１２）。中国互联网金融呈现出多样的业
务模式，主要包括互联网支付、Ｐ２Ｐ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
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① 不同于传统信贷模式，Ｐ２Ｐ网络借贷撮合投资人和借款人基于互联网直
接完成信用交易，是一种新型的借贷业务模式，因具有借贷金额小、周期短、门槛低和覆盖范围广等优

点，备受借款人和投资人青睐。同时，借款人需依照网络借贷平台的规定披露个人基本信息、资产信

息和工作信息等，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彭红枫等，２０１６）。借助网络借贷模式的大数据优势，国内
外学者广泛关注并深入研究了该新型借贷模式是否也存在类似传统信贷市场中的不平等对待现象。

由于各国历史和文化存在差异，Ｐ２Ｐ网络借贷市场是否存在性别歧视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在
美国网络借贷市场，将照片公布在借款订单中的女性或者容貌漂亮的女性更容易获得借款（Ｐｏｐｅ
和 Ｓｙｄｎｏｒ，２０１１；Ｒａｖｉｎａ，２０１２）；在中国网络借贷市场，女性借款人的违约风险显著低于男性，因而
更容易获得融资（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７），然而单身女性却会受到严重的歧视，借款成功的可能性较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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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叶德珠，２０１６）。在德国网络借贷市场，Ｂａｒａｓｉｎｓｋａ和 Ｓｃｈｆｅｒ（２０１４）实证研究发现，性别对借款
人是否成功获得融资无显著影响，即不存在性别歧视。基于美国网络借贷市场的数据，学者发现

借款人会因其所属种族而受到投资人的歧视，非裔美国人的借款成功率要比信用等级类似的白人

低２５％ ～３５％，即使他们的借款利率更高，也不足以弥补其高违约率给投资人带来的损失（Ｐｏｐｅ
和 Ｓｙｄｎｏｒ，２０１１），Ｒａｖｉｎａ（２０１２）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同时表明种族歧视是一种有效统计歧视。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间存在文化、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等差异，易引发市场主体在

就业、薪酬和借贷等方面的地域歧视。中国网络借贷市场存在非理性的地域歧视，被歧视省份的

借款人的违约率并未显著高于其他省份（廖理等，２０１４ａ）。经济发展水平高、金融生态环境好、教
育程度高的省份，借款人易获得融资，而正规金融普及程度高的省份，借款人在网络借贷市场获得

融资的可能性较低（彭红枫等，２０１６）。此外，地区间收入差异也是引发地域歧视的原因之一（蒋
、周安琪，２０１６）。随着信用评价机制的完善，地域歧视将逐步缓解（姚博，２０１６）。

网络借贷市场存在显著的身份歧视现象，而随着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缓解身份歧视，进

而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庄雷、周勤，２０１５）。青年人被投资人认为是高风险、高违约率的群体，因而
不受青睐，成功筹集到的金额较少（Ｌｏｕｒｅｉｒｏ和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２０１５）。教育年限增加了借款人的自我约
束能力，学历高的借款人如约还款的概率高，但并不被投资人青睐，投资人通过学历识别借款人信

用风险的行为存在偏差（廖理等，２０１５），但借款人就读学校的声誉越好，则越受投资人的青睐和认
可（Ｌｉ和 Ｈｕ，２０１９）。此外，丁杰等（２０１８）、胡金焱等（２０１８）、彭红枫等（２０１６）研究发现，高收入的
借款人更受投资人的青睐，进而获得融资的可能性较高。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传统信贷市场的歧视现象在网络借贷市场同样存在，而借款人的工作行

业是否会对其借款的满标率、成功率、违约率、坏账率、挂牌利率、成交利率以及投资人福利产生影

响的研究较少。庄雷和赵成国（２０１７）虽然探讨了行业声誉对中标概率和利率水平的影响，但并未
探讨网络借贷市场是否存在行业偏好与行业歧视。投资人是否会放弃自身的效用，比如资金安全

或者投资收益，而对不同行业的借款人实施差别化对待的研究仍是空白。因此，本文将研究中国

Ｐ２Ｐ网络借贷市场是否存在行业偏好、行业歧视，行业歧视是否会对投资人的福利产生影响，以及降
低行业偏好、消除行业歧视的方法，以填补有关空白，丰富和完善网络借贷市场之借贷行为的研究。

三、研究思路与实证策略

（一）研究思路

首先，介绍借款人申请借款和还款的简略流程，以便于理解关键变量的选取。借款人在人人

贷平台披露个人信息并提出借款申请，投资人根据借款人和网络借贷平台披露的信息做出投资决

策。在规定时间内，如果借款人发布的借款标的进度达到１００％，则该借款标的满标。借款标的满
标后，借款人继续此借款申请并完善相关借贷手续，经平台审核通过后，借款人将成功获得借款；否

则，满标标的作流标处理。借款人成功获得借款后，将依据申请借款时约定的还款方式和还款日期进

行还款。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表现，即申请借款时约定的还款日期和借款人实际还款日期的先后顺序，

各还款期次的状态可划分为未到期、提前还款、正常还款和逾期。对于逾期的借款标的，依据逾期时

长可分为逾期１～２９天的普通逾期和逾期超过３０天的严重逾期；依据逾期后是否偿还借款可分为逾
期还款、坏账还款和逾期未偿还。本文将约定还款期内仅含有未到期、提前还款和正常还款的借款标

的视为正常标的，将约定还款期内发生一次或多次逾期还款、坏账还款和逾期未偿还的借款标的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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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标的，将约定还款期内发生一次或多次坏账还款和逾期未偿还的借款标的视为坏账标的。

然后对行业偏好、行业歧视进行定义，并介绍其识别方法。工作行业可以传递出借款人的社

会地位、社会声望和收入稳定性等信号，而不同的工作行业所传递出的信号又存在差异。例如，在

政府部门工作的借款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职业声望和稳定的经济来源，而从事农业的借款人

社会地位与职业声望相对不高、经济来源并不稳定（李春玲，２００５）。因而，投资人可能偏好将资金
出借给部分行业的借款人，比较直观的表现是某些行业的借款人拥有较高的满标率。而国内学者

研究偏好或歧视问题时一般考察研究对象的借款成功率差异（陈霄、叶德珠，２０１６；廖理等，２０１４ａ；
姚博，２０１６；庄雷、周勤，２０１５）。因而，本文将通过研究某些行业借款人的满标率、成功率是否和基
准行业存在显著性差异，以确定行业偏好是否存在。

如果网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偏好，则进一步分析其是否为行业歧视。本文根据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５７）
的歧视理论①对行业歧视进行定义：相比基准行业的借款人而言，如果违约风险低的行业所对应的

满标率或成功率也低，则说明投资人以出借资金的安全性为代价而选择高风险的投资，此时网络

借贷市场存在的行业偏好其实是一种行业歧视。还有第二种定义行业歧视的方法，即相比基准行

业而言，如果违约风险低或者违约风险无显著性差异的行业的借款人，即使其挂牌利率或成交利

率较高，也没有受到投资人的偏好，则说明投资人是以放弃个人收益为代价而选择将资金出借给

高风险的借款人，此时网络借贷市场存在的行业偏好其实是一种行业歧视。本文将使用存在性证

明的方法，通过研究借款违约率、坏账率与满标率、成功率的关系，以及挂牌利率、成交利率与满标

率、成功率的关系，以考察是否存在本文定义的行业歧视的情形，进而确定网络借贷市场存在的行

业偏好是否为行业歧视。如果行业歧视确实存在，那么它会给投资人的福利带来多大影响？使用

不同行业的违约风险和预期收益能够证实行业歧视的存在，但并不能很好地反映行业歧视对投资

人福利的影响。因而，本文使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即通过分析借款人的还款记录，考察投资人将资金

出借给不同行业的借款人所得债权的持有期收益率的差异，来探讨行业歧视对投资人福利的影响。

最后探讨可能存在的缓解行业偏好、消除行业歧视的解决机制。网络借贷双方存在严重的信

息不对称，如果借款人通过了工作认证，则其工作行业真实可信，这便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借

款人的信用信息质量主要受可被证实的客观信息、借款人的成功借款次数和还款表现的影响。而

信息质量高的借款人潜在违约风险低，投资人出借资金的违约损失较小（姚博，２０１６；庄雷、周勤，
２０１５）。因而，借款人完成工作认证、拥有较高的信息质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消除投资
人的行业偏好与行业歧视。本文将在第六部分探讨这两种措施的效果。

（二）实证策略

本文使用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工作行业对借款的满标率和成功率的影响，分析网络借贷市场中是否
存在行业偏好；并估计工作行业对借款违约率和坏账率的影响，分析网络借贷市场是否存在本文

定义的第一种行业歧视。本文使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汇报的变量系数均是经过计算的几率比（ＯＲ）②。然

９３

①

②

Ｂｅｃｋｅｒ的歧视理论指出，如果某一个体宁愿放弃自己的部分效用而实施某种差别化行为，则该行为是一种歧视。

几率（ｏｄｄｓ）是指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不发生的可能性之比，用 ｐ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则 ｏｄｄｓ＝ ｐ
１－ｐ

。而几率比

（ＯＲ）为实验组的事件发生几率 ｏｄｄｓ１＝
ｐ１
１－ｐ( )

１
与对照组的事件发生几率 ｏｄｄｓ２＝

ｐ２
１－ｐ( )

２
之比，即 ＯＲ＝ｏｄｄｓ１

ｏｄｄｓ２
＝
ｐ１
１－ｐ１

×
１－ｐ２
ｐ２
。

若 ＯＲ＜１，则 ｐ１＜ｐ２；若 ＯＲ＝１，则 ｐ１＝ｐ２；若 ＯＲ＞１，则 ｐ１＞ｐ２。ＯＲ值与１的差值反映了实验组事件发生几率与对照组事件发

生几率间的差异。



后使用 ＯＬＳ模型估计工作行业对挂牌利率和成交利率的影响，分析网络借贷市场是否存在本文定
义的第二种行业歧视，并估计行业歧视对投资人福利的影响。本文构建的 Ｌｏｇｉｔ模型和 ＯＬＳ模型
如式（１）、式（２）所示。

ｐ＝Ｐｒ［Ｙｉ＝１｜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ｅｘｐ（Ｙｉ）
１＋ｅｘｐ（Ｙｉ）

ｌｎ ｐ
１( )－ｐ

＝Ｙｉ＝α＋∑
１５

ｋ＝１
βｋ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ｉ＋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ε










ｉ

（１）

珘Ｙｉ＝α＋∑
１５

ｋ＝１
βｋ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ｉ＋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εｉ （２）

其中，式（１）中的被解释变量 Ｙ可以是借款是否满标、借款是否成功、借款是否违约和借款是
否坏账，式（２）中的被解释变量 珘Ｙ可以是借款利率、持有期收益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为借款人的工作行业；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可以为标的信息、借款人信息和省份信息。

四、数据选取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一家具有代表性的网络借贷平台人人贷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３１日之
间的全部散标交易数据作为原始样本，样本期间有信用认证标、实地认证标、机构担保标和智能理

财标等四种类型的借款标的。借鉴已有研究（廖理等，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２０１５；王博等，２０１７；胡金焱
等，２０１８），本文对原始样本做以下处理：（１）剔除实地认证标、机构担保标和智能理财标；（２）剔除
学历、收入、工作行业和工作时间等缺失或者表述不清的借款样本；（３）剔除借款人年龄小于 ２２岁
和大于５５岁的样本，剔除借款金额为 ０元的样本；（４）剔除标的数量较少的计算机系统和公益组
织行业的借款样本，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借款样本。最终得到样本的数量为 ３５４８６３个，其
中满标标的２９４７１个；成功借款标的２４６６８个，其中违约标的１１８５７个，坏账标的３９８８个。

（二）变量定义

检验网络借贷市场是否存在行业偏好时，被解释变量包括：借款满标（ｆｕｌｌ），当筹资期满，标的
进度达到１００％时，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借款成功（ｆｕｎｄｅｄ），借款标的成功获得借款，赋值为 １，否则
为０。考察是否存在第一种行业歧视时，被解释变量包括：借款违约（ｄｅｆａｕｌｔ），借款人成功获得借
款后，若约定还款期内发生一次或多次逾期还款、坏账还款、逾期未偿还，则该借款标的视为违约

标的，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借款坏账（ｂａｄ＿ｌｏａｎ），借款人成功获得借款后，若约定还款期内发生一次
或多次坏账还款、逾期未偿还，则该借款标的视为坏账，赋值为１，否则为０。考察是否存在第二种行
业歧视时，被解释变量为挂牌利率（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或成交利率（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Ｆ），其中，挂牌利率为借款人申请
借款时填报的利率，成交利率为借贷双方达成交易的利率。考察行业歧视对投资人福利的影响

时，被解释变量为持有期收益率（ＨＰＲ），根据偿还期满样本中借款人的完整还款历史可以计算得
到投资人持有债权的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 ＝（期满已收本息总额 －出借总额）／出借总额，其中投
资人（群体）的出借总额和借款人的借款金额相等。

核心解释变量聚焦于借款人的工作行业，分别为农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建筑工程（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能源
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３）、制造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４）、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５）、餐饮／旅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６）、房地产（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７）、公共事
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８）、交通运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９）、教育／培训（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０）、金融／法律（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１）、零售／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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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２）、媒体／广告（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３）、医疗／卫生／保健（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４）、文化／体育／娱乐（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５）和政府
机关（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借款人工资稳定，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因而将政
府机关作为基准行业具有代表性，①同时将其他行业设置为哑变量。

本文将网络借贷平台披露的两类信息作为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一是借款标的信息（Ｌ＿ｉｎｆｏ），包
括借款利率、借款期限、借款金额和借款年度。借款利率（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研究工作行业对借款成本的影
响时为被解释变量，其他情形为控制变量；借款期限（ｄｕｒａｔｉｏｎ），申请借款的期限，一般为 ３～３６个
月；借款金额对数值（ｌｏｇａｍｏｕｎｔ），范围为 ３～６；借款年度（ｙｅａｒ），借款人申请借款时的年份，起于
２０１０年，止于２０１６年，将２０１１年及之前设置为基准年份，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及之后
分别设置为四个哑变量。②

二是借款人信息③（Ｂ＿ｉｎｆｏ），包括基础信息（年龄、学历、婚姻状况）、信用信息（历史借款成功
率、历史借款违约率）、资产信息（收入、房产、房贷、车产、车贷）、工作信息（工作省份、工作时间）

和审核认证信息等五个维度。年龄（ａｇｅ）：根据人人贷的规定，借款人的年龄区间为 ２２～５５岁；学
历（ｅｄｕ）：将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分别赋值为 １～４；婚姻状况（ｍａｒｒｉａｇｅ）：借款人
已婚赋值为１，离异、丧偶和未婚赋值为 ０；历史借款成功率（ｐｒｅ＿ｓｕｃｃ＿ｒａｔｅ）：借款人申请当期借款
时，已成功获得借款的标的数量与申请借款的标的总量之比，若借款人为首次申请借款，历史借款

成功率为０；历史借款违约率（ｐｒｅ＿ｄｅｆｔ＿ｒａｔｅ）：借款人申请当期借款时，发生违约的标的数量与成功
借款的标的数量之比，尚未成功借款者，历史借款违约率为 ０；收入（ｉｎｃｏｍｅ）：将月收入从低到高分
别赋值为１～７；房产（ｈｏｕｓｅ）：拥有房产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房贷（ｈｏｕｓｅ＿ｌｏａｎ）：拥有房贷赋值为 １，
否则为０；车产（ｃａｒ）：有车产赋值为１，否则为 ０；车贷（ｃａｒ＿ｌｏａｎ）：有车贷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工作
省份（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借款人的工作省份，以上海为基准省份，其他省份设置为哑变量；工作时间（ｗｏｒｋ＿
ｔｉｍｅ）：将工作１年以下、１～３年、３～５年和５年以上分别赋值为１～４；审核认证数量（ａｕｔｈ＿ｎｒ）：借
款人通过信用报告、身份认证、学历认证、工作认证、收入认证等１４种审核项目的数量。

（三）描述性统计④

表１描述了在不同行业工作的借款人申请借款的标的状态、满标率、成功率、违约率、坏账率、
借款利率及持有期收益率。总体而言，借款人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之中，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

披露行业信息的借款人申请借款的平均满标率为 ８３０％、平均成功率为 ６９５％，这意味着借款人
通过 Ｐ２Ｐ网络借贷平台获得融资的可能性较低；而借款人成功获得借款后的平均违约率高达
４８０７％、平均坏账率为１６１７％。

本文发现，不同行业的平均满标率、成功率有较大差异，在文化／体育／娱乐业工作的借款人平
均满标率和成功率最低，分别为４５８％和２８７％；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借款人平均满标率和成功率
最高，分别为１４２２％和１２９９％，是文化／体育／娱乐业的数倍。不同行业的平均违约率、坏账率也
存在较大差异，其中 ＩＴ行业的借款人平均违约率和坏账率最低，分别为４０５９％和９７７％；在交通运
输业工作的借款人平均违约率最高，为５４４７％；从事农业的借款人平均坏账率最高，为２３１０％，比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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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２０１０年的借款标的样本数量较少，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将其与２０１１年的样本合并为一组；２０１６年信用认证类借款标的
样本数量较少，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将其与２０１５年的样本合并为一组。

信用等级由人人贷平台根据借款人的基础信息、信用信息和审核认证信息等综合评定。为避免将信用等级或者信用评

分作为控制变量可能引发的共线性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未将该变量加入相关计量模型。

限于篇幅，未汇报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备索。



账率最低的 ＩＴ行业高１３个百分点左右。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借款人平均挂牌利率最低，为１３４１％；
农业和文化／体育／娱乐业的借款人平均挂牌利率最高，为１３９８％；从事公共事业的借款人平均成交
利率最低，为１２０９％；从事零售／批发业的借款人平均成交利率最高，为 １２９５％。虽然在 ＩＴ和金
融／法律等行业工作的借款人平均借款利率高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借款人，且违约风险也低，但是
他们并没有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平均满标率和平均成功率均低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借款人。

　　表 １ 不同行业标的状态、满标率、成功率、违约率、坏账率、借款利率及持有期收益率

解释

变量

样本

合计
流标

满标

流标

处理

成功借款

正常
违约

逾期 坏账

满标

率（％）

成功

率（％）

违约

率（％）

坏账

率（％）

挂牌利

率（％）

成交利

率（％）

ＨＰ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 ７５１６ ７１１８ ６９ １５９ ９４ ７６ ５３０ ４３８ ５１６７ ２３１０ １３９８ １２７４ ６９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 ２２２１１ ２０９４１ ２４９ ４８５ ３４０ １９６ ５７２ ４６０ ５２５０ １９２０ １３７６ １２８２ ７６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３ １４９０１ １３５４５ ２０２ ５４１ ４０２ ２１１ ９１０ ７７４ ５３１２ １８２８ １３７２ １２６４ ７７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４ ７４７６６ ６７７２４ １１９６ ２９１４ １８７３ １０５９ ９４２ ７８２ ５０１５ １８１１ １３６９ １２８６ ８０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５ ３１４１３ ２８６０４ ４３４ １４１１ ７３２ ２３２ ８９４ ７５６ ４０５９ ９７７ １３４２ １２３９ ７０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６ １３８７４ １３１６８ １５７ ２８７ １５２ １１０ ５０９ ３９６ ４７７２ ２００４ １３７８ １２７１ ７５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７ １３２６７ １２３５９ １７２ ３８２ ２３２ １２２ ６８４ ５５５ ４８１０ １６５８ １３６７ １２４２ ７８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８ ７５５７ ６８６１ ９４ ３１８ １８３ １０１ ９２１ ７９７ ４７１８ １６７８ １３５７ １２０９ ７０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９ １７１８２ １５６９２ ２２７ ５７５ ４２９ ２５９ ８６７ ７３５ ５４４７ ２０５１ １３７１ １２５７ ８２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０ １４６２６ １３１１２ ２６３ ６８３ ３９６ １７２ １０３５ ８５５ ４５４０ １３７５ １３６４ １２６５ ７３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１ １６９４０ １５３９１ ２３５ ７５４ ４３１ １２９ ９１４ ７７６ ４２６２ ９８２ １３４２ １２２９ ７５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２ ６１１９２ ５６８８４ ８４０ １７８６ １０３７ ６４５ ７０４ ５６７ ４８５０ １８６０ １３７２ １２９５ ６６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３ １２５２４ １１８９５ ３９ ３０８ １８２ １００ ５０２ ４７１ ４７８０ １６９５ １３６０ １２７１ ７５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４ １２３３６ １１２２３ １３９ ５４５ ３０５ １２４ ９０２ ７９０ ４４０５ １２７３ １３７０ １２３２ ７３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５ １２７６７ １２１８２ ２１９ １６７ １３０ ６９ ４５８ ２８７ ５４３７ １８８５ １３９８ １２９３ ６７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６ ２１７９１ １８６９３ ２６８ １４９６ ９５１ ３８３ １４２２ １２９９ ４７１４ １３５３ １３４１ １２２１ ６８４
总计 ３５４８６３３２５３９２ ４８０３ １２８１１ ７８６９ ３９８８ ８３０ ６９５ ４８０７ １６１７ １３６６ １２６３ ７４３

投资于不同行业的持有期收益率同样存在一定差异。虽然持有交通运输部门的债权平均收

益率最高，为８２１％，但在交通运输业工作的借款人并没有最高的借款满标率和借款成功率；政府
机关对应的平均持有期收益率位列倒数第三，但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借款人申请借款的满标率和成

功率反而最高。表１的描述性结果初步表明网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偏好、行业歧视，同时展示了
投资于不同行业的平均持有期收益率的差异情况，但还需进一步使用模型（１）和模型（２）并控制其
他因素后，研究其他行业和基准行业在满标率、成功率、违约风险、借款利率和持有期收益率等方

面的差异是否显著，以确定行业偏好、行业歧视的存在性及其对投资人福利的影响。

五、实证分析

（一）Ｐ２Ｐ网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偏好吗
将披露行业信息的 ３５４８６３个借款标的作为研究样本，以借款满标为被解释变量，借助模型

（１）探讨投资人对借款人的行业偏好是否存在，回归结果如表 ２中列（１）至列（４）所示。列（１）至

２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７，２０１９



列（４）分别为单独回归、控制标的信息、控制标的和借款人信息、控制所有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
显示，即使控制不同的变量，各行业的几率比也均在１％或５％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其他行业与基
准行业的满标率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列（４）的联合回归显示，农业、建筑工程、能源业、制造业、
ＩＴ、餐饮／旅馆、房地产、公共事业、交通运输、教育／培训、金融／法律、零售／批发、媒体／广告、医疗／
卫生／保健和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借款人满标的几率，比政府机关（基准行业）分别低 ５２６％、
４９５％、１６３％、１４５％、３９０％、４８９％、３２０％、３７２％、９９％、４５４％、２５０％、４６０％、５５６％、２８９％
和５５２％。相比政府机关而言，其他行业的借款人并没有受到投资人的偏好。

通过考察工作行业对满标率的影响发现，网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偏好，为得到稳健的结论，本

文借鉴国内学者研究偏好或歧视的做法，将借款成功作为模型（１）中的被解释变量，考察工作行业
对借款成功率的影响。表２中列（５）至列（８）的回归结果显示，相比政府机关而言，其他行业的几
率比均显著小于１，表明在其他行业工作的借款人申请借款的成功率显著低于政府机关。由此可
见，我国网络借贷市场的确存在行业偏好，投资人偏好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借款人。

　　表 ２ 行业偏好存在性检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Ｖ）

Ｍｏｄｅｌ（Ｍ）：Ｌｏｇｉ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ｌｌｌｉｓｔｉｎｇ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Ｖ）：ｆｕｌｌ

Ｍ：Ｌｏｇｉｔ，Ｓ：ａｌｌｌｉｓｔｉｎｇｓ，
ＤＶ：ｆｕｎｄｅ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
０３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３４４

（００２０）
０４６１

（００３４）
０４７４

（００３５）
０３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３３６

（００２０）
０４４２

（００３６）
０４５６

（００３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
０３６６

（００１３）
０３２６

（００１２）
０５０５

（００２３）
０５０５

（００２３）
０３２３

（００１２）
０３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４８２

（００２４）
０４８１

（００２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３
０６０４

（００２１）
０５９８

（００２２）
０８３４

（００３８）
０８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５６２

（００２１）
０５７６

（００２２）
０７９８

（００３７）
０７９４

（００３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４
０６２７

（００１４）
０５５８

（００１４）
０８９３

（００２９）
０８５５

（００２８）
０５６８

（００１４）
０５４７

（００１４）
０８６４

（００２９）
０８１６

（００２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５
０５９３

（００１６）
０５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６２９

（００２５）
０６１０

（００２４）
０５４８

（００１６）
０４９９

（００１５）
０６０２

（００２５）
０５７９

（００２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６
０３２４

（００１４）
０２５４

（００１１）
０５１３

（００２９）
０５１１

（００２９）
０２７６

（００１３）
０２４８

（００１２）
０４８６

（００３０）
０４８３

（００３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７
０４４３

（００１８）
０３７９

（００１６）
０６７７

（００３４）
０６８０

（００３４）
０３９４

（００１７）
０３６８

（００１６）
０６６４

（００３５）
０６６３

（００３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８
０６１２

（００２７）
０５６５

（００２６）
０６２８

（００３８）
０６２８

（００３８）
０５８０

（００２７）
０５５７

（００２７）
０６００

（００３７）
０６０１

（００３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９
０５７３

（００１９）
０５２７

（００１９）
０９０６

（００３９）
０９０１

（００４０）
０５３２

（００１９）
０５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８８２

（００４０）
０８７５

（００４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０
０６９７

（００２３）
０６３７

（００２２）
０５５６

（００２５）
０５４６

（００２５）
０６２７

（００２２）
０６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５３３

（００２５）
０５２２

（００２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１
０６０７

（００２０）
０５３６

（００１９）
０７６８

（００３５）
０７５０

（００３４）
０５６３

（００２０）
０５２５

（００１９）
０７３８

（００３４）
０７１５

（００３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２
０４５７

（００１１）
０４３４

（００１１）
０５４８

（００２０）
０５４０

（００２０）
０４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４１６

（００１１）
０５０８

（００２０）
０４９８

（００１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３
０３１９

（００１４）
０３５１

（００１６）
０４５０

（００２７）
０４４４

（００２７）
０３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３４６

（００１６）
０４４８

（００２７）
０４４０

（００２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４
０５９８

（００２２）
０５４７

（００２１）
０７１１

（００３５）
０７１１

（００３５）
０５７４

（００２２）
０５６２

（００２２）
０７３２

（００３７）
０７３１

（００３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５
０２９０

（００１３）
０２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４５３

（００２６）
０４４８

（００２６）
０１９８

（００１１）
０１６８

（００１０）
０３５８

（００２５）
０３５２

（００２５）

３４



续表 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Ｖ）

Ｍｏｄｅｌ（Ｍ）：Ｌｏｇｉｔ，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ｌｌｌｉｓｔｉｎｇ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Ｖ）：ｆｕｌｌ

Ｍ：Ｌｏｇｉｔ，Ｓ：ａｌｌｌｉｓｔｉｎｇｓ，
ＤＶ：ｆｕｎｄｅ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ｉｎｆ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Ｂ＿ｉｎｆ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６６

（０００３）
３３５６７

（１８８４）
１２５６７

（１００８）
１４０１８

（１２８４）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３）
３０８１９

（１８２２）
６４９７

（０５５８）
７２１３

（０７１１）
Ｎ ３５４８６３ ３５４８６３ ３５４８６３ ３５４８６３ ３５４８６３ ３５４８６３ ３５４８６３ ３５４８６３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１１ ０１０４ ０３８３ ０３８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３ ０３５７ ０３６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Ｎ为样本量。使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的变量
系数为几率比，并汇报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ａｌｌｌｉｓｔｉｎｇｓ为全部借款样本，ｆｕｎｄｅｄｌｏａｎｓ为成功借款样本。下表同。

（二）Ｐ２Ｐ网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歧视吗
上述分析发现网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偏好，但该偏好是否为一种歧视仍需进一步分析。根据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５７）的歧视理论，本文在研究思路中对行业歧视进行了两种定义，本节将使用存在性证明的方
法，通过探讨借款违约率、坏账率与满标率、成功率的关系，以及挂牌利率、成交利率与满标率、成功率的

关系，考察是否存在本文定义的行业歧视的情形，进而确定网络借贷市场存在的行业偏好是否为行业歧视。

首先，以成功借款数据为研究样本并借助模型（１）探讨其他行业与基准行业的违约率和坏账率差
异，此时被解释变量为借款违约、借款坏账，回归结果如表３列（１）至列（４）所示，①不管是否控制标的信
息、借款人信息、工作省份，均有某些行业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列（２）和列（４）控制所有变量时，
在农业、建筑工程、能源业等行业工作的借款人违约率和坏账率与基准行业无显著性差异，而表２的结果
显示在这些行业工作的借款人并未受到投资人的偏好。根据行业歧视的第一种定义方法，只需证明至

少存在一个低风险的行业，其对应的满标率和成功率低于基准行业，即可证明存在行业歧视。

　　表 ３ 行业歧视存在性检验

ＩＶ
Ｍ：Ｌｏｇｉｔ，Ｓ：ｆｕｎｄｅｄｌｏａｎｓ Ｍ：ＯＬＳ，Ｓ：ａｌｌｌｉｓｔｉｎｇｓＭ：ＯＬＳ，Ｓ：ｆｕｎｄｅｄｌｏａｎｓ

ＤＶ：ｄｅｆａｕｌｔ ＤＶ：ｂａｄ＿ｌｏａｎ ＤＶ：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 ＤＶ：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
１１９９
（０１４０）

０９３０
（０１２１）

１９１９

（０２７２）
１２０４
（０１８８）

０５７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６）
０５２６

（０１３４）
０１７８
（０１１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
１２３９

（００９１）
０９６５
（００７９）

１５１８

（０１４７）
１０１９
（０１０９）

０３４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５）

０６０５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９
（００７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３
１２７１

（００８９）
０９５５
（００７４）

１４３０

（０１３４）
０９７８
（００９９）

０３０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７）

０４３２

（００７７）
０１３６

（００６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４
１１２８

（００５２）
０７７７

（００４４）
１４１３

（００９１）
０８３５

（００６４）
０２８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１）
０６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５
０７６６

（００４３）
０７２１

（００４９）
０６９２

（００６１）
０５９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６）

－０１４８

（００２４）
０１８１

（００６４）
－０１３７

（００５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６
１０２４
（００９６）

０８４９
（００９０）

１６０１

（０１９２）
１０１９
（０１３８）

０３６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０）

０４９９

（０１１１）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６）

４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７，２０１９

① 限于篇幅，未汇报行业歧视存在性检验中控制标的信息、控制标的和借款人信息的回归结果，备索。



续表 ３

ＩＶ
Ｍ：Ｌｏｇｉｔ，Ｓ：ｆｕｎｄｅｄｌｏａｎｓ Ｍ：ＯＬＳ，Ｓ：ａｌｌｌｉｓｔｉｎｇｓＭ：ＯＬＳ，Ｓ：ｆｕｎｄｅｄｌｏａｎｓ

ＤＶ：ｄｅｆａｕｌｔ ＤＶ：ｂａｄ＿ｌｏａｎ ＤＶ：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 ＤＶ：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７
１０３９
（００８６）

０７５９

（００７０）
１２６９

（０１４４）
０８７０
（０１０８）

０２５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９）

０２１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７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８
１００２
（００９０）

０９９５
（０１００）

１２８８

（０１５７）
１１０５
（０１４４）

０１５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４）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８）

－０３３９

（００８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９
１３４２

（００９１）
０８５３

（００６５）
１６４８

（０１４６）
０８７６
（００８６）

０３０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３６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０
０９３３
（００６４）

０９７２
（００７３）

１０１８
（０１０１）

１０３４
（０１１０）

０２２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７）

０４４４

（００８１）
０１５６

（００６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１
０８３３

（００５６）
０７４４

（００５７）
０６９６

（００７５）
０５７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０）

－０２０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８）

－０２１９

（００５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２
１０５６
（００５４）

０８８５

（００５５）
１４６０

（０１０２）
０９４７
（００８０）

０３０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２）
０７４５

（００５８）
０１８０

（００５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３
１０２７
（００９３）

０７６２

（００７６）
１３０４

（０１６０）
０８７０
（０１１６）

０１８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８）
０５０１

（００９８）
０２９７

（００８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４
０８８３

（００６６）
０７６５

（００６４）
０９３２
（０１０３）

０７０８

（００８５）
０２８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０１１２
（００７７）

－０１３６

（００６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５
１３３６

（０１４９）
０９０８
（０１１４）

１４８４

（０２１４）
０８１９
（０１３４）

０５６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２）

０７２５

（０１４３）
０３００

（０１２３）
Ｌ＿ｉｎｆ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Ｂ＿ｉｎｆ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８９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１）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１３４１４

（００１９）
１４３２０

（００６６）
１２２１０

（００３９）
１５０６８

（０１９８）

Ｎ ２４６６８ ２４６６８ ２４６６８ ２４６６８ ３５４８６３ ３５４８６３ ２４６６８ ２４６６８

Ｐｓｅｕｄｏ／ＡｄｊＲ２ ０００４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１４６ ０００２ ０２７３ ００１４ ０３２２
　　注：使用 ＯＬＳ模型估计时，汇报 ＡｄｊＲ２。下表同。

列（１）至列（４）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在 ＩＴ行业和金融／法律行业工作的借款人
违约率和坏账率均显著低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借款人；控制所有变量时，ＩＴ行业和金融／法律行业的

借款人违约的几率比政府机关的借款人分别低２７９％和２５６％，发生坏账的几率比政府机关分别低

４０９％和４２２％。但是在这两个行业工作的借款人的满标率和成功率还是显著地低于在政府部门工
作的借款人，他们并没有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因而网络借贷市场对部分行业存在（第一种）行业歧视。

然后，借助模型（２）并使用申请借款样本和成功借款样本，分别研究其他行业与基准行业在挂

牌利率、成交利率上的差异，此时被解释变量为借款利率，回归结果如表３列（５）至列（８）所示。虽
然工作行业为农业的借款人填报的挂牌利率比基准行业高，而且控制所有变量时，违约风险和基

准行业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从事农业的借款人满标率和成功率还是显著低于基准行业。控制所有

变量时，即使投资人与在能源业、教育／培训业、零售／批发业、媒体／广告业和文化／体育／娱乐业等

行业工作的借款人达成借贷协议时的成交利率显著高于基准行业，同时这些行业对应的坏账率与

基准行业无显著性差异、违约率显著低于基准行业或与基准行业无显著性差异，但是在这些行业

工作的借款人申请借款的满标率和成功率却显著低于基准行业。根据行业歧视的第二种定义，本

文发现存在以放弃个人收益为代价的（第二种）行业歧视。总之，从违约风险视角和投资人预期收

５４



益视角均存在被投资人歧视的行业，因而证明网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歧视。

（三）行业歧视对投资人福利的影响

网络借贷市场存在的两种行业歧视会对投资人的福利产生什么影响？通过不同行业对应的

违约风险和预期收益可以检验行业歧视的存在性，但并不能量化行业歧视对投资人福利的影响。

因而，本文将考察工作行业对投资人出借资金所获债权的持有期收益率（ＨＰＲ）的影响，进而探讨
行业歧视对投资人福利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４所示。控制标的信息、借款人信息和工作省份等
信息后，受到第二种行业歧视的借款人对投资人福利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受到第一种行业

歧视的 ＩＴ行业和金融／法律行业的借款人能够在１％或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投资人的福利。具
体而言，投资人持有在 ＩＴ行业工作的借款人的债权会使其收益率比基准行业高３２７个基点，而持有
在金融／法律行业工作的借款人的债权会使其收益率比基准行业高１８３个基点。即使将资金出借给
在 ＩＴ或金融／法律行业工作的借款人会显著增加投资人的收益，也并未提高这两个行业借款人的满
标率和成功率，他们受到了歧视。该结果同样证实了网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歧视的结论。

　　表 ４ 工作行业对投资人福利的影响

ＩＶ
Ｍ：ＯＬＳ，Ｓ：ｆｕｎｄｅｄｌｏａｎｓ，ＤＶ：ＨＰＲ

（１） （２） （３） （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
－０３５１

（０２５６）

－０４４６

（０１６７）

－０１８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４

（０１６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
０１９６

（０１７２）

－０４０５

（０１１２）

－０２０７

（０１１３）

－０１９４

（０１１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３
０５０８

（０１６１）

－０２１３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１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４
０３２３

（０１０２）

－０２１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５
０１６０

（０１２８）

０１６３

（００６２）

０３２４

（００６６）

０３２７

（００６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６
０１１１

（０２０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４）

０２１６

（０１１８）

０２１５

（０１１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７
０５６０

（０１９５）

－００４２

（０１０２）

０１３５

（０１０４）

０１５６

（０１０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８
－００５９

（０２０７）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１１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９
０９６４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４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０
０１５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１
０７９６

（０１６７）

０１２０

（００８５）

０１７０

（００８６）

０１８３

（００８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２
－０４４０

（０１１０）

－０３９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３
０６１１

（０２０６）

－００９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４
０２００

（０１７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６

（００９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１５
００３４

（０２５３）

－０２８１

（０１４７）

０００５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５

（０１５１）

６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７，２０１９



续表 ４

ＩＶ
Ｍ：ＯＬＳ，Ｓ：ｆｕｎｄｅｄｌｏａｎｓ，ＤＶ：ＨＰＲ

（１） （２） （３） （４）

Ｌ＿ｉｎｆ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Ｂ＿ｉｎｆ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０５３

（００８５）

－４７４６

（０１８３）

－５７１０

（０２１９）

－５６８２

（０２４２）
Ｎ ２３７１４ ２３７１４ ２３７１４ ２３７１４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０６ ０６８４ ０６８８ ０６９０

此外，本文将借款人筹集单位数量的资金所用时间和投资者人均实际投资额（胡金焱、李建

文，２０１８）作为衡量投资人偏好的指标、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估计违约风险、汇报双重聚类标
准差以及重选样本等方法重新探讨上述问题，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① 使用不同年份的样本分组

回归的结果显示，由工作行业反映出的违约风险会随时间发生变化，但行业偏好与行业歧视在不

同年份依然存在。②

六、进一步探讨

本文实证发现网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偏好和行业歧视，而行业歧视还会降低资金匹配效率和投

资人的福利。借款人披露客观认证信息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如果借款人提交在职证明或

工作证等客观证明材料且通过平台的审核认证，则该类借款人的工作行业将更加真实可信，进而能够

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此外，借款人的信用评分主要受可被客观证实的信息和网络借贷表

现的影响，信用评分不仅可以反映借款人的潜在违约风险，还可以反映其信息质量，即信用评分越高，信

息质量越高。那么，完成工作认证和提高信息质量能否起到降低或消除行业偏好与行业歧视的作用？

本部分将使用完成工作认证的样本（Ｊｏｂ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Ｃ）和信用评分超过１００分的信息质量高的样本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ＱＩ）分别探讨完成工作认证、提高信息质量对行业偏好、行业歧视的影响。

借助模型（１）和模型（２）探讨完成工作认证、提高信息质量对借款的满标率、成功率、违约率、
坏账率和挂牌利率的影响，使用完成工作认证的样本和信息质量高的样本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 ５
列（１）至列（５）、列（６）至（１０）所示。列（１）和列（２）的结果显示，控制所有变量时，仅在农业和公
共事业工作的借款人的满标率和成功率显著低于基准行业，而在制造业、医疗／卫生／保健业、文
化／体育／娱乐业工作的借款人满标的几率，比基准行业分别高３８２％、６９７％和５０４％，这三个行
业的借款人的成功率也显著高于基准行业，在其他行业工作的借款人的满标率、成功率与基准行

业无显著性差异。与表２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借款人完成工作认证能够降低行业偏好。列（３）
和列（４）的结果显示，在房地产和金融／法律业工作的借款人违约风险低，ＩＴ和餐饮／旅馆业的借款
人发生坏账的可能性显著低于基准行业，但这些行业的借款人并没有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因而第

一种行业歧视依然存在。列（５）的结果显示，即使在餐饮／旅馆业工作的借款人填报的挂牌利率比

７４

①
②

限于篇幅，未报告本节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备索。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基准行业高３７８个基点，并且发生坏账的可能性比基准行业低，也没有受到投资人的青睐，申请借
款的满标率和成功率与基准行业无显著性差异，因而存在第二种行业歧视。由此可见，借款人完

成工作认证能够降低行业偏好，但不能消除行业歧视。

列（６）和列（７）的结果表明，信息质量高的样本中，在农业、建筑工程、教育／培训、金融／法律、
零售／批发和文化／体育／娱乐行业工作的借款人的满标率和成功率显著低于基准行业，但仍有许
多行业的借款人的满标率和成功率与基准行业无显著性差异，意味着提高信息质量可以降低行业偏

好，但不能完全消除投资人对某些行业的偏好。列（８）和列（９）的结果表明，在制造业、餐饮／旅馆和
房地产行业工作的借款人发生违约的几率比基准行业分别低１６６％、３７３％和３０５％，而在餐饮／旅
馆行业工作的借款人的满标率却显著低于基准行业；在医疗／卫生／保健行业工作的借款人发生坏账
的几率比基准行业低７２８％，然而其满标率和成功率与基准行业并无差异。通过其他行业的违约率、
坏账率与满标率、成功率的关系可以推断出行业歧视得到了缓解。列（１０）的结果表明，即使农业、能
源业、媒体／广告等行业的借款人的挂牌利率比基准行业高１９～３５５个基点，并且其坏账率与基准行
业无显著差异，也没有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因而，信息质量高的样本中仍然存在第二种行业歧视。

　　表 ５ 行业偏好和行业歧视存在性检验（完成工作认证样本和提高信息质量样本）

Ｍ Ｌｏｇｉｔ ＯＬＳ Ｌｏｇｉｔ ＯＬＳ
Ｓ ＪＣ ＪＣ＆ｆｕｎｄｅｄｌｏａｎｓ ＨＱＩ ＨＱＩ＆ｆｕｎｄｅｄｌｏａｎｓ
ＤＶ ｆｕｌｌ ｆｕｎｄｅ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ｂａｄ＿ｌｏ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 ｆｕｌｌ ｆｕｎｄｅ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ｂａｄ＿ｌｏ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Ｉ１
０６０５

（０１４６）
０６２３

（０１５０）
１０３４
（０２８２）

１３２６
（０５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１５６）

０５９８

（００９５）
０６１９

（００９３）
０８３２
（０１７４）

２０４３
（１２０１）

０３５５

（０１４５）

Ｉ２
１１０７
（０１９０）

１０６４
（０１８１）

０９１１
（０１９５）

０７３２
（０２００）

０１０５
（００８６）

０８４２

（００８４）
０７７４

（００７３）
０９９８
（０１２９）

２０８０

（０８９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８７）

Ｉ３
１０１６
（０１５４）

１０５５
（０１５７）

０９７５
（０１８４）

０８０９
（０２０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８３）

０９７５
（００９２）

０９５９
（００８４）

０８７０
（０１０９）

０４５６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０

（００８１）

Ｉ４
１３８２

（０１５４）
１３６７

（０１５０）
０８７５
（０１１６）

０７８３
（０１３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４）

１０８５
（００７４）

１０４１
（００６６）

０８３４

（００７３）
１３５５
（０４７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８）

Ｉ５
０９８９
（０１２９）

１００４
（０１２９）

０８４１
（０１２９）

０５２３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９）

０９５８
（００７５）

０９５０
（００６９）

０９０７
（００９０）

１７１４
（０６７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１）

Ｉ６
０９７３
（０２４４）

１０３４
（０２４９）

０９１０
（０２４７）

０４６４

（０１６８）
０３７８

（０１７３）
０７００

（０１０６）
０８０１
（０１０９）

０６２７

（０１２１）
０４６６
（０５１１）

－０１４５
（０１３１）

Ｉ７
１０５１
（０１８４）

１０７３
（０１８４）

０６９７

（０１４７）
０５７３

（０１７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９３）

１０３６
（０１１１）

０９５９
（００９７）

０６９５

（０１０６）
０９０６
（０５４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１）

Ｉ８
０６８０

（０１３７）
０６７０

（０１３４）
１１２２
（０２６２）

１３５７
（０３６７）

０３０８

（０１６１）
０７９０

（０１０３）
０８７４
（０１０３）

０９８５
（０１６１）

１３０４
（０８１０）

－０４９７

（０１０１）

Ｉ９
１１２２
（０１７３）

１１５７
（０１７４）

０７８８
（０１４１）

０６６６

（０１６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９）

０９５１
（００９０）

０８９０
（００７８）

０８１６
（０１０３）

０７５３
（０３７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２）

Ｉ１０
０８０２
（０１１６）

０８０１
（０１１３）

０９７９
（０１８２）

０７００
（０１９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２）

０７２８

（００６３）
０７２７

（００５８）
１２０３

（０１３４）
１５３８
（０６７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１）

Ｉ１１
１２０１
（０１８８）

１２５３
（０１９２）

０７２２

（０１２８）
０６３１

（０１６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５）

０８０６

（００７３）
０８４９

（００７１）
０８７３
（０１００）

１０４３
（０４６５）

－０３９４

（００７７）

Ｉ１２
０９７３
（０１２１）

０９９７
（０１２２）

１０３１
（０１５１）

０７２４

（０１３９）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２）

０８１７

（００６０）
０７７１

（００５４）
０９３５
（００９２）

１４７１
（０５４６）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６）

Ｉ１３
０７６１
（０１４６）

０７７０
（０１４４）

０８６１
（０２１０）

０５４９

（０１８６）
００７５
（０１１７）

０８０３

（００８８）
０８５５
（００８９）

０８０５
（０１２１）

１０３２
（０５６４）

０２４８

（００９６）

Ｉ１４
１６９７

（０２７１）
１６８９

（０２６６）
０７４６
（０１５２）

０４４７

（０１３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７）

０９３８
（００９２）

０９６５
（００８７）

０８７３
（０１１１）

０２７２

（０２１２）
－０２３０

（００７７）

８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７，２０１９



续表 ５

Ｍ Ｌｏｇｉｔ ＯＬＳ Ｌｏｇｉｔ ＯＬＳ
Ｓ ＪＣ ＪＣ＆ｆｕｎｄｅｄｌｏａｎｓ ＨＱＩ ＨＱＩ＆ｆｕｎｄｅｄｌｏａｎｓ
ＤＶ ｆｕｌｌ ｆｕｎｄｅ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ｂａｄ＿ｌｏ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 ｆｕｌｌ ｆｕｎｄｅｄ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ｂａｄ＿ｌｏ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Ｉ１５
１５０４

（０３２８）
１５０５

（０３２３）
１０３３
（０３０９）

０９６０
（０３７４）

００９１
（０１６１）

０４１１

（００６６）
０４３２

（００６１）
０９３０
（０１８７）

３２５２

（１６４４）
００７５
（０１３８）

Ｌ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Ｂ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７８７８ ７８７８ ４３９４ ４１１９ ７８７９ ２１１８５ ２１１８５ １２６７４ １０５８０ ２１１８５

Ｒ２ ０３０８ ０２８９ ０１４３ ０２０９ ０４０６ ０２３７ ０１６４ ００７９ ０２１８ ０２９６
　　注：Ｊｏｂ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Ｃ）为完成工作认证的借款样本，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ＱＩ）为信息质量高的借款样本。Ｉｊ为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ｊ＝１、２、…、１５，Ｌ为 Ｌ＿ｉｎｆｏ，Ｂ为 Ｂ＿ｉｎｆｏ，Ｐ为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Ｒ

２为 Ｐｓｅｕｄｏ／ＡｄｊＲ２。

此外，本文还使用了替换被解释变量、汇报双重聚类标准差以及重选样本等方法检验完成工

作认证和提高信息质量对降低行业偏好、消除行业歧视的作用效果，①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再次支持

这两种措施可以降低行业偏好、但不能消除行业歧视的结论。

七、结论与启示

网络借贷市场借贷双方一般素不相识，如何有效利用借款人披露的个人信息，降低信息不对

称程度、提高借贷双方的资金匹配效率，是推动网络借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工作行业是一

种重要的信息标签，能够传递从业者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和收入稳定性等信息（李春玲，２００５）。
虽然以往文献围绕传统信贷市场和新兴网络借贷市场开展了大量有关偏好或歧视的研究，但囿于

缺乏含有工作行业的微观借贷数据，鲜有学者探讨网络借贷市场是否存在行业歧视。本文借助人

人贷的信用认证交易数据，围绕发现行业偏好与行业歧视展开研究，并探讨行业歧视对投资人福

利的影响，以及降低行业偏好、消除行业歧视的方法。

本文的研究表明：（１）工作行业会对满标率和成功率产生显著影响，相比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借
款人而言，在其他行业工作的借款人并未受到投资人的偏好，因而网络借贷市场存在行业偏好。

（２）即使 ＩＴ行业和金融／法律行业的借款人发生坏账的几率比基准行业分别低 ４０９％和 ４２２％，
也没有受到投资人的偏好，此时投资人存在以牺牲资金安全性为代价而选择高风险投资的行业歧

视行为。即使投资人与能源业、教育／培训业等行业的借款人达成借贷协议的利率显著高于基准
行业，且他们的违约率、坏账率与基准行业无显著差异，但是他们的满标率、成功率还是显著低于

基准行业，此时投资人存在以放弃个人收益为代价而选择高风险投资的行业歧视行为。这意味

着，投资人低估了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借款人的违约风险。（３）相比基准行业而言，在 ＩＴ行业和金
融／法律行业工作的借款人可以使投资人的收益率分别提高３２７、１８３个基点，还是受到了第一种
行业歧视。（４）借款人通过完成工作认证、提高信息质量等增强信息披露的方法，可以降低借贷双
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资金的匹配效率，可以有效降低行业偏好，但不能消除行业歧视。在控

９４

① 限于篇幅，未报告本节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备索。



制不同因素和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借款人的行业信息能够在网络借贷市场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而本文

的研究结论对借贷双方提高资金匹配效率以及网络借贷市场信息披露、监管和风险防范具有启示

意义。第一，投资人低估了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借款人的违约风险，使投资风险增加、投资收益降

低，而借款人增强信息披露能够有效降低行业歧视，提高资金匹配效率。因而，为降低风险识别偏

误，投资人需要借助可证实的客观信息估计借款人的风险；为提高融资效率，借款人需要披露真实

可靠且能够展现自身经济实力的信息。第二，制定完善的信息披露标准和关键信息共享机制。不

同网络借贷平台关于借款人的信息披露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而借款人可能在各网络借贷平台使用

不同的个人信息，这都会增加网络借贷市场的潜在风险。因而，需要将能产生经济后果的个人信

息作为重点披露对象，并借助征信系统和网络借贷协会实现借款人的关键信息共享、识别“多重身

份”的借款人。第三，网络借贷市场风险评估系统一般基于信用历史、个人信息以及第三方数据等

评定借款人的风险，为提高风险识别效率，网络借贷平台可以将能够在网络借贷中产生经济后果

的信息纳入风险评估体系。

参考文献：

１蔡窻、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经济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２期。

２陈霄、叶德珠：《中国互联网金融中的性别歧视研究》，《金融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３丁杰、李悦雷、曾燕：《网络贷款具有贫民属性吗？谁在嫌贫爱富？———基于“人人贷”的实证证据》，《国际金融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６期。

４葛玉好、曾湘泉：《市场歧视对城镇地区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经济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５胡金焱、李建文：《“双创”背景的新型金融模式：解构 Ｐ２Ｐ网络借贷》，《改革》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６胡金焱、李建文、张博：《Ｐ２Ｐ网络借贷是否实现了普惠金融目标》，《世界经济》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

７蒋、周安琪：《Ｐ２Ｐ网络借贷中存在地域歧视吗？———来自“人人贷”的经验数据》，《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８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９廖理、吉霖、张伟强：《借贷市场能准确识别学历的价值吗？———来自 Ｐ２Ｐ平台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１０廖理、李梦然、王正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地域歧视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ａ年第５期。

１１廖理、李梦然、王正位：《聪明的投资者：非完全市场化利率与风险识别———来自 Ｐ２Ｐ网络借贷的证据》，《经济研究》２０１４ｂ

年第７期。

１２罗党论、甄丽明：《民营控制、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

１３彭红枫、杨柳明、谭小玉：《地域差异如何影响 Ｐ２Ｐ平台借贷的行为———基于“人人贷”的经验证据》，《当代经济科学》

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１４王博、张晓玫、卢露：《网络借贷是实现普惠金融的有效途径吗———来自人人贷的微观借贷证据》，《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７

年第２期。

１５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金融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１６姚博：《信用评价是否抑制了网贷行为中的地区与学历偏好》，《财贸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１７俞国良：《社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１８庄雷、周勤：《身份歧视：互联网金融创新效率研究———基于 Ｐ２Ｐ网络借贷》，《经济管理》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１９庄雷、赵成国：《间融延伸、行业声誉与融资可得性———基于 Ｐ２Ｐ网络借贷》，《软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２０Ａｌｄéｎ，Ｌ，＆ Ｈａｍｍａｒｓｔｅｄｔ，Ｍ，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ｒｅｄｉｔ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ｍｏｎｇ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Ｋｙｋｌｏｓ，Ｖｏｌ６９，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ｐ３－３１

２１Ａｎｗａｒ，Ｓ，＆Ｆａｎｇ，Ｈ，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ｅｓｔｏｆＲａｃｉａｌ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ｉｎＭｏｔ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６，Ｎｏ１，２００６，ｐｐ１２７－１５１

２２Ｂａｒａｓｉｎｓｋａ，Ｎ，＆Ｓｃｈｆｅｒ，Ｄ，Ｉｓ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ｒｏｍ

０５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７，２０１９



ａＧｅｒｍａｎ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Ｌｅｎ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Ｇｅｒｍ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５，Ｎｏ４，２０１４，ｐｐ４３６－４５２

２３Ｂｅｃｋｅｒ，Ｇ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

２４Ｃｈｅｎ，Ｄ，Ｌｉ，Ｘ，＆Ｌａｉ，Ｆ，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ｎｌｉｎｅ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ＣｒｅｄｉｔＬｅｎｄ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Ｌｅｎｄ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７，Ｎｏ４，２０１７，ｐｐ５５３－５８３

２５Ｆｌｅｔｓｃｈｎｅｒ，Ｄ，ＲｕｒａｌＷｏｍｅｎｓ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Ｃｒｅｄｉｔ：Ｍａｒｋｅｔ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３７，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６１８－６３１

２６Ｆｒａｎｋ，ＪＣ，Ｓｔｅｐｈｅｎ，ＣＭ，＆ Ｂａｈａｕｄｉｎ，ＧＭ，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Ｌｏｏｋｉｓｍ”ａｎｄ“Ｌｏｏｋｐｈｏｂｉａ”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２８，Ｎｏ５，２０１２，ｐｐ７９１－８０２

２７Ｌｉ，Ｊ，＆Ｈｕ，Ｊ，Ｄｏ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ｔｅ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Ｌｅｎｄ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Ｖｏｌ３１，

２０１９，ｐｐ６６－７７

２８Ｌｏｕｒｅｉｒｏ，ＹＫ，＆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ｏｎ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ＬｅｎｄｉｎｇａｓａＴｏｏｌｔｏＡｌｌａ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ｎｋ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Ｖｏｌ３３，Ｎｏ５，２０１５，ｐｐ６０５－６２３

２９Ｍｕｒｆｉｎ，Ｊ，＆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Ｍ，ＬｏａｎｓｏｎＳａｌｅ：Ｃｒｅｄｉｔ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Ｎｅｅｄ，ａｎｄＬｅｎｄｅｒＲ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２１，Ｎｏ２，２０１６，ｐｐ３００－３２６

３０Ｐｈｅｌｐｓ，Ｅ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ａｃｉｓｍａｎｄＳｅｘｉｓ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２，Ｎｏ４，１９７２，ｐｐ６５９－６６１

３１Ｐｏｐｅ，ＤＧ，＆Ｓｙｄｎｏｒ，ＪＲ，ＷｈａｔｓｉｎａＰｉｃｔｕｒ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Ｐｒｏｓｐｅｒｃｏ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５３－９２

３２Ｒａｖｉｎａ，Ｅ，Ｌｏｖｅ＆Ｌｏａｎ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ｅａｕｔｙ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ＣｒｅｄｉｔＭａｒｋｅｔｓＳＳＲ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

３３Ｓａｎｔｏｒａ，ＪＣ，＆Ｓｅａｔｏｎ，ＷＪ，Ａｇｅ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ｖｅａ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２００８，ｐｐ１０３－１０４

Ｄｏｅｓ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ｒｅｄｉｔＭａｒｋｅｔ？
—ＡＳｔｕｄ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Ｌｅｎｄｉｎｇ

ＨＵＪｉｎｙ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５０１００；Ｑｉｎｇｄａ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６６０７１）

ＬＩＪｉａｎｗｅ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５０１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ｎｌｉｎｅ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ｌｅｎｄｉｎｇ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ｎｅｗｔｙｐｅ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ｌｅｎ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ｍａｒｋｅｔ，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ｌｅｎｄ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ｍａｔｃｈｅｓ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ａｎｄｌｅｎｄｅ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ｂｉｇ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ｒｅｎｒｅｎｄａｉｃｏｍ，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ｔｈｅ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ｆｔｈｅｂｉｄ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ｆｕｌｌａｎｄｆｕｎｄｅｄａｍｏｎｇ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ｌｉｎｅ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ｌｅｎｄ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ｐｒｅｆｅｒｔｏｌｅｎｄ

ｍｏｎｅｙｔｏｔｈｅ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ｓｏｍ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ｗｈｏ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ｄｅｆａｕｌｔｒｉｓｋａ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ｎｓｅｏｆ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ｏｒ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ｅｖｅｎｉｆｔｈｅ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ｓｗｈｏａ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ＩＴ，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ｏｒｌａｗｆｉｒｍｓ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ｔｈｉｓｉｓｎｏｔｓｈ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ｉｒ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ｕｎｄｓＴｈａｔｉｓｔｏｓａｙ，ｔｈｅｒｅ

ｉｓ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ｌｅｎｄ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Ｔｏ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ｊｏｂ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ｕｔｃａｎｎｏｔ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ｌｅｎｄ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ｒｅｄｉｔＭａｒｋｅｔ，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Ｌｅｎｄｉｎｇ，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ＥＬ：Ｇ１１，Ｇ１４，Ｇ２３

责任编辑：无　明

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