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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愈发变快，大数据时代的出现，电子商务在中国的经济

转型与升级中处于重要地位。但是根据相关信息机构调查发现，B2C 电商市场

也存在着欺骗顾客、算法歧视等问题。因此本文基于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

理规范》对 B2C 电商企业中存在的商业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出现这些伦理

问题的原因、提出相关建议。通过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企业行为，促进中国

B2C 电商市场健康发展。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评论综述，对商业伦理和利益相关者的发展演变过

程进行了阐述、对中国 B2C 电商企业的现有环境进行了总结，综合出现阶段存

在的问题。利用案例研究法对中国具有代表性的 B2C 电商企业的社会责任、伦

理道德现状进行了思考，用批判性思维对相关数据进行假设推理，总结了影响

目前 B2C 电商商业伦理的主要因素。 

通过结合中国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对目前的电商企业平

台所存在的情况进行深入思考。得出在目前大数据时代下，存在着数据的收集

权利、拥有权利、分配权利方面不明确、人工智能算法应当存在并遵循的伦理

规则没有具体落实、B2C 电商企业平台的大数据运营机制如何运营没有具体的

实施方案以及平台对用户的信任维护存在问题、大数据机器学习在相关准则精

准实施过后会面临到的问题无法解决等结果，需要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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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研究，本文探讨了如何在 B2C 电商企业平台建立健康商业伦理体系。

首先需要寻找目前企业存在的商业伦理问题，包含了利益相关者冲突、大数据

算法歧视、人际关系等方面。然后通过与国家政府合作建立商业伦理体系、建

立诚信平台、统一商业伦理规范，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对领导者进

行相关伦理培训、对企业文化伦理相关方面进行修改等。只有遵从这样的发展

统一路线，才能使中国的新经济模式可持续发展。 

 

关键字：商业伦理结构；B2C 电子商务；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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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atic Paper Title: Research on Business Ethics of B2C E-commerce Enterprise 
Platform Based on China's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Author:   Mr. Wenbin SUN 

Principal Advisor:  Assist. Prof. Wei Meng 
Co-advisor:  ----- 
Department: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cademic Year:  2021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tting faster and faste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ra of big data, e-commer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agencies, B2C e-commerce market also exists cheating customers, 

algorithm discrimination and other problems. Therefore, based on China's Ethical Code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usiness ethics 

problems existing in B2C e-commerce enterprises,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se ethical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By further regulating the behavior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B2C e-commerce marke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business ethics and stakeholders,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 of China's B2C e-commerce enterprises, 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mergence stage. This paper uses case study method to think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of representative B2C e-commerce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makes hypotheses based on relevant data with critical thinking,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urrent BUSINESS ethics of B2C e-

commerce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just released "new 

gen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mmerce 

enterprise platform.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the current era of big data, Problems cannot 

be solved and other results, need to put forward targeted solutions. 

After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establish a healthy business ethics 

system in B2C e-commerce enterprise platform.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find the business 

ethics problems existing in enterprises, including stakeholder conflicts, big data 

algorithm discrimin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other aspects. Then,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business ethics system, esta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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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 platform, unified business ethics norms, readjust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conduct relevant ethical training for leaders, and modify the related 

aspects of corporate culture and ethics. Only by following such a unified line of 

development can China's new economic model develop sustainably. 

 

Keywords: Business Ethics Structure; B2C E-commer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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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1.1 问题背景  

1.1.1 课题研究背景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中国的 B2C 电商行业快速发展兴起。根据中国

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底，

数字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根据易观分析发布的《中国网络零售 B2C 市场季度

监测报告 2021 年第 4 季度》数据显示：2021 年第 4 季度，中国网络零售B2C 市

场交易规模为 23593.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1%。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

融合的背景下，规模达到了 39.2 万亿元，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根据世界银行发

布的《电商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显示：2020 年，国内市场网络零售对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得增长贡献率已经超过了 45%，超过了 2019 年的 40%，全国电

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37.21 万亿元。电商在促进国民消费、稳定外贸、帮助扶贫、

扩大就业能力以及带动各个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2020

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为 3031 亿元，同比增长 15%，增速略高于全球增速。

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 718.7 亿元，同比增长 16.0%，增幅领跑全球大数据市

场。但是，近年来，在大数据不断发展成熟的时代，一些电商行业出现了发展

问题，对商业伦理的范畴提出了挑战，如电商 APP 的诚信缺失、越界侵犯用户

个人的隐私、甚至利用用户不对等的信息获取情况实行欺诈等行为。这些问题

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传统商业伦理问题的呈现形式，影响经济的程度会因为数

字时代的到来变得更加不稳定。由此，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

会在 2021 年 9月提出了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总共 25 则规范对伦理

道德方面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为相关机构提供了伦理指引，充分考虑到

了当前社会得各界有关隐私、偏见、歧视、公平等伦理问题。为电商 APP 所存

在的商业伦理规范提供了一定的规则帮助。 

1.1.2国内外学者对本文选题的研究 

电商的概念起源于 90 年代，当时的网络技术开始萌芽发展，并以一种不可

思议的速度，快速增长和普及，从而慢慢产生了新的经济模式，也就是网络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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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各大企业开始转变自己的商业模式，重构自己的

企业内部组织，以满足逐渐演变的商业需求。许多国外学者在电商兴起的时候

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美国莱特斯温格《电子商务伦理》中很早就提到，在电

商的不断发展中，会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出现，并且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处理发生的商业伦理问题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商业伦理对于电商来说没有一个

统一的制定标准，所以教授认为，在最初的电商企业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只会

越来越多。本文以莱特斯温格的理论作为理论支持，对现代存在的商业伦理推

演出的热点问题进行论述。2018 年欧盟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伦理标准纳入欧盟

立法的工作重点，提出了《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及自主系统的声明》1呼吁为

人工智能制定共同的国际公认的商业伦理道德。同年，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高

级专家组发布了《关于可信赖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2提出了框架，对人工智能

的发展理念，涉及的伦理道德进行了规则制定草案，表明欧盟对于治理人工智

能涉及的伦理问题的决心。Muhammad and Wardah (2020)参与撰写的《将大数据

应用于商业组织和商业道德》中，针对 facebook 的数据泄漏问题，对大数据时

代存在的道德问题和不信任无处不在的问题进行的阐述。尤其通过社交媒体，

大数据表面上的可访问性虽然并不能使转换它们的商业伦理道德转化为利润。

但是，通过社交媒体利用大数据，再通过内部 APP 的隐私权限复杂的漏洞，传

送给电商 APP，进而出现针对性的推送广告等问题，在对一个企业组织对部署

大数据计划时，需要面临的挑战提供的案例分析。 

在国内方面，国内对于电商的研究要比国外学者较晚，几乎都在近些年爆

发。从最开始的研究西方学术论文以及期刊，到现在的开始自己研究，最具代

表性的就是 2019 年由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所发表的《人工智能伦理风险

分析报告》其中提出，在《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2018》中，论述了人工智能

的安全，伦理和隐私问题。其中认为：人工智能所存在的伦理问题，是要取决

于社会和公众对待人工智能伦理的深入思考的，是需要存在一定的共识原则的。

在 2021 年，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提出了《新

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涉及的伦理问题做了统一的规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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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供了明确的伦理指引，并且同年，有越来越多的期刊及学术论文出现。

开始对大数据时代下，人工智能从商业伦理角度下所产生的一些伦理问题进行

分析，呼吁消费者隐私保护，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1.1.3 目前的热点话题及存在的问题 

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环境下，人们愈加关注的“大数据

杀熟问题”以及该问题背后的电商商业伦理道德缺失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中国电商的伦理体系建设和法律建设同样重要。 

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状况，国外研究忽视了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增长速度缺

少对中国电商发展的客观分析、对目前又上升一个增长速度的电商现状而导致

的伦理问题分析不够全面、本文将对其研究进行补充分析。大部分研究现状对

目前的伦理道德问题一笔带过，没有结合中国目前的电子伦理机制进行思考。

国内研究现状认为中国电商的发展速度超群，不用考虑国外状况，缺少了对国

外先进管理方法的借鉴参考。本文将以国内外研究的成果作为理论基础，对快

速发展的电子商务伦理问题进行系统性、全面的分析。通过案例的剖析分析电

商的发展特点，最后找出根源所在。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电商 APP 目前存在的野蛮性发展，一定程度上是背后企业的利益链决定的。

如果企业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那电商的行为会对商业伦理提出不小的挑战。

本文旨在研究在大数据时代下，从商业伦理管理的方向，使用中国《新一代人

工智能伦理规范》对电商 APP 的各类行为进行分析，提出问题和建议。以促进

电商 APP 健康发展、提升电商 APP 的商业伦理道德水平、减少大数据杀熟行为

的产生。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合理的 B2C 电商 APP 商业伦理体系可以使得电商

APP 在合理获取大数据信息和商业伦理道德之间取得一个理想的平衡。 

1.2.2研究意义  

电商是目前大数据时代下发展最为突出的形式。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下，电

商几乎成为了国民唯一的消费方式。商业伦理与电商的平衡也成为了突出的问

题所在，电商对原有的商业伦理规范提出了新的挑战，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

需要我们对电商的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并且解决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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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问题，最后创建平衡的电商商业伦理关系。从理论意义上来讲，电商是新

经济模式的代表，现在几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的重要衡量工具。只有电商

健康发展，才能促进中国新经济的健康发展，可以进一步增添人民幸福感。从

现实意义上上来说，目前对中国是疫情控制良好的阶段。中国可以利用此阶段

建立新的电商伦理架构，将原本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发展越加蓬勃，同时能够

将新的伦理规范应用于 B2C 网络购物平台，杜绝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的问

题。  

1.3 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问题，有以下几个方向： 

1.本文需要研究如何能够在商业伦理层面减少针对电商平台存在的算法歧

视（大数据杀熟等）类似情况发生。 

2.由问题一延伸，本文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对目前的 B2C 电

商的失责行为进行批判思考，研究在当下的电子商务市场，应当如何建立一个

商业伦理体系。 

1.4 有关名词的解释 

1.4.1 商业伦理 

本研究不再关注总体意义上的伦理道德，关心的是伦理的一个特殊领域：

商业伦理。商业伦理是关于商业企业对于道德对错的专门研究，研究的是商业

道德标准，以及这些标准如何正确应用于现代社会生产，如何应用于分配产品，

服务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如何应用于这些组织中的员工活动，所谓商业伦理，

就是指在商业的活动当中，商家从事经营的企业在处理利益关系，以及在之后

的行为和品质上遵循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标准的综合，是普通的伦理道德的

规范在商业领域的具体化实施。（出自于惊涛，肖贵蓉《商业伦理：理论与案

例》） 

1.4.2 人工智能 

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

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

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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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出自《辞海》） 

1.4.3 电子商务 

以现在电子信息技术为手段的物品与服务的交换活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指一切悠长的商业活动，广义指包括无偿的非营利业务和服务的所有交换

活动。其内容是提供网上交易和管理全过程的服务，包括信息交换，广告宣传，

咨询洽谈等各种活动。从与互联网的连接方式看，还可细分为传统电子商务和

移动电子商务两种类型。具有开放性，便捷性和灵活性等特征，突破了传统商

业模式在交易时间，空间等方面存在的限制。 

企业对消费者，亦称”B2C”,企业与个人之间通过互联网开展交易活动的商

业模式。B2C 是企业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一般以网络零售业为主。

具有完备的双向信息沟通，灵活的交易手段，快捷的物流配送，低成本高效益

的运作方式等优势。B2C 电子商务平台一般可以分为综合类和专门类，主要由

商场网站，配送系统和银行及认证系统三个部分组成。（出自《辞海》） 

1.4.4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由西方国家开始发展起来的，在 80 年

代迅速壮大，并且已经开始影响着英美等国家基于商业伦理管理的治理模式的

选择，并且利益相关者的定义也随着时间，慢慢趋于相同：利益相关者是指那

些在企业当中进行了一系列投资，并且对此承担风险的个体和群体，企业的活

动目标的方向收到此个体或者群体的影响。（出自《MBA 智库百科》） 

1.5 研究范围与限制 

1.5.1 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 B2C 电商 APP，C2C，B2B 等 APP 电商企业不在本文

的讨论范围之内，本文仅研究电商企业就利用人工智能触犯商业伦理道德底线

的问题，企业本身的形象，资质等不在研究范围之内。本文利用利益相关者理

论对电商 APP 的经典基于商业伦理道德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案例分析。分别分析

了电商企业，消费者，员工，公众等群体之间发生的伦理问题，并且指出商业

伦理管理的重要性。 

1.5.2研究限制与不足 

由于笔者的认知水平有限，本文所探讨研究的是笔者所看到的企业利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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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涉及商业伦理的问题和现状，研究不够深入，分析不够透彻，并且本文

案例所涉及的企业，只就人工智能大数据方面研究了电商企业的商业伦理道德

的行为进行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即企业伦理没有能够整体研究，仅就

单方面。在提出的解决电商 APP 企业违背道德的行为方面，提出的建议包括对

商业伦理准则的制定，内容不够精确，仅就大方向进行了阐述。 

本文的案例研究所涉及的所有电商伦理行为典型案例，均由新闻，报纸，

自媒体等报道，由于能力有限，案例所涉及的资料无法进行精确的核实。 

本文所涉及案例与探讨方向均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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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评论 

2.1 文献计量 

鉴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所需要的文献时段，本文的数据在 CNKI 中进行高

级检索，以 2010.01-2022.01年为限定时间段，关闭中英文扩展，先后选用：“商

业伦理”、“大数据杀熟”为主题进行检索，后以“商业伦理”、“人工智能”、“商业

伦理”+“人工智能”、“大数据杀熟”+“商业伦理”、“大数据杀熟”、“企业伦理”、

“社会责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人工筛选去掉无关文献及国际会议，报纸，从

中挑选强相关的文献得出共 281 篇文献，并对其进行仔细阅读与分析。最终检

索时间为 2022 年 1月 13日。 

本文所选分析工具包括 NoteExpress、Citespace。将检索出来的题录信息通

过 NoteExpress 进行统计，使用 Citespace 软件制作关键词共现图、突变关键词

图、关键词时区图、研究笔者聚类共现图、研究机构聚类共现图。 

文献的年度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商业伦理与人工智能领域特定阶段

的研究状况，每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也是衡量指标。本文利用 Citespace从 cnki 数

据库中提取数据，分析整体趋势。 

 

图 2.1 文献年度分布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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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年度文献出版物数量 

年 出版物数量 年 出版物数量 

2010 2 2017 7 

2011 1 2018 31 

2012 2 2019 50 

2013 2 2020 50 

2014 3 2021 109 

2015 5 2022 1 

2016 1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根据图 2.1 文献发表数量来看，商业伦理与电商相结合的研究发展在 2010-

2015 年间总体分布数量较少，符合中国网络时代蓬勃发展在 2016 年比较缓慢的

发展阶段，以前没有太多的机构和笔者涉足这个领域，每年仅有几篇论文发表，

从 2016 年才稍有起色，论文发表数量除 2017 年意外发表数量每年都在增加，

呈现出明显的快速增长趋势，从 2017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提出，

2018 年，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发布了《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2018》，

2021 年 9 月 26 日，中国国家科学技术部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2021 年 10月 12 日，2021 中国人工智能大会(CCAI 2021)在成都开幕等等国家越

来越重视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促使着研究机构以及学者越来越重视人工智能目

前导致的伦理（商业伦理在内）的论题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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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文献关键词共现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2.2 关键期出现次数前 14 位 

关键词 出现次数 年份 关键词 出现次数 年份 

大数据 67 2010 算法 12 2018 

商业伦理 47 2010 域外立法 12 2010 

人工智能 44 2017 定价算法 12 2010 

伦理 30 2017 消费者 10 2018 

价格歧视 24 2018 企业伦理 9 2015 

法律规制 18 2018 价格欺诈 9 2018 

算法规制 13 2010 算法歧视 8 2019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了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2.2），节点的大小可

以反映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越大，则表明关键词出现频次越多，即研究者

的研究热点与共同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这些词汇上。由图 2.2 可知，“商业伦

理”、“大数据”、“人工智能”、“伦理”、“价格歧视”、“法律规则”、“算法”等几

个关键词较为突出，出现的频次较多，也是重要的关键词共现节点，是学者们

研究的重点。由节点的大小可以直观地看出 “商业道德” 的研究频次远不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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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伦理”的研究频次。 

 
图 2.3 文献关键词突变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根据 CiteSpace 的突变检测功能来分析商业伦理与人工智能问题研究中突现

度最高的前 15 个关键词（见图 2.3），其中红条表示热点关键词突现的年份，

Strength 表示突现度。由图 2.3 可知，商业伦理与人工智能问题研究的演化大致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前沿主要集中在“域外立法”、“定价算法”、

“算法规则”三个关键词。出现在 2010-2014 年的区间，这可能是因为早期人工智

能并没有和商业伦理相互联系起来，商业企业所研究的大部分都是价格的算法

规则。当时对商业伦理的概念不够清晰，对商业伦理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案例

不够多，即使有，并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 

第二阶段（2014-2018），经过了前一阶段的研究分析以及网络时代的推进

记上国家对电子商务的支持，关于商业伦理与人工智能的研究前沿主要集中在

“电子商务”、“商业伦理”、“企业伦理”，这个阶段研究者意识到需要将电子商

务与商业伦理相结合研究，对两个关键词的定义逐渐清晰，但仅仅停留在了定

义的方面。 

第三阶段（2018-2021），经过中国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很多优秀的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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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兴起，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前进，推动了中国商业经济模式的转变，随之而

来研究者发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在早年间研究出的算法规则会产生算法歧视的

问题，由于人工智能也在同时进步、云算法的更新迭代，产生的价格歧视问题

越来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是电商企业在进行违背商业伦理的行为，错误的使

用了人工智能算法。于是产生了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商业伦理，云算法的规则制

定，用户隐私权的研究愈加增多，该阶段以“杀熟”、“算法”、“人工智能”、“价

格歧视”、“隐私权”等关键词成为了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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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关键词时区分析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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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4可以看出，本文的关键词时区分布，跟前面分析的年度发表图以及

关键词突现图所呈现的规律一致，在 2014 年前关键词时区较少。说明目前研究

者暂时还未对该领域进行深挖，对人工智能和商业伦理的概念不够清晰。在

2016 年开始，网络时代的进步，对定义的解释逐渐明朗，相关关键词数量激增，

在中间还呈现了围绕人工智能和价格歧视的独立的中心圈，表明在 2016 年以后，

学者的研究方向从最基本的定义四周分散，对研究领域进行了细分，研究数量

自然就呈现上涨趋势。 

 

图 2.5 文献主要研究者聚类共现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2.3 文献研究者出版前 10 位 

研究者 出版数量 
首次出版 

时间 
研究者 出版数量 

首次出版 

时间 

刘波 13 2010 章金萍 9 2010 

文铭 12 2010 黄欣荣 2 2019 

陈亮 9 2010 刘健淮 2 2018 

莫殷 9 2010 郭洪平 2 2021 



 

14 

 

阮修星 9 2010 朱建海 2 202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如图 2.5所示，在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数据中，在所有笔者中，刘波、文铭、

陈亮、莫殷、阮修星、章金萍、黄欣荣、刘健淮、郭洪平、朱建海的被引次数

较为靠前，刘波对应最大节点，在该领域皆发表了 13 篇文章，文铭对应次最大

节点。在该领域发表了 12 篇文章，陈亮、莫殷、阮修星、章金萍皆发表了 9 篇

文章，其中刘波发表的文献皆关注于算法问题，关于算法规则，定价算法皆由

其提出，为之后学者对算法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文铭针对个人信息保护，企

业算法滥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突出强调消费者的隐私权问题，为本文建

立商业伦理体系提供了思路。最大的合作领域有刘晖、余露、杨云、郭聪敏、

杨俊五人，着重对企业运营决策过程中的商业伦理进行了研究，为本文的逻辑

思考提供了帮助。 

 

 

图 2.6 主要研究机构聚类共现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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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文献研究机构前 10 位 

研究机构 
出版 

数量 

首次出版

时间 
研究机构 

出版 

数量 

首次出版

时间 

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空间

安全域信息法学院 
10 2010 中原工学院法学院 2 2021 

安徽大学法学院 4 2021 
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2 2018 

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3 2021 方圆 2 2021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 
3 2018 北京大学法学院 2 2021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 
2 2016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2 201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图 2.6可以直观的看出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法学院中心度较

大，出版数量达到了 10，表示其研究驱动其他各个机构联络。从该图不难看出，

目前的研究机构大多属于管理学院以及法学院，或者是专门的研究中心，目前

的研究者专业大部分设计法学，管理学，与本文研究领域相对应。 

2.2 本课题相关概念及笔者观点 

2.2.1 商业伦理综述 

2.2.1.1商业伦理概念与发展过程 

把基础伦理道德的概念规范在商业企业领域，就形成了商业伦理的概念。

商业伦理学又称企业伦理学或是企业管理伦理学，是企业经营本身的伦理，不

仅企业，凡是个体或群体组织都有伦理问题，这是一种在工商管理的活动中起

到规范企业活动的一门学科。商业伦理涵盖了组织的原则，价值观以及规范分

析。目的是指引企业中的个人与群体的行为，并将这些分析结果运用于商业企

业活动，制度等。 

商业伦理的概念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被提出，最早可追溯关于商业伦理

的书籍是在 1937 年由 Frank Chapman Sharp 和 Philip G.Fox 出版的，这本早期的

书籍对关于企业经济学理论和应当遵循的道德理论进行了界定。 

商业伦理的概念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逐渐清晰。企业研究人员以及专项

从业人员发现，商业伦理本就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企业

对商业伦理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诸如通用电气、好时食品公司、通用汽

车，IBM等大型企业也将商业伦理作为主要关注点 。80 年代起草了《关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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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行为准则的国防工业倡议》目的是为企业提供合理的符合伦理规范的行

为指导。 

并且，由于 80 年代民众对商业伦理行为的认知水平提高，诸如证券市场内

部消息、人为操纵股票市场、大型食品公司的健康标准以及安全标准没有达标。

公司的无目的、无理的辞退员工等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被深挖，被世人熟知，

商业伦理的概念也被推上了新的高度。20世纪 9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

组织犯罪量刑指南》，该指南目的在于确定了当时的企业组织伦理的基调，通过

法律来保证企业本身采取行动以防止违背伦理的行为发生，它规定，企业本身

应当努力根除自身的不当行为，并且设立有效的伦理标准。 

到了 21 世纪，商业伦理的概念变得更加制度化，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研究

机构提出了针对商业伦理道德的概念化模型，来规范、解决企业的一些行为。

针对活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涉及伦理问题的不当行为，在 2002 年，国会通过了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加大了企业欺骗行为的惩罚力度，要求企业

的财务报告符合伦理准则。目前已进入 21 世纪 20 年代，机器云计算被世人熟

知，企业需要通过机器面对千兆字节的信息量进行计算分析，以寻求信息之间

的相关性并建立新的企业伦理准则。一些原来被认为侵犯个人隐私的企业规则

在云计算下似乎变得合理起来，逐渐被民众接纳以及推广。但是随着民众个人

保护意识的逐渐提高，企业利用云计算收集的信息是否合理又被推上了风口浪

尖，，人们开始质疑企业收集的信息是否合理，企业对其客户，消费者的分析方

法越来越复杂，已经超出了民众的认知范围，民众对企业是否触及商业伦理底

线也产生了疑问。 

2.2.1.2商业伦理管理的重要性 

商业伦理管理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推演显得愈发重要。在探讨商业伦理管

理的重要性的时候，有一个争议极多的问题需要被提出：目前的企业环境下，

商业伦理真的重要吗？如果商业伦理的问题得到重视，是否会出现企业本身因

其需要收到的道德限制从而影响自身的企业竞争力？ 

对于市场经济来讲，目前的市场经济是存在着缺陷的，商业伦理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经济学上所存在的局限性。在市场经济方面，很多人认为商业世

界就是战场，过程中并不需要考虑商业伦理的问题。通过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17 

 

提出能够给其提供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当作借口使得企业能够在市场中免于

被商业伦理规范，似乎已经成为了最好的给予利益相关者的借口。 

商业伦理不仅是市场经济的保障。对于个体的企业组织来说，是十分重要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暴露出一系列的丑闻，人们逐渐意

识到自由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企业对商业伦理的反思强化

了企业伦理建设的力度，企业伦理建设已经成为组织的有效性的基础。明确的

企业商业伦理能够对企业内部环境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者进行界定，通过对利益

相关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对整个企业内部结构框架的规定，可以明确企业的

个体，群体的责任关系，提高整体组织效率，谷歌公司的座右铭：即使不为恶，

我们仍然能够赢利。在商业环境中，遵从商业伦理道德规范，不会降低自身的

企业影响力，反倒是因为企业的规则制定，提高了自身的运作效率，对面民众

透明化，深得民心，反而会提高自身的企业社会影响力。 

2.2.2利益相关者理论概述 

2.2.2.1利益相关者理论概念及来源 

利益相关者，是指客户、投资者、股东、员工、供应商等在整个企业进行

活动，涉及产品、运营、市场等方面具有利益关系的个体或群体。这些群体会

受到企业影响，并且也能够影响企业，所以有着特殊的双向关系。利益相关者

分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主要利益相关者包含了员工、客户、

投资者、股东以及提供必要基础设施的政府和社区。商业伦理文化的重要性在

于其能够帮助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了避免商业伦理冲突，有必

要对利益相关者给予相应的关注。 

次要利益相关者是指通常不参与公司业务，对公司的生存不是最重要的，

包括相关媒体、特殊利益群体等。主要和次要利益相关者都拥有这自己的道德

准则，却用来判断公司企业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伦理规范。 

20世纪 60 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上升，企业的发展规模，发展进程不

断壮大，跨国公司的数量在不断增长。美国对于企业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

为进行了烦死和批判，对于利益相关者是否符合社会责任和伦理的声音越来越

大。同时随着各种丑闻的不断被深挖，企业在对待消费者方面的惰情，失职，

对自身标准和规范的不遵守等行为，终究让利益相关者的每一条关系都呈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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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商业伦理范围之中。 

2.2.2.2 基于人工智能运算下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 

21 世纪，科技发展空前强大。各个超级大国都在深度推演，研究着代表着

最新的人工智能科技，对于电商企业来说，目前的人工智能大多运用在云计算，

云计算不仅为企业带来了空前的利益诱惑，它能将用户超级庞大的数据整合，

并且能够进行推演，对用户的行为进行分析，能够帮助电商企业对用户进行精

准的消息推送。 

利益相关者管理理念是，企业的整个活动以及管理模式，需要综合整体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进行评估。电商层面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电商企业和平

台经营者以及物流供应链企业、消费者。但是电商平台与消费者的地位差距悬

殊，消费者处于绝对弱势。电商平台由于拥有着商品，消费者习惯，服务信息

等多重大数据。消费者往往只能被动的接受电商企业以及平台经营者提供的信

息，并且受限于电子商务环境的消费者法律保护体系不健全、电商企业受于利

益诱惑、过度的利用大数据获取高额利益，并且由于电商具有技术性和复杂性

等特点，更加使得执法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更加增加了电商企业的放

肆行为。 

2.2.3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综述 

2.2.3.1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过程 

200 年前，亚当斯密阐述了自由经济的观点：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法律

时，都应听其完全的自由，让其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身利益。1924 年，英国

学者谢尔顿在经历了美国的大量的商业活动过后，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概念：企

业社会责任意味着企业不仅有经济和法律上的责任，还有超出以上责任的其他

责任。社会责任起初的局限性很大，尽在道德和伦理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涉及法律层面。时至今日，企业社会责任观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观念，

拥有着经济-社会模型，利益相关者模型和三重底线模型等普遍的观点。 

2.2.3.2 企业社会责任观下的商业伦理问题 

从总体上看，企业的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大部

分情况下，商业伦理的意义就是在帮助企业的整个的进行的商业活动中做出更

加符合伦理道德的决策。社会责任的意义实在帮助企业寻找在整个商业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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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说企业社会责任是认知的过程，那么商业

伦理的作用则是对企业的理论帮助以及指导。商业伦理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企业

自律和道德自律的问题，商业伦理可以影响整个社会所存在的大环境的伦理道

德取向。本文探讨的商业伦理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在商业欺诈与信用危机，电商

APP 企业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推演、对消费者进行精准推送消息、更加过分的由

收到利益链驱使、过分的使用大数据、向不法商家售卖消费者信息、错误的使

用了人工智能等行为引起了民众的信任危机，并且自身推送的优惠券等消息不

实，也涉及了商业欺诈的范围。 

当代的商业伦理觉得中的一些存在的问题通常起源于创新的多样化、环境

保护的规范化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推动着社会进步的同时带来了诸多伦理挑战。

虽然商业伦理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企业找到很多解决的办法，但是快进到实施，

中间需要夹杂巨大的努力。把握住电商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能够更加全面的

解决问题，有助于改善目前的电商商业伦理现状。 

2.2.4电商概念综述 

2.2.4.1电商企业分类与定义 

电商是一种商务模式，一般只是运用应用信息技术，互联网来进行经济贸

易活动的近些年才兴起的新型商务模式，电商企业的运营是必须以来互联网的，

从而有以下两种分类： 

第一类是指，通过互联网作为媒介或者扩充，对原有企业的内部结构进行

改变，通过互联网的加入，对原有的经济活动进行了一定的补充，跟随时代的

推进，运用电商的方式是必须的，通过互联网技术，增加企业整体的利润水平。 

第二类是指，纯粹靠着互联网兴起的企业，大部分提供的是电商特有的产

品和服务，与原有企业不同，它不需要改变企业结构，同样可以提供传统的产

品和服务。 

2.2.4.2电商企业的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电商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根据《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2020》显

示，2020 年，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37.21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4.5%，其中，

商品类电商交易额 27.95 万亿元，服务业电商交易额 8.08 万亿元，合约类电商

交易额 1.18 万亿元。全国网上零售额达 11.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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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9.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 

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 1.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1%。其中，出口商品总

额达 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0.1%；进口商品总额达 0.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5%。 

电子商务服务业营收规模达 5.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9%。其中，电子商

务交易平台服务营收规模达 1.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3%。 

由此看来，中国的电商交易从井喷阶段逐渐放缓，但是电商存在的伦理问

题还在层出不穷，主要有以下几点： 

监管的滞后导致了电商企业的诚信缺失。电商的发展迅速，增加的监管的

压力，网络环境存在着“无政府”的状态，电商肆意的滥用大数据得不到精准的

市场监管介入，用户对此产生质疑却没有回应，同时会引发民众失去理智，将

商业伦理扩大到社会伦理层面。 

电商 APP 企业相关利益者盲目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引发了伦理道德问题。

电商的发展，逐渐帮助企业减少了交易成本，增加了收入，很多电商企业都出

现了唯利注意。消费者层面，由于网络技术的极端发展，导致了消费者产生了

冷漠心理。缺少了关系考量，只在乎是否受到了产品，以及产品的质量是否满

意，则极大程度的会掉进企业相关利益者设下的利益陷阱。手机 APP 广告，垃

圾短信，流氓软件就是企业拥有着唯利主义的产物，他们无端的消磨消费者的

耐心，把握消费者心理，引发了商业伦理道德问题。 

2.3 文献综述与分析 

本文参考了近百篇国内外的文献对于人工智能伦理，商业伦理道德，大数

据分析，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对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

伦理规范下的 B2C 电商 APP 的商业伦理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我

国对电商企业商业伦理的研究比较滞后，可以说是近 20 年才刚刚起步，目前刚

结束对西方的先进理论的消化吸收阶段，正式进入自研阶段。从 2017 年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及《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2018》开始，才

有了对人工智能环境下伦理道德环境的明确规范和限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

的论文占比从 1997 年的初识阶段的 4.26%已经增长到 2017 年的 27.68%。 

中国目前的研究现状表明，腾讯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已经将人工智能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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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放在的首位。研究院率先将欧盟，联合国，IEEE 等人工智能伦理文件进行

引进，并结合自身的研究成果，对人工智能伦理、人工智能安全、算法伦理道

德等问题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通过中央科学技术部研究中心出台了《人工智

能：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行动抓手》对人工智能的伦理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表明：随着欧盟，和 IEEE 等世界重大权威组织的积极

影响，各个国家的学者，研究机构都早就开始对人工智能的伦理影响进行了深

入研究。就各个领域的正面，负面的影响深入探讨，目前世界各国已经针对电

商进行立法，其主要特点都是与联合国出台的《电子商务示范法》进行补充和

一致，研究进度比中国快一大截。 

虽然国外学者对待电商所涉及的网络购物，包括伦理的研究开展较早，研

究也更加具体，但是其研究成果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是电商大国，在国家方

面，2020 年中国的电商销售额为 2.3 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 29%，全球排名

第一。亚太地区创造了全球约 62.6%的份额，其中就中国来说，目前电商企业

涉及商业伦理道德的问题几乎占有全球的一半。在线服务业电商爆发式增长，

在线教育与在线医疗需求猛增，各种新型电商企业的出现，伴随着更多的商业

伦理问题出现。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在针对 B2C 电商 APP 中所存在的商业伦理研究上，存

在着一些问题，面对电商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已经

完全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的理论不够健全，电商的伦理法律法规

建设不够完善，目前都只存在着道德准则的标准，而不算是正规立法。对于消

费者隐私并没有专门的法案，也催生了电商企业失德的行为，网络交易的最大

特点就是虚拟性，用户只能对收货与产品质量打分，这使得很多电商企业针对

目前网络平台伦理道德产生了一套打擦边球的行为而消费者并不知情。目前中

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还在改革阶段，在体系的改革变化中，很难出现对伦理

道德丧失的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约束。西方的理论虽然不适用于中国的电商环境

现状。但是，中国的学者以及国家研究所可以根据西方的优秀理论，与中国的

现状相结合，产生出一套适合中国的发展理论以及伦理道德法规，能够约束失

职企业端正态度。因此，对中国特色的伦理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国内目前缺

少针对电商网络伦理环境的研究，更是缺少对 B2C 的伦理环境的研究，所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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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 

2.4 本课题研究现状 

2.4.1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得到重视，在 2017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提出了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规范。通过提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

目标，总体部署，提出了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培育高端高

效的智能经济，建设安全便捷的智能社会，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军民融合，构

建泛在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前瞻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

目等六个方面。在该战略文件当中，对于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符合的伦理法律

规范被提出，伦理一次贯穿整个文件，展现出中国国务院对人工智能会对社会

产生的伦理影响的重视。 

2018 年，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发布了《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2018》

对人工智能的伦理，隐私问题进行的阐述，提出了社会和公众有关人工智能伦

理的关键作用，包含一些需要共同认知，共同遵从的原则。2021 年 7 月 9 日，

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等委员会主办的 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了

《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 2021》对 2018 版进行了修改增容，提出了从产业链角

度分析了人工智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生命周期模型，人

工智能的生态系统框架学习，梳理了目前标准化的体系，增加了中国的人工智

能标准化的建议。 

2021 年 9 月 26 日，中国国家科学技术部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

范》，进一步的规定了人工智能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道德伦理规范，为各个人工智

能研究科学院提供了理论指导，整个规范唯有伦理两字贯穿始终。对《标准化

白皮书 2021》所涉及的伦理部分提供了补充作用，提供了四大伦理总则，对人

工智能的社会伦理影响进行了概括，呼吁为人工智能的规范制定全社会认可的

道德伦理框架。 

2021 年 10 月 12 日，2021 中国人工智能大会（CCAI 2021）在成都开幕，

以“智启非凡”为主题，开展两天，呈现了目前人工智能的研究现状，学术研究

成果、技术创新能力和中国的人工智能最新成果。该会议提出了要将人工智能

这一机遇把握住，处理好法律、隐私、道德、安全等方面的伦理问题，需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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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个研究部门企业，深入合作，共同探讨。 

2022 年元旦期间，中国人工智能大会论坛在上海隆重召开。其中发布的

《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提出目前的人工智能的需求和挑战都在于云

计算力，人工智能的三要素即为，数据，算法以及算力，目前中国的人工智能

方向都在聚焦于一个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计算平台。该平台能够帮助企业，民

众通过数据隐私，AI 芯片的适配，深度学习以达成在信息层面，金融层面，人

工智能助手，以及未来工作取向方面提供帮助，平台能够提供海量的算力供应，

可以成功中国的人工智能的领域的基础平台质疑，推动整个智能行业的发展。 

2.4.2 国外研究现状 

就目前局势看来，人工智能成为了全世界都在参与竞争的新领域，各国都

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拥有着高度重视，并切都在同步推出各种法律法规对人工智

能的行为进行规范，保证人工智能会给社会群众带来积极正向的影响。 

伴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西方学者对电商的研究愈发

增加。这些学者普遍认为，电商相比传统运营的商业方式，在刚出现普及的时

候会出现一些问题，诸如商业伦理评判标准是无法避免的，美国教授莱特斯温

格的《电子商务伦理》提出，电商的出现在迈出第一步的伦理困境是必然的，

这种困境大部分表现为针对电商并没有合理，准确的伦理规则，传统伦理道德

的约束力太弱，因此西方学者普遍将电商发展中会出现的伦理问题和传统商业

模式的伦理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是否能够套用或是增加以涵盖电商伦理准则。 

Richard A.Spinello 作为美国著名的伦理学领域的教授，他所作的《世纪道

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通过案例分析，将大部分的商业伦理案例与传统的

伦理学基础结合起来，并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对目前需要做的信息时

代的隐私保护，人工智能的法律约束，信息安全的防护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研究，对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德蒙福特大学 David Wright 教授所进行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中的伦理和

隐私：实施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的三遍研究。他认为，信息通信技术长期以

来一直被认为具有重大的社会的经济影响，因此它们需要监督，并需要道德和

社会评估，他认为关于人工智能在伦理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存在着许多重叠的

争论，人们需要了解这个人工智能的环境才能对企业的商业伦理层面进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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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批判。 

Pursell and Harber (2017)的《企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与品牌态度：探索性

研究》两位教授研究了四个场景，代表了各种典型的商业相关行为，提供了客

户对于商业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期望，以及他们可能如何影响对品牌的态度

的新见解。研究表明，客户认为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同样重要，商业伦理管理

的影响要比社会责任更高一些。 

种种行为表明，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之外，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

已经成为目前多国的研究重点，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与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研究，

另一方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进行规则限制可以为公众树立良好的形象。 

欧盟就以多种举措推进了人工智能伦理立法，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高级专

家组与 2018 年 12 月 18 日发布了《关于可信赖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草案，提

出了人工智能在智能发展过程中需要遵从的开发，推广的框架。其目的是为了

正确的引导人工智能发展，电器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简称 IEEE，与 2016 年启

动了关于智能系统伦理道德的倡议，提出了《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白皮

书。提出五条，包含人权、福利、问责、透明、慎用对进行了规范。同期还有

《伦理准则》、《福泽人类和社会的人工智能合作关系》、《人工智能伦理的十大

原则》、《算法透明和可责性声明》等的出现。这些伦理原则都对人工智能的发

展前景进行了规划和约束，保证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能够符合人类的预期，防

止有越过伦理道德的行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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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章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类型与对象 

3.1.1 研究类型  

本文对 B2C 电商 APP 分析，以近期推出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作为引题，对整个 B2C 电商 APP 的商业伦理管理领域进行定性分析。 

3.1.2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主体为人工智能愈见成熟的大环境下的 B2C 电商企业，根据

2021 年第四季度中国网络零售 B2C 市场交易份额提供的数据，淘宝（天猫）平

台在 B2C 市场交易额达到了 63.5%，京东平台达到了 28.8%，所以本文重点采

用淘宝（天猫）平台的案例为主，京东案例为辅，重点关注在 2018-2021 年 4 年

内仅“双十一”购物节期间的交易额和投诉量数据变化。研究客体为 B2C 电商企

业在商业伦理管理观念下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所影响的消费者个体和群体。 

3.2 资料收集方法与过程 

本文的文献计量分析流程图如下： 

 

图 3.1 分析流程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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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研究路线图  

 

 

 

 

 

 
 

 

 

 

 

 
图 3.2 研究路线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一：如何在商业伦理管理层面解决 B2C 电商平台存在的价格算法歧视情况。 

 

 
 

 

 

 

 

 

 
图 3.3 研究技术路线图一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二：如何构建新时代网络人工智能环境中国 B2C 商业伦理标准体系。 

 
 

 

 

 

 

 

 

 

 
图 3.4 研究技术路线图二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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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研究结构 

 
图 3.5 本文研究结构安排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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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逻辑结构图  

 

图 3.6 本文逻辑结构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3.3 论文的研究方法设计 

文献研究法。由于本文笔者在对人工智能与商业伦理管理领域初期研究较

少，所以需要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对该领域的前人所做的研究进行分析，再得出

自己对该领域的个人观点，以该领域的前人所做工作为理论基础，对个人所认

为需要深入研究的 B2C 电商 APP 进行分析，并得到了最近的文献综述的支持。

在研究的过程中，数据收集是基于与讨论问题相关的可信期刊和论文中检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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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次文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对目前的现状进行了掌握。

分析得出：现有研究基本着眼于电子商务整个大环境的伦理环境，缺少对 B2C

电商领域的单独研究。对这些文献研究进行高级文献计量，数据分析包括了文

献年度分布图、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突变关键词图谱、关键词时区分析图、

主要研究者聚类共现图、主要研究机构聚类共现图、文献年度分布图得出整体

研究环境。从 2016 年随着网络时代的出现对电子商务的研究者，研究机构增加。

从 2014 年开始，商业伦理该词的出现次数逐渐变得频繁起来。2017 年开始人工

智能与商业伦理被结合起来研究，中间出现了围绕着价格歧视和伦理道德的中

心圈。文献研究的方法针对本文提出的如何减少 B2C 电商平台出现价格歧视的

研究问题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定价算法、算法演进状况、消费者隐私问题的解决

方法、企业运营决策的过程。利用理论知识笔者可以总结出能够使电商企业通

过改进算法、制定规则、转变运营方针等方法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同时，对本

文提出的如何构建完整的商业伦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对缺失的规则

制度进行了补充，能有效达成目的。 

案例分析法。该方法可以直观的展示出目前 B2C 电商企业的发展运营现状，

包含了正面的优秀的运营决策，也包含了负面的商业丑闻，不论正面负面，都

与本文研究涉及的商业伦理管理领域有所关联。采用的淘宝网，京东商城 B2C

电商平台有关“双十一”（本次研究共采用数据源于 2018-2021 共 4 年 4 次）等购

物节相关的案例，是目前最能够表现中国国情的。通过分析这些案例，结合中

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探索出新时代通过 B2C 电商平台的中国网络

购物所存在的特点，现状，出现的伦理问题。本文所采取的案例，包含了由于

电商平台的伦理失职所导致的商家和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交易中会出现的信息不

对等和消费者个人信息曝光等一系列问题。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出导致

电商企业滥用人工智能算法，违背商业伦理道德的影响因素。有了影响因素，

本文提出的如何解决价格歧视的研究问题，就能够对症下药。笔者认为通过市

场监管，电商企业行为透明化等完善运营体制，能够减少该类问题的产生。通

过对商家的透明化管理，类比基于商业伦理管理的运营方案，取其优点，为建

立商业伦理体系提供方案参考。  

批判性思维，该方法可以帮助笔者发现在整个大数据时代的推动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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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数据报告，包含消费者直观看到的数据增长，但通过深入思考分析并结合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在这光鲜亮丽的数据背后所存在着很多问题。

如淘宝网2018-2021双十一的销售量增长的背后存在着投诉量也在同时增长的问

题。同时，销售量增长所采用的数据来源存在造假的问题，比如用户实际购买

后，存在着因为“凑单”所导致的退货问题。电商 APP 显示由于活动火爆，会暂

时关闭退货通道，所以“凑单”所产生的销售额也被一并算入数据当中，这种行

为是否也被算作电商企业缺失商业伦理道德的表现。通过对电商运营数据的批

判思考分析，发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数据保护问题形势严峻，电商企业对于消

费额等数据拥有绝对的解释权、对于数据来源没有透明性、消费者所获取的信

息太少、监管秩序的乏力，电商平台的社会评价错位等众多问题。思考分析出

减少电商 APP 出现价格歧视的问题可针对上述问题思考解决方案，如果要保证

中国的电商平台良性持久发展，推演出政府应当提出统一制度，可以从顶层，

平台的上层加强对平台企业文化的商业伦理教育，优化企业信用等方法，社会

层面应当对正面商业伦理有推崇作用，如由带头人宣传商业伦理管理的重要性，

由媒体来曝光电商企业的道德不良行为，以督促改进，从企业和个人层面来说，

只有主动遵从商业伦理道德，强化学习，提升道德认知等方法，从而由社会整

体，政府领头可以构建完整的电商商业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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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资料处理及统计方法 

本文的文献研究主要为通过 CNKI,RMIT 等获取相关文献，通过专业软件

Citespace 对文献进行了高级计量分析，从关键词，笔者，机构等方面获取相关

要素图，通过《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1》，《电商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等

专业机构发布的报告数据，对目前的中国大数据市场下的电子商务平台的数据

进行了实证 ，以论证要素图及数据的准确性。 

本文的案例研究主要为描述性的文字材料，数据来源主要有直接观察，官

方数据，文件资料，新闻报道等，本文对收集到的案例资料进行收纳整理，提

出核心问题，以供论述。 

3.5 研究程序 

3.5.1 文献研究程序进程 

本文的文献研究程序进程如下：笔者从中国知网，谷歌学术，MIT 等学术

网站与本研究相关课题的文献，对其进行整理中心思想，对其深入分析其优点

及其不足支出，使用 Citespace 程序对相关文献的关键词，作者，研究机构，时

间线，进行了计量吻戏，最后对其结论进行整理。以 2010.01-2022.01 年为限定

时间段，关闭中英文扩展，先后选用：“商业伦理”、“大数据杀熟”为主题进行

检索，后以“商业伦理”、“人工智能”、“商业伦理”+“人工智能”、“大数据杀

熟”+“商业伦理”、“大数据杀熟”、“企业伦理”、“社会责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人工筛选去掉无关文献及国际会议，报纸。着重选取了商业伦理管理理论，利

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电商概念四个理论知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3.5.2案例分析研究程序进程 

本文的案例研究程序进程如下：首先确定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即中国大陆

（不包含港澳台）的 B2C 电商 APP 及其背后的企业，笔者优先选取了黑猫投诉

网站作为数据基础，以目前最为火爆的阿里巴巴 B2C 业务为主要研究对象。通

过官网，黑猫投诉等第三方数据，得出电商 APP 背后的企业公司愿景，利益相

关者层次分布，社会责任结构等信息进行整理归纳。例如，本文选取的案例之

一的企业为淘宝 APP，根据网友“西风破”爆料，只因不满意网购商品质量，给

了个“中评”，这位网友今日遭遇了午夜凶铃般的噩梦，一心想改好评的卖家的

“心骚扰”让他不堪其扰。因为货物质量问题，而退货太麻烦，给了中评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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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破”的手机就时不时街道卖家打来的电话要求他将“中评”改为“好评”，有

事三更半夜也会来电话，除此之外，手机短信也不断，登陆旺旺，要求改“好评”

的信息也会自动弹出，无奈之下，“西风破”只能将此前的“中评”删除。对于行

业内部，用尽手段除掉“差评”已经是行业的潜规则。除此之外，淘宝网 B2C 业

务还存在着利用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进行交易，通过“刷单”的行为提高排行榜

排名，引诱消费者等。本研究将重点放在了研究此类违背商业伦理的行为分析

上，收集了淘宝，京东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平台在 2018-2021 年 4 年内，仅“双十

一购物节”时间段的交易数据和投诉量数据进行观察法研究，对该类案例发生时

间段的网友评分，自媒体报道进行总结归纳（见附录）。着重分析出此类电商

APP 背后的企业利益链，责任链等信息，为研究提供实例分析。 

3.5.3 批判性思维研究程序进程 

本文的批判性思维研究程序进程如下：首先笔者对案例研究中各电商平台

在“双十一”活动节期间提供的销售量数据产生了怀疑的态度。结合文献研究产

生的各个企业存在着违背商业伦理道德的行为进行思考，去寻找第三方数据

（本文采取的数据均来自黑猫投诉）后。作者认为随着销售量的上升，投诉数

据，退货数据同样呈线性上升。于是做出假设，笔者认为“双十一购物节”期间，

各个电商企业夸大其词，为了提高自身平台的所谓的名声，使用了一些不当手

段来提升自己的纸面数据。例如，淘宝每年的“双十一”销售额都在上升，并因

此暂时关闭了退货服务，早上 8 点才开启。并且根据笔者收集到的电商“刷单”

案例表明，在活动提供的优惠券，有很多客户都是购买别的物品进行“凑单”的

行为。所以笔者认为销售额当中应当去除这些数据，这些“凑单”的商品都是不

存在真是交易的，是在消费者购买的目标商品时附带的“凑单”商品，是不能够

算在真实的消费数据里的。第二天的早上 8 点才会开放退款入口，然而平台却

是在凌晨就公布了消费数据，这显然是没有剔除“凑单”商品的销量。所以笔者

认为这些平台都有涉嫌虚假宣传的行为。笔者进而假设由于平台“刷单”行为泛

滥，在“双十一”购物节期间该行为更加会因为销售量巨大，处理过程缓慢而更

加严重。于是在对文献搜索、数据交易量的往年比较、案例产生的各社区评论，

加入笔者的假设来分析，最终得出确认存在这些行为的情况，进一步验证笔者

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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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研究结果 

4.1B2C电商算法歧视的表现及解决思路 

4.1.1B2C 电子商务平台算法歧视具体定义及表现 

所谓“大数据杀熟”通过文献综述法，笔者发现部分学者将其定义为某些电

子商务的企业厂商，通过利用云计算、云收集利用所获取的数据对企业的忠实

用户进行价格歧视的操作。笔者自身的看法，是指在针对同样的一件商品或者

同样一种服务的时候，系统可以通过对客户的账号资质进行分析判断，会出现

忠实的老客户所看到的价格会比第一次来，没有经历过的新客户高出许多。所

以笔者将文献综述中出现的大数据算法歧视进行了归类整理，总结出几大特征

点：1.由企业内部管理层或是用户自身造成的算法歧视。该特征一般是由于人

为的原因导致的，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第十三条，可得，企业需

要避免算法偏见歧视。但是目前的现状是企业使用的人工智能算法收集或开发

中将存在偏见的，差异化的算法引入 B2C 系统软件中的呈现结果，违背了行业

内商业伦理管理规范。例如某些 B2C 电商 APP 存在和某些供应商公司的不正当

合作关系，产生了偏袒该供应商及其商品的行为，导致了消费者（客户）无法

在 APP 上获得正确的对比价格。 2.由数据分析固定思维造成的算法歧视，该特

征一般由于大数据的算法是固定的，不会自我改变，只会跟着人们设定的项目

进行。如果最初的算法方案存在着偏见歧视性，那么经过简单的寻找，挖掘数

据之后，算法的输出数据也会存在偏见。3.由于机器具备自我学习能力导致的

算法歧视。该特征一般是由于机器本身够自我学习、自我分析，会根据自我学

习到的数据，分析其特征，从而推演出具有“杀熟”特质的计算结果，即便有些

结果是操作人员希望去避免的，但是在自我学习的过程中，机器仍然有可能绕

过既定的设定将一些具有偏见的，具有歧视性的算法决策引入其中。 

4.1.1.1 企业内部或是消费者自身导致的算法歧视 

该种算法歧视一般是由于企业运营管理层，或者用户自身所造成的，运营

管理者处于对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或者是名义上的为了公司的完整运

作，协同算法设计者将一些具有偏见的，歧视性的算法方式编入决策程序当中。

由于算法本身的设计结果，数据分析过程，都是由算法设计者以及开发者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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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存在着一定的主观选择。设计开发者将主观意愿，喜好，引入其设定的

算法当中，从小看来设计者的做法符合人道主义，合情合理，但是从对消费者

的负责态度方面来说，这种行为是不正确的，违背了最基础的商业伦理道德，

算法存在自我学习的能力，机器会将设计者的主观意愿放大，久而久之，进一

步的放大和强化，导致最终的算法决策存在偏见，一般存在价格歧视，算法缺

失，结果导向三种结果。 

价格歧视是设计开发者这种行为造成的最直观的结果。算法最终由设计师

开发达成的结果就是，算法可以通过使用者（客户）的许多个人信息，诸如客

户的地理位置、消费记录、购物足迹等等。将这些信息录入机器算法设计模型

当中，就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将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以完全两种价格显示

给不同的用户或者群体。经济学理论当中通常将价格算法歧视分为（1）企业对

于每个消费者进行个性化定价，给予不同的价格。例如某网友在飞猪 APP 上长

期定一家酒店的价格在 390-410 之间，而前台告诉他淡季一般价格只有 320 左

右。此时他用朋友的账号查看，同一房间的价格只有 310 元。（2）企业将自身

的产品或者服务以数量折扣的方式给予消费者，价格会随着数量的增长或者减

少而变动。（3）企业对用户进行市场细分，将包括但不限于，不同地区，不同

年龄，不同性别的消费者进行定价划分，如针对青少年或老年人降价。大数据

杀熟除了价格歧视之外，对老顾客的优先级降低也是常有的事情， 

算法缺失指的是，当开发者给予机器一种特定算法的时候，对现存状况以

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存在一定的欠考虑，从而导致了某种特定算法的缺失。 

结果导向指的是开发者对机器的算法存在偏见，歧视性的设计之后，使得

算法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偏见，输出结果会存在一定的不公正的情况。 

以上行为皆违反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总则第三条，由于公众

对这些活动的认知很少，导致了一些电商企业公司，利用了这个点，对用户的

私人数据进行恶意的偏见算法设定，越界的收集，分析，并且深入其中挖掘用

户（特别是老用户）的个人隐私资料以及他们的喜好，例如使用双方获取的信

息差来减少某些“忠实”顾客的选择权利，从而使得用户被迫高消费。此类行为

严重违反了行业内的商业伦理道德，然而用户很少有方法有机会，甚至没有机

会，来解决个人信息被搜集并且被广泛传播使用的问题，这将进一步增加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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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的风险。 

4.1.1.2 机器自我学习，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导致的算法歧视 

机器自我学习指的是开发者将大量的结果数据，以及过程设计运用在机器

当中训练其算法自我认知的能力。目前算法自我学习已经运用在多个领域，发

展到 2021 年，机器自我学习以及决策结果产生的过程已经很难有一个合理的解

释，而这种过程中机器的算法因为不断学习采集数据，而导致结果导向偏移，

存在着不同的特征，最终导致算法歧视。早在 2014 年，白宫发布了一份报告名

为《大数据：抓住机遇，保护价值》(Podesta et al., 2014)，报告指出，机器根据

自身采集到的数据存在偏见，并且受到算法开发设计者的主观意识影响，由于

机器的决策是自动化运行的，导致了机器的决策结果会对采用的部门或机构存

在隐性偏见，并且由于自我学习的能力，这些结果会因技术演进，导致偏见不

断增加，从而导致客户能够采取的方案减少，机会减少。但是该报告同样指出，

算法的定向投递个性化内容并不是一无是处，当机器能够采集融合大量的数据，

并且针对不同类型分析的时候，就可以在用户消费者做出判断之前能够提供给

他们正确的信息，产品或者服务，这同时可以提高效率。 

然而该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完美的个性化定制，笔者认为，同样会在服务，

产品，机会方面形成隐性歧视。例如，在美国地区的谷歌搜索当中，在对人名

进行搜索的时候，搜索黑人的常用姓名时在搜索结果当中会存在含有“逮捕”

和“种族歧视”的广告推送，并且这些广告推送明显比搜索白人常用姓名时要

多，但是纵观整个算法决策过程，广告的形成方式是基于机器手机的多类型，

多变量的综合过程，无法确定为啥会出现种族偏见的结果。并且，人工智能大

数据能够把数据类型，如文化不同的人分开来，能够有效的防止不同的人群获

得相同的信息。 

4.1.2电商算法滥用的产生原因解决方案分析 

4.1.2.1 电商算法滥用的成因分析 

根据案例分析以及文献综述法得出电商算法滥用的原因可分为：一是算法

设计者及企业本身的伦理道德问题，二是算法本身超出了自身能够涉及的范围。

首先，一些算法设计者或企业内部管理层，对企业的整体利益存在着不满，追

求更高额的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对算法系统过度夹杂自身的想法，进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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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风险。例如，根据笔者的长时间观察，多个 B2C 电商会 APP 为了自身的平台

商业利益，会利用算法进行针对性弹窗，商品推荐。利用算法，对消费者进行

不等量的消费诱导，导致用户沉迷其中，一味的内容推荐，可以使得算法不断

“强制捆绑”用户，形成算法滥用。并且国家工信部规定的必须给予个性化广告

关闭按钮隐藏较深，很难第一时间找到。第二种是因为，算法超出了本身能够

涉及的最大范围，比如电商 APP 中，算法本就是给特定用户推荐某特定商品的，

但是如果扩大到对每个消费者的购物行为的全面监视，就会出现算法滥用的情

况。 

4.1.2.2算法滥用解决方法分析 

根据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笔者对应对方案进行了整理归纳： 

1.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可得，在人工智

能商业伦理算法过程中，需要严格遵守数据相关法律，标准与规范，提升总体

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某种算法，就应该明确某种应用领域，如 B2C 电商

APP 采用的信息采集，数据推荐算法，就应该仅限于消费者的信息浏览范畴，

而不能够过度的透露其他用户信息。当消费者在浏览算法推荐的商品页面时，

不能够因为促进人脉社交，而将该消费者也在看此类商品的信息展示给其他消

费者。 

2.根据《规范》第十三条可得，B2C 电商 APP 在利用算法进行数据采集和

算法开发中，需要首先对自身的商业伦理环境进行伦理审查和自我评价。充分

考虑到每个部门，对整体利益的差异化需求，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算法

设计者本身或企业管理层对算法本身的干预，实现人工智能系统真正本应该存

在的公平性和非歧视性。例如，通过国家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等行业标准对各电

商 APP 算法的商业伦理取向进行引导，给消费者推荐商品的算法利用中，不仅

仅是为了提升消费者的兴趣，提高网页浏览量，而应该从公平互惠的角度，帮

助消费者拓宽视野，不在拘泥于狭小的商品空间，提升推荐的多元化。 

4.2B2C电商商业伦理体系的构建思路 

4.2.1B2C 电商商业伦理案例分析 

电商企业平台“双十一购物节”数据变相造假问题，引来新一轮商业伦理体

系建立的思考。根据黑猫投诉 2021 年“双十一”购物节消费投诉数据分析可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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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费维权”板块，网友观点关于虚假宣传和发货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发货

慢、强制发货、想退款却已经发货、虚假发货等）的投诉占到了 40%。在“双十

一”活动期间，随着销量数据的提升，投诉量的同比增长更高，同比增长率已超

过销量增长率。（表 4.1，4.2）根据新浪数据中心数据显示，其中“淘宝崩了”，

“欧莱雅安瓶面膜”等相关话题高居热搜前二，厂商利用预售订单对整体销售额

进行数据造假问题再一次映入群众的视野当中。 

表 4.1“双十一”购物节期间淘宝（天猫）平台销售量数据 

2018 年销售额 2019 年

销售额 

同比增长 2020 年

销售额 

同比增长 2021 年

销售额 

同比增长 

2135 亿元 2684 亿

元 

25.7% 3723 亿

元 

38.7% 5403 亿

元 

45.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 “双十一”活动节期间投诉对比 

2018 年投诉增长 2019 年投诉增长 2020 年投诉增长 2021 年投诉增长 

27.81% 42.2% 58.27% 68%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1.“双十一”活动欧莱雅事件案例分析： 

2021 年“双十一”购物节关于商业伦理道德的最热话题莫过于欧莱雅事件了。

欧莱雅公司为了提高销量，也为了促进预购订单数量的增长，在新浪微博公众

平台上宣传称：“李佳琦电商购物直播间的安瓶面膜将会是整个购物节中的全网

最低价”。在对商品进行预售时，李佳琦直播间，买 20 片赠送 30 片的欧莱雅安

瓶面膜的页面预售价格为 429 元，称此次活动将会是“全年最大力度的促销”，

这使得很多欧莱雅的忠实用户欣然下单，并且引来了其他品牌的用户的关注，

纷纷购买。然而到了“双十一”购物节当天，有消费者发现，在欧莱雅直播间购

买安瓶面膜现货，赠品同样设置的是购买 20 片赠送 30 片，但是通过官方优惠

通道里的满减购物券，进行减免操作过后，最低售价仅为 257 元。因此出现了，

号称最大优惠力度的预售价格比敞开卖的现货价格高出 66%的情况，并且在事

情发酵过程中，因为更多的预售消费者意识到问题所在，欧莱雅官方在新浪微

博渠道将全年最大力度的字样删去，被众多网友发现。此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第十四条，严重违反了市场竞争，交易等活动的

规章制度，破坏了整体美妆市场秩序。同时利用大数据对物流平台提供虚假信

息，知乎网友称物流平台从 11 月 12 日就显示揽收，没有任何动静，直到 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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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物流信息更新。利用平台人工智能分析快递状态的漏洞，欺骗消费者。严

重违反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第十九条，对人工智能进行了误用，滥

用，将人工智能快递物流平台的职能故意扩大，使其出现漏洞，产生了极大的

负面影响。这件事情使得菜鸟物流平台和消费者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威胁。

16 日，欧莱雅首次回应安瓶面膜价格差异，声称此为促销活动不同导致的价格

有所变动，17 日，消费者爆料与客服的沟通中得出，“李佳琦说最低价不算”等

荒谬对话，并在搜寻微博发现已将最大优惠力度等话术删除，由于在预售页面

是存在平台的保价策略，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查验，欧莱雅官方已经将涉事商品

下架，无法参与保价，因此只能和商家协商，但是购物节期间，官方客服均设

置为自动回复人工智能机器人，人工客服极少，态度恶劣。该行为严重违反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第二十一条，对人工智能回复欠缺管理，没有对

人工智能回复的问题进行检索，反馈，对其监管滞后，任由其发展，缺少与消

费者的协商解决。截至 19日，欧莱雅虚假宣传投诉量已经超过 2.5 万。由于“双

十一”购物节出现越来越多的预售商品，所以从预售的 10 月 20 日开始，美妆服

饰的真实投诉量已经呈现爆发上升趋势，根据黑猫投诉数据显示，“双十一”购

物节期间，美妆类投诉量提升高达惊人的 3858%，一举打破所有投诉量数据记

录。欧莱雅公司对人工智能的缺少监管，故意扩大人工智能的使用范围，漠视

广告法，缺少商业伦理规范道德，公司缺少正面解释。 

社会责任在本文指代电商 APP 为了追求长远的，有利于社会和企业本体的

目标的义务，并不是法律所约束的义务。遵守社会责任的前提是，所指企业必

定遵守法律，追求经济利益。社会责任重存在着等同于商业伦理道德的道德准

则，其目的是为了促使整体社会人群为了一个长远的，美好的目标进行努力。

而欧莱雅作为一个美妆品牌的代表企业，在电商企业平台上，在广告法的边缘

疯狂试探，仅仅达到了最低要求旅行的社会义务，却为了自身企业的利益，而

置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不顾，忽视了作为一个电商企业所应旅行的商业伦理道

德规范。 

根据中国消费者报纸报道，根据市场监管局公布十大虚假违反广告商业伦

理经典案例，欧莱雅公司因虚假广告被罚 20 万元，得到了相应的处罚，以证明

市场有一定的商业伦理准则，国家有在干预。但是消费者网友发起评论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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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罚款对于欧莱雅公司来说根本不算事，并且罚款本身针对的是 8 天奇迹水，

并没有对安瓶面膜事件进行回应，没有干预保价政策，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并不买账。多数消费者都在该新闻下表示质疑看法，认为该处罚不够

重，甚至有网友调侃“现在欺诈的成本太低了”、“罚的不错，下次还敢”等

话语。时至今日，欧莱雅行为并不是个例，是存在普遍现象的，从小到大的企

业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消费者对自身的维权意识不够，网络法对

该种行为的识别机制和惩罚机制不够明确，造就了这种情况。 

2.电商企业平台“刷单”案例分析 

2016 年，电商行业正式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新兴电商的出现对老牌电商产

生了压力。电商企业之间的竞争从最初的就商品的质量、销量竞争，逐步演变

成了企业的品牌竞争，和企业的售后服务等口碑竞争，这也使得电商平台中出

现了一种以“刷单”为代表的一系列的违背商业伦理道德的，影响电商时长基本

规则的不规范的商业行为出现。 

刷单的定义是指电商企业通过不正当的，有偿的雇佣假顾客伪造成卖家进

行虚假的交易，并且提供满分好评，以达到提高电商企业在平台上的排名，销

量，口碑等行为，最终目的是吸引真实的买家下单。根据消费者在移动设备上

的购买决策和影响因素调查中发现，买家会优先考虑排名靠前，评分较高的店

铺选购，已有一部分电商认为“刷单”行为确实可以提升自身企业或店铺的销量

和口碑。就目前看来，“刷单”依然成为行业潜规则，形成了一条比较完善的产

业链。“刷单”的行为违背了商业伦理体系，这种利用大数据的不当行为严重破

坏了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更加严重的是，“刷单”行为会对消费者对网络购物

平台的消费信心降低，减少对网络购物的投入，诸如次数，金额等，从而影响

到同平台或其他平台的网络销售者。 

2018 年、2020 年前后，浙江省台州市陈某辉分别注册了浙江小辣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番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辣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三家公司，

申请“企业 QQ 号”并招募雇佣员工 21 名，分设成“排单组、审核组、导购组、售

后组”，运营“刷单炒信”工作。借助专用刷单软件，搜索有刷单需求的商户，分

配“刷手”刷单任务，完成虚假交易，帮助网店经营者在平台的评价体系内获取

更高的商业排名、信用度和用户访问量，误导消费者。自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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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当事人共刷单 2951750 单，刷单商品总金额 3.59 亿余元，获利 372.93 万

元。后来涉及金额巨大，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八条第二款规定，依据第二十条第一款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处罚款 200

万元。但是除掉这一公司在进行“刷单”行为，就不存在，第二，第三个企业在

进行这种行为了吗？ 

再则，“刷单”这种行为同样会对电商平台产生不当影响。这种行为会影响

到电商平台的运营收益，以淘宝网为例，广告在其运营收入中占有 30%，其中

店铺为了提升排名所做的电商企业竞价收入在总体广告收入中占有大部分，同

时在京东 B2C 企业的竞价方案也是如法炮制。顾客在进行网络购物的过程中，

通常会对想搜寻的商品进行关键词搜索，这种关键词通常在电商企业竞争中被

称为“竞价词”，商家如果希望自身的排名能够在消费者的关键词搜索界面呈现

出较好的排名或者流量，则会进行广告竞价。由于电商平台同样需要资金收入，

分摊运营成本的原因，广告竞价通常成本较高。因此部分电商企业，特别是资

金流动较慢的小型企业，为了能够提升自身的排名，会通过“刷单”等行为，利

用低廉的价格雇佣“刷客”，以达到广告竞价成功后的同样的成果。这种行为违

反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第十条，该部分电商企业没有强化自律意

识，将自身的欺诈行为，进而用来影响人工智能大数据，将自身的主管伦理道

德融入到大数据中体现。没有加强自我管理，影响了整个电商平台的大数据运

营逻辑，造成电商平台出现了广告收入减少，影响平台信誉等问题。这种模拟

交易过程存在这下单，收货，评价，物流等等真实交易同样的操作，以目前的

算法来看，并没有能力来识别这种“刷单”行为。 

4.2.2B2C 电商商业伦理体系构建思路分析 

“大数据杀熟”的频频出现，黑心企业商家违背商业伦理道德的种种行为，

促使我们去思考究竟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环境的发展的综合影响。商业

伦理道德的存在，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综合定义。人们一般现在使用道德

规范来约束商家的行为，是否遵守道德规范是每个人自身素质决定的。目前社

会对商业伦理道德的评判不清晰，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存在着不可控力，目前国

家法律对电商平台的约束力不够，都使得目前电商企业存在侥幸心理，大大提

升了电商企业违法犯罪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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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B2C 电商商业伦理体系建立思路 

笔者对过往文献进行分析归纳，对解决 B2C 电子商务中的基于人工智能的

商业伦理问题措施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方案如下： 

（1）加强社会阶层对电商商业伦理教育，培养专业领域人才 

就目前的人工智能和商业伦理的发展状况来看， 加强社会面对于商业伦理

的认知和教育是建设商业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首先，B2C 电子商务企业需要

有正确的伦理道德认知，要建立正确的企业内部价值观，完善企业文化，将商

业伦理道德的观念加入其中。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所示，笔者认

为企业需要将自律作为最基础的观念，电商企业通过自律，能够约束自己去遵

守行业内商业伦理体系的基本规则制度，加强自我管理意识，建立正确妥当的

经营章法。在针对人工智能方面能够通过会议模式，综合推出企业人工智能伦

理道德，并将其融入到自企业自身的各个研发环节当中，这样就可以提升企业

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研发过程中的替我约束能力，将商业伦理道德的观念和人工

智能伦理准则结合起来，融入到公司的运营发展决策和企业文化中，适配出一

套基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商业伦理准则。将商业伦理放在公司的长远发展中

的核心，这样同时能够将公司的企业文化发扬出去，才能够得到现阶段以及未

来 B2C 电商企业的长远发展收益保证。 

除此之外，开泰研究中心，2021 年全球商品 B2C 电子商务市场总值将约为

3000 亿泰铢，同比 2020 年增幅达到了 30%。该增幅异常的原因势消费者因新冠

肺炎而导致了减少了去实体店的次数，从而改变了自身的购物方式，电商也由

此改变了原来的供应链合作模式，包括提供“同城当天达”，“一日达”，“次日达

“等模式，加快了物流的速度，提高了消费者对于 B2C 电商物流的信心。，在这

项数据当中，食品饮料和个人生活用品这类必需品在销售额中仍然占比少数。

所以有理由相信，这部分商品的消费会随着日子的推进，消费者将持续通过

B2C 电商平台进行消费。在全球 B2C 消费者市场当中，中国的发展速度当属世

界最快，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应用模式也在不断的推进过程当中，B2C 电子商务

销售额在全球各类销售额的占比只会逐步上升，因此，与 B2C 电子商务和人工

智能大数据有关的服务人员，管理人员的数量需求也在逐年上升，尤其是对两

者都能够合理掌握的顶尖人才供不应求。目前中国的各个高校逐步开展了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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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的专业，人工智能的专业少之又少，并且发展年限也在 10 年以内，兼具电

商管理能力和人工智能分析能力的人才人数极少。国际电子商务师认证委员会

对于电子商务的专业人才进行了界定，需要对电商的全球经济趋势熟知，需要

有能够独自进营业的能力，要对计算机技术、大数据技术、公司管理、财务管

理、消费等领域要有全面的专业知识，需要对经济发展能够有学习能力，需要

能够精准的分析商业时机，对经济动态有掌握能力。就目前的 B2C 务市场来看，

中国的淘宝网、日本乐天市场、美国的梅西百货等企业内部结构中，对该类人

才的分工较为细致。其中有电商运营、大数据分析师、程序员、网站维护等职

位。随着电商规模的不断扩大，B2C 市场的发展，这些企业所需的人才不再是

上述的单一人才，而是样样兼顾的综合类人才。在目前电商综合类缺乏的情况

下，笔者认为，专业人才是专业技术发展的基础，政府和企业，都应该对综合

人才的培养投入更多。高校虽然设立了电子商务专业，但是缺少大数据、人工

智能方面的教育，高校应当改变传统的说教式方式。笔者认为可以由政府带头，

联合全国设立该专业的高校建立，电子商务高校联盟，提供学习研究的电子商

务研究高校平台，增加实例教学，完善所需教授的知识，减少一味的概念性传

输，这样才可以提升毕业的综合类人才数量和质量。同时，笔者认为高校应该

联合政府引进国外在该方面优秀的电子商务讲师，大数据讲师，增加教师团队

规模，提升教育质量。除了高校以外，企业内部需要在培训员工时，提高对员

工专业知识的培育，在绩效考核方面增加对专业知识素养的定期检查。同时，

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综合人才的培养能够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合作计划，

通过国内外的合作指定新的综合类人才计划，将培训教育涵盖到跨行业多模式，

政府应对该方面人才设立考核制度，建议良好的认证体系，授予该类人才证书

以提高就业能力。 

（2）完善 B2C 相关法律制度，建立电商诚信体系 

电商市场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相关法律的跟进速度，对立法执法工作的行

动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由于电商时长已经逐渐成为新经济的发展主要途径，

进而需要相关立法部门能够将立法执法工作的工作优先级提高，要用一种正面

的，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新经济模式的到来。 

首先，针对电商市场的法律跟进速度一定是重中之重的。相关部门需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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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律制度的实时性，要能够让法律确实的，应景的，落实到现在的市场环境

当中。中国政府是最近几年开始，开始加快对电子商务的立法工作，目前还没

有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制度，尤其是企业信用等级这方面的相关法律，通常是

靠着企业交易中的自定规则来执行的。但目前的法律本就存在着滞后性，由于

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速度远超预期，新生物的出现，新的经济模式的改变，导

致了这一缺点更加凸显，因此立马执法的难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是现阶段必

须要面对的。对电子商务的立法执法主要方面就是企业信用这个方面，在这项

大类当中，包含了企业信用、企业决策、消费者的购买信心、企业售后服务等

多个环节。 

其次要加强执法工作的灵活性。由于立马执法的难度加大和法律制度的滞

后，导致了对电商市场快速发展的约束性不够，这已经成为在该阶段阻碍新经

济安全有效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矛盾点。笔者认为，执法工作必须要按照法律

制度来开展，这样可以提高法律的务实性，有些电商商家利用法律漏洞，制造

法律模糊，利用其空白地带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执法工作应当提高其灵活性，

通过积极更新，来促进 B2C 电商的绿色发展。 

就目前来看，包括本文基于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也仅仅是一份

伦理规范，并不是能够约束电商企业做决策的法律法治，需要相关部门，整合

这些《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伦理道德》等国家提议白皮书，将现有的法

律进行修改，更新，并且建立一个互联网 B2C 电商的商业伦理信用模型。这是

基于法律完善和实时性后，相关部门可以建立的统一的信用评估平台。这一信

用评估，可以结合电商平台销售额模型真实性，人工智能大数据利用高效性、

评价模型合理性、交易安全性、物流效率性等多个方面加权评分。对消费者公

开透明，通过延长信用平台的使用时间轴，增加消费者的购买信心。笔者认为

政府通过建立该信用评估模型过后，进而建立电子商务企业中的利益相关者的

个人，企业法人或企业大数据本身的信用数据库，公开透明，并且加大对其数

据库的数据扩充和经济投入，以达到不断完善信用体系的目的。 

目前 B2C 电商平台的交易普遍存在这第三方平台，并且在交易过程中的资

金来去都是以平台的数据为实际交易方式，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交易。笔者认为

政府应当对该类第三方平台进行信用评估，对其符合上述建立信用体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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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认证，以减轻交易风险。由于目前 B2C 电商交易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政

府可以通过对网络进行加密监控，可以寻求第三方通讯公司或是信用认证公司

参与到网络交易，身份认证和数据传输监督过程当中。目前中国的电商企业网

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如支付宝和腾讯微信支付平台，虽然拥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

企业信誉，但是风险仍然无法避免，如转账错误无法找回，该类平台仅提供一

个数据交换，并不能够在数据交换过程中干预不合理的行为。因此，笔者认为，

政府可以运用一种跨界合作的方式，将国家的商业银行，公安单位进行合作，

该类系统拥有绝对执行权，通过该类系统的协助合作监督，能够建议一个良好

的网络交易互通体系。 

（3）加强宣传，提高消费者所在社会层面的维权意识 

厂商的“假”数据都是建立在“双十一”购物节之前，利用“打折促销”“全场最

低”“一年仅有这一次”等诱人的广告，并且通过广告部门，和社会媒体合作，自

媒体或带货直播合作，加大了自身购物平台优惠的宣传力度。从2018-2021年这

4 年，“双十一”已经从最初的真正普及惠民的购物活动节变成了电商企业利用促

销营造噱头，以至于线上线下都一起狂欢的“消费购物节”“销量暴涨日”，在这

短短的 4 年时间里，据统计，全网电商平台 2018 年“双十一”购物节的整日销量

为 3143.2 亿元，到了 2021 年，全网平台“双十一购物节“在活动期间销售总额达

到了 9651.2 亿元。如此疯狂的销售总额，其中不乏面对“双十一”“不参与就没有

灵魂”的消费者，他们面对那么疯狂的网购热潮，心中的从众心理就会涌现出来，

面对电商平台某商品上，亦或是平台排行榜上出现的“销量第一”，“几小时内销

量最好”，“好评如潮”等字眼，可能自身并不缺少该类商品，但是因为从众心理，

觉得这个错过就没有下次，哪怕屯着也行，就会忍不住下单购买，进而正中电

商企业的下怀。 

根据黑猫投诉的《关于“消费维权”网友观点分布》显示，在消费者的维权

问题当中，认为电商商家存在虚假宣传的占 27%，个人信息被泄露，占有 24%

售后服务差，售后服务欠缺的占 17%，发货问题的，包含了发货慢，强制发货，

想退款却已经发货，虚假发货的占 13%。在网购维权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有近 27%的消费者在进行维权时，找不到能够支持的法律依据，还有 26%的消

费者认为维权渠道不够贴心，商品问题，商家问题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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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目前根据电商平台我国法律已经给予了消费者能够拥有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能力，但是就“双十一购物节”“黑猫投诉”平台所统计的消费维权排行榜来看，

消费者的维权参与意识远远不够。网友晒出自己利用法律知识对抗商家被众多

消费者认为是当个乐子看，并没有放在心里，由于消费者对网络平台相关的法

律法规了解程度还不够，所以笔者认为需要政府牵头来对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进

行提高教育。可以通过网络电视节目，讲某些商品的广告，由政府打头替换成

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法律条例的宣传，通过讲一些商用广告换成对

法律法规的普及，能够引起社会层面注意，引起消费者对法律层面的使用。同

时，可以开展公益讲座，案例分析，社区开展公益网购案例咨询等活动，可以

从侧面提高消费者的维权参与意识。另外，由政府统一平台牵头，如同将个人

信息数据使用放在 APP 中一样，可以将消费者维权通道强制要求 APP 开发商设

置放在醒目的位置，通过增加维权通道客服，真正解决维权难，找不到客服等

问题。自媒体，社会媒体等群体可以对不良商家，违法商家进行批犯，对其侵

权的行为进行新闻报道，提高整体的社会影响力，帮助消费者能够正确的讲网

络平台法律，维权意识深入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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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讨论 

5.1B2C电商商业伦理体系基于的构建原则 

通过研究问题的解决方法笔者认为伦理体系构建需要基于 3项基本原则： 

1.诚实守信原则 

对于电商商业伦理体系来说，最终的归宿还是伦理道德原则，笔者认为，

诚实守信是企业开展不论是实体商业还是电子商务所应当必须遵守的基本伦理

规则，应当将诚实守信放在伦理体系原则的第一位。首先，真实属性必然是诚

实守信原则中的基础。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十二条所述，笔者认

为在企业进行 B2C 电子商务活动时，企业需要将发布的商品，产品，活动的完

整的，真实的信息透明化，需要将真实的销售数据，不涉及商业机密的产品信

息公开给消费者，B2C 电商平台需要向业外各界真实透明的披露各个电商企业

平台的信息。其次，商家在进行电子商务活动的过程当中应当遵守守信契约，

这是诚实守信原则的核心所在。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第十五条所

述，电商企业需要对自身商品的质量，商品价格保障，物流配送服务，售后服

务等负责，在进行这些商业活动中商家需要对客户的个人消费数据，浏览记录，

查询记录等个人隐私信息尊重并保护。同时，消费者也应当对商品的过程中，

付款，及时反馈，与商家形成双向回路，形成闭环。最后，信任是诚信商业伦

理当中的立足根本，目前电子商务中的活动都存在着信息缺失的问题，从而会

引起消费者对企业自身运营能力的不信任。当电子商务活动中所呈现出的信息

都公开透明化，使得消费者能够充分信任，进而和企业一样履行自己的义务，

此时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链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从而形成双方的合作体

系，从而甚至不用政府的推广就能够建立起信任体系，最终促使商业体系可持

续发展。诚实守信原则是现在的经济主体需要遵守的最基本的经济规则，无论

是目前电商平台中存在的最基础的消费者购买商品，还是复杂的通往国际的跨

境贸易，解决了电子商务网站的诚信问题，就能够使得企业和个体消费者讲诚

信作为在交易过程当中的活动原则，从而建立电子商务发展中可靠的信用体系。 

2.安全效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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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原则是在商业伦理体系当中较为实用的原则。它能够使得交易双方在

对电子商业活动中的资金问题，信息透明问题，物流问题等方面以最小的投入

使得各个利益相关者最大程度的获得利益的原则。在目前的电子商务伦理体系

当中，安全和效率通常被从业人员认为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存在，从电子商

务出现至今就一直在相互博弈。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线上的交易活动比以往

具有更加高效，快捷，以及以成本的特点。与实体商业活动相比，它使得商品

的产量和企业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巨大变化，意味着以往的成本下降，

从而调动了从业者的积极性，并且人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商品或者服务。

但是，由于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安全性不够高，支付手段同样需要使用第三方

平台，物流也是外包第三方平台，售后服务的从业人员极少，造成了目前消费

者对电子商务平台的疑虑问题。在整个效率原则当中，最终目的是追求经济利

益最大化，但是获得正当合理的利益是前提，虽然大部分学着认为达成该墓地

需要使用一定的手段才能够实现。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第二十二

条所述，电子商务企业中对经济效率的伦理规范是在整个商业伦理体系单中的

重要原则企业应当提高算法的学习能力，扩充对效率的优化。效率原则总是企

业为了给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而形成的。安全原则中，笔者认为首先，

电子商务平台应当对整个交易过程透明化，需要在对人们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

所用到的平台交易过程公开，能够保证这条交易链是绝对可靠的。消费者在进

行商务活动中，商家应当对消费者的个人消费数据信息进行严格保障，这是电

子商务企业在交易活动中所应当遵守的道德底线。其次，电子商务企业应当对

消费者提供优质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从笔者的亲身经历来看，目前

B2C 电商企业的商家客服来看，大部分企业都将售前客服作为主要客服，售后

客服的数量极少，消费者在需求售后服务的时候，往往会遇到，找不到客服，

排队等情况，这也是目前电商企业缺少的对消费者的完整交易活动的保证职责。

最后，电子商务的发展运营模式并不是以企业最大利益化为目的而运行的，在

整条利益相关者的链条当中，企业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同时需要考虑到其他

的利益相关者，要对自己的商务活动明确，在保证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受影响的

前提之下，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真正的运行之道。因此，根据安全效率

原则，在电子商务伦理体系单中，应当从法律，伦理道德等多个维度进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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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伦理体系应当保证交易活动的安全和效率能够同时兼得，这样才可以

保证商业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3.互利无害的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在电子商务活动当中保证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平等和机会

相当的基础，他能够保证商品交易中的公平公正，保证双方的利益收入。公平

原则讲究互利无害，目前来看，电子商务是一种新经济的发展主要方式，作为

最现代的交易方式，更加应当遵守互利无害这一原则。首先，互利无害中的无

害是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的底线原则，在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划分当中的最

基本要求就是个人或者集体的交易行为不应当对交易过程中的相关者造成不必

要的伤害，在很多交易活动单中，个人或集体的行为在基于某种利益目标当中，

诸如只考虑企业自身利益的时候，就会出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拥有知情信息

的人员进行打击，或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滥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他人的权

利进行侵犯的行为，这些都严重触犯了无害原则这一底线。这些在伤害行为当

中都可归类为有意伤害，如一些电子商务企业讲自身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到的

用户隐私信息，出售给行业黑客，从而牟取商业利益。很多不良企业抓住了目

前电子商务的特性，其具有虚拟性，隐蔽性，如果对想实施的利益者进行不当

行为，其不易察觉，就算被察觉，该受害者也难于申诉。互利原则是指在交易

活动中的双方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双赢的原则。如果说对于电商企业来说无害原

则是底线的话，那么互利原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对电商市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

更像是一种在伦理道德上的提升，一种对长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拥有远见的战

略意识。公平原则就是建立在无害原则和互利原则上的进阶原则，在目前以电

子货币第三方平台为交易平台，电子信用也需要第三方平台来支持，在这个处

处都需要中介平台的新经济模式当中，只有基于互利无害原则的公平当中，只

有保证在商业交易过程中对与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都是公平的，才能够保证电子

商务平台持续性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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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从现有工作对发现的思考 

从笔者整理的资料来看，目前关于 B2C 电商基于人工智能的商业伦理研究

只停留在提出经济学，法学领域的观点，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研究仅仅处于起步

阶段。本文在利用案例分析和批判性思维的同时，中间加入利益相关者分析，

对一些电商利用大数据“作弊”行为进行了思考推论，并且相较于其他文献来说，

笔者对解决大数据“杀熟”的情况进行了详尽分析，分析了产生的原因和具体的

解决方法。从理论上来说，目前全世界处于疫情期间，中国作为疫情控制良好

的国家，可以有更多精力来处理新经济模式中的商业伦理问题，解决了这些问

题才能够促进中国新经济的健康发展，可以进一步增添人民幸福感。 

本文依据目前 B2C 电商企业普遍存在着伦理问题进行了整理归纳，提出了

构建 B2C 电子商务伦理体系的方案，包含了在各层面指定伦理体系的总体原则。

在政府层面加强伦理道德的教育、培养专业领域的综合性人才、对法律制度的

扩充、利用第三方监督机构参与整个交易过程单中、承担监督机构；在社会阶

层倡导进行伦理教育，学校提升对人才的培养和教师的引进，社区开展网购咨

询讲座；在企业层面，对组织结构修正、对员工进行伦理培训、调整公司企业

文化；在个人层面，提升消费者的自身素养，提高维权意识。 

笔者的研究可以为后续研究定下基调，针对电子商务基于大数据下的商业

伦理的执行和完善的方式进行了阐述，提出商业伦理由于在市场环境当中存在

着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的情况下需要做到与时俱进，相互影响，快速调整等方

式。由于笔者的认知水平有限，在本文中提到的商业伦理问题的现状，大数据

的研究现状，以及呈现出的问题的分析不够透彻，对某些电商平台的数据仅仅

分析了其销售量“造假”，某些美妆品牌违反伦理道德等伦理问题，并没有对平

台或者品牌方进行详尽的整体把握，有存在片面观点的行为。在解决大数据“杀

熟”的解决办法中，一定会存在片面观点和不够全面的问题，在建设电子商务伦

理体系的方案但终，对伦理规则的制定没有给出非常详尽的内容设计，仅提出

的大方向和基于的原则分析。本文中涉及的案例报道，笔者没有求证其真实性，

一些来源于网络自媒体，社会媒体报道，无法做到核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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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研究结论 

6.1 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几章节的概述，电子商务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到来延申出的商

业伦理问题处理难度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能够及

时的发现并且采取措施，B2C 电商目前作为中国新经济的主要模式，就会影响

到目前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 

本文着重采用了理论和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中国《新一代人工智

能伦理规范》分析了目前 B2C 电商平台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的状况和目前所存

在的问题，对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电子商务商业伦理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深度剖析，

并基于此提出了两大问题和治理其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目前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下的电商商业伦理问题主要

集中在，大数据催生的“杀熟”问题，交易活动的监管缺失，消费者的消费数据

保护乏力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的原因是在行业内部企业层面缺少伦理教育，

在法律方面缺少相关跟进更新的法律法规，社会层面人员缺失正当的维权意识。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大数据“杀熟”只是目前的商业伦理问题中的一个，

要解决此办法应当建立合理的适用于 B2C 电子商务的商业伦理体系。通过研究，

本文认为建立一个合理的电商伦理体系需要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企业和个

人层面来解决，其中政府层面应当作为一个领头人，可以加强对商业伦理的宣

传教育，对目前的法律法制进行更新，适应目前的电商发展速度，加强该行业

内的立法执法，并且可以通过第三方监管来建立企业信用认证平台等措施。从

社会层面来说应当推崇良好的商业道德风尚，如利用社会自媒体，直播平台等

来曝光一些黑心电商的不良行为，对这些败坏商业道德的电商品牌进行批判以

达到其他电商平台，电商品牌对自身的企业信誉的高度重视，最终达到社会都

在推崇良好的道德风尚的结果。从企业层面来说，企业应当对内部文化和管理

制度进行更新，以适应目前的电商发展现状，在对员工的培训和价值培养中应

当加入商业伦理道德的元素。从消费者个人层面来说，应当加强自身对拥有权

益和法律的认知，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通过着四个层面来建立商业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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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够使得新经济下的电子商务长远良性发展，能狗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大众，

使中国新经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6.2 研究结论的应用价值 

本文中的所提到的电子商务伦理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通过构建一个合理

的商业伦理体系，笔者认为将大大加速解决伦理问题的速度。同时，目前的电

子商务的创新速度太快，导致新的电子商务模式和新的电子商务企业，这也就

意味着之后还会存在更多的，新的模式的伦理问题。针对这种问题，本文提出

的建立的电子商务商业伦理体系就能够及时应用更新，统筹规范。同时，除了

更新构建商业伦理体系之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在未来的实践中可以采取以下方

案：目前的电子商务企业普遍存在的商业伦理问题，电子商务商业伦理体系只

能够起到约束的作用，真需要做到奖惩分明需要中国政府尽快的对电商领域的

法律法规进行更新完善，将目前的商业伦理道德准则上升到法律层面。同时笔

者认为，中国可以联合其他国家，成立一个全球性的电子商务诚信平台，或是

电子商务行业协会这种具有全球性约束力的平台，在其中制定企业行为伦理准

则，以国家名义要求具有影响力的电商企业加入，同时，各个新的想入行的企

业也得通过该平台认证，从而达到监督其行为的目的。对于目前存在的电子商

务企业内部，政府可以采取强制干预，如强制要求市场经济交易参与者对企业

内部进行伦理教育，提高整体的企业伦理道德水平。当这些建议真正得到实施

的时候，又能为中国的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坚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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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仅展示所用片段） 

 
  第三条 人工智能各类活动应遵循以下基本伦理规范。（一）增进人类福

祉。坚持以人为本，遵循人类共同价值观，尊重人权和人类根本利益诉求，遵

守国家或地区伦理道德。坚持公共利益优先，促进人机和谐友好，改善民生，

增强获得感幸福感，推动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二）促进公平公正。坚持普惠性和包容性，切实保护各相关主体合法权

益，推动全社会公平共享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机会均

等。在提供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时，应充分尊重和帮助弱势群体、特殊群体，

并根据需要提供相应替代方案。（三）保护隐私安全。充分尊重个人信息知情、

同意等权利，依照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处理个人信息，保障个人隐私

与数据安全，不得损害个人合法数据权益，不得以窃取、篡改、泄露等方式非

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不得侵害个人隐私权。（四）确保可控可信。保障人类拥

有充分自主决策权，有权选择是否接受人工智能提供的服务，有权随时退出与

人工智能的交互，有权随时中止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

人类控制之下。（五）强化责任担当。坚持人类是最终责任主体，明确利益相关

者的责任，全面增强责任意识，在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各环节自省自律，建立

人工智能问责机制，不回避责任审查，不逃避应负责任。（六）提升伦理素养。

积极学习和普及人工智能伦理知识，客观认识伦理问题，不低估不夸大伦理风

险。主动开展或参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讨论，深入推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实

践，提升应对能力。 

  第十条 强化自律意识。加强人工智能研发相关活动的自我约束，主动将

人工智能伦理道德融入技术研发各环节，自觉开展自我审查，加强自我管理，

不从事违背伦理道德的人工智能研发。 

  第十一条 提升数据质量。在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

供、公开等环节，严格遵守数据相关法律、标准与规范，提升数据的完整性、

及时性、一致性、规范性和准确性等。 

  第十二条 增强安全透明。在算法设计、实现、应用等环节，提升透明

性、可解释性、可理解性、可靠性、可控性，增强人工智能系统的韧性、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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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和抗干扰能力，逐步实现可验证、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预测、可

信赖。 

  第十三条 避免偏见歧视。在数据采集和算法开发中，加强伦理审查，充

分考虑差异化诉求，避免可能存在的数据与算法偏见，努力实现人工智能系统

的普惠性、公平性和非歧视性。 

  第十四条 尊重市场规则。严格遵守市场准入、竞争、交易等活动的各种

规章制度，积极维护市场秩序，营造有利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市场环境，不得以

数据垄断、平台垄断等破坏市场有序竞争，禁止以任何手段侵犯其他主体的知

识产权。 

  第十五条 加强质量管控。强化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质量监测和使用评

估，避免因设计和产品缺陷等问题导致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用户隐私等侵

害，不得经营、销售或提供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与服务。 

  第十九条 避免误用滥用。充分了解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适用范围和负

面影响，切实尊重相关主体不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的权利，避免不当使用

和滥用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避免非故意造成对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 

  第二十一条 及时主动反馈。积极参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实践，对使用人

工智能产品与服务过程中发现的技术安全漏洞、政策法规真空、监管滞后等问

题，应及时向相关主体反馈，并协助解决。 

  第二十二条 提高使用能力。积极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主动掌握人工

智能产品与服务的运营、维护、应急处置等各使用环节所需技能，确保人工智

能产品与服务安全使用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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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2018Q4-2021Q4 中国网络零售 B2C市场交易规模 

 

 

附录 3 2021 年第 4 季度中国网络零售 B2C 市场交易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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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关于“消费维权”网友观点分布 

 

附录 5 2018 年各大电商平台双 11交易额与投诉数据（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布《2018 年“双 11”消费投诉与体验报告》提供数据） 

 

其中，天猫当天成交额达 2135亿元，保持了 26.93%增长；京东累计下单金

额达 1598 亿元，同比增长 25.7%；拼多多交易额达 94 亿元；苏宁易购销售订单

量同比增长 132%；网易考拉销售额仅 78 分钟就达到去年同期记录；唯品会销

售额同比增长 27%…… 

据第三方网络消费维权平台电子商务纠纷调解平台“双 11”大促期间统计受

理的消费投诉纠纷大数据显示，电商大促过后往往也是消费投诉纠纷高峰期，

今年“双 11”网购用户的投诉数量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27.81%。 

从投诉领域分布来看，国内零售电商占比为 45.34%，其次为跨境进口电商

5.82%，其它投诉占比为 48.84%。就投诉占比而言，零售电商平台占比将近总

量的一半。 

 
附录 6 2019 年各大电商平台双 11 交易额与投诉数据（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布《2019 年“双 11”消费投诉与体验报告》，《2019 年“双 11”消费维权数

据报告》提供数据） 

 
2019 年 10月 21 日至 11 月 15日，全网相关“双十一”电商平台投诉的信息量

达 44.8 万条，是去年同期的 3 倍左右。从消费者对“双十一”维权投诉的话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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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观点抽样分析可见，35%的消费者认为今年“双十一”规则复杂“套路”太多；

21%的消费者不满商家定金不退的规则；14%的消费者表示部分商家先涨价后

降价或者买完就降价。 

今年双十一当天，天猫双十一的成交总额达到 2684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同样的，在购物量增加的同时，投诉量也同步上涨。10 月份，黑猫投诉收到购

物平台类有效投诉超 2.4 万件，而 11 月 1日到 25日，黑猫投诉收到购物平台类

有效投诉近 3.5 万件，增幅达 42.2%。 

黑猫投诉数据显示，11 月有效投诉超过 1000 件的购物平台类商家有 7个：

阿里客服、京东商城、拼多多、返利网、毒App、苏宁易购、nice。其中，阿里

客服、京东商城、拼多多、苏宁易购在双 11 后投诉量增长明显。从响应时间来

看，阿里客服和 nice 平均响应时间较长超过 1 周，其他五家的平均响应时间都

小于 1天，其中苏宁易购最快，不足 1 小时。 

 

附录 7 2020 年各大电商平台双 11 交易额与投诉数据（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布《2020 年“双 11”消费投诉与体验报告》，《2020 年“双 11”消费维权数

据报告》提供数据） 

 

根据微热点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 年 11 月 1日至 11 月 15 日，全网

相关“双十一电商平台投诉”的信息量达 52.9 万条。来自微博平台的信息量达到

19.5 万条，占比 36.82%，成为相关事件及话题的重要舆论发声场；其次是客户

端平台，信息量占比 23.07%。 

11 月 1 日至 11 日 0 时 30 分，2020 年天猫“双 11”实时成交额突破 3723 亿

元；11 月 1 日至 11 日 0 时 9 分，京东“双 11”累计下单金额突破 2000 亿元。在

不断攀升的数字背后，消费问题也不容小觑。黑猫投诉数据显示，11 月 1 日至

15 日购物平台有效投诉量超 3.6 万件，环比 10 月下半月增幅高达 58.27%。 

黑猫投诉数据显示，“双十一”期间， 拼多多、阿里、京东、得物 App、天

猫、苏宁易购有效投诉量均超千件。其中，拼多多有效投诉量过万，天猫有效

投诉量增幅最大，超 200%。从回复率来看，京东、得物 App、苏宁易购处理较

好，淘宝、天猫处理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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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 2021 年电商平台“双 11”交易额与投诉数据（由黑猫投诉数据提供） 

 

截止到 11 月 12 日 0 时 0 分，2021 年天猫“双 11”实时成交额突破 5403 亿

元；截止到 11 月 12 日 0 时 0 分，京东“双 11”累计下单金额突破 3491 亿元。在

不断攀升的数字背后，消费问题也不容小觑。黑猫投诉数据显示，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0 日购物平台有效投诉量超 11.4 万件，环比上一个周期涨幅高达 68%。 

黑猫投诉数据显示，“双十一”期间， 拼多多、淘宝、京东投诉量超 2 万件，

在所有主流购物平台中天猫超市有效投诉量增长率最高，达到 324%。购物平台

商家处理分化，其中京东、得物、苏宁、寺库、转转处理较好，拼多多、淘宝、

天猫、天猫超市、闲鱼处理较差。 

除购物平台及货运物流等平台方，“双十一”期间有效投诉量增长较多的还

包括美妆服饰行业品牌方。“双十一”期间，美妆服饰行业有效投诉量增幅最大。

其中，巴黎欧莱雅、蒂佳婷、斐乐投诉量超千。 

黑猫投诉数据显示，“双十一”期间美妆服饰行业有效投诉超 5.4 万件，环比

增幅达 3858%。 

“双十一”期间，黑猫投诉平台货运物流行业有效投诉量近 3 万单，环比上

一个周期增幅高达 52%。其中，圆通快递、中国邮政、韵达速递、申通快递、

京东物流、顺丰有效投诉量超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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