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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APP乱象·算法背后

““信信息息茧茧房房””是是个个坑坑
算算法法生生怕怕用用户户跳跳出出

生活在算法包围的世界里，就会
被所谓的信息茧房所桎梏，信息茧房
是指人们会因为自己的兴趣，主动或
被动地禁锢在一个小圈子里。他所看
到的，都是符合自己口味的。信息茧房
让不少用户习惯了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不再愿意主动开拓新领域。

其实在大众传播理论中，信息茧房
理论并不新鲜。报纸用户可能只会翻看
时政板块，而对文化体育版视而不见。
老年电视观众可能只会守着戏曲频道，
不会调到电影频道。“今日头条”等APP
并不是信息茧房现象的创造者。

去年，小陈曾经是天天快报APP
的一名运营人员。他介绍，为了增加用
户的黏性，他们必须要为受众提供他
们愿意看的新闻。而首先第一步，就是
要知道用户喜欢看什么。

当用户注册账号时，APP会询问
用户喜欢什么类型。“这个其实是用户
为自己先划定一个茧房的范围，用户
在APP上看到的第一批新闻，绝大多
数都是根据这个来选定的。”每当受众
点击一次新闻，APP就会根据他的阅
读时间、阅读速度以及是否阅读完成、
分享等一系列动作，再次“更精准”地
判断该用户的喜好。“此后，后台就会
一直给他推送类似的新闻，而减少其
他新闻的推送量。”

但与传统媒体以及一些主流新媒
体平台不同，部分新闻资讯类APP以
技术驱动为名义，直接过滤掉了那些
APP所认为的受众不感兴趣的内容，
转而只推送受众感兴趣的内容。在某
种程度上，这种信息茧房是由APP主
动搭建。且随着用户使用的持续，APP
所做的不是让用户开阔眼界，而是加
固茧房，生怕用户“破茧而出”。

本报记者 高寒

葛相关新闻

说到算法，其实它已经深入到目前互联网产业方
方面面。从大数据采集应用，到精准化营销，其背后都
有算法的存在。但看似没有情感且客观公正的算法，其
实都隐藏了运营团队的主观判断。一系列计算之后，算
法提供的价值观，还是来源于其背后的人。

算算法法成成算算计计
靠靠它它来来挣挣钱钱

本报记者 高寒

标签是人为设立的
赋值也是人为的

“经过算法处理后呈现的内容，才
是最客观、最贴心的内容。”近年来，随
着“算法驱动”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
商业化媒体平台以及其他APP开始标
榜算法的重 要 意 义 。但 在 一 音 乐
APP运营人员武晓远看来，算法代
表的，其实还是人的意志。

武晓远所在的APP同样可以实
现通过算法分析用户画像并自动推
荐。“举个例子，当一名用户点开了

《龙的传人》这首歌，系统就可以利用
算法，对这次行动进行计算。”武晓远
介绍，《龙的传人》这首歌，完全可以
列出十几个标签，如“爱国”“正能
量”“流行”“80后”“王力宏”“摇滚”

“华语”“港台”等。
但运营人员在为歌曲设置相关

标签时，会人为地进行选择。“例如，
当你听完了这首歌并标记喜欢，系统
会首先认为，你喜欢王力宏，其次认
为你喜欢流行歌曲和轻摇滚，而不会
认为，你喜欢正能量的歌曲。”

即便有这种标签，在赋值的时
候也会有所选择。例如系统会在“王
力宏”维度标记0 . 5，在“流行”维度
标记0 . 3，在“爱国主义”维度标记
0 . 1。

武晓远介绍，在整个团队中，居
于领导地位的人，很多是并不参与
具体程序设计的。他们的一项任务，
就是负责对算法进行设计。看似冰
冷无情的计算，其实都是根据运营

团队的思路进行的。“就像一个小
孩，如果从来就不让他学历史、文
学，就算他长到30岁，可能物理化学
都懂，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知识都
是空白，也就不可能主动去传递相
关知识。”

计算用户需要什么
得看运营者怎么想

其实在移动互联网其他领域，算
法都已经变得不可或缺。而人们对算
法的干预，也有多种方法。

提到18岁的男生，普通人会对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画像呢？他可能
刚 上 大 学 ，对 周 边 的 一 切 都 很 好
奇；他依然处于身体成长期，营养
需要跟得上；他正处于心理快速成
熟期，需要培养健康爱好，如体育、
音乐。

“但其实，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个
有大把时间挥霍的人，急需手机游戏和
恋爱来弥补空闲时间，并需要外卖来
满足‘宅生活’。”赵丹（化名）是一名
手机应用平台的运营人员。他直言，
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获取用
户的资料（即使用户没有进行注册或
填写信息），形成画像，并且还能利用算
法，向用户推荐各种APP，其中不乏他们
的合作伙伴。

“例如，如果我们判断出一名用
户会是一名18岁的男性，我们就会在
他的首屏更多地出现游戏、交友等
APP。即使他搜索的是‘体育’、‘英
语’等词汇，在正常搜索结果中，也会
夹杂着其他程序。”

赵丹介绍，而针对30岁左右的女
性，他们则会更多地出现“征婚”、

“美容”等。
赵丹介绍，虽然表面上看，是算法

做出了最优排列，但算法怎么“想”，其
实还是它背后的运营团队在负责。同
时，这种方法也能让用户反复受到“宣
传”，从而更强化了他们在某一领域的
需求。

瞅准“两低一高”
利用算法变现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
多以往没有机会或能力参与大众媒
介传播的受众，以及一部分内容生产
者聚集到媒体两侧。对于受众而言，
在快手、今日头条这种移动新媒体问
世之前，他们所接触的，大多是分散
的草根内容。但如今，他们能够数以
百万计地聚集到一起，自然成了商业
化平台的变现目标。

而上个月被爆出的今日头条在
二三线城市投放虚假广告，则是“算
法+吸血”的典型案例。不仅是今日
头条，有其他一线商业媒体平台的内
部人士介绍，面向低知识水平、低龄
人群以及老年用户定向投放广告，已
经成了行业内的普遍现象。

“甚至，部分广告主都清楚，自己
的广告要么无法在传统媒体和主流新
媒体上投放，要么无法吸引一二线城
市白领人群，而今日头条等‘算法驱动
型’平台，反倒十分契合他们的需求。”
一名内部人士说，用新闻资讯增加用
户的黏性，再用针对性的广告来变现，
这是商业化媒体平台的套路。

而在媒介的另一头，更多的写手
开始利用所谓的算法，获得“写作收
入”。“之前天天快报上的自媒体写手，
大多从事文体、生活领域的写作。而说
实话，他们所创作的大部分内容，也都
是来源于其他权威媒体，且质量参差
不齐。”

曾是天天快报运营人员的小陈介
绍，这些写手其实也是摸准了APP的
脉：标题党+开篇一张图+故事全靠编。

“毕竟只要不涉及政经大事，把握好
尺度，就不会有风险。毕竟，由于他
们的内容大多都只推送到部分辨别
能力较低的用户，传播效果往往也还
不错。”小陈认为，目前各大商业媒体
平台的审核队伍，还无法做好“把关
人”的角色。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