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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效果不明，但不容否认的是，即
便“反向驯化”的效果难以确定，人们对

“大数据杀熟”的反感与抵制立场则是无
可置疑的。

进一步说，“差异化营销”的大数据
算法本身是否合理合法，恐怕也需要打
一个大大的问号。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
的权利，这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明确规定。所谓交易公平，一是说商品、
服务的定价要公平合理，二是说消费者
之间有权享受基本公平的交易条件。经
营者应对其商品、服务明码标价，这也是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设置的

“硬杠杠”。的确，价格法也为经营者留
下了自主定价和价格调整的空间，但在
相同的时间等条件下，明码标价、让消费
者享受公平透明的交易条件，仍然是经
营者的法定义务。也就是说，在“差异化
营销”“大数据推送”这样的新名词面前，
上述法律规定依然有效，这同样是不容
置疑的。

“差异化营销”在产品、服务的促销
中功效到底如何，很难一概而论；消费者
之间是否应享受完全一致的交易条件，
似乎也很难绝对化地“一刀切”。但无论
如何，“差异化营销”都不能成为“大数据
杀熟”的挡箭牌，否则，法律的上述红线
就有被突破乃至形同虚设的风险。

根治“大数据杀熟”，上述哭穷式“反
向驯化”效果难以保障，即便它真的有
效，大数据不再“杀熟”而开始“认生”了，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经营者的明码标
价义务反而就更难落到实处了，甚至，平
台交易的公平性、合理性根基也会被进
一步动摇。治本之策，可能还需要网络、
市场、价格等监管部门对“差异化营销”

“大数据杀熟”这类新现象给予更大程度
的关注，通过扎实的市场调研、执法调查
和更大的查处力度，为“差异化营销”划
清使用界限，从根本上堵住“大数据杀
熟”的出路，致力于营造一种更为公平、
合理、合法、清朗的网上交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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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年轻人开始反向驯化‘大数据杀熟’”的话题引发热议。“大数据杀熟”是指在一些餐
饮、出行平台上，老用户反而享受不到优惠，甚至价格更高。

不过，一些年轻人开始尝试通过评论“哭穷”等手段反向驯化算法，如频繁表达“太贵了，买
不起”“我不打算买了”等，建立所谓的“人设”，从而影响算法推送。这样的“攻略”真能影响大
数据吗？“大数据杀熟”的问题如何根治？

记者在一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有关
“大数据杀熟”的投诉累计达 8167 条。
例如，一位消费者反映，作为某平台的十
年铂金会员，她上周订的机票价格为
2510元，而在另一平台上，作为新用户，
相同航班的票价仅为2000元。

这到底是差异化营销，还是“大数据
杀熟”？

专家认为，从手段上来讲，二者的边
界难以厘清，但所谓差异化营销不能成
为“大数据杀熟”的挡箭牌。

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业委
员会委员吕延辉表示，所谓的大数据杀
熟是指经营者根据用户的年龄、职业、消
费水平等要素，“对人下菜”，对相同的产
品设定不同的价格标准。“这就要求企业
在追求技术创新和业务发展的同时，必
须重视算法使用的合规性和安全性，防
止损害用户利益，触犯法律法规。”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
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巍此前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根治“大数据杀熟”并不容易，
原因是按照现行法律，平台对新用户的补
贴、推出没有指向性的随机补贴，以及差别
化调整折扣力度，并不算价格歧视。

为了不被“算法”“算计”，不少用户还将某社交平
台账号头像换成了一只粉色小恐龙，并修改用户名为
momo，通过相似的头像与 ID以表明自己是新用户；
平台上也有所谓攻略称，可定期清除浏览器记录和缓
存，或创建不同账号、使用不同浏览器等方法，其目的
就是尽可能“隐身”，让大数据无法识别自己。

除了通过特定评论营造“穷鬼”人设外，不少用
户还通过定期清除应用缓存、使用隐私模式、切换
不同支付方式等方法，试图让平台算法无法持续跟
踪其行为数据，阻止平台根据过去的数据来推算未
来的消费行为。

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认为，这些方
法即便有效，但想要根治“大数据杀熟”，不能只靠
这些“小聪明”“土办法”。“互联网和算法能够很快
识别出用户的真实动机和行为。”

11月，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
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
通知》。通知提出，严禁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
熟”，并严禁利用用户年龄、职业、消费水平等特征，
对相同商品实施差异化定价行为。

张晓峰建议，政府和行业组织需要制定相关标
准，将拒绝“大数据杀熟”和保护个人隐私变成一种
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治理的要求。此外，相关部门
也应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督机制，平台更应加强自
律，共同推进“算法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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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综合北京青年报、中央广电总台、
中国之声、南方都市报、检察日报

有媒体报道，一名年轻人通过反复
评论“机票太贵了，买不起，不去了”后，
发现机票价格从4309元降至1903元，降
价超过了2000元。然而，多家旅游出行
平台官方客服告诉记者，机票价格实时
变动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即便这名消费
者有反复评论的行为，也无法证明最终
降价是由用户所评论的内容决定的。

除了出行平台的减价“攻略”外，记者
在社交平台上还看到了多条外卖红包“攻
略”，在这些帖子下，充斥诸如“某某软件，
我要卸载你”“我真的生气了”“再也不用
了”等评论，并称如果卸载了软件，过几天
重新下载之后，会获得更多红包。

通过这些手段，真能左右平台给消
费者设定的“人设”吗？对此，多家外卖
平台并未明确回应。某平台客服称，平
台发放红包是获客的常规操作，不会给
消费者贴上所谓“标签”。

也有消费者反映，不同的手机看到
的价格各有不同。“用两个手机订外卖，
价格差好几块，退出去再进去，价格又加
了好几块。网购也是大数据杀熟，账号
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上述外卖平台客服表示，所谓价格
差异通常是优惠券或促销活动导致的，
如果出现同一产品的售价不同，可向平
台投诉反馈。

反复评论“机票太贵”
价格骤降2000多元

十年铂金会员要花2510元
新用户仅需2000元

消费者

不能只靠“小聪明”“土办法”

专家

根治“大数据杀熟”
“反向驯化”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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