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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困在算法」裏的行業群體，長

期是輿論關注和討論熱點。11月底，國家網信辦等四部委啟動「清

朗．網絡平台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明確指出防範盲目

追求利益侵害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嚴防一味壓縮配送時

間導致配送超時率、交通違章率、事故發生率上升等問

題。詳細公示時間預估、費用計算、路線規劃等算法規則。

人工智能算法等新技術的發展給生活帶來了新的便

利，但相對地，數字時代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深刻變

革，引發種種矛盾和問題，亟待系統性、常態

化的監管和治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生存在算法時代的

個體和群體角度出發，就算法治理

監管等問題採訪技術、經濟、

管理、傳播、心理等多個領

域的研究專家學者，對

現階段中國的算法

治理提出有益

思 考 和 建

議。

編
者
按

算法究竟有沒有價值觀？這一

問題曾在業內廣泛討論。有業內人士

表示，算法是由人決定的，程式是人編寫

的。人有價值觀，那麼算法一定也有價值觀。

最簡單的例子是，如果把按照點擊率排序改為按

照搜索關鍵詞排序，所呈現的信息流截然不同，一個

有趣，一個有用，這就是不同價值觀的體現。

在此次國家網信辦啟動的專項治理中，在國家層面明確提

出要增強算法向上向善服務保護網民合法權益，便利未成年

人、老年人獲取有益身心健康的信息，健全完善正能量優質內

容池，優化算法推薦服務機制，積極傳播正能量，促

進算法應用向上向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蘇雨潤北京報道

在當今
的數字化時

代中，算法已滲
透到個人生活的方

方面面，不僅塑造了大
眾的信息消費習慣，更在

某種程度上引導着社會群體
的情緒走向。中國傳媒大學心理

中心負責人李灣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表示，隨着社交網絡和各類智能

應用的盛行，算法通過數據分析，精準推
送符合用戶喜好的信息，這種個性化服務雖然

提高了用戶的參與感和滿意度，但也在潛移默化
中影響着用戶的認知與判斷。
李灣強調，由於技術缺陷或數據偏見，算法可能會放

大不良情緒，進而影響社會穩定。「例如，假新聞的傳播
常常借助算法快速擴散，促使錯誤的信息產生集體情緒，阻礙

理性思考。在快節奏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往往更容易忽略正常的
情緒宣洩和心理調節過程，而將負面情緒誇大化。算法則敏銳地捕捉

到這一點，推送更多可能引發憤怒、恐慌、焦慮等負面情緒的信息，從
而加劇了用戶的心理問題。」
「首先要建構一個完整、完善的自我意識。」談及如何有效緩解由算法引發

的心理困擾時，李灣表示，在變動的時代裏，人們需要多一點自省或向內覺察，可以每天記錄一下
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包括積極和消極的體驗。「通過經年累月的積累，更容易發現生活中的美好瞬間，

從而減輕算法對情緒的影響。」

主動探索多樣化內容
此外，李灣還建議大眾要拓寬個人的關注點，主動探索多樣化的內容，嘗試打開新的視角，不被固有的模式所約

束，通過增強視域範圍內信息的流動性，從而避免被算法限制在單一的情緒圈層中。李灣表示，我們應該培養更為批判
的思維習慣，理解算法背後隱藏的邏輯與意圖，才能更有意識地選擇與我們生活相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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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在網絡留下過痕跡的人，都無可避免地生活在算法編織的網絡
世界中。在某種程度上，算法可以通過內容的推送，影響到人們

的情緒，甚至針對不同年齡段的人群製造不同的「信息繭房」，助長不同人群
中的憤怒、焦慮等不良情緒，以此獲得更高的流量，以下為典型案例。

未成年人沉迷短視頻
權威機構針對全中國10歲至16歲的中小學生進行調查顯示，33.4%的青少年

不同程度地對「不能忍受沒有手機」表示同意。「現在很多的孩子們，甚至不

再喜歡動畫片和漫畫書，他們沉迷於短視頻『洗腦』般的推送，網絡低俗爆梗

張口就來」，一位北京初中生家長說。

青年粉絲甘為「數據女工」
中國的粉絲運營模式將數據和偶像經濟綁定，形成了極為緊密且明確的利益

鏈條，平台通過算法勾連到整個娛樂行業。身在「粉圈」的青年人們，甘願成

為「數據女工」，通過頻繁刷數據、打造榜單等手段全力支持偶像。算法引導

的「飯圈大戰」，也導致不同粉絲群體之間充滿戾氣。

中壯年陷焦慮式消費
吳女士身體檢查出一個小結節，自從在手機上查詢過結節之後，幾乎所有

App平台都在向她推送醫療信息，「開始是結節如何發展成癌症，然後是化療

藥物和傳統療法的廣告，後面還有如何立遺囑、買墓地的信息」，吳女士倍感

焦慮，坦言忍不住點進去看，就算專業醫生說沒關係，依然難以擺脫疑病症。

老年人墮充值「迷魂陣」
不法分子利用算法技術在各類應用中散布虛假信息，誘導老年人沉迷於微短

劇劇情之中，還哄騙他們購買價格高昂但價值低廉的保健品，甚至騙取老年

人的錢財。部分算法平台憑借強大的大數據分析能力，精準捕捉用戶的喜

好和行為特徵，從而實施個性化推送，為老年人精心布置充值消費

「迷魂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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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通過數據分析精準推
送，潛移默化中影響用
戶的認知與判斷。
圖為市民在地鐵
裏看手機。
資料圖片

●國家網信辦等四部委啟動
專項行動，明確指出防範盲
目追求利益侵害新就業形
態勞動者權益。圖為
外賣送餐員在街頭
開完早會後投
入工作。
資料圖片

技術層面應該如何為算法構建出向善的價值觀？內地知
名人工智能公司中科聞歌人工智能專家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可以通過在設計算法模型時嵌入特定的價值觀等方
式引導算法向善。首先是通過語料的訓練與優化，確保算
法使用的語料自主可控，避免「黑盒語料」帶來的不透明
性，涉及數據的選擇、清洗和增強，以及通過多樣化和平
衡的數據集減少算法決策中的歧視和偏見。

程式設計者需自律
在價值觀的嵌入與引導方面，這位專家表示，可以在模型
訓練中嵌入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價值，防範算法體
現違規、負面、不良價值。「這要求算法設計者在開發過程
中自覺遵守倫理規則，主要體現在數據收集、處理和標注等
算法研發流程中，確保算法輸出符合社會倫理標準。」
「算法的運行常伴有一種虛假的『客觀性』」，中國人
民大學經濟學院講師李直表示，這一方面因為人們傾向於
相信建立在數據基礎上的計算和優化具有客觀性，另一方
面因為算法的確可以自動化運行，很少需要人類的干預，
所以表現出獨立運行的自主性。然而，算法運行所需的數
據就是現有人類實踐的結果，這些數據可能已經包含了現
有社會結構中的歧視及語言和行為上的不平等。

加強平台自我管理
李直認為，要真正實現算法向上向善，就必須釐清算法
結果和特定平台利益之間關聯，也即釐清平台是否通過算
法利用用戶的成癮性、獵奇心理和貪婪心理等因素來謀求
不正當的利益，這樣才能夠有針對性地對算法推薦內容進
行管理，並從根本上降低平台濫用算法的意願。與此同
時，還要建立算法結果的責任制，加強平台對算法推薦內
容的自我管理。
法國經濟學家塞德里克．迪朗（Cedric Durand）所著的
《技術封建主義》一書中，將算法背後的企業視為「地
主」，用戶視為「農奴」，算法統治的現象，類似於封建
社會中農民對土地的依附，將用戶束縛在數字平台的「領
地」之中，無法逃脫算法的控制。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
機被認為是「地主和農奴」最典型的案例，他們覺得自己
工作很自由，不受老闆的監管，想幾點工作就幾點工作，
一切完全取決於自己，好像獲得了某種自主權，但實際
上，除了遵循平台算法給出的訂單、路線與價格，他們別
無選擇。
李直曾就「技術封建主義」與大學生們進行過一場對
話，引發廣泛關注。他部分同意迪朗的觀點，「平台經
濟中對於內容的高度控制和定制化展示，實際上對消費
者和生產者都產生深遠的影響。相較於可以選擇不同平
台滿足需求的消費者，外賣騎手或網約車司機這樣的生
產者選擇權有限。他們作為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者，平
台希望對他們進行嚴密的控制，以最大化自身利益。這
種控制通過高度精細化的算法實現，使得生產者幾乎無

法拒絕平台的指令。」

增強算法的透明性
2023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九次全國職

工隊伍狀況調查數據顯示，上述新就業
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人，佔職工總數
的21%。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中，職業
危險系數位居榜首的無疑是外賣行業。
據內地媒體引述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
發布的數據，2024年10月28日至11月
10日的兩周內，美團和餓了麼的外賣騎
手違法總數位居前兩名，違法總數分別
為 10,749 次、9,255 次，其次為順豐同
城、閃送等企業。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李直認

為，針對外賣騎手等零工勞動者的算法
治理勢必要平衡平台和勞動者的權利不
對等，其關鍵在於增強針對勞動者算法
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合理降低勞動者
的勞動強度，同時要加強勞動者的話語
權和反饋途徑。
「問題的關鍵在於，算法背後是人，是
平台為了自身利益而精心設計的控制工具。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穿透算法控制
邏輯中的自動化和無人化表象，看到其背
後的複雜利益關係。」李直認為，要推動
算法改革，需要策動相關的主體去對算法進行審視和調整。
我們需要知道誰是算法的受益者，他們獲得了多少利益，以
及是如何獲得這些利益的。只有穿透算法控制邏輯中的表象
和利益關係，推動相關主體進行變革和調整，才能為生產者
創造一個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勞動環境。
不過，李直坦言，單純通過算法治理並不能完全解決零

工勞動者的困境，因為除了收入和過度勞動的問題，他們
還要面對靈活用工產生的不確定性。這就需要有關部門有
針對性地建設更適合零工勞動者的社會保障系統，加強醫
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對零工勞動
者跨平台、工作時間不確定等靈活性的適應性。

建立統一倫理框架
「算法的設計與數據的應用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倫理

問題」，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鄧弘林認為，為
確保算法能夠朝着「向善」的方向發展，應當建立一套統
一的倫理框架，涵蓋公平、公正、透明、無歧視等基本原
則。同時，這一框架應鼓勵開發者在算法設計過程中考慮
社會責任和人類福祉，確保算法不僅追求商業效益，還能
促進社會的整體福祉。在數據倫理方面，考慮到數據是算
法的核心基礎，必須制定嚴格的數據隱私保護法律，確保
個人數據的安全和隱私不被侵犯，防止數據濫用與洩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