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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市民发现，在自己经常
光顾的网络平台上，一些商品或
服务的价格总是比别人高；换个
手机登录网购APP，同一商品的
价格居然会相差几十元到上百
元……

日常生活中，“大数据杀熟”
现象屡见不鲜。

虽然“大数据杀熟”问题存
在已久，并非新鲜事，但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如今“大数据杀熟”
不断出现新的方式，套路日益隐
蔽。比如，优惠力度因人而异、新
老用户被区别对待、不同设备暗
藏“猫腻”、多次浏览后价格上涨
等。

换个手机，同
物不同价

“我每次买东西之前，会提
前领一些优惠券和礼包。”家住
运河区文承苑小区的李珍说，她
认为这样能买到价格相对低的
商品。

前些日子，网络平台进行年
终大促。李珍觉得家中的冰箱容
量不够大，想买一个容量更大的
冰箱。

李珍打开购物平台的网页，
找到一款价格为 3599 元的冰
箱。

“我觉得自己已经领了购物
券，还使用了减满的优惠，再加
上有这个购物平台的会员，我很
自信能够买到最低价。”李珍说。

“你选的是哪一款冰箱啊？
我看一下这款冰箱的功能。”就
在李珍准备付款的时候，李珍的
丈夫拿出自己的手机，搜索了同
一型号、同一店铺的冰箱之后，
发现价格竟然是3580元。

“怎么比我手机上的价格便
宜呢？”李珍非常不解。

经过比较，李珍的丈夫在购
物平台上多了一张购物券。购物
券上面写着“新人优惠”的字眼。

李珍的丈夫从不在网络平
台上购物，没想到第一次购买商
品，就能拿到便宜的价格。

李珍原本觉得自己是个购
物达人，在领取优惠券上已经

“轻车熟路”了，没想到还能碰到
这种情况。“我都是平台上的‘黄
金会员’了，购物价格比一个‘新
手’还要高。”李珍觉得很无奈。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市民
杨慧。杨慧今年搬新家，想在网
络平台上购买家用电器。

洗衣机、电视机、冰箱……
杨慧在网上看好了型号之后，准
备直接付款。

“你用别人的手机看看价格
是不是不一样？”杨慧的同事提
醒她。

“难道同一个商品，价格还
不一样吗？”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杨慧让同事帮忙搜索她想购买
的商品。

“价格还真的不一样。”杨慧
非常惊讶。

杨慧发现，她买了洗衣机之
后，再买冰箱、电视机的话，就不
能享受到优惠价了。

于是，杨慧让今年没有在网

络平台上购买过家用电器的同
事帮她下单购买。

“这样一来，我购买的每件
家用电器，都能享受到‘新手价
格’了。”杨慧说，有的电器省了
几十元，有的省了几百元。

一瓶洗发水
差了几十元

1月15日，张晓青拿起洗发
水洗头发时，又想起了前几天遇
到的糟心事——被“杀熟”。

说起这事儿，张晓青开玩笑
说，没想到“杀熟”这事儿，早已
经蔓延到网络上了。

张晓青在市区一家事业单
位上班，工作间隙，会和同事聊
聊天。

前段时间一次聊天过程中，
一位同事说，她的头发特别容易
出油，想找款好用的洗发水。

张晓青想到自己用的一款
洗发水和护发素挺好用，就推荐
给了同事。

张晓青用的这款产品是她
的妹妹买给她的。妹妹当时对张
晓青说，洗发水和护发素加在一
起不到100元钱。

张晓青觉得这款产品很好
用，就在视频平台上又买了一
套，当时买的价格也是不到 100
元钱。

可当张晓青给同事推荐时，
她发现她手机里的这款产品的
价格变成了150多元钱。

张晓青觉得很诧异，“什么
时候这款产品涨价了？而且突然
涨了这么多？”

“当时我同事没有下单，因
为价格并不便宜。”张晓青说，这
事儿当时也就这么过去了。

令张晓青没想到的是，两
天后，她的同事跟她说，这款产
品的价格又降到了不到 100 元
钱。

张晓青听到后赶忙打开手
机，可她手机上的同款商品还是
150多元钱。

正当她俩疑惑不解的时候，
另一位同事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你是不是之前买过这款产
品？你上次买的时候价格是不是
也比较低？这就是传说中的‘大
数据杀熟’。”那位同事说。

张晓青又赶紧问了一下她
的妹妹。没想到她的妹妹手机上
同款产品的价格也变成了 150
多元。

“试想一下，如果我没跟同
事商量，永远也不知道这其中的
真相。”张晓青说，不管钱多还是
钱少，这种被“杀熟”的感觉非常
不好。

老用户成交
价格更贵

家住运河区天成岭秀小区
的王涛和妻子方园喜欢旅行。

每逢小长假，夫妻两人都会
带着儿子出行。每次出发前一
周，王涛就会在手机上提前挑选
酒店。

“每次出门旅行，我都负责
订酒店，买车票。近几年，我只喜
欢在同一个APP上进行预订，因
此我成了它的会员。”王涛说。

去年“十一”期间，王涛和
妻子商量好，打算带着孩子去
上海转转。出发前一周，他像往
常一样在网上浏览酒店信息，
正看着手机时，因为孩子需要
手机查阅资料，他就把手机给
了孩子。

随后，王涛拿起了妻子的
手机，打开了同样的APP，浏览
了一会。王涛惊讶地发现，同一
个酒店，同一个房间，同一个时
间段，妻子手机上的报价竟然
比他刚才看的报价便宜 100 多
元钱。

王涛以为自己看得不认真，
又跟儿子要回了手机。他拿着两
个手机，进行了同样的操作，发
现妻子的手机报价确实是便宜
一些。

王涛又拿着两个手机，接连
搜索了其他商家。他发现，他的
手机出现的报价比妻子手机出
现的报价贵 100 元到 200 元不
等。

不甘心的王涛，又拿着妻子
的手机在经常预订酒店的APP
上，退出了妻子的账号，登录了
自己的账号，他发现妻子手机上
的报价跟之前自己的手机上的
又一模一样了。

他又把妻子的账号在自己
手机上登录，妻子的账号还像之
前一样，报价仍然比王涛的便
宜。

王涛寻思着：“我是老用户
了，而且还是会员，按说我的账
号应该比妻子的账号给出的价
格更便宜才对，不然这个会员的
意义是啥呢？”

百思不得其解的王涛，随后
几次出行都拿着两个手机来回
比对，可每次妻子的手机出现的
价格都比王涛低。

“这是不是所谓的‘大数据
杀熟’，为啥经常购买的人比不
经常购买的人价格还贵？”王涛
说。

后来，王涛又拿着父母的手
机注册了一个账号，尝试预订酒
店。同样的操作，父母的手机又
比妻子的手机给出的报价还要
便宜几十元钱。

“反杀熟”

今年 38岁的市民刘海洋经
常在网上购物。当他看到网络上
关于“大数据杀熟”的定义后，才
知道原来自己以前的很多遭遇
都可以被定义为“杀熟”。

“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好像一
直被大数据盯着，中午才跟朋友
聊到跑步运动，转头电商APP就
开始推荐跑鞋了；刚跟同事说过
想吃火锅，打开外卖平台就开始
推荐火锅了……”刘海洋说，“在
大数据时代，消费者的每一个行
为都可能被记录并分析。当消费
者在平台上表达不满时，这些反
馈会迅速被算法捕捉。为了提升
用户体验和满意度，算法可能会
根据这些反馈调整价格策略，以
期留住潜在或现有的客户。老顾
客对价格不敏感，就敢给高价。
新客户呢，给点优惠，勾引你上
钩。”

从去年 11 月份起，刘海洋
开始学着网友们的做法，反向

“驯化”大数据，没想到还真有作
用。

在网上买东西，刘海洋拍下
后先不着急付款，不一会儿，商
家就会发来信息提醒付款，这个
时候继续不理会，半个多小时
后，商家就会发一张优惠券。刘
海洋说：“优惠券的面额根据商
品价格而定，从几元钱到几十元
钱不等。”

此外，不管是打车还是购买
生活用品，刘海洋都不会固定在
一个网络平台。比如点外卖，他
会在美团和饿了么之间轮番更
换，购物也在拼多多、淘宝、京东
等APP轮换。刘海洋觉得，这样
多点消费可以让大数据觉得，如
果不给优惠的价格，消费者随时
都有可能不在这里买。

“网友们为了‘反杀熟’，研究
出了五花八门的‘武林秘籍’。”刘
海洋笑着说：“我不仅会轮换使用
网络平台，还会经常卸载APP，
过几天再重新装回来。比如一款
购物软件，如果我把它卸载，过
几天再装回来的话，一登录它就
会给我弹10元无门槛券。”

刘海洋觉得，一些平台会给
回流用户、低活用户等发放额度
更高的优惠券，反而常用的熟
客很难获得。算上优惠券后，熟
客需要用更高的价格购买相同
商品或服务。这是一种隐蔽的
变相“杀熟”。

当消费者发现，在同一平台
上购买相同商品或服务时，自己
作为忠实用户反而需要支付更
高的价格后，这种感觉就像是被
背叛了一样。原本期望从长期合
作中获得优惠和更好服务的老
客户，突然发现自己成为商家牟
取额外利润的对象，这无疑是对
信任关系的巨大打击。

去年 11 月，中央网信办等
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
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
理”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提
出，严禁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
杀熟”，并严禁利用用户年龄、职
业、消费水平等特征，对相同商
品实施差异化定价行为。

采访中，市民纷纷表示，相
关部门和行业组织需要制定相
关标准，将拒绝“大数据杀熟”和
保护个人隐私变成一种行业自
律和企业自我治理的要求。此
外，相关部门也应建立健全常态
化监督机制，平台更应加强自
律，共同推进“算法向善”。

一些商业平台利用大数据算法，分析用户的年龄、职业、消费水平等特征，
对相同商品实施差异化定价。沧州不少市民都有类似经历——

“杀 熟”
本报记者 祁晓娟 张丹 董芳辰 吴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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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颐养园是一家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
服务自理、半自理、失能、失智长者。
柴院长：0317-8556789 1383170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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