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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探讨影响用户使用PaaS型AIGC应用平台意愿的关键因素。通过参与式观察、

用户访谈及平台界面漫游等方式收集数据，结合开放式编码与主轴编码分析，构建了涵盖平台资源属性、

支援属性和活动可供性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平台资源属性(如算力资源、数据容量、镜像应用)通过提

升用户感知有用性直接影响使用意愿；支援属性(如社群支持、界面引导)通过增强易用性间接强化用户

粘性；活动可供性(如算力赠送、推广奖励)则通过降低使用成本与提升体验满意度间接促进用户持续使

用。基于此，提出优化算力资源配置、完善社群服务体系、设计差异化营销活动等建议，为PaaS型AIGC
平台提升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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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s’ willing-
ness to adopt PaaS-based AIGC application platforms.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user inter-
views, and platform interface walkthroughs, data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using open coding and 
axial coding techniques, resulting in a theoretical model encompassing platform resource attributes, 
support attributes, and activity affordanc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latform resource attributes (e.g., 
computing resources, data capacity, and template applications) directly affect usage intention by en-
hancing perceived usefulness; support attributes (e.g., community support and interface guidance) 
indirectly strengthen user engagement through improved usability; while activity affordances (e.g., 
computing power incentives and promotional rewards) indirectly promote sustained usage by reduc-
ing costs and enhancing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se insights,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includ-
ing optimizing comput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mproving community support systems, and designing 
differentiated marketing activiti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
hancing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aaS-based AIGC platforms. 

 
Keywords 
AIGC, Grounded Theory, User Research, Paa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为促进 AI 技术在实际场景

中的创新应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然而，由于来自美西方国家对诸如图形处理器(GPU)等关键

AI 硬件进口的限制，高端计算资源的成本持续攀升。这种高昂的硬件购置及维护费用，导致国内多数中

小企业、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个人用户难以承受先进的 AI 技术应用成本。在此背景下，基于 AI 的生成式

内容(AIGC)应用平台应运而生，其采用按需付费模式而非一次性购买的方式提供 AI 算力，显著降低了使

用 AI 技术的门槛。现阶段，我国的 AIGC 应用平台尚处于发展初期，用户的长期接受度和选择意愿是决

定该类平台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结合网络测评和对平台使用者进行深入访谈

的方法，运用扎根理论分析影响用户采纳的相关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旨在为新兴 AIGC 商业模式的发展

提出建设性意见。 

2. 相关概念与研究评述 

2.1. AIGC 应用平台 

云平台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 [1]。基础

设施即服务(IaaS)涉及提供基本的计算资源，如虚拟化的硬件，包括虚拟机等。平台即服务(PaaS)则进一

步提供了操作系统、开发工具及运行环境，使用户无需操心底层的基础设施管理。至于软件即服务(SaaS)，
则是通过互联网提供完整的软件应用，用户仅需通过浏览器或客户端访问使用，完全免除了对任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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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管理需求。当前我国市场上的 AIGC 应用平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SaaS 型，例如文心一言和

Mjourney 等；另一类为 PaaS 型，像端脑云和蓝耘智算平台等。SaaS 型平台以其低入门门槛著称，而 PaaS
型平台的优势在于它能提供多模态支持、“一键部署”的开源大模型或开发环境等服务，无需用户进行

下载操作。本研究聚焦于 PaaS 型 AIGC 应用平台，原因在于此类云平台能够助力用户迅速部署具备多模

态功能的开源 AI 大模型。这些开源大模型由于其易用性、操作灵活性以及丰富的插件和模型选择，吸引

了来自不同行业的广泛用户。相较之下，诸如文心一言、Midjourney 等 SaaS 平台通常专注于特定领域，

比如文本生成或图像生成，并且因为闭源特性，在专业性和可操作性上可能不及开源模型。因此，对于

有深层次需求的用户而言，PaaS 型云平台往往是更优的选择，这类平台展现出较大的潜在用户群体和发

展空间。 

2.2. 网络平台用户使用意愿 

在以往研究中，用户感知被认为是影响网络服务平台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关键因素。对于在线健康

社区用户而言，用户主要关注平台信息的可靠性、时效性、准确性等[2]；理财平台如支付宝用户，其对

时间、经济、安全等层面的风险感知是影响其使用意愿的关键[3]；对于团购电商平台而言，用户的感知

聚焦于产品价值、服务价值和安全价值等感知价值方面[4]。在一众网络服务平台中，PaaS 型 AIGC 应用

平台拥有一定特殊性，即其提供的并非直接现成的商品或服务，而是算力资源与开发环境。这意味着用

户需要通过深度参与，进行一系列富有技术性、能动性的交互来达到消费目的。在这种使用情景下，平

台本身能提供何种资源、指引，往往成为用户最易感知的属性。而目前学界对这些属性如何影响 PaaS 型

AIGC 应用平台用户的使用意愿尚未开展深入研究。 

2.3.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自 20 世纪 60 年代由社会学家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塞

尔姆·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提出以来(Glaser & Strauss, 1967)，便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获得了广泛应用

[5]。该方法强调通过系统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来构建理论，特别适合于探索那些尚未有成熟理论指导的社

会现象或问题。扎根理论的核心在于从数据中“发现”理论，而非预先设定理论框架，这使得它成为一

种高度灵活且强大的研究工具。胡翼青在其关于传播学的研究中指出，扎根理论能够有效地揭示复杂、

多层次的社会现象背后的逻辑关系。通过对原始资料的细致编码和范畴化，研究者可以识别出核心范畴

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而发展出基于经验数据的理论模型[6]。 

2.4. 相关研究评述 

综合对以往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网络服务平台的用户研究多集中在电子支付、网

络购物等方向，而对新兴的 AIGC 应用平台的关注较少。虽然已有学者开始对这一类重要的网络商业平

台开展用户使用方面研究，但却未对 AIGC 应用平台进行分类，而是以软件即服务(SaaS)类型 AIGC 应用

平台如文心一言、通义千问等代表整个 AIGC 应用平台。而平台即服务(PaaS)类平台与软件即服务(SaaS)
类平台在平台资源提供、运营模式等方面存在不小差异，因此，对 AIGC 应用平台的研究也应具有针对

性并在开展研究前加以确定研究对象的类型。此外，学界有关 PaaS 类 AIGC 应用平台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段，有关其用户使用意愿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少，尚未有研究对用户使用意愿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探索，

对后续研究造成了一定阻碍。而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 PaaS 类 AIGC 应用平台用户使用意愿进

行研究，不仅有望填补目前学界对于 PaaS 类 AIGC 应用平台用户研究的空白，促进学者理解不同类型

AIGC 应用平台用户的使用行为差异，还能实现对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指标的提取与维度

划分，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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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 

当前 PaaS 类型的 AIGC 应用平台用户主要活跃于微信、Discord 等网络社区中，分享使用心得和讨

论遇到的问题。同时，不少网络博主也会制作视频，对各类平台进行评测或与观众交流使用体验。基于

此，在收集探索性资料时，本研究将采取观察、数字界面漫游以及访谈三种方法。首先，选择了三家在

市场上较为知名的 PaaS 型 AIGC 平台——“*脑”、“**云”和“*耘”，作为研究案例，并在与这些平

台的运营团队沟通后，以观察者的身份加入了 6 个相关的微信群组进行数据收集。重点收集了用户对于

特定功能的反馈、遇到的技术问题及其他建议。此外，从互联网上搜集了四份关于 AIGC 平台使用的评

测视频，整理其内容及评论区的意见形成文档。随后，笔者亲自体验这三个平台的功能与交互特性，采

用了莱特(Light)等人提出的一种针对社交媒体应用的研究方法——“APP 漫游法”的理念，但将其应用

于互联网平台的研究，旨在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深入理解平台的服务和功能多维度的可用性特征[7]。最终，

通过与平台的合作，我们挑选了 10 位 AIGC 平台的用户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涵盖个人基本信

息、平台使用体验及对平台属性的认知等方面。同时，还与两个平台的部分运营人员进行了交流，获取

了补充信息。这样，本研究结合自身体验和他人评价两方面视角来探讨平台的可用性，力求全面且科学

地分析可能影响 AIGC 应用平台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 

4. 实证分析 

在本研究中，所有的参与式观察与数字平台漫游工作均由笔者独立完成，而访谈环节则得到了来自

两个不同 AIGC 应用平台工作人员的支持与协助。通过这些方法搜集到的质性研究资料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基于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所获得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用户在使用 AIGC 应用平台时

的体验、遇到的问题及其反馈意见；第二类则是采用平台漫游法获取的图文记录，内容涵盖了对 AIGC 应

用平台功能特性和操作路径的全面探索。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ain functional interaction pathways of the AIGC application platform 
图 1. AIGC 应用平台主要功能交互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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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平台界面漫游 

通过对三个 AIGC 应用平台的界面漫游，笔者获得了直接的使用体验，并从实践角度初步理解了这

些平台的感知价值。将这些探索经历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并制作了描述平台功能交互路径的示意图(见
图 1)。这类云平台的基本操作流程包括：用户登录、购买所需的计算资源、挑选适合的 AIGC 模型、等

待实例创建和资源分配，最后运行模型。在探索过程中，笔者注意到这些平台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它

们提供了广泛的 AIGC 应用类别，覆盖了从计算机视觉到基础镜像等几乎所有的 AIGC 应用及相关的大

规模模型。其次，这些平台通常配备了用户引导服务，帮助用户更轻松地启动所选的 AIGC 应用。此外，

算力服务的稳定性也是这些平台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在使用“*耘”平台时，笔者没有遇到服务器断

开或模型运行卡顿的问题，表明该平台的算力服务相当稳定。然而，在尝试“*脑”与“**云”平台时，

遇到了诸如模型运行中断以及重新启动实例失败的情况，显示出这两者在稳定性方面可能存在的挑战。

这些通过亲身探索获得的见解，为后续研究阶段中的访谈和编码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支持，有助于确

保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样的方法不仅加深了对各个平台特性的理解，也为进一步分析影响用

户体验的因素奠定了基础。 

4.2. 开放式编码与主轴编码 

本研究利用专业质性分析软件 Nvivo 15 进行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并将编码结果与通过平台漫游

法及社群用户反馈记录获得的数据进行对比，以进一步完善编码的准确性和全面性。编码工作由笔者与

一位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共同完成，两人各自独立进行编码工作，确保视角的多样性。在正式编码前，

两位编码员均接受了关于 AIGC 应用平台相关知识的系统培训，深入理解了 AIGC 相关的基础概念及其

应用场景。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本研究选取了三份网络测评文案和八位用户的访谈记录作为主要编码材料。采

用边阅读边建立节点的方法，在 Nvivo 中逐步构建编码框架。经过细致筛选，去除了与平台属性关联不

强的节点后，共建立了 165 个参考节点，并将其归纳为 53 个初始编码节点(即初始概念)。这些初步概念

涵盖了用户体验、功能特性、服务支持等多个方面。随后，基于开放式编码的结果，编码员进行了进一

步的主轴编码，旨在识别出更高级别的范畴。通过对初始节点的深入分析和整合，最终提炼出了 25 个子

范畴，并进一步归类为 10 个主范畴(见表 1)。 
 

Table 1. Spindle coding table 
表 1. 主轴编码表 

范畴 描述 主范畴 

显卡规格 用户可选的最高品质的显卡的规格，如 4090 (D)、专业计算卡 H100 等 
配置选择 

显卡种类 用户是否可根据需求选取多个档次的显卡，如 4060、4060ti 等 

基础数据容量 平台免费提供给用户的云储存空间容量 
数据容量 

拓展数据容量 处理大型项目时，用户付费后能使用的云空间容量 

模型镜像 平台提供的 AIGC 应用的镜像数量 
镜像应用 

基础框架 平台提供的基础开发环境与基础框架的种类 

运行流畅 在平台运行 AIGC 模型或利用环境编写代码时受显存影响的使用流畅度情况如卡

顿、崩溃等异常状况 
算力资源 实例创建耗时 创建某个新实例到开始运行时的所需时间 

再次启动耗时 再次启动实例，重新分配显卡时，所需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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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客服答疑 社群中平台客服能即时解决用户的各种问题 
社群支持 

用户交流 社群中，用户间可以共同交流使用经验与心得 

教程引导 平台提供视频或图文教程，指引用户完成创建实例等操作 
界面引导 

界面交互 平台的 UI 设计，各种交互功能按键能帮助用户快速操作 

算力赠送 用户能通过平台举办的一些活动获得免费算力 平台活动 
可供性 推广奖励 用户能通过推广平台的方式得到奖励 

算力定价 平台算力资源的具体定价，每单位人民币与算力资源代币的换算比例 

平台使用成本 
算力消费方式 平台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算力消耗计费如按秒、分钟、小时、天等 

算力计费规则 平台规定何种情况下消耗算力，如待机、上传、下载数据时是否计算算力消耗等 

算力折扣 平台是否提供给用户充分的算力价格折扣 

生产效率 用户能利用平台的云算力资源更快速地完成 AIGC 作品 

平台有用性 生产可能性 用户能利用平台的云算力资源完成本地运行无法完成的工作 

生产质量 用户能利用平台的云算力资源拓宽作品的质量上限 

启动难度 用户每次创建新实例时操作的繁简程度 

平台易用性 传输难度 用户上传、下载资料、数据、模型等文件时操作的繁简程度 

拓展可能性 用户在平台提供的模型、环境中自主安装插件的难易程度 

4.3. 扎根理论模型构建与分析 

根据主轴编码结果构建扎根理论模型(见图 2)。 
首先是平台资源属性，它涵盖了配置选择、数据容量、镜像应用和算力资源四个维度。配置选择指

的是平台能够为用户提供的硬件规格选项，其中显卡规格尤为重要，因为显存大小直接影响模型运行的

效果。数据容量则涉及平台所提供的云端存储空间，包括基础免费空间以及在处理大型项目时可付费扩

展的空间大小。镜像应用指的是平台内置的多模态 AIGC 应用镜像或基础设施，而算力资源关注的是平

台运行的流畅度，以及实例创建与重启时的速度。充足的算力资源确保了 AIGC 模型的高效运行，并减

少了用户等待时间。用户对平台资源属性的感知会直接影响用户对于该平台是否有用的判断，进而影响

用户对平台的使用意愿。因此，平台有用性，即平台在帮助用户提升其创作效率、质量等方面的属性，

其实在平台资源属性对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中发挥着一定程度上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平台资源属性

是通过平台有用性这个中介因素，影响着用户的使用意愿。 
其次，平台支援属性包含社群支持和界面引导两个方面。社群支持意味着用户能在平台社群中获得

的帮助，如来自技术客服的专业解答和其他用户的互助。界面引导则涉及平台交互界面的设计质量及视

频、图文教程的有效性，这些都旨在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平台功能。平台支援属性会直接影响用

户对平台是否容易用，即平台易用性的感知。而平台易用性越强，用户在平台使用过程中就越容易将平

台资源转换为自己满意的 AIGC 作品，提高自身的创作效率与质量，其对平台有用性的感知也会进一步

强化。由此可见，平台易用性不仅在平台支援属性对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它同时也

与平台有用性保持着紧密的相关性。用户对平台是否易用的感知是通过平台有用性转化为对平台使用意

愿的影响，平台有用性再次发挥了充当中介因素的作用。 
除此之外，平台活动可供性指的是平台通过推广奖励、算力赠送等活动提供给用户的额外福利，使

用户有机会免费体验平台的算力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摊了用户平台使用的成本，从而间接影响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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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使用意愿。也就是说，平台活动可供性虽然可能并不会直接影响用户对平台的使用意愿，但是却能

通过平台使用成本这个中介要素产生影响，即在这条影响路径中，平台使用成本因素发挥了中介性的作

用。 
 

 
Figure 2. Diagram of grounded theory model construction 
图 2. 扎根理论模型构建图 

 
为了确保编码科学性，本研究对编码结果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利用剩余资料进行进一步的编码分

析。结果显示，并未出现新的范畴，这表明本研究所进行的维度划分在理论上是充分且饱和的，从而验

证了理论框架的完整性和合理性。 

5.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讨平台的资源、支持与活动的提供能力对用户使用 PaaS 类型 AIGC
应用平台意愿的影响。研究结论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种新兴网络服务平台的运营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5.1. 平台资源属性的基础性作用 

在当前 PaaS 模式下的 AIGC 应用平台中，提升算力资源的供给能力应被视为首要任务。这不仅意味

着要为用户提供多样化且规格较高的显卡资源，也要求确保平台自身的算力储备能够满足需求。简而言

之，就是用户无需长时间等待显卡分配。通过与用户的交流以及三个月的实际使用观察，我们发现了一

个共性愿望：即希望在需要时能立即获得空闲的显卡，并保证运行过程中的流畅性。然而，在特定时间

段如工作日的早晨或节假日，由于用户对算力需求的激增，可能会遇到指定型号显卡短缺、排队时间过

长以及模型运行不稳定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不应单纯地通过增加显卡数量来解决，因为这样会增加

维护成本。相反，建议采取“开源节流”的策略，一方面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灵活调整显卡配置的数量；

另一方面，鼓励用户错峰使用，比如在夜间等非高峰时段提供一定的算力优惠，以提高显卡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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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PaaS 类型 AIGC 平台用户基数的增长，各平台越来越重视算力资源的供应优化，使得这种资源

逐渐成为一种基础性的服务，只有在出现短缺时才会被用户注意到。这意味着用户对于平台算力供给的

关注度正在下降。因此，除了强化算力资源的供给外，还应关注其他类型的资源支持。例如，对于从事

科研和工程工作的用户来说，数据存储空间的大小至关重要。如果平台提供的基本云储存空间不足，将

迫使用户额外付费购买更多空间，从而影响用户体验。对此，可以考虑允许用户连接第三方云存储服务，

如百度云盘，以此减少对平台自身存储资源的依赖，同时提升用户体验。 
另外，通过对几个主流 AIGC 平台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尽管这些平台在提供如 Pytorch、Miniconda

等编程工具的基础镜像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在多模态 AIGC 应用模型的支持上则存在较大差异。有的

平台专注于图片生成模型及其相关的工作流程，而另一些则提供了涵盖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多

个领域的多种模型。显然，丰富并优化这些应用模型的种类和质量，是各平台未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

向。 

5.2. 平台支援属性的推动性作用 

平台的有用性无疑对用户的使用体验满意度及其持续使用的意愿产生直接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平台的易用性和支援属性也是影响用户对其有用性感知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即使一个平台具备

强大的功能和丰富的资源，如果这些优势无法被用户有效利用以达成其工作目标，那么这些特性对于用

户来说也无异于空中楼阁。因此，为了提升用户体验并促进其持续使用，平台需要着重增强其支援属性，

并将提高易用性作为关键的发展与优化方向。 
具体而言，除了在 UI 设计上进行优化，确保交互界面简洁直观外，平台还应致力于提升社群服务质

量。社群模式能够极大地促进企业与用户之间的深层次交流互动[8]，而用户对社群价值的认知对于品牌

的销售推广至关重要[9]。特别是对于 PaaS 类 AIGC 应用平台而言，社群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解决用户在使

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方面。这些问题可以大致分为技术问题(如“部署大模型启动失败”)和创作问题(如
“flux 推荐怎么选”)两大类别。通过有效地解答这些问题，平台不仅能够帮助用户克服困难，还能让用

户形成“平台容易上手”的正面印象。 
目前，虽然各平台普遍设立了品牌社群，但大多数仅限于微信工作群的形式，且技术支持主要集中

在工作日客服值班期间。这导致了周末或非工作时间出现用户提问无人响应的情况，例如，“*脑”用户

社群中多次发生用户@客服却得不到及时回复的现象。针对这一挑战，本研究建议根据用户需求建立专

门的社交媒体社群，比如设立专注于解决技术难题的技术支持社群以及用于分享创意经验的创作讨论社

群，以此替代单一的用户交流渠道。同时，还可以邀请资深用户参与其中，辅助客服团队解答问题，从

而进一步提升社群的服务质量和响应效率。 

5.3. 平台活动可供性的影响 

以往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企业通过举办数字营销活动可以有效增强用户对商品价值的认知，进而提

升其消费意愿[10]。然而，对于提供平台即服务(PaaS)或软件即服务(SaaS)类型的 AIGC 应用平台而言，

这种直接的价值感知机制可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不同于传统的实体产品销售模式，这类平台主要依

靠基于使用量的计费方式为用户提供算力资源和服务。因此，用户的消费行为更多体现为一种持续性的

过程消耗，而非一次性购买决策。针对这一独特的商业模式和用户消费习惯，研究表明，平台活动的可

供性能够通过降低使用成本和增加用户体验满意度两条路径间接地影响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具体而言，

平台所策划和组织的各种营销活动不仅可以直接提升用户对平台的好感度，还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服务效率等方式来提升算力使用的性价比，使用户感受到更高的服务价值。例如，一些平台可能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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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限时优惠活动，或是根据用户的使用历史提供个性化的折扣方案，以降低用户的实际支出。同时，通

过定期更新系统功能、改进算法性能等措施，可以显著提高用户体验，使得用户在享受高效服务的同时

感受到物超所值。 
因此，对于 PaaS 或 SaaS 类型的应用平台来说，成功的营销活动不应仅仅局限于价格上的优惠，更

应该着眼于提升服务质量，优化用户体验，增强用户粘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

出，赢得用户的长期信赖和支持。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营销策略，才能确保

平台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保持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这将有助于构建一个积极向上的

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平台、用户和技术共同成长，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6. 结语 

AIGC 应用平台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已经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未能

对不同类型的 AIGC 平台进行明确区分，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软件即服务(SaaS)类型的平台上，如文心一

言和通义千问[11] [12]。这种倾向导致了对 PaaS 类型 AIGC 应用平台的研究不足，限制了我们对于这两

类平台之间差异的理解。本研究聚焦于 PaaS 类型 AIGC 应用平台，旨在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并帮

助学界更好地理解这两类平台之间的区别，避免将它们混淆。通过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本研究深入探

讨了 PaaS 类型 AIGC 应用平台的资源属性、支援属性以及活动可供性这三个关键维度，揭示了影响用户

持续使用意愿的具体路径。基于这些发现，本文为 PaaS 平台的实际运营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需要指

出的是，本研究采用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属于传统质性研究范畴，且开展研究依据的经验材料为部分核

心用户的访谈记录与测评文本，无法覆盖多数普通用户。因此，研究结果的主观性较强，且在普适性方

面有所欠缺。但尽管如此，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未来相关研究可参考

本研究对于 PaaS 类型 AIGC 应用平台用户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的指标提取与维度划分结果，设计量表，并

基于此开展统计分析，从定量的视角得出更具有推广性的结论。此外，随着算力租赁市场用户基数的不

断扩大及需求的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加入了向用户提供算力这一新兴竞争领域。面对日

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平台必须考虑如何构建自身优势以确保其不可替代性。后续研究者也可以从分析

平台可替代性的角度出发，提出更多有助于平台长期发展的宝贵策略。这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 AIGC
平台运作机制的理解，也为行业提供了指导方向，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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