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1485-1490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331  

文章引用: 方瀚. 人工智能在精准营销中的应用与伦理挑战[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1485-1490.  
DOI: 10.12677/ecl.2025.1472331 

 
 

人工智能在精准营销中的应用与伦理挑战 

方  瀚 

浙江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5年5月30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16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17日 

 
 

 
摘  要 

人工智能(AI)在精准营销中的应用正在重塑商业模式，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画像和智能推荐等技术，

企业能够精准锁定目标客户，提升营销效率和用户体验。然而，这一技术革新也带来了严峻的伦理挑战，

引发了对用户权益和公平性的担忧。本文探讨了AI在精准营销中的优势及其引发的伦理问题，并提出在

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之间寻求平衡的重要性，以确保AI在营销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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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reshaping business models in precision marketing. Through technolo-
gies such as big data analysis, user profiling, and intelligent recommendations, companies can ac-
curately target their customers, enhancing marketing efficiency and user experience. However, thi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lso brings serious ethical challenges, raising concerns about user rights 
and fairnes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dvantages of AI in precision marketing and the ethical issues 
it raise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thical standard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I in the marketing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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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其在营销领域当中的应用变得日益广泛[1]。精准营销已经成为企业提

升自身竞争力的关键手段，AI 借助深度学习以及大数据分析能够精准识别用户具体需求。依靠 AI 可实

现个性化推荐与实时反馈，这极大地提升了企业营销效果。然而技术的快速进步也带来了伦理层面的挑

战，如数据隐私保护、算法透明度和公平性等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重视

伦理规范，已成为当下行业关注的重点课题。 

2.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精准营销优势 

2.1. 智绘精准画像 

人工智能依靠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析手段，能够快速处理并解构用户在不同平台的行为数据，如浏

览记录、点击频率、搜索关键词以及消费轨迹等。通过开展交叉分析，它不但可以还原出用户的基本信

息画像，还能够挖掘其潜在兴趣、情感偏好以及行为趋势，这一过程突破了传统市场调研在时效和样本

方面的局限[2]，让企业能依据动态且真实的用户画像开展针对性营销策略，图像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

AI 技术相互融合也在推动多维画像构建，从“人找产品”转变为“产品找人”形成自然消费连接。 

2.2. 算法定制营销 

精准营销的核心要点是在恰当时间把适宜内容推送给适宜的人，人工智能的引入让这样的理想化场

景成功变成了现实，基于推荐算法以及机器学习模型，系统能够针对用户历史行为进行建模并在不同情

境匹配潜在兴趣内容。和传统模板式广告推送存在明显不同，AI 驱动的算法可以依据实时数据生成个性

化的内容，确保推送内容具备相关性和时效性以此提升用户点击率和转化率，系统还能够根据用户互动

反馈不断优化推荐逻辑，实现内容持续迭代从而形成持续进化的智能营销闭环。 

2.3. 数据驱动决策 

在 AI 辅助下，以数据为依据的营销决策体系日益成熟，企业不再依靠经验和主观判断制定营销策

略，而是借助 AI 工具对海量数据开展建模分析工作，从中挖掘具有指导意义的趋势线索相关内容。通过

聚类分析划分不同特征的用户群体，利用关联规则发现产品之间的组合偏好具体情况，结合时序预测判

断未来消费动向的趋势走向。这些技术手段让决策流程变得更加科学化和敏捷化，使企业能够快速对市

场变化做出相应的响应动作，在活动策划、预算分配和渠道投放等方面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2.4. 自动化提效营销 

AI 技术嵌入营销流程能让效率有质的变化，从潜客识别、内容生成到用户分发和效果监测，几乎所

有环节都可实现智能自动化操作，比如 AI 驱动的 A/B 测试可自动评估多种内容方案并选出最优组合实

时上线，聊天机器人能在无人干预的前提下完成客户咨询、下单引导和售后服务等工作，从而提升用户

响应速度和满意度水平。这种自动化既能够节约大量人力资源成本，又可以在大促期间保持运营稳定性，

效率提升促使营销活动从传统人海战术转向精细化管理模式，进而增强品牌在市场当中的竞争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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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智能精准营销面临的伦理挑战 

3.1. 数据隐私保护的边界模糊 

人工智能开展精准营销时对用户数据依赖程度极高，数据越细致入微，模型预测就越精准无误。大

量采集用户行为、地理位置、通讯记录及情绪倾向等隐私数据，常超出用户原本知情与同意范围形成隐

私灰区，很多平台虽设有“用户授权”机制，但冗长模糊协议让用户难以了解数据使用方式，更要警惕

企业或平台把数据共享给第三方后，可能出现数据泄露、滥用甚至交易等问题，这会导致公众对 AI 营销

系统信任产生动摇。 

3.2. 算法偏见引发的公平争议 

算法本身是不具备道德判断能力的，如果数据存在性别、地域、年龄、职业等方面的偏见，AI 在进

行营销决策的时候可能会无意间放大这些偏见，如某类产品广告只面向特定群体频繁去推送，却不考虑

其他潜在的用户，这样就形成了隐性歧视的现象。算法驱动的差异化服务虽然能提升转化效率，但是却

有可能损害社会公平的原则，特别是在金融教育招聘等敏感领域当中，营销行为里算法偏见的伦理隐患

会更加严重。 

3.3. 过度个性化带来的操控风险 

精准营销致力于达成“千人千面”的效果[4]，通过个性化推荐的方式增强用户黏性，然而如果算法

过度对用户决策进行干预，甚至以行为操控为目的设计内容路径，就有可能跨越伦理道德的底线。平台

运用算法持续给用户投喂其偏好的内容，看似贴心实则会形成信息茧房，使用户被困在特定消费或者观

点当中，难以接触到多元各类的信息。这种隐性操控不仅会削弱用户自主选择的空间，还容易被用于误

导性营销或者引导冲动消费。 

3.4. 透明度缺失导致的信任危机 

用户接收个性化信息时，通常难以知晓推送内容背后逻辑机制，如算法怎样评估兴趣点、推荐权重

如何设定以及数据从哪里采集这些关键信息等。缺乏透明运行机制会让用户对内容来源和目的产生怀疑，

特别是遇到错误推送或者不实内容的状况下，缺少申诉与纠正机制会进一步放大用户不信任感，企业如

果没有建立明确解释框架和用户反馈通道，很容易在突发舆情当中陷入被动并损害自身品牌信誉，这会

对 AI 营销技术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阻碍。 

4. 人工智能在精准营销中的应用原则 

4.1. 决策过程清晰化原则 

营销智能化并不意味着用户需要接受不透明推荐逻辑。在人工智能系统制定内容分发、客户识别或

者路径优化等关键决策时，企业有责任让决策过程能够被外部理解与监督，通过建立决策链路可视化模

型并且结合适当数据标签和权重提示，能够帮助技术人员对算法逻辑进行优化，同时也能让管理者和用

户拥有判断营销行为的重要依据，决策过程清晰不仅可以提升治理效率，还能够构成防范道德风险的重

要屏障，这是构建可信营销生态的重要前提条件[5]。 

4.2. 算法逻辑可追溯原则 

当 AI 营销系统出现推荐错误信息、歧视性推送或者干扰用户选择等偏差状况时，企业要能对系统行

为进行回溯，这种追溯能力依靠算法模型设计时所建立的可解释性机制以及数据处理和模型训练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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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缺少清晰的模型版本管理和行为审计机制会致使错误无法及时定位且责任归属模糊不清。构建可

追溯技术路径不只是为满足合规需求，更是尊重用户权益和防范技术滥用的必要选择。 

4.3. 信息披露标准化原则 

用户应当拥有知晓自身数据怎样被采集分析并转化成营销行动的权利，标准化信息披露机制要涵盖

数据用途说明、算法推荐依据、个性化推送范围以及用户拒绝权等多方面内容，并且要运用通俗易懂表

达方式来避免术语造成的壁垒，比如在注册环节或者使用过程中设立简洁明了的“AI 营销说明书”，以

图文并茂形式告知用户其应享有的权利和需履行的义务，企业通过设定统一披露标准能够减少用户误解

与投诉、提高平台透明度，进而巩固用户与品牌之间信任的基础。 

4.4. 用户理解优先化原则 

在复杂的 AI 系统面前，并非所有用户都有相关技术背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弄清楚算法背后复杂运

行机制[6]。所以在精准营销构建过程中，用户体验和理解应优先于技术本身，平台可以设计“解释式交

互”机制，让用户查看推荐内容时主动点击了解推荐逻辑，同时提供简化的偏好设置通道，帮助用户主

动调整系统对其的画像。这种从用户视角出发的设计理念能有效消除技术神秘感与认知焦虑，为 AI 系统

的社会接受度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5. 人工智能在精准营销中的应用策略 

5.1. 数据驱动：用户画像精准化 

精准营销的关键在于深入理解用户情况，人工智能借助融合多维数据源以及运用机器学习技术持续

更新用户画像，让企业能够动态捕捉消费者需求的具体变化。用户画像的构建不仅依赖用户提供的诸如

购买记录和兴趣偏好等显性信息，也会通过浏览路径、停留时长和设备类型等隐性行为数据进行建模处

理，达成用户特征从静态描述到动态感知的重要升级。 
特别是在农业、零售等细分市场当中，精准的用户分层与画像属于制定差异化营销策略的必要前提，

AI 能够通过对农户购买品类、地区气候和种植周期等数据开展采集分析，为农户定制化推送特定种子产

品和种植解决方案。例如，在南方多雨季节时，系统识别该区域气候特征和用户种植行为之后，会推送

耐涝型水稻新品种并且匹配相应施肥方案和病害防治建议，这一策略既提高了点击与购买转化率，又极

大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和平台粘性。与之类似，在泛零售领域平台，可根据用户对健康内容互动行为，如

关注健身博主、搜索膳食营养等行为，将用户归入“健康倾向”群体并动态优化推荐逻辑，将智能健身

设备、有机食品当作推送重点[7]。AI 不但帮助企业做到千人千面的营销触达，还通过实时画像修正保障

营销策略对用户状态精准响应。 

5.2. 算法优化：推荐系统智能化 

推荐系统在 AI 营销中扮演着核心决策的重要角色，通过引入上下文建模与多维感知的相关机制，推

荐算法不再只是依据用户过去的行为做静态匹配，而是达成了实时、多模态的语境理解和交互决策。推

荐策略着重情境识别与短期意图的有效捕捉，构建以用户“使用场景”作为导向的动态内容分发模型，

进而满足用户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多样化内容需求。 
例如，基于 AI 技术的微播易平台借助“智选–智算–智投”三级架构达成短视频推荐的智能化分发。

系统在识别用户当前设备、时间段以及使用场景的基础之上，精准推送贴合实际情况的相关内容，如午

休时段会推送轻娱乐内容、夜间时段推送深度资讯或者购物类视频。这种逻辑在电商平台也有着广泛的

应用。例如阿里巴巴的“千人千面”系统能够在秒级时间之内完成用户画像匹配、内容选择、广告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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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推演，推荐系统在广告素材当中的“图文视频融合式”投放成了新的趋势。推荐系统还内置了防过

拟合的相关机制，通过内容冷启动补偿和随机插入测试，实现用户长期兴趣的多样性激发，避免陷入单

一兴趣路径当中[8]。推荐系统因此不再是信息分发的被动通道，而是成为预测用户行为、理解用户语境

的主动智能引擎。 

5.3. 实时反馈：营销策略动态化 

相比于传统营销方式，AI 营销不再是“定好就直接投放”的静态营销策略，而是会随着用户反馈不

断发展演变的动态体系。依靠实时 A/B 测试和强化学习算法，系统能够针对用户行为进行逐层响应与预

测，进而实现营销内容的快速迭代以及投放路径的优化。AI 营销策略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构建完善的

数据闭环体系，以此保证每次用户行为都能被系统捕捉、分析并反馈到下一轮策略制定当中。 
以先正达集团在种子行业的 AI 广告投放实践为例，系统在广告上线前期会同时生成多个广告版本，

实时追踪点击率、停留时间、转化路径等各项指标数据。如果某一个版本表现出更高的转化效率，系统

就会调整其投放比重，并且运用自然语言处理与情感分析技术优化广告内容表达，让其更加贴合用户的

接受习惯。当用户出现类似“行为异动”的情况，比如多次查看购物车却没有结算或者在特定页面反复

跳出，AI 系统就会启动“再激活机制”，通过提供限时优惠、进行推送提醒、发放个性化折扣券等方法

进行行为修复和目标导向式再营销。从更高层面来讲，平台还能够依据行业市场的趋势变化、对竞品策

略的监测等宏观信号，动态调整内容定位和广告排期，确保自身的策略在市场竞争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AI 在这一过程当中不仅扮演着监测者的角色，更成为了策略优化的实时执行者。 

5.4. 伦理考量：隐私保护人性化 

随着 AI 精准营销在各个行业嵌入发展，伦理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用户对于“可视不可控”

算法推送以及个人数据被动采集情况感到焦虑，在人机协作当中重建信任这一要求下，企业需在算法层、

数据处理层和界面交互层全面融入“隐私友好”设计理念。该策略着重强调技术合规、交互透明与控制

权下放这三重核心要点。 
具体而言，平台应设立“个性化控制面板”，让用户查询并编辑自身画像标签内容，甚至能够暂停

基于某类行为的广告推送。技术层面上，平台引入差分隐私技术和数据脱敏模型，在保留数据价值的同

时，屏蔽掉个体身份信息以此确保模型训练不侵犯用户隐私边界。例如，用户在健康类平台选择不开放

地理位置授权，系统会自动调整推荐逻辑用兴趣层数据替代空间定位数据，保障推荐相关性同时规避信

息泄露风险[9]。此外，AI 系统应构建“双反馈机制”，一方面用户能够提出算法质疑并且申请人工干预，

另一方面系统需要建立伦理审计机制，定期评估模型在不同群体间的公平性与歧视风险。隐私保护的“人

性化”不应仅仅停留在权限设置之上，而是成为一种将用户尊重理念贯穿于技术架构、运营流程和产品

体验全过程的伦理实践。 

6. 结语 

人工智能应用于精准营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给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营销工具，同时也带来数

据隐私和算法偏见等伦理问题。面对这些挑战，平衡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十分重要，企业、监管机构和

用户需共同努力建立透明公平的 AI 应用框架，确保技术发展既能推动商业进步又能保护用户权益，只有

在伦理与技术并重的道路上，AI 在营销领域的应用才能健康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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