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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会员比普通会员贵211元
APP订酒店遭遇大数据杀熟

近年来，大数据杀熟时有发生，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而随着2024年春运开启，出行旅游迎来高
峰，人们将更频繁使用网络平台购票、订票、订酒店等，对平台是否存在大数据杀熟也格外关注。

当下，大数据杀熟现象是否仍然存在？怎样的情形算大数据杀熟？如何整治大数据杀熟？带着问题，记
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通过舆情监测手段梳理出8种大数据杀熟形
式，分别为：新老用户打折优惠信息不同；广告联盟分享用户数据；针对用户特点
提供特定服务；多次浏览后价格自动上涨；浏览过程遭遇“花式”催买；老用户比
新用户价格高；默认勾选之前购买过的产品；不消费时送优惠券，消费时却没有。

根据此前北京消协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61.21%受访者认为大数据杀熟主
要体现为不同用户享有不同的折扣或优惠，45.76%受访者认为体现为多次浏览
后价格自动上涨，36.92%受访者认为体现为同一时间不同用户价格不同。

据法治日报

多知道点

多种杀熟形式

黄金会员比普通会员贵211元

黄金会员账号显示的价格为2910元一晚，普通会员账号显示的价格为
2699元一晚……这是记者近日在某款APP上，用两个账号分别搜索三亚某度假
酒店同时间同房型的价格。两个账号都没有使用任何优惠券。

随后，记者就此问题电话咨询该旅行APP客服，对方回复，这是由于平台会
给新注册用户一定的优惠。但记者发现这种优惠政策并不透明，在费用明细中，
只有用户需要支付的总价，并无详细的优惠说明。

在与上述客服的进一步沟通中，对方解释平台是按照优惠后的价格进行直
接展示，如果有叠加优惠券会在明细中展示出来，如果没有，则会按照会员等级
展示最终价格。

同时间同一航班价差900多元

近日，河南郑州一网友爆料称，在某平台订机票时发现，用3部手机在同一
时间看同一航班，价格各不相同，且差异巨大——搜索2月7日郑州飞往珠海的
南航CZ6489次航班时，3台手机上所显示的价格分别为400元、481元、1330
元。

1月21日，记者尝试用两台手机在某平台上查询杭州到昆明的机票价格。
通过对比发现，用两个不同的身份证购买同一时间、同一班次的机票，价格会有5
元至10元的差别，其中等级高的账号价格高于新注册等级账号。

在评论区，有网友怀疑价格或与手机型号有关，也有网友称订的机票越多就
越贵。平台客服回应称，每位旅客随机的优惠不一样，并非平台杀熟，建议使用
家人、朋友的不同账号比较一下，选一张最便宜的下单。

相关案例

这是使用了“惊喜特惠”

对此，平台客服回复，由于机票价格分属不同的航空公司投放在平台上，航
空公司的销售采取的是全国联网随订随售模式，所以机票价格会根据市场销售
情况变动是正常现象。客服称，造成最终价格不同的原因是使用了“惊喜特惠”，
这是平台随机投放的优惠政策。

记者进一步询问，系统随机投放的依据是什么？客服称，所有用户都有可能
接到特惠金额。此外，平台会根据用户所购买的产品进行里程累积，从而升级用
户的会员等级，用户可以兑换等级相应的优惠券或福利。等级越高，可兑换的福
利就越多，与价格没有关系。

客户回应

这是一种严重背信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大数据杀熟是一种严重背信行为，不符合道德要求，更违反法律要求。消费

者与网络平台之间的“熟”即“用户黏性”，消费者基于信任使用平台，不再货比三
家；平台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对熟悉的顾客提供相对较高的价格，甚至歧
视性待遇，属于典型的不诚信行为。

即便是诉讼也很难有结果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
判断是否构成大数据杀熟，需要认定平台是否对交易相对人在价格上进行

差别对待，以及认定交易相对人是否“条件相同”。但实际情况是，消费者缺乏必
要的技术条件，难以辨别商家是否存在大数据杀熟行为。而当前大数据杀熟的
很多案例，大部分是处于质疑阶段，即便是诉讼也很难有结果。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
因是目前关于大数据杀熟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其概念具有模糊性和主观性。
例如，企业认为是为了精准推送更适合消费者的商品或服务，或者是以新人红
包、新人专享或新人优惠等“获客”营销。而消费者认为，同时在同一平台购买同
一商品或服务时，实际成交价不同就是不公平，就是大数据杀熟。

目前可以从两方面判定企业是否构成大数据杀熟。第一是差别化推送，即
企业通过大数据的技术手段，根据用户特征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只推送给用
户符合其特征的信息或产品；第二是明显的价格歧视，但需要看它是否有公平合
理的依据，并非成交价不一样就是大数据杀熟，这其中还包含是否存在企业正常
营销规制等各种复杂因素的衡量。

专家说法

有从业者认为，对于大数据杀熟问题的处理切忌“一刀切”，应正确对待促销
等正常的商业行为，重点关注是否因消费者身份进而提供差别服务和价格，基于
用户身份进行的服务差别定价，存在主观故意。

针对治理大数据杀熟现象，受访专家认为应该双管齐下，从企业和监管部门
两方面细化责任与约束手段。

陈音江认为，企业应当合理使用大数据技术，不能通过大数据技术损害消费
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在刘俊海看来，大数据杀熟一事牵涉面较广，头绪也较多，一方面要明确“归
谁管”，可考虑由国家市场监管部门作为主体监管部门，牵头组织商务、工信、网
信、文旅等有关部委一道，形成监管合力，消除监管盲区；另一方面要明确“怎么
管”，引入外在的制裁与约束机制，严惩失信行为，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同时，应使
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杀熟行为进行自动侦测和预警，提高执法效率和力度。

该怎么管

引入机制，提高企业违法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