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实施条例》(下称《条

例》)正式施行，对

“大数据杀熟”等问

题 进 行 了 明 确 规

定。该《条例》第九

条第二款规定，经

营者不得在消费者

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同一商品或者服

务在同等交易条件

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该《条例》

的落地实施将有效预防“大数据杀熟”

这一违法现象的发生。

包增春表示，《条例》明确了“大

数据杀熟”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因消

费者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其与

经营者在交易信息获取上处于不对

称地位，这种情况在现今数字经济时

代中更为突出，故为了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我国法律从保障消费者知

情权、可以经营者告知义务等方式来

平衡消费者在交易信息获取上的天

然弱势地位。

对此，包增春提醒广大消费者，应

谨慎管理自己的个人信息，尽量不开

启手机APP对个人隐私信息的访问权

限，慎重分享与个人信息相关的内容

和资料，并通过成本较低的途径进行

维权。“可以通过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消

费者保护协会投诉实现，或者拨打

12315热线举报商户平台的不公平价

格行为。这些措施既可避免直接对

抗，又能有效引起监管机构的注意，促

使其介入。”包增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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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制作“用户画像”
消费者稍有不慎即“中招”

律师：“大数据杀熟”本质为欺诈相关法规逐步完善将有效预防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消费

者在享受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面临着遭遇消

费套路的风险。

“类似于‘同一商品不同账号不同价’这种

因商家欺诈导致不公平交易，损害老客户消费

权益的行为，就可以被称为‘大数据杀熟’。”日

前，安徽云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二级律师包

增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区别定价’是

常见套路之一，其他还包括‘惯性支付’‘花样

变现’‘自动续费’等。”

记者了解到，随着今年7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正式落地实

施，“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

置不同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如今已被明

确为违法违规行为。对此，有法律专业

人士表示，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

善，这一现象也终将得到有效预防。

记者 唐朝 叶俊杰

大数据制作“用户画像”
同意“隐私政策”应慎重

“用户经常浏览平台的某件商品，并且开通了该商品所

属店铺的会员，平台就默认用户喜欢该商品。基于用户在平

台的购买记录，会识别用户的消费能力，然后进行‘大数据杀

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在某网络购物平台工作的马斌

（化名）说道，“典型的表现就是老用户购买同一商品的折扣

比新客更少，价格更高。”

马斌称，根据用户的搜索、浏览及购买记录，网络平台会

制作“用户画像”，并依据“用户画像”定义消

费级别，从而推送给用户相关价格的产品。

“这就导致两个人搜索同一产品关键词，出

现的产品价格区间却不一样。”马斌说道。

此外，马斌告诉记者，平台还会收集用

户的个人用户名、头像、照片、手机型号、地

理位置、消费偏好等个人信息，根据这些信

息更加精准地了解用户的需求，从而进行

“个性化杀熟”。同时，这些信息会共享给第

三方广告公司，广告公司会通过应用程序推送相关广

告。这样就会出现：“当用户与朋友在某聊天软件里聊

到了一件产品，打开另一APP就会推送给用户刚刚聊

过的产品”的情况。

怎样预防平台对用户进行“大数据杀熟”呢？“想要

防止个人信息和数据被过度收集和使用，

首先要保证在官方应用平台下载应用程

序，打开新的应用程序后，也不要轻易勾

选同意‘隐私政策’。”马斌说道。

记者了解到，由“大数据杀熟”而

产生的法律纠纷案件目前已有判例。

在此前的一起民事案件中，原告

胡某某诉称，2020年7月18日，其通过

被告携程公司名下的携程APP预订了

浙江舟山某酒店房间一间，被告携程

公司向其收取房费2889元，并向其声

明该价格是为其争取的最优价。第二

日退房时，因要求酒店开发票，胡某某

才发现酒店的房价加上服务费、税金

总价仅1377.63元。酒店向胡某某明

确 告 知 ，真 实 的 零 售 开 票 价 仅 是

1377.63元，被告携程公司声称的最惠

房价并非真实房价。胡某某认为被

告的行为实属欺诈，随即与被告进行

维权交涉。

最终，此案经法院二审判决，上

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退还胡某某订房差价

243.37 元，并按差额房费的三倍支付

赔偿金4534.11元。

包增春分析称，在此案件中，胡

某某在使用携程APP时同意了《服务

协议》《隐私政策》，其个人信息已经

为商家及其关联企业所掌控，商家在

其《隐私政策》中收集了大量与服务

无关的个人信息，并利用这些数据精

细化消费者画像，进而实施“量体裁

衣”的定价策略。

“就上述案例而言，携程 APP 上

存在第三方代理商预先零费用囤房、

择机翻倍加价的行为，在消费者以高

溢价的价格订购酒店房间，遭受价格

欺诈的过程中，携程公司是否履行了

法律规定的告知义务，是否尽到了电

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尽的监管义务，

是认定欺诈事实的关键考量因素。”包

增春说道。

包增春表示，“大数据杀熟”本质

上是一种因商家的欺诈导致不公平交

易行为，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消费

者权益的严重损害。“我自己就曾在出

差订酒店时，四个人打开的网页却是

不同的价格。”包增春说道。

但也有人认为，大数据“算法”具有

即时性、隐蔽性、模糊性和复杂性等特

点，监管部门很难查证和处罚，消费者

更加难以发现，且由于“杀熟”行为主要

集中在网购、出行、订票等消费金额相

对较小消费场景，诉讼过程中存在维权

成本高、举证困难、价格歧视等阻碍，一

些消费者最终会选择放弃维权。

“大数据杀熟”实为商家欺诈 此前已有判例

法律条文逐步完善“大数据杀熟”将有效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