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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算法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技术产物，正在推动电子商务朝“智能商务”转变。在

算法技术为电子商务业态打造了精准营销和推荐系统、动态定价与供需匹配系统以及智能分拣和及时配

送系统，更新电子商务营销模式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歧视的伦理风险、隐私泄露的安全风险以及制度

空白的监管风险。要规避算法技术赋能电子商务的相关风险，推动电子商务业态提质增效，就必须从技

术、制度、人员三端一体发力，打造更加可靠的算法模型、制定更加完备的制度系统、增进更加深厚的

数字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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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gorithmic technology, as a pivotal technical product of the new wav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s driving the transition of e-commerce towards “Smart Business.” While 
empowering e-commerce formats with systems for precision marketing and recommendations, dy-
namic pricing and supply-demand matching, as well as intelligent sorting and timely delivery—
thereby updating marketing models—algorithmic technology also introduces ethical risk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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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 security risks like privacy breaches, and regulatory risks stemming 
from legal voids. To mitigate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algorithmic technology’s empowerment of e-
commerce and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mmerce formats, a three-pronged ap-
proach integrating technology, reg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 must be adopted. This entails build-
ing more reliable algorithm models, establishing more comprehensive regulatory systems, and cul-
tivating deeper digit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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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是人们通过电子信息平台等网络手段开展商业活动的商业模式。21 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

术的爆炸式增长，电子商务逐渐对传统营销模式发起冲击，成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重要商业模式。当

前，人们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对电子商务营销模式提出了个性化需求。乘着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东风，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逐渐与电子商务相交相融，开辟出了一条个性化电子商务发展

路径。然而，在算法技术改进电子商务营销实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现实问题，如何解决算法赋能电

子商务的内生风险，让“智能商务”健康发展，是当前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时代课题。 

2. 算法赋能电子商务的应用场景 

2.1. 算法赋能下的精准营销与推荐系统 

精准营销与推荐是算法赋能下电子商务的首要革新场景。在传统电子商务模式下，消费者对于商品

信息的获取更多采用主动搜索的模式，难以在海量商品信息中精确定位意向商品，信息获取效率较低。

算法技术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

控等新特征”[1]，可以通过对消费者浏览记录、购买记录和个人信息等消费者数据进行抓取并进行深度

分析，生成消费者个性画像，综合消费者个性消费习惯生成消费建议，并通过平台端将消费建议向消费

者进行推送，实现技术、平台、消费者和产品的多方联动，以达成满足消费者消费意愿和提升销售方销

售效率的双重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算法技术首先凭借其“深度学习”能力，综合用户在消费平台的相

关数据，对用户的年龄、性别、消费习惯、兴趣爱好等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用户生成个性化用户画像，在

此基础上对用户的相关行为进行抓取和分析，从用户既有的购物行为和动机预测用户未来的行为和动机，

并进行协同过滤，筛选出最贴近用户需求的商品和服务推荐给用户，并通过用户反馈逐渐完善算法模型，

实现精准商务的进一步精准化。 

2.2. 算法赋能下的动态定价与供需匹配系统 

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在经济

学的世界里，这条原理来的如此简单，但是在实际的商业世界里，依靠供需关系自发调节的商品价格总

会出现一定的滞后性，导致商品价格不能很好地反应商品的实际市场状况。仅靠人力分析复杂的商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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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很难实现商品价格对于市场状况的即时反馈，算法技术凭借其透明化和即时性的数据分析能力成为动

态定价系统设计的技术核心。在动态定价过程中，算法模型首先进行的是数据集成工作，通过对于本平

台商品销售数据和市场总体销售数据进行观察，对市场供需情况和最优价格进行预测和分析，并及时监

控分析当前价格和商品售卖之间的关系，实时对商品价格进行动态调整。电子商务巨擎亚马逊是利用算

法技术实施动态定价的佼佼者，每天对商品价格的调整高达 250 万次，使商品定价与供求关系始终保持

平衡状态，此举使亚马逊的商业利润提升高达 25 个百分点[2]。 

2.3. 算法赋能下的智能分拣和即时配送系统 

物流与分拣是电子商务营销模式的重要下游产业，当前，电子商务业态的蓬勃发展，对物流与分拣

领域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人力分拣和配送人力成本高，配送周期长，已然无法适应当前电子商务

业态的即时和高效要求，降本增效已成为物流行业的核心诉求，催生了智能技术和物流行业实现“双向

奔赴”[3]。在智能物流与分拣系统中，算法技术通过对货物的尺寸、质量等进行精准分析定位，运用无

人分拣机等机器工具对货物进行分拣揽收，为后期货物的精准配送提供极大便利。从供给侧而言，当前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势头强劲，智能分拣机、无人配送车等智能设备加速应用，使智能物流为日益成

熟的电子商务业态兜底。从应用侧而言，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物流行业提升了物流行业的分拣精准度和配

送效率，极大地缩短了电子商务交易的运转周期，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周转速度，同时降低了人力成本，

使电子商务营销模式进一步专业化、智能化。 

3. 算法技术赋能电子商务业态的潜在风险 

3.1. 数据失真带来的算法歧视 

算法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的，是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分析的方法。然而，如果数据本身未能

完全反映现实世界，则会使算法在分析过程中将数据本身的失真放大，最终导致决策结果背离决策目的，

算法歧视和“数字鸿沟”是最突出的表现。电子商务交易的根本目的是提升所有消费者购物效率，为所

有消费者提供更普惠、更便捷的服务。当前，算法技术的数据抓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将“实践人”抽象

为“数字人”，带来了“算法歧视”的风险。 
电子商务业态中的“算法歧视”主要表现为地域歧视和价格歧视。就地域歧视而言，当前我国社会

发展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东西方发展不平衡、农村和城市发展不平衡导致电子商务平台的用户

数据偏向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发达地区。电子商务时代，数据成为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参与市场分配，

而数据的市场化率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相关数据显示，东部地区的数据要素市场化指数达到 70，
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仅为 49.34 和 45.45 [4]。与此同时，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将这种数字差

异进一步放大。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可能带来信息失衡和分配不公平问题[5]。在欠发

达地区数据市场化率不高及智能基础设施短缺的双重影响下，算法技术的“放大器”效应将这种“数字

鸿沟”演化为“算法歧视”，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下沉市场画像严重失真，导致电子商务平台片面强化发

达地区效益，忽略欠发达地区消费者需求。 
就价格歧视而言，“大数据杀熟”是电子商务业态中“算法歧视”的具体表现形式。2018 年，“大

数据杀熟”当选为 2018 年度社会生活类十大流行语，标志着算法价格歧视现象已经为社会公众所广泛关

注。在营销过程中，算法技术往往通过对用户注册信息、地理位置、浏览历史、个人信息等海量用户数

据进行收集，形成差异化用户画像，为用户贴上相应标签，从而为不同用户提供不同报价。在这个差异

化定价过程中，出于刺激消费增加平台收益的需要，新用户、低活跃度用户、非刚需用户往往会被推送

较低报价，忠诚用户、刚需用户、会员用户则出于自身消费习惯和实际需要被推送接近价格上限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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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对新客优惠，对熟客涨价”的不当动态定价模式，极大挤压了消费者选择空间，蚕食消费者合

法权益[6]。 
算法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技术手段，不具有主观能动性，不能识别冰冷的数据信息背后蕴含的不平

等状况，从而将难以避免的数据不平等纳入算法模型，得出了具有歧视性的结果，造成了“算法歧视”

的不良现象。“算法歧视”可能将商务歧视进一步加剧为现实的地域歧视，从而激化切实存在的社会矛

盾，阻碍社会发展进程。 

3.2. 算法抓取伴生的隐私泄露 

算法技术在抓取用户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生成推荐信息的同时，还可能带来隐私泄露的伦理和社

会风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要形成对用户准确的画像，则需要抓取用户的浏览数据、购买数据

甚至个人信息，将用户众多具体的数据编织成网，合并生成对用户全面的画像。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

部分平台通过获取权限将用户的相册、通讯录等超出必要信息抓取范围的用户隐私信息捆绑要求授权，

用户往往不知情或根本无法拒绝，平台方将用户隐私信息二次售卖或用于其他业态，极大地侵犯了用户

的隐私权。在用户以数据形式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同时，用户的一切数据都会受到算法技术的严密监控，

福柯预言的“全景监狱”正以数字化的形式出现[7]。 
平台方虽然在抓取用户隐私信息时通过用户协议的方式向用户进行告知，但是用户协议往往连篇累

牍，用户难以察觉算法模型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部分平台甚至强制用户接受不合理用户协议，否则用

户将无法使用服务。平台的用户协议名义上告知了算法技术将以何种方式获取用户的哪些信息，看似遵

守了法律规定，然而用户的知情同意已经变成了为使用平台而放弃自己隐私的妥协行为[8]。在信息存储

的过程中，平台方运用算法模型时往往片面强调算法模型抓取信息的能力，而疏于数据库建设。一旦平

台方不能建立高度安全的信息存储系统，用户隐私信息泄露的风险就大大增加，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用

户数据泄露，对用户的合法权益甚至人身安全带来冲击。在信息传输的过程中，平台方必须保证用户信

息被完全加密，而不会被不法分子恶意截取或篡改信息。 

3.3. 制度空白带来的法律风险 

算法技术赋能电子商务业态是电子商务的新兴发展趋势，然而“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

区”[9]，这就导致电子商务平台在运用算法技术时可能存在缺乏法律监管的现象，可能存在相关法律风

险。消费者、平台方和从业者共同构成电子商务的完整业态系统，算法技术的不当使用可能对于三方都

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法律风险。 
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平台非法收集和出售消费者隐私信息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

信息收集的“最小必要原则”。所谓“最小必要原则”，即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限

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低限度，所处理的个人信息不得超过满足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10]。算法时代消费者

个人信息出现了泛化，价值密度下降，个人价值信息密度较低[11]，如何在这种泛化了的个人信息中精准

识别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是相关隐私保护原则需要超越的。 
从平台方的角度而言，利用算法执行动态定价可能导致事实上多方平台的“价格战”“价格联盟”

现象，可能违反《反垄断法》关于“禁止使用技术手段达成垄断协议”的原则。平台方通过对用户画像的

分析实施“精准定价”，通过补贴让利等方式快速攫取用户资源，从而形成用户积聚的“规模效应”和

“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12]。规模效应形成后，平台方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价格寡头”，其逐利性

会引发相应价格歧视行为，事实上已经具备了操纵垄断价格的能力。 
对于从业者而言，平台可能利用算法技术向商品卖家、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电子商务业态的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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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强制分配不合理业务目标，设置不合理奖惩机制，可能违反《劳动法》中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原则。在电子商务业态中，快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个体从业者可能受到算法技术的支配，自己的工

作时间被无限延长，单位配送时间被尽可能压缩，他们的时间、安全被“困在系统里”。技术平台成为

“私有化公地”，正最大限度地从电子商务从业者身上榨取租金[13]。 

4. 算法技术赋能电子商务的风险防治 

4.1. 加强数据集训练，打造更负责任的算法模型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强调，算法技术的发展要坚持公平性原则，避免任何形式的智能歧视。

针对“智能商务”可能带来的算法歧视风险，算法模型的开发者在算法模型研发时要充分考虑到任务导

向，针对电子商务的应用场景进行相应数据集训练。 
在进行相应算法模型研发时，算法研发者应当以模拟消费者数据为蓝本，积极使用数据清洗、去标

识化等关键技术抹除训练数据可能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确保训练数据在有代表性的基础上消除偏见，通

过公平的数据训练公平的算法模型，实现算法技术在电子商务业态中的公平运用。在日常交往中，人们

是通过容貌、语言等标识符号识别身份的，算法技术同样如此。标识符号又被分为身份证号、生物识别

信息等能够精准对应到个人的直接标识符号和性别、民族、国籍等不能直接对应到个人的间接标识符号。

在算法技术研发和应用于电子商务业态的过程中，应当由第三方主体嵌入去标识化服务，形成电子商务

业态相关利益方无法直接复原和关联相关隐私信息的安全数据环境[14]。 
在算法模型实际运用与电子商务业态的过程中，算法模型开发者和维护者要注重算法模型的可解释

性和可追溯性，确保算法模型运转的每一环节公开透明，同步建立算法问责机制，及时对算法模型中的

问题部分进行追溯和纠错，确保算法技术时刻掌控在负责人的开发者手中，规避其失控可能带来的伦理

风险。 

4.2. 提升安全意识，培育数字素养 

要实现算法技术在电子商务业态中安全合理的运用，算法模型的运营者和使用者必须进一步增进对

于算法技术的理解，提升自身数字素养。从算法技术的使用者来说，平台方必须对相关算法模型的原理、

功用有正确理解，对于相关算法模型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收益进行正确研判，对于相关算法模型的应用范

围和人群有正确认知，正确理解算法技术是为提升消费者消费体验、增进从业者生产效率、推动全产业

降本增效服务的。算法技术运营者和使用者需进一步理解算法技术的价值性和伦理性，实现“以人为本”

“智能向善”。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则需要进一步学习掌握算法技术相关知识，提升自身数字辨别和信息处理能力，

正确识别消费信息真伪，合理使用相关算法工具处理消费信息；同时需要认真阅读消费者条款和相关法

律法规，及时识别算法技术侵权行为并运用行政、法律等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3. 加强法律监管，完善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既大力培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下一代

通信网络等新技术新应用，又积极利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引导新技术应用”[15]。 
在将算法技术运用于电子商务业态时，首先要明确的是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从算法技术本身来讲，

人工智能是具有一定信息创造能力的智能机器，在法律上必须承担“与其功能和影响力相匹配的义务”

[16]。作为消费信息的产出者和赋权者，运用于电子商务业态的算法技术必须依法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为

消费信息提供合理解释；同时具有保障消费者信息安全的义务，确保算法技术本身的安全性。从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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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态来讲，电子商务全行业应当为算法技术设置明确准入标准与行业规范，研判算法技术在电子商务

业态中的合理使用范围，严格遵循《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确保算法技术在电子商务业

态提质增效中不“越位”。从国家和政府层面来讲，要补足算法领域等新兴技术领域法律法规“空白区”，

在严守《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关于算法技术的法律体系，

做到新技术发展到哪里，法律保障就跟进到哪里，运用法律手段规制“智能商务”合理健康发展。 

5. 结语 

算法技术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技术产物。算法

技术融入电子商务业态是当前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趋势，如何确保算法技术对电子商务业态的“赋能”

而非“负能”至关重要。政府机构、算法开发者、电子商务业态从业者以及消费者都应正确认识算法技

术对于电子商务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同时准确把握算法技术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相关风险，从法

律法规、伦理道德、行为习惯多方面形成算法技术“赋能”电子商务发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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