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PANY

在公司
WWW.CB.COM.CN2022.3.28中国经营报 CHINABUSINESSJOURNAL

主编/李正豪 编辑/张靖超 美编/吴双 校对/张国刚

zhangjingchao@cbnet.com.cn TMT C1
C1~C12

五成受访者会选择关闭 算法推荐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 李静 北京报道

过去十年，是中国互联网领域

快速发展的十年，而在这背后，都

离不开算法推荐。在算法推荐快

速发展之下，推动了很多APP发展

壮大，也给互联网企业带来了丰厚

的利润。但与此同时，算法推荐在

野蛮成长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例

如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算法歧

视等。

3月1日生效的《互联网信息服

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中明确表示，

用户可以选择关闭算法推荐，也可

以拒绝使用其个人的特征数据的算

法推荐服务。

根据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144 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以下简称“问卷

调查”）显示，53.8%的受访者表示会

选择关闭算法推荐功能。

《中 国 经 营 报》记 者 梳 理 发

现，目前，主流 APP 大部分已经上

线了关闭算法推荐的按钮，但关

闭入口设置均较深，并且系统不

会主动提示。

“算法推荐类似具有追踪功

能的导弹，可以精确定位‘打击’

目标，关闭后平台的武器精确度

就会下降，对业务有不可估量的

冲击。”江苏省大数据交易和流通

工程实验室副主任李可顺对记者

解释道。

但算法推荐新规之下，算法推

荐必将有所改变。野蛮生长十年的

算法推荐究竟将走向何方？

本报记者 郭梦仪 北京报道

贯 穿 2021 年 的 长 短 视

频版权争议近日有了新的

进展。

3月17日，抖音发布公告

表 示 ，公 司 和 搜 狐 达 成 合

作。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

条获搜狐全部自制影视作品

二次创作相关授权，包括《法

医秦明》《匆匆那年》《他在逆

光中告白》等。

虽然搜狐与抖音在影视

IP 上进行了合作，不过并不

意味着“长短和解”。一位短

视频平台人士表示，搜狐的

自身IP资源并没有“优爱腾”

那么强大，但也需要在长视

频平台的竞争之间找到新出

路，与短视频平台的合作也

是搜狐尝试的方向。但从搜

狐跨越到“优爱腾”需要一段

更难走的路。对此，《中国经

营报》记者采访了抖音、快

手、B 站等视频平台，截至记

者发稿，三家均未回复。搜

狐也未对记者做出回应。

公开资料显示，2021 年

4 月，15 家行业协会、53 家影

视公司、爱优腾等主流视频

平台发布联合声明，呼吁短

视频平台和公众账号生产

运营者尊重版权，并称对未

经授权进行剪辑、切条、搬

运、传播等行为发起集中的

法律维权行动。从制作方

到播放平台，几乎占据中国

影视剧产业的“半壁江山”，

超过 70 家单位的喊话“威

慑”，声势和决心可见一斑。

近日，记者使用几款生活中常用

的主流APP发现，包括电商平台、外

卖平台、通讯平台、视频网站均已上

线了一键关闭算法推荐功能。

记者体验十几款主流APP均已

上线了算法推荐关闭功能，不过，系

统均默认用户打开个性化内容推荐

和个性化广告推荐。如果用户不主

动对上述两大算法推荐功能进行关

闭，APP不会弹窗提醒用户该功能已

经上线。

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

人欧阳昆泼对记者指出，APP推出的

一键关闭“个性化推荐”符合《关于加

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

指导意见》中体现的规范企业算法应

用、促进算法公开透明的算法治理趋

势，同时也落实了2022年3月1日生

效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

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提供关闭算法

推荐服务选项的合规要求。

针对互联网数据安全及经营问

题，我国已经陆续颁布了《网络安全

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

法》，2021年8月，有关部门专门出台

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

定（征求意见稿）》。

“这是针对互联网算法推荐单独

制定的管理规范，是对《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效补充，能够有效加强

网络舆论监督，引导主流价值导向、

充分保护互联网经营良好的市场秩

序。”法学博士、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李 律师对记者表示。

此后的2021年9月，《关于加强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

导意见》出台；2022年1月，《互联网

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正式发

布，并从3月1日起施行。

这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实施的

背景便是，在数字化时代，算法已经

广泛应用于广告推荐、信息检索、调

度决策等场景，极大地影响公众的上

网体验和日常生活。不过，算法是一

把双刃剑。一方面，算法降低了用户

信息检索的时间成本，满足了用户多

元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有利于实

现用户和信息的精准匹配，改善用户

体验。另一方面，算法不可避免地在

数据的收集、处理方面存在局限性，

最终展现的推荐结果其实暴露了用

户的隐私和个人偏好；同时，当算法

的理念偏离正轨，误入流量至上、利

益至上的歧途，也会引发广告骚扰、

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等

问题。

“‘算法’不能成为‘算计’。算法

推荐应成为用户的工具，而不是枷

锁。需不需要算法推荐，应由用户自

己说了算。”欧阳昆泼对记者表示，此

次互联网企业APP推出一键关闭“个

性化推荐”，将算法的开关交给用户，

还用户以知情权和选择权，有助于保

护用户权益、规范信息服务。

关闭算法推荐功能已上线

问卷调查显示，53.8%的受

访者表示会选择关闭算法推荐

功能。

李文文（化名）的男朋友是

一名互联网公司程序员，能关掉

个性化推荐的 APP 都被他关掉

了。“他是为了尽可能的信息安

全。”李文文告诉记者，她也关掉

了大部分个人娱乐常用 APP 里

面的个性化推荐，但工作中会使

用的一些 APP 中就没有关闭。

“关掉个性化推荐之后，看到的

内容种类更多了，随机性更大。”

习惯了看自己感兴趣内容

的王茜（化名）则表示，不会关掉

个性化推荐，虽然个性化推荐会

使用用户的诸多隐私信息。“很

多软件使用前第一步就是读取

位置、通信录等信息，有些信息

不允许读取就没办法使用。”王

茜无奈地说道。

难道用户真的想要告别那

些“懂你”的歌单、精准拿捏的

兴趣内容吗？如各大 APP 在一

键关闭算法推荐按钮下提示的

内容，关闭个性化内容推荐后

将无法收到个性化内容推荐，

建议开启以看到更多感兴趣的

内容。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后

仍会看到广告，但相关性会下

降，建议开启以过滤更多不感

兴趣的广告。

欧阳昆泼表示：“其实，不少

用户是愿意用隐私来交换便捷

性或者效率的。对用户来说，完

全摆脱算法推荐并不现实，用户

反感的是算法的滥用。用户期

待传播正能量、向上向善的算法

推荐服务机制，希望算法能够与

隐私隔开，给用户带来便利，而

不是带来麻烦。”

根据上述问卷调查，大家期

待 规 定 能 遏 制 诱 导 过 度 消 费

（68.2%）、大数据杀熟（61.9%）、

诱导沉迷（57.5%）、过度收集个

人信息（46.0%）等方面的不良之

风。还有通过算法推荐影响网

络 舆 论（40.4%）和 算 法 歧 视

（37.3%）等。

欧阳昆泼还指出，上线算法

推荐关闭键，仅仅是让APP符合

国家保障数字信息安全要求的第

一步。企业要继续规范算法推荐

应用，守好边界，才能让算法更好

地为用户服务，也才能推动信息

服务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在体验中记者还发现，目前

大部分 APP 需要打开两到四层

目录后才可以看到关闭算法推

荐的按钮，一般在APP中“我的-

设置-隐私设置”可以一键关闭

算法推荐功能，还有一些APP会

设置在隐私中的“个人信息与权

限”或者“权限管理”等目录中，

并没有统一的位置。

李可顺表示：“因为相关规

定要求 APP 提供关闭算法推荐

的功能，但并没有要求关闭选

项具体设计在哪个位置。而平

台设计繁琐的操作步骤，是利

用用户普遍怕麻烦的心理。从

根本上说，还是担心大量用户

关闭个性化推荐之后，平台的

竞争优势降低，对业务产生不

可估量的损失。”

个性化推荐依靠采集用户

授权的行为数据，判断用户的兴

趣偏好，推送用户大概率感兴趣

的同类或相似的产品或服务，实

现“千人千面”的产品服务。个

性化推荐依靠数据的算法精准

服务，让用户体验到“这个平台

更懂我”的感觉。

对大部分内容平台而言，在

早期，这种“更懂你”的个性化内

容推荐可以帮助产品实现用户

量的快速增长，在中后期，个性

化广告推荐也是平台流量变现

的利器。

“关闭算法推荐，就是限制

平台进行数据采集，用户画像就

不再全面且及时，平台无法清晰

获悉用户想要什么，同类商品推

送、集中性的同类视频（特别是

软广视频）轰炸无法实现，无论

是广告转化率还是商品转化率

都难以提升。”李可顺解释道，没

有个性推荐，无论是广告主还是

内容生产方的触达客群能力都

将变得“非精准”，用户转化成本

会大大提升。

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新

规的监管下，互联网平台必将迎

来巨大蜕变。“以擅长个性化营

销的电商平台为例，在货找人的

发展阶段，商家可以依靠精准推

荐快速猎取用户，而重视营销和

流量的卖家获得更大利益。但

是在隐私政策和新规时代，失去

‘瞄准镜’的互联网营销将会效

果大减。”欧阳昆泼表示，这就要

求商家必须学会多条腿走路，行

业竞争也渐渐回归到本质竞争

阶段。相比那些擅长流量的商

家，专注产品和用户价值的企业

更有机会脱颖而出，产品力成为

获取用户的关键因素。而对互

联网平台而言，则必须投入专门

的人力、财力去落实与法律管控

相关的事务，包括保护用户隐

私、让用户有控制权以及算法推

荐的审核和备案等方面。

李可顺预判，未来互联网平

台算法推荐的一个发展方向可

能会转向价值化推荐或者关联

群体推送。“例如，关注偏好类似

的用户群体，可以通过关联支持

个性化推荐群体，进而辐射到已

经关闭个性化推荐的群体。”

“难舍”的个性化推荐

抖音搜狐牵手“二创”版权合作 长短视频“破冰缓和”？

许多用户都曾在抖音、快手、B

站等视频平台刷过相应的影视剧二

次创作视频。这些视频有时会被分

在一个专辑里，多是对一部电影或

者一部电视剧的解说或者分析。也

有不少用户在视频下面对剧情分析

不细致的地方再做补充分析。这样

的视频只要剪辑没有很大的问题，

点击量都比较高，用户们也因为有

这样的一个渠道，能在短时间内了

解剧情再决定是否观看。

不过，这在影视行业从业者的

眼中，并不是一件好事。从抖音、快

手、B站头部影视自媒体粉丝量级

和作品数目不难发现，影视类目属

于重要的流量获取入口。与此同

时，近年来长视频行业处于下滑态

势，市场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头部长

视频平台的付费会员数量增长遭遇

瓶颈期，而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则占

据了用户越来越多的使用时间。

去年12月15日，中国网络视听

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短视频内

容审核标准细则》（2021）（以下简称

《细则》）。记者发现，新版《细则》在

2019版《细则》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

修订，对原有21类100条标准做了完

善，其中规定，短视频节目等不得出现

“展现‘饭圈’乱象和不良粉丝文化，鼓

吹炒作流量至上、畸形审美、狂热追

星、粉丝非理性发声和应援、明星绯闻

丑闻”“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影、

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

及片段”“引诱教唆公众参与虚拟货币

‘挖矿’、交易、炒作”等内容。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胡

梦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关于“二创”版权，即在长视频基础

上创作短视频实际上是合理使用和

侵权行为的界限问题，目前法规这

块还是《著作权法》二十四条对权利

限制的规定，规定本身不能说存在

漏洞，而是法条没有办法去穷尽哪

些具体的行为可以被判定为合理使

用而不认定侵权，依然有赖于在个

案中由法院进行具体判定。在裁判

规则上其实已经有一些指导意见，

比如最高法《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

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

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也列举了判

断合理使用行为的因素，例如作品

使用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被使用作

品的性质、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质

量、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

影响等因素。后续有待相关的法律

规定及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

“目前我们遵循的还是法律上

的‘避风港原则’，即面对海量的视

频，遇到侵权问题，版权方投诉，平

台根据相关证据进行下架。不过版

权方认为平台应该适用于‘红旗原

则’。”上述短视频人士表示。

所谓避风港原则，胡梦薇解释

道，其来源于美国，对应到我国的法

律规定就是“通知-删除”规则，平台

只有在收到权利人的初步权利证明

以及通知之后，才有义务去删除侵

权的内容，除此之外平台是没有主

动甄别侵权内容的义务的，但这个

规则对于平台的义务还是比较轻

的。所以才会有“红旗规则”的补

充，也就是说如果平台本身对这些

侵权内容做了推送、置顶或者其他

可以明显感知到的位置，就有义务

去删除，而不用等到权利人的通

知。因为通知和处理本身会有滞后

性，而有一些热播剧时效性是很短

的，如果没有及时删除，平台会被认

定为“帮助侵权”，自身也需要承担

责任。“红旗规则”的适用会对权利

人保护力度更大，但同时也会增加

平台本身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细则》属于行

业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虽然不具

有法律强制力，但是对协会会员具

有自律性质的约束力，一旦违反，协

会可以进行行业自律性质的处罚，

比如通报批评等。《细则》的出台说

明未经授权的剪辑、切条等行为是

行业协会禁止的行为。当然，如果

按照著作权法，为介绍、评论某一作

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

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仍属

于合理使用的范围，只是如何认定

符合这种情形需要结合视频的具体

表现形式来判断。

《细则》第93条标准规定，短视

频不得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

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

节目及片段，引发不少讨论，特别是

在《细则》出台后，各种“几分钟看

完××电影”“深度解读××影视

剧”等短视频博主要退出历史舞台

了吗？互联网行业分析人士丁道师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表示：“我看未

必，新规反对的不是二次创作，而是

未经授权的二次创作。”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

心副主任朱巍看来，现在法条中对

合理使用条款太过于封闭和机械，

停留在工业革命时代，导致实践中

很多明显是合理使用的情形不能纳

入合理使用的范围，著作权进一步

侵占了公众使用作品的自由。朱巍

表示，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把很多

合理使用的边界都做了明确的规

定，在未经允许之下使用别人作品

是侵权行为，但这其中问题很多。

合理使用方面，相应的法律做了特

别规定，比如自己欣赏，或者介绍、

评价某一作品，且不对作品有实质

性的替代的话，这属于合理使用。

“二创”版权破冰

在影视行业，当某家公司掌

握的版权足够多，市场占比逐渐

扩大后，对上游的议价能力就会

增加。而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深

耕影视剧多年的长视频平台以及

各大影视公司则掌握了更多的版

权话语权。

“这的确没有办法，版权现在

是买方市场。”上述短视频平台人

士表示，现在影视公司拍电视剧

更多依附于长视频平台。

而当前版权合作的成本也是

横亘在版权方与短视频平台之间

的一道阻力。

过去十年间，影视剧版权的价

格水涨船高，而短视频平台为了获

取版权授权，也往往需要付出更高

的代价。“很多剧因为平台与片方

双方关系恶劣，甚至不会有官方号

进驻短视频平台。对于授权了版

权的剧集，平台也暂时没有相应的

素材库，更多的是创作者自己去截

取，只是平台不会限流。”上述短视

频平台人士透露，“搜狐和我们（这

个行业）合作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也是打破了行业的坚冰，也有行业

的示范作用，大家应该多一点这样

的合作少一点对抗。”

长视频平台布局短视频也为

“长短视频”破冰带来阻力。目前

来看，腾讯系的微视、微信移动端

视频号上也在扶持创作者的影视

剪辑。本报记者发现，微信的 PC

端视频号改版，由原来的单列改

为频道模式，新增知识、生活、娱

乐、影视综艺等多个不同类别的

专区。而在新增的影视综艺专区

中，也出现了大量影视剪辑、解说

类的“二创”内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1

月，腾讯电视剧 B 站官方账号举

办新年活动，指定了电视剧素材

范围，邀请 B 站用户进行二次创

作，并提供了丰厚的奖金。活动

特别声明：符合要求的活动稿件

将在“活动期内和活动结束后”

受到官方版权保护。

一个月后，腾讯视频官方公

众号创作号店小二发起了好片征

集令活动，宣布将用200万元现金

鼓励优质的电影、电视剧和纪录

片的短视频创作。活动主推的短

视频类型包括影评、解说、剪辑

（二创）、实拍和访谈。

独立分析师胡钰鑫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认为，未来用户通过短视

频追剧并不是没有可能，在国外一

些平台会将短视频流量所带来的

利益分给短视频创作者和版权方，

如果说国内市场可以借鉴创新，实

现长视频、短视频平台之间的共

赢，比如签订让一定比例的内容可

以通过“二创”曝光的协议，这类视

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宣

发方式，为双方带来利益。

版权破冰任重道远

2021年8月，有关部门专门出台

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

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在早期，这种“更懂你”的个性化内容推荐可以帮助产品实现用户量的快速增长，在中后期，个性

化广告推荐则是平台流量变现的利器。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表示，用户可以选择关闭算法推荐，也可以拒绝使用其个

人的特征数据的算法推荐服务。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