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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键关闭“个性化推荐”

通过参考互联网上的“攻略”，北京的王
女士最近终于将一款社交应用中的“个性化
推荐”服务选项关闭，“再打开这个APP，感
觉安心不少”。

王女士之所以下决心关掉“个性化推
荐”服务，源于此前遇到的一些糟心经历。
她在这款应用里曾发表过皮肤干燥的言论，
此后便在各个平台不断收到面部“保鲜”秘

笈的文章、美容产品的推销广告，让王女士
不堪其扰。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都在生产
“数据”。此前，这些“数据”被平台以各种
方式采集，然后通过算法分析出用户行为、
习惯和喜好，进而精准地提供信息、娱乐、
消费等各类服务。这种基于算法的技术创新
在为用户提供精准信息服务的同时，也滋生
出不少问题。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管理规定》）近日正式施行，将
算法推荐服务全面纳入监管。《管理规定》提

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
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
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

《管理规定》出台后，多家平台先后上线算
法关闭键，允许用户在后台一键关闭“个性化
推荐”。用户关闭“个性化推荐”后，平台会根
据内容的热门程度进行分发，推送内容更加体
现应用特色。很多网友表示，以前总是被“安
排”看一些内容，关闭“个性化推荐”后，感觉看
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记者在体验后发现，目前多数 APP 还
是默认打开“个性化推荐”，要找到“个性
化推荐”关闭键并不太容易。以一款电商
应用为例，需先后点击进入数个页面，然
后在呈现的 10 多个选项里找到“个性化推
荐”的关闭按钮。有用户认为，这样的设
置方式难言“便捷”，其目的是让用户“知
难而退”。

关闭个性化推荐，是否意味着算法推荐
技术走到尽头？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
程絮森分析，随着新规实施，如何使个性化
推荐更加规范，是很大的挑战，但也相应促
进了各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发展进步，有利于
加速推进相关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平台经济
的健康发展。

合力推动产品向善

同样的订单，熟客比新客多付钱，被用
户质疑平台利用算法模型进行大数据“杀
熟”。《管理规定》提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
者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应当
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的权利，不得根据消费
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利用算法在交
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等违法行为。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认
为，大数据“杀熟”等顽疾归根结底是滥
用用户个人信息导致的。解决这类问题首
先要在治理违法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上
下功夫，其次要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删除
权等权益。

“刷短视频、玩游戏的时候，没感觉时间
过得很快，但每次放下手机，发现已经几个
小时过去了。”在上海一家企业工作的陈先生
感慨，每次拿起手机娱乐时，感觉像中毒一
样停不下来。另有不少网友抱怨，当自己反
复浏览某件商品时，平台就会显示一连串促
销优惠信息，很多人因此盲目下单。

《管理规定》提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
应当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机制机理、
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等，不得设置诱导用
户沉迷、过度消费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
伦理道德的算法模型。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邱泽奇对记者说，社会学把人们偏好的内容
区分为两个理想类型，一类是理性的，类似
于对人对事物的观点，这种对“自我”的偏
好是人类认知偏好的一部分，容易形成“信
息茧房”效应或“回音壁”效应；另一类是
感性的，类似于对人对事物的情感，人们在
情感上容易受到他人的感染，易产生“情绪
传染”效应。

邱泽奇认为，在数字时代，诸多产品都
是动态产品，需要根据交互数据对产品不断
进行优化迭代，通过产品升级、算法升级以
满足用户需求。基于人类认知偏好的复杂
性，企业除了承担产品责任，还要承担起相
应社会责任，把用户纳入产品的开发、生产
与服务中，通过政府、企业和用户共同参
与、建立相应规则，不断推动产品向善、科
技向善。

实现负责任的创新

近年来，一些企业利用算法注册虚假账
号、雇佣网络“水军”，鼓动“饭圈”粉丝互撕谩
骂、刷量控评；操纵干预热搜、榜单或检索结果
排序；向未成年人推送不良内容……针对这些
问题，《管理规定》提出“建立健全算法机制机
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用户注册、信息发布审
核等管理制度”“提供算法推荐服务，应当遵守
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遵守商业道
德和职业道德”等措施。

从更深层意义看，因算法技术创新而衍
生的一系列问题涉及科技伦理。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
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提出，加强源头治
理，注重预防，将科技伦理要求贯穿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全过程，促进科技
活动与科技伦理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实现
负责任的创新。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
表示，从技术创新层面看，应推动算法技术
回到正常轨道，比如单纯基于人们的偏好推
荐阅读内容，错误之处在于对人的理解不
足，把人理解成机器，没有考虑到人还具有
自由意志。从价值伦理层面看，哲学上的善
和伦理的本质都源于自由意志，因此应该在
技术创新过程中把人之为人的一面、人和人
的关系摆进技术里考虑。

专家认为，数字时代的算法技术创新
应是一种负责任的创新，要进一步压实平
台责任，确保科技活动符合科技伦理。只
有坚持把消费者对信息服务的评判权置于
采集权之上，才能更好把握个性化信息服
务业态的发展方向，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

保护个人信息，护航数字经济发展

给“算法应用”立规矩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使用某个应用程序后，它就能“猜”到你喜欢什么，并且精

准推送相关内容，滋生“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等问题。这

样的情况最近终于开始有了改变。随着国家网信办等4部门

联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近日正式施

行，很多APP先后上线算法关闭键，允许用户在后台一键关闭

“个性化推荐”。专家表示，要继续压实平台责任，促进算法应

用向上向善，让算法更好地为用户服务，推动信息服务行业长

远、健康发展。

王 琪作（新华社发）

“千里眼”实时监测数据

在陕西省咸阳市杨凌区智慧环保指
挥中心，大屏幕实时展示着杨凌最新的
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企业用电量、
扬尘、机动车尾气、秸秆燃烧等监测数
据。据悉，智慧环保指挥中心设定了15
种数据异常报警机制和5项智能化溯源
模型，工作人员坐在指挥中心，就能依
靠这双环境监控的“千里眼”，实时掌
握杨凌全域的环境质量状况。

目前，生态保护、环保执法和督察
迈入智能时代，“智能哨兵系统”、多功
能水质监测机器人、水设施巡检机器人
等智能监控装备不断投入使用。污染治
理、大气环境治理、水生态环境系统治
理……随着数字技术运用于越来越多的
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信息化、智能化已
成为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发展新趋势。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打造
智慧高效的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体系，
提升生态环境智慧监测监管水平，完善
生态环境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支撑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信息化是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的关键手段，是构建现代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的基础支撑。”生态环境部总工
程师张波表示。

用AI守护“绿水青山”

在重庆市璧山区观音堰一体化水质
自动监测站内，环保系统每4个小时自动

采集分析1次监测断面水样，并将实时监
测数据上传至“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

重庆市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大数据
技术室主任刘晓说，生态环境大数据平
台具备水环境问题分析、污染类型识
别、排放量动态估算等智能化功能，将
水环境问题溯源时间缩短至数小时，极
大提升溯源效率和精度，能实现河段溯
源、乡镇溯源和污染类型溯源等。据
悉，2021年底，重庆市生态环境大数据

中心入选《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
入选名单》，成为信息技术提升生态环
境治理能力的一个典型。

业内人士指出，打造生态环境数字
化治理体系，不仅需要强大的核心技术
支持，也需要探索综合立体的技术应用
模式。例如，浙江杭州“生态环境监测
AI人工智能实验室试点”建设了全流程
自动监测分析系统，实现全流程、全自
动监测，该实验室还实现异常数据自动

智能判断和预警，为水环境保障工作提
供有力的智能化支撑。

构建产业信息链生态

目前数字化手段对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的支撑作用仍有待挖掘深化。比
如，大数据平台建设和污染溯源解析
等监测数据深度应用水平有待提升；
区域、流域间生态环境问题存在数据
量大、信息独立、上下游难协同等治
理难点。

中国在推动生态环境数字化治理方
面不断施力。2月18日，生态环境部印
发《生态环境智慧监测创新应用试点工
作方案》，要求加快推动生态环境监测
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建设，构建生态
环境智慧监测体系。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
到2023年，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国家公
园、水利和能源动态监测网络和监管体
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到2025年，自然资源
监管、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公园建设、水
资源保护和能源利用等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有力支撑美丽中
国建设。

专家认为，未来环境治理将更加重
视源头和过程管理，数字化、精细化、
系统化解决环境问题将是未来重要的发
展方向。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和数字化集
成平台，推进空气、水、土壤等方面的
生态环境指标实时动态监测，实现一体
化动态监测与调控。同时，依托区块
链、云计算技术，推动旅游产业、环保
产业、健康产业、养生休闲产业发展，
构建产业信息链生态。

为生态治理打造“智慧大脑”

数字科技扮靓环境
本报记者 高 乔

福建的生态云平台、重庆的入河排污口

整治一张图应用平台、陕西的数字乡村生态

环境管理平台……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日趋

成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技术，以数字化赋能生态环境治理的创

新实践在全国各地开展。

3月28日，在位于四川省重庆市大渡口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内，大学毕
业生和青年人才正在大数据公司工作。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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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园采摘忙智慧农业园采摘忙

在安徽省某节能环保科技公司智慧环控中心内，员工对环保设施实时监控。
罗继胜摄（人民图片）

目前，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田
洼智慧农业产业园内温室大棚栽植的大白
花和红萝卜等蔬菜进入采收期，该园每天
组织农民加紧采收各类蔬菜供应市场，既
丰富城乡居民的“菜篮子”，又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图为 3 月 28 日，农民在智慧农业产业
园温室大棚内采收红萝卜。

徐 瑞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