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全国两会，来自五湖四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齐聚一堂，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建言献策，许多建议更是引发网友
共鸣和热议。今年全国两会，你最关心哪些热点话题？

从3月2日起，封面新闻特别策划的“两会热点大家谈”栏目正式上线，诚邀广大网友共谋发展大计，共话民生幸福，将你的期盼
和建议传递给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在这里，你可以就诸多热点话题畅所欲言。机票、酒店、在线旅游，不同手机搜出来的价格不同，某些品牌价格甚至更贵，“大数
据杀熟”何时才能休？在人工智能呈爆发式发展的当下，AI监管问题随之而来，国内AI立法还有多远？

无论是关注教育公平，呼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还是聚焦医疗改革，期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无论是关心环境保护，倡导
绿色发展理念，还是关注就业创业，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支持和机会……你心之所系，即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你的想法和建议，将有机
会被带上全国两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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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机票，不同手机在同一时间搜索
同一趟航班票价相差几倍；使用打车软
件，“钻石会员”车费高于新会员，且更
难打到车……

近年来，“大数据杀熟”的话题持续
引发关注，不少网友分享被大数据“杀
熟”的经历，有抱怨，有无奈，更多的是
期盼这一问题能早日得以解决。

大家热议的“痛点”问题，就是代表
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为何大数据杀熟
屡禁不止？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该如
何维权？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
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及专家。

“杀熟”手段层出不穷
旅行电商平台成投诉重灾区

不久前，“3款手机同时买机票差价
3倍”冲上微博热搜，引起网友热议，但
杀熟现象并不仅局限于机票预订。

3月1日，记者以“大数据杀熟”为关
键词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发现网友
的投诉在不断更新，搜索结果显示共有
6370条投诉，投诉对象包括网购、在线
旅游、网约车、酒店、外卖等几乎所有类
型的平台。

“同一时间同一房型，不同手机搜索
出来的价格不同。半小时内取消订单，
平台借口说要交罚金，1400多元的住宿
费，退到手只剩800多元。”一网友表示，
他投诉到北京市海淀区文旅局，此事才
顺利解决，“大家保存证据后，可以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一位网友称，他是某出行平台多
年的白银贵宾会员，2月13日下单订了深
圳一家酒店大床房，花费558元，同行朋
友查询到该酒店同房型同日价只要501
元，“严重欺骗伤害老客户，要求退回差
价57元，并10倍赔偿差价570元，共627
元。”

随后，出行平台客服联系该网友，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赔付200元，遭到网
友拒绝。“如果不是同行朋友查看，都不
知道有这么坑，感觉特别不好。”该网友
表示，大半个月过去了，他投诉的问题
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还有网友分享，“连续点了1个月的
外卖，甚至还买了优惠劵，后来价格越
来越贵，配送费也越来越贵，我用隔壁
地址换了个名字试了一下，结果比我之
前订的便宜。”

之前，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的一份
关于“互联网大数据杀熟”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近七成受访者认为“大数据杀
熟”现象频繁出现；六成受访者表示，自己
曾在不同平台上遭遇过“大数据杀熟”。

为何屡禁不止？
涉及企业、消费者等多方因素

2月28日，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四川
省委会副主委、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
主任李正国说：“大数据杀熟屡禁不止，

涉及企业、消费者等多方因素。”
从企业层面来看，利用先进算法技

术分析消费者行为，隐蔽地实行“杀
熟”，难以被察觉，同时也不易被监管处
罚，这无形中降低了企业“杀熟”担责的
风险，同时还能获得巨大利润。

多数消费者对“杀熟”缺乏明确认
知，不能及时识别并采取行动。同时，消
费者起诉面临维权成本高、举证困难、价
格歧视法律认定模糊等诸多困境。

李正国表示，互联网行业迅猛发
展，相关行业规范标准还不完善，法律
层面缺乏对大数据“杀熟”的明确规定，
使得遏制电商行业“大数据杀熟”现象
缺乏明确依据。此外，由于大数据“杀
熟”的监管和取证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
支持，监管部门难以投入巨大的人力、
物力，难以获取企业内部的定价机制和
数据处理流程，导致查处成本高。

“‘大数据杀熟’现象在旅游及其他
在线服务领域确实存在，这种做法利用
算法分析用户的购买历史和行为习惯，
在同一时间针对不同账号设定不同价
格，违背了平等、公平的原则。”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川说，虽然差价往往不高，但削弱了
消费者体验感，伤害了消费者信任，从
长远看得不偿失。

如何判定是“杀熟”？
不得非法收集利用相关信息

李正国表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并未直接规定“大数据杀熟”的概念内
涵，从本质上说，大数据“杀熟”是指经
营者利用收集到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如
地理位置、消费频率、购买历史等信
息），通过算法等手段，在价格等交易条
件上对消费者实施的差别待遇手段。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差别待遇
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如2021年
11月1日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

定：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
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
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
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2022年3月
1日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
管理规定》亦规定：不得根据消费者的
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利用算法在交
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
别待遇。

据此，虽然都存在对用户数据的分
析和利用，但与合法范围内的平台“差异
化”营销手段相比，大数据“杀熟”的出发
点与目的均具有不法性，前者并不具备
非法目的，后者则以侵害消费者权益为
核心特征。大数据“杀熟”之所以为“非
法”，核心原因在于经营者收集、利用、处
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过程违法，以及消
费者间的价格差异缺少正当理由。

具体而言，合法的平台营销手段不
能包括非法的信息收集利用，以及不正
当不透明的定价策略。经营者如存在
非法收集个人信息、未征得消费者同意
或超出消费者同意范围使用个人信息
的，以及消费者间的价格差异原因并不
透明，价格差异与市场因素无关、与商
品服务质量无关，仅与消费者个人信息
因素有关的，那么由此导致的价格差别
就可构成大数据“杀熟”。

遇到“杀熟”怎么办？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维权

2022年3月1日起，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的《互联网
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消费者遭遇“大数据杀熟”时可以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通过下列
方式维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向当地消费者协会
投诉举报自己遭遇的“大数据杀熟”行

为；
向网信部门和电信、公安、市场监

管等有关部门投诉、举报。《规定》首次明
确了算法推荐服务治理和相关监督管理
工作的主管部门，为电信、公安、市场监
管等有关部门，前述有关部门应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限期整改；

在涉及欺诈的情形下，可以向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撤销合同，并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请求
惩罚性赔偿；

在能够认定行为人拥有支配地位
（或达成垄断协议）时，消费者可向人民
法院提起反垄断诉讼，或者根据《反垄
断法》相关规定向反垄断执法机构（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将平台经营者定价算法
予以公开或者备案

“建议出台更高层级的规范，更注
重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制角度出发，
明确规定大数据‘杀熟’的行为要件构
成、行政处罚后果。”李正国说，这样可
以赋予消费者更多的维权路径，以及通
过严格的违法后果达到威慑经营者，尤
其是经营地位较高、违法成本较低的平
台型经营者的目的。

在技术监管层面，借助定价算法实
施大数据“杀熟”具有难以被监管的隐
蔽性特征，形成了所谓的“算法黑箱”。
对此，李正国表示，可将平台经营者的
定价算法予以公开，或在专门机构予以
备案，以便于监管机构得以准确判断经
营者是否实施了“杀熟”行为。

对于大数据“杀熟”以及算法侵权
举证艰难的困境，李正国建议，加快培育
具有专业水平的执法队伍，监管部门可
充分借助社会力量，通过听证会、咨询等
方式，积极吸纳专家、学者以及公众共同
参与对大数据“杀熟”的执法过程。

“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营造清朗的
在线消费环境，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相应
法规的监督执行。运营平台也需要避
免蝇头小利，用公平诚信的经营策略来
维护自身品牌形象。”赵川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为了方便网友参与，从3月2日起，
封面新闻传媒矩阵开启多个“两会热点
大家谈”留言渠道，充分收集读者心声。

1.在封面新闻客户端《两会热点大
家谈》互动稿件下留言；

2.在封面新闻官方微博、微信或抖
音账号进行留言；

3.进入封面新闻客户端青蕉频道的
两会热点大家谈专区发布动态，图文或
视频皆可，点击右下角“发动态”即可；

4.拨打热线028-8696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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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杀熟”何时休？
此现象引发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及专家热议

“两会热点大家谈”留言方式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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