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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平台经济是依托网络技术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经济形态，深受社会大众的喜爱。“大数据杀熟行为”

是随着网络平台经济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产物，该行为是电商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信息进行收集，之后

对此类信息进行筛选并分析，形成消费者的画像，对不同的群体进行不同的定价，形成价格歧视，带来

的结果往往是消费者支付高额价款，而经营者获取超额的利润，对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

交易权与个人信息均造成侵害。当前在对大数据杀熟行为中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时，存在大数据杀熟行

为的认定标准不明确、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消费者维权途径少等问题。因此，应从进一步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力度、拓宽消费者权利救济的途径等几个方面着手，以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

保护，构建良好的网络平台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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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twork platform economy is a new economic form which is gradually developed by the net-
work technology, and is deeply loved by the public. “Big data killing behavior” is a product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etwork platform economy. This behavior is that e-commerce plat-
form operators collect consumers’ information, and then screen and analyze such information to 
form a portrait of consumers. Different groups are priced differently to form price discrimination, 
which often results in consumers paying high prices. However, operators gain excessive profits, 
which infringes on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right to choose independently, right to fair trade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At present, whe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in big 
data killing behavior,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of big data kill-
ing behavior, inadequate supervision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few ways for consumers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Therefore,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broaden the ways of consumer rights re-
lief, so as to realize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 rights and build a good economic order of onlin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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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类生产、生活等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的困扰。自 2018 年开

始，国内频繁发生大数据杀熟事件。例如，消费者在同一平台、同一时间订购同一家商品或服务时，却

显示出不同的价格；消费者利用不同品牌设备在同一平台、同一地点约车，结果显示不同的价格，这些

现象都表明消费者正在被杀熟。消费者被杀熟的行为通常发生在互联网平台上，这种新型的杀熟行为不

同于传统的交易模式，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搜集到消费者的相关的

个人信息，从而对消费者实施区别定价，使电商网络平台中的消费者频繁遭受损失。基于此种现象，大

数据杀熟行为中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电商平台经营者实施的杀熟行为严重侵害

着消费者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 

2. “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概述 

2.1. 大数据杀熟的概念与特征 

大数据杀熟是一种平台经营者利用其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的优势地位针对特定的消费者群体的个人基

本信息以及相关消费数据进行收集(包括消费频率、消费习惯、购买能力、消费位置、维权意愿、常用设

备信息等)，在此基础上加以整理分析，再利用算法技术对消费者进行精准的画像从而采取个性化定价的

行为，这一行为也可以被称为区别定价[1]。 
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这一行为违背了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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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群体的合法权益。与传统模式相比较来看，大数据杀熟的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 大数据杀熟行为

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由于互联网具有的高效便捷的特点，电商网络平台消费者往往难以知晓自己的个人

信息是否被平台经营者所收集并进行加工处理，这样一来经营者能够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精准的预测。

长此以往，消费者可获取的事项及空间范围逐渐缩小，导致最终形成了所谓的“信息茧房”，而普通消

费者们更难以发现自己被杀熟这一事实；(2) 大数据杀熟行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大数据杀熟”目标明

确，平台经营者已经充分的在消费者购买之前就充分掌握了消费者的相关消费数据，从而精准的为消费

者推送相关商品及服务，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使得消费者陷入“大数据杀熟”的沼泽；(3) 大数据杀熟

行为依赖于大数据技术的运行，具有依赖性。“大数据杀熟”这一行为是在数据价值凸显的时代以海量

的数据为基础、及以精准的算法为工具，通过“数据搜集–用户画像–区别定价”的步骤来进行的[2]。
大数据杀熟依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海量的“大数据”为支撑来运行的。 

2.2. 电商网络平台“大数据杀熟”的现状调查 

2024 年，电商网络平台“大数据杀熟”的现象仍然存在，且表现形式多样，严重侵害着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据中国网报道 1，有消费者在购买同一航班、同一舱位的机票时，不同账号显示的价格差异高达

900 多元。另外，据调查显示有的平台消费者在预订酒店时发现，会员等级不同的账号显示的价格也不

相同，例如黄金会员账号和普通会员账号显示的价格差异明显。关于这一现象的存在，多位业内专家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面对当前的大数据杀熟，平台消费者处于劣势地位，由于大数据杀熟的隐蔽性、以

及复杂性的特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监管方式方法是当前重要任务。” 
中国日报网的报道提到 2，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出台了相关规定。例如，《互联网信

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对“大数据杀熟”进行了规范，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在交易条件上不得根据

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同时，要求电商平台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

不得过度收集或滥用。 
总的来说，尽管“大数据杀熟”现象仍然存在，但监管部门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规范这一行为，以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大数据杀熟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3.1. 现行法律法规对大数据杀熟行为的适用标准不明确 

第一，目前我国对该种违法行为进行规制的主要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规定》[3]。但大数据杀熟行为在本质上属于价格歧视行为，而且由于大数据杀熟的行为通常较为隐

蔽，且涉及复杂的算法和数据处理，因此在实际操作中，确定哪些行为构成非法的“大数据杀熟”存在

一定的难度。此外，如何根据法律规定界定“不合理差别待遇”以及如何证明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

也是现实中的一大难题[4]。总体来说，虽然现有法律法规对大数据杀熟行为有所规范，但在具体适用标

准上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以便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3.2. 有关部门对各电商平台的杀熟行为监管不足 

一方面，因为平台实施的大数据杀熟行为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即时性等的特征，相关部门依照传

统市场设置的监管方式很难对互联网各大平台的杀熟行为监管到位。从而导致监管过程中出现杀熟行为

获取证据难、查出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大数据杀熟现象的频繁发生。 

 

 

1http://travel.china.com.cn/txt/2024-01/25/content_116963723.shtml 
2https://tech.chinadaily.com.cn/a/202201/10/WS61dcdb7aa3107be497a01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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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杀熟行为具有复杂性，其所涉及到业务范围广，并由网信办、工信部、公安

部以及市场监管局等多个部门同时进行监督和管理。这样一来，在多个部门同时都履行监管职责时，就

很有可能会出现各个部门之间职责模糊、甚至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从而导致有关部门的监管缺失。 

3.3. 在大数据杀熟行为中消费者处于劣势地位 

首先，平台消费者维权成本高，举证难度大。消费者在遭遇大数据杀熟时，往往因为损失金额不大

而面临维权成本高的问题。例如，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虽然老用户的价格可能高于新用户，但每次的

差价可能只有几元甚至几十元。为了追回这些损失，消费者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往往超

过单次损失的数额。此外，由于平台利用复杂的数据分析和算法，消费者很难获取和理解足够的信息来

证明自己被杀熟。 
其次，电商平台信息优势明显。电商平台利用其在数据收集和算法应用上的优势地位，使得消费者

难以辨别大数据杀熟还是合理的差异化营销。例如，平台可能会以时间地点不同、新用户优惠等理由来

解释价格差异，而消费者很难对此进行有效的反驳或验证。 

4. 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法律思考 

4.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要对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进行明确规定。如果要对大数据杀熟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首先就要

明确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概念以及法律性质。基于大数据杀熟行为发生的背景环境，应在《电子商务法》

对该行为的性质予以直接规定。以保障平台用户的合法权益[5]。 
其次，修改并完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方面的相关规定。大数据杀熟行为在本质上可认为是一种

价格歧视行为，完善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方面的有关规定，依法对市场监管领域价格违法行为进行

认定，促使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完善市场监管。 
最后，逐步探索建立算法公益诉讼制度[6]。电商平台经营者滥用算法权力的不当行为往往会造成多

数消费者遭受侵害。俗话说，司法是维护的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消费者往往更需要一个公平、公正、切

实有效的诉讼程序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现。因此参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逐步探索建立算法公益

诉讼制度，由相关组织或者协会代表众多消费者对电商平台提起公益诉讼。 

4.2. 加强对各电商平台的监管 

首先，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监管。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经营者能够以快速高效的方式收集、

分析和处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监管部门可以充分利用数据处理技术以“数据管理数据”，通过大数据

收集、分析经营者的信息，尤其是对经营者的定价行为进行实时监测，以此来判断经营者是否存在杀熟

的行为，进而对违法的经营者予以处罚。 
其次，针对目前我国多部门监管的现状，可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大数据监管部门这样也能够避免

出现多部门管理混乱重复监管、监管责任不明的现状。这种专门的监管部门一方面可以弥补统一的市场

监管部门对互联网平台和经营者监管的漏洞，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一刀切”的监管政策，在保证遵循

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根据各地区的情况因地制宜的调整监管机制[7]。这种监管模式有利于起到互相补充

的作用，能够最大范围的对大数据平台进行监管，有效规范大数据杀熟行为，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4.3. 优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机制 

平台经营者在交易活动中要贯彻透明原则和公平交易原则，在交易过程中要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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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经营者应该将其收集到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内容、使用目的、以及进行动态定价的模式以合理的形式

告知消费者[8]。这样既保护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不受侵害，也保障了经营者合理使用信息和合理定价权的

行使。 
严格经营者的损害赔偿责任，要以倾斜保护消费者为原则[9]。基于互联网消费过程中经营者与消费

者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为平衡双方关系，要对处于劣势地位的消费者予以更多的保护。在处理大数据杀

熟行为时，在立法、司法和执法过程中要充分保障消费者的权利，增加经营者的义务与责任。同时，健

全维权途径和强化维权意识，拓宽消费者举报投诉通道。 

5. 结语 

电商网络平台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行为使得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进一步扩大、信息不对等问题更加

突出，平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因此需对“大数据杀熟”进行规制。一方面，可以更

好地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个人信息权等合法权益，彰显法律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另一

方面，可以引导平台企业避免因过度追逐算法获利走向畸形发展，促进平台经济持续规范化发展，从而

形成良好有序的平台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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