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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digital age,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become the two major leading forces in media development. They have 
changed the way of traditional media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ut also brought great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o the media 
industr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role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edia, and then 
studies it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they bring.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se trends, we can better grasp the direction of 
media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financial media towards a more intelligent and innovativ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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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媒体发展的两大引领力量。它们改变了传统媒体的生产传播方式，而且还
为媒体行业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挑战。论文主要探讨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融媒体发展中的作用，然后研究了它们所带来的
现存问题与解决方案。通过对这些趋势的探索，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媒体发展的方向，推动融媒体向着更加智能化、创新
化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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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的涌现为媒体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数据资源，

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又给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提供了强大

的技术支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共同塑造融媒体的发展上

表现出极大的优势的潜力，理解这一趋势的本质，就能找出

未来融媒体发展的方向。

2 大数据的定义和特点

大数据具有巨大的规模，它们的数量庞大到无法用传

统的数据处理工具或方法来管理和分析，这些数据集包含了

来自各种来源的海量信息，特别是社交媒体、传感器、日志

文件等，因此产生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大数据多样化的

类型特点比较明显，它们是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或非

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以表格形式呈现，这种数据易于组

织和分析，而非结构化数据主要是以自然语言文本、音频和

视频等形式存在，因此需要更复杂的处理方法来完成处理。

此外大数据也有明显的高速生成的特点，随着互联网和传感

技术的发展，数据的产生速度呈指数级增长，例如社交媒体

平台上每秒钟产生的数据量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就需要

实时或近实时地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最后大数据的价值

密度低且冗余性高，因为在海量数据中有很多信息是无用的

或冗余的，这就非常需要通过数据清洗、筛选和挖掘等手段

来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 [1]。

3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与技术特点

3.1 发展历程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在

这个时期的计算机科学家们开始探索如何使计算机具备智

能类似人类的能力，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集中在推理、问题

解决和游戏对战等领域。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标志着人

工智能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这次会议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

的研究人员，主要分析了人工智能的潜力。在接下来的几十

年里，人工智能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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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初，符号主义 AI 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研究重

点是使用符号和规则来表示知识和推理，然而这种方法在处

理复杂的现实世界问题时遇到了挑战，导致了所谓的“知识

表示的知识工程危机”。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连接主

义 AI 崛起，由此引入了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在这

个时期主要有反向传播算法的发明这一重大突破，它使得神

经网络可以通过学习调整连接权重来提高性能，然而由于当

时计算能力和数据量的限制，连接主义 AI 并没有立即取代

符号主义 AI，而是与之并存。2000 年代初期，统计学习和

数据驱动方法开始受到关注支撑起了现代机器学习的发展。

大数据的涌现为机器学习算法提供了更多的训练数据，而强

大的计算能力使得深度学习模型得到了训练优化，这促进了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

于各个领域，从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到医疗诊断和金

融预测，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同

时随着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的深入，也引发了一系列伦

理、社会和政治问题 [2]。

3.2 技术特点
第一，机器学习，机器学习是指通过让机器从数据中

学习规律和模式并根据学习到的知识做出预测或决策，常见

的机器学习算法主要有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

第二，深度学习，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它主

要是利用模仿人脑神经网络的结构和工作方式，然后通过多

层次的神经网络进行特征学习和模式识别，深度学习在图像

识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第三，自然语言处理，

这一特点在让计算机能够理解、分析、生成和交流人类语言

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第四，强化学习，其主要是通过与环境

交互来学习最优行为策略的机器学习方法，而且常用于控制

问题与决策问题。

4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引领融媒发展的现存问题

4.1 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的问题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人信息更加容易被收集和分

析，从而让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大大增加，当个人信息被无

授权地获取或滥用时，就容易让个人隐私权受损，甚至造成

个人财产和身心安全的威胁。大数据平台通常需要存储和处

理大量敏感数据如个人身份信息、财务信息等，一旦这些数

据泄露或被攻击，就容易给个人和组织甚至整个社会造成严

重的损失，数据泄露就会出现身份盗用或是财务欺诈等问

题，而数据被黑客攻击也会造成系统瘫痪或信息篡改，因此

就会影响信息的真实性。而且一些机构出于商业目的或其他

目的还会出现滥用个人数据的情况，由此引发的商业广告、

精准营销等行为，这不仅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权，也会容易让

用户出现不满和抵制的情绪，同时数据的不当使用更是容易

让信息泄露，造成很多的安全隐患。

4.2 技术挑战与局限性的问题
尽管大数据量庞大，但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噪声或不准

确的数据，这些数据质量问题会直接让数据分析和挖掘的结

果受到不良影响，进而影响到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预测效

果。而且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某些领域仍存在着技术算法的

不足或不完善的情况，例如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语义理解

和情感分析等方面的算法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就会

造成人工智能系统在理解和处理复杂语言信息时表现不佳。

此外由于大数据涉及到多个数据源和数据类型，数据集成和

整合成为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不同数据源之间的数据格

式、结构和语义存在差异，因此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数据清洗

和转换手段来实现数据的有效集成 [3]。

4.3 伦理与社会的问题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系统在数据分析和决策过程中非常

容易受到数据偏见的影响，因此就容易对某些群体或个体的

歧视性决策，例如在招聘、贷款等领域，若是数据样本中存

在偏见，那么机器学习算法会产生歧视性的结果，使得社会

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而且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普及和应用，传统行业的工作岗位会受到影响，那么就会出

现一些工作会被自动化或替代的情况，使得有些人失业，这

样一来就会让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同时技术的发

展也会让一些新的就业机会的出现，但这些机会需要更高的

技能水平，因此又会出现一些技能不匹配和职业转换困难等

难题。此外，由于这些技术应用也会改变社会的运行方式和

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会带来诸如隐私侵犯和信息泄露相

关的问题，部分技术的应用甚至还会引发道德困境。

4.4 法律法规与监管挑战的问题
数据合规性要求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法规挑战，该项技

术在应用中会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收集存储和处理，而不同

国家和地区对于个人数据的保护标准和要求不尽相同，因此

企业在跨境数据流动和应用过程中需要面对不同的法律法

规，这样一来就直接增加了企业的合规风险和成本。而且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数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变得越

来越频繁，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数据的管理和保护标准存在

差异，因此跨国数据在流动过程中会面临很多的法律障碍和

风险，有的国家会出台数据本地化政策要求企业将数据存储

在本国境内，这对于全球化的企业来说带来困扰。同时监管

机制和政策不足也是一个挑战，相关的监管机构和政策体系

跟不上技术的发展步伐，那么就会存在监管滞后的问题或是

政策不完善的问题，这也就直接让企业的不确定性风险大大

增加。

5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引领融媒发展的办法

5.1 数据驱动的内容生产与个性化推荐
在建立强大的数据分析和挖掘系统时，要求投资建立

高效的数据处理系统，这样才能够有效地获取和管理大量的

数据，同时需要利用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

然后发现数据中的规律和模式，从而为内容生产和推荐提供

有力支持。分析用户的历史行为及兴趣偏好等数据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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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此来建立用户的个性化画像和行为模型，以便更好地

理解用户的需求和喜好，基于这些用户画像和行为模型为用

户提供更加精准化的内容推荐。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

技术也能够实现个性化推荐，建立用户兴趣模型和内容特征

模型就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用户进行个性化建模，从而

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内容推荐，同时深度学习技术在图像

识别的应用中也可以为个性化推荐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数

据来源。除了基于用户兴趣和行为的个性化推荐外，还可以

考虑用户所处的环境及社交关系这些多个维度的因素为用

户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推荐内容，如根据用户所处的地理位置

及社交圈子等因素为用户推荐附近的活动和事件。随着用户

需求和行为的变化，推荐系统也需要不断地优化调整，这样

才能保障推荐的准确性和效果，通过 A/B 测试或是用户反

馈等方式对推荐算法和模型进行评估改进，以此来不断提升

推荐系统的性能。

5.2 智能化的内容生成与自动化生产
为了构建智能化的内容生成平台，需要投资建立一个

强大的内容生成平台，以此来做到整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的效果，从而实现自动化的内容生产和生成，要求该平台

能够快速生成各种类型的内容。或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自

然语言生成技术来完成内容生成，重视分析大量的文本数

据，同时要注意构建语言模型和语法规则来实现自动化的文

章生成，利用自然语言生成技术就能够将结构化数据转化为

自然语言文本，从而实现自动化的报告或是新闻稿等文档的

生成。另外在利用图像识别和图像生成技术时，要注意分析

大量的图像数据，并重视构建图像特征模型和视觉感知模

型，以此来实现自动化的图像生成，同时利用图像生成技术

就需要重视根据用户需求和偏好生成各种类型的图片和图

表，从而丰富内容形式。而且随着语音技术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内容可以通过语音形式呈现，尤其是播客或是语音导览

等，因此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就能够将语音转换为文本数据，

然后利用语音合成技术将文本转换为语音，从而实现自动化

的语音内容生成。

5.3 互动式体验与用户参与
在内容生产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用户的需求和兴趣，

以便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内容形式，然后也需要利用技术手

段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互动体验，继而增强用户

参与感和体验感。在内容平台上引入社交功能如评论、点赞、

分享等，使得用户更加方便地与内容进行互动并与其他用户

进行交流和互动，同时也要重视利用社交网络平台来扩大内

容的传播范围，进而能够增加用户参与和互动的机会。在内

容平台上设置用户反馈渠道，通过意见反馈、投票调查等让

用户更加直接地参与到内容的生产和改进过程中，然后才能

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建议，以便有效提高用户满意度和参与

感。此外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完成个性化推荐

和定制化服务，通过分析用户的历史行为或是兴趣偏好等数

据，就能够很好地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推荐内容和定制化的

服务，进而就可以增强用户的参与感。

5.4 跨平台整合与智能推广
重视通过投资建立一个强大的内容管理与分发平台来

整合各种媒体资源，并能够快速高效地进行内容分发和推

广，该平台应具备智能化的推荐系统和个性化的内容定制功

能，而且还能够根据用户的兴趣偏好和行为习惯，为用户推

荐相关的内容，并实现跨平台的内容整合和推广。分析用户

在不同平台上的行为和互动数据，以此来建立用户的全景画

像和行为模型，然后才能了解用户的兴趣偏好和消费习惯等

信息，从而精准地进行智能推广，同时也可以利用大数据技

术进行用户群体分析和定位，以此来找到目标用户群体并针

对性地进行推广营销。在内容生产和推广过程中，还要重视

与其他媒体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实现跨平台

的整合和联动，通过合作与联盟扩大内容的传播范围，增加

用户的触达率。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引领下融媒体发展

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在此背景下媒体内容可以实现智能

化生成，而且还能个性化推荐，让用户参与度得到极大的

提升，当然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数据隐私和技术挑战这样的问

题，但也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才能够推动融媒体发

展迈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重视完善

技术与管理手段，以此来保障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融媒体中

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进而能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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