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多次浏览后涨价
不同手机不同价

大数据杀熟
你遇到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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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每个人与大数据的
关系都会变得更加紧密，而针对商业平台“大
数据杀熟”行为的监管和治理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确保商业平
台的算法透明、公正，避免利用大数据对消费
者进行不公平的定价。其次，企业自身也应承
担起社会责任，建立公平透明的定价机制，确

保所有用户都能在同等条件下获得合理的价
格。最后，消费者也应积极学习相关知识，提
高自我保护能力，提升对自身数据隐私的保护
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消费者权益，
促进形成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共同营造一个
公平透明的网购环境，让每个人都能更好地享
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捷。

“购买相同的商品，为什么新客户会比老客户便宜？”“同一时间搜索同一航班，价钱
居然相差十几元钱。”如今，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大数据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
面面，给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其中备受消费者诟病的是“大数
据杀熟”现象。那么，什么是“大数据杀熟”，日常生活中是否遇到过“大数据杀熟”，如何
避免被“大数据杀熟”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文/图 记者娄梦琳

同一日期A手机搜索酒店价格显示。

同一日期B手机搜索酒店价格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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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益深化，越来越
多人习惯使用网络平台购买或者预订所
需要的商品及服务，在享受互联网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悄无声息地落入了“大数据杀
熟”的陷阱。“我一直都是这个电商平台的
会员，购买商品时可以享受会员价，平台
也偶尔给我发代金券，原本我觉得这个会
员买得很值，没想到被‘杀熟’了。”拉萨市
民格先生告诉记者，偶然一次，他和朋友
准备一起购买同一款家用小电器，两人同
时在这个电商平台上搜索后发现，售价相
差十几元，“我的搜索页面上显示的是会
员价，居然比朋友高出十几块钱，搜索好
几次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我就再也不买这
个电商平台的会员了。”

格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走访中，不少
市民都向记者表示曾遇到过“大数据杀熟”

的情况，其中反映最多的就是有关打车出
行软件。“我有段时间上班不方便开车，就
经常打车去上班，每次平台显示车费都在
25元左右，但后来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从
家打车去单位，她的打车软件显示车费只
要21元。”拉萨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这才
意识到我可能被‘大数据杀熟’了，所以后
来打车我都会多个平台搜索，选择价钱最
低的平台叫车出行。”

此外，在购买商业平台会员服务方面，
也有市民反映遭遇过类似情况。拉萨市民
张先生告诉记者：“我习惯购买一个电商平
台的包年会员，每年会员到期就会主动续
费，但后来发现我作为这个平台多年的老
会员，会员费为149元，但我朋友是第一次
购买会员，会员费只要99元，价钱也相差太
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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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所谓“大数据杀熟”，是指
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的历史购买记
录、浏览习惯、个人信息等数据建立用户画
像，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对新老用户采取不
同定价的策略。简单来说，就是由于老用
户对于平台的黏性较高，就可能会被收取
更高的价格，而新用户则可能享受到更多
的优惠。记者用A、B两部手机同时登录某
电商平台，其中A手机经常用于网上购物，
两部手机同时搜索“羽毛球拍包”，结果同
一商品的售价A手机显示113元，B手机显
示108.8元，相差4.2元。

无独有偶，“大数据杀熟”这种现象在酒
店预订平台、旅游预订网站等领域同样存
在。记者登录某酒店预订平台，搜索同一时
段成都同一家酒店的同一套高级双床房，结
果A手机显示房间售价为232元，B手机显

示房间售价为230元；而在旅游预订网站，
记者搜索12月10日拉萨飞成都的同一航班，
结果A手机显示经济舱机票价格为949元、
头等舱为1690元，B手机显示经济舱机票价
格为940元、头等舱为1670元。“我曾经也做
过这样的测试，用两部手机在同一时间段登
陆相同平台搜索相同的商品或服务，结果价
钱却有高有低，可见‘大数据杀熟’现象普遍
存在。”拉萨市民朱女士说。

随后，记者登录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大
数据杀熟”关键词，目前已有高达8092条相
关投诉，投诉理由多为价格短时间浮动大、
不同人不同价、不同手机不同价、不同平台
价格差异大、买完就大幅降价等，消费者纷
纷把矛头对准主流电商、在线旅行、外卖、网
约车等主流商业平台，要求这些平台提供透
明的价格机制和公平的交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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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1月 12日，网信办、工信部、公
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决定自即日
起至2025年2月14日开展“清朗·网络平台
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提出严禁利
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严禁利用用户
年龄、职业、消费水平等特征，对相同商品
实施差异化定价行为。同时，要求提升优
惠促销透明度，清晰说明优惠券的领取条
件、发放数量和使用规则等内容，客观如实
说明优惠券领取失败原因，严禁以“来晚
了”“擦肩而过”等提示词掩盖真实原因。
那么，在国家已经针对“大数据杀熟”采取
措施的情况下，消费者应该如何避免成为

“大数据杀熟”的受害者？
首先，按照平台运行模式，“大数据杀

熟”需要用户数据才可能实现，因此减少网
络“留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杀熟”。消
费者在网上冲浪时可通过清除浏览器
cookies、使用无痕浏览模式、更换设备或账
号等方式，减少平台对个人购物习惯的追
踪。其次，网上购物可利用多个平台进行

比价，或者尝试使用不同的账号或设备进
行查询，这样可以发现不同平台间的价格
差异，从而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服务。“我在
网上买东西时会货比三家，在几个主流电
商平台上查看同一商品的价格，再选择价
格最低的平台进行购买。”拉萨市民卢先生
说，“另外，我也会在购买前查看商品的历
史价格走势，了解商品的价格变动，这样可
以避免在价格波动时吃亏。”

如果消费者确实发现“大数据杀熟”的
情况时，应该如何做呢？记者采访了相关
法律专家，律师建议消费者首先保存好截
图、订单记录等相关证据，可以通过平台的
客服渠道进行投诉，要求平台解释价格差
异的原因。如果平台的回应不能令人满
意，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甚至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此
外，消费者在面对“大数据杀熟”时，应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对
自身数据隐私的保护意识，避免成为“大数
据杀熟”的受害者。

多方努力 共同营造公平透明网购环境

同一日期航班A手机搜索机票价格显示。 同一日期航班B手机搜索机票价格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