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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俗劣质信息精准推送 野大数据杀熟冶乱象凸显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算法”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尧大数据广泛应用,算法推

荐让信息传播更加个性化尧定制化尧智能化,但也出

现了一些乱象要要要
因为算法推荐,互联网平台越来越能抓住用户

的心,帮助人们更加方便尧精准地获取信息,也牢牢

吸引了用户的注意力遥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基于算法

的个性化内容推送已占整个互联网信息内容分发

的 70%左右遥 算法推荐逐渐成为各平台野基本操作冶
的同时,诸如低俗劣质信息精准推送尧野大数据杀熟冶
等乱象也凸显出来遥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推动力,算法如何实现更

高质量发展钥 移动互联时代,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

野算法冶钥

互联网平台
越来越“懂”用户了吗？

野看完一个短视频后, 平台会自动推荐很
多相关视频,很方便遥 冶在北京一家企业工作的
陈辉是某款网络对战游戏的野发烧友冶,平时喜
欢通过手机观看相关短视频来提高操作水
平遥 他发现,随着刷短视频的频率增加,平台推
荐的相关视频越来越多,野游戏攻略尧 英雄介
绍尧对战视频都有,电商平台还会推荐鼠标尧键
盘冶遥

这些平台的自动推荐功能,运用了一种叫
算法推荐的技术遥 这是一种通过人工智能分
析和过滤机制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尧完
成信息内容与用户精准匹配的技术遥

自从 1994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组推
出第一个自动化推荐系统,算法推荐技术如今
已深入到资讯尧社交尧电商尧短视频尧搜索引擎
等平台和互联网应用中遥

互联网平台变得越来越野懂冶用户,在极大
方便用户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容易引发一些用
户尤其是青少年不同程度的沉迷问题遥

野说好只看 5分钟,结果一刷就是几小时遥 冶
贵州省贵阳市的林忠信说,他 12岁的儿子最近
迷上刷一些恶搞的短视频,不仅影响学习成绩,
与同伴一起进行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少了遥

从去年 5月底开始,全国主要网络短视频
平台中推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遥 在野青少年模
式冶下,大多数平台主要推送教育类尧知识类等
有益内容遥 但是,在缺乏监护人照管监督的情
况下,防沉迷系统效果容易打折扣遥

有受访者反映,一些新闻资讯尧网络社交
等平台的个性化推送存在野泛娱乐化信息多尧
低俗内容多尧未经核实内容多冶的野三多冶现象;
一些网络社交等平台防沉迷手段较少,容易导
致青少年沉迷和盲目模仿遥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邱泽奇对记者表示,对自我的偏好是人类认知
偏好的一部分,野偏好冶阅读可能加速形成野信
息茧房冶效应和野情绪传染冶效应,前者易导致
视野局限,后者易使个人情绪受他人感染遥

一些喜欢网购的人还可能因遭遇 野大数
据杀熟冶而蒙受损失遥 一些平台利用算法技术
给不同类型消费者数据野画像冶,判断其偏好尧
用户黏合度尧价格敏感度等,使不同用户看到
的价格或搜索的结果不同遥 通常是老用户看
到的价格比新用户贵,或搜索到的结果比新用
户少遥

今年野双 11冶期间,北京消费者韩女士发
现, 她通过某 APP预订一家酒店,野同一时间,
不同手机冶预订,价格相差约 1000元遥

9月中旬,微博上发起的一个投票显示,有
1.5万人认为自己遇到价格明显差异的情况,
占所有投票人员的近八成遥

算法技术的重要意义在于 , 将此前基
于人力的野人找信息冶转变成基于电脑自动
化运算的野信息找人冶,既极大解放了人力 ,
又更高效地完成了人和信息的匹配遥

从 2012年起, 互联网平台今日头条在
业内较早将算法推荐系统应用到资讯领域
的产品中,实现了系统的自动学习推荐遥 据
今日头条算法架构师曹欢欢介绍, 推荐系
统综合考量内容特征尧用户特征尧环境特征
等因素进行决策遥 例如,环境特征包括上班
期间尧上班路上尧下班休息等不同场景下用
户的兴趣偏好信息遥

为帮助用户发现更多兴趣点, 今日头条
不断引入多领域的优质内容生产者, 并运用
算法推荐给用户;推出野灵犬冶反低俗助手,剔
除低俗信息遥 推荐系统还增加了消重和打散
策略,前者旨在消除内容相似文章推荐,后者
降低了同领域或主题文章的推荐频率遥

不过, 在头部互联网平台切实严格自
律的同时,仍有一些采编流程不规范尧管理
不严的网络社交媒体尧 新闻客户端在业务
导向上走偏了遥 主要表现在:

要要要向用户推荐劣质信息遥 部分平台
为留住用户, 不断向用户推荐其关注过的
相似内容 ,其中掺杂低俗媚俗尧色情暴力尧
真假难辨尧缺乏深度尧价值观导向错乱等信
息遥 一些互联网平台为增加点击率和流量,
还会进行人工推荐,主动推荐野博眼球冶尧打
野擦边球冶信息,很多用户直呼野辣眼睛冶遥 这
反映出一些平台社会责任感缺失, 更忽视
了价值观建设遥

要要要增加用户权益保护难度遥 一些算
法推荐的内容过度强化用户偏好, 影响了
用户对于信息内容的自主选择权 ,加剧野信
息茧房冶效应,极易造成个体与社会的隔离,
缺乏对当下国情世情的深刻认识和判断遥
由于依托于用户浏览记录等数据, 算法推
荐若设计不当,还可能侵犯用户个人隐私遥

要要要进行野大数据杀熟冶遥 中国传媒大
学大数据研究中心教授沈浩介绍, 对于算
法而言, 通过用户数据量以及数据更新频
次,可轻易判断出是野生客冶还是野熟客冶遥结
果是平台大赚,商家尧消费者利益受损,还容
易导致垄断遥

作为一项技术应用 , 算法推荐是中性
的,问题出在设计者尧操作者身上遥

一方面 ,奉行野流量至上冶的单一价值
导向遥 一些平台为应对竞争,将用户停留时
间作为重要考核指标 ,忽视了自身作为野把
关人冶的角色定位遥而野把关人冶必须用积极
健康尧符合公序良俗的价值观,指引算法推
荐的设计和应用, 方能确保推送内容价值
导向正确遥

另一方面 ,过度追求野利益至上冶,利用
其信息不对称优势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遥
这是一个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法律问题遥

野一些算法的顶层设计思路存在问
题遥 冶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
平对记者表示,英国著名数学家尧逻辑学家
图灵等学者在勾画人工智能图景时提出 ,
人和机器是对等尧双向互进的关系,但现在
一些算法设计呈现出人与机器的关系是单
项的遥比如在大数据方面,迷信相关分析,忽
略因果分析遥 在定义算法效率方面,只把专
业化效率定义为效率, 而实际上多样化效
率也是一种效率遥

“算法”是中性的，问题出在人身上

有网友最近在一个问答平台发文称 ,
自己在某社交平台和朋友聊天时提到了
一款扫地机 ,随后该平台出现了扫地机器
人的广告遥在跟帖中 ,很多网友疑问 :野平台
是否可能利用算法等技术 ,抓取用户聊天
记录进行广告精准投放?冶

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专家何延哲今
年 9 月表示 ,四部委 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
在对 APP 多批次检测中尚未发现 APP 有
野窃听冶行为遥但 APP野窃听冶在技术实现上
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相关部门有必要出台
规定 ,明确企业进行大数据野画像冶时能否
使用个人语音信息,让用户更放心遥

从另一角度看, 社会舆论的疑问其实
指向了大数据尧算法等技术应用的价值导
向问题遥 如何规范使用大数据尧算法技术,
让其变得更有野温度冶尧更让人放心 ?需要
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尧评价系
统 , 确保算法设计者尧 操作者以健康尧正
确尧积极的价值观 ,指引算法推荐的设计
和应用遥

相关立法和监管亟待加强 , 特别是要
强化对算法推荐本身的法治监管遥

例如,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叶个人信息
保护法 (草案 )曳规定 ,个人认为自动化决策
对其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 ,有权拒绝个人
信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
出决定遥

11 月 10 日 ,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的叶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征
求意见稿 )曳规定 ,基于大数据和算法 ,根据
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尧消费偏好尧使用
习惯等 ,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
易条件 ;对新老交易相对人实行差异性交
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实行差异性标
准尧规则尧算法 ;实行差异性付款条件和交
易方式等 ,都可能被认定为野大数据杀熟冶
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面临更严格监管遥

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
薛军对记者表示 , 应针对算法运用的场
景尧对公民基本权益的影响 ,对算法进行
不同强度的监管遥 除了法律规定需更加明
确外 ,可以建立某种社会化的评议机制 ,对
平台运用算法产生的后果进行评价 ,要求
平台基于公共价值予以优化遥

压实平台的社会责任遥 曹欢欢表示 ,

今日头条已不完全依赖算法推荐 ,而是一
个综合野算法+热点+搜索+关注冶的通用
信息平台 ,以帮助用户拓展兴趣遥 用户还
可以选择关闭野个性化推荐冶按钮或野永久
清除历史行为冶, 自主选择获取信息的方
式遥

野应该在算法技术内讲价值伦理 ,把人
之为人的一面当作技术本身来考虑 ,倡导
企业在商业行为中履行社会责任遥 冶姜奇
平认为 ,对算法推荐技术和平台的监管应
确保公平和效率尧 个人信息开发与保护尧
个人信息与平台信息等方面的平衡 ,在促
进数字经济服务业态健康发展层面考虑 ,
可按照个性化信息服务所得和付出的均
衡原则进行政策调整遥 他建议 ,确保消费
者对信息采集者的服务好坏有评判权 ,使
消费者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遥

有专家认为, 监管部门应督促企业调
整业务逻辑 ,将正面价值取向尧用户高品
质追求作为关键标签纳入算法顶层设计
之中 ;政府尧学校尧家长尧平台各方应责任
共担,不断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遥

渊彭训文冤

大数据、算法推荐应更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