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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演算法

在資訊匱乏的時代，我們對於世界的認知
大多來源於有限的可以觸達的資訊傳播渠道，
比如書籍報刊，還有單向的資訊傳達方式比如
廣播和電視。在那個時代，社交的範圍很有
限，很多時候，認識新朋友需要通過已有的朋
友介紹，或者通過線下的活動才能相識。大家
的交際圈也大多在自己工作、學習和生活的人
際範圍之內，除了結交一些筆友外，沒有太多
認識陌生人的機會。這一切，在今天看來，都
是那麼的落伍，那麼的不便。

推演「用戶畫像」
「推薦演算法」 的基本作用原理是，通過

一系列的數據對用戶的特徵進行判斷，分析出
他的喜好，從而將 「投其所好」 的資訊優先展

示在選項列表中。比如，在購物的時候
亞馬遜、淘寶、拼多多等電商平台

能夠通過你的搜索紀錄、購買
紀錄，結合你所在的地

理位置、年齡等社

會屬性，從而勾勒出你的 「用戶畫像」 。比如
筆者本人在這些購物平台的 「用戶畫像」 很可
能就是：生活在一線城市，喜歡電子科技產
品，對性價比敏感，注重生活品質的三十多歲
的互聯網白領。其實，所謂的用戶畫像，可以
說就是一個平台給用戶貼上的各種標籤。不同
標籤對應不同類型的商品，多種標籤的組合，
就可以得出一個相對精準的用戶購物品類傾
向。

無獨有偶，當我們在閱讀新聞或資訊流類
的內容時，其實也都是在看經過了 「推薦演算
法」 計算和整理過的結果。比如在今日頭條或
者抖音上，我們瀏覽內容的習慣也被貼上了一
個個的標籤，通過演算法歸納出用戶畫像。因
此我們會發現自己在使用抖音這樣的APP時容
易 「上癮」 ，一刷就是幾個小時，停不下來。
這就是演算法的力量。

利用好奇心理
在社交領域，演算法也被廣泛應用。眾多

的交友軟體都通過收集你
的各種個人資訊，比

如年齡、身高、工作、愛好、地區、收入、性
格，甚至手機型號等多種緯度的數據為你匹配
「演算法覺得合適的其他用戶」 。也有研究表

明，通過互聯網平台尋找另一半的情況，如果
雙方在生活環境、成長背景、性格以及三觀等
方面，共同點越多、兩個人越相似，未來兩個
人相處的過程中大概率會越和諧。所以越來越
多的互聯網平台，通過填寫個人資訊，做性格
測試、三觀問答等形式，來挖掘你的個人特
徵，從而通過演算法幫你尋找與你相似的人。

「微信之父」 張小龍在一次分享中談到了
微信推出的 「視頻號」 背後的推薦演算法其演
進過程。視頻號的內容與抖音相似，都是短視
頻為主的形式。外界也一直把它作為微信對標
抖音推出的新功能來看待。最開始的時候，微
信團隊也是像其他平台一樣，通過用戶自己去
瀏覽各種不同的內容，從而建立起這個用戶的
畫像，然後為之推薦相應的內容。但發現用戶
打開視頻號的積極性不是很高。無論演算法如
何優化，都沒有起到能吸引用戶進門的作用。

用戶使用的越少，演算法能夠塑造的
用戶畫像就越不精準。於是，他們換
了一個思維角度，利用了人的好奇心

理，把推薦的核心從內容本身改為：你認識的
XX人，他最近看了XXX內容，從而吸引好奇的
用戶去瀏覽相同的內容。這個巧妙的調整一下
子提升了微信視頻號的用戶量。這樣的演算法
既精準，又有溫度。

再以打車軟件為例，平台可以給需要打車
的用戶精準推薦最近的司機，經過演算法
篩選的、真正距離近的司機才能搶
單。這樣的演算法在一定程度
上節約了社會資源，讓有
限的資源可以高效的
運轉起來。

雖然，通
過 「推薦演算法」
可以讓過量的資訊
以更高效的方式展
示給用戶，又因為
它可以做到推薦資
訊 的 「 千 人 千
面」 ，用戶也會覺
得很神奇，覺得平
台很 「懂」 自己。
但目前主流的 「推
薦演算法」 也存在
很多用戶可以感知
到的缺陷。

此外，我們整個社會都應該形成一種共識，
我們要妥善使用演算法，不能讓片面的演算法主
導了事物的發展方向，更要減少和避免演算法被
惡意使用，讓用戶受到損失的情況。最近，全球
因為演算法而導致的法律糾紛和用戶權益侵害問
題屢見不鮮，相信在未來，對於演算法的政府監
管機制和法律條款也將更加完善。

技術帶來的便利和個人資訊權益的保護就像是一個
天平需要我們做好平衡。演算法的誕生是為了方便在我
們在茫茫資訊的海洋中更高效的進行探索，但不成熟的

演算法卻可能導致 「一葉障目」 的效果。能夠觸及
與自己無關的資訊，發現新鮮事物，這本身也

屬於用戶的知情權。願演算法更加進步，還
我們一個多彩的世界。

隨着資訊時代的到來，十幾年
前我們就已經進入了資訊大爆炸的
階段。所謂資訊大爆炸，就是指我
們接收到的資訊量遠遠大於我們能
夠處理範圍的狀態。從前，我們可
能只需要從三個選項中選擇一個，
而現在我們也許要從幾十萬甚至百
萬、千萬個選項中進行選擇。為了
降低一般人在過多的選項面前束手
無策、不知如何選擇的問題，幾乎
所有的行業都引入了 「演算法」 ，
其中最常見的演算法就是 「推薦演
算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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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電商平台舉例來說，隨着行業內推薦
演算法的普及和發展，各大電商平台的推薦演
算法基本都趨於同質化。最典型的，當你搜索
了某類商品後，系統會不停地給你推薦這類商
品。社交平台使用的用戶匹配演算法，其核心
也還是在於尋找你和其他人的共同標籤，從而
將兩個人歸為一類的邏輯。但現實生活中，我
們與另一個人的邂逅，往往並不是在我們已知
和對方有很多共同點的前提下發生的。這樣的
演算法讓交友少了一些浪漫，讓我們邂逅不同
類型的人的機會越來越少。

同質化

演算法雖好，但如今它也成了困住我們的枷鎖。
演算法的基本邏輯是將人分類，但這卻變相剝奪了我
們發現未知事物，從而成為新的自己的權利。世界之
美就在於它是多元的，每個人是不同的，但演算法會
強行將我們與一部分其他人歸為一類，並且通過推薦
相同的東西，讓我們覺得自己就是這類人。如果你也
感覺到，常逛的電商APP上值得自己買的東西越來越
少，短視頻APP上給自己推薦的內容越來越雷同，那
麼你也許已經被推薦演算法困住了，而真實的你並不
僅限於這些平台所定義的你。

演算法的工作原理，使每個互聯網平台所能了解
到的我們的特性都是片面的。不同平台所擁有的關於
我們的標籤都只是組成真實的我們的無數塊拼圖中的
一部分。過度或者徹底依賴於演算法，可能導致我們
無法想像的負面影響，不知不覺中，我們成了演算法
的奴隸。

如果目前水準的推薦演算法之困繼續下去，並且
受到更普遍的應用，可想而知，我們將生活在一個缺
乏新鮮感的 「被選擇」 的世界，我們自己也將成為喜
好邊界明確的一個個人群，缺少了本該有的個性
的差異。這樣的世界，讓人細思極恐。

大數據殺熟
當然，演算法也有被惡用的情況。我們最近

常聽到的 「大數據殺熟」 就是典型的演算法被濫
用的情況之一。比如很多打車軟件，其背後使用
的 「大數據殺熟」 演算法就包含了一條：蘋果手
機用戶的收入水準和消費能力高於安卓手機用
戶。高端手機型號的用戶的消費力高於低端手機
用戶……於是發生了iPhone用戶打車的時候顯示
的價格會略高的情況。這樣的惡意演算法已經普
遍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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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性與片面性

未來，演
算法將無處不
在，儘管其存
在有其積極的
意義，但目前
的演算法導向
仍需調整，那
麼我們怎樣才
能突破演算法
之困呢？筆者
覺得可以從以
下幾個方面嘗
試突破演算法
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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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一定的隨機機制

首先，作為演算法的開發者，我們已經在一
些產品上看到類似 「隨便看看」 或 「隨機推薦」
這樣的功能，因為目前演算法存在的片面性可能
導致對用戶的定義不準確，並且不能保證用戶選
擇的多樣性，因此，採用一定的隨機機制，讓演
算法已經淘汰掉的選項也能出現在用戶的選項列
表中，是一種彌補方案。同時，現有的推薦演算
法也需要進一步改進，讓演算法 「活起來」 。因
為，世界是發展的，人也會發生變化。現有的演
算法機制一直在進行給用戶 「貼標籤」 的動作，
但沒有很好的機制去優化、更新甚至淘汰這些標
籤，因此導致用戶的標籤經過一段時間其實就已
經 「過時」 了。我們可以把用戶分成一個個不同
的群體，但當群體中的用戶個人特性發生變化
時，我們的演算法也應該相應的發生變化，才能
保持群體內的多樣性。

用戶主動多元搜索

其次，作為用戶，我們平時可以在使用這
些互聯網產品的時候，盡量多進行一些不同的
搜索，而不是一味地被動地接受系統的推薦，
多通過分類列表去查看一些不同風格的內容。
這些動作其實就是在告訴演算法：我還喜歡這
類東西。通過用戶主動的行為，可以間接地訓
練演算法，從而讓它能夠更全面地認識你。

完善監管機制和法律條款

推薦演算法歸納過程
將用戶瀏覽內容的習慣貼上標籤

分析用戶喜歡
哪一類的內容

結合用戶年齡、地區
等社會屬性

重點分析內容創作者所屬
的分類

分析完讀率比較高的內容

歸納用戶畫像

▲過去人們通過線下
的活動才能相識。

▲資訊大爆炸催生 「推薦演算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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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即通過 「推薦演算法」 向用
戶推送內容。

▲外賣平台中的 「為您推薦」
即使用 「推薦演算法」 。

結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