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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电商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精准营销和用户评价体系等手段，表面上为用户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实际上却通过数据垄断和算法操控，将用户困在“信息茧房”中，诱导其进行

非理性消费。本文指出电商平台通过数据垄断、消费主义和数字劳工剥削机制，强化了资本对用户的控

制。最后提出了加强数据监管、提升用户数字素养和探索平台合作等现实路径，以超越虚假的“自由选

择”，实现真正的消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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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e-commerce platforms provide users with 
more freedom of choice through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s, precision marketing, and user eval-
uation systems. However, in reality, they trap users in an “information cocoon” through data monop-
olies and algorithm manipulation, inducing them to engage in irrational consumption.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strengthened capital control over users through data mo-
nopolies, consumerism, and digital labor exploitation mechanisms. Finally, practical paths such as 
strengthening data supervision, enhancing user digital literacy, and exploring platform cooperation 
were proposed to surpass false “free choice” and achieve true consumer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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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当今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人工智能

技术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应用，不仅提高用户体验、优化购物流程、创新商业模式，以促进电商行业的长

远发展，而且重塑了传统电子商务的运营模式，满足当今市场的新需求。不得不承认，在人工智能技术

赋能下电子商务中的个性化推荐、精准营销等技术手段给人们创造了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然而看似自

由选择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资本操控。本文旨在分析电子商务中的“自由选择”现象，揭示电子

商务中“自由选择”的现象，以及其背后强化的资本逻辑，并指出超越“自由选择”现象的现实路径。 

2. 电子商务中的“自由选择”现象 

在人工智能赋能背景下的电子商务如淘宝、京东、美团等电商平台，运用大数据算法自动收集用户

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提供个性化推荐、进行精准营销、制定用户评价体系等，通过这些手段，用户

常常被赋予一种“自由选择”的现象，即用户专属的个性化推荐、商家精准定位用户的营销策略、物美

价廉评分高的商品，各式各样的商品可供用户进行自由选择，这些商品似乎都是为用户提供最符合其需

求的选项。然而“自由选择”的背后，实际上是由算法、数据和资本共同编织的一张精密控制网络。以下

从个性化推荐、精准营销和用户评价体系三个层面，揭示电子商务中“自由选择”现象。 

2.1. 个性化推荐 

个性化推荐是电子商务平台的核心技术之一，其本质通过复杂的数据处理与模式识别算法，深度剖

析用户的消费行为与偏好，进而实现商品的个性化匹配与推送[1]。复杂的数据主要指用户的历史行为数

据如购买记录、浏览偏好等，模式识别算法主要用来预测用户的兴趣爱好和需求，通过复杂的数据处理

与模式识别算法，从琳琅满目的商品中筛选出最符合客户需求的选项，供用户自由挑选，从而实现对用

户进行个性化推荐的目的。这种机制表面上提高了用户购物的便捷性和满意度，但实际上将用户困在了

“信息茧房”中。“信息茧房”是用户在网络上被“定制化”信息包围的状态[2]。通过复杂的数据处理

和模式识别算法而实现的个性化推荐为用户量身定制了一个信息流，使得用户能够浏览所需的商品。如

女孩子经常观看各种美妆视频教学、浏览各类美妆用品，久而久之，电商平台便会为客户频繁地推荐美

妆类的商品，难以再接触到多元化的产品，接触的信息范围逐渐缩小，用户就如同被封闭在了一个“茧”

里。因此，“信息茧房”不仅强化了用户的固有偏见，还可能限制其认知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巩固平

台对用户行为的控制。 

2.2. 精准营销 

精准营销同样也是人工智能应用于电子商务领域的技术之一，平台往往会通过系统优势自动储存用

户的大量信息，如用户的兴趣爱好、浏览记录、统计人口信息、地理位置、聊天软件的社交数据等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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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据，对用户进行全方位的描述，从而为用户构建了详细的用户画像，以便平台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

该过程不仅会涉及用户的基础信息，如年龄、性别和居住地，还会延伸至用户的心理特质与个人偏好[3]。
同时，平台进行精准营销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用户构建详细的用户画像从而利用其心理特点，制造出用户

购买的虚假需求，以便刺激和诱导消费行为的产生。例如，通过限时优惠、库存紧张、猜你喜欢、其他人

也在买等提示来刺激用户的购买欲望，营造出一种紧迫感，使得用户在这些营销手段的诱导下进行消费，

而用户则是处于一种非理性状态，最终的结果是对于用户而言，实际购买的商品意义却不大。因此，精

准营销正是依托于从众效应、稀缺性等心理学理论，深入分析消费者心理，制造出专属的营销策略，无

形中引导消费行为。这种做法虽然刺激了消费，推动了平台的利润增长，但也使得用户深陷过度消费的

陷阱中，用户的“自由选择”往往是被设计好的结果，而非真正的自主决策。 

2.3. 用户评价体系 

用户评价机制体系同样也是电商平台经常使用的机制。电子商务平台如京东、淘宝、美团等普遍采

用评分和评价机制，通过广大用户的消费体验进行反馈，试图以此来建立商品的质量信誉。然而，现实

中的这种评价体系却是被电商平台和商家操纵，用以塑造用户的消费行为，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一方

面，平台利用算法将评分高的商品优先显示在页面前端，用户在搜索同类商品时，会优先浏览到这些评

分高的商品，自然而然会优先选择这类热门商品，忽视其他更适合自己的商品选项。平台通过制造用户

的“从众心理”，使得用户的选择总是聚集在高评分的商品中。另一方面，电商平台的各个商家之间因

竞争关系通过虚假评论、恶意退款等进行相互抹黑，甚至还有刷单炒信、好评返钱等现象存在，引导消

费者的消费选择，也进一步扭曲了评价体系的真实性，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3. “自由选择”现象背后的实质 

电子商务平台中常用的个性化推荐、精准营销、用户评价体系等方式给用户制造了“自由选择”的

假象，让广大用户切身体会到技术便利生活的好处。然而，在这些处处看似便利的好处背后，实际上是

电商平台和商家牟利的手段，是平台和商家强化资本逻辑的方式，这种现象与文化工业现象极为相似，

甚至可以说是同一类。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商品化

的文化产品，制造虚假需求，控制消费者的思想和行为。文化工业不仅生产商品，还生产消费者的欲望

和需求，使人们在消费中感到满足，从而接受现有的社会秩序。文化工业为它的资本主义铸成了“防范

社会”的铁壁，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对人从物质到精神上的控制[4]。这种文化工业的运作方式，实际

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操控，它通过娱乐和消费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削弱批判意识，其最终目的依然是为资

本主义的利益。以下是对“自由选择”现象背后的资本逻辑的揭示。 

3.1. 数据垄断与平台权力 

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中，数据取代了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电商行业最重要的生物资料，以数据为

主要驱动力的平台经济模式天生带有“垄断基因”[5]，电商平台通过收集、储存、分析用户的数据，利

用算法对用户进行精准推送，以此来打造用户的信息环境和认知框架，对用户进行意识形态操控，这种

操控包括广告推送、信息推送、舆论引导等，这类数据不仅体现在数量上，同时也体现在数据的质量和

维度上。算法推荐系统借助个性化内容的手段，加强了用户的固有观念，造成了“信息茧房”，这使得用

户难以接触到多样化信息。此类信息筛选机制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它通过操控

信息流，对用户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由此，平台权力形成于数据垄断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据的独占

性控制，平台获得了制定规则、设定标准、分配资源的权力。这种权力不仅体现在对商家的支配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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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对消费者的隐性控制中。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搜索排序、价格歧视等手段，实质上操控着消费者

的选择范围和选择倾向。这种操控是如此隐蔽和自然，以至于消费者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选择已经被预

先设定，造成用户虚假的“自由选择”。 

3.2. 消费主义与资本增值 

电商平台和商家利用个性化推荐、精准营销、用户评价体系等方式为用户量身打造了一套完美且

便利的购物体系，通过商品精心设计的视觉效果和营销策略，商品仿佛被赋予了某种魔力，让人们在

不知不觉中被其吸引，从而激发起人们消费的冲动，进一步加深了对人们深层欲望的引导与控制。人

们看似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选择是不被控制，是自由的。但究其本质，这是一种被作为资本的

平台和商家提前为用户设计好的圈套，是一种处于被控制的“自由选择”。因此自由和控制的界限极

其的模糊且隐蔽[6]，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无法分辨这种界限，仅能感受到的只是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并

沉浸在其中，因此大众在享有的是一种“假象的自由”，或叫“想象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7]。
在消费主义时代中，作为主体身份的人要想获得自身主体身份需要通过消费来获得，通过选择、购买

并展示商品，从而确认主体身份。久而久之，人的主体身份便逐渐被商品取代，人们在消费主义时代

下追求个性化与差异化的同时，逐渐也失去了对自我真实需求的判断，转而依赖于外部的评价与认可。

平台和商家不断地通过刺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消费者购买商品，商家获得利润，资本得以积累和再

投资，形成了一个资本循环的过程。资本的再投资行为使得商家能够将利润用于商品市场的推广、产

品研发等，以便吸引到更多的消费者，扩大市场规模，也正是这种资本的循环与再生产使得资本得以

不断增值。 

3.3. 数字劳工与剥削机制 

外卖平台作为数据的提取装置天生具有资本垄断的自然本性[6]，在算法的加持下，劳动异化使得资

本剥削更加隐蔽和深入。异化指的是人自己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控制人。无论是外卖平台还是算法，都是

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来满足人的实际需要的，然而现实却是外卖骑手成为受害者，成为剥削的对象。

原因在于在外卖平台的运作中，资本的无序扩张，严重侵害了骑手的利益，加剧了资本回报与劳动收入

的失衡[7]。 
用户通过手机浏览、点击、分享、评价等在线行为实际上无偿地为平台产生数据，这些数据形成数

据库供平台和商家使用，进行算法优化从而对用户进行个性化推荐、精准营销等，为平台和商家实现利

润的增长。其中，用户在线点击、浏览、评价等行为被视为一种“数字劳动”，而这些在线行为产生的大

量数据被平台和商家无偿占有，用户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反而还成为剥削的对象，不知不觉成为

“数字劳工”。数字劳工依旧被资本控制，且只要资本增殖的逻辑不变，数字劳工所遭受的剥削就更为

隐性、更为深刻[8]。电商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将剥削机制隐藏起来，使得用户难以察觉自己正在被剥削。

具体来说，平台通过算法、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将用户的劳动(数据生产)和资本的剥削过程隐藏在便利的

购物体验背后，用户感受到的是便利和自由，而非被剥削和控制。马克思指出“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

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9]，用户的“自由选择”实

际上是一种被操控的假象，技术手段应用并没有真正给用户带来劳动上和心理上的放松，反而使得用户

的消费行为被平台和商家的算法所引导，失去了真正的自主性，深陷奴役之中。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主体活动的结果转变成了与主体相异化的力量，并开始反过来控制和压抑主体本

身”[10]。算法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脱离了作为对象性产物的本质，进而演变为一种控制、奴役、排斥人类

的异化力量，使得人逐渐丧失其主体性，变得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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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越虚假的“自由选择”现象的现实路径 

“自由选择”现象早已渗透到电子商务中的方方面面，让人们自以为的便利与自由，实际上却是电

商平台和商家通过数据垄断精心设计的结果。商家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刺激用户，以实现资本增值。用户

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看似自主选择，实则沦为资本的牺牲品，成为“数字劳工”。因此，超越这种虚假的

“自由选择”，找到现实路径显得尤为重要，以此达到减少对资本的依赖，从而实现真正的消费自由。 

4.1. 加强数据监管与平台治理 

电商平台和商家通过系统收集用户的浏览、购买等数据，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从而对用户进行精准操控，而用户所谓的“自由选择”实际上是平台和商家通过数据垄断和算法

设计操纵的结果。因此，从制度层面加强数据监管与平台治理是打破这种虚假“自由选择”的关键。具

体来看，政府部门应当出台更为严格的数据保护的法规，特别要明确界定平台和商家在数据收集、储存、

使用和共享等方面的权限，为用户使用平台所产生的数据提供保障性的法律法规，确保用户数据得到合

法合规的使用。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加强算法透明度的监管，如平台和商家公开算法逻辑，防止平台和

商家运用算法工具来操纵用户的消费行为，以此来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此外，政府部门还应该建立健全

投诉和维权机制，为用户提供便捷有效的渠道来维护自身权益，从而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电商

环境。在以上措施的基础之上，平台和商家应当一起承担社会责任，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尊重和

保护用户数据隐私。由于平台天然具有获取数据信息的优势，平台自律可以弥补监管部门信息获取的滞

后性[11]。同时，平台和商家也应该积极回应用户的反馈，通过反馈不断地调整与改进，解决用户的问题，

增强用户对平台的信任感和满意度。 

4.2. 提升数字素养与批判意识 

数字时代下的用户往往不知不觉地就成为“数字劳工”，在平台和商家的无形操控下，用户在消费

时看似是自由选择，实则这种“自由选择”却是一种用户的幻象。因此，提升数字素养和批判意识，让用

户理性消费，辩证看待，对于打破这种虚假的自由选择至关重要。数字素养是指人们在数字世界中使用、

管理与分析数字资源与信息的能力[12]，数字素养绝非仅仅指掌握数字技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能够针

对当前的数字环境做出决策的能力，其中包括理解信息的来源、质疑其真实性，并认识到数据的价值、

算法的运作机制以及平台经济背后的商业模式。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社会宣传等方式来推广数字素养，

以此来帮助用户培养用户的数字素养，帮助用户识别平台的一系列手段，以及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

保障。与此同时，批判意识的培养同样重要。用户在使用电商平台进行购物的时候，应该对在平台上所

接收的信息保持审慎的态度，不轻易接受未经证实的观点。相反，用户应学会通过多渠道获取信息，进

行对比和分析。在用户的消费过程中，用户也应该保持自身的批判性思维，对于平台的推荐或者评论，

不要盲目轻信，而是要保持自身独立的思考，学会独立判断商品的价值和自身的真实需求。唯有当用

户培养出相应的素养与意识，方能在变幻莫测的数字世界中保持理智，避免受到虚假信息及操控策略

的误导。 

4.3. 探索平台合作与数字治理 

在平台资本主义浪潮中，用户往往处于被动的境地，主动权则是由拥有数据和算法的平台所掌握。

然而这种垄断局面并非不可改变，通过探索平台合作与数字治理有望打破这种垄断。平台合作是打破垄

断的关键。通过让用户参与平台规则、制度、算法等的决策，让用户从被动的参与者转变为积极的决策

者，真正掌握自己的数字命运。此时，平台制定的一系列规则不再是单方面的霸王条款，而是真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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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利益的共同约定。同时，当用户明确自己在数字世界中的“数字足迹”被如何使用时。用户则会更

有底气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数字治理则进一步强调了用户参与平台治理的重要性。让用户参与到平台治

理的过程中，通过投票决定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意味着平台不再是作为资本的少数人的“私有领地”，

而是真正属于用户的“数字家园”，用户不再仅仅只是消费者，而是平台的建设者和参与者。在这个过

程中，用户将从被动的“数字劳工”转变为积极的“数字公民”，真正掌握自己的数字权益。这不仅是

技术的进步，更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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