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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电信终端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蚂

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武琳娜、王艳红、王淞鹤、田申、李昳婧、杜蕾、刘笑岑、杨骁涵、谷元坤、

吴少卿、落红卫、谷晨、石玉珍、黄天宁、陈志军、任资政、王天、胡立平、高任宇、刘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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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四条中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

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的公平公正”。《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十一、十二条以及《网

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完善人工干预和

用户自主选择机制。在推荐算法管理领域，我国已在法律与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补足监管空白的

背景下，依然面领着标准不清、实践不明等问题，为本实施指南的订立提供了必要性基础。本指南的目

的系为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可参考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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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算法干预控制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推荐算法干预控制的原则与实施方式，包括具有可操作性的人工干预机制，以及用户

自主选择机制和透明度，并结合行业应用场景给出可参考的示例。 

本文件适用于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参考建立完善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也可为第三方测评

机构对推荐算法干预控制过程的评估提供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5069—2010  信息安全技术  术语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T/TAF 138—2022  APP推荐算法用户权益保护技术要求及测评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推荐算法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利用生成合成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调度决策类等算法技术向用户提供信 

息。 

3.2  

干预控制  intervention control 

推荐系统的服务提供者通过人工等方式介入推荐算法流程，调整相应规则和配置的过程，或直接调

整推荐结果的过程。 

3.3  

内容召回  recall 

指按照相对简单的逻辑从推荐候选集中快速选择尽可能多的正确结果，并将结果返回给模型进行排

序。 

3.4  

预估目标  objective 

推荐系统预期达到的效果指标，如点击率、有效播放率、播放时长、点赞率、关注率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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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消重  deduplication 

推荐系统根据用户的历史、特定规则去除候选内容中重复内容。 

3.6  

融合公式  value tree 

推荐系统里面使用的一个技术，用来计算模型的融合分数。 

3.7  

助推规则  boost 

在预估服务中，通过调整预估评分的权重影响结果的排序。 

3.8  

打散  shattering 

对相同内容标签、功能模式、话题类型的内容进行打散，以避免推荐内容的单调性，防止同类内容

过于密集。 

3.9  

强插  forced insertion 

在最终推荐混排流的指定位置展示特定内容。 

3.10  

混排  Re-ranking 

不同的推荐内容在最终向用户进行展示前进行整合、分配的策略。 

4 基本原则 

推荐算法干预控制需考虑以下基本原则： 

a) 主流价值导向：坚持算法推荐的主流价值导向，针对优质、正向内容和负面、消极内容适配不

同的算法推荐干预措施，以实现积极传播正能量； 

b) 准确性与多样性：算法干预措施的选取宜有助于算法准确率和召回率的实现，并进一步拓展内

容的丰富度； 

c) 公平性：算法干预措施宜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及对特殊群体的重点保护，在复杂的算

法推荐生态系统中寻求各方利益和诉求的平衡； 

d) 个人权益保障：在算法系统设置干预措施之外，还可配备信息主体对于算法推荐结果的控制措

施从而实现对于个人权益的保障。 

5 具体措施与实施要求 

5.1 算法干预控制机制 

推荐系统一般由内容召回、过滤消重以及预估排序等多个相互联结的自动化环节构成，算法推荐服

务提供者可在上述环节中通过人工或其他规则方式介入系统，影响最终的推荐结果。推荐系统的主要环

节以及重要的干预控制措施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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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推荐系统的主要环节以及重要干预控制措施 

5.1.1 内容召回 

在内容召回阶段，推荐算法按照特定的规则和逻辑从全量的信息候选集中召回信息进入预估、排序

阶段。召回阶段宜满足如下要求。 

5.1.1.1 召回内容标签 

召回内容标签的设置合法合规，不得将违法和不良信息作为内容标签，使用个人的偏好特征作为召

回内容标签时，不得侵犯个人的权益。 

5.1.1.2 召回策略 

内容召回策略需考虑以下要点： 

a) 信息内容安全：不设置可能增加违法、不良信息召回概率的策略； 

b) 用户权益保障：不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召回策略，不设置可能侵害未成年人、老年

人权益的召回策略，导致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c) 市场竞争秩序：不利用召回策略操纵榜单或者检索结果排序、控制热搜或者精选等干预信息呈

现，实施影响网络舆论或者规避监督管理行为； 

d) 公平性：保障算法公平性，使同等质量的合法信息及内容得到公平的召回。 

5.1.2 过滤消重 

推荐候选集的内容经过召回后，推荐系统宜对内容进行过滤和消重，使违法违规、不良信息和重复

内容不被推荐。过滤、消重是对推荐内容进行的主动筛选，宜满足以下要求： 

a) 不断优化过滤审核模型和相关技术，提升过滤审核的准确度和有效性，及时发现、识别、过滤

和处理违法、不良信息，防止信息扩散； 

b) 建立健全用于识别违法和不良信息的特征库，完善入库标准、规则和程序； 

c) 合理利用内容消重策略，避免同质化内容的过度推荐，增强内容推荐的多样性； 

d) 不宜利用内容消重策略，影响信息内容的公平分发，操纵榜单或者检索结果排序、控制热搜或

者精选等干预信息呈现，实施影响网络舆论或者规避监督管理行为。 

5.1.3 预估排序 

5.1.3.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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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估排序阶段，推荐算法通过机器学习等模型预测待推荐信息的目标评分，并按照评分对待推荐

信息进行排序，按照顺序规则输出推荐信息，预估排序阶段需考虑以下要点。 

5.1.3.2 目标设定与融合 

预估排序的目标设定与融合需考虑以下要点： 

a) 推荐系统设定的预估目标合法合规，不设定可能导致违法、不良信息传播，可能导致过度推荐、

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以及其他违法违规、违背伦理或公平性的目标； 

b) 推荐系统的多个目标可通过计算公式融合最终预估分，融合公式的目标参数和权重配置应保证

推荐结果的公平性，不宜将可能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目标配置过高的权重。 

5.1.3.3 助推规则 

预估排序的助推规则需考虑以下因素： 

a) 信息内容安全：不设置对违法、不良信息进行推荐的助推规则； 

b) 用户权益保障：不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助推规则，不宜设置可能侵害未成年人、老

年人权益的助推规则，导致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c) 市场竞争秩序：不利用助推规则操纵榜单或者检索结果排序、控制热搜或者精选等干预信息呈

现，实施影响网络舆论或者规避监督管理行为，宜兼顾算法的公平性，使同等质量的合法信息

及内容得到公平的分发； 

d) 公平性及多样性：保障算法公平性，使同等质量的合法信息及内容得到公平的分发。减少可能

导致同质化内容过度推荐的助推策略，宜设置增加内容多样性的助推策略。 

5.1.3.4 打散强插 

预估排序的打散强插需考虑以下要点： 

a) 合理设置打散、强插策略和标准，减少同质化内容的过度推荐，增强内容多样性，保障信息的

公平分发； 

b) 推荐的内容进行混排时，合理分配不同推荐系统推荐内容，平衡自然推荐信息和营销信息的比

例； 

c) 不强插违法、不良及侵权信息，避免可能强插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或侵犯未成年人、老年

人权益的策略。 

5.2 用户自主选择机制 

5.2.1 概述 

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宜保障用户对推荐算法及其处理的数据的管理控制权以及自主选择权，用户可

以选择退出、关闭推荐算法决策，可以调整、修改部分算法的设置，影响算法的决策结果。 

5.2.2 关闭算法推荐服务 

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个性化推荐算

法的选项。例如，App通过应用内的一键开关提供便捷的关闭功能。 

用户选择关闭个性化推荐算法服务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需立即停止提供相关服务，但仍然可以

非个性化的方式进行内容推荐。如随机选取内容、热门内容或根据统一的排序进行推荐。 

5.2.3 用户标签、特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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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对于用户标签、特征管理需考虑以下要点： 

a) 可向用户提供选择或者删除用于算法推荐服务的针对其个人特征的用户标签的功能，例如用户

自主选择或删除偏好商品或内容标签； 

b) 不依赖用户标签进行内容推荐的算法，宜向用户提供撤回部分或全部个人信息用于算法推荐的

功能，如为用户提供撤回部分或全部个人信息用于算法推荐的开关，或提供不收集部分个人信

息的无痕模式。 

5.2.4 内容类型管理 

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可为用户提供针对某类内容进行反馈或投诉的渠道，以便用户实现对某类内容

的屏蔽或减少。宜为用户提供探索更多类型内容的功能，增强内容多样性。如为用户提供自主选择兴趣

内容的功能，帮助用户拓展兴趣的功能等。 

5.3 透明度要求 

5.3.1 系统解释 

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可通过产品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等方式，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向个人详细披露推

荐算法中干预控制机制以及用户自主选择机制的具体情况。 

5.3.2 个案解释 

对于个人针对单个具体推荐内容进行反馈、投诉，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宜及时回复、解释。宜通过

产品功能页面等途径向用户即时告知和披露某单个具体内容被推荐的机制、原因或反馈方式。 

个性化推荐算法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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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典型场景的特别要求 

 

推荐算法的应用场景广泛，涉及图文、视频、商品、广告等不同对象，覆盖个性化推荐、信息检索、

精选排序等不同类型。典型场景的特别实践要求见表A.1。 

表A.1  典型场景实践要求 

典型场景 算法干预控制机制 用户自主选择机制 

图文、视频内容推荐、搜索 
不宜导致违法、不良内容的推荐、传播。 

增强内容的多样性，避免同质化内容过度推荐。 

宜提供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 

宜提供用户标签或特征管理的功能。 

宜提供内容管理、反馈的功能。 

商品推荐、搜索 
不宜导致大数据杀熟等差别待遇。 

不宜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 

宜提供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 

宜提供用户标签或特征管理的功能。 

广告推荐 

不宜导致违法、不良广告内容的推荐、分发。 

不宜诱导过度消费。 

不宜导致差别待遇。 

宜提供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 

宜提供用户标签或特征管理的功能。 

热榜推荐 

不宜操纵榜单、控制热搜或者精选等干预信息呈

现。 

不宜实施影响网络舆论或者规避监督管理行为。 

宜提供用户反馈的机制。 

宜对广告、推广内容进行特别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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