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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word “information overload” frequently appears in people’s vision, it has be-
come a hot word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roblem that researchers ur-
gently need to solv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constantly optimize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strive to re-
duce the difficulty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for users, to provide users with the best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results.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methods which are widely used and common.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using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to generate results in daily lif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expect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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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信息过载”一词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成为了计算机相关领域中的热门词汇，同时它

也是研究人员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解决信息超载的问题，计算机领域研究人员不断优化个性化推荐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hjdm
https://doi.org/10.12677/hjdm.2019.93010
https://doi.org/10.12677/hjdm.2019.93010
http://www.hanspub.org


李鑫欣 
 

 

DOI: 10.12677/hjdm.2019.93010 82 数据挖掘 
 

算法，力求降低用户的信息检索难度，为用户提供最优的个性化推荐结果。本文对于应用范围较广、较

为常见的个性化推荐方法做出简要的概述，并结合日常生活中使用个性化推荐算法生成结果的经历，对

未来个性化推荐算法的发展提出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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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网民数量激增，网络覆盖率日益增高。根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2018 年 12 月，我

国网民规模为 8.29 亿，全年新增网民 5653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59.6%，较 2017 年底提升 3.8 个百分点[1]。
互联网行业发展迅速，购物、出行、医疗、教育等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互联网+”的影子。在

这个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网络技术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

网络信息呈指数级增长，海量信息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增加了用户检索目标信息的难度。基于信息

超载的情况，个性化推荐算法应运而生。个性化推荐系统通过挖掘用户在网络上留下的“信息足迹”，

采集并分析用户的网络行为与消费偏好，根据不同的推荐算法将精准的、契合度高的内容推荐给用户。

个性化推荐算法的产生与发展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对于用户而言，不用再为在海量的信息

中检索需要的内容而苦恼，对于商家而言能够更好地分析用户行为，提高竞争力与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

化增长。个性化推荐系统源于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为在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2. 个性化推荐方法概述 

2.1. 协同过滤推荐 

协同过滤推荐(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是由 Goldberg 等人于 1992 年提出来的[2]，主要

思想是通过现有的用户群以往的意见和行为，对当前用户最有可能感兴趣的物品进行预测。协同过滤技

术一般分为两大类：基于记忆的技术与基于模型的技术。传统的基于用户的技术是基于记忆的，通过内

存中已保存的用户原始行为数据可以快速地、直接地生成推荐结果。而基于模型的方法会首先离线处理

现有的原始数据，通过使用“学习过”的训练模型来预测、提供推荐结果。在理论上，基于记忆的方法

数据量更大，推荐的结果精确度更高。协同过滤技术是电子商务推荐系统中最广泛使用的、最成功的推

荐算法，但是该算法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冷启动、稀疏性、可拓展性等相关制约因素的影响[3]。随着人

工智能领域学习热潮的兴起，研究者们在传统的推荐算法基础上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地利用数据，

缓解了传统协同过滤算法中的冷启动等问题[4]。对协同过滤算法的特点与发展现状做简要地概述如下。 

2.1.1. 协同过滤算法的优点 
推荐结果新颖： 
协同过滤算法基于搜索相似用户的个人兴趣偏好进行个性化推荐，不需要分析用户画像与物品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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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性，推荐结果新颖程度更高、利于发现用户潜在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化推荐结果更具多样化特

点。 

2.1.2. 协同过滤算法的局限性 
冷启动： 
当系统中的新用户或者新物品(物品指推荐系统为用户推荐所有内容的总称)出现时，由于系统中没有

新用户与的相关评分、个人偏好信息和新物品的被评分信息，使用协同过滤推荐算法会导致初期的推荐

系统准确度不高，推荐内容不完善。 
数据稀疏性： 
当存在系统中的用户对于物品的评价数据非常少或随着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物品的不断增加用户

的评价矩阵内容变得非常稀疏时会导致无法为用户找到近邻，推荐结果的准确度大幅下降。 
可扩展性问题： 
协同过滤推荐算法的思想是基于近邻的搜索方法生成推荐结果。随着网站中用户与物品的不断增加，

使得用户—项目评分矩阵成为高维矩阵，算法的计算复杂度极具增高[5]，由此产生了协同过滤推荐算法

的可扩展性问题。 

2.1.3. 发展现状 
为解决传统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的不足之处，研究者提出了矩阵因子分解模型。由于用户的喜好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要充分考虑时间因素对于推荐结果的影响。矩阵因子分解的通过将评分分解为不

同的项，可以分别处理不同方面的时序影响[6]，提高了推荐结果的精准度。 

2.2. 基于内容的推荐 

基于内容推荐(content-based filtering recommendation)是指通过掌握的物品特征的描述和描述了用户

历史兴趣的记录[7]，确定最能匹配用户喜爱的物品并推荐给用户。与协同过滤算法相比，基于内容的推

荐不需要掌握巨大的用户群和评分记录，即使只有一个用户，也能够为其生成个性化推荐列表。典型的

对多值特征物品进行相似度度量的方法会用到 Dice 系数[8]。常用的基于内容相似度检索方法有通过最近

邻、相关性反馈——Rocchio 方法、基于概率模型的方法、显示决策模型等。通过研究人员对于不同相似

度检索方法的对比研究发现贝叶斯和 Rocchio 算法在许多领域表现良好。基于内容的推荐多应用与电子

邮件或新闻中，通过从文档中提取或者自动从文字描述中抽取关键词来生成关键词列表。IBM的FileNetP8
产品就是基于内容的全文检索服务产品。利用全文检索，用户可以在 P8 Object Store 中搜索那些内容包

含特定单词或者短语的文档、附件、和字符串形式的属性等。对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的特点与发展现状

做简要地概述如下。 

2.2.1. 基于内容推荐算法的优点 
用户独立性高： 
相比于协同过滤算法，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仅使用当前用户提供的评分数据构建个人信息集，用户

独立性程度高。 
易于解决冷启动问题： 
对于系统中出现的新物品，在没有任何用户评分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推荐。 

2.2.2. 基于内容算法的局限性 
语义处理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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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容的推荐在处理文本信息是经常会遇见一词多意、同义词等问题，增强了算法研究的难度，

对于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精准度是巨大的挑战。 
推荐结果新颖度低： 
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生成结果严格衡量用户个人喜好与物品信息匹配程度，虽然推荐结果专业化程

度高，但是也很难发现新颖的、惊喜度高的物品。 

2.2.3. 发展现状 
近年来，语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维基百科等开放知识源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基于内容推荐系统的

发展[9]。研究者将自然语言处理、语义技术等其它深度分析内容与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结合在一起把基

于用户及物品基本特征的表示从基于关键词的级别提升至基于概念的级别，形成了一种基于内容推荐算

法的新的发展方向——基于内容的语义感知推荐系统(semantics-aware content-based recommender system)。 

2.3. 混合推荐 

为克服协同过滤算法、基于内容算法等其他算法的局限性、提高个性化推荐结果的精准度，研究者

将两种以上算法和模型的优点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种新的个性化推荐算法——混合推荐(hybrid recom-
mendation)算法来提高推荐结果的准确程度。三种基本的混合设计为：1) 整体式混合设计(包括特征组合

混合方案、特征补充混合方案)；2) 并行式混合设计(包括交叉式混合、加权式混合、切换式混合)；3) 流
水线混合设计(串联混合、分级混合)。三种基本的混合设计各有利弊，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对比分析结果选

择合适的混合设计方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与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相结合成

为混合推荐系统的主流[10]。现在大多数的个性化推荐系统都是综合多种推荐算法而构建混合推荐系统。

在未来，混合推荐系统将会被更广泛地应用。 

3. 个性化推荐算法应用实例 

3.1. UGC 标签系统——豆瓣网站 

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的内容)标签系统是很多 Web2.0 网站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系统

是由用户通过网站为物品打标签在描述物品的语义的同时标记用户自身的兴趣爱好的标签系统。豆瓣网

站是中国著名的评论和社交网站，同时也是中国个性化推荐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11]。以豆瓣的读书网站

为例，在网站主页会显示一列信息显示热门标签名称，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合适的标签查看

相关书籍；同时在每一本书籍的详细页面会显示读过该书的用户标注的标签，以供浏览此书的用户能够

快速了解书籍类型。在豆瓣读书网站，通过用户为书籍打标签来扩充书籍的语义解释范围。在最终的个

性化推荐结果里，豆瓣利用标签将用户推荐结果做了聚类，显示了对不同标签下用户的推荐结果，从而

增加推荐的多样性和可解释性[12]。用户既是标签的创作者，也是标签推荐系统的服务对象。 

3.2. 利用用户行为数据——购物网站 

用户浏览网站时会留下大量的“信息足迹”。通过挖掘用户产生的商品评价以及搜索、浏览商品信

息情况，了解用户的兴趣和需求，从而为其个性化推荐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最著名的就是啤酒和尿

不湿的例子。从设计人员的角度看，这一成功的实践案例说明了用户行文数据中蕴含着大量的、并不是

那么显而易见的规律与信息。个性化推荐算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各大电商平台。网站通过分析用户留下的

显示信息(包括收藏、交易记录)以及隐式信息(多次搜索、浏览的商品类别)，挖掘用户的兴趣与需求，从

而推测用户消费偏好，为其推荐同类商品或相关商品，提高用户体验度进而提高电商平台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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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是一款新闻资讯类 APP (Application)。与传统的新闻客户端不一样，它们自身并不产生新

闻，而是新闻的搬运工，通过分析读者的阅读偏向，向用户推荐个性化的新闻资讯[13]。今日头条通过用

户的手机地理位置信息、关注人信息及标签、实时搜索内容、网站访问足迹(包括点赞、评论等操作)信息，

为用户贴上多种多样的标签，使用该应用的最常用算法之一的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为用户提供符合用

户喜好的相关信息，提高软件的使用率与信息的点击率。 

4. 个性化推荐算法发展趋势展望 

个性化推荐算法发展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科研人员不断致力于探索更加高效的推荐算法。

但是现在的个性化推荐技术仍有不完善之处。从用户角度来看，对个性化推荐系统有着更多的期待。 

4.1. 多角度考虑用户行为信息 

在分析用户行为的过程中，应多角度考虑用户的浏览行为数据，不仅要考虑哪些内容或商品是用户

喜欢的，还要考虑哪些是用户不喜欢或者不关注的，通过双向信息相结合才能使推荐算法更准确。以电

商销售平台为例，系统通过分析用户的隐式、显示的喜好信息，为用户提供了相似的商品内容，接下来

要对了解用户对于推荐内容的反馈，推荐的商品用户是否有点击浏览的“行为痕迹”。一些被推荐的内

容出现几次不被用户点击或者查看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考虑此类商品不再出现，并加入到用户“弱喜

爱”的队列中，当用户主动搜索此商品时再加入推荐队列中。个性化推荐算法在考虑用户喜欢什么的同

时，也要关注用户不喜欢什么，从多角度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才能促使推荐算法更加成熟，推荐结果更

加准确。 

4.2. 细化商品类别 

无论是新闻资讯网站的文章还是电商平台销售的物品，在此处可以把它们看作商品来分析。网站在

不断尝试各种优秀的推荐算法的同时，还应该尽可能地细化自身的商品类别，更加关注商品间的关联强

弱程度。对于商品内部类别、属性的细化分类与外部与其它商品的关联关系的优化有助于更加精确地分

析用户行为信息，提高个性化推荐算法的准确度。 

4.3. 推荐结果更注重时效性 

在根据用户搜索的内容个性化地为其推荐最新、最热的内容的同时，也要考虑用户搜索时间点的问

题，要为用户推荐符合时间要求的内容。例如，当用户使用某个学习软件多次查找考研相关资料后，该

软件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根据此用户以往的历史浏览数据分析出他可能是近期处于备考阶段，因此给其推

荐一些考研相关的主题，如“你考研的时候是怎么查资料的？”、“2020 考研数学该怎么复习？”、“考

研复试如何准备个人简历”等，但是偶尔也会出现“如何准备 2019 年考研”这一类的与用户预期时间问

题有差距的话题。在搜索的内容对时间有较严格的要求但又未在搜索栏中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应着重考

虑根据暗含着的时间信息将具有时效性的内容推荐给用户，提高个性化推荐的准确度。 

4.4. 推荐结果质量更高 

在经过采集、分析用户的浏览和操作网页的信息后，为其推荐符合其偏好的内容或物品的同时，也

要考虑推荐内容的质量问题。例如，用户在某购物网站中浏览或收藏过护肤品相关的内容，现在的个性

化推荐算法的实时性很强，很快就会根据用户行为推荐出许多护肤品品牌。也许前一分钟你还在搜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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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护肤品，后一分钟当你刷新首页后就会惊奇地发现网站已经为你提供了各种品牌的护肤品。

在追求快速分析与推荐内容与物品的同时，要对为用户提供的信息的质量进行严格的把控。要为用户推

荐高质量的内容，就护肤品而言，综合该用户收藏过的相关品牌、销量较高、购买过的用户评价较高、

售后服务较好等综合因素为其推荐更符合用户要求、更有可能被用户购买的相关商品。 

4.5. 推荐内容更多样化 

推荐内容的多样化不仅体现在符合用户多样化的兴趣需求的多样化，也体现在推荐系统本身所提供

的内容是多样化的，是并不局限于用户某一段时间内显示的兴趣方向特征的。用户的兴趣具有广泛性的

特点，为提高个性化推荐内容的质量，推荐列表应最大程度上覆盖用户不同的兴趣领域，推荐内容应具

有多样性的特点。尽管用户的兴趣在较长的时间跨度是不一样的，但具体用户访问推荐系统的某一刻，

其兴趣往往是单一的，那么如果推荐推荐列表智能覆盖用户的一个兴趣点，而这个兴趣点不是用户这个

时刻的兴趣点[14]，推荐列表就不会让用户满意。用户的兴趣需求与关注内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每一

次浏览网页或互联网产品页面时用户想要收获的不仅仅是符合自己兴趣的个性化推荐内容，同时也期待

能够有新颖的、精彩的领域等着自己去探索。若一味地“享受”单一的内容推荐，会让人的视野只局限

于固定大小的范围，不利于开阔视野及全面的发展。在用户在浏览某网站无搜索需求的情况下，如果个

性化推荐算法只为用户提供了通过分析历史数据推荐出来的符合以往搜索内容的兴趣内容，有可能会出

现用户浏览内容过于单一、降低用户体验感与满意度，不利于网站的长期发展。网站只有不断地迎合、

拓展用户的需求，才能提高用户与网站的交互频率，实时挖掘用户潜藏行为偏好数据，做到“比你更了

解你自己”。 

4.6. 预测结果更准确 

预测准确度度量一个推荐系统或者推荐算法预测用户行为的能力。以电商平台为例，提高预测系统

的准确度不仅要考虑与当前商品相关性较强的商品，还有分析有购买此商品的用户的消费行为，在购买

此商品后购买的于此商品相关的其它商品有哪些。 

5. 结语 

本文对几类个性化推荐算法进行基本的概论，从一个用户角度提出了对于个性化推荐算法未来发展

的期望。个性化推荐算法发展至今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在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达到了非常高的水

平。个性化推荐算法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包括电子商务网站、娱乐网站、社交网站等许多方面。作为

一个不断创新的领域，人们对个性化推荐算法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在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个性化

推荐系统会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生活，提高用户生活质量和互联网产品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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