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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背景下网络舆情动态分析与应对策略
  向莉

湖南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高歌猛进的当今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已经显著改变了网络生态的格局。网络舆情在这一新背景下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传播特性：舆情事件的触发更为迅速，波及面更为广泛，且信息的真伪辨别难度加大。这些新变化对传统舆情
管理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特别是 AIGC 生成的内容，其高度的逼真度和迷惑性，使得公众在信息接收过程中极易受到误导，进
而形成可能偏离事实的共识，这无疑增加了网络舆情的复杂性和管理难度。为了有效应对 AIGC 带来的舆情管理新挑战，必须从
技术升级、社会治理创新、法律法规完善以及伦理道德引导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研究和积极应对。本文旨在全面剖析 AIGC 对网
络舆情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为网络舆情的科学管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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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era of rapid advancemen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generative AI (AIGC) has significantly 
altered the landscape of the online ecosystem.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this new context, exhibits unprecedented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public opinion events are triggered more swiftly, spread more broadly, and the difficulty of discerning information 
authenticity increases. These new changes pose severe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models. Especially 
concerning AIGC-generated content, its high degree of realism and deceptive nature makes it easy for the public to be mis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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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 AIGC 的影响下，虚假信息的生成和传播
变得更加容易和难以识别。这类信息外观逼真，
而且能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迅速扩散，对公众认
知造成误导，进而引发社会情绪的波动，甚至对
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威胁。同时，由于 AIGC
技术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现有的舆情监测工具往
往难以做出迅速而精确的反应。这要求从技术、
社会以及法律等多个层面出发，重新审视和应对
这一挑战。因此，深入研究 AIGC 背景下的网络
舆情动态，并探索切实可行的管理对策，是对抗
信息时代新兴舆情风险的需要，更是维护网络意
识形态安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一步。

一、AIGC 对网络舆情的影响

（一）AIGC 的革新性特质与显著优势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崛起已深刻改

变了网络舆情的形成与传播方式。其以强大的多
模态内容生成能力为核心，涵盖图文、音视频等
丰富形式，高度模拟人类思维与表达。此技术大
幅提升了内容生成效率，更降低了创作门槛，吸
引了众多创作者参与。与传统模式相比，AIGC
能在短时间内生成海量多样化内容，并借助社交
媒体迅速扩散，快速聚焦公众关注。

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AIGC 生成的内容迅速
覆盖各类传播渠道，其在网络舆情中的重要性日益
突出。结合大数据与深度学习算法，AIGC 实现了
智能化、高效化的内容生成，能精准根据用户历史
行为与偏好定制个性化内容，显著提升了传播的精
准度和影响力。同时，其跨语言、跨文化的生成能
力使得针对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受众都能产出符合其
背景的内容，推动了信息的全球化传播。

AIGC 的多样化内容形式极大增强了信息的
吸引力和生动性，更易引发公众共鸣和参与，从
而加速了舆情的形成和发展。然而，其高效生成
能力也带来了信息急剧增长的问题，导致公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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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信息过载的困境，增加了舆情的不可预测性。
尤其在热点事件中，AIGC 能迅速生成相关内容，
包括具有煽动性和误导性的虚假信息，极易引发
公众情绪波动，使社会舆论更加复杂多变。

（二）AIGC 驱动下的网络舆情新特征
在 AIGC 的推动下，网络舆情展现出一系列

鲜明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舆情传播速度的迅猛
提升、信息覆盖的广泛性以及虚假信息的难以辨
识等方面。同时，AIGC 生成内容的效率远超传
统方式，使得舆情事件能迅速爆发并广泛传播。
通过 AIGC，简单信息可迅速转化为多种形式，
并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及短视频平台等多渠道快
速传播，形成全方位、多平台的覆盖态势。这种
迅速且广泛的信息传播极大增加了舆情事件的复
杂性，令传统应对策略难以迅速奏效。

AIGC 生成的内容多样且逼真，极大提升了
信息的迷惑性，使公众在信息判断上面临更大挑
战。如今，无需专业技术，普通用户即可利用
AIGC 轻松制造高仿真虚假内容，加剧了信息环
境的混乱。在 AIGC 的推动下，虚假信息传播效
率飙升，更易形成虚假舆论共识。面对大量相似
的虚假信息，公众可能在无意识中受到误导，形
成错误认知，进一步加剧了舆情的不可预测性。

此外，AIGC 驱动的网络舆情还表现出显著
的分散性和碎片化特点。信息传播不再依赖传统
中心化渠道，而是呈现点对点、去中心化的趋势，
使信息扩散路径更加多元，舆情演变更难预测。
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个人用户、虚拟和机器人
账号均可成为舆情传播的关键节点，加速了舆情
的发酵。同时，AIGC 的个性化推荐机制使用户
更倾向于接收符合自身偏好的信息，加剧了舆论
场的两极化和群体极化现象，减少了信息多样性，
还提高了虚假信息的传播风险。

二、AIGC 时代下网络舆情管理的挑战

（一）技术挑战
当前在 AIGC 时代，网络舆情管理遭遇了前

所未有的技术挑战，这主要源于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AIGC 技术能迅速产
出高仿真度的图文、音视频内容，这些内容逼真、
生成迅速，还具备高度个性化特点，使得现有的
舆情监测和识别技术难以应对。传统舆情监测系
统主要依赖关键词过滤、语义及情感分析等手段，
然而在面对 AIGC 生成的复杂内容时，这些手段
的有效性受到了严重挑战。

特别是深度伪造技术的出现，使得 AIGC 生
成的音视频内容真假难辨，传统识别算法往往束
手无策，导致虚假信息泛滥。此外，AIGC 生成的
多模态信息进一步加剧了舆情管理的技术难度。
这类信息需要多层次、多维度的深入分析，而现
有系统在处理图像、音视频等非文本内容时，常
因缺乏统一分析框架和足够数据支持而难以应对。

同时，AIGC 技术的不断演进和新型生成模
型的层出不穷，使得舆情管理系统必须不断更新
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然而，技术的迅速更新与
舆情管理系统的滞后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

管理者在信息爆发初期难以全面掌握舆情动态。
（二）社会挑战
目前在 AIGC 时代，网络舆情管理遭遇显著

的社会挑战，主要体现为虚假信息对公众认知的
深刻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情绪复杂化。由于
AIGC 生成的内容多样且真实性难辨，公众在信
息接收过程中极易受到误导。特别是在重大或突
发社会事件中，AIGC 产出的虚假信息能迅速激
起公众情绪，加剧社会矛盾。这些高仿真、多模
态、个性化的虚假信息使公众难以迅速识别真相，
从而导致认知偏差。在社交媒体等平台的推动下，
这种偏差迅速扩散，深化了公众对事实的误解，
影响群体判断与行为。

同时，AIGC 生成的内容常迎合公众兴趣与情
感需求，通过定向传播和个性化推荐迅速扩散，
形成“信息茧房”效应，使公众被同质化信息包围，
加剧社会情绪极化。这导致社会群体在虚假信息
影响下易形成错误共识，进一步激化矛盾和冲突。
此外，AIGC 驱动下的网络舆情呈现出高度分散性
和难控性，信息传播路径多样且不可预测，使社
会舆论走向复杂难控。

（三）法律与伦理挑战
随着 AIGC 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络舆情管理

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法律与伦理挑战。首当其冲的
是 AIGC 生成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问题。在深
度伪造技术的推动下，大量虚假音视频涌现，对
个人隐私、社会秩序及法律法规形成严重冲击。
这些内容常涉及隐私侵权、肖像权及名誉损害等
法律问题。现有法律体系在处理 AIGC 生成的内
容时，常面临责任主体模糊、证据收集棘手及法
律追责滞后等困境。同时，AIGC 内容的匿名性
与自动化特点使得违法者易于逃避法律制裁，加
剧了法律监管的复杂性。此外，AIGC 生成的内
容还可能涉及对个人数据和隐私的滥用，数据安
全保护因而成为法律领域的重大挑战。

在伦理层面，AIGC 技术的应用引发了对信
息真实性和道德规范的深刻质疑。虚假信息的扩
散威胁信息的真实性，更对社会公正与公众信任
造成潜在破坏。这些虚假信息可能被用于恶意操
控舆论、煽动情绪甚至干扰公共决策，暴露出技
术滥用背后的伦理隐患，引发社会对技术道德边
界的反思。同时，AIGC 技术在内容生成过程中
可能潜藏偏见或歧视，这种偏见有可能加剧社会
刻板印象或引发社会冲突，进一步挑战公共道德
和社会规范。在 AIGC 时代，法律与伦理的界限
愈发模糊复杂，在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同时，
确保法律和伦理的双重约束得到遵守，已成为网
络舆情管理面临的一大难题。

三、AIGC 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一）加强技术应对
面对 AIGC 带来的网络舆情挑战，技术策略

是应对的关键。首要之举是构建智能化舆情监测
与分析系统，融入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及
机器学习等尖端技术，以提升舆情监测的准确性
与效率。借助 AI 技术，能实时监控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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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网站等多渠道信息，自动识别潜在舆情热点。
特别针对 AIGC 生成的多模态内容，应发展多模
态识别技术，以迅速甄别深度伪造及其他虚假信
息。通过结合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技术，打造
全方位的多模态舆情分析平台，从而全面提升网
络舆情监测能力，确保信息的时效与准确。

此外，引入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也至关重
要，其能增强内容的可溯源性，为内容生成与传
播建立信任机制，提升透明度和可追溯性，进而
减少虚假信息的误导。同时，推动 AI 算法的透
明与可解释性亦是重要一环，优化算法以使生成
内容附带可识别标记，从而有效区分真实与虚假
信息，为舆情管理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技术策略的实施还包括研发内容验证工具，
例如结合人脸识别与语音匹配技术的系统，以快
速识别虚假音视频和图像，降低虚假信息对舆情
的干扰。另外，通过智能算法优化内容推荐，避
免推送误导性信息，从源头上遏制虚假内容的扩
散。持续升级舆情分析系统，建立高效、智能、
实时的监测预警机制，将有效应对 AIGC 时代错综
复杂的网络舆情环境，确保信息安全与社会稳定。

（二）优化社会治理策略
在应对 AIGC 网络舆情的挑战中，社会治理

策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核心理念在于，
通过提升全社会的媒介素养和舆情辨别能力，以
及加强各方协同治理，来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秩
序与健康发展。其中，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是关
键。可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培训、专题讲
座、媒体报道等多种形式，帮助公众深入了解
AIGC 技术的本质、特点及其潜在风险。这样，
公众在面对虚假信息时，就能具备更强的识别能
力和防范意识。同时，主流媒体和权威机构也应
积极承担责任，通过发布客观、准确的信息，引
导公众形成正确的舆论观念。

同时，强化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审核和信息
过滤机制也至关重要。平台方应不断升级算法，
并结合人工审核，提高对 AIGC 生成内容的监测
和甄别能力。这样，虚假信息在社交网络中的传
播就能得到有效遏制，从而保护公众免受误导。

另外，构建多方协同的舆情应对机制也是必
不可少的一环。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应共同
参与，形成合力。政府可发挥政策引导和宏观调
控的作用，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平台管理方面
的指导；企业则应积极配合，落实相关措施；媒
体则应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引导公众理性看待舆
情事件；公众也应增强自律意识，自我审查信息
发布，并对虚假信息保持警惕。最后，还应致力
于发展网络文明建设，倡导理性、健康的网络文
化。通过减少极端言论和虚假信息的滋生土壤，
可共同营造一个积极、健康的网络舆论生态。

（三）加强法律与政策应对
在 AIGC 网络舆情管理中，法律与政策应对

策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是捍卫
网络秩序和公众权益的坚实屏障。为此，必须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应对 AIGC 生成的内容奠定
坚实的法律基石。针对 AIGC 产生的虚假信息，

应设立专项法律条文，明确规范虚假信息的生
成、传播及使用等各个环节，从而极大增强对相
关不法行为的法律震慑力。同时，法律应精准界
定 AIGC 内容制作者、传播者及平台的法律责任，
构建严密的责任追究机制，以提升各方对法律的
敬畏和遵守意识。此外，法律法规的完善还需深
入涉及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领域，严防 AIGC 技
术在内容生成过程中对个人隐私和权利的侵犯。

在政策层面，应加大对技术合规和道德规范
的引导力度。通过出台切实可行的行业标准和技
术规范，鼓励企业自觉遵循道德规范，推动技术
创新沿着正确轨道发展。政府应发挥政策引导作
用，激励企业研发和应用既符合道德要求又遵守
法律规定的 AIGC 技术，同时强调企业在技术创
新中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伦理规范。此外，政
府还应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对 AIGC 技术的应
用和发展进行实时跟踪和风险评估，确保其始终
在合理可控的范围内发展。政策制定过程中，还
应加强对 AIGC 技术的伦理审查和风险评估工作，
明确技术应用的边界和底线，从根本上杜绝虚假
信息的滥用和恶意传播。

通过政策支持和技术研发引导，应积极推动
相关防伪技术的进步，并建立完善的 AIGC 内容
认证体系。这将有助于保障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进一步提升网络信息的整体质量。通过全面
完善法律法规、精准优化政策引导以及强化技术
伦理监管，法律与政策应对策略将为 AIGC 网络
舆情管理提供坚不可摧的制度支撑，共同推动构
建更加健康、有序的网络信息环境。

四、结语

AIGC 的驱动下，网络舆情演变更为迅速、广
泛且复杂，传统管理手段已难以应对。技术层面，
AIGC 生成的多模态内容加大了舆情监测与分析的
难度；社会层面，虚假信息的误导作用日益严重，
加剧了社会情绪的复杂性；法律与伦理层面，深
度伪造技术引发的隐私和虚假内容问题愈发突出。
为有效应对，需在技术上持续创新，提升舆情监
测的智能化水平；在社会治理上，提高公众媒介
素养，推动协同治理；在法律与政策上，完善相
关法规，加强 AIGC 内容的规范和监管。未来，
网络舆情管理需不断适应技术进步，保持对新兴
风险的高度警觉，促进科技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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