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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Internet environment, the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data uselessness are prominen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people's information demand, the functions of big data algorithm emerge one after another. Among them, the most widely 

used and praised by the major platforms is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function. Taking NetEase cloud music platfor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function in the platform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etEase cloud music,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function in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a solution to the shortco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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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数据时代下的个性化推荐功能——以网易云音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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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的互联网环境中，信息过载和数据无用化问题突出，随着人们信息需求的不断扩大，大数据算法功能

层出不穷。其中，使用最广泛且为各大平台所推崇的莫过于个性化推荐功能。本文以网易云音乐平台为例，根据

网易云音乐的现状，探索了个性化推荐功能在平台中的应用，浅析了个性化推荐功能在平台建设上的优劣点并针

对不足之处提出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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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网络世界中的信息繁杂，不可计数

的信息在网络上流通。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始应用大数据

技术为用户筛选信息、推荐信息。作为音乐平台，网易

云音乐运用个性化推荐技术，推出了每日歌单等栏目，

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所喜爱。

但是在看到利益的同时，平台也不能忽视个性化推荐所

带来的弊端，只有发展优势，规避劣势，平台才能得到

更好的发展。

2.大数据的时代背景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信息数据呈现爆发式

增长，信息过载问题日益突出，人们日益增长的数据产

生量，推动着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 美国可视化数据

平台 VisualCapitalist 上传过一张图片，该图片展现了互

联网世界里几十亿网民在一分钟内做的事：网上商城交

易额可达 100万美金；450万的用户在 YouTube上观看

视频；39 万个应用在谷歌、苹果的软件商城中下载；

还有 34万人在使用 Instagran分享生活，这还不是全部。

在大数据时代，这些庞大数据的数据就是金钱，越来越

多的企业懂得利用大数据技术寻求最有效率的方法获

取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互联网产业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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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易云音乐现状

网易云音乐是网易旗下的首款移动音乐产品，该产

品不同于其他音乐软件，主打音乐的社交性，做小众有

质感的音乐分享平台。其开放的 UGC 平台，独特的社

交性，精准的个性化推荐促使网易云音乐从一众音乐平

台中脱颖而出。[3]

3.1开放的 UGC平台

网易云音乐上有一批独特而又高质量的独立音乐

人，这些独立音乐人并不是家喻户晓的大众歌手，而是

一群热爱音乐并且渴望让大众听见自己声音的音乐人，

这些人创建自己的歌单分享自己的音乐，获得了展示自

己实现梦想的平台。而对于平台而言，不仅获得了这一

批稳定的音乐人用户，同时吸引了一批追随这些音乐人

的小众音乐爱好者。而这些独立音乐人所产出的音乐作

品，区别于大众音乐市场上的歌曲，其音乐本身的独特

性以及趣味性，也吸引着更多的用户。

3.2独特的社交性

网易云音乐主打社交+音乐，用户可以用音乐+图

片+文字的形式分享自己的音乐，这一功能让网易云有

着“音乐软件中的微博”的称号。而其分享功能也是社交

性的一种体现，用户不仅仅是分享音乐，分享自己的电

台，同时也是在分享感情。由于每个人的性格、偏好、

生活经历的不同，每个人对于歌曲的感情也是不同的。

而给网易云音乐就是这些人抒发感情，寻找情感共鸣的

地方，让用户找到音乐上的群体归属感，也是网易云音

乐的口号之一。

3.3精准的个性化推荐

网易云音乐相较于传统软件而言，除了传统的曲库

+搜索+排行榜的形式以外，还有其独特的私人电台和

每日歌单。网易云音乐基于大数据技术，运用智能推荐

算法，对曲库中的歌曲进行细分，然后通过从后台获取

的用户听歌、搜索、浏览、下载记录，分析出用户的偏

好，得出用户画像，同时筛选匹配出最适合用户口味的

音乐，为用户进行推送，形成每日歌单和私人电台等板

块。个性化推荐功能不仅是为用户推荐音乐，同时也在

发现与传播小众音乐，让这些高质量的歌曲不被掩埋。

4.网易云音乐于其他音乐软件的比较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8 年中国数字音乐消费

者研究报告》显示，全球音乐产业正逐渐突破瓶颈期，

2018年中国音乐行业增速达到 20.3%，预示着中国数字

音乐行业进入全速发展阶段。[5]同时，据 QuestMobile

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腾讯系的三大音乐软件，酷狗、

酷我以及 QQ音乐以 7.7亿的活跃用户占领市场 83%的

市场份额，而网易云音乐以 1.2 亿的活跃用户占领了

13%的市场份额，位于除虾米音乐外的几大音乐平台的

末流。面对这一问题，即使在数字音乐行业的蓬勃发展

下，网易云音乐如果不突破市场份额和版权这两方面的

问题的话，还是很难和腾讯一较高下的。

4.1市场占有率问题

2016 年中国音乐集团即酷狗音乐和酷我音乐，与

腾讯旗下的 QQ音乐进行业务合并，组建为腾讯音乐娱

乐集团。三大音乐平台的合并在市场上还是对其他音乐

平台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在国内，酷狗和酷我音乐算是

比较老牌的音乐软件了，其拥有了一大批 70，80后受

众，而与 QQ 相伴而生的 QQ 音乐则是 90后用户的主

要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网易云音乐在市场占有

方面处于劣势，只有瞄准市场缝隙，稳步向前，才能在

市场中站足脚跟。

4.2版权影响

不同于国外的版权模式，中国的几大音乐平台版权

并不互授，而是竞争关系，这就导致用户一般要下至少

两个软件才能听完想听的歌。2018 年腾讯音乐在美国

的上市更是拉开了版权市场的差距，至少在国际音乐市

场上，腾讯音乐相较于网易云音乐占足了优势。同时腾

讯旗下的酷狗、酷我、QQ实现版权互授，这对与市场

份额本就不高的网易云音乐更是一大劣势，除了和虾米

音乐实现版权互授以外，网易云音乐还需要投入更多的

资本在版权市场才能弥补市场份额所带来的差距。

5.网易云音乐个性化推荐的优点

个性化推荐功能是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中的推荐

算法而实现的，该功能旨在为用户推荐最符合用户偏好

的音乐，为用户提供满意的音乐同时让曲库得到充分的

利用。

5.1提升用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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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云音乐不是唯一一个有推荐功能的平台 ，每

个平台的首页都有一个推荐栏目，但其他大部分音乐软

件的首页推荐是以广告为主，对每个用户都是推荐一样

的内容，并没有体现个性化。而网易云音乐不同，推荐

的都是符合用户偏好的音乐，极少的广告成分，同时从

用户反馈情况来看，网易云音乐的推荐精准的是极高

的，歌单里绝大部分的歌曲都符合用户的偏好，免去了

用户四处搜查歌曲的时间，提高了用户的满意度。

5.2增加曲库利用率

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整理符合用户偏好的歌单，

同时那些冷门小众但质量高的歌曲也能通过这种形式

被大众所听到。这种做法，不但符合了用户的偏好，也

增大了曲库的利用率，弥补了网易云音乐相较于其他音

乐平台在版权方面的弱势。

6.网易云音乐个性化推荐的缺点

在大数据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也在

不知不觉中被推荐信息所充满，许多真真假假的信息充

斥着互联网，影响着人们的判别能力，最后导致对这个

网络环境产生怀疑，抗拒接受推荐信息。

6.1“信息茧房”效应加剧

我们现在正处于由“信息时代”过度到“推荐时代”

的一个阶段，网络上的信息，都是经过平台的层层筛选

与推送过后才能到达用户的首页，导致“信息茧房”效应

的加剧。[2] “信息茧房”是指人们在主动搜索信息时会偏

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从而导致自己的偏好信息像茧一

样包围了自己，而长期的个性化推荐则导致用户从主动

选择自己的喜好，到被动接受自己的喜好。网易云音乐

的个性化推荐也是一样，长此以往的个性化精准推荐，

剥夺了用户接受多样化音乐的权利，使用户音乐类型

“窄化”。

6.2群体极化的产生

个性化推荐的另一个附加产物就是群体级化的产

生，由于个性化推荐的精准性，听同一首歌的用户大多

数有相似的地方，或许是性格，或许是听歌的喜好，而

这些相似的群体在评论区里分享言论，互加好友，相互

吸引，导致一个个社交群体的产生，而这些看似发表自

己感情的言论，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其他用户使之加

入这个群体。由于网络环境的不纯粹性，言论自由性，

这些言语大多不知真假。而这些漂亮的话语，感人的故

事，可能只是一种营销的手段，长期在这样的语言环境

中，用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会收到影响。[3]所以，由

于不能知道精准推荐这个算法的标准是什么，推送是否

可以一直精准，长此以往的精准推荐其实是不可控不可

测的。

6.3用户抗拒心理的产生

长期个性化推荐造成的“信息茧房”效应使得用户

信息窄化，堵塞了用户的信息渠道，阻挡了用户对接受

新事物的需求，抑制了用户自我感情的抒发，导致用户

产生强烈的心理抗拒，从而阻碍用户接受个性化推荐的

信息。[1]可以说，用户的抗拒心理是长期的个性化推荐

环境下的产物。从平台角度而言，长期的个性化推荐，

剥夺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导致用户抵触这种推荐，拒

绝接受个性化推荐。

7.针对个性化推荐的改进方法

个性化推荐功能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影响，如

何减少这种负面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需要平台

在算法上做出努力，也需要用户提高自身的网络素养，

摆脱“信息茧房”效应。

7.1优化个性化推荐算法

用户的抗拒心理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在平台的长

期个性化推荐之下，造成了严重的信息窄化，使得用户

拒绝采纳个性化推荐。所以，在平台实行个性化推荐的

同时，也要人性化，完善个性化推荐算法，用户的搜索

下载浏览记录，所展现的只是用户表层的偏好，而用户

潜意识的偏好是隐藏的，这就需要程序员在研发算法

时，不仅要兼顾表面，还要深入内里，加强用户洞察技

术，使算法变得更智能，更聪明，更能抓住人的潜在需

求。从平台的角度来说，每日歌单，不仅要推送推荐算

法确定的用户一定会喜欢的同风格的歌，也要推荐用户

可能会喜欢但他却不曾听过的不同风格的歌，这样有利

于用户接受新的音乐风格，也有利与用户破除信息茧

房，融入新的社交群体。

7.2“人工”与“智能”的结合

在大数据的时代，算法做得事越来越多，而算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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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完美的，机器并不能完全体会人类的感情。个性化

推荐导致的用户级化，所产生的不只用户群体化，还有

用户思想群体化。群体都是排外的，如果不突破社交群

体之间的隔阂，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为了减轻这

种现象，平台可以从评论区着手，管理清除评论区里的

一些不当言论或煽动性强的暗示言论，加强言论管理制

度，创建和谐的网络环境。同时，也需要用户自己提高

自身的洞察能力，辨别信息的正确性，提取有用信息，

坚定自己信念，不被外力左右。

8.总结

在当今这个时代，个性化推荐功能普及，越来越多

的平台运用推荐算法推送信息，但算法推送的信息，往

往是片面性，同类型性，即限制了用户的信息面。从短

期来看，个性化推荐算法是利大于弊的，其带给用户的

便利是显著的，但长期被推荐信息所包围，则会使用户

陷入“信息茧房”，影响用户的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为了

防止信息世界的负面影响，不仅需要程序员进行算法的

优化，同时需要用户提高洞察力，提升网络素养，辨别

网络世界中的真真假假，保障自己人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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