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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二次元文化与社交电商的深度融合，用户对个性化消费、互动体验和社群归属感的需求不断提升，

传统电商模式在匹配精准度、社交互动和定制化服务方面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优化用户体验，提升平台

运营效率，促进社群生态的稳定发展，已成为行业探索的核心议题。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

深度应用为二次元社交电商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本文分析传统二次元社交电商的痛点，阐述人工智能

赋能二次元社交电商的现实意义，以“智创次元铺”为研究对象，探讨智能化手段对精准推荐、用户互

动、内容创作及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优化作用，并提出未来发展建议，期望为二次元社交电商行业的创

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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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wo-dimensional culture and social e-commerce, users’ demand for 
personalized consumption,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sense of community belonging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the traditional e-commerce model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matching accuracy,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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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and customized services. How to optimize the user experience,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platform, and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ecology has be-
come the core topic of industry explo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he in-
depth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s a new solution for two-dimensional social e-
commer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in points of traditional two-dimensional social e-commerce, 
expound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two-dimensional social e-
commerce, takes “Zhichuang Dimension Sho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role of intelligent means in accurate recommendation, user interaction, content creation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tc.,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hoping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wo-dimensional social e-commerce indus-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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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I)技术的浪潮正席卷各行各业，电子商务亦在其推动下迎来深刻变革。从智能推荐的精准

触达，到智能客服的高效响应，再到虚拟试穿的沉浸式体验，AI 正重塑电商生态[1]，提高平台运营效率

的同时，也在不断优化用户的购物旅程。与此同时，二次元文化作为一股独特而充满活力的亚文化力量，

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崛起，催生出一个极具消费潜力的庞大市场[2]。二次元用户不仅追求商品的独特性，

更重视社群归属感、个性化定制以及高度沉浸的互动体验，传统电商模式难以完全契合其多元需求，催

生了二次元社交电商的崭新风潮。在这一背景下，社交电商与二次元文化的交汇为 AI 技术的创新应用提

供了广阔舞台，使其在精准推荐、智能客服、内容创作等方面大放异彩，推动二次元社交电商向更加智

能化、个性化的方向演进。本文以“智创次元铺”为研究案例，基于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及文献综述等方

法，深入探讨 AI 如何赋能二次元社交电商，优化用户体验、提升平台运营效率，并剖析其智能化升级的

模式与成效，期望为行业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2. 二次元社交电商平台现状分析 

二次元文化的兴起与社交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3]，共同催生了二次元社交电商这一新兴业态。通过

将社交互动与电商购物深度融合，这类平台为用户打造了更具沉浸感的购物体验，满足了二次元群体对

于个性化、社群归属和互动消费的需求。当前，二次元社交电商平台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一方面，

其用户规模庞大且以年轻化、高消费能力的 Z 世代为主，消费潜力巨大，有力地推动了二次元周边产品

市场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平台发展多元化，既有 B 站、抖音等综合性平台凭借自身强大的流量基础

与丰富的内容优势占据主导地位，也有专业平台不断崛起，市场竞争激烈。在商业模式上，IP 授权、内

容付费、电商直播、数字藏品等多种模式并存，但盈利模式仍有待深入探究与持续完善。此外，内容创

作与 IP 运营已成为决定平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素，而二手交易板块的拓展以及社交属性的增强，不仅

提升了用户粘性，也进一步促进了平台的活跃度。 
当前，二次元社交电商平台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在用户画像、内容创新、社群互动和供应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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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制约了其进一步成长。小红书与 B 站会员购依托 UGC 和用户行为数据，实

现精准推荐[4]，但个性化推荐仍有提升空间，部分长尾内容难以曝光，用户的新鲜感需求未充分满足。

社交互动方面，现有平台缺乏足够社交属性，用户互动较少，影响粘性和归属感。供应链管理上，商品

供需失衡、库存管理不足、售后服务缺陷等问题降低了用户体验。要推动行业发展，平台需在个性化推

荐、社群运营和供应链优化方面突破，同时借助智能技术提升运营效率，增强用户沉浸感，以促进二次

元社交电商的成熟发展。 

3. 人工智能赋能二次元社交电商的现实意义 

二次元社交电商平台融合了社交与电商打造沉浸式购物体验，满足二次元群体多元需求，但传统模

式在用户匹配、社群运营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存在挑战，致使用户体验欠佳、市场潜力未能充分释放。

因此，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二次元社交电商的运营模式，提升用户参与度和消费体验，已成为推

动该领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人工智能技术对二次元社交电商平台的赋能价值深远且多维，通过数

据驱动、智能算法和个性化服务，为平台用户和运营方带来了显著的提升。 
本研究通过发布 200 份问卷并回收 142 份有效问卷，深入分析了 AI 技术在二次元社交电商中的应用

效果。数据显示，90.2%的用户认为 AI 推荐显著提升了他们的购物体验，63.72%的用户因 AI 推荐增加

了购买频率，这充分证明了人工智能在优化用户体验和刺激消费活跃度方面的积极作用。 

3.1. 精准推荐与个性化体验 

二次元用户的兴趣独特且高度细分，他们对于特定动漫、游戏、影视作品的偏好构成了消费决策的

重要依据。AI 技术通过深度解析用户的行为数据和社交互动，精准勾勒个性化画像，并结合协同过滤[5]、
内容推荐和深度学习算法，实现高度匹配的商品推送。AI 不仅能够基于用户过往的浏览习惯和喜好提供

定制化推荐，还能结合社交关系网络，推送好友购买过的优质商品，使购物体验更加智能化、个性化，

从而提升用户满意度和购物便捷性。 

3.2. 提升消费活跃度与转化率 

问卷数据表明，AI 推荐对用户的购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超过 63%的用户因智能推荐增加了购买频

率。这一技术不仅优化了用户的购物决策流程，还有效激发了潜在消费需求。AI 通过实时分析用户的兴

趣变化，动态调整推荐策略，精准推送个性化促销活动与限时优惠，从而增强用户的购买欲望。同时，

AI 具备预测用户需求的能力，能够在用户尚未明确需求时，提前推荐契合兴趣的商品，缩短决策周期，

提高转化率，并增强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性。 

3.3. 增强社交互动与社区粘性 

二次元社交电商的核心不仅在于商品交易，更在于社群文化的共鸣与互动。AI 技术借助自然语言处

理[6]技术，能够深入挖掘用户的兴趣点与社交情感倾向，助力社区氛围的营造。通过对用户评论及社交

动态的分析，AI 能够精准识别热门话题和趋势，为平台运营方提供精准的内容策划方向，激发用户讨论

与互动。同时，AI 驱动的智能客服和聊天机器人提供全天候即时服务，高效解答用户在购物、订单或活

动中的疑问，让用户获得更加流畅、便捷的社交与购物体验，从而增强社区粘性，提升平台活跃度。 

3.4. 优化供应链与运营效率 

在平台运营管理层面，AI 技术通过精准的销售预测和智能库存管理，大幅提升供应链运作效率。依

托历史销售数据与用户行为分析，AI 能够预测商品的市场需求趋势，合理指导库存备货，避免因供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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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造成的缺货或库存积压问题。AI 支持动态定价策略，可根据市场变化、用户需求及竞争环境，实时

调整商品价格，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确保平台的高效运营。 

3.5. 优化供应链与运营效率 

AI 技术具备持续进化的能力，不断自我学习并优化推荐系统，以适应市场动态与用户需求的变化。

借助 A/B 测试和用户反馈机制，平台能够实时调整推荐算法，优化内容推送策略，确保推荐结果更加精

准、个性化。AI 不仅能通过点击率、购买率等数据不断优化推荐模型的权重，还能动态适应新兴趋势，

使商品展示始终保持高度相关性，为用户带来更精准、更个性化的购物体验。 

4. AI 赋能二次元社交电商 

在二次元社交电商的浪潮中，本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创新平台。该平台将人工智能、社交互动与电

子商务深度融合，通过 AI 技术全面赋能平台运营的各个环节，致力于构建全新的智能化商业模式，具体

架构设计如图 1 所示。其不仅为二次元用户提供了更加个性化、沉浸式的购物体验，也为整个行业的智

能升级探索了新的思路与发展方向。 
 

 
Figure 1. Architecture design diagram of Zhingchuang dimension shop system  
图 1. 智创次元铺系统架构设计图 

4.1. 虚拟试穿技术：AI 驱动的沉浸式购物体验 

凭借 AI 驱动的虚拟试穿技术[7]，技术融合型次元平台彻底革新了 Cosplay 服饰的线上购物体验。基

于 3D 建模与计算机视觉算法，系统能够精准识别用户的体型特征，并结合二次元文化的个性化需求，生

成高度契合的虚拟换装效果。AI 不仅能自动匹配最适宜的服装尺寸、材质与风格，还能通过光影模拟增

强真实感，让用户足不出户即可体验如同线下试衣般的沉浸式感受。多场景换装功能进一步提升了用户

的互动体验，使他们能够在不同虚拟环境下预览穿搭效果。这一技术的应用不仅解决了线上购物中“看

得见却穿不上”的痛点，也推动了二次元服饰市场向更智能、更直观的方向发展。 

4.2. 个性化定制服务：AI 辅助的 Cosplay 创作优化 

Cosplay 服饰和道具的定制需求向来以个性化、高标准著称，而传统定制模式往往因工期长、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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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难以满足用户需求。高效利用 AI 技术优化定制流程，让个性化设计变得更加高效和便捷，可以有效解

决这一困境。用户提交定制需求后，AI 系统会自动生成匹配的设计方案，并智能推荐最优的材料和制作

方式。此外，AI 还能结合用户提供的参考图片，进行风格迁移与自动优化，确保最终成品在设计、配色

及细节上精准契合用户期望。此举不仅大幅提升了定制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还降低了用户的决策成本，

使个性化创作变得更加触手可及，进一步推动了二次元个性消费市场的发展。 

4.3. 智能设计系统：生成式 AI 在商品设计中的应用 

为满足高端用户的创作需求，利用生成式 AI、计算机图形学与 3D 建模技术的相结合，从而打造一

套智能辅助设计系统，可以使服装与道具的设计过程更加高效与智能化。AI 能够自动生成高质量的设计

草图，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自由调整细节，并实时预览最终效果。同时，平台针对二次元社交电商市场

备受青睐的个性化周边商品，如拍立得、徽章、小卡等，推出 DIY 定制功能。用户仅需上传设计图或在

线编辑图案，AI 即可自动优化细节，使最终成品更加精致。AI 设计的引入，不仅降低了用户的创作门槛，

也极大丰富了平台的商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赋予了他们更强的创作自由度。 

4.4. 动态库存管理：AI 驱动的商品预订与供应链优化 

面对热门商品频繁售罄、冷门商品积压严重的供应链难题，通过借助 AI 技术构建智能预订与库存管

理系统可提供解决思路。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需求，AI 能够精准预测商品的销量趋势，优化补货策略，

实现库存的动态调配。热门商品的预订机制确保用户能够提前锁定心仪的商品，而智能库存管理则有效

降低了缺货率与积压率，提高了整体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同时，AI 还能对市场供需变化进行实时监测，

动态调整库存配置，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流转效率。这一体系不仅提升了平台的运营稳定性，也进一

步优化了用户的购物体验，使二次元商品的供应链管理更加智能化、精细化。 

4.5. 平台效能提升：AI 对用户体验与运营效率的实证影响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使技术融合型次元平台在用户体验与运营效率方面实现了双重跃升。平台能够

精准把握用户需求，提供高度契合的个性化推荐与交互体验，显著提升用户的留存率与订单转化率。不

仅如此，AI 在商品管理、供应链调度与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应用，使整体运营成本得以降低，库存周转率

和资源利用率得到优化，避免了大量库存积压的问题。智能推荐系统对销售额增长贡献显著，AI 驱动的

自动化数据分析和智能客服系统提升了用户服务效率与满意度。可以说，AI 技术的深度应用不仅优化了

平台自身的运营模式，也为整个 Cosplay 产业的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与实践范例。 

5. 人工智能赋能的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 

人工智能技术在二次元社交电商中的应用，为用户带来了更加精准的个性化推荐、更高效的智能客

服以及更便捷的购物体验。然而，这一技术的深入发展也伴随着诸多挑战，包括数据质量管理、用户需

求的动态变化、算法的公平性与透明度问题，以及技术应用成本的控制。如何在充分发挥 AI 优势的同时，

规避潜在风险，成为推动二次元社交电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 

5.1. 风险与挑战 

5.1.1. 数据质量与隐私安全 
AI推荐系统的精准度高度依赖用户行为数据，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直接决定了算法的表现。然而，

二次元用户的兴趣高度个性化，若数据更新滞后，将导致推荐系统难以适应用户不断变化的偏好，降低

推荐的有效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成为另一道严峻挑战。数据泄露和非法访问存在巨大风险[8]，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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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购买记录、浏览习惯等行为数据，若缺乏合理保护机制，极易引发隐私泄露问题，影响用户信任。 

5.1.2. 用户需求动态变化 
二次元文化的流行趋势快速更迭，新番、热门 IP 及潮流内容不断变化，直接影响用户消费需求。若

AI 推荐系统未能及时调整，仍基于过时数据推送商品，用户体验将大幅下降，可能导致用户流失，并降

低对平台的信任度。 

5.1.3. AI 公平性与透明度 
AI 推荐算法在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可能引发“信息茧房”效应。用户持续接收相似内容，降低

探索新鲜事物的可能性，限制消费选择。此外，AI 推荐算法的“黑箱”特性使用户难以理解推荐逻辑，

可能引发对平台公平性的质疑，影响信任感，甚至带来算法偏见问题。 

5.1.4. 技术应用成本的控制 
AI 技术的广泛应用意味着庞大的算力消耗，特别是在处理大规模用户数据和优化复杂推荐系统时，

高昂的计算成本可能成为中小型二次元社交电商平台发展的掣肘。降低计算资源消耗的同时，仍然保持

推荐效果，是提升平台竞争力的关键。与此同时，电商平台还面对着技术实现的复杂性、支付结算多个

方面的技术挑战。电商平台需要集成 ERP 系统、支付网关、物流服务等多个系统和服务，以实现商品管

理、订单处理、支付结算、物流配送等功能，这些系统和服务往往来自不同的供应商，技术架构和接口

标准各不相同，导致集成过程中面临技术不兼容、接口调整困难等挑战[9]。 

5.2. 应对措施 

5.2.1. 建立数据更新机制和权限管理机制 
平台应建立实时数据更新机制，提高算法对用户兴趣变化的适应能力。同时，采用匿名化处理、差

分隐私和联邦学习等技术，确保数据安全，减少隐私泄露风险。此外，引入用户数据权限管理机制，让

用户自主控制数据使用范围，提升平台可信度。 

5.2.2. 构建动态推荐系统 
平台需构建动态推荐系统，结合自然语言处理分析社交平台上的用户浏览与讨论，精准识别热点。

同时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解析用户上传的图片，以优化推荐模型，使推荐结果始终符合用户的最新偏好。

此外还可引入多模态学习，将文本、图像等数据融合分析，提高系统对趋势变化的响应速度与精确度。 

5.2.3. “探索 + 开发”结合 
平台应引入“探索 + 开发”结合的推荐策略，在个性化推荐的基础上增加一定比例的随机推荐，鼓

励用户接触多元内容。同时，采用可解释 AI 技术，向用户提供推荐依据，例如推荐权重或影响因素，提

高透明度。通过用户反馈机制优化推荐算法，确保推荐逻辑合理、公正，减少算法偏见的影响。 

5.2.4. 技术成本控制 
平台可以采用模型轻量化技术，如知识蒸馏与量化计算，以减少计算资源占用，提高模型运行效率。

结合云计算与边缘计算架构，合理分配计算资源，进一步优化运营成本。或通过增量学习机制，使 AI 模
型能够在不断获取新数据的过程中进行优化，而无需频繁进行高成本的全量训练，从而确保推荐系统的

稳定性与高效性，同时降低长期运营的技术支出。 

6. 结论 

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入，为二次元社交电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AI 整合多模态数据优化用户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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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推荐，虚拟偶像增强互动体验，区块链[10]与 NFT [11]赋能去中心化交易与数字资产流通，AIGC 结合

VR/AR 拓展虚拟社交与商业化空间。AI 技术不仅可以提升个性化推荐的精准度，还能够优化内容创作、

增强社群互动，并提升供应链管理的效率，在用户体验与平台运营层面实现双重跃升。但 AI 赋能也面临

数据质量与隐私安全、用户需求动态变化、算法公平性与透明度以及技术应用成本等挑战，通过匿名化

处理、构建动态推荐系统、优化算法透明性、模型轻量化等策略可降低风险，保障行业健康发展。未来，

AI 与多领域深度融合，将推动二次元社交电商向智能化、个性化和沉浸式方向发展，在用户画像、商业

模式创新、数字资产交易和虚拟社交体验等层面实现突破，带来全新消费体验与发展空间，持续关注技

术创新与用户需求融合、平衡 AI 技术优劣，是平台竞争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也为从业者和研究者提供

探索方向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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