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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算

法技术异军突起。它

能基于数据为你提

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比如根据你的搜索

提供你可能感兴趣

的内容；在线学习平

台可以根据学生的

反馈，筛选出更有针

对性的内容供练习；

在物流领域，通过算

法优化配送路线，可

以显著减少运输时

间和成本……算法，

它是效率工具，也是

打标签高手。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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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整治

同质化推送营造“信

息茧房”等典型问

题，重锤落地，释放

强烈信号：加大对算

法滥用的整治力度，

清朗网络环境。那

么，什么是算法呢？

为什么需要整治算

法？应该如何整治？

这一期我们就来聊

聊算法。

算法算法，，不能成为不能成为““算计算计””

浏览过的内容，会推送“猜你感兴
趣”的同质信息，让你欲罢不能沉溺其
中；打开购物软件，它的选择搭配总是
那么“称心如意”，仿佛有“读心术”一
般选择着你的喜好；甚至，你不经意间
聊起的话题，它也会“贴心”地送上相
关咨讯供你挑选……它是那么懂你，
与你“心有灵犀”。作为数字世界的“主
宰”，算法如同空气一般，弥漫在互联
网的每个角落，360°安排着我们的
工作、生活。

那么，什么是算法呢？算法可以理
解为解决一类问题的明确规范。它是
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代表着
用系统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
制。简单来说，算法就是解决问题的操
作步骤。举个例子，比如你要做一道
菜，菜谱就是算法。它告诉你需要哪些
食材，什么时候加入什么调料，什么时
候翻炒，什么时候起锅等。按照菜谱的
步骤操作，就可以做出一道美味可口
的菜肴。同样的，算法也可以理解为解
决一类问题的最佳路径，让目标问题
沿着这个路径逐步得到解决。

从“人找信息”的海量搜索，到“信
息找人”的“精准投喂”，用户获取服务
的成本大幅降低。更科学、更高效、更
智能，一度在多个行业中奉行着“算法
至上”的准则。但算法绝非表面看上去
的那样心怀坦荡。它“窃听”着你的生
活、分析着你的行为、揣摩着你的性

格，给你想看的内容、说你想说的话，
让你在越织越密的“信息茧房”中“乐
不思蜀”。它诱导着你的沉迷、预判你
的预判、拿捏你的喜好，取悦你、迎合
你、黏连你，进而你的时间与注意力将
为它所主宰。

在算法应用的过程中，正向效果
在翻倍，负面的效果，也在叠加。

“两人同时打车价格不一”“航班
价格因人而异”“消费软件使用次数越
多越贵”……以算法为工具的“贴心服
务”背后，成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
追求。不少“觉醒者”们开始认识到，藏
在“算法”里的还有“算计消费者的方
法”。它让我们“信息偏食”，如“温水煮
青蛙”般信任它所提供的信息、服务，
在“自主选择”的把戏里，钱包渐瘪。

除了被“大数据杀熟”、将用户分
成“三六九等”、榨干每一分流量的油
汁等乱象之外，那些被困在系统里的
外卖员们（有期大讲堂讲过）因被算法
严重压缩配送时间而造成交通违章
率、事故发生率攀高；被算法掌控的司
机师傅们在平台派单中跑赢了红绿灯
却跑不赢算法设置的固定收入；榜单
控制、内容推送，未成年人与老年人成
了算法控制度最高的人群……

“隐私危险”“使用依赖”“入口垄
断”“不正当竞争”“信息茧房”“大数据
杀熟”……算法，已经到了该好好算一
算的阶段了。

其实在2022年时，中央网信办就
牵头开展过“清朗·2022年算法综合
治理”专项行动，将聚焦网民关切，解
决算法难题，维护网民合法权益，落地
落实落好管理规定，深入排查整改互
联网企业平台算法安全问题，评估算
法安全能力。

质疑与反思让算法问题带来的
“隐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整治
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人是极不愿
意放弃已经获得的东西的。让资本放
弃既得利益，显然并非易事。有部分用
户，不愿与算法妥协，于是就练就了一
身“隐身本领”：注册大小号，随时切
换，迷惑算法；不点赞、不转发、不评
论，在网络中减少留痕；关闭后台推送
功能，停用自动包月服务，降低使用依
赖。仅凭个体力量的这种“算法回避”
策略，是无法缓解霸王条款、偷用隐
私、强行定位等情况。更何况，绝大部
分用户在强势算法面前，不得不无奈

忍受。勾选“同意”，才能使用软件，隐
私出卖换取服务成为大多数人的选
择。回避策略太麻烦、效果不佳、无所
谓等想法，让处于弱势的算法用户们
自动选择“算了吧”。

用户的“隐忍迁就”、巨大的利益
驱动，让算法这原本中立的技术手段
像一只不安分的“数字手”，搅动着市
场风云。而算法技术就像是一只看不
见的“黑箱”，企业出于对技术产权的
保护并不会公开算法的具体“配方”。
我们只有输入与输出端，对内部设置
条件一无所知，这种“绝对优势”极易
驱使资本方将算法代码编写成资本的

“特权码”，使本该“客观中立”的算法
技术带有了“倾向”与“立场”。

用户对算法乱象的反感，是呼声、
需求，也是趋势、机遇。所有用户都是
最宝贵的资源，相信算法背后的人能
听到、看到，有朝一日以更“干净”的算
法赢得用户、赢得市场。

长算远谋——
生态优化需要“算明账”

截至2022年3月15日，抖音、头条、
微信、淘宝、百度、大众点评、小红书等
app均已上线算法关闭键，允许用户在
后台一键关闭“个性化推荐”。让用户拥
有是否使用的决定权是算法迈出的讲法
的一步。

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公开表示，把
网络变成技术、算法，会造成对个人或企
业的严重伤害。算法技术快速发展是网络
时代的红利，但缺乏伦理、法律制度、监管
等基础措施的保障与制约，其野蛮生长造
成的乱象，已逐渐引发出更多的次生危
害。人们以为自己过上了想象中的生活，
却在这样的生活中迷失了自我。互联网环
境需要清朗，就得算清这笔“糊涂账”。要
算法，也要讲法，才能净化网络生态、优化
行业生态，才能维持社会意识形态向上向
善发展。

让算法讲人性之法。以主流价值观驾
驭算法，构建完善的行业治理体系，是“算
明账”的根本。宣传算法伦理，强化社会公
德与职业道德培养，实现柔性制约；完善
算法开发实践层面的操作制度，在设计环
节中要求必须包含算法公平，实现基础保
障；引入公众监督，推动算法研发过程的
透明化，打破“算法黑箱”。

让算法讲技术之法。向政府部门报备
算法参数揭示算法决策过程、可溯源的算
法设计环境落实算法技术问责，透明性与
问责性能在技术层面保障算法保持“中
立”。增强数据透明性、利用决策解释技
术、建立审计监督体系、搭建法律和监管
框架……多维度的技术策略让算法担负
起法律的责任。

让算法讲素养之法。公众对算法无力
感，来源于与算法技术之间的知识鸿沟。
算法的强大，让人们滋生出了“算法崇
拜”。上好“算法普及课”，是破除“算法崇
拜”的关键。2018年起，算法相关课程已
写进高中新课标，未来还可以增加中小学
算法课程，培养算法思维从“娃娃抓起”；
通过关于算法技术的影视作品创造，以文
化产业助推算法思维教育；建立算法思维
评价指标体系，推动算法思维教育科学化
发展。全面提升公众的算法素养，是促使
算法向善的公众底色。

从政府引导到民间响应，强者孤勇，
弱者无惧。此次专项行动重点关注的算法
导向正确、算法公平公正、算法公开透明、
算法自主可控和算法责任落实，它其实也
是各数字企业、实体企业和普通消费者最
深处的呼声。治理并不是算法发展的对立
面，相反，它是剜肉医疮的一场自救。舍弃
短视的当下利益，才能拨云见日，正本清
源，让人的价值重新回到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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