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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潘泽强

算 法 歧 视 、“ 大 数 据 杀 熟 ”、 诱 导

沉 迷 ⋯⋯针对这些算法不合理应用导致

的问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联合发布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

理规定》，并于 3 月 1 日起施行。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1144 名 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5.3%的受访

者曾被算法推荐服务困扰过。56.1%的受

访者关注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

规定》。

受 访 者 中 ， 00 后 占 27.2% ， 90 后 占

51.7%，80 后占 21.2%。

75.3% 受 访 者 曾 被 算 法
推荐服务困扰

东南大学大三学生王琦认为，智能算

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生活更便捷，

但由于算法的用途未必是符合消费者利益

的，如果不加以 管 制 ， 一 定 会 产 生 许 多

问题。“当商家只想着牟利而忽视了消费

者 权 益 时 ， 就 会 造 成 侵 权 。 更 不 用 说 那

些 不 告 知 消 费 者 、 直 接 盗 取 消费者信息

的行为了”。

调查中，75.3%的受访者曾被算法推

荐服务困扰。

北京某机构新媒体编辑孙彦说，在未

经用户许可 的 情 况 下 ， 后 台 自 动 获 取 用

户 数 据 的 情 况 很 普 遍 ， 这 是 很 明 显 的 过

度收集信息的行为。“我之前在某购物平

台 浏 览 过 家 用 乒 乓 球 台 的 商 品 信 息 ， 紧

接 着 在 使 用 某 社 区 网 站 时 ， 就 被 广 告 推

荐 乒 乓 球 台 ， 很 明 显 是 自 己 的 浏 览 记 录

被获取了”。

调查中，62.2%的受访者觉得生活中

“大数据杀熟”普遍，32.4%的受访者觉得

一般，仅 5.3%的受访者觉得不太多。

孙 彦 表 示 ， 经 常 会 碰 到 被 算 法 “ 杀

熟”的情况，“我习惯用某款地图软件叫

车，打车的车型分为经济型、豪华型等不

同类别，我一般都打经济型，去年暑假有

几次受极端天气影响不好打车，就打了几

次豪华型的车。之后明显感觉基础打车费

抬高了”。

北京某公司电气工程师张腾认为，要

在用户隐私和产品使用上做平衡。“基于

用 户 主 动 行 为 进 行 的 数 据 获 取 是 比 较 合

理 的 。 但 许 多 软 件 跳 过 用 户 决 策 ， 暗 中

搜 集 用 户 信 息 ， 这 就 不 合 理 了 ， 比 如

App 在 后 台 运 转 时 ， 甚 至 手 机 黑 屏 时 ，

都 在 暗 地 里 获 取 用 户 信 息 ， 甚 至 是 获 取

用 户 使 用 其 他 软 件 的 情 况 ， 这 就 是 对 用

户隐私的侵犯”。

56.1% 受 访 者 关 注《互
联 网 信 息 服 务 算 法 推 荐 管
理 规 定》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 主 任 王 四 新 说 ， 不 管 是 出 于 提 升 服

务 的 目 的 ， 还 是 想 实 现 精 准 营 销 ， 甚 至

去 预 判 商 业 发 展 ， 都 离 不 开 基 于 算 法 产

生 的 数 据 收 集 与 判 断 ， 所 以 企 业 动 力 十

足 、 能 力 强 大 。 政 策 和 法 律 的 限 制 就 显

得尤为重要。

调查中，56.1%的受访者关注 《互联

网 信 息 服 务 算 法 推 荐 管 理 规 定》， 其 中

15.7%的受访者非常关注。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传 播 法 研 究 中 心 副

主 任 朱 巍 认 为 ， 对 于 四 部 委 新 出 台 的

管 理 规 定 ， 不 能 单 独 去 看 ， 要 结 合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 、 电 子 商 务 法 一 起 理

解 ， 这 是 一 个 体 系 。 电 子 商 务 法 主 要

侧 重 给 消 费 者 选 择 的 权 利 ，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 侧 重 于 从 算 法 基 础 、 数 据 分 析 上 来

保 护 个 人 隐 私 。 而 目 前 的 《互 联 网 信 息

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 定》 则 着 重 聚 焦 于

算 法 技 术 的 相 关 规 制 ， 这 是 我 国 第 一

部 专 门 针 对 算 法 出 台 的 规 章 ， 这 部 新

的 法 规 ， 进 一 步 明 确 了 法 律 责 任 。 这

样 一 部 专 门 性 法 规 ， 再 结 合 其 他 法 律

中 关 于 算 法 的 一 些 规 制 ， 实 际 上 就

能 对 算 法 引 起 的 问 题 起 到 很 好 的 治

理 效 果 。

朱 巍 介 绍 ， 新 规 针 对 两 类 特 殊 人 群

有 特 殊 保 护 ， 一 个 是 未 成 年 人 ， 一 个 是

老 年 人 。 同 时 要 求 算 法 不 能 把 用 户 的 不

良 嗜 好 作 为 推 荐 的 标 签 标 记 ， 比 如 涉

黄 、 涉 暴 ， 要 求 算 法 要 遵 守 公 序 良 俗 ，

趋利避害，坚守法律和道德底线。“这些

规 定 其 实 在 其 他 的 法 律 里 也 有 体 现 ， 比

如 网 络 安 全 法 第 十 二 条 ， 还 有 网 信 办 出

台 落 实 的 《网 络 信 息 内 容 生 态 治 理 规

定》，都对禁止算法传播的内容进行了规

定 。 所 以 四 部 委 此 次 出 台 的 新 规 ， 是 在

一 个 已 有 的 法 律 网 络 基 础 之 上 ， 进 一 步

总 结 凝 练 来 制 定 的 ， 是 在 算 法 规 制 方 面

的一次进步”。

王四新说，规定从外围要求企业不利

用算法作恶，很容易做到，但是想让算法

公开透明，这对企业而言是一种挑战。综

合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机构，应该

以 监 管 者 的 身 份 ， 来 对 企 业 进 行 实 时 监

管，避免算法成为监管黑洞。

“算法歧视，不光是大数据杀熟产生

的价格歧视，还有些标签化的歧视。比如

电商平台会判定你的价值，觉得你价值高

就推荐好的白酒，认为你价值低就总推荐

九块九包邮，这对消费者的人格也是一种

侵 犯 ， 先 把 人 分 成 三 六 九 等 ， 再 推 荐 商

品。”朱巍说，这可能是我们国家之后要完

善的立法方向。

75.3%受访者曾被算法推荐服务困扰
62.2%受访者直言生活中“大数据杀熟”普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实习生 潘泽强

3 月 1 日起，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

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

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规

定明确了用户可以选择关闭算法推荐，

也可以拒绝使用其个人的特征数据的算

法推荐服务。你会选择关闭算法推荐吗？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 合 问 卷 网（wenjuan.com），对 1144 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规定落地

后，53.8%的受访者表示会选择关闭算法

推荐功能。受访者期待规定能遏制诱导

过度消费（68.2%）、大数据杀熟（61.9%）、

诱 导 沉 迷（57.5%）、过 度 收 集 个 人 信 息

（46.0%）等方面的不良之风。

受 访 者 中 ，00 后 占 27.2% ，90 后 占

51.7%，80 后占 21.2%。

受访者期待规定能遏制
诱导过度消费、大数据杀熟、
诱导沉迷等

东南大学大三学生王琦，是某打车

软件的老用户。最开始，他只使用这一款

软件，从去年开始，他也开始使用其他打

车软件。这时他发现，在使用了其他打车

软件后，原来打车软件的价格明显有所

下调。同样的路程他的费用要比同学低

不少。对此王琦很生气，“这既是‘杀熟’，

谁粘性大、用得多，价格反而贵，也是在

侵犯我的个人隐私，为什么我使用别的

打车软件的情况会被收集到？”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认为，舆论导向一定不能让技术

完全控制，比如，如果全按算法数据搜集

的个人喜好进行热搜排序，那饭圈这种

很热烈的文化会不会经常占据热搜？信

息茧房会不会产生？信息的鸿沟会不会

因此加大？

调查中，大家期待规定遏制诱导过

度消费（68.2%）、大数据杀熟（61.9%）、诱

导 沉 迷（57.5%）、过 度 收 集 个 人 信 息

（46.0%）等方面的不良之风。还有通过算

法推荐影响网络舆论（40.4%）和算法歧

视（37.3%）等。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

究中心主任王四新说，对于在算法上诱

导沉迷、诱导消费的恶意行为，法律上的

界定方法，是要从具体场景出发，看宣传

是否具备误导性，能否直接满足消费者

的需要。比如用户利用搜索引擎去搜索

某个医院，那呈现出的搜索结果是不是

真实面貌，还是说会故意安排一些与搜

索无关的内容，诱导消费者去点击，甚至

是表面上符合消费者预期，但点击后又

会跳转到其他页面，挂羊头卖狗肉，这里

边就可能存在诱导消费的问题。诱导沉

迷则可能是利用一些夸大、虚假的信息，

甚至直接使用色情图片，来诱导关注，包

括一些新闻类的 App，看标题很吸引人，

点进去却进入了购物平台，这都属于明

显的恶意引流、恶意误导，是在利用用户

的心理预期牟利。

对于一些短视频平台的诱导沉迷算

法，王琦也很无奈。“很多时候你未必打

算浏览短视频，但由于它的内容推送投

你所好，就会吸引你不自觉地沉溺其中，

等到反应过来时已经看了很久了。我喜

欢在短视频平台上浏览新闻，就经常被

推荐大量的负面新闻、交通事故等，同时

穿插一些科普、时尚的内容，看起来营造

了一个多元的信息氛围，但其实主要内

容全是负面新闻，内容粗糙，看完后除了

产生情绪波动，没有实际收获，浪费大量

时间精力”。

规定落地后，53.8%受
访者表示会选择关闭算法推
荐功能

王琦表示，人们不应该被算法覆盖，

如果算法太强大，对用户太了解，那用户

的选择就会受到很大限制，看似有选择，

实际都是被设置好的。“希望算法越来越

公开透明，算法关闭选项能够尽快落实，

从根本上解决算法带来的问题”。

规定落地后，53.8%的受访者表示会

选择关闭算法推荐功能，18.2%的受访者

不会，28.0%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王四新说，规定通过要求企业设置

“算法推荐服务功能”的开关选项，给予用

户自主选择权，来保护消费者利益，确实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乱象。“让消费者

拥有更多选择，要求企业提供更多元的服

务，实际上是在构建消费者与企业间的理

想平衡模式。个别企业会制造陷阱，但政

策的导向就是在提醒消费者，哪些陷阱不

要踩，给群众创造一个选择的条件”。

算法新规施行
53.8%受访者表示会
选择关闭算法推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徐欣怡

“熬最晚的夜，睡最少的觉”，如今不

少年轻人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睡眠问题。上

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 （wenjuan.com）， 对 1532 名 受 访 青 年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5.0%的受访青年

入睡时间在 23 点以后。71.6%的受访青年

熬夜时都会刷短视频。65.4%的受访青年

正在被睡眠问题困扰，入睡难、睡眠浅、

多梦是三大主要睡眠问题。

受 访 者 中 ， 00 后 占 31.0% ， 95 后 占

26.9%，90 后占 27.5%，85 后占 14.6%。

65.0% 受 访 青 年 入 睡 时
间在 23 点以后

湖南长沙的郭晓迪今年 29 岁，就职

于一家私企。她几乎每天都是凌晨入睡。

“有时工作上会有一些比较急的任务，就

会熬夜。而且白天工作节奏比较快，只有

在晚上独处的这段时间，才能进行一些思

考和总结。没事时也会逛逛购物网站，刷

刷微信、微博”。

浙江宁波在校研究生孙碧瑶，每天基

本要到凌晨两点多才入睡。“睡觉前看看

小说、刷刷短视频和社交软件，能玩几个

小时。因为平时学习、吃饭，都和同学们

在一起，只有睡前是自由时间，想可劲儿

做 喜 欢 做 的 事 情 ”。 孙 碧 瑶 说 ， 她 有 点

“报复性”熬夜的心态。

重庆某高校研究生魏莱表示，因为晚

上的学习效率比白天高，所以她专门安排

在晚上写论文、写课程作业、看书。“我

在睡前会做很多事情。除了学习，偶尔也

会看电视剧、综艺节目，赶上购物节，还

会守着直播购物、付尾款等。基本上入睡

都在凌晨 1 点以后了”。她觉得，白天多

睡会儿补回来也是一样的。

河 北 省 人 民 医 院 营 养 科 主 任 张 晓 伟

说，一些年轻人健康知识比较缺乏。“比

如 很 多 人 认 为 睡 眠 总 时 长 够 了 就 行 ， 无

所 谓 什 么 时 候 睡 。 就 出 现 白 天 睡 晚 上 不

睡，作息上黑白颠倒”。而且年轻人对健

康的关注程度并不是很高。“相当一部分

人 觉 得 自 己 年 轻 ， 扛 得 住 。 但 实 际 情 况

是 ， 长 期 睡 眠 障 碍 对 身 体 的 影 响 是 比 较

大的”。

调查显示，65.0%的受访青年习惯了

晚睡，入睡时间在 23 点以后。这一比例

较去年同期调查的数据结果 （59.5%） 有

所升高，增加了 5.5 个百分点。

那么现在年轻人夜间入睡时间是什么

情况？数据显示，能在 22 点以前入睡的

受访青年仅 6.0%，22 点至 23 点入睡的占

29.0%，23 点至 0 点入睡的占 41.0%，0 点

至 凌 晨 1 点 入 睡 的 占 18.2%， 凌 晨 1 点 以

后入睡的占 5.9%。

大 家 熬 夜 时 都 在 干 什 么 ？ 调 查 显

示 ， 短 视 频 （71.6%） 成 为 聚 集 地 ， 位

列 第 一 ， 远 远 高 于 其 他 事 项 。 之 后 是打

游戏 （36.1%） 和看影 视 剧 （35.9%）。 其

他 还 有 ： 浏 览 社 交 平 台/网 站 论 坛 等

（34.1%）、 看 小 说/听 音 乐 （25.7%）、 工

作 加 班 （23.6% ）、 学 习 提 升 自 我

（22.5%） 等。

张 晓 伟 表 示 ， 从 健 康 的 角 度 来 讲 ，

每 天 晚 上 应 该 在 22:30 左 右 上 床 ， 23 点

进 入 深 睡 眠 状 态 。 生 长 激 素 会 在 23:00-
1:00 之间达到分泌高峰。“生长激素对于

缓 解 疲 劳 、 保 持 健 康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所 以 23 点 到 凌 晨 1 点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睡

眠 阶 段 ”。

65.4% 受 访 青 年 正 在 被
睡眠问题困扰

孙碧瑶说，长期熬夜使她凌晨 3 点以

前总是非常精神，想睡也睡不着。“有时

特别精神，精神到想去楼下跑个圈，一点

想睡的感觉都没有。有一次我睁眼到了凌

晨 5 点，才勉强入睡”。经常在睡眠中突

然醒来、做很多“奇怪的梦”，也是孙碧

瑶遇到的睡眠问题。

65.4%的受访青年坦言正在被睡眠问

题困扰。90 后比例更高，达到 67.2%，其

次是 00 后 （65.8%）。

在 具 体 的 睡 眠 问 题 上 ， 入 睡 难

（47.1%） 最 为 普 遍 ， 其 次 是 睡 眠 浅

（39.3%）。 其 他 主 要 问 题 还 有 ： 多 梦

（30.5%）、醒得早 （30.2%）、多次夜间醒来

（22.5%）、睡眠时间短 （20.7%）。

孙碧瑶发现，现在白天容易注意力不

集中，记忆力也有些减退。有时熬夜时间

长 了 ， 心 跳 会 加 快 ， 感 到 心 悸 ， 胸 口 疼

痛。她特地去医院做了两次心电图，“目

前身体没有发现问题。但医生提醒我，心

脏不舒服是熬夜导致，强烈告诫我不要再

熬夜”。

张 晓 伟 谈 到 ， 睡 眠 对 一 个 人 非 常 重

要。“第一，如果一个年轻人不注重睡眠，

他的生产力、活力都会受到影响。第二，

睡眠质量影响情绪。睡眠不好在情绪上常

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容易抑郁，易多愁善

感 ， 情 绪 低 落 。 另 一 种 ， 会 有 焦 虑 、 暴

躁、易激的情况，比如容易发脾气，总是

控制不住自己，这是睡眠不好造成体内激

素紊乱带来的情绪改变。第三，在躯体上

可能会导致头疼、胃溃疡、胃炎、肠炎，

一些肿瘤发生概率也会增大”。

他说，人睡眠的过程也是身体修复的

过程。如果身体没能得到较好的修复，就

容易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一个年轻人不

重视睡眠，影响不光是躯体上的、情绪上

的，还会对他的生活质量、整个人的状态

都产生负面影响”。

71.6%受访青年熬夜时都会刷短视频
入睡难、睡眠浅、多梦是受访青年三大睡眠障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徐欣怡

如今，不少年轻人都有睡前刷手机的

习惯。殊不知，睡前刷手机使大脑持续兴

奋、打破睡眠氛围，容易带来入睡难、入

睡延迟等睡眠问题。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1532 名 受

访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4.8%的受

访青年都有睡前刷手机的习惯。即便感到

困意，84.1%的受访青年还是会继续刷手

机。69.5%的受访青年直言睡前刷手机会

增加入睡难度。

84.8% 受 访 青 年 有 睡 前
刷 手 机 的 习 惯 ， 仅 12.5% 会
控制在 20 分钟内

29 岁 的 郭 晓 迪 现 在 在 湖 南 长 沙 工

作，每天躺在床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

手机，能刷两个小时。“我会复盘总结一

天的工作，看看行业、爱好相关的公众号

文章。也会淘宝购物，看看微信朋友圈、

微博、小红书等。不刷手机就总觉得少了

点什么，直接去睡觉会感到不踏实”。

24 岁 的 在 校 研 究 生 孙 碧 瑶 表 示 ， 睡

前 刷 手 机 是 每 天 “ 雷 打 不 动 ” 的 固 定 环

节，每天都会玩至少 1 个小时。“刷短视

频、看小说、逛社交网站⋯⋯如果有喜欢

看的小说，我能连着看几个小时。有次看

到了凌晨 3 点钟”。

调查显示，84.8%的受访青年都有在

睡 前 刷 手 机 的 习 惯 。 交 互 分 析 发 现 ，00
后 （90.5%） 比 例 最 高 ， 其 次 是 85 后

（90.2%）。

研究显示，视神经细胞只要受到蓝光

刺激，就会让身体持续兴奋。建议刷手机

时长尽量控制在 20 分钟内。那么，大家

睡前刷手机的时长是多少？

本次调查显示，睡前刷手机的时长，

仅 12.5%的受访青年会控制在 20 分钟内，

87.5%的受访青年都在 20 分钟以上。具体

来看，55.6%的受访青年会刷 20 分钟-1 小

时 ，24.6%的 受 访 青 年 刷 1 小 时-2 小 时 ，

7.3%会刷 2 小时以上。

对于很多年轻人睡前沉迷刷手机的现

象，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张晓伟认

为 ， 是 得 不 偿 失 的 。“ 一 时 的 快 乐 、 满

足，可能失去的是健康和更多东西”。他

分析，有些人睡前喜欢刷视频、购物等，

主要是白天没时间，晚上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体验自由。但这种短暂的满足感和获得

感是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的。“我建议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张弛有度的方

式，避免睡前长时间刷手机”。

即便感到困意，84.1%受
访青年还是会继续刷手机

孙碧瑶感慨，有时已经很困了，仍然

会 强 撑 着 继 续 玩 手 机 。“ 因 为 白 天 上 课、

吃饭，都是和同学们在一起，只有睡前时

间属于自己，就特别期待在这段时间能做

喜欢的事。有点舍不得去睡。加上我控制

力太弱，通常都会玩到没什么可玩了，才

休息。”

郭晓迪以前也会长时间刷手机，等想

起看时间，经常发现已经到了深夜。但现

在她有了困意就会关灯休息。“因为长时

间看电子产品，眼睛会不舒服，就迫使我

及时放下手机”。

调查显示，84.1%的受访青年存在睡

前拖延症，即便感到了困意，也还会继续

刷手机。具体来看，32.0%的受访青年经

常 这 样 ， 表 示 “ 控 制 不 住 自 己 ”。 仅

15.9%的受访青年不存在睡前拖延，困了

就睡，不再刷手机。

北 京 某 国 企 职 员 张 北 婷 对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说 ， 晚 上 上 床 玩 手

机 ， 经 常 会 告 诫 自 己 不 要 玩 太 久 ， 玩

够 半 小 时 就 睡 觉 ， 但 总 控 制 不 住 ，“ 总

想 着 再 看 会 儿 吧 ，时间也不 算 太 晚 。 有

次 强 行 睡 下 ， 却 一 直 惦 记 没 看 完 的 内

容 ， 反 而 越 发 精 神 ， 只 好 爬 起 来 看 完

才 睡 着 ”。

孙碧瑶对记者说，原来她的睡眠非常

好，入睡快，一觉到天亮。但因为喜欢上

在 睡 前 玩 手 机 ， 现 在 成 了 入 睡 “ 困 难

户”。“一躺到床上，就想玩手机，已经形

成了条件反射”。

浙江温州的姜怡是一名媒体从业者，

她表示，刷短视频是她每日睡前的“轻松

一刻”，“如果刷到了有意思的视频，即便

困了，也会‘先看完再说’。结果一条接

着一条刷。日复一日，我发现自己每天睡

前刷手机的时间在不断延长，睡得越来越

晚”。

69.5%的受访青年直言睡前刷手机会

增加入睡难度。

张晓伟表示，睡前玩手机对睡眠的首

要影响，就是干扰体内激素正常的分泌。

“玩手机的时候，声、光的刺激会造成一

些激素分泌紊乱。同时，睡前看到的一些

内容， 如 果 过 于 有 冲 击 感 ， 会 刺 激 交 感

神 经 兴 奋 ， 不 利 于 进 入 睡 眠 状 态 。 另

外 ， 经 常 躺 在 床 上 玩 手 机 ， 会 让 床 跟

‘人要睡眠’之间的良好节律被打乱。一

旦 这 种 正 常 的 反 射 被 打 乱 ， 就 会 导 致 ，

当 人 躺 在 床 上 不 玩 手 机 的 时 候 ， 更 加 难

以入睡”。

参 与 本 次 调 查 的 受 访 者 中 ，00 后 占

31.0%，95 后占 26.9%，90 后占 27.5%，85
后占 14.6%。

84.1%受访青年即便感到困意还会继续刷手机
仅12.5%受访青年会将睡前刷手机时长控制在20分钟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