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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框架及流程，描述了评估方法、评估实施步骤及评估

工作形式。  

本文件适用于互联网内容提供商、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监管部门等开展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影响

评估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 Internet information recommendation technology  

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向用户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时应用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等

算法进行信息推荐的技术。 

3.1.2  

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影响评估 Internet information recommendation technology impact 

assessment 

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使用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公众影响进行系统地识别、

分析和评价。 

3.1.3  

评估对象 assessment object 

被评估的主体，本标准指采用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进行信息推荐的互联网内容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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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互联网内容提供商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向广大用户综合提供互联网信息业务和增值业务的运营商。 

3.1.5  

目标数据 target data 

经评估对象授权许可用于影响评估的限定业务范围和限定时间内实际运营产生的数据集合。 

3.1.6  

评估模型 evaluation model 

通过构建评估指标并明确指标量化方式，形成适用于评估算法推荐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的模型。 

3.1.7  

信息茧房 information cocoon 

基于用户兴趣和习惯，将更多相同类型内容分发给用户，造成用户获取信息内容狭隘、单一的现

象。 

3.1.8  

时间茧房 time cocoons  

通过量化用户在连续时间段内的行为特征评价信息茧房风险的一种方式。 

3.1.9  

访问茧房 access cocoons  

通过量化用户在连续访问次数内的行为特征评价信息茧房风险的一种方式。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ICP 互联网内容提供商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4 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框架及流程 

4.1 评估原则 

4.1.1 标准化原则 

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影响评估应参照本文件确立的评估流程和方法进行实施。 

4.1.2 可控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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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评估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标准的项目管理方法对服务过程、人员和工具等进行控制，

保证影响实施过程中的安全可控。 

a) 服务可控性。评估方应在评估工作前介绍评估服务流程，明确需要得到评估对象协调配合的

工作内容，确保评估工作顺利开展； 

b) 人员与信息可控性。所有参与评估的人员应签署保密协议，应对评估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严

格管理，未经授权不得泄露给任何单位和个人； 

c) 过程可控性。成立评估实施团队，采取项目组长负责制，应对评估工作进行记录并形成相关

记录文档，达到项目过程的可控； 

d) 工具可控性。评估使用的评估工具应事先通告用户，并在评估实施前获得用户的许可，包括

工具软件、测试策略等。 

4.1.3 最小影响原则 

对于在线业务系统的影响评估，应采用最小影响原则，对于影响评估所需要的数据，需与用户沟

通并进行应急备份。 

4.2 影响要素 

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影响评估围绕算法导向性、算法客观性、算法风险性、茧房系数、收敛系数

等影响要素展开。 

a) 算法导向性。算法导向性评价互联网信息推荐算法的舆论导向影响，以政治导向和推荐主题

情感导向综合评价； 

b) 算法客观性。算法客观性评价互联网信息推荐算法的推荐客观程度，以推荐内容商业化程度、

推荐内容类型多样性程度、推荐内容所属账号分散程度综合评价； 

c) 算法风险性。算法风险性评价互联网信息推荐算法的推荐传播风险，以推荐内容潜在传播风

险和影响范围综合评价； 

d) 茧房系数。茧房系数评价互联网信息推荐算法推荐分发的信息内容导致用户形成信息茧房的

可能性程度，以时间茧房系数和访问茧房系数综合评价； 

e) 收敛系数。收敛系数评价互联网信息推荐算法推荐分发的信息内容导致用户形成信息茧房的

可能用时，以时间茧房收敛极值和访问茧房收敛极值综合评价。 

4.3 影响分析原理 

推荐技术影响分析原理如图1所示： 

推荐技术影响分析涉及算法导向性、算法客观性、算法风险性、茧房系数、收敛系数等基本要素。

各要素包含的具体指标及量化方法见表1—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指标量化表。 

影响分析的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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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评估对象授权，获取待评估的目标数据； 

b) 在目标数据范围内识别影响要素，对目标数据进行必要的预处理； 

c) 对已识别的影响要素开展对应各指标的影响量化； 

d) 综合各指标的影响量化结果； 

e) 依据综合量化结果划分影响分级。 

 

影响性要素识别 各指标影响性量化 综合量化
影响性评估
结果分级

获取目标数据
 

图 1 推荐技术影响评估原理图 

4.4 影响评估流程 

影响评估实施划分为评估准备、推荐技术影响要素识别计算、影响结果判定与影响风险处理四个

阶段。其中，评估准备阶段工作是有效实施评估的保证；影响要素识别计算阶段是针对评估活动中的

各类影响要素进行识别和量化；影响结果判定阶段是对识别计算阶段中获得的各类影响要素量化结果

进行综合判定，整体评估推荐技术影响；影响风险处理阶段针对评估结果，提出相应的整改处置建议，

按照处置建议实施算法调整改进。 

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流程如图2所示： 

评估
对象
沟通

评估目标数据选取

影响性处理

影响性结果判定

评估过程文档评估准备

评估指标识别、计算量化

影响性评估得分

评估过程文档

评估过程文档

评估过程文档

影响性要素识别计算

 

图 2 影响评估流程图 

5 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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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评估模型概述 

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模型由推荐算法导向性、推荐算法客观性、推荐算法风险性、推荐算法茧房系

数、推荐算法收敛系数共5项一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下，各分别设置相应二级指标（共11项二级指

标），量化因子（共12项量化因子）用于计算各评估指标对应的影响数值，各指标影响数值之和即推

荐算法综合影响数值（综合影响数值介于0—100之间，数值大小与影响大小成正比例关系）。 

表 1 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指标量化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量化因子 参数𝑢𝑖 权重𝑤𝑖 

算法导向性

（15%） 

政治导向 推送非政务新媒体发布量占比 log
2

(X1+1) 5% 

主题情感导

向 

推送灾害事故信息占比 log
2

(X2+1) 5% 

推送煽动性信息占比 log
2

(X3+1) 5% 

算法客观性

（15%） 

推荐商业化

程度 
推送广告信息占比 log

2
(X4+1) 5% 

推荐内容多

样性程度 
 推送主题类型数量占比 log

2
(1-X5+1) 5% 

推荐内容所

属账号分散

程度 

推送信息所属账号数量占比 log
2

(1-X6+1) 5% 

算法风险性

(20%) 

传播风险 负面信息数量占比 log
2

(X7+1) 10% 

传播范围 发布负面信息的主体粉丝数占比 log
2

(X8+1) 10% 

茧房系数

(25%) 

时间茧房 时间茧房系数极差 log
2

(X9+1) 12.5% 

访问茧房 访问茧房系数极差 log
2

(X10+1) 12.5% 

收敛系数

(25%) 

时间茧房收

敛极值 
最小收敛时间 log

2
(

1

X11

+1) 12.5% 

访问茧房收

敛极值 
最小收敛时间 log

2
(

1

X12

+1) 12.5% 

推荐算法综合影响数值= 

∑ 𝑢𝑖 × 𝑤𝑖 × 100

12

𝑖=1

 

 

5.2 算法导向性 

5.2.1 政治导向性 

5.2.1.1 量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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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数据集（此数据集指任意连续N天内（N一般取7天的整数倍，本标准建议N取

35，保证时间跨度的一致性和评估数据的广泛性），由推荐算法推送分发的各采样用户接收信息）中，

非政务新媒体发布（非行政机关或非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内设机构发布）的数量占比。 

𝑋1 =
𝐶非政务

𝐶数据集

 

其中，量化因子𝑋1为非政务新媒体发布数量占比；𝐶非政务为数据集内非政务新媒体发布数量；

𝐶数据集为数据集信息总量。 

5.2.1.2 影响数值 

政治导向影响数值𝑉政治导向由量化因子𝑋1决定，计算关系为： 

𝑉政治导向 = [log2(𝑋1 + 1)] × 𝑤1 × 100 

其中，𝑉政治导向为政治导向影响数值，𝑋1为量化因子，𝑤1为权重，权重分配情况详见表1。 

5.2.2 主题情感导向性 

5.2.2.1 量化因子 

a) 推送灾害事故信息占比 

在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数据集（此数据集指任意连续N天内，由推荐算法推送分发的各采样用户接收

信息）中，涉及地质灾害、重大事故信息占比。 

𝑋2 =
𝐶灾害事故

𝐶数据集

 

其中，量化因子𝑋2为灾害事故信息占比；𝐶灾害事故为数据集内涉及灾害事故信息数量；𝐶数据集为数

据集信息总量。 

b) 推送煽动性信息占比 

在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数据集（此数据集指任意连续N天内，由推荐算法推送分发的各采样用户接收

信息）中，煽动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传播抢购、囤积、抛售、挤兑、恶意预测、虚假宣传、人身攻

击、地域歧视等煽动性信息）占比。 

𝑋3 =
𝐶煽动信息

𝐶数据集

 

其中，量化因子𝑋3为煽动性信息占比；𝐶煽动信息为数据集内煽动性信息数量；𝐶数据集为数据集信息

总量。 

5.2.2.2 影响数值 

主题情感导向影响数值𝑉主题情感导向由量化因子𝑋2、𝑋3决定，计算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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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主题情感导向 = [log2(𝑋2 + 1)] × 𝑤2 × 100 + [log2(𝑋3 + 1)] × 𝑤3 × 100 

其中，𝑉主题情感导向为政治导向影响数值，𝑋2、𝑋3为量化因子，𝑤2、𝑤3为权重，权重分配情况详见

表1。 

5.3 算法客观性 

5.3.1 商业化程度 

5.3.1.1 量化因子 

在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数据集（此数据集指任意连续N天内，由推荐算法推送分发的各采样用户接收

信息）中，推送广告信息数量占比。 

𝑋4 =
𝐶广告信息

𝐶数据集

 

其中，量化因子𝑋4为广告信息数量占比；𝐶广告信息为数据集内广告信息数量；𝐶数据集为数据集信息

总量。 

5.3.1.2 影响数值 

商业化程度影响数值𝑉商业化程度由量化因子𝑋4决定，计算关系为： 

𝑉商业化程度 = [log2(𝑋4 + 1)] × 𝑤4 × 100 

其中，𝑉商业化程度为商业化程度影响数值，𝑋4为量化因子，𝑤4为权重，权重分配情况详见表1。 

5.3.2 推荐内容多样性程度 

5.3.2.1 量化因子 

在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数据集（此数据集指任意连续N天内，由推荐算法推送分发的各采样用户接收

信息）中，任意采样用户推荐列表中的主题类型数量在该数据集内全部主题数量中的占比。 

𝑋5 =  
𝐶任意用户主题类型

𝐶主题类型

 

其中，量化因子𝑋5为任意采样用户接收的主题类型占比；𝐶任意用户主题类型为任意采样用户推荐列表

中的主题类型数量，𝐶主题类型为数据集内全部信息主题类型数量。 

5.3.2.2 影响数值 

多样性程度影响数值𝑉多样性程度由量化因子𝑋5决定，计算关系为： 

𝑉多样性程度 = [log2(1 − 𝑋5 + 1)] × 𝑤5 × 100 

其中，𝑉多样性程度为多样性程度影响数值，𝑋5为量化因子，𝑤5为权重，权重分配情况详见表1。 

5.3.3 推荐内容所属账号分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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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 量化因子 

在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数据集（此数据集指任意连续N天内，由推荐算法推送分发的各采样用户接收

信息）中，任意采样用户接收推送账号数量在该数据集内全部推送账号数量中的占比。 

𝑋6 =
𝐶任意用户接收账号数量

𝐶账号数量

 

其中，量化因子𝑋6为任意采样用户接收的账号数量占比；𝐶任意用户接收账号数量为任意采样用户接收

推送的账号数量，𝐶账号数量为数据集内全部推送荐账号数量。 

5.3.3.2 影响数值 

账号分散程度影响数值𝑉账号分散程度由量化因子𝑋6决定，计算关系为： 

𝑉账号分散程度 = [log2(1 − 𝑋6 + 1)] × 𝑤6 × 100 

其中，𝑉账号分散程度为账号分散程度影响数值，𝑋6为量化因子，𝑤6为权重，权重分配情况详见表1。 

5.4 算法风险性 

5.4.1 传播风险 

5.4.1.1 量化因子 

在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数据集（此数据集指任意连续N天内，由推荐算法推送分发的各采样用户接收

信息）中，负面信息（涉黄、涉暴、涉恐、涉赌、涉诈、反宣以及其他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的信

息）数量占比。 

𝑋7 =
𝐶负面信息

𝐶数据集

 

其中，量化因子𝑋7为非负面信息占比；𝐶负面信息为数据集内负面信息数量；𝐶数据集为数据集信息总

量。 

5.4.1.2 影响数值 

传播风险影响数值𝑉传播风险由量化因子𝑋7决定，计算关系为： 

𝑉传播风险 = [log2(𝑋7 + 1)] × 𝑤7 × 100 

其中，𝑉传播风险为传播风险影响数值，𝑋7为量化因子，𝑤7为权重，权重分配情况详见表1。 

5.4.2 传播范围 

5.4.2.1 量化因子 

在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数据集（此数据集指任意连续N天内，由推荐算法推送分发的各采样用户接收

信息）中，发布负面信息的主体粉丝数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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𝑋8 =
𝐶负面信息主体粉丝数

𝐶数据集主体粉丝总量

 

其中，量化因子𝑋7为非负面信息占比；𝐶负面信息主体粉丝数为数据集内负面信息主体粉丝数；

𝐶数据集主体粉丝总量为数据集包含的所有账号主体的粉丝总量。 

5.4.2.2 影响数值 

传播范围影响数值𝑉传播范围由量化因子𝑋8决定，计算关系为： 

𝑉传播范围 = [log2(𝑋8 + 1)] × 𝑤8 × 100 

其中，𝑉传播范围为传播范围影响数值，𝑋8为量化因子，𝑤8为权重，权重分配情况详见表1。 

5.5 茧房系数 

5.5.1 时间茧房 

5.5.1.1 量化因子 

在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数据集（此数据集指任意连续N天内，由推荐算法推送分发的各采样用户接收

信息）中，计算任意采样用户u在第t天的时间茧房系数𝐶𝑜𝑡(𝑟, 𝑢)。 

𝐶𝑜𝑡(𝑟, 𝑢) = 𝑛𝑜𝑟𝑚(∑((𝑃𝑘
𝑢)2

𝐾

1

) 

其中，t—第t天；r—recommenders，即目标互联网内容提供商的特定推荐算法；u—目标用户。 

𝑃𝑘
𝑢 = 𝐶𝑜𝑢𝑛𝑡𝑘

𝑢/𝐶𝑜𝑢𝑛𝑡𝑇𝑜𝑡𝑎𝑙
𝑢  为用户u在第t天接收的k种类型推荐信息的概率；式中𝐶𝑜𝑢𝑛𝑡𝑘

𝑢为推荐算

法推荐的k种主题类型信息数量，𝐶𝑜𝑢𝑛𝑡𝑇𝑜𝑡𝑎𝑙
𝑢 为推荐算法推荐的信息总量。（当k=1时，时间茧房系数

为1，表示用户沉溺于某一特定信息类型） 

norm—normalize,将概率平方和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得时间茧房系数落在[0-1]数值区间。 

𝑋9 = 𝐶𝑜𝑡(𝑟, 𝑢)𝑚𝑎𝑥 − 𝐶𝑜𝑡(𝑟, 𝑢)𝑚𝑖𝑛 

其中，量化因子𝑋9为时间茧房系数极差；𝐶𝑜𝑡(𝑟, 𝑢)𝑚𝑎𝑥为时间茧房系数最大值；𝐶𝑜𝑡(𝑟, 𝑢)𝑚𝑖𝑛为时

间茧房系数最小值。时间茧房系数极差为连续7天内（在上述任意连续N天内截取连续7天）的时间茧房

系数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5.5.1.2 影响数值 

时间茧房影响数值𝑉时间茧房由量化因子𝑋9决定，计算关系为： 

𝑉时间茧房 = [log2(𝑋9 + 1)] × 𝑤9 × 100 

其中，𝑉时间茧房为时间茧房影响数值，𝑋9为量化因子，𝑤9为权重，权重分配情况详见表1。 

5.5.2 访问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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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量化因子 

在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数据集（此数据集指任意连续N天内，由推荐算法推送分发的各采样用户接收

信息，宜包括任意采样用户点击的不少于2500个推送信息）中，计算用户u完成 100个点击的访问茧房

系数𝐶𝑜𝑐(𝑟, 𝑢)。 

𝐶𝑜𝑐(𝑟, 𝑢) = 𝑛𝑜𝑟𝑚(∑((𝑃𝑘
𝑢)2

𝐾

1

) 

其中，c—clicks，即点击次数；r—recommenders，即目标互联网内容提供商的特定推荐算法；u

—目标用户。 

𝑃𝑘
𝑢 = 𝐶𝑜𝑢𝑛𝑡𝑘

𝑢/𝐶𝑜𝑢𝑛𝑡𝑇𝑜𝑡𝑎𝑙
𝑢  为用户u完成100次点击k类型推荐信息的概率；式中𝐶𝑜𝑢𝑛𝑡𝑘

𝑢为用户完成

100次推荐信息点击过程中，推荐算法推荐的k种主题类型信息数量，𝐶𝑜𝑢𝑛𝑡𝑇𝑜𝑡𝑎𝑙
𝑢 为推荐算法推荐的信

息总量（即100个）。 

norm—normalize,将概率平方和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得时间茧房系数落在[0-1]数值区间。 

𝑋10 = 𝐶𝑜𝑐(𝑟, 𝑢)𝑚𝑎𝑥 − 𝐶𝑜𝑐(𝑟, 𝑢)𝑚𝑖𝑛 

其中，量化因子𝑋10为访问茧房系数极差；𝐶𝑜𝑐(𝑟, 𝑢)𝑚𝑎𝑥为访问茧房系数最大值；𝐶𝑜𝑐(𝑟, 𝑢)𝑚𝑖𝑛为访

问茧房系数最小值。访问茧房系数极差为用户u完成N个100次推荐信息点击（N宜取5）的访问茧房系数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5.5.2.2 影响数值 

访问茧房影响数值𝑉访问茧房由量化因子𝑋10决定，计算关系为： 

𝑉访问茧房 = [log2(𝑋10 + 1)] × 𝑤10 × 100 

其中，𝑉访问茧房为访问茧房影响数值，𝑋10为量化因子，𝑤10为权重，权重分配情况详见表1。 

5.6 收敛系数 

5.6.1 时间茧房收敛极值 

5.6.1.1 量化因子 

分别计算任意采样用户连续N天各天的时间茧房系数，比较时间茧房系数连续增长的时间区间（时

间茧房系数在该区间内由最小值连续增长到最大值所用天数），若干时间区间中历时最短的即为最小

收敛时间𝑇𝑡—𝑚𝑖𝑛，量化因子取最小收敛时间。 

𝑋11 = 𝑇𝑡—𝑚𝑖𝑛 

5.6.1.2 影响数值 

时间茧房收敛极值影响数值𝑉时间茧房收敛极值由量化因子𝑋11决定，计算关系为： 

𝑉时间茧房收敛极值 = [log2(
1

𝑋11
+ 1)] × 𝑤11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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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𝑉时间茧房收敛极值为时间茧房收敛极值影响数值，𝑋11为量化因子，𝑤11为权重，权重分配情况

详见表1。 

5.6.2 访问茧房收敛极值 

5.6.2.1 量化因子 

分别计算任意采样用户u的25个访问茧房系数（单个访问茧房系数是通过100次点击量计算获得，

25个访问茧房系数是顺序时间段内的2500次点击分别计算获得），比较访问茧房系数连续增长的时间

区间（访问茧房系数从该区间内由最小值连续增长到最大值所用天数），若干时间区间中历时最短的

即为最小收敛时间𝐶𝑡—𝑚𝑖𝑛，量化因子取最小收敛时间。 

𝑋12 = 𝐶𝑡—𝑚𝑖𝑛 

5.6.2.2 影响数值 

时间茧房收敛极值影响数值𝑉访问茧房收敛极值由量化因子𝑋12决定，计算关系为： 

𝑉访问茧房收敛极值 = [log2(
1

𝑋12
+ 1)] × 𝑤12 × 100 

其中，𝑉访问茧房收敛极值为访问茧房收敛极值影响数值，𝑋12为量化因子，𝑤12为权重，权重分配情况

详见表1。 

6 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影响评估实施 

6.1 影响评估准备 

6.1.1 确定目标 

根据评估对象在其业务开展过程中使用的信息推荐技术及其应用中产生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导向、

信息茧房、信息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评估推荐技术对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 

6.1.2 组建团队 

根据影响评估的工作形式（自评估或检查评估）确定影响评估实施团队。评估实施团队应召开影

响评估工作启动会议，做好评估前的表格、文档、检测工具等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影响评估技术培训

和保密教育，制定影响评估过程管理相关规定。可根据被评估方要求签署保密协议。 

6.1.3 前期调研 

前期调研是了解评估对象的业务形式、用户规模、信息传播规模、信息类型等基本业务情况的过

程，影响评估实施团队应进行充分调研，为影响评估的精准实施奠定基础。前期调研可采取问券调查、

现场面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研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业务及相关流程，具体管理和技术部门及其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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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业务采用的相关信息推荐技术； 

c) 主要的业务功能； 

d) 业务数据和信息； 

e) 数据的敏感性； 

f) 支持和使用业务后台的人员； 

g) 评估对象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h) 相关法律法规。 

6.1.4 制定方案 

影响评估方案的目的是为后续的影响评估实施活动提供一个总体计划，用于指导实施方开展后续

工作。影响评估方案应得到评估对象的确认和认可。影响评估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影响评估工作框架：包括评估目标、评估范围、评估依据等； 

b) 评估团队组织：包括评估团队成员、组织结构、角色、责任等； 

c) 评估工作计划：包括各阶段工作内容、工作形式、工作成果等； 

d) 风险规避：包括保密协议、评估工作环境要求、评估方法、工具选择、应急预案等； 

e) 风险接受：制定影响风险接受准则，根据影响风险接受准则进行影响风险处理； 

f) 时间进度安排：评估工作实施的时间进度安排。 

6.1.5 获得支持 

上述所有内容确定后，应形成较为完整的影响评估实施方案，得到评估对象的支持、批准。同时，

须对评估对象相关人员、评估团队成员等进行传达，在组织范围内就影响评估相关内容进行培训，以

明确相关人员在影响评估中的任务和注意事项。 

6.2 影响要素识别和计算 

参照第5章—推荐技术影响评估方法进行实施。 

6.3 影响结果判定 

表 2 影响等级划分表 

等级 影响分值 标识 描述 

5 80以上 很高 
应用的推荐算法对社会公众的具有极大的影响，存在较严重的导向

性、主观性、风险性问题，极易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 

4 61—80 高 
应用的推荐算法对社会公众的具有较大的影响，存在导向性、主观

性、风险性问题，存在导致信息茧房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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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影响分值 标识 描述 

3 41—60 中等 
应用的推荐算法对社会公众的具有一定的影响，可能存在导向性、主

观性、风险性问题，可能存在导致信息茧房的潜在风险 

2 21—40 低 应用的推荐算法对社会公众的影响较小 

1 0—20 很低 应用的推荐算法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极小 

 

a) 影响结果判定为1级、2级的，属低影响等级，推荐算法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风险可接受； 

b) 影响结果判定为3级的，属中等影响等级，推荐算法的影响存在一定风险，可适当采取整改措

施加以调整； 

c) 影响结果判定为4级、5级的，属高影响等级，推荐算法的影响风险较高，需采取必要的整改

措施加以调整，并对整改后的推荐算法进行复评估。 

6.4 影响评估文档记录 

6.4.1 影响评估文档记录要求 

记录影响评估过程的相关文档，应符合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a) 确保文档发布前是得到批准的； 

b) 确保文档的更改和现行修订状态是可识别的（有版本控制措施）； 

c) 确保文档的分发得到适当控制； 

d) 防止作废文档的非预期适用，若因任何目的需保留作废文档时，应对这些文档进行适当标识。 

6.4.2 影响评估文档 

影响评估文档是指在整个影响评估过程中产生的评估过程文档和评估结果文档，包括但不限于： 

a) 影响评估方案：阐述影响评估的目标、范围、人员、评估方法、工作计划和实施进度等； 

b) 影响评估程序：明确评估的目的、职责、过程、相关的文档要求，以及实施本次评估所需的

各种信息数据； 

c) 目标数据清单：影响评估所需要的业务数据； 

d) 影响评估报告：对整个影响评估过程和结果进行总结，详细说明评估对象基本情况、影响评

估方法、评估对象所采用的信息推荐技术算法的总体表现情况、影响要素识别结果、影响分

析和结论等内容； 

e) 影响风险处理计划：对评估结果中影响较大的风险制定影响风险处理计划，选择适当的控制

目标及算法调优措施，明确责任、进度，通过对影响较大的要素进行二次评估，以确定所选

择调优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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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影响评估记录：根据影响评估程序，要求影响评估过程中的各种现场记录可复现评估过程，

并作为产生歧义后解决问题的依据。 

6.5 影响风险处理 

将影响评估结果与预先制定的影响风险接受准则进行对照，识别存在的可接受风险和不可接受风

险。对不可接受的影响风险应根据导致该影响风险的影响要素制定影响风险处理计划。影响风险处理

计划中应明确采取的算法调优措施、预期效果、实施条件、进度安排、责任部门等。宜针对不同影响

等级开展风险处理： 

a) 影响等级1级：风险完全可控，影响风险极低； 

b) 影响等级2级：风险基本可控，影响风险较低； 

c) 影响等级3级：具有一定的影响风险，宜制定影响风险处理计划； 

d) 影响等级4级：具有较高的影响风险，需制定影响风险处理计划，根据计划进行算法优化和效

果跟踪，定期进行影响评估； 

e) 影响等级5级：具有极高的影响风险，需立即制定影响风险处理计划，指定责任部门组织实施

相关整改，整改完成后需再次进行影响评估。 

7 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影响评估工作形式 

影响评估分为自评估与检查评估两种形式。影响评估应以自评估为主，自评估和检查评估相互结

合、互为补充。 

7.1 自评估 

自评估是ICP等采用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的单位或组织对其使用的推荐技术进行影响评估。自评估

应在本标准的指导下，结合评估对象自身的实际需求进行实施。周期性进行的自评估可以在评估流程

上适当简化，重点针对影响波动较大的要素进行识别和评估，以便邻近两次评估结果的对比。若评估

对象所采用的信息推荐技术发生重大变化时，应根据本标准进行完整的评估。 

自评估可由评估对象自主实施或委托信息安全评估机构支撑实施。由评估对象自主实施的评估可

以降低实施费用、提高内部相关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但容易受到组织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其评估

结果的客观性易受影响。委托信息安全评估机构实施的评估，过程较规范、评估结果客观性较好，评

估对象应对其背景与资质、评估过程与结果的保密要求等方面进行控制。 

7.2 检查评估 

检查评估是ICP等采用互联网信息推荐技术的单位或组织的上级主管部门或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开展

的影响评估，检查评估可委托信息安全评估机构支持实施。检查评估可以依据本标准的要求，实施完

整的影响评估，也可在自评估实施的基础上，对关键环节或重点内容实施抽样评估，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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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评估实施团队及技术人员审查； 

b) 自评估目标数据审查； 

c) 自评估方法的检查； 

d) 自评估过程文档检查； 

e) 自评估影响风险处理措施审查； 

f) 其他相关内容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