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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分析了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驱动下电商用户消费决策过程的变化。研究表明，AIGC技术通

过个性化推荐、智能客服、内容创作等多种方式，显著提升信息获取的广度与深度，拓宽信息渠道并提

高内容精准度。这一技术不仅促进用户认知水平的提高和用户评价体系的完善，还推动消费者决策行为

路径的革新，压缩链式决策流程，形成人机协作机制。AIGC技术的应用为电商平台带来了更高的效益，

提升用户体验和满意度。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电商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为电商平台如何更好地

应用AIGC技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提供了指导，同时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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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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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 driven by 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IGC tech-
nolog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broadens infor-
mation channels and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content through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in-
telligent customer service, content creation and other methods. This technology not only enhances 
user awareness and improves user evaluation systems, but also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con-
sumer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path, compresses the chain-lik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forms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The application of AIGC technology has brought 
higher benefits to e-commerce platforms, improving user experience and satisfa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field, pro-
vide guidance for e-commerce platforms on how to better apply AIGC technology to meet consumer 
needs, and als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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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大力发展数字商务，全面加快商贸、物

流、金融等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优化管理体系和服务模式[1]。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即人工智能根据已有数据的学习和识别，实现文本、图像等相关内容生成

的技术，已经在多个领域广泛应用，尤其是在电商领域之中。电商领域的市场规模庞大并且拥有不可估

量的目标客户，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在 AIGC 驱动下的电商平台为用户提供

了更加多元化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消费者的关注。AIGC 技术在电商平台的多方面应用为电商的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与渠道，因此，接入 AIGC 技术能够助力电商领域的迅速发展，满足消费者日

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者的用户体验，为电商平台产生更为长远的利益，同时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在 AIGC 技术的影响下，电子商务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智能和个性化，内容采集方式的升级也

改变了用户的认知评估和购买行为。基于此，本文针对 AIGC 驱动下的电商用户消费决策过程中的信息

获取、认知评价和购买行为部分展开逐一分析。 

2. 信息获取机制的协同优化 

2.1. 多元渠道整合：从单向传播到智能触达 

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电商用户并不满足于传统单一的信息获取方式，而是渴望接收来

自不同角度与层面的信息，以此更加全面地了解目标商品；同时为了适应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信息获取

的手段需要更加便捷效率，AIGC 技术带来的个性化推荐很好地节省了用户接收信息的时间。 
商户利用 AIGC 技术，根据用户购买记录、浏览历史等，分析用户喜好并向用户做出个性化推荐，

从而提升用户在信息接收阶段的体验感，同时提高了营销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对于用户而言，个性

化的推荐使其能够更快地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商品，节省了时间，也避免了因为信息过载而产生的选择

性困难。除了传统的购物平台，大部分社交媒体也为电商商家和用户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平台，通过主播

直播带货、视频推广、发帖安利等形式进行信息传播，不局限于用户出于理性地主动搜索，发掘其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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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内在需要。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AIGC 对用户进行行为分析，将用户有可能感兴趣或需要的内容进

行推送，提高用户的满意度，拓宽受众的认知渠道。同时，个性化的信息推送能够动态更新，根据用户

产品偏好的改变而改变，更具主动性，使用户体验感更佳[2]。 
同样，AIGC 技术在智能客服方面的应用也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诸多餐饮

品牌就通过引入了以 AIGC 技术研发的智能客服，通过 app 或小程序内用户历史的购买记录和搜索习惯，

向其推送可能会感兴趣的美食饮品。借助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智能客服可以及时响

应用户需求，不论是菜单推荐还是订单查询，进而提升用户满意度，同时收集相关反馈，对商品和服务

不断进行升级。通过智能客服系统多页面回复用户讯息，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时间成本，基于大数

据算法，智能客服将更加丰富多样的内容呈现给用户，给予其更丰富的选择。从国际化需求角度出发，

为了方便外国用户使用，智能客服解决了传统人工客服的语言沟通障碍问题，为跨境电商提供了多样化

的可能，有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新发展格局。 
随着底层技术和基石模型的持续突破，AIGC 或将颠覆传统意义下内容的生成方式和业态复合，其不

再局限于简单的模型训练和数据分析，而是转向技术驱动下内容生成逻辑及产出模式的模仿学习、需求

定位下模型结构的性能优化和目标导向下生成内容的黏性互动，进而延伸出更加优势的内容生成能力和

创新扩容能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内容的智能化升级[3]。2023 年 7 月，京东在京东云峰会宣布推出其自

主研发的言犀大模型，单从一张商品图出发，言犀大模型就能够根据图中商品快速生成产品推广所需的

宣传海报与详情页，极大地降低了产品营销的成本和周期，更加方便用户获取所需的信息[4]。同时，此

类人工智能生成工具能够通过收集产品各层面的数据，进行加工整合，最后生成产品推广内容并发布在

传统电商平台或新兴社交媒体上，从而达到拓宽商品宣传渠道的效果。电商用户在浏览社交媒体时无需

主动搜索，AIGC 技术即可实时推送相应商品的广告页，节省了以往用户为了查找目标商品的相关信息，

在各种平台收集资料并对其产品特性、功能、价格等方面对比的时间和成本，甚至可以获得更多较以往

容易忽视和难以查阅到的信息。 

2.2. 精准内容匹配：大数据驱动的定制服务 

AIGC 技术为电商平台用户的信息获取内容带来了许多改进，其生成的图形、视频和音频等多样化的

内容形式，使得信息丰富程度不断完善。依托对用户的深度数据分析和挖掘，AIGC 技术能够智能地向目

标用户推荐产品，实现用户所需的定制化服务。通过结合大数据算法模型，产品信息的真实性相较之前

也有所提高。 
AIGC 技术使得电商内容创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字描述和图片展示，而是拓展为视频、音频、动画

等多种形式。当下多数品牌都推出了数字虚拟人，打造年轻化的 IP 内容，使品牌快速融入数字化时代，

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虚拟数字形象的打造能够精准吸引特定消费群体的目光，焕发产品新活力。新华

社报道，某商家用 AI + DeepSeek 做跨国生意，只需要对着镜头说“12345”就能生成几十种语言视频，

凭借这项技能几十秒就“卖空”了一款袜子，打破了不同国籍带来的语言沟通障碍，为中国商品走向国

际化提供了参考答案[5]。AIGC 技术将多样化内容精准投放给目标用户，既满足了用户需求，也丰富了

内容形式。颠覆了对传统电商营销手段的认知。 
构建多维度的用户行为画像也是提升信息投放精准度的一种方式，AIGC 技术收集并分析用户的购

买记录、兴趣爱好和历史搜索记录等各方面数据，再结合市场趋势及需求量来构建精细的用户画像，借

此为电商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这种服务不仅仅局限于商品本身，还包括商品相关的优惠信息和使用评

价等，使用户能够更加迅速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商品，由此购物满意度也随之上升。用户的喜好或需求

常常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改变，当这种需求或喜好发生更改时，AIGC 技术就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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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生成式对抗网络(GAN)技术实现用户画像的动态更新，及时调整用户画像以满足需求来保证用户行

为画像的时效性。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始终保持定制化服务的高精准度，提升用户的忠诚度并增加用户

的回购率。 
2023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提到：“基于服务类型特点，

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透明度，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6]。随着算法模

型的优化与迭代，采用先进的生成式对抗网络(GAN)和深度学习模型(Transformer 模型架构)，帮助模型更

好地理解和生成更为优质的内容。而算法模型的升级需要建立高质量的训练数据集，可靠、权威和官方

的数据是建立高质量训练数据集的关键来源，以此减少生成数据内容的误差。商家利用这些权威可靠的

数据向用户展示其所需要的商品特性，参数和使商品信息变得透明，达到积累口碑的目的。电商用户就

可以通过升级后的算法模型获取更加真实可靠的商品信息，降低购买到虚假伪劣产品的风险。 

3. 用户认知评价的智能升级 

3.1. 赋能认知迭代：从碎片整合到深度决策 

AI 生成内容(AIGC)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显著重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逻辑，其高效性、多样性和动态交

互能力为个体认知世界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技术赋能的“信息洪流”也催生出新的认知挑战：

用户不再仅仅被动接收信息，更需主动对 AIGC 输出进行价值筛选、逻辑验证与情感解读。这一转变要

求研究者将关注焦点从“技术生成能力的改进”转向“人类认知水平的升级”，深入探究用户如何基于

个体经验、社会语境和心理预期对 AI 信息进行意义建构和质量评价。唯有认清技术输出与人类认知的交

互边界，方能真正理解 AIGC 在个体决策、知识内化及社会信任构建中的深层影响。 
认知水平指的是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主要包括判断能力、思维框架的构建和记忆力等方面。面对一

件事物如果能快速看透其本质并且做出正确判断，就可以称之为高认知水平。高认知水平有利于我们正

确认识自己的能力，减少做出错误行为的频率。 
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来源是零散多样的、缺乏完整信息的，让人很难在知识间建立联系，也就是通

常所说的信息碎片化。就比如以往人们对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感兴趣，只能在电视上完整观看，而新媒

体平台的兴起，尤其是抖音、小红书、bilibili 等社交平台，人们就能够通过解说切片等形式了解内容，看

似在短时间内获取了大量知识，其实只是得到一堆碎片，这样的碎片化信息无法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再比如互联网时代兴起的直播带货，带货主播可能会通过立人设、饥饿营销等形式引导消费者购买产品，

消费者到手后才发现对自己并无太大用处只能闲置，浪费时间精力。信息的碎片化导致用户无法进行深

度思考，做出相应判断，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减弱，从而导致认知水平的下降。 
AIGC 技术依靠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强力支持，通过网络爬虫数据采集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NLP)、线性判别式分析(LDA)模型等，可以提取出信息中的关键词，生成简洁的层次清晰的摘要，从

而突出最核心重要的观点，将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整合。在电商领域，AIGC 可以自动总结历史用户购买后

的评价与反馈，对商品生成新的关键词描述，而新用户可以通过这些关键词快速了解商品，在脑海中建

立起关于商品特性大致的知识结构框架，进一步提升了电商商家的营销能力。AI 试衣间为电商用户带来

全新的网购体验，购买产品不再局限于通过商家描述产品特性，能够“穿上”样衣再决定是否购买，实

现从单向的信息传递到互动型双向认知的升级，信息的形式也从平面走向立体。 
在使用 AIGC 技术时，用户也需要判断其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培养批判性思维。如果在建

立 AIGC 的训练数据集时，数据虚假或存在偏差，其所生成的内容也可能会总结失误，引导用户做出错

误决策。那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成为帮助提高电商用户认知水平的重要途径，在解决问题时觉醒批

判性思维。提升批判性思维的同时提高了人的认知水平，在数据获取时过滤掉不必要的或虚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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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是一味地去被动接收，也要主动赋能。艾瑞发布的《2023 年中国消费者洞察白皮书》中指出个人

消费理念和管理体系已经趋于完善，“在保持科学消费观的前提下，许多消费者已经形成自己的购物风

格，看重性价比、按计划购物的消费者占比达到 80.4%”[7]。在 AIGC 时代下，消费者为了在人机协作

中保持主动性，一定要保持人格的独立。 

3.2. 构筑动态评价：从真实悖论到效率平衡 

作为电商平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户评价体系既是用户对服务于商品本身表达意见的渠道，又可

以通过收集和总结电商用户对商品或服务的评价与反馈，为商家提供改进服务或升级产品的方案，也为

电商用户做出购买决策提供参考。 
近年来，呼吁通过引入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来支撑数字营销向数智化转型的声音越来越多[8]。新

型用户评价体系从传统的评价体系出发，基于传统的消费者评价，筛选出商品特性的关键词，总结近期

的好评率，从而方便用户对商品做出考量。但是由于评价机制的繁琐，并且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用户

对评价行为较为敷衍，参与积极性不高。为了解决该问题，拼多多推出了“种草达人”计划，该项计划可

以使用 AIGC 技术为优质评价生成创意海报和视频，给予用户相应奖励，鼓励用户进行高质量的评价，

实现了电商平台与用户的双向共创，重塑了用户意见表达的途径。同时，AIGC 通过多维度机制对抗虚假

评价：在检测层面，利用 NLP 分析文本特征(如语言模式、情感一致性)并结合行为分析(评价频率、账户

异常)识别可疑内容；同时采用多模态验证确保文字、图片、视频的真实性。在防御层面，通过生成真实

性对比评价、建立动态验证系统(如区块链溯源)和持续对抗训练提升模型检测能力。这些技术手段构成

“检测–拦截–预防”的全链条防御体系，既能实时识别机器生成或人工刷评的虚假内容，又能通过算

法迭代应对不断演变的造假手段，最终提高内容的真实性。 
AIGC 技术还可以根据浏览记录，主动征集用户的意见，生成个性化调研问卷，与传统的用户评价与

反馈机制结合，AI 生成改进报告，为商家的服务进行评价，同时对产品升级提出意见。AIGC 技术将用

户反馈转化为可执行的营销策略，推动商家从被动地接收响应问题到主动解决问题转变，进行数字化升

级，提高效率。其核心价值在于规模化捕捉用户声音、智能化生成优化方案和战略化品牌升级，实现“技

术 + 人文”有温度的共鸣。 
面对单一的产品信息，消费者不得不寻找其他依据来辨别这个内容是否对自己有用，但由于“刷好

评”的现象层出不穷，无法直接筛选出真实可靠的评价，容易出现盲从行为。王天予认为，“因为在无法

看到实物只有产品图片的情况下，评判产品质量的数据就相对很少了，当某种商品出现有多人购买和无

数好评的时候，消费者就容易对这种商品产生认同，从而引发购买行为”[9]。评价信息利用率低的问题

在 AIGC 技术没有得到应用之前是普遍存在的，淘宝推出的“问大家”功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点。未购

买某商品的用户可以在“问大家”板块中提出疑问，AIGC 技术将这些问题推送给已购买的用户，这些用

户根据自身经验回答相应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评价信息利用率低的问题，提高了商品的转化率和购买

率。 

4. 消费决策路径的链式重构 

4.1. 流程压缩：从线性决策到即时响应 

消费者购买决策一般可分为五个阶段，即认知需要、收集信息、选择评价、购买决策、购后评价。在

AIGC 的推动下，电商链式决策流程较传统模式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重构了电商决策逻辑，从“人找信

息”转变为“信息找人”，用户的需求如今更倾向于个人兴趣和社交推荐，容易受到内容质量和创意的

影响[10]。与大数据算法的结合，AIGC 能更精准地为用户画像，从而预判用户需求，直接推送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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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收集信息的时间，使用户得到个性化的满足。认知需要与信息收集之间形成了无缝衔接，收集的

时间被压缩，进入决策的时间被提前。 
用户跨平台收集信息的繁琐程度会显著影响购买的决策。对于非刚需的产品，如果信息收集的过程

越繁琐，用户的购买欲望就会越低。AIGC 技术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AIGC 技术将该商品的多平台数

据进行总结并整合成清晰的条目并融入用户评价，为消费者提供更真实的决策依据带来不一样的购物体

验。AIGC 技术使信息收集过程实现从多元搜集到一站式的生成，将信息收集和选择评价过程合并，使产

品推广效率大大提高。 
传统模式下用户习惯于在多种评价中反复权衡，这种权衡行为大大降低了用户做出消费决策的时间，

而且评价会随着商品的升级和时间的迁移发生变化，用户很难及时跟进。AIGC 可以通过对实时数据的监

控生成动态内容，推动消费者快速做出“最优解”选择。选择评价到购买决策实现了路径短路化，提高

了商品成交率，节省用户的时间成本的同时做出决策的效率也得到了提升。因此，电商企业需要考虑消

费者行为在数字化环境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如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深入分析消

费者的在线行为模式，预测其需求变化[11]。 
AIGC 技术不仅压缩了决策链条，未来还将重构用户与商品之间的关系。AIGC 与 AR、VR 结合，提

升沉浸式消费的体验，例如得物 app 将鞋类产品的 3D 模型上传至商品页面，用户可以 360 度旋转来了

解产品的版型等。当用户点击“减少推荐”后，通过算法迭代，AIGC 技术自动改进推荐的商品，减少带

有同类关键词产品的推荐，并实时调整模型。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LP)能够实现对于文本内容和情感内容

的理解与处理，拉近人工智能与消费者的关系，与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使其生成的内容更加有“人味”，

提高消费者的购买率。 

4.2. 人机协同：从数据驱动到情感共鸣 

电商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电商商家为吸引更多消费者，需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同时控制运营成本。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协作机制，需要一种能根据商品特性自动生成相应传播内容、人机协作交互能

力更强、可以显著提高营销效率的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而 AIGC 技术的突破为这一机制的实现提供了可

能性[8]。AIGC 技术承担重复性任务，从而释放人力专注于高价值工作，如策略制定，用户体验优化等。

消费者对购物体验的期望日益增长，需要千人千面的推荐和定制化服务，个性化、互动化的过程可以显

著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AIGC 驱动下的人机协作正在重塑电商领域的竞争格局，该协作机制的本质是“数据智能+人类创造

力”的深度融合。纵观人机交互过去数十年间的发展，从初期的以技术为中心目标的设计(Technology cen-
ter design, TCD)，发展为以商业为中心的设计目标(Business center design, BCD)。但现今，以用户为中心

(User center design, UCD)目标的设计正在成为设计的主流[12]。通过合理分工、技术赋能和伦理规范方面，

人机协作可以实现效率与创新的双重突破，在效率与人性化之间寻求平衡，既推进技术革新又保留人性

的温度与创造力。这种协作模式的形成本质上是技术进化，业务需求升级和数据智能融合的结果。 
人机协作的核心模式是分工协作模式。算法迭代的升级使 AI 能够负责简单重复的任务，比如商品的

信息录入、图文生成和基础的客服应答等。AI 生成初稿后，人类负责做出复杂的决策，人工审核内容的

准确性、法律合规性和情感适配性，再反馈数据用于模型微调，使 AI 可以同步学习人工解决方案，发布

在电商销售平台。 
此外，深度个性化是 AI 与人类协作的努力方向之一，AI 通过深入学习人类语言来升级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人工的电商企业将不再是“技术替代人力”，而是通过人机协同构建难以复刻的竞争优势。依

赖于 AIGC 智能采集数据、自动生成内容的技术优势，能够实现对数据的高效处理和传输应用，促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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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台人机协作由经验型决策向数据驱动型决策转型升级[13]。 

5. 结语 

本研究对 AIGC 驱动下电商用户消费决策过程展开了全面的考察与分析，对于电商平台而言，积极

应用 AIGC 技术能够提升用户的服务体验，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进而提升平台的竞争力

和市场份额。AIGC 技术在电商领域的应用让电商用户消费决策过程产生极大地转变，不仅加强两者之间

的协同机制，还大大提高信息收集的效率。同时，AIGC 技术是用户认知水平和评价体系提升的优秀渠

道，用户将更理性、更全面地评价产品，进而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此外，AIGC 技术通过简化购买流

程为电商平台带来更高的效益，革新消费决策行为路径。人机协作机制的出现，为电商领域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实现用户成长与服务优化双循环的机制。 
此外，AIGC 技术在电商用户行为预测、情感分析等方面的应用潜力值得进一步探索。随着科学技术

的不断发展和完善，AIGC 技术不仅为电商用户提供更便捷高效和个性化的购物体验，还会为电商平台提

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电商平台应当积极拥抱 AIGC 技术，加强专业技术研发和创新，不断提高

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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