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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权的侵害 选择权的侵害 知情权的侵害

如何不让算法“算计”消费者
数字经济时代, 看不见摸不到的算法时刻左右

消费者的选择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从网

络购物尧交通出行尧旅游住宿尧订餐外卖到网络游戏

等生活消费领域,都出现了大型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遥
一些平台通过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手段为消费

者提供了更丰富的产品或服务,为社会创造了价值遥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大数据杀熟尧网络游戏抽奖概率不明尧网络直播推
送违反法律规定内容尧刷好评隐差评噎噎

这些问题的背后, 是不公平的算法技术对消费

者的野算计冶遥

大数据杀熟消费者
需要集体救济机制

2020 年,安徽省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在一年内被大量消费者投诉, 有关部门接到
投诉举报 953件遥

其中, 反映该公司在网络游戏抽奖概率
及规则设置上存在问题的举报数量最多 ,占
总数的 40.8%遥

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调查
时发现, 对于抽奖概率的合法合规问题并不
好判断遥 当地消保委组织召开了市区两级市
场监管部门尧文旅部门尧公安部门等相关部
门的联合处理推进会, 共同对这家公司存在
的概率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遥

因为对概率规则等问题缺乏专业的认
定能力,找不到权威第三方机构进行认定,调
查受到一定阻碍遥

野这个问题目前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
决遥 冶在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野中
消协冶) 举办的网络消费领域算法规制与消
费者保护座谈会上, 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秘书长丁涛正苦恼于如何找到解决
办法遥

抽奖概率的背后包含着一套算法的执
行遥 中消协根据消费者投诉尧有关调查和相
关报道, 归纳了六种当前网络领域涉及消费
者权益的算法应用问题,包括推荐算法尧价格
算法尧评价算法尧排名算法尧概率算法和流量
算法遥

其中,概率算法的问题体现在 :一些线上
经营者开展有奖销售尧抽奖兑换,特别是部分
网络游戏公司经常性推送游戏道具抽奖活
动,虽然公示了中奖(掉落 )概率 ,但是其算法
程序不透明,实际中奖概率缺乏管控,屡遭消
费者诟病遥

在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陈凤翔
看来,算法本质是互联网的一种编程技术 ,这
种编程技术有一定的人为参与和输入, 有的
编程者不懂得法律, 编制过程中侵害消费者
权利遥

北京计算机学会数字经济专委会秘书
长王娟前不久在乘坐网约车时发现, 当车辆
驶进日常她很熟悉的路线时, 网约车平台导
航却给出一条又堵又长的路线遥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也有类似
遭遇,在他看来,平台导航给出一条绕远的行
驶路线,算法背后存在某种动机,但消费者很
难取证,有时也没有办法保存相关证据遥

野大数据一旦杀熟,针对的是该种消费模
式下的所有消费者, 而不是针对具体的消费
者遥 冶时建中认为,在大数据杀熟问题上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更需要集体救济机制遥

野十四五冶规划中提出 ,改善消费环
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遥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
号朋看来, 不公平的算法对消费者所造
成的侵害 , 体现在三方面要要要公平交易
权的侵害尧 选择权的侵害和知情权的侵
害遥

他认为 ,在特定领域 ,如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野二选一冶问题尧大数据杀熟问题
上 ,可以通过加强对个案的监管 ,引导更
多企业在算法领域提高消费者保护水
平遥

此外 , 算法在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商
家垄断的一种权利, 可以考虑设置权限,
从技术上让消费者有权关闭算法 , 并且
将这样一种权利在法律中作出规定 ,从
技术角度实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平
衡遥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尧 教授程
啸看来 ,维护消费者权益 ,很多问题可以
通过技术解决遥 如针对有市场垄断行为

的企业,进行反制措施的算法研究,野用算
法针对算法, 算法之间就会产生相互的
竞争关系,从而重塑市场竞争机制冶遥

对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算法 , 他还
建议,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遥 针对大数据
杀熟尧价格歧视类的问题 ,监管部门可以

要求平台标识出对用户所显示的定价 ,
是否为针对消费者个人推送的个性化定
价遥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尧商法研
究中心主任吕来明指出 ,提高监管技术
水平已经迫在眉睫遥 但对于算法的规
制 ,是事前监管还是事中尧事后监管 ,要
不要进行伦理审查 ,目前社会上还存在
分歧遥

在他看来, 首先应确立一个原则 ,在
事前规范上或者事中规范上, 对于算法
的目标进行规制,同时要进行伦理审查遥
但也要对不同的算法, 进行分层监管,从
而确定不同的监管等级和尺度遥

中消协指出,如果任由不公平的算法
应用无序发展, 一方面不利于市场经济
的公平有序竞争, 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
展; 另一方面也会使消费者面临数据算
法压榨 ,成为技术欺凌的对象 ,甚至被算
法扭曲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沦为平台
经营者的掌中野玩物冶遥

对垄断企业进行反制措施的算法研究

野算法应用不公针对的是普遍的社会大
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遥 冶中
消协副秘书长栗元广提出, 下一步应加强
算法应用的有效规制遥

野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尧反垄断法尧反不
正当竞争法尧价格法等相关法律中,建议增
加算法应用的相关规定遥 冶栗元广建议,国

家应设立算法伦理专门机构, 负责算法应
用伦理尧规则尧标准制定,不公平算法应用
调查尧处理等,并指定相关政府部门负责,加
强对算法应用的有效监管遥

同时, 应明确经营者使用算法应做到
可知尧可查尧可逆遥一旦发生争议,负有向有
关行政部门尧司法机关尧第三方机构提供算

法尧 后台数据尧 相关资料及进行说明的义
务,做到算法应用的可验证尧可解释尧可追
责,强化算法实施方的举证责任,明确其伪
造尧篡改证据的责任和后果,解决消费者举
证难尧鉴定难的问题遥

野要加强监管协作和机制建设遥 冶栗元
广指出, 互联网领域算法应用十分广泛,建
议有关行政部门加强相互协调, 细化监管
职责;完善执法依据,做好规章废改衔接;加
强对算法应用的分级标识和分类管理,对
涉及公共利益尧生命健康尧财产权利等的算
法应用强化监管, 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
平台经营者的算法应用强化监管, 对涉及
价值观尧道德观,特别是未成年人教育的算
法应用强化监管遥

栗元广建议, 应建立算法投诉审评机
制,保障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的投诉尧监督权,
野培育第三方技术鉴定机构,强化对算法应
用的技术审核力量冶遥

同时,栗元广认为,有关司法机关应加
强对算法应用案件的分析研究, 推动出台
有关司法解释, 加强对算法应用问题的实
质审查, 通过司法判例强化对消费者权益
的保护遥 渊宁迪冤

加强算法应用的有效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