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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艺术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
石力文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澳门 999078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艺术在艺术市场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艺术对艺术消费者行为
的影响，重点研究消费者对人工智能艺术的认知、态度和审美偏好。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市场调查法，本文揭示了消费者对人工智
能艺术态度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研究发现，消费者对人工智能艺术的识别、理解以及接受是动态变化的，艺术家与人工智能技
术的互动方式影响消费者对作品的评价。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理解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促进人工智能艺
术的良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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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在艺术领域的应用现
状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深刻影响艺术领域，催生
了 人 工 智 能 艺 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AI 
Art）。[1] 从早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到
如今的生成对抗网络（GANS）、变分自编码器
（VAEs）以及大语言模型（LLMs），AI 技术在
艺术创作中的互动方式及层次不断深化。AI 技
术不仅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交易平台，
还引发了关于艺术本体和审美等话题的讨论。
在当前艺术创作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
传统艺术创作的过程，推动艺术形式的创新与
发展。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的进步，
艺术家利用 AI 算法生成新的艺术作品，这些作
品在创作技法及艺术表现力上呈现出独特的潜
力。

AI 艺术在艺术市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其
作品开始在拍卖会上亮相并吸引关注。例如，
2018 年由 AI 创作的《Edmond de Belamy》系列
作品之一在佳士得以的 432500 美元成交，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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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艺术市场认可的里程碑。AI 技术也革新了艺
术市场的运作方式，开辟了新的创作环境、传
播渠道及流通方式。

然而，AI 艺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挑战和
争议。由于 AI 艺术突出的技术特性，其计算机
生成方式看似快捷，导致消费者认知和接受度
存在显著差异。市场表现出消费者对 AI 艺术作
品有价值低估现象，引发对艺术价值和审美标
准的重新思考。此外，AI 艺术品版权归属和利
益分配问题尚未形成共识，给艺术创作和市场
的生态发展带来了困难。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也
冲击了传统艺术创作和市场生态，对从业者及
参与者是一大考验。

随着 AI 艺术影响力增强，艺术消费者行为
呈现新特点。消费者的态度也在随着技术的发
展而发生转变。多项研究指出，公众对 AI 生成
艺术品的接受程度与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
和信任度密切相关。随着人们对 AI 技术的认识
加深，逐渐理解其在艺术创作中的辅助角色，
消费者的接受度相应提高。[2] 人工智能技术的
持续发展正深刻影响艺术创作的方式与消费者，
研究消费者对 AI 艺术的认知、态度和审美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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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市场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消费者对 AI 艺术的认知与态度

近年来，消费者对 AI 艺术作品的认知与态
度经历了显著变化。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进步，
公众对 AI 艺术的接受程度普遍提高。这一变化
主要源于消费者对 AI 技术功能和特点的进一步
理解，尤其是其在艺术创作中的助理角色。研
究表明，消费者的态度受到视觉行为和情感反
应的影响，在消费者观看 AI 艺术作品时直接影
响他们对作品的评价和接受度（Tao, Junping, & 
Younghwan, 2024)。同时，AI 艺术作品尚未通
过“艺术的图灵测试”，尽管 AI 艺术作品在视
觉上与人类创作的作品难以区分，消费者一旦
得知由 AI 创作，往往会降低对其的评估。[3] 具
有艺术背景的参与者能识别出 AI 参与作品中的
艺术风格，但普遍人难以区分人类与 AI 创作的
艺术。[4]Uwn 等艺术家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使用
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趋势不会取代艺术家的创
作过程，艺术家在创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与人工
智能合作改变了消费者对艺术作品的评价。[5] 当
艺术家在艺术创意过程使用 AI 生成时，消费者
可能质疑艺术家的创作意图，认为其仅为商业
价值而创作，从而降低对艺术家及作品的认可。
然而，一旦艺术家阐释使用 AI 的意图，消费者
认可度会回升。在艺术制作的过程中使用 AI，
消费者可能认为艺术家从努力减少，从而降低
认可。

消费者对 AI 艺术目前普遍带有偏见，消费
者在人类和人工智能创造的图像中没有艺术审
美价值的差异，[6] 对艺术家及作品的认同感上更
倾向于艺术家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努力去
完成作品，认为 AI 只能作为辅助作用去协助艺
术家完成而不能取代艺术家。消费者对 AI 艺术
的接受程度呈现动态变化。面对同样的 AI 生成
的艺术作品时，当艺术家表明利用 AI 的意图时，
消费者接受度会提升。消费者对于艺术作品价
值判断过程中，对作品相关信息进行充分了解，
有助于加强和明确消费者对于作品期待的满足，
同时有助于艺术市场对艺术作品的价值构建。
相较于 AI 艺术，消费者更倾向于认可人类艺术
作品具有独创性及价值。另一方面，消费者对
AI 艺术作品与人类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有不
同反应，甚至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作品的评
价不仅取决于构图等客观因素，而且基于对艺
术家的刻板印象。

为理解消费者对 AI 艺术的接受程度，技术
接受模型（TAM）中信任和感知的有用性是关
键的预测因素。例如，新旧消费者在面对 AI 艺
术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信任和感知有用性，并
影响了他们的购买意愿。随着经验的积累，消
费者对 AI 艺术的信任和感知有用性有所提高，
但上述关系随着个体差异而变化。在 AI 艺术的
消费者满意度的研究中表明，尽管消费者对 AI
艺术的信息传递和创意吸引力感到满意，但对

功能性和用户体验的满意度较低。[7] 同时在消费
者体验 AI 艺术中，叙事沉浸是一个关键方面。
研究表明当消费者意识到故事是由 AI 编写的，
他们的叙事沉浸感会降低。然而，从审美的角
度而言 AI 技术通过提供个性化的艺术体验和互
动服务，正在重塑艺术消费者的审美期待和体
验需求，AI 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艺术品和服务
的价值创造，增进消费者的情感联系，从而提
升艺术审美体验的水平。与此同时，AI 技术的
应用导致艺术品和服务更新换代的加快，提高
了消费者的审美期待，同时也可能导致审美疲
劳。因此在 AI 创作中艺术创作者、市场参与者
可关注叙事元素的处理、在设计和用户体验方
面进行改进，以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接受度。

三、AI 艺术对消费者审美偏好的影响

艺术价值的变化不仅反映了艺术创作和艺
术市场的演变，也映射了消费者在艺术审美偏
好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艺术消费在对美的
追求基础上涵盖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经济
层面的因素。

首先，社会文化变迁对于艺术价值的影响
凸显，在当代，艺术价值的来源多样化，包括
了社会文化因素、政治语境、身份认同、技术
创新等，艺术品与社会问题的相关性、引发公
众讨论的能力也成为价值的一部分。[8] 社会和文
化意识的增强使 AI 艺术消费者更加关注艺术品
所传达的社会信息和文化价值。艺术品其价值
超越形式和风格，更多地体现在其能够引发的
社会讨论和文化反思上。

其次，随着科技的发展，艺术创作和展示
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创造了
新的艺术形式，如数字艺术、虚拟现实艺术等，
这些艺术形式构成了新的艺术价值，这些新兴
艺术形式的技术应用和创新性成为价值的新维
度。[9] 消费者对于互动性强、技术含量高的 AI
艺术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艺术价值的生成
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介，而是拓展到了数字领域。

同时，艺术的价值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美学
标准，当代艺术实践中出现了更多挑战传统审
美和艺术界限的作品，如观念艺术、装置艺术、
行为艺术等，它们强调思想内容和观众互动。
现代观众对艺术体验的需求更加个性化和参与
化，艺术价值的生成更多地依赖于观众的体验
和参与。[10]AI 艺术中创作者和消费者身份的转
化满足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这反映了艺术价
值从单一的审美标准转向满足个人情感和审美
需求的多样化价值。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艺术市场的扩张
使得艺术品的商品化和投资化成为趋势，艺术
市场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对艺术价值产生
了显著影响，[11] 艺术品的市场表现、投资潜力
和消费趋势对艺术价值有重要意义。AI 艺术在
拍卖市场上的惊人表现反映了当下消费者不仅
关注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也关注其保值增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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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这推动了艺术市场向更加专业化和市场
化的方向发展。

四、消费者对艺术市场的反向影响力

艺术市场的发展与变化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其中消费者起重要作用。在艺术市场中，消费
者扮演着多重角色，不仅仅是艺术作品的购买
者和欣赏者，也是艺术创作和传播的有力推动
者。随着艺术创作领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
融入，消费者的在艺术市场中的影响力呈现出
重要且复杂的特征。消费者对艺术市场的反向
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艺术消费行为上，还影响着
艺术的创作方向、市场趋势和文化价值的构建。
在艺术市场中消费者的个人人口统计特征等因
素共同塑造了消费者对艺术的认知和评价，进
而影响艺术生态的发展。当前阶段，公众对于
AI 艺术的接受度存在显著分歧，观点多元。在
此情形下，消费者在艺术市场中所施加的反向
影响力有可能对艺术创作产生不利影响，引发
诸如商业化和同质化等负面发展倾向，这些倾
向可能对艺术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消费者反
向影响力在艺术市场中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
要求学者深入理解消费者行为的内在逻辑，以
及这些行为如何与艺术创作、市场、社会文化
相互作用。因此，本课题将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消费者对于 AI 艺术的内在逻辑，为 AI 艺术市
场发展提供依据。

在艺术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对艺
术作品的创作、流通与再创作产生直接影响。
在 AI 艺术作品的背景下，消费者的行为不仅
反映了艺术作品的市场认可度和流通性，也促
进了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对新兴技术的探索、创
新与反思，推动了艺术界对 AI 技术在艺术创
作中的应用，从而促进艺术表现方式的革新，
对艺术创作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消费
者在艺术市场中不仅被动接受艺术作品，他们
通过解读、讨论和传播等行为，主动参与到艺
术作品价值的构建过程中。在自身消费的同时，
通过社交媒体、在线平台和公共活动将自己的
艺术观念影响到更广泛的人群，扩大了艺术市
场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随着 AI 艺术作品的
快速发展，社会文化环境的多元讨论，消费者
对艺术作品的认知和评价标准也在持续演变。
消费者对 AI 艺术作品的态度、审美偏好和文
化期待等因素，共同塑造了 AI 艺术作品的社
会价值与文化意义。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有助
于提升 AI 艺术创作的质量和深度，丰富作品
的内涵和文化价值，实现艺术与消费者之间的
有效互动。

五、结语

当前，艺术市场正经历着由 AI 艺术创作引
发的深刻变革。一方面，艺术家对 AI 技术展
现出浓厚兴趣，同时亦担忧其可能削弱人类创

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模糊艺术创作的边界，以
及降低艺术创作门槛。AI 艺术作品的出现挑战
了传统艺术价值认知，引发审美新探讨。另一
方面，AI 艺术作品的版权归属问题成为一大挑
战，法律和学术界虽有广泛深入的探讨，但尚
未形成共识。各国政府尝试规范，但法律制定
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普遍存在技术的快速发
展和法律体系的相对滞后性，对市场发展带来
挑战。

在当前背景下，艺术消费受各方因素的共
同影响，艺术市场需要进行自我净化和规范，
法律界需制定更明确法规，艺术教育需结合新
技术与传统知识，政府和相关机构需制定前瞻
性政策，共同推动艺术的良性发展，利用 AI
技术机遇，应对挑战，建立良性的艺术生态系
统，推动艺术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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