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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对老会员配送费更高、同一家店
吃两三回就涨价、开通了会员反而优
惠金额减少……近年来，部分网络平
台“价格歧视老用户”“割会员韭菜”
引起关注。网友将这种新老用户的

“差别对待”，称为大数据“杀熟”。
大数据“杀熟”是由算法定价引

起的现象，本质是价格歧视。具体
表现可能是同一个App上“会员价”
高于非会员价，甚至同样的商品、不
同手机有不同价格。北京市消费者
协会调查发现，近9成人认为“大数
据杀熟”现象普遍存在，56%的被调
查者表示，自己有过被“大数据杀

熟”的经历，其中以网购、在线旅游、
酒店住宿、网约车、外卖、影视等消
费场景最多。

何以如此？这与平台企业的强
势地位、用户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有
关。首先，在技术条件方面，平台积
累了海量用户数据，包括性别、年龄、
职业、地理位置、浏览历史等，平台可
以准确描绘用户的个体特征，并通过
深度学习分析每个用户的消费习惯、
消费能力和价格敏感度，预测用户购
买喜好和针对性影响用户的购买决
策。其次，平台拥有强大的算力和专
业技术人才，具备处理和分析海量数

据的能力，进而平台可以利用机器学
习算法，更精准地为用户画像，特别
是借助积累的用户数据不断训练算
法，提升算法的效能。

大数据“杀熟”背离了诚信原
则，辜负了老客户信赖，侵害了消费
者利益，不符合商业伦理，必须予以
遏制。一方面，装上监管“安全阀”，
做好大数据保护和合规使用。比
如，可考虑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作
为主体监管部门，牵头组织商务、工
信、网信、文旅等有关部委一道，铸
造监管合力，消除监管盲区。另一
方面，通过法规制度建设，规范个人

数据处理活动，强化对个人数据的
保护，从而有效遏制个人数据侵权
行为，切实维护个人数据主体的合
法权益。此外，用户也可以通过以
不登录的状态，或者不同的浏览器、
不同的手机终端，到某个网站搜索
某个特定的商品，记下报价，并进行
比价，时刻做到“货比三家”。

千金难买回头客。电商企业应
加强自律，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理
念，使用大数据时，应一视同仁；相关
职能部门也要有所作为，充分发挥技
术监管和法律约束的作用，防止“贪
欲的技术”急功近利，越滑越远。

亮出监管“牙齿”，遏制大数据“杀熟”
□ 安子州

6岁半女童患10余种疾病
父母全力救治拒生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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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加速形成半小时交通圈
今年重点推进12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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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老人讲述
与毛主席合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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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6点15分，随着终考铃响起，2021年“新高考”落下帷幕。今年全市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考风考纪良好，实现了健康高考、公平高考、温
馨高考的预期目标。图为考生们兴奋地跑出考点。 记者 戴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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