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大数据“杀熟”
这类事情并不少见。此前，在
美国曾出现过多次“差别定
价”事件。亚马逊公司曾在对
一批碟片定价时， 对老顾客设
定的购买价格反而比新顾客的
还要贵几美元，之后亚马逊方面
回应称这只是随机价格的一种
测试，并向高价客户退还差价。

北京交通大学信息安全
系主任王伟告诉记者， 大数
据“杀熟”并不新鲜，他在两
三年前就知道这类事件。他
直言， 大数据杀熟在技术上
很容易，没有什么难度。大数
据技术可以实现“千人千
面”，对不同会员等级用户定
价在2013年左右就实现了，

现在只不过还不够精细化。
大数据“杀熟”这类行为

是否违法违规呢？ 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认为，目
前看来这还只是一种“擦边
球”，很难界定。理论上讲，商
家和电商平台都有权对同一
件商品进行不同的定价，而
不是全部要统一定价。 但大
数据“杀熟”确实暴露出大数
据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非对称
以及不透明， 此案现象以及
行为应该受到严厉打击。

王伟指出， 利用大数据
技术杀熟很不应该。 因为这
种行为既让用户失去了对企
业的信任， 也导致用户的使
用成本随之增加。

2018.3.29��星期四 编辑 陈香云 图编 言琼 美编 高原E02

大数据“杀熟”虽然可
以说是商家的定价策略，但
最终形成了“最懂你的人伤
你最深”的局面，确实与人
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和
固有的商业伦理形成了明
显冲突。

还有声音将“大数据
“杀熟”归咎为“大数据精准
靶向坑人”。本质上说，大数
据技术并无原罪，由此所衍
生的“杀熟”，归根结底不过
是一种商业套路。这一定价
“潜规则”，正是依据大数据
所形成的用户画像和消费
习惯进行精准溢价。但反过
来说，它也可以对老顾客实
行精准优惠。所以，不必将
大数据“杀熟”视为大数据
发展的必然现象。真正要担
心的是，这一现象可能给大
数据这一技术的未来发展
制造“污名效应”。

大数据“杀熟”，到底是
不是价格歧视、是否违背了
相关法律，或者说需不需要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都是
值得讨论的话题。但不管最
终如何定性， 技术如何进
步，一个诚信、透明、公平的
市场交易环境所对应的市
场伦理———无论是线下还
是线上，都应该是一个成熟
的商业社会所共同追求和
呵护的。
■综合中国青年报、新华网、

凤凰新闻、光明日报

刘兴隆是位环境工程师，经
常在全国各地跑。2017年10月，
在与几位同事一起在杭州出差，
使用某网约车平台服务时， 发现
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时他们约了
两辆专车从杭州西溪喜来登酒店
同时出发前往客户的公司， 因为
路线一致几乎同时到达， 但最后
付款时，他付了35元，而同事只
付了25元，两辆专车的收费标准
是一样的。

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 刘兴
隆想起， 他在该网约车平台的账
号属于金卡会员， 而同事的账号
只是普通会员。

事后， 刘兴隆打电话向该网
约车平台投诉， 客服人员回应称
可以返给他一些优惠券， 但不承
认存在大数据杀熟以及针对性价
格。

虽然许多平台都否认自己利
用大数据“杀熟”，但此类事件的
吐槽和爆料总在发生。 普通消费
者关心的是， 这类情况是否是业
内普遍现象？ 是否利用了用户的
个人隐私数据？

“千人千面”的大数据技
术究竟是如何实现对不同用
户显示不同价格的。 这是否
意味着用户在网络上的一举
一动全都透明化了？

王伟分析， 大数据“杀
熟” 的前提是平台要掌握个
人信息、行为习惯等数据。例
如， 一个用户经常登录网站
订购机票，查询从北京到广州
的航班， 下次再打开App时，
航班信息默认的就是北京到
广州。这说明软件已经学习到
用户的行为和频率了。除了用
户主动输入的信息，用户主动
公开的信息也可能给杀熟助
一臂之力，需要通过法律制度
来保护的身份证、 电话号码、
住址信息等。

王伟说， 他们也在针对
这些信息进行研究， 例如可
以通过微博信息提取维度。
即使用户没有在微博上透露
职业和年龄， 但通过发布的
照片、去哪里旅游、做了哪些

事， 大致就可以推测出来年
龄、职业、兴趣爱好和性格。

“每 个 人 大 概 有
100-1000个左右的关键词，
（这些关键词）可以把你刻画出
来。”王伟说，例如，用户经常飞
广州，那么弹出来的微博广告
就会是广州哪里好玩、哪里便
宜等，推送的东西正好“放到
你心坎儿里去。”

事实上， 根据用户的个
人资料、流量轨迹、购买习惯
等行为信息建立用户画像，
再以此实现相应产品推荐的
行为早已存在， 不少互联网
企业内部还有专门的工作岗
位，负责给用户数据打标签，
尽可能实现全方位的了解。

此前， 某在线旅游网站
的一位研发人员曾撰文称，该
网站在做用户画像时，所涉及
的数据范围包括支付能力、出
行偏好、目的地偏好、家庭构
成、网站或App的页面停留时
间等，涵盖范围非常广。

让用户失去对企业的信任

大数据时代一举一动皆透明？

根据个人资料、购买习惯等建立用户画像

大数据时代一举一动皆透明?

评论

大数据“杀熟”：
无关技术，关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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