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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系统已成为提升用户体验和企业效益的重要手段。本

文旨在研究基于大数据的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算法，并深入探讨其合法性问题，以期在保障用户隐私和

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优化推荐效果，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介绍了大数据技术在电子商务

中的应用及其所带来的变革与挑战。接着，深入研究了当前主流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包括协同过滤、基

于内容的推荐、混合推荐以及深度学习在推荐系统中的应用。最后，本文聚焦于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的

合法性问题，分析了用户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的法律法规要求，以及个性化推荐中隐私泄露的风险。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算法的优化方向及相应的合法性保障措施，这些举措旨在提升算法推荐的准确性和多

样性，同时确保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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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 e-commerc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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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user experience and enterprise benefit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e-commerc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big data and discuss its legitimacy in depth, with a view to optimizing the recommendation ef-
fect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under the premise of safeguarding 
user privacy and data security.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e-commerce and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t brings. Then, the current mainstream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are studied in depth, including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content-based 
recommendation, hybrid recommend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eep learning in the recommen-
dation system. Final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egitimacy of e-commerce personalized recom-
mendation, analyzing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f user privacy protection and data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risk of privacy leakage in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On this basis, 
the optimization direction of the algorithm and the corresponding legitimacy safeguards are pro-
posed, and these initiatives aim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diversity of the algorithmic recom-
mendations, while ensuring that user privacy and data security are not vio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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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的全面普及和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导致网络购物平台的用户在面对海量信息时，

所遭遇的信息过载问题日益凸显。当前，如何在海量商品中为用户精准地推荐其感兴趣的产品，已成为

电子商务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1]。个性化推荐系统的出现，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这

一系统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的历史行为、兴趣偏好等信息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以实现精准营销与

提升用户体验[2]。然而，在个性化推荐算法不断演进、推荐效果日益精确的同时，其涉及的合法性问题

也逐渐浮出水面[3]。用户隐私泄露、数据滥用等风险不容忽视，这使得个性化推荐算法在设计与实施过

程中必须兼顾法律与伦理的约束。因此，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基于大数据的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算法，不

仅关注算法本身的优化与创新，更致力于剖析其在法律框架下的合规性问题，以期为电子商务行业的健

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2. 大数据技术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 

2.1. 大数据的概念与特征 

大数据作为这个时代的技术热词，其实质远远超出字面理解。它不仅仅是指数量庞大到难以用传统

方法和工具在合理时间内捕获、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更是一种全新的信息处理理念和模式[4]。大数

据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大”，但这种“大”不仅在于数量上的巨大，更体现在数据的多样性、增长速度

及潜在的价值上。在传统数据处理模式下，企业往往面临着数据量大、处理速度慢、数据类型单一以及

价值密度不高等问题。不过，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与发展，这些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大数据技术

能够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无论是结构化数据还是非结构化数据，均能被有效地整合与分析。同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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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速度极快，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数据的采集、清洗、分析和挖掘等工作，为企业提供实时的决

策支持。在电子商务领域，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更是如鱼得水。电子商务平台上每天均会产生大量的用户

数据，包括浏览记录、购买记录、搜索记录、评价信息等。这些数据看似杂乱无章，但实际上蕴含着巨

大的商业价值。通过大数据技术，企业得以深入挖掘这些数据中的关联与规律，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市场

趋势和用户需求。 

2.2. 电子商务中的大数据来源与类型 

电子商务中的大数据，其丰富性源于用户在平台上的多样化行为[5]。每当用户浏览商品、搜索关键

词、完成购买或留下评价时，均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为电子商务平台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资源。

从数据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些数据可以分为三大类，分别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 
首先，结构化数据时最为规范和易于处理的一类数据，它主要包括交易数据、用户信息等。这类数

据具有明确的格式与字段，可以方便地存储在数据库中，并通过 SQL 等查询语言进行高效检索与分析。

交易数据记录了每一笔交易的信息，如交易时间、交易金额、购买商品等；而用户信息则涵盖了用户的

注册资料、收货地址、联系方式等，是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用户管理与个性化服务的基础。 
其次，半结构化数据则介于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之间，具有一定的结构但规范性不足。这类

数据主要包括用户评论、商品描述等文本信息。用户评论是用户对商品或服务的真实反馈，其中包含了

大量的情感信息与消费体验；而商品描述则是对商品属性、功能、用途等的详细介绍，是用户了解商品

的重要途径。虽然半结构化数据不似结构化数据那样易于处理，但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等技术，可从

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与特征，为电子商务平台的商品推荐、用户画像等提供支持。 
最后，非结构化数据则是最为复杂和难以处理的一类数据，它主要包括图像、视频、音频等多媒体

信息。这类数据没有固定的格式与字段，无法直接存储在传统的数据库中。但是，随着如今人工智能与

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平台可借助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处理与

分析。譬如，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可以自动识别商品图片中的商品类别、品牌等信息；而通过语音识别

技术，则可将用户的语音搜索请求转化为文本信息，进而实现智能搜索与推荐。 

2.3. 大数据技术对电子商务的影响与挑战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电子商务领域产生了深刻且广泛的影响，为企业和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大数据技术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用户满意度。通过对

海量数据的实时分析与挖掘，企业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市场动态和用户需求，从而快速地响应市场变化、

优化产品设计和服务流程。这不仅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提升了用户体验，同

时也为企业带来了更高的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企业开拓了更多的商业

机会，并赋予了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独特优势。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深入分析，企业可以发现新的

市场机会与潜在的用户群体，进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和产品创新方案。这种基于数据的决策模

式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市场敏锐度和反应速度，还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实现持

续增长。 
然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并非是一帆风顺，它也为电子商务领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例如，随着数

据量的爆炸式增长与处理难度的不断提升，企业在数据存储、处理和分析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了

应对这些挑战，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与技术力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据处理能力，这包括

采用高性能的存储设备、优化数据处理算法、构建分布式计算平台等措施，以此确保数据的高效存储与

快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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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算法研究 

3.1. 个性化推荐系统的基本原理 

个性化推荐系统是信息时代的导航仪，其能够深入理解用户的需求与兴趣，并根据这些特点推荐相

关的内容与产品，这背后离不开一系列缜密的操作流程。通常来看，推荐系统的流程主要包括四步：收

集信息、建立画像、算法匹配、结果呈现[6]，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系统会细致地收集每位用户留下的数据痕迹，比如网页浏览的足迹、购物车里的商品、搜索

历史，乃至对产品的评价与打分。这些数据构成了用户行为的基础档案，接下来，系统会依据这些数据

精心绘制用户的数字画像。这不仅勾勒出了用户的基础属性，还深入描绘了其喜好、需求及行为特征，

为后续推进提供了精确的参照。之后，基于用户的数字画像，推荐算法开始在海量内容中寻找与用户兴

趣和需求最为匹配的商品或服务。最终，筛选出的结果以用户喜欢的界面呈现出来。不论是手机应用还

是电脑网页，用户都能看到系统为其定制的推荐内容，体验个性化的购物之旅。在整个过程中，系统始

终保持高度的灵活性，随着用户行为的变化进行动态更新，始终保持与用户的需求高度同步。 

3.2. 主流个性化推荐算法介绍 

第一，协同过滤推荐算法是推荐领域的经典方法之一，其核心理念在于“协同”，即借助用户或物

品间的相似性来进行有效的推荐。在用户协同过滤中，算法的核心在于找到与目标用户兴趣相似的其它

用户群体，这些用户的喜好成为了为目标用户推荐物品的重要依据。算法会分析这些相似用户的购买、

浏览或评价记录，从中提炼出共性，进而为目标用户提供符合其兴趣范围的物品推荐。与此不同，物品

协同过滤侧重于物品间的相似性分析。若某一用户喜欢某一特定物品，算法将从物品的属性、分类、用

户评价等多个维度出发，搜寻与这一物品相似的其它物品推荐给该用户。 
第二，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则是深入到物品的内部特征中进行推荐。它不仅是考虑用户的行为，更

多的是从物品的内容出发，找到与用户历史喜欢的物品在内容上相似的其它物品。比如，对于文本内容，

算法可能会分析关键词、主题、文体等；对于图像与视频，可能会考虑颜色、形状、运动模式等视觉特

征。通过比较这些特征，算法能够精准地为用户提供与其喜好相符的内容推荐。 
第三，混合推荐算法将多种不同的推荐算法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以达到更高的推荐效果。因为每

一种单一的推荐算法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与不足之处。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混合推荐算法便应运而生。

混合推荐算法根据不同的混合方式，又可细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加权混合是一种常见的混合方式，其

为每种算法分配一个权重，然后综合各算法的结果进行推荐，权重的分配可能基于算法的历史表现、实

时效果等因素；切换混合则更为灵活，其会根据不同的场景、时间或用户需求来选择最合适的推荐算法

进行推荐；分层混合则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推荐系统，每一层都利用前一层的结果进行优化与细化，从

而为用户提供更为精准和个性化的推荐体验。 

3.3. 推荐算法的性能评价指标 

为了全面而准确地评估个性化推荐算法的性能表现，学者们通常会借助一系列的评价指标来对推荐

结果进行量化分析[7]。这些评价指标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了推荐系统的准确性与推荐质量，为算法的优化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准确率是推荐系统中最直观且常用的评价指标之一，其反映了推荐结果中用户真正

感兴趣的物品所占的比例，即推荐系统为用户成功命中的“靶心”有多大。准确率的计算方式是将推荐

结果中用户真正喜欢的物品数量除以推荐结果的总数，得到的结果越高，说明推荐系统的准确性越好。 
与准确率相辅相成的是召回率这一评价指标，其衡量的是用户真正感兴趣的物品中有多少被推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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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成功捕捉并推荐了出来。召回率是通过将用户真正喜欢的物品中被推荐出来的数量除以用户实际喜欢

的物品总数来计算的，其数值的高低直接反映了推荐系统的覆盖能力与对用户需求的把握程度。但是，

准确率与召回率在某些情况下却可能产生矛盾，即提高了准确率可能会导致召回率的下降，反之亦然。

为了综合权衡这两个指标，学者们引入了 F1 值(F1 Score)这一评价指标[8]。F1 值是准确率与召回率的调

和平均数，其通过赋予准确率与召回率不同的权重来计算出一个综合得分，从而更全面地评价推荐系统

的性能表现。 
此外，AUC 值也是衡量推荐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推荐系统中同样具有广泛的应用[9]。AUC

值(Area Under the Curve)表示的是分类器将正样本(用户真正感兴趣的物品)排在负样本(用户不感兴趣的

物品)前面的概率。它通过计算 ROC 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下的比面积来得到，结

果越接近 1 说明分类器的性能越好。在推荐系统中，AUC 值可用来衡量推荐算法对于用户喜好的区分能

力，即推荐系统能否将用户真正感兴趣的物品从众多物品中准确区分出来并推荐给用户。 

4. 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4.1. 数据收集与使用的合法性争议 

当前，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在数据收集与使用方面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了广泛的关

注与讨论。在实际操作中，许多电子商务平台为了追求更高的推荐准确性与用户满意度，往往会大量收

集用户的个人信息与浏览行为数据。但是，这些数据的收集往往是在未经用户明确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无疑是对用户权益的严重侵犯。例如，一些平台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如 cookies、用户行为跟踪等，悄

无声息地收集用户的浏览记录、搜索历史、购买偏好等敏感信息[10]。这些信息被用于构建精细的用户画

像，以便进行更为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用户的知情权与隐私权被严重忽视。许多

用户并不知道自己的数据被如何收集、使用和共享，也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个人信息。此外，这些被收

集的数据，其后续使用情况也缺乏明确的规范与有效的监管。在缺乏透明度与监管机制的情况下，这些

数据存在被滥用与泄露的巨大风险。一旦数据被不法分子获取或滥用，将对用户的个人隐私与财产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 

4.2. 用户隐私保护的挑战 

在个性化推荐的全流程中，保护用户隐私无疑是一项极为核心且紧迫的任务。不过，深入剖析当前

电子商务平台的实际操作，不难发现，在隐私保护这一关键领域，许多平台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甚至

可以说是存在明显的短板与漏洞[11]。 
首先，从数据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些电子商务平台在技术上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措施，但由于个性化

推荐算法本身的不透明性，用户隐私仍然可能遭受间接泄露的威胁。理由在于，这些复杂的算法在处理

用户数据时，往往会涉及到大量的个人敏感信息，如消费习惯、兴趣爱好、社交关系等，但由于算法的

工作原理与决策过程对用户来说是不透明的，故用户很难判断自己的数据是否被合理使用，以及是否存

在被泄露的风险。这种不透明性不仅加剧了用户对平台的信任危机，还为潜在的隐私泄露问题埋下了隐

患。 

4.3. 数据跨境流动的合法性难题 

现如今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用户数据不仅局限于单一国家内处理，而是经常需要在不同国家之间

进行跨境流动，这种流动对于提供全球化的服务与优化用户体验而言至关重要。但是，不同国家对于数

据保护所制定的法律与标准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位用户数据的跨境流动带来了极大的合法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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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数据保护法律体系，规定了数据的收集、处理、存储和传输等各个环节的

要求与标准。当用户的数据从一个国家传输到另一个国家时，就可能面临两国法律体系的冲突与差异。

譬如，一些国家可能要求数据必须在本地存储和处理，不得跨境传输；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允许数据跨

境流动，但对跨境数据流动施加严格的限制与条件。 
对于电子商务平台而言，其在进行跨境数据传输时，往往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与规范指导。这意味

着电子商务平台在进行数据传输时可能存在盲点与不确定性，不知道应该遵循哪个国家的法律标准，也

不知道如何确保数据传输的合法性与安全性。这种缺乏明确指导的情况不仅增加了数据传输过程中的法

律冲突风险，也给电子商务平台带来了合规风险，因为其一旦违反了某一国家的法律标准，便可能面临

重大的法律制裁与声誉损失。 

4.4. 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的缺失 

如前所述，个性化推荐算法通常融合了复杂的机器学习与尖端的人工智能方法。这些算法通过对海

量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能够精准地捕捉用户的兴趣偏好，进而生成高度个性化的推荐结果。不过，

正是由于其背后所依赖的复杂技术与数据处理流程，这些算法的决策过程往往如同一个“黑箱”，缺乏

足够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其很难理解这些算法是如何根据自己的浏览历史、购买

记录与其它行为数据，生成特定的推荐结果的。这种不透明性不仅让用户感到困惑与不安，更容易引发

其对推荐系统的不信任感。毕竟，如果连推荐结果是如何产生的都弄不清楚，用户又怎会放心地接受这

些推荐结果。 
遗憾的是，当前许多电子商务平台在算法透明度方面的表现并不理想[13]。它们往往未向用户提供关

于推荐算法的基本原理与运行机制的详细说明，也没有提供有效的途径让用户能够自行探索与理解这些

算法的基本工作方式。这种不透明的做法不仅加深了用户对推荐系统的不信任，还妨碍了电子商务平台

与用户建立更紧密、更信任的关系。 

5. 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推荐算法优化与合法性保障 

5.1. 数据收集与使用的合法性保障措施 

5.1.1. 明确告知与授权 
在涉及用户数据收集的每一个环节，电子商务平台均必须始终坚守透明与诚信的原则。在收集用户

数据之前，平台应通过显著的方式，如弹窗提示、隐私政策链接等，明确、全面地告知用户关于数据收

集的一切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数据收集的目的、具体将收集哪些数据、这些收据将被如何使用、

是否与第三方共享、存储的期限以及安全措施等。这样不仅能让用户对自己的数据有更清晰的了解，也

能帮助用户做出是否授权平台收集其数据的明智决策。在此基础上，为了确保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得

到充分尊重，平台在获得用户授权时，应采用明确且不可回避的方式，如设置专门的勾选框，要求用户

主动勾选以表示同意，任何默认勾选、捆绑授权或隐蔽同意的方式均是不可行的。此外，平台还应提供

便捷的拒绝与撤销授权的途径，让用户能够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调整数据授权的范围。 

5.1.2. 最小化原则 
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电子商务平台应遵循“最小化原则”，即仅收集为实现个性化推荐功能所绝

对必需的最少数据。这意味着平台需要对所需数据进行严格的筛选与评估，避免收集与推荐目的无关或

超出必要范围的数据。通过实施最小化原则，平台不仅能减少数据处理的复杂性与成本，还能有效降低

数据泄露与滥用的风险。为了实现最小化原则，平台可采取多种措施。例如，对收集的数据类型进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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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仅收集与推荐算法直接相关的数据，并定期清理与删除过时的、不再需要的数据；同时，通过技术

手段对数据进行脱敏与匿名化处理，确保即使数据被泄露也难以追溯到具体的个人。 

5.2. 加强用户隐私保护的对策 

5.2.1. 数据加密与脱敏 
在电子商务领域，用户数据的安全性极为重要。为确保用户数据不被非法获取和滥用，平台应采取

一系列严格的数据保护措施。其中，数据加密与脱敏是两种非常有效的技术手段。数据加密是一种通过

特定算法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密文的过程，使得未经授权的人员无法轻易读取与理解数据的真实内容。对

于收集到的用户数据，电子商务平台应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进行加密处理，确保数据在传输、存储与

处理过程中的安全性。即使数据不慎泄露，攻击者也无法直接获取数据的明文内容，从而有效保护用户

的隐私安全。除了数据加密之外，前文就已提到过，平台还应对敏感信息进行脱敏处理。脱敏是一种将

数据中的敏感部分进行替换、删除或修改的技术，使得数据在保留其原始结构和意义的同时，去除或降

低与个人身份相关的识别度。例如，对于用户的姓名、手机号码、邮箱地址等敏感信息，平台可采取部

分替换、添加随机字符或进行哈希处理等方式进行脱敏处理，从而降低用户隐私泄露的可能性。 

5.2.2. 定期数据安全审计 
为了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机密性得到持续有效的保障，电子商务平台还应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

构进行定期的数据安全审计。这些第三方机构通常具有丰富的数据安全知识与经验，能够对平台的数据

收集、存储、处理与传输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评估。审计过程中，由第三方机构来对平台的数

据加密与脱敏措施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检查是否存在潜在的安全漏洞与风险点。同时，第三方机构还能

对平台的数据访问控制、安全事件响应机制以及员工的数据安全意识等方面进行评估。通过定期的数据

安全审计，平台可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数据安全问题，确保用户数据始终处于安全可控的状态。 

5.3. 规范数据跨境流动的举措 

5.3.1. 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日益盛行的今天，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电子商务运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

而，鉴于该过程的极度复杂性和潜在的法律风险，建立一套健全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此机制首先需要清晰地界定数据跨境流动的具体目的，如业务拓展、用户服务优化等，并确保这些目的

与企业的整体战略与目标相一致。其次，应明确规定数据流动的方式，包括传输、共享、存储等，并对

每种方式进行安全性与合法性的评估。此外，还需要划定数据跨境流动的范围，如涉及哪些类型的数据、

数据的流向及接收方等，确保所有流动数据都受到适当的监管与保护。这一管理机制的建立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需要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协议的要求紧密结合。企业应定期对这些要求进行学习与解读，确

保自身的数据跨境流动实践始终与之相符。同时，这一机制还应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法律环境和业务需求。当外部环境或企业内部状况发生变化时，管理机制应及时做出调整，以确保数据

的合法性与安全性始终得到维护。 

5.3.2. 与监管机构沟通合作 
在跨境数据流动的管理中，企业单方面的努力虽然重要，但远远不够。积极与国内外的监管机构进

行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跨境数据流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是确保这一流程顺畅进行的关键。企业应主

动向监管机构展示自身的数据流动实践与管理机制，听取其意见与建议，以改进与优化现有的流程。同

时，当企业在跨境数据流动中遇到困惑或挑战时，也应及时向监管机构寻求指导与帮助。这种沟通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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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关系应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即企业应透明地展示自身的数据处理与流动情况，不隐瞒、不欺骗；

监管机构则应公正、公平地对待企业，不歧视、不打压。双方通过深入的交流与协作，可共同发现并解

决跨境数据流动中存在的问题与隐患，从而确保数据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安全地流动，为电子商务的发

展提供坚实的支持。 

5.4. 提高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的方案 

5.4.1. 公开算法原理与运行机制 
为了提高用户对个性化推荐结果的信任度，电子商务平台应采取积极措施，向用户公开推荐算法的

基本原理与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平台可通过发布详尽的技术文档，深入浅出地阐述推荐算法的工作原

理、设计思路以及实现过程，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算法的运行逻辑与决策依据。同时，平台还可以定期

举办技术沙龙或线上交流活动，邀请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专家学者与用户面对面交流，解答用户

关于推荐算法的疑惑与问题。通过这些措施，平台不仅可以增加用户对推荐系统的认知度与信任度，还

能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应当注意的是，公开算法原理与运行机制并不意味着暴露算法的

所有细节与秘密。平台在公开算法信息时，应平衡好透明度与商业机密之间的关系，既要确保用户能够

充分了解算法的运行原理，又要保护自身的核心技术与商业秘密不被泄露。 

5.4.2. 提供用户反馈渠道 
用户反馈是优化推荐算法的重要来源。电子商务平台应建立完善的用户反馈渠道，及时收集并处理

用户对推荐算法的看法与建议。例如，平台可以在用户界面设置醒目的反馈入口，鼓励用户在使用过程

中提出任何问题或建议。同时，平台还应建立专门的团队或机制，负责收集、整理与分析用户反馈的信

息，及时发现并解决算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此外，平台还可以定期开展用户调研或问卷调查活动，主

动获取用户对推荐算法的满意度与改进意见，为算法的优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通过这些措施，平台

还可以持续优化推荐算法的性能与用户体验，不断提升用户的满意度与忠诚度。 

6. 结语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个性化推荐系统的广泛应用，这些系统已成为提升用户体验、促进消费

增长的关键工具。然而，在享受个性化推荐带来的便利和愉悦时，也不能忽视其中潜藏的合法性问题。

从数据收集与使用的合法性，到用户隐私保护的挑战，再到数据跨境流动的困境，以及算法透明度与可

解释性的缺失，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寻求合法、合规且可持续发

展的解决方案。电子商务平台应增强法律意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尊重用户隐私权益；同时，要加强

技术研发和创新，提升数据安全和算法透明度。政府和相关机构也应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

强监管力度，为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综上所述，电子商务个性化推荐的合法

性问题不容忽视，只有通过共同努力和持续改进，才能确保这一领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用户带来

更好的体验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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