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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现行方法在农产品电商信息个性化推送中存在用户偏好理解不够深入、推送算法不精准等，导致应

用效果不佳。具体表现为推送内容与用户实际需求存在偏差，用户满意度不高，同时，由于推送算法的

性能限制，导致推送准确性较差，无法达到预期的推送效果。针对农产品电商信息个性化推送中现行方

法存在的用户偏好理解不足、推送算法精准度低等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偏好特征提取的个性化推

送方法。该方法通过深入分析电商平台上的用户反馈信息，区分正负维度并提取正样本，进一步从正样

本中提取用户偏好特征。基于这些偏好特征，我们对农产品进行推送评分，并生成个性化推送名单，在

电商平台上实施推送。实验结果显示，该方法在MRR和HR两个评价指标上均不低于0.8，表现出较高的

推送精度，有效解决了现有推送方法中的不足，实现了农产品电商信息的个性化精准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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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user preferences and inaccurate push algorithm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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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method of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push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the ap-
plication effect is not satisfactory. Specifically, there is a deviation between the pushed content and 
the actual needs of users, resulting in low user satisfaction.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perfor-
mance limitations of the push algorithm, the accuracy of the push is poor, and the expected push 
effect cannot be achieved. This paper proposes a personalized push method based on preference 
feature extraction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user preferences and 
low accuracy of push algorithms in the current methods of personalized push of agricultural prod-
uct e-commerce information. This method analyzes user feedback information on e-commerce plat-
forms in depth, distinguish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dimensions, and extracts positive samples to 
further extract user preference features from the positive samples. Based on these preference char-
acteristics, we conduct push rating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generate personalized push lists 
for implementation on e-commerce platform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achieves a high push accuracy of not less than 0.8 on both MRR and HR evaluation indicators, effec-
tively solving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push methods and realizing personalized and accurate 
push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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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推动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数字乡

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农产品电商凭借其独特的优势，为农业经济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农产品

电商不仅有效克服了传统线下交易的局限，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还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

验，使农产品购买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 
农产品电商的兴起，不仅促进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还引领农业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然而，在

农产品电商领域，信息的海量性和多样性也给用户带来选择上的困扰。如何精准地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

容，成为农产品电商提升用户体验、增强用户黏性的关键所在[1]。 
个性化推荐技术作为当前信息技术领域的热门研究方向，已经在新闻、影视、电子商务等领域取得

了显著的应用成效。然而，农产品电商信息的个性化推荐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农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差

异大，结构复杂，用户的购物偏好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使现有的推荐方法在农产品电商领域的应用

效果并不理想。文献[2]中提出的基于近邻传播聚类的推荐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用户和商品

的分类，但其局限性在于当用户兴趣发生变化时，无法迅速调整推荐内容，从而影响了推荐的准确性和

效果。相比之下，文献[3]介绍的基于云计算的推荐方法借助云计算的强大存储和计算能力，致力于实现

内容的个性化推荐。然而，该方法显著依赖于大规模用户数据，导致计算负担较重，并且在确保推荐精

度方面存在不足。 
鉴于现有方法在农产品电商信息个性化推荐中存在的不足，本文提出基于偏好特征提取的农产品电

商信息个性化推送方法，通过挖掘用户的购物偏好，实现更加精准、个性化的信息推送，从而提升农产

品电商的用户体验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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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反馈正负维度区分 

在农产品电商平台上收集用户反馈信息，反馈信息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用户对农产品的操作频次大于 1 时，视为正样本。因为它代表用户对农产品进行了不止一次

的购买、浏览操作，这反映出用户对该农产品具有较高的偏好度，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第二，用户对农产品的操作频次为 0 时，表示用户对农产品没有进行过任何操作。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这些农产品就一定为负样本[4]。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只能做出一些合理的推断，而无法确定其确

切的正负属性。 
第三，用户对农产品的操作频次为 1 时，即用户对农产品仅进行过一次操作，一次点击行为并不能

充分反映用户的偏好，它可能仅仅是一个偶然的行为，也可能代表用户的真实兴趣。因此，无法准确判

断其正负属性。 
为了更全面地考虑用户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灵活地处理用户对农产品的操作频次为 0 的情况，

引入参数δ 以及一个额外的用户活跃度参数α 来细化正负样本的区分。参数α 可以基于用户在平台上的

整体活跃程度(如登录频率、浏览时长、购买历史等)来设定，以反映用户对平台的整体兴趣和参与度[5]。
根据收集的用户反馈信息样本正负维度区分，其用公式表示为： 

( )

1, 1
0 and 0

0, 0 and 0 or 0

if
K if p

if p
α δ α

α δ

 ≥


= ⋅ =
 = = =

>                            (1) 

式中， K 表示用户反馈信息样本正负维度区分结果；1 表示正样本； p 表示用户对农产品的操作频次；

0 表示负样本；α 表示用户活跃度参数，取值范围是[0, 1]，其中 1 表示非常活跃，0 表示完全不活跃；

δ 表示处理缺失值的参数，取值范围是[0, 1]。当 1δ = 时，倾向于将缺失值视为负反馈；当 0δ = 时，则

不将缺失值视为明确的负反馈。通过以上公式区分用户反馈信息的正负维度。 

3. 用户偏好特征提取 

选取区分为正的样本(即用户与农产品的有效交互行为，如购买、收藏、浏览等)，用于提取用户偏好

特征。当前阶段，用户的种种行为所透露出的兴趣倾向称为短期偏好。具体来说，如果在某个时间周期

T 内，用户购买、收藏、浏览某种农产品次数有所增加，那么可以认为用户对此类产品特征的偏好程度

较高，或者至少对与这类特征相关的产品有较高的兴趣[6]。为了量化这种短期偏好，使用公式(1)来表示：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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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dP 表示用户短期偏好值；ϕ 、β 表示行为次数和直接评分对用户短期偏好的贡献权重，两者之和

为 1。两个系数的选择基于实际数据的分析结果进行调整，以最优地反映用户行为对短期偏好的影响；k
是行为次数，表示在指定时间周期内，用户对某类农产品的各种交互行为的次数之和； Tw 表示时间周期

T 内用户成功交互农产品的直接评分[7]。ϕ 、 β 的敏感性分析：通过调整这两个参数的值，观察用户短

期偏好值 dP 的变化情况。如果 dP 对这两个参数的变化非常敏感，说明用户行为评分和时间周期内的直接

评分对用户偏好特征的影响较大。短期偏好并不能代表用户的真实偏好，因此根据多个用户短期偏好，

计算用户特征的长期偏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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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P 表示用户对某类农产品的长期偏好特征值； n 是周期数量，表示用户行为数据的时间跨度。选

择依据是用户行为数据的可用性和研究目的； dnP 第 n 个时间周期内的用户短期偏好值。n 的敏感性分析：

通过改变时间周期的数量 n ，观察用户对某类农产品的长期偏好特征值 cP 的变化情况。如果 cP 对 n 的变

化非常敏感，说明时间跨度对用户长期偏好的影响较大。结合用户对某类农产品的短期偏好和长期偏好，

确定用户偏好特征值： 

d cp xP yP= +                                    (4) 

式中， p 表示用户对农产品偏好特征； x 、 y 表示短期偏好和长期偏好的权重系数。选择依据是用户行

为数据的稳定性和研究目的。 x 、 y 的敏感性分析：通过调整这两个参数的值，观察用户对农产品偏好

特征 p 的变化情况。如果 p 对这两个参数的变化非常敏感，说明短期偏好和长期偏好对用户偏好特征的

影响较大。 
为了处理农产品的类别和品牌信息，采用 one-hot 编码方法。对于同类别农产品的价格信息，采用十

分位数原理进行区间划分，以便更好地反映用户对价格的感知差异，采用三元组表征用户对农产品特征

的偏好程度，其用公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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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表示用户对农产品特征的偏好程度； ,Ti GP 表示用户在周期T 内对电商平台上农产品 i 的偏好；

,Ti PP 表示用户对电商平台上农产品品牌的偏好； ,Ti SP 表示用户对电商平台上农产品价格的偏好； ,c Jp 、

,c Sp 分别表示用户对某品牌、某价格区间农产品操作频率； 1y 、 2y 表示长期偏好特征系数，用户对品牌

和价格的长期偏好程度； n 表示时间周期的划分数量，用于计算用户对农产品特征的偏好程度。 1y 、 2y
的敏感性分析：通过调整两个参数的值，观察用户对农产品特征的偏好程度C 的变化情况。如果C 对参

数的变化非常敏感，说明用户对品牌和价格的长期偏好对用户偏好特征的影响较大。采用熵权法计算用

户长期偏好特征系数，熵权法是基于信息熵的概念确定各个相应指标的系数，信息熵的值越大，就意味

着信源中的不确定性越高，反之则越低。基于信息熵的这一特性，将用户长期的感知价格偏好和品牌偏

好系数进行量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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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 JX 、 ,c SX 分别表示用户长期感知价格偏好、品牌偏好信息熵。将公式(6)计算的偏好系数代入到

公式(5)中，提取到用户对电商平台农产品的偏好特征。 

4. 农产品电商信息个性化推送 

基于以上提取的用户对电商平台上农产品的偏好特征，对电商平台上农产品进行评分，其用公式表

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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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F 表示电商平台上农产品 i 的用户推荐评分。评分越高，则表示用户对农产品的感兴趣程度越高，

推送价值越高[8]。因此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一个阈值，将推荐评分 iF 大于阈值的农产品信息列入到推荐列

表，以此生成农产品电商个性化推荐名单，将列表上农产品信息其发送到电商客户端上进行可视化展示，

以此实现基于偏好特征提取的农产品电商信息个性化推送。 

5. 实验论证 

5.1. 实验设置及数据集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偏好特征提取的农产品电商信息个性化推送方法的可行性与可靠性，以下

将在 GYSADF、FAHHKS 两个数据集上对本文方法进行对比实验，对照组设置为文献[2]提出的基于近邻

传播聚类的推荐方法、文献[3]提出的基于云计算的推荐方法，以下用对照组 1 和对照组 2 表述。 
GYSADF、FAHHKS 数据集均来自某农产品电商平台，具体见表 1 所示。 
 

Table 1. Experimental dataset 
表 1. 实验数据集 

数据集 用户数 产品数 评分记录 

GYSADF 2000 2451 32,546 

FAHHKS 2500 4162 56,841 

 
实验分别利用两个数据集检验三种方法的两个指标。实验环境设计为：采用 windowsUO 操作系统，

搭配 Inter Core i8 处理器，128 G 固态硬盘和 32 GB 内存。采用 1.11 版本 Python 编辑推送程序。 

5.2. 实验流程及评价指标 

基于以上实验环境开展对比实验，将 GYSADF、FAHHKS 两个数据集中数据代入到公式(1)中进行正

负维度区分；利用公式(2)~(6)提取用户农产品偏好特征；通过公式(7)计算用户推荐评分，生成推荐名单

进行个性化推送。 
本次实验选择 MRR (平均倒数排名)和 HR (命中率)作为方法推荐准确性评价指标，MRR 反映的是推

荐的信息是否摆在用户更明显的位置，强调位置关系、顺序性。在理想情况下，即推荐的项目总是位于

列表的第一位时，MRR 为 1；在最坏情况下，即推荐的项目不在列表中时，MRR 趋近于 0。MRR 的值

越高，表示推荐方法越能将用户感兴趣的农产品电商信息排在推荐列表的前面，从而反映出用户体验和

满意度； 
HR 反映的是推荐序列中是否包含了用户真正点击的农产品电商信息，强调推荐的“准确性”。通过

计算在推荐列表的前 N 个项目中包含用户真正感兴趣产品的比例来得到。由于它是一个比例数值，因此

是介于 0 和 1 之间的一个数。HR 的值越高，表示推荐方法越能准确推荐用户感兴趣的农产品电商信息。 
利用 GYSADF 数据集检验三种方法 MRR，利用 FAHHKS 数据集检验三种方法 HR。 

5.3. 实验结果与讨论 

以推送次数为变量，图 1 给出了三种方法在不同推送次数下 MRR；以农产品数量为变量，图 2 给出

了三种方法在不同农产品数量下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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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RR comparison of three methods 
图 1. 三种方法的 MRR 对比 

 

 
Figure 2. HR comparison of three methods 
图 2. 三种方法的 HR 对比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农产品电商信息个性化推送场景中，本文方法 MRR 在 0.8 以上，远高于其余两

种方法，推送的农产品电商信息位置比较靠前；从图 2 可以看出，本文方法 HR 非常接近 1，HR 值高于

对照组 1 和对照组 2，推荐的农产品电商信息命中率较高。这是因为本文采用了偏好特征提取技术，能够

从用户和农产品的海量数据中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用户的兴趣和农产

品的属性。通过对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和处理，能够更好地理解用户的需求和偏好，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加

个性化的推荐结果，进而保证了农产品电商信息个性化推送精度。因此通过以上对比证明，本文方法更

适用于农产品电商信息个性化推送，具有良好的可行性与可靠性。 

6. 结束语 

本研究基于偏好特征提取的农产品电商信息个性化推送方法，通过深度挖掘用户的历史行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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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及偏好特征，实现了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捕捉和个性化推送。研究结果显示，该方法能够显著提高用

户满意度，为农产品电商平台的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带来了显著提升。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随着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发展，如何持续优化推荐算法，提高推荐的准确性和实

时性，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此外，农产品电商平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对推荐系统的通用性和适应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将进一步探索推荐方法，以及融合多种数据源和推荐策略的混合推荐系统，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和市场环境。同时，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也是未来研究中不可忽视

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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