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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可穿戴设备使用后弃置率较高，分析其持续使用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探讨促进可穿戴
设备用户持续使用的方案。方法／过程 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调研，从文献基本情况、理论应用情况、
研究视角和影响因素４个方面分析可穿戴设备持续使用研究现状。结果／结论 可穿戴设备的理论研究以期望
确认模型为主；应用场景主要有健康和运动两个视角；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关键因素有感知价值、积极

情绪、感知风险、用户特质和设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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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可穿戴设备通常是指嵌入服装、配件或个人可

穿戴设备中的电子通信设备，包括智能手表、腕带

和耳戴设备等。国际数据公司市场调研显示，中国

是可穿戴设备的最大消费市场，２０２３年全球可穿戴

设备出货量有望达到４４２７亿台［１］。以可穿戴设备

中市场占有率最高的苹果手表为例，它通过手表背

部的发光二极管、光电传感器与电极式心率传感

器，可以监测用户血氧饱和度、心率、心电图等，

甚至可以辅助诊断一些疾病［２
!

４］。研究［５］显示，可

穿戴设备还可以促进用户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

通过智能指导功能改善个人健康。

可穿戴设备和相关服务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体

育、医疗、健康管理和通信等领域［６］。然而，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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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设备面临着市场波动较大、弃置率较高等问题，

导致其缺乏有效利用。调查［７］发现约３０％的智能手
表和健身追踪器用户已经放弃其设备，首次购买

后，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使用率在 ６个月后降至
７０％，１年后降至５５％左右［８］。

因此，研究可穿戴设备用户对于此类设备持续

使用意愿的决定因素至关重要，将有利于设备制造

商与服务提供者的产品设计与营销，促进用户接纳

并持续使用可穿戴设备，发挥其在健康监测等场景

中的应用价值。

２　研究方法

国外研究以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作为数据
源，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ｃｏｎｔｉｎ
ｕｏｕｓ”与 “ｗｅａｒａｂｌｅｄｅｖｉｃｅ”“ｓｍａｒｔｗａｔｃｈ”“ｓｍａｒｔ
ｂｒａｃｅｌｅｔ”等检索词组配检索；国内研究以中国知网
作为数据源，限定期刊来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北大核心，使用 “持续

使用”与 “穿戴设备” “智能手表” “智能手环”

等检索词检索。检索日期是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０日，限
定时间为２０１３年至今，得到英文文献２２１３篇，中
文文献４篇。通过浏览摘要和内容，排除不相关和
重复文献后得到英文文献３３篇，中文文献２篇。纳
入标准：研究为实证研究；研究内容必须包含可穿

戴设备的持续使用意愿或行为的影响因素；相关部

分的研究对象为可穿戴设备用户，即使用过可穿戴

设备且仍在使用的个人。排除标准：非实证研究，

如会议摘要、文献综述等；研究结果与可穿戴设备

无关；仅关注可穿戴设备开发；可穿戴设备仅用作

研究中的测量仪器；研究仅提供描述性统计数据，

未进一步调查任何关系。

３　文献基本情况

纳入研究的３５篇文章发表年份分布，见图１。
虽然时间限定为 ２０１３年后，但纳入的文献均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间发表，应与智能手表等设备的普及
时间有关，２０１７年后研究者的关注点开始从设备采
纳转向了持续使用。

图１　相关研究发表年份趋势

３５项研究的概况，见表 １。其中可见期刊学
科、研究方法、国家／地区的发表趋势。两个时间
段的文献数量基本持平，但是期刊学科从信息系

统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Ｓ）领域为主逐渐偏向以
ＩＳ、医学和管理学为主。总体来说，４０％的文章
发表在 ＩＳ领域的期刊，其次是管理学领域和医学
领域，其他领域主要包括商学和社会科学。三分

之二研究发表的期刊属于多种学科，也是 ＩＳ领域
占主要部分。

表１　按学科和年份划分的研究概况 （篇）

维度 类别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信息系统 医学 管理学 其他
合计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信息系统 医学 管理学 其他
合计

期刊所属学科 单一学科 ５ ０ １ １ ７ ０ １ １ ３ ５

多种学科 ４ １ ２ ２ ９ ５ ３ ３ ３ １４

研究方法　　 调查　　 ８ １ １ ３ １３ ３ ３ ４ ４ １４

定性研究 ２ ０ ２ ０ ４ １ １ ０ １ ３

实验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１ ３

其他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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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维度 类别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

信息系统 医学 管理学 其他
合计

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２年

信息系统 医学 管理学 其他
合计

使用场景　　 运动 ３ １ ３ １ ８ ４ １ ３ １ ９

健康 ３ １ ２ ０ ６ ３ ４ ２ ３ １２

饮食 １ １ １ ０ ３ ０ １ １ ０ ２

医用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其他 ５ ０ ０ ２ ７ ０ １ １ ４ ６

研究对象 中国 ２ ０ １ １ ４ ３ １ １ ４ ９

国家／地区 亚洲 （不含中国） ４ ０ ０ １ ５ ２ ０ ２ １ ５

欧美 ２ １ １ １ ５ ０ ３ １ ０ ４

未特指 ２ ０ １ ０ ３ ０ ０ ０ １ １

　　注：文章如果使用多种研究方法、调查了可穿戴设备多种应用场景或调查对象处于多个国家／地区时会分别计数。

　　研究方法中，大部分文章 （３２篇）使用单一方
法研究，线上调查 （２２篇）和线下调查 （１０篇）
在２８项研究中被使用，定性方法 （访谈、焦点小

组、民族志等）被使用了 ７次，使用实验的有 ３
篇。在使用场景上，用户主要用可穿戴设备进行健

康或运动监测，极少数用来监测医疗活动。其他

（１３篇）用户可能为了监测睡眠、通信、慢病管理
或跟踪日常活动而使用可穿戴设备，其中也有７篇
文献未调查用户的使用场景。在研究对象地区中，

研究中国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有１３篇，针对亚洲
其他国家用户的研究有 １０篇，主要包括韩国 （４
篇）和印度 （４篇）。有４篇文献直接在网上发布
调查问卷，不针对具体国家／地区，其余文献的研
究对象为欧美人群 （主要为美国和德国）。

４　理论应用概况

可穿戴设备持续使用的研究聚焦于某一类型可

穿戴设备初次采纳后的持续使用意愿、持续使用行

为及间歇性中断行为等。在 ３５篇目标文献中，有
２６篇文献有明显的理论框架或理论基础，统计分析
后发现共涉及２３种理论和模型。其中使用最多的
是期望确认模型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ＥＣＭ），使用了 １１次；技术接受模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ＴＡＭ）和 “刺激 －机体 －响应”
（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Ｒ）理论均使用

了４次；计划行为理论使用了３次。相比而言，其

他理论或模型 （如自我决定理论、使用与满足理

论、社会比较理论等）使用频率较低。

发现大部分文献 （１７篇）均以单一的理论框架

或理论模型为基本框架，再加入一些重要构念或可

穿戴设备重要特征扩展或组合，进而生成新的模型

研究分析。而９篇文献直接对多个模型中的构念取

舍、细化和重组，生成新的综合模型。例如，ＳｏｎｇＪ

等［９］关注体育运动场景，可穿戴设备感知有用性的

测量基于能否帮助更快更好地完成运动。ＰａｒｅＧ

等［１０］研究中ＥＣＭ的感知有用性主要是关于用户对

自身健康了解情况的测量。ＴｓａｉＪＭ等［１１］关于实用

价值的测量主要包括健康感知和记录锻炼的情况。

赵延癉等［１２］根据可穿戴设备持续使用情景拓展了

ＥＣＭ模型，引入隐私关注、创新性等个人特征因素

与主观参照、转化成本等外部因素。ＧｕｐｔａＡ等［１３］

在ＥＣＭ和社会比较理论的框架下，综合感知健康

结果研究健身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使用意愿。

关于可穿戴设备持续使用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理

论模型主要借鉴 ＩＳ领域，且以 ＥＣＭ为主，大部分

使用综合模型。这些研究通常会在感知有用性或实

用价值等构念的测量中加入应用的情景特征，或是

直接在模型中加入新构念，其中大部分构念的修改

或添加与健康和运动相关，但添加的构念不尽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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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研究视角

根据可穿戴设备使用场景划分，该领域的研究

视角主要有两种：基于健康的视角和基于运动 （或

锻炼）的视角。ＰａｒｅＧ等［１０］发现关于健康的感知

有用性会显著影响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使用意愿。

ＧｕｐｔａＡ等［１３］发现感知健康结果正向影响穿戴健身

设备持续使用意愿。ＦｒｉｅｌＣＰ等［１４］发现跑步作为首

选锻炼方式以及监测健康作为使用可穿戴健身设备

的原因与持续使用显著相关。ＣａｎｈｏｔｏＡＩ等［１５］发现

用户的目标类型对其使用可穿戴设备的模式与持续

使用行为有影响，其中，健身目标正向影响用户持

续使用可穿戴设备。ＴｓａｉＪＭ等［１１］发现基于健康和

运动的实用价值正向影响可穿戴设备持续使用意

愿。还有研究从饮食、日常活动［１６］、通信［１７］等视

角探讨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使用。

不少研究会调查可穿戴设备的使用目的，或在

调查时询问用户的健康状况、运动情况、饮食习惯

等。其中少部分研究基于健康或运动视角将变量纳

入模型中分析，且大部分研究以单一视角为主。

６　可穿戴设备持续使用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６１　正向影响因素

６１１　感知价值　感知价值是指基于成本 －收益

权衡考虑，对使用产品或服务价值的主观感知。通

过对文献内容分析，发现实用价值、享乐价值和社

交价值是３种重要的感知价值。实用价值表示可穿

戴设备使用带来的 “任务相关”和 “理性”效益，

侧重于效用和性能方面［１８］。享乐价值是指通过使用

智能手表获得快乐和情感奖励，同时鼓励长期使用

而不是功利性使用［１８］。社交价值反映通过维护和加

强用户的社会关系从可穿戴设备使用中获得的效

用［１５］，用户可以与使用同种可穿戴设备的其他用户

一起锻炼，从而通过分享或竞争扩大社交圈。

６１２　积极情绪　积极情绪主要有满意度、愉悦
度。满意度指不确定的预期情绪与消费者既往对可

穿戴设备体验的感觉相结合时产生的心理状态，这

种状态与对期望 －表现差异的认知评估相关。研

究［６，１０，１３，１７，１９］发现，满意度均正向影响可穿戴设备

持续使用，这也是感知有用性［６，１０，１９］、感知易用

性［６，１０］、感知享乐［６，１９］、确认度［１０，１９］等其他变量影

响可穿戴设备持续使用意愿的一条重要途径。愉悦

度是消费者由可穿戴设备的不同方面引起的愉快情

绪反应。满意度与期望的满足有关，而愉悦度则无

须事先期望。

６１３　用户特质　用户的个人特质也在可穿戴设

备持续使用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向影响方面主要包

括：习惯、用户创新性和感知行为控制。习惯是人

们由于学习而倾向于自发执行行为 （使用可穿戴设

备）的程度［２０］，用户对可穿戴设备使用越习惯，

持续使用意愿越强烈。用户创新性是指个人较其社

会社区的其他人更早采用新想法的程度。通常被认

作是一种先天或固有的人格特质。ＨｏｎｇＪＣ等［１６］发

现用户创新性通过享乐价值和实用价值正向影响智

能手表的持续使用意愿。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人们对

执行感兴趣行为的难易程度的感知，是对某一行为

表现的主观控制程度。ＳｏｎｇＪ等［９］发现感知行为控

制和态度正向影响智能连接运动产品的持续使用意

愿，而技术功能和便利条件正向影响感知行为

控制。

６１４　设备特性　积极影响方面，可穿戴设备特
性主要有３种：感知自主性、感知交互性和时尚因

素。感知自主性表示可穿戴设备在没有用户干预的

情况下以目标导向和独立方式执行某些任务的能

力［２１］。感知交互性为用户使用可穿戴设备所产生的

与实时对话、参与和设备运行速度等属性有关的主

观体验，并且可以加强用户对新技术的认知和情感

评价。ＢａｓｈａＮＫ等［１８］研究发现感知交互性和感知

自主性通过影响感知价值，间接对持续使用意愿产

生正向影响。时尚相关因素包括感知美学和感知舒

适。对大多数人来说，使用可穿戴设备等智能运动

产品的决定也是基于时尚相关的因素，包括其外观

和穿戴感觉［９］。

６２　负向影响因素

６２１　感知风险　与为购买可穿戴设备提供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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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的感知利益相比，用户的感知风险构成了采纳

可穿戴设备的主要障碍。感知风险是用户对购买产

品或服务的不确定性和后果的看法。经过分析发

现，感知风险包括隐私风险和感知成本。隐私风险

指私人信息被窃取或非法披露的可能性。由于可穿

戴设备是非常个人和贴身的设备，用户普遍关心这

些设备带来的隐私损失和健康危害［２２］。通常来说，

对隐私风险的担忧会导致中断持续使用行为。赵延

癉等［１２］在一项针对中国用户的研究中发现隐私关注

未对持续使用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表明不同人群对

隐私风险的感知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６２２　用户特质　用户的个人特质也在可穿戴设
备持续使用中发挥重要作用，负向影响方面主要包括

技术焦虑和惯性。技术焦虑源于对运用一项技术丧失

自信，核心是用户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愿望［２３］。

惯性是指用户坚持使用现有系统，可能是因为他们

过去一直这样做，也可能是因为用户太紧张或太情

绪化而无法改变。惯性导致新产品的使用率降低，

也可能成为持续使用的阻碍因素。ＴａｌｕｋｄｅｒＭ Ｓ
等［２４］基于促进因素和抑制因素的观点，分析影响老

年人持续使用可穿戴健康技术的因素，发现技术焦

虑、惯性和感知风险产生负向影响。

６２３　设备特性　负向影响方面，设备特性主要
包括感知准确性、设备限制、操作缺陷和设备烦

恼。用户希望可穿戴设备提供实时健康和健身监测

数据，然而各种不正确和不一致的测量可能会限制

可穿戴设备的实用性，进而对其持续使用产生负面

影响［２５］。设备的某些特征／功能限制也促使用户采
纳一段时间后停止使用可穿戴设备，例如：是否防

水、能否正确识别运动项目并进行监测等。操作缺

陷被认为是评价技术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涵盖了

技术障碍和处理问题，对于移动技术设备，人们希

望其使用不应受到操作问题阻碍。设备烦恼被定义

为对主观过度暴露于某种媒体的不愉快情绪反应，

这些烦恼可能是设备多次运行中断和大量通知打扰

造成的［２６］。

７　结论

３５篇关于可穿戴设备持续使用影响因素的研究

理论和模型呈现多元化，但更偏向于ＩＳ领域，大部
分研究都基于 ＥＣＭ、ＴＡＭ、ＳＯＲ等理论模型拓展；
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以调查研究为主；研究视角主要

从健康和运动监测出发，对医疗等专业场景关注较

少；感知价值、积极情绪、感知风险、用户特质和

设备特性是影响可穿戴设备持续使用的关键因素。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３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丰
富理论方法，采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结合社会心

理学等其他领域理论与模型进行分析；二是拓展研

究视角，例如结合医疗、慢病管理等场景的特征构

建实证研究模型；三是关注可穿戴设备使用的中断

行为，同时考虑持续使用的正向和负向影响因素。

可穿戴设备的大部分功能实现依赖于长期监测

数据，因此持续使用才是可穿戴设备发挥作用并获

得最终成功的关键。开展对可穿戴设备持续使用意

愿及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有望为可穿戴设备生产

商提供设计及推广方案的参考，促进可穿戴设备在

不同场景中应用，形成与用户共创共赢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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