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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以美团“超脑”系统为例，分析了其人机关系策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日益广泛，美团“超脑”系统作为智能配送的代表性成果，通过高

度集成的算法技术，实现了配送效率的显著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美团“超脑”系统如何通过算法优化、

智能调度等技术手段，构建高效、协同的人机互动模式。进一步地，本文对美团平台人机关系中的冲突

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人机关系中的批判性思维和策略分析，以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人机关系发展提

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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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is paper takes Meituan’s “Super Brain” system as an ex-
ample to analyze its man-machine relationship strateg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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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various industries is becoming in-
creasingly widespread. As a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 of intelligent delivery, Meituan’s “Super 
Brain” system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delivery efficiency through highly integrated 
algorithm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how the Meituan’s “Super Brain” 
system constructs an efficient and collaborative man-machine interaction mode through algorithm 
optimization, intelligent scheduling, and other technical mean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conflicts in the man-machine relationship of the Meituan platform and discusses critical thinking 
and strategic analysis in the 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machine relationship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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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正在快速成为数字经济大国和创新大国。信息技术的进步已成为驱动

全球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对于人类社会来说，21 世纪最大的变化，有人说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

来，有人说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有人说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有人说是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还有

人说是区块链技术使能的价值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管是什么时代的到来，均意味着今天是个伟大的时

代，是个变革的时代。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有国家一系列关于大数据、人工

智能、互联网+等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号召，我国一大批企业已经进入数字化、互联网化的转型进程中，这

为我国信息系统的研发和应用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自人类开始使用工具以来，广义的人机关系便已经形成，这在人类历史中留下了许多辉煌灿烂的精

神印记。人类历史上，对工具的探索、创造与演进始终构成了人机互动与共生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

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兴智能技术浪潮，如“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以及迅速崛起

的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着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模式，丰富着人类的思想维度，

创造出一个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数字经济时代[1]。 
国外人机关系问题的相关研究自古希腊时期便已开始[2]。著名哲学家尼采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地位，

后现代主义者海德格尔主要从“上手性”与“在手性”两个方面探讨“人与工具”的关系，从而将人机关

系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近代，媒介技术作为新型工具形态，其对社会和人类产生的影响，得到了以

波兹曼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的重点关注，进一步开辟了新型人机关系问题的理性思辨方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内的学者们不断对人机关系发出疑问。在深刻理解和辩证吸纳海德格

尔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蒋晓丽独到地提出了人机之间相互形塑的突破性观点[3]，这一见解为理解人机关

系开辟了新的视角与深度。数字经济技术不仅成为冲击“旧秩序”的先锋，而且反过来又为建构新秩序

提供了助力。此时传统的人机界限越来越模糊，人类主体地位也受到挑战，并存在被颠覆的风险[4]。陈

昌曙认为当前和未来技术哲学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构建技术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应

用中人与人、人与工具、人与工具设备之间的和谐关系[5]。在徐瑞萍等的技术文化哲学框架下，人机关

系的伦理内核得到了深入探讨。其核心聚焦于勇于直面现实，实施批判性审视与创造性重构，不仅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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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系赋予伦理价值，而且勇于批判非理性主义倾向[6]。为了指导实践实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需要，王

张华等从“人机和谐共生”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在人工智能时代确保公共行政公共性实现的多重策略机

制[7]。在人工智能资本主义背景下，陈良斌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洞悉把握人机关系的新特征与发展

规律，进而构建起对人机关系的多维认知框架，旨在捕捉预见人机关系的未来形态[8]。丁述磊等运用前

瞻性和战略性的视角，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劳动形态、人机关系、劳动关系发展新趋势，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的路径，旨在促进劳资互利共生，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9]。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美团外卖 APP 受益于数字技术，即算法，在新的互联网浪潮中应运而生

[10]。尽管算法技术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它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例如，用户隐私被窥探以及本文所提到

外卖骑手频繁发生交通事故等。出现这些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应对算法的“侵略”，并重新构建

人机边界。 

2. 美团外卖平台“超脑”配送系统的理论框架 

美团“超脑”配送系统是在即时配送业务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即时配送以其高效、便捷的

特点满足了现代人的需求，特别是外卖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促使平台需要更加智能、高效的配送系统来

应对日益复杂的配送需求。本章节从三个方面来介绍“超脑”配送系统的理论框架，包括美团“超脑”系

统的关键技术集成、即时配送的业务模型和其核心参数 ETA (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2.1. 美团“超脑”配送系统的关键技术集成 

在 2014 年的电影《超体》中，斯嘉丽·约翰逊服下 CPH4，获得了超级大脑，具有了感知、理解和

控制万物的超能力。这种深度感知、理解及精准控制能力，与美团配送 AI 系统对复杂配送环境的敏锐洞

察、精准解读及高效流程管理目标高度契合。鉴于此，美团致力于构建的 AI 核心，旨在成为其配送网络

的“智慧中枢”，内部形象地称之为“超脑”配送系统，它如同配送服务的指挥官，引领着每一环节的无

缝衔接与最优运作。 
该系统是以 AI、大数据等技术全方位掌控外卖配送过程的技术系统，包括七个主要板块：机器学习

系统、算法数据和计算平台、感知系统、LBS 系统、规划系统、定价系统和调度系统(详见表 1)。 
 

Table 1. Meituan’s “Super Brain” delivery system 
表 1. 美团“超脑”配送系统 

“美团超脑”配送系统 应用 技术 

机器学习系统 全链路时间评估，送达时间预测，时间序列模型 
研究，深度学习模型研究 

ETA 架构(机器学习、迁移学习、 
深度学习) 

定价系统 
订单结构优化(配送规模增长、盈亏结构优化、 
体验效率结构优化)，骑手邮资补贴计算，骑手 
智能运营 

基于地图的图形学技术，基于地图的基

础数据挖掘，传统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 

调度系统 多人多点的实时调度(区域规划，骑手排班， 
区域、全域调度)，众包调度 基于仿真平台：时序仿真，行为建模 

规划系统 商家配送范围最优化，骑手排班系统 机器学习 

感知系统 数据储备，应用场景(WiFi 地理围栏、运动状态 
识别、步态识别) 

Wifi，加速度计，陀螺仪，GPS， 
气压计，磁力计等 

LBS 系统 时空画像，地图挖掘，线路优化，路况监测 位置数据，基础算法 

算法数据和计算平台 实时特征计算平台，离线大数据平台，机器学习 
平台 大数据，基础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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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团即时配送的业务模型 

即时配送是一种快速配送业务，其配送时长在 1 小时以内，平均配送时长约为 30 分钟。这种快速的

配送模式将传统的线上电商交易和线下物流配送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系，并形成了消费者、商家、骑手和

平台之间互相交错的四元关系。效率、成本、体验是即时配送的核心指标，同时也构成了其商业模型(见
图 1)。 

 

 
Figure 1. Business model of instant delivery 
图 1. 即时配送的商业业务模型 

 
以“超脑”智能调度系统为例，作为 O2O 业务，外卖系统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匹配订单与服务提供

方。传统模式采取的依赖骑手主动抢单或人工干预的派单方式，受到美团 AI 智能派单模式的深刻改变。

该模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了配送效率与配送体验，并有效降低了配送成本，展现了技术进步的

积极面。然而，这一转变也暴露出不容忽视的问题：系统的高效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骑手的个体差

异与特定场景下的需求。在“超脑”系统的运作框架下，骑手被简化为算法中的一个运力单位，其独特

的个人状况与合理诉求往往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在极端天气如雨天时尤为突出，系统可能因订单激增而

过度分配任务，导致骑手面临巨大压力，甚至惨遭降薪的情况。 
更深层次地，“超脑”系统的应用反映了当前技术伦理与价值导向的复杂议题。在追求效率与成本

最优化的同时，系统背后的算法逻辑不自觉地偏向了资本利益，从而在平台、商家、消费者与骑手构成

的四元关系中，骑手的利益被相对牺牲。这种情况下，“有形的技术之手”虽然高效管理了交换流程，但

“无形的价值之手”却因倾向性设计而引发了系统性的价值剥削机制。 

2.3. “超脑”配送系统的核心参数 ETA 

外卖骑手面临的“算法困境”已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其核心在于“效率至上”的算法逻辑严格限

定了“送餐时间”，对外卖骑手构成了严峻的生存挑战。在美团的算法体系中，由平台、骑手、商家与消

费者构成的四元关系，“无形价值之手”往往忽略骑手的个体差异与合理诉求，转而优先满足其他三方

的需求。然而，需明确的是，“效率”实为四方共同的价值追求，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效率本身，而在于平

台错误地将算法失效及风险完全“转嫁”给骑手。 
随着“超脑”系统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攀升，配送效率显著提升，但伴随而来的是订单单价的下滑及

更为严苛的惩罚措施，使骑手陷入生存困境。美团平台的优化策略，虽旨在提升消费者体验、优化成本

结构及扩大配送规模，却间接加剧了骑手的工作强度与收入压力。平台通过复杂的奖惩机制，如依据骑

手完成单量、评价、超时率等维度划分等级，直接关联派单机会，既优化了算法分配，也无形中加剧了

骑手的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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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团“超脑”系统中的核心组件——ETA (全链路时间评估)为例(如图 2 所示)，ETA 系统是“超

脑”系统的关键一环，它在配送流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接关联着用户体验的满意度、配送效

率的成本控制，以及影响着调度策略与定价系统的最终决策。ETA 算法展现出其独特的多维度价值，它

如同桥梁，连接起平台、消费者、骑手与商家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具体而言，对于消费者而言，ETA 不

仅是对送餐时效的一份“服务承诺”，更是安心等待的依据；对骑手而言，它不仅是任务分配与路径规

划的依据，还明确了每单服务的“完成时限”，助力高效作业；对商家而言，ETA 则成为了优化订单处

理顺序、提升顾客满意度的有力工具。在此多边参与的交互体系中，ETA 算法作为核心媒介，其精准度

成为了维持整个系统流畅运转的基石。各方共同致力于追求“效率”的最大化，通过精准的时间预测，

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共赢的局面。 
 

 
Figure 2. Core parameter ETA of the delivery system 
图 2. 配送系统的核心参数 ETA 

 
外卖 ETA 不仅承载着对消费者承诺的履行责任，还隐含着对骑手工作绩效的评估功能。若算法预

估时间偏短，将严重损害骑手的利益，有各种社会现实案例表明，众多骑手反馈 ETA 设定时间偏短，

导致骑手不能按时送达而被罚款。平台的盈利应合理反映 ETA 算法优化服务的价值，遗憾的是，现实

中平台往往回避其算法不足或失效带来的后果，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纯粹的“服务中介”，从而掩盖了

因算法缺陷导致的“失约”问题。当 ETA 系统无法充分考虑实时路况波动及送餐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

性因素，以提供精准调度指导时，其效能便大打折扣。这种情况下，骑手可能因算法的不完善而承受额

外的工作负担，同时还得独自面对因算法失误导致的“未达预期”后果，这背后隐藏着由算法驱动的不

平等现象。 
实质上，外卖商品“准时送达”的承诺应由平台而非骑手向消费者负责。任何送达时间的延误，本

质上应归咎于平台算法的预测失误，而非骑手个人能力的不足。但事实上，平台隐藏了自己的责任和所

需要承担的失约风险，通过具有引导性的评价机制来对抗消费者、骑手和商家，并将“超时”责任全部

转移到骑手身上。平台应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减少对骑手的苛责，同时加强对算法系统

的监管与优化，确保其既能提升效率，又能保障骑手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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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团“超脑”系统下的人机冲突 

3.1. 美团制度的演化：算法的迭代推进 

自 2015 年起，美团在配送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大规模构建自有配送体系，初期采取人工与抢单结

合的灵活模式，迅速积累了庞大的数据资源。随着技术的不断深耕，2016 年，标志性的“超脑系统”横

空出世，实现了物流调度的即时化、智能化转型，彻底革新了传统的用工模式。随后几年间，美团在算

法优化上持续发力，2017 年推出的智能规划系统，依托地图深度分析与机器学习技术，精细规划骑手工

作时段与休息间隔，实现了 24 小时高效排班。进入 2018 年，美团进一步融合车联网与智能语音技术，

构建起全方位的智能调控体系，不仅优化了配送路径选择，还降低了骑手入职门槛，显著扩大了配送队

伍规模。而到了 2019 年，感知系统与 LBS 技术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更精准的时空定位与场景识别，通

过多维度数据收集与分析，持续迭代配送策略，极大地提升了骑手履约效率与顾客满意度。同时，美团

向全域柔性调度系统迈进，旨在实现城市内订单与运力的统一高效调配，灵活应对天气、单量波动等外

部因素，这背后离不开大规模匹配算法的强力支撑。至此，美团凭借其强大的海量数据处理能力，构建

了信息垄断的格局，使得外卖骑手在业务运营中高度依赖于平台提供的信息资源。这种“资强劳弱”的

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美团在价值分配上的倾斜，导致外卖骑手的地位相对下降，面临着更加被动的职业环

境。 

3.2. 外卖骑手的地位：劳动力供求关系演变 

算法迭代的另一面也映射出劳动力市场的微妙变化。早年间，尤其是在 2015 年，外卖骑手在用餐高

峰时段因供不应求而享有相对优势，用工模式以自聘和劳务派遣为主，外卖骑手具有法律规定中正式员

工应有的薪资、待遇。此时外卖骑手配送时长宽裕，薪资待遇优厚，且享有选择性接单的自由，抗风险

能力较强。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的扩张，2018 年成为转折点，骑手数量激增，而订单量增速未及预

期，导致日均配送单数从 6.48 笔显著下降至 3.67 笔。同时在这一时期，美团外卖引入了动态决策智能调

度系统 4.0 与全域柔性智能调度系统 5.0，极大地提升了 APP 的操作效率，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为骑手规

划出最优配送路线，但也在无形中加剧了骑手之间的竞争压力。特别是 2019 年“乐跑计划”的推出，在

运力过剩的背景下，进一步压缩了骑手的收入增长空间，促使管理者实施精细化分层管理，将骑手划分

为核心与边缘两类。虽然作为核心骑手的“乐跑骑手”能享受优先派单特权，但也面临极高的准时率与

接单率要求，一旦不达标即面临收入削减。这一系列变化不仅反映了外卖行业劳动力供需关系的深刻调

整，也揭示了平台经济下“资强劳弱”现象对外卖骑手职业地位的影响，加剧了就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面对运力充足的新常态，美团采用无契约关联的灵活用工模式，以降低交易成本与经营风险，通过

构建配送商、灵活用工平台及个体工商户等多层架构，将传统的“平台–员工”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

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管理成本及大部分交易成本。首要的是契约数量的考量，美团发现，与外卖骑手

签订协议的边际成本远高于与配送商、灵活用工平台等合作的成本。其次，长期契约因成本更低而受青

睐，但“兼职外卖骑手”的兴起作为过渡性就业，虽灵活却增加了交易成本频率，且短期契约的不确定

性可能诱发骑手的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最后，为降低契约风险，平台倾向于与第三方合作，通过集中

管理减少与众多骑手直接签约的交易成本与用工风险。这一系列策略不仅优化了美团的运营结构，也对

外卖行业的用工模式与成本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3.3. 激化的矛盾：外卖骑手身陷算法困境 

美团外卖算法作为人类创新智慧的结晶，其发展历程却伴随着人类主体性增强的复杂挑战，形成了

类似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现代人机关系新形态。算法不再仅仅是辅助工具，而是逐渐展现出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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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妙操控力，这在美团外卖骑手面临的困境中尤为凸显。 
骑手们深陷“时间困境”，“谈超时色变”，配送时间不断被算法压缩，从 2016 年的一小时缩短至

2018 年的 38 分钟，行业平均配送时长更是较三年前缩短了 10 分钟。这种时间压力不仅关联着用户好评，

更直接剥夺了骑手的时间自主权。一旦骑手超时，便要被迫接受差评、罚款。骑手们很难完全依靠自己

的力量对抗系统所分配的时间，只能被动接受，然后用超速去规避超时。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骑手们

摔倒了也不会在乎自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顾客道歉，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逆行成为家常便饭，

和红灯做朋友。 
此外，美团外卖还通过积分制度进一步强化对外卖骑手的控制，这个积分制度与骑手等级挂钩，骑

手完成的订单质量越高，积分就越多，等级也会越高，而等级最终与骑手的收入成正比。系统往往还会

借“游戏”的名义展开运转，根据等级的不同骑手会被依次赋予“青铜”“白银”“黄金”等称号。这一

制度虽以“游戏”之名，实则冰冷机械，将平台的管理压力内化为骑手自我驱动的动力，促使他们不断

追求更高的等级与工作量，陷入无休止的评级竞赛中。学者孙萍指出，这种算法游戏化的管理方式，实

则构建了资本剥削劳动者的新逻辑，使骑手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资本的依赖与剥削。 
最终，这些制度性压力在骑手与消费者之间激化了矛盾。骑手因超时、投诉、差评等压力累积，情

绪失控，导致与消费者之间的正面冲突频发，如无锡骑手将电话呼叫转移至报警台、上海骑手因差评报

复消费者等事件，均折射出算法时代下劳动者权益保障与平台责任缺失的严峻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算法技术的广泛应用限制了骑手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技能提升空间。在高度标准化的配送流程中，骑手的

工作被细化为简单的操作步骤，减少了对经验与智慧的依赖。美团的“超脑系统”通过实时调度与路线

优化，极大地简化了骑手的工作流程，但同时也削弱了其主观能动性及职业成长的可能性。 

4. 数字经济时代人机关系中的批判思维和策略分析 

4.1. 数字经济时代人机关系中的批判思维 

4.1.1. 人的惰性思维 
“懒”作为人类天性，驱使我们追求平价、便捷与高效的服务，尤其在外卖领域，这一需求转化为

高频刚需。然而，当人类不假思索地接受算法设定的规则时，惰性思维便显现无遗。外卖骑手，在某种

程度上，已然身陷算法的桎梏之中。这一困境的根源，部分可归咎于骑手对外卖算法缺乏深入思考，而

选择无条件遵从，试图利用系统的既有规则来获取额外利益，如采取逆行或超速等违规行为。此举非但

未能如愿，反而促使算法不断捕捉并记录这些违规数据，错误地解读为提升效率即为优化服务的唯一路

径，进而不断压缩配送时间要求。如此往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骑手为了应对愈发紧张的时间限制，

更加依赖于高风险操作，而算法则基于这些偏颇的数据进一步强化其“效率至上”的逻辑。在这一过程

中，骑手们逐渐失去了自主性，成为算法指令下的被动执行者，其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他们普遍存在的

思维惰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要扭转这一主客颠倒、人被机器所奴役的局面，重建清晰的人机界限，核心在于唤醒并强化人类的

独立思考能力。只有当骑手及所有相关者能够主动审视、质疑并影响算法的逻辑，才能摆脱其单方面的

束缚。同时，回归正常、健康的生活节奏，减少对外卖配送等即时服务的高度依赖，也是重获自由与尊

严的重要途径。唯有如此，人类才能真正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时，保持自身的独立与自主。 

4.1.2. 算法的缺陷与资本控制 
算法虽强，亦非尽善尽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药理学”视角警示我们，技术进步在带来便利的同

时，亦潜藏“毒性”。技术进步在使得社会生活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在资本的影响下导向“人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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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就像美团“超脑”算法支配下的外卖员，正在逐步困陷在数字技术中。美团“超脑”难以预测骑手

面临的突发状况，即便有估算值的缓冲，留给骑手的应急时间依然有限。在“送啥都快”的企业文化驱

动下，算法对时间的严苛追求，迫使骑手采取极端手段避免超时，加剧了人机矛盾。 
更深层次地，算法作为提效工具，实则由资本掌控，通过数据反馈不断优化规则，强化对劳动者的

控制。美团外卖平台通过数据收集与理念宣扬，构建骑手认同感，却以技术监控削弱其真实自主性。数

字控制下，系统算法与消费者间接管理骑手，模糊了雇主责任，转移了劳资冲突，悄然侵占骑手空间，

削弱其反抗意志。资本借此最新技术，不仅包装自身，更异化劳动者，使其日益依赖技术，主体性逐渐

退化。 

4.2. 数字经济时代人机关系的策略分析 

4.2.1. 策略分析之制度支持 
在当今平台经济迅猛发展的浪潮中，美团所推行的新型用工模式，特别是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界定

问题，已跃升为公众瞩目的热点议题。这不仅仅是对《劳动法》保护范畴的拓展与劳动关系判定标准的

重新审视，更是探索如何在不直接认定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有效利用《劳动法》中的工资保障机制来捍

卫骑手权益的新路径。从灵活性的维度观察，美团采用的外包、众包等用工模式，既赋予了骑手工作上

的高度自主性，也赋予了企业灵活应对市场波动、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运营成本的能力，实现了企业与

骑手的双赢局面，契合了平台经济时代的发展脉搏。 
鉴于此，为适应这种灵活多变且持续进化的用工模式，政府相关部门应超越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框

架，转而聚焦于如何更有效地保障外卖骑手的健康与安全，从而削弱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之间的直接联

系，推动构建一套既符合新型雇佣关系特点，又系统、完整、科学的劳动法律体系。 
同时，完善算法伦理审查机制亦不容忽视。在鼓励平台自我监管的基础上，需精准界定监管边界，

赋予监管机构对平台数据与算法的监管权限。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创新监管模式，强化算

法相关风险的识别、预警与防控能力。此外，还应明确算法开发者与使用者的审查、风险评估及解释说

明等责任，确保在算法应用过程中，一旦出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潜在风险，监管机构能够有权揭开算

法“黑箱”，保障公众利益与数据安全。 

4.2.2. 策略分析之平台企业作为 
针对灵活用工模式的治理挑战，平台企业应主动作为，制定并实施符合政府规章制度的保障计划，

成为劳动关系模糊地带的有力支撑。鉴于外卖骑手职业的高风险性，政府与企业应携手合作，为骑手提

供包括工伤、重疾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美团的“骑手守护计划”虽已迈出积极步伐，但仍需政府参与

制定统一标准，确保骑手权益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不因平台转换而受损。 
此外，平台反垄断作为提升弱势群体地位的关键举措，应受到高度重视。通过反垄断措施削弱平台

垄断势力，增强市场竞争，为外卖骑手等群体争取更多发声机会与权益保障。在此过程中，应构建多元

共治的反垄断监管体系，汇聚平台参与者、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加速响应速度，降低利益受损风险。 

4.2.3. 策略分析之算法改进 
在当前外卖行业中，美团外卖等平台所采用的算法决策系统虽极大地提升了运营效率，但也暴露出

骑手权益受损、算法决策单一化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算法改进的角度出发，增强骑手的参

与度和算法的人性化设计，促进平台、骑手与消费者之间的和谐共生。 
(1) 增加外卖骑手干预算法决策过程 
引入骑手选择机制：在派单环节，允许骑手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拒绝派单”、“优先抢单”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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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使算法决策更加灵活，兼顾骑手意愿与工作效率。 
偏好与需求输入：建立骑手偏好和需求信息收集系统，让骑手在算法决策前输入个人偏好和特殊情

况，使算法在分配任务时更加贴合骑手的实际需求。 
建立反馈机制：鼓励骑手积极反馈对算法分配的感受和建议，平台定期收集并分析这些反馈，持续

优化算法决策系统，提升骑手的满意度和程序公平感。 
(2) 拓展骑手对算法意见的申诉通道 
建立在线申诉社区：平台应建立信息公开、意见咨询、决策参与的在线社区，为骑手提供便捷的申

诉渠道，确保骑手的意见和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响应和处理。 
人工报备与辅助：授权社区队长或专门团队协助骑手进行人工报备，减少因技术故障或特殊原因导

致的误判，增强骑手的权益保障。 
借鉴行业最佳实践：参考滴滴出行、饿了么等平台的做法，通过成立骑手委员会、智囊团等方式，

加强平台与骑手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算法公平性的提升。 
(3) 优化算法设计与监管 
算法设计合理化：确保算法设计兼顾效率与公平性，减少因单一追求效率而导致的骑手权益受损问

题。 
价值中立与透明度：提高算法的公开透明度，让骑手和消费者能够了解算法决策的依据和过程，增

强对算法的信任感。 
监管智能与立法：监管部门应增强对算法的监管智能，将监管范围扩大至算法立法层面，制定合理、

合规的算法标准，避免算法运行对已有价值或秩序造成损害。 
企业责任与伦理：企业在设立数据处理和规则制定时，应将规则意识和伦理意识融入其中，推动算

法温度化，形成负责的算法文化。 

5. 结语 

今天的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将人类推向另一个境界。在没有大数据的时代，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有一

定的空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但是从提高生产效率的角度来看，人们的空余时间越多，对效率的影响就

越大。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对技术极致的追求源自于企业的生存和资本增长需求。更高的精度、更低的

延迟以及更多场景的覆盖，只有商业的本质没有改变，技术的发展路径就不会改变。 
“超脑”，这套由成千上万的数据、层层叠叠的神经网络和密密麻麻的传感器交织而成的大网，在

服务了一部分人的同时，也成为了困住外卖骑手的牢笼。算法取悦用户，骑手取悦算法，算法又反过来

支配骑手。刀剑本无情，舞者应有心。 
在智能时代，我们对人–算法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人机协同不仅是形式上的“合作”关系，

而应该构建心灵上的“伙伴”关系。在展望人机关系的未来演进时，我们的核心愿景应当是促进人类社

会生活的持续美好与和谐共生，而非制造新的困扰与冲突。面对如算法局限等引发的人机互动挑战，首

要之务并非匆忙应对，而是需具备宏观视野，重新审视并确立人机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长远目标及导

向。这要求我们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视为终极追求，确保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始

终服务于这一崇高目标，为构建未来人机间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构想的未来人机互动图景中，人类应当牢牢把握主动权，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

而非成为控制或限制人类发展的力量。这意味着在人机交流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应尊重人的主体地位，

让人工智能成为辅助人类实现潜能、提升生活品质的智能伙伴，而非替代或对立的存在。通过这样的努

力，我们不仅能够解决当前的人机困境，更能够引领人机关系走向一个更加光明、和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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