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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印  推 荐

主流价值导向：社会化推荐的关键维度

 

　　伴随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与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商品、交易、新闻、评论、用户等社会化大数据呈爆

炸式增长。海量的网络用户、巨大的市场规模，在促进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一

方面，面对海量交易信息以及文本、图片、视频等复杂信息，信息超载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市场相关

参与主体的目标达成；另一方面，尽管当前信息传播的多元化、智能化推动了网络内容的多样化、情感化与

信息共享的便捷化、普惠化，但面对全球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复杂情景以及商业网络平台存在的逐

利现象，一些违背主流价值导向的网络内容甚至是低俗信息在网络传播中的存在，对社会稳定和有效治理形

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从技术层面解决信息超载问题，并通过信息定向引导构建良好的信息环境，成为应对

挑战的关键要素，而科学有效的社会化推荐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传统推荐方法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瓶颈 

　　推荐研究可追溯到1992年美国施乐公司帕克研究中心研发的邮件过滤系统Tapestry。面对大量电

子邮件，人们迫切需要高效的文件管理技术提升工作效率，而Tapestry的诞生满足了这一需求。20世

纪90年代末，作为亚马逊网站核心竞争优势的人工书目推荐团队，设立了《亚马逊的声音》栏目，成

功提升了书籍的销售业绩；而后，基于客户历史偏好信息与商品的相似性，亚马逊公司又推出了新的

推荐技术，带来了远高于人工推荐团队的经济价值，其销售贡献达到亚马逊网站的30%。2009年以

来，伴随社交媒体的发展，好友推荐技术成为脸谱、推特等社交平台用户规模扩张与保持用户黏性的

重要法宝。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深度学习技术极大推动了推荐研究的发展，并成为国

际商业公司的重要推荐方法。

　　在中国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进程中，电商平台高度重视推荐系统的研发。例如，淘宝推荐系统涵盖

了诸如商品详情、购物车等近百个不同的推荐应用场景；京东推荐系统基于用户偏好、长短期行为以

及地域三类召回模型构建候选商品数据库，并应用排序模型生成商品推荐列表。电商平台推荐系统的

应用，实现了从传统的“千人一面”界面到“千人千面”界面的转变，极大促进了经营业绩的提升。

在新闻、娱乐等领域，推荐系统也已成为面向文本、图片、视频等多源异构内容传播与推送的核心途

径，并推动了新兴媒体的发展。

　　面对广泛而深度的应用市场，全球众多研究机构、高校的科研团队围绕推荐方法开展了持续深入

的研究，基本形成了基于内容的推荐、协同过滤推荐、混合推荐三大类划分，并针对冷启动、可解释

性、结果评价等系列问题开展了进一步探索。科学研究与市场应用的交叉创新，推动了推荐系统的发

展。当前，我国网民规模已超过8亿，电商平台与社交媒体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面对海量、

异构社会化大数据的复杂情境，一方面，在推荐方法的科学研究层面，推荐场景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为

我们带来了新的决策困难；另一方面，如何通过信息技术的创新实现对信息定向传播的引导、优质内

容的推荐，弘扬正能量，是摆在我们面前更为重要的挑战。

　　计算社会科学为完善推荐方法提供新视角 

　　传统推荐方法基于用户的历史评分数据构建行为偏好模型进而生成推荐方案，但受地域、情感等

多维因素的影响，推荐效果受到明显制约。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复杂的社交行为催生了用户群

体的社会化网络。社会化网络环境下，人们的通信、交通、交易甚至是浏览数据被完整记录与存储，

海量的“数字脚印”绘制成包含多维信息的个人画像、群组画像以及群体网络拓扑图。在社会化网络

中，不同的子群体形成了横向结构，不同的社会角色形成了纵向结构，而子群体内部的个体关系、子

群体之间的行为差异、不同角色之间的结构均衡则影响着社会化网络的稳定和演变。事实上，子群体

内部个体之间的链接关系反映了相近的偏好，不同子群体的行为差异反映了群组的偏好特征。基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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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络子群体的特征分析，社会化网络研究已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科学、历史学、哲学、新闻传播学

等社会科学领域，并推动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

　　2009年，来自于信息科学、经济学、管理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全球15位

顶尖学者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了“计算社会科学”的概念，他们认为计算社会科学这门新的学科可

为人类社会复杂规律的分析与挖掘提供新的研究范式。近年来，伴随社会化网络的日益复杂，计算社

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步涌现。从推荐方法现有的研究瓶颈来看，冷启动、可解释性、结果评价等

仍然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而立足于社会化大数据分析的计算社会科学，将为推荐理论与方法体系的

发展完善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社会化推荐应关注价值观塑造与知识传播 

　　与传统推荐方法相比，社会化推荐优势显著。面向个体用户，海量社会化大数据引入了用户关

系、用户交互行为等信息以及跨领域的多维度信息，而用户交互行为以及跨领域信息的融合可有效应

对冷启动、可解释性的挑战，也有利于实现推荐结果的多样性。而且，社会化信息的融合实现了日益

精准的兴趣建模，极大推动了“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推荐。面向群组用户，在社会化网络中，频繁的

用户交互行为引致网络社区不断涌现，如学术交流群组以及诸多公共服务均表现出典型的群组特性，

社会化网络大数据为群组相似性偏好、差异性偏好、群体偏好集结提供了天然的基础数据支撑。如

此，社会化推荐有助于增强用户黏性，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如果社会化推荐仍与

传统推荐方法一样，为产品营销所驱动，则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弊端。对个体用户而言，个性化推荐的

信息同质性问题会诱导出“信息茧房”效应，进而引发个体偏执、极端甚至个体社会化属性的衰退；

对群组用户而言，“信息茧房”效应的蔓延将引致群体的观点同质、行为同质、偏好同质，在社会重

大问题或热点问题中极易引发舆情极化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有鉴于此，社会化推荐更应关注价值观塑造与知识的传播。具体而言，面向个体用户，社会化推

荐应立足于社会化大数据的多维度信息优势，通过个体社交大数据的有效挖掘，精准判断个体的价值

倾向与兴趣偏好，有效表达用户的多元化需求，基于社交影响力与兴趣建模实现面向个体的价值引

导，挖掘新颖性产品或信息，实现推荐结果的多样化。面向群组用户，社会化推荐应着眼于社会化网

络中横向结构群体之间的偏好差异、纵向结构群体之间的外部关联，通过融合网络结构与多源数据信

息，准确判断建模群组的价值倾向、行为偏好与群组个体的影响力，实现面向群组的主流价值信息定

向传播，规避“信息茧房”效应。唯有如此，社会化推荐才能在深度挖掘用户兴趣偏好与价值倾向的

同时，实现推荐精度的提升与主流价值的定向引导。

　　（作者：宋鹏、梁吉业，分别系山西大学MBA教育中心执行主任；山西大学副校长、计算智能与

中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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