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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互联网信息服
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开始施
行，要求互联网平台在算法推
荐上提高透明度。但在短时间
内，滥用算法等行为带来的不
信任感似乎难以消退。《中国大
安全感知报告（2021）》显示，七
成受访者感到自己被算法“算
计”。

对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
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
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建
议，要加强电商平台的责任和担
当。首先，需要强化电商平台算

法规则的透明度，除了对算法进
行备案外，还要向用户公开算法
细节，平台可以以简化方式将算
法细节告知用户。同时，还要强
调用户对算法的授权，要明确用
户知情权、同意权，也要给予用
户拒绝权和删除权。

盘和林也建议，相关部门要
打通用户投诉渠道，若用户对推
荐算法有合理怀疑，要有可投诉
的部门，同时，这个部门需要具
备必要的技术能力，能够解析算
法、回应用户。

（北京晚报）

转发几次、邀请朋友登录小程序，就能获
得10元的现金奖励，很多人都参与过互联网
平台这样的拉人头赚小钱活动。然而在获得
奖励前，“任务”却总也做不完，助力砍价总差
最后“一刀”。人头拉了一个又一个，奖励却
还遥遥无期，消费者一步步陷入平台的连环
套，踏入反复的心机与算法之中。

本想赚点小钱 谁想陷入连环套

好些电商平台都在逗你玩

3月14日，袁女士在
图书电商平台当当网上
购买了一套童书。支付
完成后，页面弹出一个醒
目的提醒：“即将提现10
元”，而她要做的只是将
这个链接分享到群聊。

2次分享后，系统显
示“获得现金累计8元”，
并提醒如果想提现，需继
续邀请好友助力，在 24
小时内凑够剩余的2元。

就剩2元了！袁女士
开始频繁邀请微信好友
帮忙。然而，0.25元、0.11
元、0.08元、0.04元、0.01
元……获得奖励的金额

越来越小，直到第22个好
友完成助力后，她终于收
到：“恭喜您获得10元现
金大礼”。为获得奖励，
袁女士总共转发了24次，
后面的22次，只为了凑齐
2元。

袁女士立即提现，谁
知页面提示她交易成功
后才能提现。“我已经支
付完了，还不算交易成
功？”纳闷的袁女士在页
面左上角字体很小的“活
动规则”中找到了解释：
确认收货 15 天后，才能
提领这10元。

“早知如此复杂，我

可不凑这个热闹。”袁女
士摩拳擦掌地拉人领红
包，却“领了个寂寞”。

相比于袁女士，每
天都会在家庭群、同学
群里发助力、砍价链接
的周阿姨却对这类活动
乐此不疲。“反正闲着也
是闲着，动动手指转发
就 能 挣 钱 ，有 什 么 难
的？”对于周阿姨这样的
积极响应者，系统则变
本加厉不断给她推送助
力领现金之类的链接，
周阿姨每天要花去不少
的时间去做分享、邀请的

“功课”。

事实上，袁女士和周
阿姨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
些平台成本低廉的“地推
员”。随着流量红利见顶，
不少平台通过社交裂变、
个性化定价等方式进行拉

新或促销。
“电商平台如果真人

线下推广、实打实地直接
注册送礼物、送现金补贴，
平均每人的获客成本可能
要高达数十元，成本很

高。而通过拉人头领奖励
这些规则不明晰的社交裂
变类活动，平台获客成本
可以大幅降低。”为中小型
电商平台提供引流服务的
高骏告诉记者。

“一直提醒我再邀请
一人就可以成功提现600
元，邀请了一个又一个，总
计邀请了好几十人，却仍
然说我差一个人。”秦女士
向记者说起了自己在某团
购平台上的一次亲身经
历。

刚开始，平台提醒她
距离成功提现还差1元，
后来变成差 0.1 元、0.01
元，随着拉的人数增加，距

离成功提现相差的额度也
逐渐变成了差0.1 金币、
0.01金币、0.1钻石、0.01
钻石。但对于0.01金币、
0.01 钻石到底代表多少
钱，官方客服人员也解释
不清。“一环套一环，不仅
小数点后的位数变了，计
量单位也变了，就是不让
你提现，明摆着就是欺
骗。”秦女士很气愤。

记者采访发现，反馈

这种情况的消费者十分普
遍。一位网友就表示，成
功邀请 110 位用户助力
后，自己的手机页面上却
显示仅有30位用户助力，
有一大半成功邀请的用户
并没有被系统承认。“我都
是一个朋友、一个朋友自
己拉的，却被平台判定违
规，上哪儿说理去？”另一
位有类似经历的网友直呼
委屈。

“在你差一步就快成
功的时候‘吞刀’，平台就是
这样的套路。”一家提供付
费助力服务的团队负责人
告诉记者。所谓“吞刀”，是
助力活动里的“黑话”，意思
是助力者点过助力了，但

被平台给抹除了。比如，
明明邀请了从未注册过的
新人，系统却识别为“老用
户”；邀请了5位用户成功
注册，系统却反馈只有2位
完成了有效注册。

“运气好的人被吞得

少，多找一些人助力就能拿
到奖励；运气不好的人，一
直被吞，那就怎么拉人也没
法成功。一般在活动刚开
始和中期，不会出现‘吞刀’
情况，到后期就会比较普
遍。”这位负责人透露。

一些经历了拉新、助力的
消费者，在成为老用户甚至付
费用户后发现，自己并没有从
层层嵌套的算法中逃离出来，
而是进入了新的算法“魔咒”。

“怎么我开通月卡要 168
元，我朋友却只需要 25.9 元？
这也太离谱了。”作为某潮牌电
商平台的老用户尤先生最近感
觉十分心寒。但对于他的疑
问，客服人员没有给出任何解
释。

同样是该平台老用户的另
一位消费者则反映，他开通平
台账号近一年，购买了几百单
商品，却一直领不到优惠券，无
法参加向其他用户开放的优惠
活动。“不同用户存在差别，具
体活动以实际显示的页面为
准。”客服人员的回复，令他深
感不满。

同一款商品，老用户下单
比新用户贵，甚至付费VIP会员
下单比普通用户贵，这些在传
统商业时代听起来匪夷所思的
情景，在当下屡屡发生。

尽管我国相关部门对“杀
熟”问题屡屡发声，各平台飘忽
不定的算法机制仍让用户感到

“任人宰割”。北京市消费者协
会3月1日发布的互联网消费
大数据“杀熟”问题调查结果显
示，82.37%的受访者认为互联
网消费大数据“杀熟”问题普遍
存在；在对16个平台进行的32
个模拟消费体验样本中，有14
个样本新老账户的价格不一
致。

在众多消费者呼吁解释的
诉求下，平台却拿出神秘的算法

“黑盒子”应对。在遭遇“吞刀”
后的投诉中，一些消费者收到了
客服这样的回复：“是系统通过
很多复杂的代码和逻辑判断的
结果”“由于您邀请的好友账户
异常”“以后台显示为准”。

但是对于这样的回应，不
少人并不买账。有消费者提
出，不能把“锅”甩给算法，算法
也是由人来操作的，如果频频
出现消费者的不良反馈，平台
需要思考自己的算法是否已经
走上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不当
方向。

入套 动动手指就能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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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应以简化方式公开算法细节

深套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