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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入感知健康结果和社会比较倾向两个变量对期望确认理论模型进行拓展,来探索用户对健身

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使用意愿。通过对306名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用户进行调查,采用AMOS24.0对

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检验,显示:用户确认程度正向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满意度和感知健康结果;用户

感知有用性正向显著影响满意度,感知健康结果正向显著影响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用户社会比较倾

向正向显著影响感知健康结果,满意度正向显著影响持续使用意愿。由此认为,确认程度、感知有用

性、感知健康结果是影响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用户满意度的重要前因变量,并对持续使用意愿产生间接

影响;感知健康结果、满意度则是持续使用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企业要加强用户数

据分析,强化健康结果反馈;注重专业性、科学性设计,提高用户满意度;注重细分市场,加强对不同

用户群体期望功能的调研;注重游戏化设计,为用户搭建分享、竞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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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和学术史梳理

可穿戴设备可记录人体的睡眠、热量消耗、
心率和活动距离,监控人体的健康状况,进而帮

助人们制定体育锻炼计划、设置体育锻炼目标、
反馈运动表现,已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技术产品

之一。据预测,2028年全球健身可穿戴设备市

场将超过1
 

100亿美元[1]。相关研究发现,虽然

可穿戴设备发展前景良好,但仍存在同质化严

重、用户黏性低和流失率高等诸多问题[2]。有调

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智能手表和健身追踪器用

户会逐渐放弃他们的设备[3]。Ledger等人研究

发现,用户初次购买后持续使用健身可穿戴设备

的比例在6个月后下降到70%,一年后下降到

55%左右[4]。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把握用

户的初始意愿只是成功的第一步,如何留住用户

并促使其持续使用才是长久制胜之道。因此,深

入探究健身智能可穿戴产品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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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
以往有关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研究主要聚焦

技术层面,从非技术层面开展研究的较少。Spil等

人在研究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使用意愿时发现,
消费者对设备的弃用率高[5]。Taejung

 

Kim等人、
崔洪成将基于一般个体特征维度的技术准备度

(TR)与 基 于 系 统 特 定 维 度 的 技 术 接 受 模 型

(TAM)结合,组成技术准备度与技术接受模型

(TRAM)探讨运动可穿戴设备、移动健身App的

使用意愿[6-7]。可见,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个体特征、
技术特征,且主要探究使用意愿,缺乏对持续使用

意愿的探讨,更鲜有利用期望确认理论进行研究的

成果。期望确认理论适用于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研

究,其关注技术采纳后用户的行为,能够进一步解

释用户在初始采纳后未持续使用的深层次原因,这

也是TAM 等模型无法解释的问题[8]。
实际上,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除技术特征外,

还具有社交、娱乐等非技术特征。Becker等人发

现,社交动机也是人们使用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

的重要潜在动机[9]。Kreitzbergetal等人发现,可

穿戴健身追踪器通过引入他人在场的方式来激发

人们的竞争精神和锻炼热情,并不断超越自我,
努力完成体育锻炼目标[10]。社会促进理论、社会

比较理论长期以来被用于解释他人在场时人们运

动行为的变化。Strawss等人研究表明,社会存在

会促使个人重新评估和调整他们的体育锻炼行为

和习惯,而这种变化可能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

评估自己造成的[11]。Zhu等人发现,社交共享、
社交竞争等非技术特征对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用

户的持续使用意愿会产生显著影响[12]。此外,人

们选择运动可穿戴设备的重要动因是促进健康,
感知健康结果是人们持续使用可穿戴设备的前提。

Dehghani在探索智能手表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因

素时指出,后续研究应将感知健康结果作为关键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13]。因此,本研究以期望确认

理论模型为基础模型,引入感知健康结果和社会

比较倾向两个重要变量对模型进行拓展,深入探

究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
为推动该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2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2.1.1 期望确认理论

期望 确 认 理 论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heory)最初产生于营销学领域,用于研究消费

者再购买或再使用的行为。其认为满意度会影响

消费者的持续使用意愿,并将消费者的满意度与

购买或使用后的行为评估分为四个阶段:①消费

者在购买某商品或服务前,对其会有一定的期

望;②消费者在消费体验后会对该产品或服务产

生感知绩效 (perceived
 

performance);③消费

者会将购买前的期望和体验后的感知绩效进行比

较;④比较结果将影响消费者满意度,进而影响

其持续使用或购买的意愿和可能性[14]。Bhat-
tacherjee将该理论用于探究用户对信息系统的

持续使用意愿,并对该理论进行了发展,提出了

期望 确 认 理 论 模 型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modle,ECM),其指出期望确认、感知有用性、
满意度是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三个重要变量

(图1)[8]。该模型在后续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于

信息系统的持续使用意愿研究,也有学者引入相

关变量对模型进行拓展并开展实证研究,进一步

验证了该模型有着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的解

释力[15]。

图1 期望确认理论模型

2.1.2 社会比较理论

Festinger首次提出了社会比较概念,后逐

渐发展为相关理论。他认为,个体将自身的能力

与他人进行比较是一种心理现象,受个体内驱力

的驱使。Gilbert等人进一步指出,社会比较是

把自己的境遇和身份地位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过

程[16]。社会比较倾向作为社会比较的一种类型,
最早由Hemphill等人提出,他们认为不同的个

体对于社会比较的需求不同,有的个体会频繁地

将自身各个方面与他人进行比较,而部分个体则

较少进行社会比较,于是有了高/低社会比较倾

向的区别[17]。社会比较倾向程度的高低会影响

个体所采取的应对方式[18]。总之,社会比较是

指当个体在缺乏具体、客观的评价标准时,通过

与自己相似的人进行比较,来评估自己的能力、
观点或状态的渠道或方法。

2.1.3 社会认知理论

198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班杜拉教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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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环境中人们

的认知活动和他们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促

使行为发生改变的除个体认知外,还包括环境和

社会因素,三种因素具有交互影响[19]。感知健

康结果是一种社会认知行为,是人们采取促进健

康措施或戒除危害健康行为后对身体健康的整体

认知和切身感受。感知健康结果也是一种收益性

认知,个体感知到的健康收益会对其后续的健康

行为产生重要影响[20]。

2.2 研究假设

本研究结合期望确认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和

社会认知理论来探讨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持续使

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另外,本研究还重点关注了

其社交性特征及用户的主观健康促进价值感知,
引入感知健康结果和社会比较倾向两个变量对期

望确认理论模型进行了拓展。
广义上讲,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可称为一种

说服性技术,它通过说服和社会影响的方式影响

用户的使用态度和行为,而不是通过强制手段。
健身爱好者在选用某款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之前

会对其效用、功能产生一定的期望,在实际使用

后会对其体验结果进行评价。如果用户的期望得

到了确认,他们会感到满意,也会觉得设备是有

用的,反之则不满意。Ambalov对信息系统技

术进行的元分析发现,确认程度对感知有用性、
满意度都会产生显著影响[21]。因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H1:用户确认程度正向显著影响感知健身

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有用性 (以下称感知有用性);

H2:用户确认程度正向显著影响对健身智

能可穿戴设备的满意度。

Patel等人、Silfee等人指出,可穿戴科技是

现代社会促进人们建立健康行为的重要媒介,尤

其在促进身体活动方面,兼具教育、监测、引导、
说服等功能,同时也能帮助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

方式,以达到健康促进的目标[22-23]。Chiauzzi等

人发现,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可以对个体的体力

活动情况进行追踪,有利于用户增进健康[24]。
智能手环具有设定锻炼目标、及时反馈的功能,
让用户可随时跟踪自身的体力活动数据,能够有

效强化外在动机,改变运动行为,促进身体健

康[25-26]。Patel等人指出,如果采取适当的参与

策略,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能够极大促进用户身

心健康[22]。由此可见,用户使用后感知到设备

对健康的促进作用,不仅有利于提高用户满意

度,也能进一步激励他们继续使用。因此,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H3:用户确认程度正向显著影响使用健身

智能可穿戴设备后的感知健康结果;

H4:用户感知健康结果正向显著影响对健

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满意度;

H5:用户感知健康结果正向显著影响对健

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使用意愿。

Davis等人指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

是用 户 选 择 使 用 新 技 术 的 关 键 决 定 因 素[27]。

Bhattacherjee等人发现,感知易用性并不是持

续意愿的显著决定因素,而感知有用性则具有重

要影响[28]。Hong等人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是

智能手表持续使用意愿的重要预测因素[29]。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用户感知有用性正向显著影响对健身

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满意度;

H7:用户感知有用性正向显著影响对健身

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使用意愿。
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可为用户搭建分享健身

信息、参与运动竞赛的平台,进一步增进用户互

动,提供社会支持,进而激发人们参与体育锻炼

的热情,强化个人健康行为,养成健康习惯[25]。

Luszczynska等人发现,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

普遍能够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可,与不经常参与

者相比,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也展现

出更积极的社会比较倾向[30]。健身智能可穿戴

设备内设的排行榜、比赛勋章等社会比较功能既

可以激励用户自身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也可以搭

建平台与他人进行比较,进而实现自我超越、自

我突破,也有助于增加活动、促进健康。Zhu等

人也发现,健身可穿戴追踪器可以加强个体与外

部的互动,拓展人际交往圈;同时,健身智能可

穿戴设备的两个社交性特征 (社交共享和社交竞

争)对人们的运动意愿会产生积极的影响[12]。
可见,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不仅可以强化用户的

体育行为,还有助于用户提升对体育锻炼效果的

感知。此外,用户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体育活动

信息,会从朋友那里得到更多的反馈 (评价、点

赞等),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其满意度。因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设:

H8:用户的社会比较倾向正向显著影响使

用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后的感知健康结果;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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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用户的社会比较倾向正向显著影响对

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满意度。
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满意度指的是用户将使

用设备后的实际感受与使用前的心理预期进行比

较而产生的一种主观评价。Bhatatcherjee指出

满意度是持续使用意愿的决定因素[8]。West-
brook等人指出满意度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后续

使用行为或再购买行为[31]。Steelman等人证实

满意度对持续使用意愿会产生显著影响[32]。因

此,我们假设如下:

H10:用户满意度正向显著影响对健身智能

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使用意愿。
根据以上论述,本研究构建了假设理论模型

(图2)。

社会比较倾向

持续使用意愿

感知有用性

满意度确认程度

感知健康结果

H7

H10

H9
H6

H2

H4

H5

H8

H1

H3

图2 假设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使用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半年以上

者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持续使用意愿。

3.2 测量工具的开发

表1 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持续使用意愿测量问卷

变量 测量条目 文献 信度检验

确认程度

我在使用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过程中的体验超过我的预期

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提供的服务质量超过了我的预期

总的来说,我对使用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大多数期望都实现了

Yi;

Bhattacherjee
0.870

感知健康结果

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有助于我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有助于我保持健康

使用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后,我感觉比以前更健康了

Lunney等人 0.880

感知有用性

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有助于我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有助于我增加运动量

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有助于我更加科学地运动

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不能帮助我科学地运动 (反向题)
总的来说,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有助于我实现体育锻炼目标

Bhattacherjee;

崔洪成等人
0.892

满意度

我对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整体状况感到满意

我对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整体体验感到满意

总体来说,我对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很满意

Bhattacherjee等人 0.918

社会比较倾向

我经常拿自己和别人作比较

我总是很在意自己是如何做事的,并与别人做事的方式进行比较

我总是想知道和别人相比,我做得有多好

我经常把我的身体状况 (如体能、体重)等与其他人比较

我经常将自己的体育运动表现 (如跑步、走步的成绩)与他人比较

Charoensukmongko 0.903

持续使用意愿

今后,我打算继续使用这款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

我打算继续使用这款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而不选择其他替代产品

我会向亲朋好友推荐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

我打算停止使用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 (反向题)

Bhattacherjee;

崔洪成等人
0.714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在问卷设计环节,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测量工

具的基础上,根据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特征及

研究需要对部分测量条目进行修改,并分别征求

了两名市场营销学博士和两位体育学教授的意

见,确保量表的内容效度。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

量条目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确认程度、感知有用性、满意度和持续使用意愿

的各测量条目均源自 Yi[33]、Bhattacherjee[8]、

崔洪成等人[34]的研究,社会比较倾向的测量条

目源自Charoensukmongkol的研究[35],感知健

康结果的测量条目源自Lunney等人的研究[36]。
正式测试前,分别选取25名体育学硕士和25名

营销学硕士进行预测试,测量其可读性,并根据

测试者和专家的建议对测量工具进行修改,以保

证测量工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形成正式测量问

卷 (表1)。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方法,从1
“非常不同意”到5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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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问卷发放与数据收集

2021年11月—2022年1月,研究小组主要

利用周末时间在广州和深圳的大型公园发放问卷

收集数据。在填写问卷之前,告知被调查者研究

目的及保密信息、退出权、同意权、自愿参与权

等,所有参与者均知情同意。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360份,回收问卷341份,回收率为94.7%。为

保证信息收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研究设计了

两道反向计分题,参照正向计分题与反向计分题

答题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这一标准,对问卷进

行仔细排查,排除不合格问卷35份,最终有效

问卷为306份,问卷有效率为85.0%。
表2 问卷调查的样本特征

         分类 n 百分比/%

性别
男 177 57.8
女 129 42.2

学历

高中及以下 12 3.9
专科 19 6.2
本科 167 54.6

硕士研究生 82 26.8
博士研究生 26 8.5

年龄

18岁以下 8 2.6
18~35岁 175 57.2
36~50岁 107 35.0
50岁及以上 16 5.2

月收入

5
 

000元及以下 57 18.6
5

 

001~10
 

000元 127 41.5
10

 

001~20
 

000元 85 27.8
20

 

000元及以上 37 12.1

设备类型

运动手环 193 63.1
运动智能手表 107 35.0

其他 6 2.0

3.4 数据统计与分析

首先使用SPSS22.0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
接着用AMOS24.0对每个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检验其结构效度、聚合效度和区别效

度。最后使用 AMOS24.0开展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检验假设。

4 研究结果

4.1 测量工具的聚合效度、区别效度和信度

分析

  在聚合效度方面,主要是对每个测量模型进

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如果测量模型拟合不好,就

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因此在建立结构模型之前要

对各测量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析[37]。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部分测量模型拟

合不好,需要进行修正,因此去掉因素负荷量低

且卡方值较高的题项后,使所有模型均符合恰好

辨识 (just
 

identified)。Hair等人指出,聚合效

度的评价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平均方差萃取

量 (AVE)要大于0.5,标准化因子载荷至少达

到0.5,构建信度 (CR)要大于0.7[37]。本研

究AVE 在0.514~0.792之间,CR 在0.748~
0.917之间,标准化因子荷载在0.54~0.92之

间,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表3)。在

区别效度方面,Hair等人认为区别效度评价准

则为各因子AVE 的算术平方根需大于该潜变量

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38]。由表4可知,
量表各潜变量AVE 开方后的值在0.718~0.890

表3 信度与聚合效度分析表

变量 题项
参数显著性估计 题目信度

Unstd S.E. z-value P Std SMC
CR AVE

确认程度

CON1 1 0.832 0.692
CON2 1.073 0.064 16.648 <0.001 0.933 0.870
CON3 0.823 0.058 14.291 <0.001 0.734 0.539

0.874 0.700

感知健康结果

PHO1 1 0.781 0.610
PHO2 1.169 0.071 16.466 <0.001 0.922 0.850
PHO3 1.191 0.075 15.961 <0.001 0.852 0.726

0.889 0.729

感知有用性

PU1 1 0.817 0.667
PU3 0.99 0.062 15.987 <0.001 0.847 0.717
PU4 1.071 0.066 16.174 <0.001 0.864 0.746

0.880 0.710

满意度

US1 1 0.858 0.736
US2 1.105 0.050 21.928 <0.001 0.950 0.903
US3 1.021 0.052 19.594 <0.001 0.858 0.736

0.919 0.792

社会比较倾向

SCT1 1 0.803 0.645
SCT2 1.165 0.071 16.354 <0.001 0.943 0.889
SCT3 0.939 0.064 14.782 <0.001 0.769 0.591

0.879 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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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题项
参数显著性估计 题目信度

Unstd S.E. z-value P Std SMC
CR AVE

持续使用意愿

CUI1 1 0.959 0.920
CUI2 0.669 0.100 6.654 <0.001 0.613 0.376
CUI3 0.580 0.094 6.154 <0.001 0.504 0.254

0.748 0.516

之间,所有构面都大于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因此可以认为本量表拥有较好的区别效度。此

外,各测量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在0.714~

0.903之间,均大于0.7,表明各量表都具有较

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4 区别效度分析表

变量 AVE 社会比较倾向 持续使用意愿 满意度 感知健康结果 感知有用性 期望确认

社会比较倾向 0.708 0.841
持续使用意愿 0.516 -0.072 0.718

满意度 0.792 0.016 0.551 0.890
感知有用性 0.710 0.008 0.496 0.877 0.843

感知健康结果 0.729 0.051 0.511 0.799 0.810 0.854
确认程度 0.700 -0.078 0.436 0.757 0.690 0.718 0.837

  注:对角线粗体为AVE 开根号值,下三角构面为Pearson相关。

4.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Bentler等人指出,样本数与被估计的自由参

数的比值至少要达到5∶1才能保证参数的估计值

可信,一般达到或者接近10∶1才能保证显著性

检验的有效性[39]。本研究有效问卷为306份,模

型中被估计的自由参数46,比例为6.65∶1,达

到了Bentler等人的指标要求。运用 AMOS24.0
对假设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图3)。结果显

示,AGFI (0.846)、GFI (0.888)略 低 于

0.9,其余拟合指标都达到相关要求,可以认为

利用本模型去验证相关假设是合适的。

字2＝333.944
df＝125
字2/df＝2.672
GFI＝0.888
AGFI＝0.846
CFI=0.934
P=0.000
rmsea=0.074

e23

持续使用意愿
0.31

0.54
0.650.89

0.290.420.79

0.40

0.00

0.600.8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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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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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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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0.860.76

0.18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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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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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图 (标准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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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假设验证

利用AMOS24.0检验前文中提出的假设,
除假设 H7、H9被拒绝以外,其余假设均被接

受 (如图3、表5、图4)
表5 研究假设检验表

 

(非标准化解)

假设 路径关系 P 检验结果

H1 确认程度→感知有用性 �0.001*** 支持

H2 确认程度→满意度 =0.004** 支持

H3 确认程度→感知健康结果 �0.001*** 支持

H4 感知健康结果→满意度 =0.010* 支持

H5 感知健康结果→持续使用意愿 =0.047* 支持

H6 感知有用性→满意度 �0.001*** 支持

H7 感知有用性→持续使用意愿 =0.974 拒绝

H8 社会比较倾向→感知健康结果 =0.033* 支持

H9 社会比较倾向→满意度 =0.495 拒绝

H10 满意度→持续使用意愿 �0.020* 支持

社会比较倾向

持续使用意愿

感知有用性

满意度确认程度

感知健康结果

H7

H10

H9
H6

H2

H4

H5

H8

H1

H3

0.02

0.00

0.40*

0.19*

0.18*

0.53***

0.27**

0.09*

0.78***

0.81***

图4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结果

5 分析与讨论

综上所述,确认程度、感知有用性、感知健

康结果是影响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用户满意度的

重要前因变量,并对持续使用意愿产生间接影

响;感知健康结果、满意度对持续使用意愿产生

直接显著影响;社会比较倾向对用户感知健康结

果产生直接显著影响。

5.1 确认程度对感知有用性、满意度及感知健

康结果的影响

  研究发现,确认程度对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

感知有用性 (βH1=0.78,P<0.001)、满意度

(βH2=0.27,P<0.05)均产生正向显著影响,

与大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40-42],再次为该理

论提供了实证基础。确认程度对用户感知健康结

果 (βH3=0.81,P<0.001)产生显著影响。由

上可知,用户选择健身智能可穿戴装备的主要目

的是帮助自己建立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促进身

体健康。实证研究发现,用户的实际使用体验基

本达到了心理预期,获得了满足感,也能充分认

识到设备对体育锻炼行为习惯养成、健康促进的

积极作用。其中,确认程度对感知健康结果的作

用最大,进一步说明用户选择设备最重要的目的

是促进健康,用户尤为关注使用设备对自身健康

促进的显性效果感知。

5.2 感知有用性、感知健康结果对满意度、持

续使用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感知有用性正向显著影响健身

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满意度 (βH6=0.53,P<
0.001),表明当人们感知到设备能帮助自身养

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实现体育锻炼目标

时,会觉得其有用,也会提高满意度,进而进

一步影响其持续使用意愿。健身智能可穿戴设

备感知有用性与持续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不显

著,与我们的假设相反,与以往研究结果也不

一致[2,43]。原因可能在于,虽然用户认为设备

对于自身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有一定帮

助,但是他们更加关注健康结果,更希望通过

直观的数据了解到使用设备后自身健康的实际

增进效果,这才会进一步提高其持续使用意

愿。感知健康结果正向显著影响满意度 (βH4=
0.18,P<0.001)和 持 续 使 用 意 愿 (βH5=
0.19,P<0.001),可见,感知健康结果除了

直接影响持续使用意愿外,还会通过满意度间

接影响持续使用意愿。

5.3 社会比较倾向对感知健康结果的影响,满

意度对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社会比较倾向正向显著影响感

知健 康 结 果 (βH8=0.09,P<0.05)。这 与

Zhu等人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性。另外,Muss-
weiler发现,社会比较会塑造自我感知、情感

反应、动机和行为[44]。Becker等人发现,用户

通过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所生成的海量数据和

信息,实现了对自我和他人的凝视和互动[9]。
由此可见,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社会竞争性

特征为个体搭建了一个与自我及他人进行比

较、竞争的平台,这可以强化其体育行为,提

高感知健康结果的水平和满意度,进而强化持

续使用意愿。用户对设备的满意度会直接影响

其 持 续 使 用 意 愿 (βH10=0.40,P<0.001),
也就是说,用户在使用设备的过程中,认识到

设备会帮助其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并且

明显观察到或感知到身体变得更健康 (即使用

体验达到或超过了预期),他们就会喜欢该产

品,产生满足感,也会继续坚持使用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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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建议与展望

6.1 结论

本研究以期望确认理论模型为基础,引入感

知健康结果和社会比较倾向两个变量对模型进行

拓展,探讨了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使用意

愿的影响因素。发现确认程度、感知有用性、感

知健康结果是影响用户满意度的重要前因变量,
并对持续使用意愿产生间接影响;感知健康结

果、满意度是持续使用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社

会比较倾向对用户感知健康结果产生直接显著影

响。相对于以往研究,本研究是一种新的理论突

破,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健身智能可穿戴设

备持续使用行为的发生机制,也为持续使用意愿

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在实践层面,该研究对健身

智能可穿戴设备企业开发更加适合健身爱好者实

际需求的产品、留住用户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6.2 建议

对于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设计开发者而言,
既要关注产品的功能性特征、个体性特征,也应

考虑产品的社会性特征,进而提高用户满意度和

持续使用意愿。第一,加强数据分析,强化健康

结果反馈。企业应加强对个体纵向数据的深入分

析,及时反馈用户使用后可能获得的健康效益。
先采集用户个体数据,掌握基本健康状况,再对

使用设备一周、一个月、半年后的数据进行纵向

分析,将分析结果及时反馈给用户,告知其可能

获得的健康效益,而不是仅仅显示热量消耗、心

率、体脂率等数据。第二,注重专业性、科学性

设计。企业应强化专业引领,提供专业性、科学

性的健身指导方法和策略,也应进一步加强健康

知识传播,提高用户的感知有用性。第三,注重

细分市场,加强对不同群体用户期望功能的调

研。企业应针对不同个体 (不同年龄阶段、职

业、身份、需求)加强市场调研,深入了解他们

对设备功能的期望,以便有针对性地加以优化改

进,切实满足用户需求。第四,应注重游戏化设

计,为用户搭建分享、竞争平台,让用户能够将

自己的活动表现与相关群体进行比较,进而强化

其运动参与动机。

6.3 未来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研究人

员将期望确认模型与社会比较和感知健康结果相

结合,测量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持续意愿。但

不能就此断言这些是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唯一变

量。未来可以通过研究年龄和性别的调节作用来

全面了解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持续使用行为。
另外,还应将社群影响、感知娱乐、信任等变量

作为重要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第二,态度和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本研究主要进行的是横

截面数据研究,缺乏纵向的跟踪研究,后续可进

行纵向跟踪研究,以使研究更加深刻、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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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Using
 

Fitness
 

Smart
 

Wearable
 

Devices

CUI
 

Hongcheng1,CHEN
 

Qingguo2

(1.College
 

of
 

Leisure
 

and
 

Digital
 

Sports,
 

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00,
 

China;

2.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The
 

two
 

variables
 

of
 

perceived
 

health
 

outcomes
 

and
 

social
 

comparison
 

tendency
 

are
 

intro-
duced

 

to
 

expan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to
 

explore
 

the
 

user’s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to
 

use
 

fitness
 

smart
 

wearable
 

devices.
 

Through
 

a
 

survey
 

of
 

306
 

users
 

of
 

fitness
 

smart
 

weara-
ble

 

devices,
 

AMOS24.0
 

was
 

used
 

to
 

test
 

the
 

constructed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user
 

confirm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health
 

outcomes;
 

users’
 

perceived
 

usefulnes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atisfaction,
 

and
 

per-
ceived

 

health
 

outcom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atisfaction
 

and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u-
sing.

 

Users’
 

social
 

comparison
 

tenden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erceived
 

health
 

out-
comes,

 

and
 

satisfa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ntinuous
 

use
 

intention.
 

On
 

this
 

basi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strengthen
 

user
 

data
 

analysis
 

and
 

strengthen
 

health
 

outcome
 

feedback;
 

focus
 

on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design,
 

improve
 

user
 

satisfaction;
 

focus
 

on
 

market
 

segmen-
tation,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expected
 

function
 

of
 

different
 

user
 

groups;
 

focus
 

on
 

gamifica-
tion

 

design,
 

build
 

a
 

sharing
 

and
 

competition
 

platform
 

for
 

users.
Key

 

words:fitness
 

smart
 

wearable
 

devices;expectation
 

confirmation;satisfaction;
 

willingness
 

to
 

continuous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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