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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算法、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存在愈发普遍;它们塑造社会互动，影响信息和注

意力的的分布与流动。人与技术的互动正在成为极其重要的前沿研究领域。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经济社会多方面因此收益，但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有研究指出，人类面对技

术时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反而提高了。如何加强技术正向价值的发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拖延（procrastination）是一种给许多人带来困扰的常见问题。研究指出，拖延是一种人类普遍具有

的认知偏差，即“现时偏向”（present bias），指相对于未来所付的成本，过高地估计了当前的成本。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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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作业将会有机会参加抽奖。 提供财务激励提高学生对完成作业回报的期待，从而降低拖延。第三，最后

期限提醒（Deadline Reminder）。该项干预通过一种计划提示的形式，助推学生形成完成任务的计划，从

而降低学生感知的回报延迟，最终降低拖延。对照组为简单行动呼吁（Simple CTA），即仅仅告诉学生尽快

完成并提交作业，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此外，还有一组保留组（hold-out group），其中学生没有收到

任何信息。 

研究结果显示，与简单行动呼吁相比，描述性规范（同伴影响）和财务激励的行动呼吁均显著缓解了

慕课用户的拖延行为。简单行动呼吁组与保留组无显著差别。而与预期相反，最后期限提醒起到反向作用。

通过对结果异质性的分析，我们发现最后期限提醒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课业负担；课业负担

越高，学生更有可能对最后期限提醒正向回应。这个结果表明，低课业负担的学生可能会感觉到最后期限

很遥远，这就降低了他们的紧迫感和自满感。  

该项研究对未来相关研究的开展带来多方面的启发。第一，从通过“数字助推”的方式对认知偏差进

行干预的角度，本研究具有前瞻性。第二，本研究对数字干预、数字分神和网络懈怠等领域的研究做出了

贡献。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应用于广泛的组织场景，例如如何通过数字干预，有效的塑造员工行为。第三，

研究结果启发了未来在多个方面开展持续研究：例如，在我们研究的场景中，基于同伴影响的描述性规范

的效果几乎是财务激励的两倍，而之前对消费者提供产品反馈的研究结果显示财务激励的作用大于描述性

规范。这一差别启发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探索数字干预在不同类型动机下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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