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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公共产品筹资方式异质性：基于村干部

人格特征的视角

周 密 康 壮

摘要：村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作为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决策者

和执行者的村干部，其人格特征是否会对村级公共产品筹资方式产生影响？本文基于 2017年辽宁省

271位村干部的调查数据，应用人格经济学领域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大五”人格量表测度村干部的

人格特征，实证分析村干部人格特征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中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方式的影响，以及人格

特征在其中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外向性人格高的村干部，保守程度低，容易获得村民的

支持，在筹资时更易获得村民出资；开放性人格高的村干部，思想较活跃，更倾向于进行风险投资，

从而选择村集体出资建设村级公共产品；严谨性高的村干部，往往具有较强的责任心，会利用各种可

能的方式获得所需资金，从而选择村集体和村民混合出资。相应的政策涵义在于：政府在制定相应的

完善村级公共产品筹资决策制度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村干部人格特征对政策效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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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村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当前，一事一议制度是中国村级公共产品

供给最主要的方式（陈杰等，2013）。所谓一事一议制度，主要指以村民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和村集

体经济组织投入为主，国家适当给予奖补，为村内户外的公益事业建设项目提供资金，并适当向农村

新社区和公共服务中心拓展的制度。一事一议制度在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随着城

镇化进程加快和农村空心化程度愈加严重，一事一议制度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凸显，即便如此，中国

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只能依靠一事一议的方式提供（杨卫军、王永莲，2005）。

201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解决了一事一议筹集资金少、村干部
①
积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573179）、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L17AGL009）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

①
本文的村干部是指主要负责本村一事一议制度筹资和执行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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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不高等问题，同时丰富了一事一议筹资来源，不仅包括村民筹资筹劳，还包括村集体出资和社会

捐赠。课题组前期的研究结果发现，目前辽宁省的一事一议筹资方式
①
发生了较大变化，即筹资主体

已由以往的以村民出资为主，转变为村集体出资和村民出资等多种筹资模式并存。

那么，什么因素导致了村庄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异质性？根据一事一议制度的管理规定，村集体

只有筹集到村级公共产品建设的一定数量资金，才有可能获得上级政府的奖补。这意味着，村干部在

组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时面临着能否获得上级财政奖补资金的风险。面对风险时，人格特征对投资决

策差异的影响已被证实（李涛、张文韬，2015），村干部的决策会影响村集体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出

资（李秀义、刘伟平，2016），但当前鲜有文献关注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可能产生的影

响，仅有孤篇文献证实村干部的个人因素是影响一事一议筹资的重要因素（陈杰等，2013）。

基于此，本研究拟从村干部人格特征的视角，深入分析其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影响，并探究其

中的作用路径。为完成以上研究目标，本文首先利用“大五”人格量表
②
，测度村干部的人格特征，

其次分析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为揭示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方

式的决定机制、加强和完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建设、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依

据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村干部对一事一议制度影响的相关文献

一事一议制度在中国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林万龙，2007）。通过梳理文献发现，

大多数学者认为该制度是政府、村干部和村民参与的三方博弈，而村干部作为“政府和村民的双重代

理人”（徐勇，2001），对制度的有效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在村民有意愿建设村

级公共产品的背景下，村干部的作用变得突出（刘燕等，2016）。村干部作为村集体的代表，其态度直

接影响制度实施情况（余丽燕，2015）。这种影响表现在村干部是否会将村集体经济资源投入村级公共

产品供给中，而村集体的投入则会显著影响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余丽燕，2015）。

已有研究证实，村干部的个人因素是影响一事一议制度执行的重要因素之一（陈杰等，2013），并

且，村干部偏好导致了一事一议政策的绩效偏差（何文盛等，2018）。有学者提出，进一步完善一事一

议制度，需要重视村干部的作用，应鼓励年轻的、有能力的人通过选举成为村委会主要成员，使农村

党支部年轻化（杨卫军、王永莲，2005），通过建立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进一步推动作为双重代理人

和经纪人角色的村干部“愿问事，问好事”（彭长生，2011）。

（二）人格特征对投资决策和工作表现影响的相关文献

①
一事一议筹资方式包括村民出资、村集体出资、社会捐赠和混合出资（出资主体两种及两种以上）四类。

②
本文所使用的“大五”人格量表来自“英国家户追踪调查”（BHPS）和“德国社会经济追踪调查（GSOEP）”。该量表

在人格经济学领域研究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涵盖各类人格特征，且能够适用不同国家与文化，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解

释信度都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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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征的定义是“人格特征是相对稳定的思想、感受和行为模式，体现了个体在某种情境下以

某种方式做出反应的倾向”（Robert，2009），并且个体的人格特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是比较稳定的

（Caspi et al，2005）。已有研究表明，人格特征会影响个体的行为（李涛、张文韬，2015），这种影响

涉及教育、工作表现、健康和投资等多个领域，本文的研究主要关注人格特征对投资决策和工作表现

的影响。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在人格特征的影响下，个体并不会按照理论上的理性人进行投资决策（王

雅丽，2013）。人格特征在投资决策领域的影响表现在不同的投资选择上，例如，严谨性人格特征的个

体更精于理财，相比较神经质人格特征来说更愿意持有存款而不是负债（Donnelly et al，2012；Nyhus

andWebley，2001），而外向性与开放性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和负债具有显著的影响（Brown and

Taylor，2014）。已有研究证实，管理人员的人格特征可以用“大五”人格的五个因素加以解释，并且

大五人格对于工作中的个体行为具有一定预测性（孟慧、李永鑫，2004）。人格特征对工作表现方面的

影响体现在，不同人格特征的个体在人际关系、工作努力意愿、合作和沟通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例

如，外向性更高的个体在人际关系方面表现较好，会获得更多的人脉资源；顺同性高的个体更善于沟

通和与同事合作（李涛、张文韬，2015）。

综合来看，人格特征对个体的投资决策和工作表现的影响已被证实。一事一议制度作为村级公共

产品投资渠道的制度保障，也是村干部组织开展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方式，必然会受到作为村组

织代表的村干部的人格特征影响。但目前关于一事一议制度的研究中，鲜有文献将村干部人格特征作

为切入点，分析其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影响。而关于人格特征方面的研究，也仅有孤篇文献涉及到

了村干部这一群体。本文正是在已有理论研究基础上，考虑到村干部的人格特征因素，实证分析其对

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而提出完善该制度的政策启示。

（三）研究框架

本文通过“大五”人格量表，对村干部的人格特征进行测度。“大五”人格特征包括严谨性、外向

性、顺同性、开放性和神经质五类人格特征维度。这五个维度从最大限度上抽象概括了所有的人格特

征，每种因素都包含了很多更加具体的人格特征。根据已有研究，“大五”人格适用于不同国家和文化，

在不同语言环境下信度都较高（McCrae and Costa，1997），并且个体的人格特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

是比较稳定的（Caspi et al，2005）。

根据已有研究结论，开放性高的个体一方面思想活跃勇于创新，有助于事业的成功，另一方面容

易对上级的指令和制度约束产生反感和抵触，同时，开放性人格对风险投资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李

涛、张文韬，2015）。一事一议制度对村民的筹资上限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且相较于村集体出资而言，

对村民进行筹资在操作上更为复杂，影响筹资成功的因素更多，因此开放性得分高的村干部有可能拒

绝对村民开展筹资活动，而是直接选择村集体出资，回避制度的约束。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开放性得分高的村干部，出于回避制度约束和村民筹资困难性的考虑，不愿意对村民进

行筹资，更倾向选择村集体出资，相应的路径假设为是否进行村民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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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性高的个体更擅长领导者的角色，并且会获得更多可利用的人脉资源（李涛、张文韬，2015）。

而一事一议筹资活动，需要村民的信任与支持，外向性高的村干部相对而言保守程度更低，更容易获

得可利用的人脉资源，也更容易得到村民的支持，换言之，更容易实现村民出资。与村民良好的人际

关系以及更多可利用的人脉资源将有助于村干部顺利开展村民筹资活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外向性得分高的村干部，保守程度更低，拥有与村民更好的人际关系，容易获得村民出

资，因此更倾向选择村民出资，相应的路径假设为村干部的保守程度。

严谨性体现了个体努力工作的意愿和负责任、细心、有计划、有组织的特质，参与投资决策更为

积极主动，考虑问题长远（Donnelly et al，2012），且在投资方面更愿意持有存款而不是负债（Nyhus and

Webley，2001）。严谨性高的村干部具有更强的责任心，责任心较强的村干部更希望通过一事一议制

度提高村内公共产品水平，改善村庄面貌，促进村庄发展，这种责任心促使村干部通过各种可能的方

式筹集一事一议资金，以达到获得财政奖补、建设村级公共产品的目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严谨性得分高的村干部，责任心更强，出于提高村内公共产品水平的考虑，促使其采取

多渠道筹资的方式筹集所需资金，因此更倾向选择混合出资，相应的路径假设为村干部的责任心。

根据人格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大五”人格特征对工作表现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开放性、外向性

和严谨性三类人格特征，例如在人格特征对创业的影响中，神经质和顺同性影响较低（李涛、张文韬，

2015），在对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神经质的影响并不明显（Brown andTaylor，2014）。基于上述研

究，本文只假设了这三类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影响，并未考虑神经质特征和顺同性特征。

三、数据处理及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2017年 8月～10月，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课题组开展了以村干部为

主要受访对象，以“村集体组织参与一事一议情况”为主题的调研，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此次调研。

抽样过程是：选择辽宁省 13个地级市（计划单列市大连市除外），在 13个市中随机选取 59个县（区、

县级市），然后在 59个县（区、县级市）中随机选取乡镇（街道）和村庄，同时兼顾到村庄经济发展

水平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性，共回收有效问卷 271份。

此次调查共涉及到 13个地级市 59个县 228个乡镇（街道）的 271个村。样本村庄分布广泛（样

本村庄分布如图 1所示），在经济水平、人口规模、村级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干群关系等多方面存在

差异。此外，受访者选择村干部，是因为村干部作为村组织的代表、一事一议制度的执行者和村级公

共产品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者，更了解村级层面的公共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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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样本村庄分布

注：三角表示调研的村庄。

（二）样本及变量选择

通过对样本的统计，本文发现，在 271个样本村庄中共有 205个村庄近三年开展过一事一议筹资

活动，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影响，因此，在进行样本处理时去掉

了没进行过筹资的样本村庄，保留的 205个样本村庄近三年累计开展一事一议筹资活动 337项，本文

以此作为分析对象。

在已开展的 337项一事一议筹资项目中，有 170项项目的筹资资金来自村集体出资，95项资金来

自村民出资，63项资金来自混合出资，9项资金来自社会捐赠。由于选择社会捐赠的样本量较小，在

337个项目中，仅有 9项选择了社会捐赠，占全部样本的 3%，因此，在后续研究中，未将这部分样本

纳入分析范围。这也说明，通过社会捐赠进行一事一议筹资的方式尚未得到广泛应用。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结合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一事一议制度的规定以及制度实施的实践经

验，针对样本村庄一事一议制度实施的特点，本文选取了影响村庄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相应变量指标。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样本村村干部“是否选择村集体出资”、“是否选择村民出资”以及“是否选择混

合出资”的二分变量，其中，选择是=1，选择否=0。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村干部人格特征，包括：严谨性、外向性和开放性五类人格特征维度。根据

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严谨性体现了个体努力工作的意愿、办事效率和责任心；外向性代表了个体人

际关系、领导力和活跃水平；开放性反映了个体在艺术感、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的能力（李涛、张文

韬，2015）。在“大五”人格量表中，每个维度各对应三个问题，其中，严谨性对应的问题为：“我做

事有始有终”、“我比较懒惰”和“我做事很有效率”。外向性对应的问题为：“我喜欢和人说话”、“我

很外向，爱社交”和“我比较保守”。开放性对应的问题为：“我常常会有新想法”、“我热爱艺术和美”

和“我想象力很丰富”。其中，“我比较懒惰”和“我比较保守”为反向问题，其余问题为正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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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访者进行测度时，要求受访者对于自身的心理状态、行为偏好以及性格特点等进行自我评价，从

低到高在 1～5分之间给出分数，在计算得分时，正向问题直接加总，反向问题计算时用 6减去该题

得分，然后计算总得分，以保证每个维度的最终得分皆表示得分越高，该人格特征越强。每个维度的

得分，即为受访者在该心理维度上的水平。

控制变量包括村干部个人特征、村庄特征等方面的变量。村干部个人特征包括村干部年龄、性别

以及受教育程度。村干部的个人特征变量会影响其工作效率、工作时间投入，进而影响一事一议制度

的执行（李秀义、刘伟平，2017）。

村庄特征包括是否为贫困村、外出务工率、人均耕地面积、村内道路硬化长度、村级财务收入、

村民人均收入、人口、村委会到乡镇政府距离、土地流转比例、贫困户比重、60岁以上人口。贫困村

或贫困户所占比重较大的村，村民收入较低，难以负担一事一议筹资资金，通过村民出资的可能性越

小（陈杰等，2013）；外出务工率越高的村庄，召集村民议事及筹资的难度越大，更不易通过村民进行

筹资（项继权等，2014）；村级财务收入高的村，通过村集体出资，会降低村民出资额（卫龙宝等，2011）；

村民人均收入越高，村民越有能力提供一事一议筹资资金，村干部也更有可能选择村民出资（周密、

张广胜，2010）；人口越多的村庄，召集村民参加一事一议筹资的成本越高（卫龙宝等，2011）。人均

耕地面积、土地流转比例及各村庄要素禀赋的差异会影响一事一议制度的开展（许莉等，2009）。60

岁以上人口比重大的村庄，村民出资意愿相对较低，不容易选择村民出资（周密、张广胜，2017）。加

入村内道路硬化长度，以表征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加入村委会到乡镇政府距离，以表征村庄地理

状况。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选择村集体出资 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是否全部由村

集体出资：是=1，否=0
337 0.50 0.50 0 1

是否选择村民出资 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是否全部由村

民出资：是=1，否=0
337 0.28 0.45 0 1

是否选择混合出资 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是否多种主体

共同出资：是=1，否=0
337 0.18 0.39 0 1

村干部个人特征

性别 村干部的性别：男=1，女=0 271 0.85 0.34 0 1

受教育年限 村干部上过几年学（年） 271 11.14 2.77 2 18

年龄 村干部的年龄（岁） 271 49.31 9.19 25 73

村干部人格特征

严谨性 村干部严谨性得分 271 13.26 1.81 7 15

外向性 村干部外向性得分 271 12.15 2.50 5 15

顺同性 村干部顺同性得分 271 12.98 1.93 4 15

神经质 村干部神经质得分 271 6.50 2.78 3 14

开放性 村干部开放性得分 271 11.18 2.79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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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特征

是否为贫困村 本村是否贫困村：是=1，否=0 271 0.32 0.46 0 1

外出务工率
本村外出务工人数占总人口数的

比例（%）
271 19 0.13 0 78

人均耕地面积 本村人均耕地面积（亩） 271 2.33 1.56 0 10

村内道路硬化

长度
村内道路硬化长度（里） 271 17.89 15.02 0 100

村级财务收入 本村村级财务收入（万元） 271 15.91 31.55 0 275

村民人均纯收入 本村村民人均纯收入（元） 271 10594.20 5655.44 0 36000

人口 全村在册总人口数（人） 271 1961.66 953.68 314 7500

村委会到乡镇

政府距离

本村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

（里）
271 11.34 9.49 0 60

户数 全村在册户数（户） 271 559.35 273.77 96 2023

土地流转比例 本村流转土地面积占全部耕地面

积比例（%）
271 20.74 21.73 0 100

贫困户比重 本村贫困户占全村在册户数的比

例（%）
271 9 9.33 0 60.3

60岁以上人口数 本村60岁以上人口数（人） 271 514.07 320.91 16 1900

数据来源：根据问卷调查整理。

（三）列联分析

本文所调研的 271位村干部的“大五”人格得分分别为：严谨性平均得分 13.26分；外向性平均

得分 12.15分；顺同性平均得分 12.98分；神经质平均得分 6.5分；开放性平均得分 11.18分。其中，

严谨性得分最高，说明村干部普遍具有较强的严谨性，符合作为领导者应具备的特征。神经质得分为

6.5，处于较低水平，说明村干部的情绪较为稳定。村干部在开放性人格特征维度的得分较低，开放性

体现了个体的创造力等，村干部开放性得分较低可能与村干部年龄和工作环境有关。

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发现，选择不同出资方式的村干部在人格特征得分方面存在差异。如表 2所示，

选择村民出资的村干部，外向性、顺同性和神经质得分高于选择其他出资方式的村干部；选择混合出

资的村干部，严谨性得分高于选择其他出资方式的村干部；选择村集体出资的村干部，开放性得分高

于选择其他出资方式的村干部。

表 2 选择不同出资方式的村干部“大五”人格特征得分差异

严谨性 外向性 顺同性 神经质 开放性 项目数

村集体出资 13.08 12.07 12.99 6.71 11.25 170

村民出资 13.30 12.30 13.16 7.07 11.06 95

混合出资 13.49 11.66 13.09 6.77 10.73 63

数据来源：根据问卷调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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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设定

（一）二值选择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是否选择村集体出资”、“是否选择村民出资”以及“是否选择混合出

资”，并且每一个变量皆为虚拟变量，其中，1表示选择该出资方式，0表示不选择该出资方式，因此

本部分采用二值选择模型，模型表达式如（1）式所示。

exp( )( 1| ) ( , ) ( )
1 exp( )

xP y x F x x
x
 



    


（1）

在上述模型中， y 是被解释变量， x是解释变量，包括村干部的五种人格特征、年龄、性别、受

教育程度、是否为贫困村、外出务工率、人均耕地面积、村内道路硬化长度、村级财务收入、村民人

均收入、人口、村委会到乡镇政府距离、户数、土地流转比例、贫困户比重、60岁以上人口数。根据

已有研究结论，个体的人格特征在 30岁以后基本保持稳定，在均值水平上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极小

（McCrae et al，2000），基于此，在本文中可以将人格特征看作外生变量，因此，本文未考虑内生性

的问题。

（二）结构方程模型

上述模型分析村干部人格特征与筹资方式选择的相关关系，但并不能直接说明村干部人格特征为

什么会对筹资方式选择产生影响，因此，本部分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将着眼点深入到一事一议制度的

相关规定和“大五”人格的细分维度，进一步分析人格特征影响出资方式选择的作用路径，以更好地

解释前文的结论。根据本文的作用路径假设，拟将村干部不同的人格特征作为初始变量，将“是否进

行筹资”、“责任心”、“保守”作为中间变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揭示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

一议筹资方式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

一般来讲，结构方程模型由三个矩阵方程式构成：

xx    (2)

yy     (3)

B       (4)

上述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个部分组成。（2）式和（3）式为测量模型，（4）式为

结构模型。上述模型中，第一部分测量模型作为因子组成部分显示了观察变量与潜在因子之间的关联

联系；第二部分结构模型为因子结构部分，它显示了潜在因子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构关系，包括直接和

间接的影响关系。本文将结构方程模型第二部分作为路径分析模型，把潜在因子看作指标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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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基于 logit回归模型的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方式的影响分析

表 3汇报了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方式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汇报

了村干部不同人格特征对选择村集体出资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开放性人格特征在 10%统

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村集体出资，说明开放性人格特征得分高的村干部，在选择一事一议出资方式

时更倾向村集体出资，假说 1得到了验证。

表 3 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制度筹资方式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logit回归）

变量名称
（1）

村集体出资

（2）

村民出资

（3）

混合出资

严谨性 -0.180（0.110） 0.197（0.131） 0.988***（0.328）

外向性 0.004（0.082） 0.257**（0.113） -0.255**（0.130）

顺同性 -0.118（0.107） 0.048（0.115） 0.041（0.129）

神经质 -0.077（0.076） 0.130（0.089） 0.016（0.090）

开放性 0.121*（0.072） -0.073（0.115） -0.519***（0.148）

年龄 -0.044*（0.022） 0.030（0.027） -0.027（0.034）

性别 0.564（0.550） -0.630（0.818） -1.808**（0.772）

受教育程度 -0.117（0.081） -0.108（0.135） 0.199（0.153）

是否为贫困村 -1.136**（0.470） 0.882（0.691） 0.079（0.767）

外出务工率 1.232（1.708） -6.239**（2.450） 5.323**（2.115）

人均耕地面积 -1.066**（0.545） 0.596（0.634） 0.752（0.785）

村内道路硬化长度 0.539**（0.274） -0.834**（0.373） -0.062（0.388）

村级财务收入 0.277*（0.163） -0.251（0.225） -0.297（0.212）

村民人均收入 -0.397（0.443） -0.387（0.545） 1.023（0.657）

人口 1.176**（0.549） -1.809**（0.902） 1.366*（0.743）

村委会到乡镇政府距离 0.024（0.021） 0.002（0.023） -0.071**（0.035）

土地流转比例 -0.003（0.010） -0.016（0.011） 0.014（0.016）

贫困户比重 0.002（0.022） 0.018（0.025） 0.027（0.034）

60岁以上人口数 -0.001（0.001） 0.001（0.001） 0.001（0.001）

常数项 0.802（5.741） 8.707（6.567） -22.266（10.748）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70 95 6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固定效应为县域控制。

第（2）列汇报了村干部不同人格特征对选择村民出资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外向性在

10%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村民出资，说明外向性人格特征得分高的村干部，在选择出资方式时更

倾向村民出资。假说 2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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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列汇报了村干部不同人格特征对选择混合出资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严谨性在

1%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混合出资，说明严谨性人格特征得分高的村干部，在选择出资方式时更倾向混

合出资。假说 3得到了验证。回归结果显示，开放性在 1%统计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混合出资，外向

性在 5%统计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混合出资，说明村干部开放性和外向性得分越高，越不容易选择混

合出资。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样本筛选进行稳健性检验，样本的筛选包括三部分。

首先，根据已有研究，外出务工比例越高的村越不容易开展一事一议制度（李秀义等，2016），并

且，根据一事一议制度的议事程序规定，议事会议需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代表参加。因此，外出务工

比率高的村庄更不易开展一事一议筹资活动，获得村民出资。本部分筛选“外出务工率”小于 30%的

样本，样本量为 262，以控制外出务工对一事一议执行以及村民出资造成的影响。

其次，村干部每届任期短
①
导致村干部在村级公共产品建设时积极性较低，影响一事一议制度的

执行（杨卫军、王永莲，2005）。因此，本部分筛选“任职年限”大于等于 6年的样本，样本量为 202，

以控制任职年限对村干部开展一事一议积极性和选择村集体出资的影响。

最后，人格特征领域的相关研究表明，人格特征的形成受个体教育程度的影响（高湘伟等，2004）。

因此，本部分筛选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样本，即“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 12年的样本，样本量为 265，

以控制受教育程度对人格特征产生的影响。这部分采用与前文相同的二值选择模型，分别对不同筛选

标准下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4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当样本限制在“外出务工率”小于 30%的情况下，结果显示，开

放性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集体出资，外向性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民出资，严谨性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混合出资。当保留村干部“任职年限”大于等于 6年的样本时，回归结果显示，

开放性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集体出资，外向性在 10%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民出资，严谨性

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混合出资。当保留“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 12年的样本时，回归结果显示，

开放性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集体出资，外向性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村民出资，严谨性在

5%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混合出资。三种不同筛选标准下的样本回归结果均与前文结果相一致，因此，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4 村干部人格特征对筹资选择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logit回归）

样本筛选标准 出资方式
人格特征

严谨性 外向性 顺从性 神经质 开放性

（1）

外出务工率＜30%

村集体出资 -0.058 -0.086 -0.082 0.029 0.118**

（0.087） （0.061） （0.078） （0.054） （0.055）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2018年村民委员会任期修改为五年，

但在本文研究期间内，任期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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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出资 -0.018 0.181** 0.086 0.034 -0.051

（0.102） （0.071） （0.091） （0.057） （0.064）

混合出资 0.531*** -0.068 -0.114 -0.095 -0.295***

（0.154） （0.089） （0.112） （0.081） （0.082）

（2）

任职年限≥6年

村集体出资 -0.189** -0.096 -0.121 0.056 0.171**

(0.096) (0.067) (0.097) (0.064) (0.068)

村民出资 0.247* 0.151* 0.117 0.020 -0.186**

(0.133) (0.080) (0.120) (0.067) (0.080)

混合出资 0.517*** 0.099 -0.145 -0.180* -0.331***

(0.164) (0.088) （0.105） （0.097） （0.117）

（3）

受教育年限≤12年

村集体出资 -0.066 -0.073 -0.111 -0.048 0.115**

（0.092） （0.061） （0.079） （0.052） （0.058）

村民出资 0.075 0.171** 0.051 0.048 -0.095

（0.097） （0.069） （0.086） （0.055） （0.068）

混合出资 0.345** -0.045 0.067 0.008 -0.224***

（0.146） （0.078） （0.112） （0.068） （0.085）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

育程度、是否为贫困村、外出务工率、人均耕地面积、村内道路硬化长度、村级财务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人口、村委

会到乡镇政府距离、土地流转比例、贫困户比重、60岁以上人口数。因版面限制，未汇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有需要，

可向作者索取。

（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作用路径分析

本文采用Amos23.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估计，具体结果如表 5所示。根据表 5，本文的路径假

设（1）估计结果显著，即开放性人格特征通过是否进行筹资显著影响选择村集体出资，村干部开放性

越强，越不愿进行村民筹资，越倾向选择村集体出资，假设（1）成立。本文的路径假设（2）估计结

果显著，即外向性人格特征通过村干部的保守程度显著影响村民出资，村干部外向性越强，越不保守，

越倾向选择村民出资，假设（2）成立。本文的路径假设（3）估计结果显著，即严谨性人格特征通过

村干部的责任心显著影响选择混合出资，村干部严谨性越强，责任心越强，越倾向于选择混合出资，

即假设（3）成立。

表 5 村干部人格特征影响筹资方式的结构方程估计结果

路径假设 路径 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临界比值 显著水平

路径假设（1）
是否进行筹资 ← 开放性 0.016 0.009 1.755 *

村集体出资 ← 是否进行筹资 17.719 3.231 5.485 ***

路径假设（2）
不保守 ← 外向性 0.384 0.021 17.984 ***

村民出资 ← 不保守 0.030 0.018 1.672 *

路径假设（3） 责任心 ← 严谨性 0.301 0.019 16.0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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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出资 ← 责任心 0.059 0.025 2.359 **

注：“←”表示发生效用的方位；*、**、***分别表示在 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临界比值（Critical Ratio）

为参数估计值与估计值标准误的比值。

图 2为不同人格特征的村干部影响筹资方式的路径图，其中标准化路径系数证实假设（1）（2）（3）

成立。具体来说，开放性对是否进行筹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0.1，是否进行筹资对选择村集体出资的

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0.29，影响方向一致。根据已有研究和现实情况来看，开放性较强的村干部，较为

反感和抵触制度约束，而且在金融投资方面，开放性表现出积极、正向的影响，因此开放性较强的村

干部更有可能拒绝进行村民筹资，而是选择将村集体资金投入到村级公共产品建设中。

外向性对不保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0.7，保守对选择村民出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0.09，影响方

向一致。已有研究表明，外向性是个体人际关系和领导力的体现，从现实情况来看，外向性高的村干

部，保守程度低，越不保守越有可能获得更多可利用的人脉资源，也就是获得村民的支持，因此，在

一事一议筹资时可以较为容易获得村民出资，也更愿意选择村民出资。

图2 村干部人格特征影响筹资方式的路径图

严谨性对责任心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0.66，责任心对选择混合出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是 0.13，影

响方向一致。严谨性对工作表现的影响体现在个体的努力程度、责任心等。从现实情况来看，严谨性

高的村干部，具有较强的促进本村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心，因此，严谨性高的村干部会选择利用

各种可能的方式（也就是混合出资）获得所需资金，从而达到本村村级公共产品建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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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辽宁省 271个村的村干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的

影响。本文采用人格特征研究领域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大五”人格分类法，对村干部的人格特征进

行测度，力图揭示大五维度之下村干部不同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可能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并

未局限于最宽泛的大五维度，而是深入到了大五维度之下更为具体的细类人格特征，使用结构方程模

型，探究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

结果显示，在全部 271个样本村 337项一事一议筹资活动中，村干部开放性人格特征对选择村集

体出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作用路径为是否进行村民筹资；村干部外向性人格特征对选择村民出

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作用路径为外向性人格特征维度下的保守程度；村干部严谨性对选择混合出

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作用路径为严谨性人格特征维度下的责任心。

一事一议筹资制度的初衷是提供村级公共产品建设所需的资金，村干部作为村组织的代表，其人

格特征对选择何种出资方式有显著的影响。更多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完善和发展一事一议制度，本文的

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有关村干部选拔任用与考察方面的政策。本文研究结论可能的政策含义为：

政府在制定相应的完善一事一议筹资决策制度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村干部人格特征对制度产生的影

响，建立一事一议筹资的监督和审查机制，通过相应的制度约束，合理控制筹资资金来源。发挥村民

自治组织的优势，实行民主决策或村民代表投票决策的方式，在选择一事一议出资方式时，更加科学、

考虑周到且符合实际，弱化村干部人格特征对一事一议筹资方式选择的主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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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eterogeneity of Financing Structure ofVillage-level Public Goods
Supply:A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Cadres

ZhouMi Kang Zhuang

Abstract: Effective supply of village-level public goods is the basis of realiz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the main

decision-maker and executor of village-level public goods, will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cadres have an impact on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271 village cadres in Liaoning Province in 2017, this article

uses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scale,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personality economics, to measure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cadres and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he village cadre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upply of village

public goods.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takes into account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One Case One Discussion” system and

the subdivision dimension of "Big five" personality,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n their financing

strateg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village cadres with high extroversion personality are less conservative, easy to get support from

villagers, and easier to get villagers' investment when raising funds.. The village cadres with high open personality are more active

in thinking and tend to make venture capital, so they choose to invest collective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illage-level public goods.

Rigorous village cadres often have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will use various possible ways to obtain funds, thus choosing

the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villagers to invest in a mixed way.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village cadre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n policy effectiveness when formulating corresponding policies to improve the

village-level public goods financingdecision-making system.

KeyWords:Village-level PublicGoods; “OneCaseOneDiscussion” System; PersonalityCharacteristics;VillageCad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