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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和冲击，后疫情时代，人们开始反思

如何利用数字韧性应对疫情及其他突发重大公共事件，其中，理解公众在数字韧性赋能中的行

为变化成为重要问题。

　　针对短视频社交平台如何赋能公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外界物理环境改变，具体探究

公众数字化贡献行为，即基于动机理论的内外部视角，探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非职业内容创

作者短视频贡献行为的变化情况。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典型的外生冲击构建自然实验，运

用双重差分法识别短视频平台兴趣型用户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物理环境变化其内容贡

献行为的变化情况，分析地区医疗水平和是否节假日的调节效应。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

剂检验等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的短视频贡献行为显著增强。利

用动态时间效应分析发现这种增强效应呈现出显著的中期效应，但不具备短期效应和长期效

应。低地区医疗水平会强化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短视频贡献行为的增强效

果，而在高地区医疗水平下短视频贡献行为无显著变化；在非节假日时，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的

短视频贡献行为的积极增长效应更强，而在节假日时其短视频贡献行为变化并不显著。

　　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公众利用短视频平台在疫情冲击中的自反应和自适应行为，同时对政

府、组织、短视频社交平台如何利用数字韧性应对未来突发重大冲击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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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 (以下简称疫情 )在全球范围内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2]，在遭受疫情冲击后的恢复

和适应过程中，人们开始进行深刻反思，例如，如何

利用数字技术构建韧性系统以赋能公众从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中快速恢复和调整 [3]。数字韧性 (digital resi-
lience)，即应用信息技术或系统应对 (突发 )灾害 [4]，其

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1,4]。利用数字化技术创新机

制或赋能公众以实现韧性，可以帮助公众应对突发

的外生冲击，缓解冲击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理解

数字韧性如何影响公众行为是基础和必要的，是保

障数字韧性发挥作用的根本问题之一。本研究关注

疫情期间短视频平台如何提供韧性以帮助公众快速

恢复和适应。

作为新兴的媒介形式，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的迅猛

发展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5]，疫情期间内容创作更

是极大满足了公众需求 [6]。但是，当前较少有研究探

究疫情背景下短视频平台的数字韧性现象。本研究

关注疫情期间公众在短视频平台中的内容贡献行为，

即一种数字化贡献行为。具体来说，在疫情是否暴

发这一自然实验情景下，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

检验非职业内容创作者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物理环境

变化其兴趣型短视频内容贡献行为的变化情况。

本研究旨在帮助理解疫情期间公众利用短视频

平台赋能以调整和应对突发的外部冲击，关注疫情

带来的外界物理环境改变，基于动机理论的内外部

视角探究公众数字化贡献行为变化情况，帮助政策

制定者更全面地理解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等相

关政策可能带来的非预期结果，对图文平台等其他

在线社交媒体、互联网医疗平台、在线教育平台等

的数字化创新及赋能公众应对突发事件具有重要借

鉴意义。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疫情中的数字韧性及公众应对

后疫情时代，利用信息技术和创新构建数字韧性

以应对突发重大冲击成为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学者关

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在公共卫生监管、组织应

变和个体赋能等方面 [1] 已经开始了探索。 

1.1.1  公共卫生监管

在公共卫生领域，疫情带来的重要反思之一就是

要能够获取并利用实时信息以主动应对突发情况而

非被动反应。利用移动通信技术，接触追踪已被各

国政府采用。通过确定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个体，

接触追踪可以探测可能的病毒传播途径 [1]，实现从被

动反应到主动应对，进而切断可能的传播链。 JIA et
al.[7] 基于武汉市流出的人群分布预测疫情传播的相

对频率和地理分布，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人口流动

数据的时空风险源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够预测确诊

病例分布，还能在早期识别有高传播风险的地区，实

现主动应对和干预。

虽然通过智能手机位置数据进行接触追踪和社

交距离分析可以帮助阻断疫情传播，有效遏制疫情

扩散，但就个体而言，个人隐私权益却可能因此受到

公众的关注和争议。GHOSE et al.[8] 通过对美国公众

位置数据的分析，探究公众对政府部门、私人机构和

公共卫生专家等使用其个人位置数据以追踪疫情传

播的反应，具体关注人口统计学和政治立场因素对

公众关闭移动 APP位置共享趋势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在疫情期间，美国公众以一致的方式用个人隐

私换取更大的社会利益，但取舍的程度在政治立场、

遵守社交距离和人口统计学因素等方面存在差异。

对公共卫生领域的不断探索和突破，充分体现了

人们面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时从相对无序到科学有

序的应对过程，也充分说明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在

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对疫情的应对和反思可以为

信息系统研究带来众多重要研究问题，如数字韧性

对公众行为的影响，值得学者们关注并进行深入洞

察和探索 [1]。因此，本研究关注疫情背景下公众利用

短视频平台的应对和调整行为，以期为相关平台的

数字韧性探索提供参考。 

1.1.2  组织应变

在组织应变方面，不管组织规模大小，最快速的

响应之一就是远程协作办公 [9]，这种快速的转变得益

于信息通信、云计算和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支持。

据艾媒咨询 2020年的监测数据显示， 2020年 2月新

春复工期间，中国有超过 1 800万家企业采用线上办

公模式，有超过 3亿人使用在线办公应用。

虽然在线办公应用平台为组织远程办公提供了

技术和环境支撑，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部分组

织并没有远程办公的实践经验，许多员工没有进行

过远程工作。因此，组织和员工对远程工作的应对

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将影响远程办公实践效果。

为了更好地理解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特点，WANG et
al.[10] 通过对 39位在疫情期间有过居家办公经历的中

国员工的半结构化访谈，总结了 4个重要的远程办公

特点，分别为工作自主性、监管、工作负载和社会支

持；还关注了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员工面对的挑战和

潜在风险，通过访谈发现了 4个对员工工作效率和福

祉有影响的因素，分别为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干扰、无

效沟通、拖延和孤独。类似地，MATLI[11] 通过对 24
位进行远程办公的南非员工的访谈，识别出工作与

生活平衡、工作负载等远程办公特征，同时呼吁组织

除了关注远程工作带来的正面效应，还要关注负面

因素，如缺乏互动对员工生活和健康等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对疫情背景下组织远程办公实践

的探究还较为粗浅，目前多是以访谈和问卷等方式

询问进行远程办公员工的感知和反应，以识别远程

办公特征和潜在利弊因素，为组织日后实施远程办

公模式提供参考。事实上，各个组织结合自身情况

对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应对是存在异质性的，对这

一知识体系的梳理，能为企业提高应对冲击的韧性

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因此，本研究关注疫情期

间远程办公情景，但与已有研究不同，本研究并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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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聚焦于公众远程办公情况，而是关注置身于远程

办公场景下的公众数字化贡献行为，以帮助组织更

好地了解员工应对疫情的反应，进而更好地设计适

合组织的远程办公模式，以应对突发重大事件带来

的影响。 

1.1.3  个体赋能

在个体赋能方面，疫情改变了人们交互的方式 [6]，

在很多国家，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或者在面对面

交流时保持足够的物理距离，或者居家抗疫、非必要

不出门。因此，疫情给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等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且极具不确定性。因此，面对疫情，

人们积极采取相应的适应和调整策略，如远程办公、

依赖在线社交等。

关于远程办公的相关研究多关注员工自愿远程

办公，而非疫情背景下的被迫或强制远程办公，由于

大多数员工之前并没有相关经验，促使一些学者关

注疫情背景下员工远程办公的心理健康 [11]，并发现

孤独、按时完成工作的压力、缺乏互动等都会影响

员工的身心健康，而社会支持是远程办公非常重要

的资源 [10]，能帮助缓解居家办公带来的负面影响 [12]。

此外，学者们还关注员工远程办公的工作效率问题。

对于生产型组织，疫情阻碍复工复产，导致工作效率

下降 [13]。但对于其他生产、服务和提供解决方案等

不依赖于场所的行业，如互联网行业、咨询服务和电

子商务等，员工对疫情冲击的应对是否和如何影响

其工作效率引起学者们更大的研究兴趣。

在学术研究领域，MYERS et al.[14] 通过对全球学

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受疫情影响，学者们用于学术研

究的时间减少；WANG et al.[4] 关注互联网行业，探究

疫情期间由于封锁政策导致的居家办公对美国 Tik
Tok短视频内容创作者工作效率的影响，具体包括短

视频内容数量、内容新颖性和内容积极性，基于采取

封锁政策和未采取封锁政策这一自然实验场景，采

用双重差分和基于机器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

发现与未实施封锁政策的州相比，实施封锁政策的

州的创作者在封锁后有更多的内容创作，但创作内

容的新颖性和积极性却显著下降。本研究与 WANG
et al.[4] 的研究有两大主要不同。第一，WANG et al.[4]

主要研究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封锁政策对短视频创

作行为的影响，但未研究疫情冲击的效应，本研究主

要以疫情暴发为事件的发生时点，识别疫情对短视

频贡献行为的影响。第二，虽然 WANG et al.[4] 探究了

短视频内容创作者的工作效率问题，但并未实质性

地区分职业和非职业短视频内容创作者。本研究将

职业内容创作者定义为以内容创作为自己的职业，

工作围绕内容创作展开的个体。将非职业内容创作

者定义为本身有自己的职业，如公司职员、教师和医

生等，利用闲暇时间创作内容的个体，如分享日常、

兴趣和知识等。WANG et al.[4] 关注短视频内容创作

者的工作效率，称之为独立内容创作者，因此关注职

业内容创作者。本研究关注疫情背景下居家办公员

工的数字化内容贡献，聚焦非职业内容创作者。故

与 WANG et al.[4] 的研究对象有明显差别，并形成互补

关系。

对于社交，受保持社交距离或居家隔离等疫情管

控措施的影响，人们将更多的诉求转移到线上 [6]。用

户对社交媒体的高度依赖也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常建霞等 [15] 利用微博数据探究疫情态势与公众焦虑

情绪的关系，发现二者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即疫情初

期，疫情数据的小幅波动都能引起公众焦虑情绪的

大幅上升和下降，而疫情稳定向好时焦虑情绪波动

也趋于稳定。米国伟等 [16] 对知乎平台的心理健康话

题进行挖掘，探究疫情期间公众心理健康信息需求

情况，研究发现，由于长时间居家隔离，导致家庭中

出现心理健康方面的信息需求；公众容易出现焦虑

甚至抑郁，因此产生相关的心理健康信息需求，但公

众对自身心理健康方面的信息需求不太愿意诉说并

接受专业援助。

除通过对社交媒体平台用户数据分析以发现个

体疫情期间的社交行为特征，学者们也分析了疫情

期间公众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变化。NABITY-GROVER
et al.[6] 认为使用社交媒体的核心是用户的自我披露

行为，而疫情改变了人们自我披露的决策，包括一些

话题由私有知识变成公开知识、由愿意分享变成隐

藏或不分享两个方面。虽然，学者们关注疫情期间

公众对社交媒体的应对行为，但对目前流行的短视

频媒体平台关注较少。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

式，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青睐，与图文媒体相比，传

递的信息更为丰富和生动，但内容生成也需要用户

拥有一定的技能和努力，因此其用户行为与其他媒

介的用户行为会有所差异，值得进一步探究和揭示，

尤其是在疫情背景下短视频对用户的赋能和用户的

应对等方面。 

1.2  用户参与内容生成动机

目前对短视频用户内容生成动机的探究还较少，

但对于其他媒介形式的探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

果。用户生成内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5] 的动

因是用户生成内容研究的重要范畴 [17]，受到国内外

学者的普遍关注  [18]。针对博客、维基百科、在线问

题和短视频等不同类型的用户生成内容，因生成行

为的复杂性、专业水平要求和卷入程度等的不同，其

生成动因也具有差异。

社会心理学将个体一般行为的动机因素广义地

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19]。内部动机指个体固有

的想要参与该行为的愿望，是由个体的内在需求引

起的，因为行为本身能够给个体提供效用和愉悦 [20]。

外部动机则与行为本身无关，是因存在外界原因，如

外界的要求或压力 [21]。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内外部

动机因素探究用户内容生成的动因 [22]。赵宇翔等 [23]

从社会驱动、技术驱动和个体驱动的角度，识别影响

用户生成内容的主要内外部动机因素；徐晨飞等 [24]

也关注上述 3个维度和人口特征，用以探究移动短视

频用户内容生成的动机因素。

目前，学者们将用户生成内容分为娱乐型、社交

第  1 期 马源鸿等：新冠肺炎疫情下公众数字化贡献行为研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为例 31



型、商业型、兴趣型和舆论型 5种 [23]。兴趣型内容主

要指以爱好和兴趣交流小组、信息或知识贡献等为

主的内容，如维基百科创作类、知乎在线问答类等。

在短视频领域，有美食、园艺等兴趣分享，以及天文、

教育、医疗等知识分享。在本研究中，主要关注非职

业内容创作者的兴趣型内容分享，如美食、园艺、资

讯、游戏或知识等的分享。其中，作为一种具有公共

效益的行为 [18]，知识分享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25]。

有研究发现，人们的知识贡献行为受到利他性、帮助

他人带来乐趣等内部动机，以及专业声誉 [25]、人际关

系 [26]、直接互惠和经济激励等外部动机的影响 [27]。

除了较为直接的与个体内部、外部相关的动机

因素外，还鲜有研究关注为应对外界因素改变 (如物

理环境 )形成的内外部动机对公众内容创作行为的

影响 [4]。KUMMER et al.[22] 进行先锋研究，检验 2008
年至 2010年经济危机期间失业带来的公众维基百科

创作贡献的行为改变，通过对德国州水平和欧洲国

家水平的失业数据以及公众维基百科内容创作数据

两个数据集的双重差分分析，发现面对失业，个体参

与社会价值创造活动显著增强，具体表现为对维基

百科知识贡献和获取行为显著增加。KUMMER et al.[22]

的研究背景虽不是疫情，但他们关注了面对经济危

机带来的失业这一外界物理环境因素以及个体维基

百科贡献行为的变化情况。失业也是疫情带来的主

要影响之一，且受疫情影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

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值。WANG et al.[4] 虽然关注为

应对疫情美国公众在 Tik Tok短视频平台内容贡献的

变化情况，但他们检验的是职业内容创作者的贡献

行为，且关注政府是否采取封城这一举措带来的差

异化影响。因此，在WANG et al.[4] 和 KUMMER et al.[22]

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探究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外

界物理环境改变，非职业内容创作者内容贡献行为

的变化情况。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疫情对公众短视频内容贡献行为的影响

疫情给公众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巨大且突

然的冲击，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公众居家防疫、减少社

交距离，导致公众熟悉的外界物理环境突然改变，随

之也引起了其心理和行为的相应变化，以调整和适

应疫情带来的影响。这种外界因素变化形成了影响

公众短视频分享的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RYAN et al.[19]

将外部动机分为内射动因、鉴定动因和整合动因，鉴

定动因是指个体感受到行为目标或规范的价值，如

该行为被认可或对个体而言具有重要性。当所在环

境的主观规范完全同化自我时，产生整合动因，也就

是说规范已经被评估且与自我的其他价值观或需求

一致。 JAMES et al.[21] 也认为感知外界压力是公众参

与活动的外部动机之一，如社会压力。

在疫情背景下，首先，由疫情带来的经济动荡、

组织破产或裁员、个体失业或收入下降等问题，给公

众带来了潜在的经济压力 [22] 和心理恐惧 [28]，使公众

极易产生消极情绪 [29]。通过对微博 [30] 和知乎 [16] 等平

台的用户生成内容分析发现，疫情增加了压力以及

沮丧、焦虑等负面情绪。而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

平台的自我披露和社会交互，有利于公众获取社会

支持，并有效缓解疫情引致的经济压力和消极情绪 [12]。

因此，一方面，感知的经济压力成为公众参与短视频

贡献行为的外部动机；另一方面，疫情下公众意识到

参与短视频分享的价值 (鉴定动因 )和对自我需求的

满足 (整合动因 )，即可以缓解潜在经济压力和消极情

绪，故公众产生参与短视频贡献行为的外部动机。

其次，疫情期间，由于出行限制 [11] 和对疫情的恐

惧 [28]，人们不得不在线上社交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 [6]，这可能会引发人们的社交压力或同伴压力。

当周围人的某些行为暴露于公众，如疫情期间大家

都在积极分享疫情相关信息、参与志愿活动、贡献

自己的知识和力量等 [31]，人们会面临参与该社会规

范行为的压力 [32]，如果不参与，可能会损害其在群体

中的个体形象。因此，感知的社会压力推动公众参

与短视频创作。此外，公众意识到参与短视频贡献

行为是被认可的 (鉴定动因 )，同时能够满足自我对缓

解疫情带来的潜在社交压力的需求 (整合动因 )，公众

有意愿通过短视频内容分享来顺应社会规范进而缓

解这一压力。

对于内部动机，当前针对内外部动机的研究发现，

存在动机的连续性 [33]，即对于一些最初不是内部动

机的因素，在经过内化过程后将不再是严格的外部

动机，也就是说存在内化的外部动机 [34]。对于疫情

带来的经济动荡、潜在压力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更

多可支配时间的公众 [35] 会逐步内化形成学习或保持

技能以增加自信心的内部动机，通过这种方式缓解

压力和焦虑，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本研究主要关注

兴趣型分享中公众美食、园艺、资讯、游戏或知识等

的分享，兴趣型分享是很好的学习和巩固技能、提升

自信心的方法。因此，在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

消极情绪和社交压力等外部动机因素时，感知到不

确定性的公众在调整适应过程中逐步形成自我提升

的内部动机，即发生了外部动机的内化现象。自我

提升的内部动机促使公众有意愿参与短视频内容贡

献行为。

综上所述，基于动机理论的内外部动机 [19] 视角，

为缓解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消极情绪和社交压力，

形成促进公众短视频贡献行为的外部动机；而受外

部动机影响，公众在调整适应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过程中逐步内化形成自我提升的内部动机，非职业

内容创作者愿意贡献更多的短视频内容。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

H1 在同等条件下，与未暴发疫情的地区相比，暴

发疫情的地区的非职业内容创作者会贡献更多的短

视频内容。 

2.2  医疗水平和节假日的调节效应

由于新冠肺炎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因此地区之间

异质的医疗水平导致各地区疫情防控能力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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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会影响当地居民应对疫情的心理和行为反应，

进而引致短视频贡献者的异质性行为。有研究发现，

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不足是影响患者心理偏好的重要

因素 [36]。本研究情景中，在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的地

区，由于医疗体系发达、响应及时、人均医疗资源拥

有率高，当地居民有更强的信心应对疫情，有医疗资

源支撑的居民因疫情而产生的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

绪更弱。因此，在医疗水平发达地区，疫情对于短视

频创作者贡献行为的影响更弱。而在医疗资源匮乏

地区，由于医疗资源落后，没有充足的医疗保障，人

们面对不确定的流行疾病会产生更多心理恐惧 [28]，

从而使疫情对短视频创作者行为的影响更强。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与高医疗水平地区相比，在低医疗水平地区，

疫情对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短视频贡献行为影响更

强。

在疫情期间，公众在节假日与非节假日可能会由

于疫情带来的外界物理环境改变而出现异质的短视

频贡献行为。有研究发现用户在线行为呈现“节日

效应” [37−38]，即在节假日和非节假日期间会做出不同

的行为。本研究情景中，在工作日，一方面，突发公

共事件使人们产生风险感知，激发自我保护动机 [39]，

如关注疫情进展、如何恰当防护等，这给人们带来更

多压力感；另一方面，风险感知会给人们带来负面情

绪 [39]，尤其在居家办公场景下，公众缺乏社会支持，

工作过程中更容易产生焦虑等情绪。因此，在非节

假日，人们的压力和消极情绪感知更强，更需要通过

短视频分享进行社交互动以舒缓情绪、放松心情、

缓解焦虑。而在休息日，人们可以通过更多方式进

行休闲和放松，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从而缓解疫情带

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即疫情在节假日对公众短视

频贡献行为的影响弱于非节假日。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

H3 与节假日相比，在非节假日，疫情对非职业内

容创作者短视频贡献行为影响更强。 

3  数据 

3.1  各地级市疫情数据

自 2020年 1月初疫情出现以来，各省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每日会报告所在地区的疫情数据。本研究根

据各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方报道，收集并汇总

全国  294个地级市疫情的统计数据。全国每日新增

确诊病例的大规模暴发时间主要集中在 2020年 1月

20日至 30日之间， 1月 23日为疫情集中暴发点，全

国共有 71个城市报告了新冠肺炎首例确诊。经过强

力有效的联防联控措施， 2020年 3月初单日新增病

例数大幅度减少。因此，本研究收集的疫情数据时

间跨度为 2020年 1月 23日至 6月 30日，覆盖了疫情

的首次出现至大规模暴发结束后 3个月。 

3.2  抖音用户短视频贡献数据

抖音是一款于 2016年 9月 20日上线、面向全年

龄段的短视频社交平台。本研究背景是 2020年初发

生的疫情，故统计视频量数据的时间范围选定疫情

发生前 3个月至疫情基本稳定后 3个月，具体时间为

2019年 10月至 2020年 6月，时间跨度为 9个月，如果

以天为统计单位会使统计粒度过细，因此本研究选

择以每 10天为一个统计单位，即以 10天中的最后一

天的累计数据进行统计。本研究关注非职业内容创

作者 (以下简称创作者 )兴趣型短视频贡献行为，即

贡献者不是专业短视频运营者，他们有自己的职业，

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并分享兴趣型短视频。为了有效

识别此类内容创作者，本研究在筛选样本时考虑两

个因素。①选择未加入多频道网络 (multi-channel net-
work，MCN)的用户。多频道网络是通过向视频内容

创作者和广告商提供订阅用户增长、内容规划运营、

商业变现等服务的营利机构 [40]。因此，加入多频道

网络的用户是职业内容创作者，有专业的运营模式，

以商业变现为主要目的；而未加入多频道网络的用

户则多为非职业内容创作者。②选择未开通商品橱

窗的用户。开通商品橱窗的用户多为职业内容创作

者，通过粉丝流量带货变现。而未开通商品橱窗的

用户多为非职业内容创作者，以自发分享为主，分享

内容以个人兴趣爱好为主，如美食、园艺等兴趣分享，

以及天文、教育、医疗等知识分享。

本研究以抖音后台数据监测平台作为数据获取

来源，该平台是新榜旗下的抖音数据分析平台，具有

庞大的数据库系统，收录了上亿个抖音账号，并且会

及时更新每日数据。该平台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查

找账号、搜索视频、盘点直播数据、对比账号数据等。

同时，平台还会每周进行数据总结，以周报的形式为

用户进行直观的数据分享。借助该数据监测平台，

通过账号查找功能，本研究以用户为单位收集满足

条件的抖音平台用户的短视频贡献数量和用户地理

位置信息。其中，短视频贡献数量即用户在选定时

间范围内通过个人账号发布的满足条件的短视频数

量，而用户地理位置信息则通过查找用户账号中披

露的地理位置获得。本研究从全国 294个地级市中

筛选出 229个具有有效数据的城市，匹配出有效的非

职业内容创作者样本。本研究获得包含 1 696个创

作者跨期 9个月共 27个时点的面板数据，共计 45 792
条数据。

本研究还选取中国各个地级市的城市层面特征

数据，该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中

国统计年鉴》，包含各地级市截至 2019年末相关数据，

主要包括地区的人口数量、生产总值、受高等教育

人数和三甲医院数量等。用地区受高等教育人数测

量地区的教育水平，用地区三甲医院数量测量地区

的医疗水平。最后，将抖音用户的地理位置信息与

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 

4  研究设计 

4.1  变量定义

本研究以短视频贡献数量 (SC)为被解释变量，

用来测量用户在线内容贡献行为，运用双重差分方

第  1 期 马源鸿等：新冠肺炎疫情下公众数字化贡献行为研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为例 33



Trei,t,c •Posi,t

法识别疫情引致的效应。根据双重差分方法的设计，

本研究构建是否暴发疫情 (Trei,t,c)与是否处于疫情暴

发后 (Posi,t)的交互项，即 ， i 为非职业内容

创作者， t 为时间，c 为所在的城市。由于在 294个地

级市中仅有 13个始终没有出现疫情病例，将这 13个

城市的抖音创作者作为对照组样本容量过小，可能

导致估计的处理效应不准确。因此，参考 KUMMER
et al.[22] 的研究，本研究将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的各

城市累计疫情确诊病例数 (以下病例数均为由疫情

引发的 )进行排序，根据排序结果假定城市累计确诊

数小于等于 7人 (即累计确诊数排在前 5%)时的情况

看作未暴发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大于 7人时，则看

作暴发了疫情。具体地，Trei,t.c 为是否暴发了疫情，也

即双重差分设计的组别变量。如果在样本观测期内，

疫 情 的 确 诊 病 例 数 最 大 值 大 于 7时 属 于 处 理 组 ，

Trei,t.c 取值为 1；疫情的确诊病例数最大值小于等于 7
时属于控制组，Trei,t.c 取值为 0。当 i 创作者在 t 时间

所处的地级市发生了疫情，即该城市累计确诊病例

数大于 7时，Posi,t 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本研究采用城市层面的 3个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①地区人口数量 (RPi,t,c，单位：人 /市 )。对于短视频社

交平台，短视频的活跃用户数量与用户群体的大小

紧密相关，所以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越多，使用短视

频平台的用户可能越多，便会激发更多的创作者进

行视频贡献。因此，地区人口可能会影响创作者的

短视频贡献行为。②地区生产总值 (Grpi,t,c，单位：亿

元人民币 /市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新兴产业短视

频行业发展程度和短视频的覆盖率密切相关，经济

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创作者可能更加活跃地创作短

视频内容。③地区受高等教育人数 (Reli,t,c，单位：人

/市 )。目前短视频用户主要为分布在一、二线城市

的 25岁～35岁群体，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因此

地区教育水平越高的城市，可能有更多的人参与短

视频创作，本研究选取学历在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人

数。选取的地区高等教育人数为  2019 年全国人口变

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为  0.780‰。后文

分析时对上述 3个控制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本研究引入医疗水平和是否节假日两个调节变

量。①医疗水平 (MLi,t,c)。本研究选择地区三甲医院

数量代表当地的医疗水平，由于 13家三甲医院为本

研究该数据的中位数，因此选择 13作为判定医疗水

平高低的阈值，当地区三甲医院数量大于 13时，判定

此地区为高医疗水平，取值为 1；当地区三甲医院数

量小于等于 13时，判定此地区为低医疗水平，取值

为 0。②是否节假日 (Holi,t)。本研究设定时间为节假

日时 Holi,t 取值为 1，非节假日时取值为 0。 

4.2  模型设定

本研究将 2020年初暴发的疫情视为外生事件，

得益于其外生性的性质，因此这是一个理想的自然

实验情景。本研究以创作者所在的城市是否发生疫

情将样本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应用双重差分法探

究面对疫情创作者的短视频贡献行为是否发生变化。

本研究的双重差异来自于时间层面和创作者层面，

比较身处疫情暴发城市的创作者和未身处疫情暴发

城市的创作者在疫情发生前后的差异。构建本研究

的双重差分模型，即

SCi,t,c = β0 +β1Trei,t,c •Posi,t +β2Trei,t,c +β3Posi,t+

β4Coni,t,c +γi +τt + θc +εi,t,c (1)

Coni,t,c

β0 β1～β4 γi

τt

θc

εi,t,c

β1

β1

β1

其 中 ， 为 城 市 层 面 的 控 制 变 量 ， 包 括 RPi,t,c、

Grpi,t,c 和 Reli,t,c； 为截距项； 为待估系数； 为

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因素； 为

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可观测的时间因素； 为

城市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可观测的城市因素；

为不可观测的随机误差项。  表示为应对疫情创作

者短视频贡献行为的变化情况，当  为正，说明为应

对疫情创作者会增加短视频贡献数量，  为负说明

为应对疫情创作者会减少短视频贡献数量。 

5  实证研究结果 

5.1  描述性统计检验

本研究对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

值进行描述性统计检验，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知，

在本研究的样本观测周期内，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的

平均短视频贡献数量约为 3.201条，全国平均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约为每个地级市 347.122例。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Result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短视频贡献数量 3.201 6.569 0 505

累计确诊数 347.122 3 338.759 0 50 340

地区人口数量 17.871 0.549 15.071 18.562

地区生产总值 10.632 0.642 7.437 11.587

地区受高等教育人数 7.927 0.511 4.673   8.623

医疗水平 17.301 17.641 0 71       

是否节假日 0.296 0.457 0   1       

　　注：样本量为45 792。

 
在进行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之前，本研究检验无模

型情况下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平均短视频贡献数量的

动态趋势，见图 1。可以看出，在疫情暴发之前，处理

组与控制组的平均短视频贡献数量趋势相近；疫情

暴发后的初期，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平均短视频贡献

数量无明显差异，而疫情暴发一段时期后，处理组的

平均短视频贡献数量逐渐大于控制组的。从图 1的

直接证据可知，疫情暴发的确能促进创作者的短视

频贡献行为。 

5.2  估计结果和平行趋势检验 

5.2.1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本研究基于 (1)式进行双重差分估计，表 2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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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i,t,c •Posi,t

Trei,t,c•

Posi,t

4个模型的估计结果。由表 2可知，模型 1只加入

和控制变量，未控制任何固定效应。模

型 2在模型 1的基础上控制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3在

模型 2的基础上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模型 4在模型 3
的基础上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且在城市层面聚类稳

健的标准误。本研究选择模型 3为基准模型，

的估计系数即为疫情对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平均

处理效应，其值为 0.451，表明新冠疫情导致创作者平

均多贡献了 0.451条短视频。

Trei,t,c •Posi,t模型 1～模型 4中 的估计系数均为正，

Trei,t,c •Posi,t

Trei,t,c •Posi,t

且至少在 10% 水平上显著，表明为应对疫情，创作者

确实增加了其短视频贡献数量。模型 1和模型 2在

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的情况下，

的估计系数较大。模型 3和模型 4分别控

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后， 的估

计系数大幅下降且数值一致，由于它们控制了不可

观测的时间因素和城市因素，所以本研究认为模型 3
和模型 4的估计系数更接近真实的疫情效应。综上

分析，本研究通过双重差分实证表明，为应对疫情发

生，创作者短视频贡献数量显著增加，H1 得到验证。 

5.2.2  动态时间效应

分析动态时间效应有两个目的：一是验证本研究

模型是否满足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二是

检验疫情发生后的处理效应在时间上的动态效应，

即疫情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对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影

响。为对基准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本研究参考

LI et al.[41] 的做法，设计动态效应计量模型，即

SCi,t,c = α0 +

15∑
k=−11

αkTrei,t,c •Posi,t +δ2Trei,t,c+

δ3Posi,t +δ4Coni,t,c +γi +τt +εi,t,c (2)

α0 αk、δ2 δ4 αk

αk

αk

其中，k 为期， 为截距项， ～ 为待估系数。

为本检验主要关注的系数，该系数反映了为应对疫

情暴发，在第 k 期创作者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变化情况。

本研究将 2019年 10月 10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的数

据看作平行趋势检验样本数据，各地级市疫情暴发

的时点不同。根据 BECK et al.[42] 的研究，本研究对 k
进行断尾处理，考虑了疫情发生前的 11期检验数据

(第− 11期之前的数据收敛到第− 11期 )和疫情发生

后的 15期检验数据 (第 15期之后的数据收敛到第

15期 )，本研究共生成 27期数据。具体地，本研究界

定疫情发生时为 k = 0；疫情发生前为 k = − 11, − 10,
− 9, … , − 1；疫情发生后为 k = 1, 2, 3, … , 15。根据平

行趋势检验标准，当 k < 0时，如果 取值不显著异于

0，说明满足双重差分的平行趋势基本假设，即处理

组与对照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一致的发展趋势。当

k > 0时，如果 取值显著异于 0，表明疫情发生后的

第 k 期短视频贡献数量有显著正向或负向变化，即为

应对疫情创作者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变化情况。

αk(k ∈ [11,−1])

αk(k ∈ [11,−1])

k ∈ [0,15] αk

本研究以第−1期为基期，即在模型分析中剔除

第−1期后，对模型进行估计，图 2给出对 (2)式估计

的动态时间效应分析结果。图 2中横坐标为疫情暴

发时间点前和后的相对期数，纵坐标为短视频平台

创作者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差异，据此得出两点结论。

①在 k < 0时，即疫情发生前，  的点估计

在 0附近波动，并且短视频平台创作者短视频贡献数

量 的 差 异 的 0值 始 终 处 于 95% 置 信 区 间 内 ， 表 明

 始终不显著异于 0。该结果表明本研

究处理组与对照组在疫情发生之前不具有明显的差

异，支持表 2中估计的疫情对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处理

效应满足双重差分的平行趋势假设，证明了该估计

的可信性。②当  时，从 取值看，7期～10期

控制组处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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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平均短视频贡献数量

Figure 1  Average Number of Short Video Contributions
in the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表  2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Table 2  Results for Difference-in-differece Estimations

变量
SCi,t,c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Trei,t,c •Posi,t
2.329***

(0.105)
2.342***

(0.105)
0.451*

(0.238)
0.451*

(0.246)

Trei,t,c 遗漏 遗漏 遗漏 遗漏

Posi,t
− 1.107***

(0.346)
遗漏 遗漏 遗漏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2.945***

(0.338)
1.881***

(0.059)
0.461***

(0.093)
0.461***

(0.137)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聚类稳健
标准误

个体
层面

个体
层面

个体
层面

城市
层面

样本量 45 792 45 792 45 792 45 792

R2 0.029 0.043 0.059 0.059

　　注：括号内数据为控制个体层面或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

标准误； ***为在1%水平上显著， *为在10%水平上显著，下同。

第  1 期 马源鸿等：新冠肺炎疫情下公众数字化贡献行为研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为例 35



的估计值显著于异于 0，且估计值为正，但在其他期

不显著异于 0。这表明为应对疫情创作者在短视频

贡献数量上的变化并不会在疫情发生后立即产生效

应，而在发生一段时期后 (大约两个月后 )在线短视

频贡献数量才会产生正向效应。最终，在这个效应

持续约 40天后，创作者增加短视频贡献数量的调整

行为逐渐消失。上述结果表明，为应对疫情，创作者

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变化具有中期效应，不具有短期

和长期效应。 

5.2.3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是否由其他遗

漏的不可观测因素引起，本研究参考  CHEN et al.[43] 的
研究，通过随机抽取、分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方式进

行安慰剂检验。如果安慰剂检验结果与本研究的主

要结果相同，说明创作者的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增加

可能是由其他遗漏的变量导致，而不是由疫情引

起。

本检验通过重复随机抽取和分配 500次处理组

和对照组，再重复采用本研究的基准模型进行回归，

得出安慰剂检验结果见图 3。由图 3可知，疫情的出

现对创作者短视频贡献数量的随机样本估计系数呈

近似正态分布，且大多分布在 0附近，极少数的估计

系数分布在 3或− 3附近，说明安慰剂检验中构建的

虚假疫情的估计系数为正显著或负显著的情况极少，

这表明由其他遗漏的不可观测的变量干扰短视频贡

献数量的增加属于极小概率事件。因此，本研究识

别的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增加是由疫情引起的，而不

是其他的干扰因素导致，进一步支持双重差分估计

结果的可靠性。 

5.3  地区医疗水平和节假日的调节效应

表 3给出医疗水平和是否节假日两个因素的调

节效应的检验结果。由表 3模型 5可知，在低医疗水

平下，为应对疫情创作者增加其短视频贡献数量的

效应更强；由模型 6可知，在高医疗水平下，疫情影

响并未引起创作者短视频贡献数量的显著改变，H2

得到验证。这可能是由于在低医疗水平地区，医疗

资源特别是高质量医疗资源更加稀缺，导致人们在

应对疫情时更缺乏信心，因此人们在心理上更加焦

虑，会更多通过短视频创作缓解焦虑。而在高医疗

水平地区，丰富的医疗资源使人们更加相信当地的

医疗体系能够有效应对疫情，使人们更加冷静应对

疫情，因此没有引起其短视频创作数量的改变。模

型 7的结果表明，在非节假日 (即工作日 )时，为应对

疫情影响，创作者短视频贡献数量增加显著；由模型

8可知，在节假日时，疫情影响并未带来创作者短视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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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虚线为估计系数在 95% 水平上的置信区间。

图  2  动态时间效应

Figure 2  Dynamic Tim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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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Figure 3  Placebo Test Results

表  3  地区医疗水平和节假日的调节效应

Table 3  Moderating Effects of Regional
Medical Levels and Holidays

变量

SCi,t,c

低医疗
水平组
模型5

高医疗
水平组
模型6

非节假
日组
模型7

节假
日组
模型8

Trei,t,c •Posi,t
0.596*

(0.360)
0.307
(0.296)

0.496*

(0.260)
0.356
(0.338)

Trei,t,c 遗漏 遗漏 遗漏 遗漏

Posi,t 遗漏 遗漏 遗漏 遗漏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582***

(0.162)
0.382***

(0.113)
0.461***

(0.098)
0.551***

(0.092)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聚类稳健
标准误

个体
层面

个体
层面

个体
层面

个体
层面

样本量 18 144 27 648 32 224 13 568

R2 0.077 0.051 0.062 0.055

　　注：括号内数据为控制个体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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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贡献数量的明显变化，H3 得到验证。 

5.4  稳健性检验

(1)样本随机性

Trei,t,c •Posi,t

Trei,t,c•

Posi,t

Trei,t,c •Posi,t

由于本研究样本量偏大，大样本估计的结果可能

存在偏差。因此，随机抽取总样本的 25%、50%、75%
作为子样本，重新利用基准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

明，从总样本中抽取 25% 作为子样本时，

的估计系数为 0.953，个体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为

0.320； 从 总 样 本 中 抽 取 50% 作 为 子 样 本 时 ，

的估计系数为 0.707，个体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

误 为 0.320； 从 总 样 本 中 抽 取 75% 作 为 子 样 本 时 ，

的估计系数为 0.451，个体层面的聚类稳健

标准误为 0.238。3个子样本的结果与表 2中的估计

结果和显著性水平一致，表明本研究的估计结果不

存在大样本偏差。

(2)其他阈值

参考 KUMMER et al.[22] 的研究，本研究在构建处

理组和对照组时以累计确诊数作为是否暴发了疫情

的标准，前文以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累计确诊数升

序排列中前 5% 作为阈值。为充分验证主研究结果

的稳健性，本研究选择其他阈值水平，分别为 0%(累
计确诊数为 0)、 2.5%(累计确诊数为 3)、 7.5%(累计确

诊数为 11)重新进行检验。表 4给出上述 3个阈值的

估计结果，模型 9～模型 11分别对应累计确诊数的

0%、2.5%、7.5% 阈值水平下的估计结果，估计系数的

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与模型 3均一致，进一步表明本研

究结果稳健可靠。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4  Robust Test Results

变量

SCi,t,c

5% (基准)
模型3

0%
模型9

2.5%
模型10

7.5%
模型11

Trei,t,c •Posi,t
0.451*

(0.238)
0.678*

(0.388)
0.460*

(0.277)
0.491*

(0.238)

Trei,t,c 遗漏 遗漏 遗漏 遗漏

Posi,t 遗漏 遗漏 遗漏 遗漏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461***

(0.093)
0.461***

(0.093)
0.461***

(0.093)
0.461***

(0.093)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聚类稳健
标准误

个体
层面

个体
层面

个体
层面

个体
层面

样本量 45 792 45 792 45 792 45 792

R2 0.059 0.059 0.059 0.059

(3)干扰因素：封城效应

本研究进一步排除短视频贡献数量增加是由封

城效应引起的。在疫情期间政府推出封闭管理的行

政措施以应对疫情的扩散，因为封城举措同样限制

了公众出行，可能影响创作者的短视频创作。在本

研究观测期内，湖北省实施了强力的封城措施，关闭

高速、高铁、航线等离鄂通道，严格限制居民的出行；

而其他省份在本样本观测期内并无强制封城，只是

鼓励公众居家抗疫，保持社交距离。这为本研究检

验中国封城举措是否引起短视频贡献数量变化提供

了理想的实证数据。

Trei,t,c•

Posi,t

本研究选择位于湖北省的创作者作为处理组，非

湖北省的创作者作为控制组，以 2020年 1月 23日作

为封城措施的政策发生时点，构建新的双重差分模

型，用以从疫情的效应中分离出封城措施对短视频

贡献数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封城效应对创作

者的短视频贡献数量影响不显著，双重差分

的估计系数为− 0.471，个体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

误为 0.457，排除了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增加是由应对

封城措施引起的可能。这进一步证实为应对疫情带

来的影响，创作者调整了其短视频贡献数量。 

6  结论 

6.1  研究结果

本研究关注疫情背景下公众利用短视频平台的

反应和应对行为，对理解数字韧性如何赋能公众从

疫情影响中恢复和调整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短

视频社交平台为例，运用疫情暴发这一随机的外生

事件构建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公众对

疫情发生这一外生事件的应对情况，具体探究非职

业内容创作者兴趣型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变化，通过

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

实双重差分估计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表明，为应对疫情影响，非职业内容创

作者的短视频贡献数量显著增加，这一结果与WANG
et al.[4] 对疫情期间职业内容创作者在 Tik Tok平台中

的短视频贡献行为以及 KUMMER et al.[22] 对经济萧条

期间公众对维基百科内容贡献行为影响的结论一致。

且与 WANG et al.[4] 的研究对象互补，共同支持了无论

是职业还是非职业内容创作者，为应对疫情，公众都

增强了其短视频创作数量。同时，进一步的动态时

间效应分析发现，为应对疫情创作者短视频贡献数

量的显著增强具有中期效应，不具有短期效应和长

期效应。本研究还检验了地区医疗水平和是否节假

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低医疗水平会强化疫情背

景下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短视频贡献的增强效果，而

在高医疗水平下创作者短视频贡献数量无显著变化。

在非节假日时，为应对疫情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短视

频贡献数量具有显著的增强效果；而在节假日时，非

职业内容创作者的短视频贡献数量变化并不显著。 

6.2  理论意义

(1)本研究从动机理论的内外部动机视角，探究

第  1 期 马源鸿等：新冠肺炎疫情下公众数字化贡献行为研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为例 37



了为应对疫情引致的外界物理环境改变 (居家办公和

保持社交距离等 )，公众兴趣型短视频内容贡献行为

的变化情况。已有对公众用户生成内容贡献动机的

研究多从个体层面的内外部动机出发 [20]，WANG et
al.[4] 和 KUMMER et al.[22] 进行了先锋探索，关注外界

环境改变对个体内容创作的影响。本研究在此基础

上，基于内外部动机理论视角探究疫情期间公众参

与短视频内容创作情况，从应对外界物理环境改变

形成的内外部动机视角为用户生成内容贡献动机研

究提供了参考。

(2)本研究丰富了疫情背景下的数字韧性探究。

虽然已有研究关注信息技术在突发灾害中的重要作

用，如 KIM et al.[44] 研究在线社交媒体在美国遭遇风

暴 Cindy时发挥的重要信息传播作用，但鲜有研究关

注由疫情引起的外界物理环境改变导致的信息技术

赋能影响。RAO et al.[2] 虽然关注疫情背景下在线社

交媒体的信息传播作用，但他们关注以文本信息为

主的 Twitter平台。而基于动机理论的内外部动机视

角，本研究关注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物理环境改变，公

众兴趣型短视频内容创作行为的改变情况。疫情期

间，数字化平台赋能了公众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足不

出户居家办公，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分享日常生活、

信息或知识，以放松愉悦自我并能够获得社会支持，

因此疫情期间数字化平台赋予公众更多弹性。本研

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公众能够利用数字技术

调整并适应疫情带来的影响，短视频平台数字韧性

在公众疫情恢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本研究探究应对疫情公众公共数字产品贡献

行为的增加效应，丰富了疫情产生的社会效应。已

有研究多关注疫情引发的消极影响，本研究发现了

潜在的积极效应。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公众的线下

活动极大受限，而线上活动明显活跃起来，且大家越

来越依赖线上社交媒体平台了解疫情相关信息 [2]。

对于公众的志愿或贡献行为，线上形式提供了更多

的便利性、灵活性和可能性 [22]。如在任何时间都可

以进行相关的贡献行为，如维基百科内容编辑、知乎

问答答案回复等，这些个体的贡献也能汇聚成巨大

的社会价值。尤其是面对突发的疫情，人们对其认

知在初期十分有限，需要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以了解

病毒危害、如何正确防护等，此时相关内容贡献行为

就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 

6.3  实践启示

(1)本研究结果对短视频社交平台具有重要管理

启示。社交媒体已成为疫情期间公众获取信息和休

闲娱乐的重要来源 [2]，而短视频形式也受到越来越多

用户的青睐。因此，短视频社交平台需要发挥信息

扩散和知识传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发现，疫情期

间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的贡献数量显著增加，因此平

台在提供数字韧性时，应充分了解和考虑这一现象，

并相应地进行平台设计。如与职业内容创作者相比，

非职业内容创作者在内容选择、制作和运营等方面

的基础相对薄弱，基于现有短视频平台流量分配机

制，他们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发布的内容较难得到更

好的传播。事实上，职业内容创作者的内容创作多

以获取流量和实现变现为目标，他们的内容创作是

有目的性的，且会夹杂带货和广告等变现形式，因此

会影响观看者对短视频内容的感知，如观看者可能

并不信任。而非职业内容创作者多是普通大众，出

于内外部动机的驱动主动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知

识和经验等。因此，平台设计时要考虑此类群体的

重要价值，如予以相关身份认证，并提供相应支持，

如技术和流量等，以保障他们内容创作和传播的便

利性，进而带来更大的社会价值。同样地，相同的机

制可以应用于其他非短视频平台，如图文和问答平

台等。

(2)对于政府而言，构建重大突发事件治理体系

是后疫情时代相关部门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3]，本研

究为政府如何利用数字韧性赋能社会治理提供了理

论和实践参考。具体来说，公众短视频除了有利他

作用外，也能够帮助缓解其自身产生的负向情绪，如

疫情带来的焦虑、无聊和沮丧等。YAO et al.[12] 验证

了在线社交媒体中公众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其消极情

绪的有效缓解作用。因此，数字韧性可以赋能政府

治理，如在事件发生中期可以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数

字化贡献行为，既能弘扬正能量，创造社会价值，也

能帮助大众减少或缓解消极情绪，积极应对突发事

件。同时，本研究发现医疗水平对公众短视频贡献

数量具有调节作用，即医疗水平相对较弱地区，公众

有更多的短视频贡献行为，这可能是由于医疗资源

匮乏更易引起公众对疫情的焦虑和恐慌等负向情绪，

因而通过更多分享和贡献行为来排解情绪、自我舒

缓。这一现象需要引起政府的重视，在面对重大突

发事件时，除了关心医疗资源匮乏地区公民的身体

健康，还应更多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如利用数字化

创新提供更多公众心理疏导的渠道。

(3)本研究结果对后疫情时代的组织管理也有重

要意义。虽然本研究关注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的短视

频贡献行为，但非职业内容创作者有自己的职业，组

织可以借鉴并利用这种增强的数字化贡献行为，激

发员工在组织在线社交群组中的数字化贡献行为，

如信息或知识贡献。组织中的知识创造行为也是学

者们关注的焦点 [20]，许多组织使用在线社交群组进

行日常管理，员工们在群组中也会有社交互动和知

识贡献行为。受疫情影响，越来越多的组织实施远

程办公，使员工越来越依赖在线社交群组。因此，基

于本研究的发现，组织可以激励员工在在线社交群

组中贡献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以建立学习型

团队；同时，充分利用员工贡献的信息和知识，实现

更有针对性和有依据的组织管理和创新 [9]。 

6.4  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与

依赖观测数据的研究类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①本研究基于对疫情带来的外界物理环境改变的深

入分析及已有相关研究结论的支持，从动机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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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部动机视角洞察了可能导致非职业内容创作者

短视频贡献数量变化的两个外部动机和一个内部动

机，为未来用户生成内容贡献动机研究提供了新的

理论分析视角。但由于本研究采用观测数据未能直

接检验可能的内外部动机，因此未来采用问卷和实

验室实验等方法的研究可以直接调查本研究所分析

的可能的内外部动机因素及它们对疫情期间公众其

他行为的影响。②本研究仅考虑疫情前 3个月和疫

情后 6个月的时间窗口，可能使本研究动态时间效应

分析的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长度太短，未来研究

可以考虑更长的时间跨度。③本研究仅考虑了疫情

对非职业内容创作者短视频贡献数量的影响，未来

研究可以考虑更为丰富的因变量，如短视频内容新

颖性和积极性 [4]，以丰富公众数字化贡献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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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VID-19 has caused tremendous turmoil and impacts on a global scal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people have
begun to reflect on how to use digital resilience to respond to the epidemic and other emergent public events. Among them, un-

40 管理科学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2 年  1 月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2307/2514866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821.2020.09.0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821.2020.09.0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20.04.00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20.04.008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0)30460-8
https://doi.org/10.2196/24775
https://doi.org/10.2196/24775
https://doi.org/10.1080/15534510.2012.694024
https://doi.org/10.1108/SRJ-05-2018-0114
https://doi.org/10.1287/mnsc.1060.0554
https://doi.org/10.1287/mnsc.1060.055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3.6.102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17.01.00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17.01.008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62/adev_a_00117
https://doi.org/10.1162/adev_a_00117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8.02.003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8.02.003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2307/2514866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821.2020.09.0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821.2020.09.0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20.04.00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20.04.008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0)30460-8
https://doi.org/10.2196/24775
https://doi.org/10.2196/24775
https://doi.org/10.1080/15534510.2012.694024
https://doi.org/10.1108/SRJ-05-2018-0114
https://doi.org/10.1287/mnsc.1060.0554
https://doi.org/10.1287/mnsc.1060.055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3.6.102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17.01.00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17.01.008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62/adev_a_00117
https://doi.org/10.1162/adev_a_00117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8.02.003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8.02.003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2307/2514866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821.2020.09.0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821.2020.09.0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20.04.00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20.04.008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0)30460-8
https://doi.org/10.2196/24775
https://doi.org/10.2196/24775
https://doi.org/10.1080/15534510.2012.694024
https://doi.org/10.1108/SRJ-05-2018-0114
https://doi.org/10.1287/mnsc.1060.0554
https://doi.org/10.1287/mnsc.1060.055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3.6.1024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1080/07421222.2018.1550564
https://doi.org/10.2307/2514866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821.2020.09.0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0821.2020.09.0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20.04.00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20.04.008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0)30460-8
https://doi.org/10.2196/24775
https://doi.org/10.2196/24775
https://doi.org/10.1080/15534510.2012.694024
https://doi.org/10.1108/SRJ-05-2018-0114
https://doi.org/10.1287/mnsc.1060.0554
https://doi.org/10.1287/mnsc.1060.055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3.6.102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17.01.00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17.01.008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62/adev_a_00117
https://doi.org/10.1162/adev_a_00117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8.02.003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8.02.00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17.01.00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334.2017.01.008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6.07.002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0.01589.x
https://doi.org/10.1162/adev_a_00117
https://doi.org/10.1162/adev_a_00117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8.02.003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8.02.003


derstanding the public′s behavioral changes empowered by digital resilie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e  public′ s digital  contribution  behavior  is  specifically  explored  to  answer  how short  video  social  platforms  can  em-
power  the  public  to  cope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physical  environment  brought  about  by  the  COVID-19 epidemic.
That is, based on the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perspective of motivation-related theories, this study explores changes in
contribution  behavior  of  non-professional  content  producers  on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during  COVID-19.  Applying  the
COVID-19 as  an  exogenous  event  to  construct  a  natural  experiment,  this  study  us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identify changes of the interest-based content contribution behavior of short video platform users for responding to the epidem-
ic. We also use parallel trend testing, placebo testing, and other strategies to verify the robustness of our results.  Finally,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regional medical levels and holidays are analyze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the  short  video  contribution  behavior  of  non-professional
content  producers  i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We  also  employ  a  dynamic  time  analysis  and  find  that  such  promotion  effect
presents a significant mid-term effect, but does not hav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In addition, the analyses of moderat-
ing effects of regional medical levels and holidays show that low levels of medical care reinforce the enhanced effect of short
video contribution by non-professional content produc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pidemic; while at high levels of medical car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public short video contribution behavior. The positive growth effect of the public′s short video
contribution behavior is stronger in the non-holiday context; while the change in short video contribution behavior of non-pro-
fessional content producers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holiday context.
　　By focusing on changes in physical environment during COVID-19,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ublic′s digital contribu-
tion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The findings can help understand the public′s reaction
and adaptation to the emergent epidemic by being empowered by short video social platforms. Meanwhile, it also provides im-
portant enlightenments for governments, organizations, and short video social platforms on how they can exploit digital resili-
ence to deal with sudden major shocks in the future.
Keywords：COVID-19；digital contribution；short video；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git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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