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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歧视与我们的距离

叶慧莹

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福建福州，350100；

摘要：歧视无处不在，性别、种族、年龄、学历等话题常常引发社会热议。算法歧视，指数据驱动的算法决策会

再现先存的社会歧视模式，从而加深不平等。本文探讨的算法歧视是客观存在的专业术语，非仅主观道德判断。

算法因其精确缜密的计算能力和较低廉的成本而备受青睐，逐步融入各种常见领域并代替人类做出关键决策，从

医疗决策到金融投资，乃至司法量刑，算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类的主观性，比人类决策更加理性、公正、无

偏，但事实上算法歧视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群策群力纠偏是大众未来关注和努力的方向。本文就以算法歧视为

研究对照，梳理当前研究探索得到的分类和成因，探讨新兴技术带来的法律挑战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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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5日在京发布第 54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4

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 11亿人（10.9967亿人），较

2023 年 12 月增长 742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0%。

越来越多的行业依赖于算法来辅助工作，生活中每一次

刷脸支付、人脸认证乃至每一次网购所产生的数据都在

记录着我们的数字足迹。数据在真实呈现生活的同时，

也越来越多地将人类社会的歧视投射到机器上，这不仅

会损害虚拟空间的秩序，也会对现实社会的公平正义产

生负面影响。在传统歧视事件中，表现歧视的主体是人

类，大众倾向于道德谴责,然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算法也成了新的歧视主体。

加纳裔科学家乔伊发现，她使用的人脸识别系统总

是检测不了自己的脸，除非她戴上一副白色面具。乔伊

进而测试了许多商用软件，发现白人男性面孔被识别的

正确率远远高于其他人群，她称之为“编码凝视”，她

的团队因此创立了国际组织——“算法正义联盟”，对

算法歧视的声讨和反思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曾在《偏见的本质》中提到，偏

见是大脑偷懒的常态，算法延续人类固有的偏见亦是如

此。如今人类制造数据的速度惊人，2018 年全世界创

建等的数据总量为 33 泽字节，预计到 2025 年将达

175 泽字节。我国虽无肤色种族问题，但性别、年龄等

方面歧视冲突不断，还有大数据杀熟、信息茧房等影响

生活。人类即将进入新社会，出现一门全新得无法想象

的社会科学，科技不再单纯是生产力工具，而其本身就

是一门科学，慢慢会变成一切规则本身，我们需要不懈

努力以完好把控利用它。

2 当前研究综述

算法歧视这个词并不新鲜，它的历史几乎和算法一

样长。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在成因、分类、解决措施及

相关领域。关于成因，丁艺、邓榕（2021）认为由现实

社会歧视延伸、错误数据及算法不透明性所致，并按原

因进行了分类。曹博（2020）对比算法与传统决策歧视

结果分类。许丽颖等（2022）发现算法歧视道德惩罚欲

低，潜在机制是人们认为算法更缺乏自由意志。徐昊

（2021）从消费者保护视角探讨大数据杀熟法律规制。

沿着学者们开辟的研究路径，我们得以站在更高视角，

对算法歧视进行更为细致的拆解。

2.1 基于来源之辨：先存歧视与技术歧视的分野

先存歧视与现实相连，其一源于个别算法设计者的

身份歧视，其设计交友程序会按自身意愿屏蔽申请。二

则来自社会文化，难以回溯源头，悄然融入系统，不易

被使用者察觉。

技术歧视，主要原因是计算机工具的客观局限性，

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技术初期，受硬件、软件或操

作者水平限制，牺牲部分人需求。第二，技术成熟后，

不可控又会成为新的问题。我们都承认算法的复杂性，

虽然是人创造出来的，即便是专业技能精湛的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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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保证面对由自己熟悉的规则排列组合而成的新

的庞然大物时，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尤其是人工

智能加速发展的时代，专业领域的技术会越加“自主且

复杂”。可以想象，当算法系统被赋予了类人的归纳和

学习能力后，技术歧视会以更快的速度席卷各个领域。

2.2 聚焦作用对象：群体与个体面临的歧视困境

有损群体包容性的歧视，是指向种族或特定环境下

对妇女群体、弱势群体的忽视。如算法正义联盟创始人

乔伊提出的编码凝视概念，算法在关于雇佣、贷款乃至

罪犯的服刑期限的决定方面有了更高的权重，这会使人

们很容易置身其中麻木不仁，也无法确认自己正在受到

何种侵权行为。

有损群体公平性的歧视，体现在可能出现的预测及

决策不公，最常见的便是招聘领域。2018 年，路透社报

道亚马逊设计的 AI 招聘算法对女性求职者不利，尽管

简历中并未涉及明性别、种族等个人隐私，但如果简历

中有“女子象棋俱乐部队长”或 “女子学院”这种词，

该算法就对直接对求职者作降级处理，不看个人能力，

不论工作经验，女性竟成了降级的触发条件。亚马逊最

终关闭了这个算法，并解散了相关团队，警醒了后人。

有损个体利益的歧视，是指算法还可能会被用于利

益竞争，拥有技术储备及市场优势的经营者更容易通过

算法技术去设置贸易壁垒，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

例如谷歌 PageRank 的算法在对网页链接重要性进行评

价时，会把Google Shopping中自己的商品置于网页的

显眼位置，而不用和其他网页商品进行竞争。

3 算法歧视的原因：现实、技术与数据短板

纵观算法歧视的历史，不难发现它的原因。

首先是现实社会歧视在虚拟世界的延伸。算法是人

工产物，开发者难避自身价值取向，其嵌入影响算法运

行。“毋庸置疑，算法歧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人类社

会早已扎根的种种偏见与刻板印象在虚拟世界的投射。”

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教授拉胡尔·巴尔加瓦所

言 ：“有偏见的不是算法，是我们人类。”它作为一

种工具，是人类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为人所设计也为

人所用，所以植入的价值选择必然会导致内隐偏见。警

醒了这一点后，我们便要有意识地审视自身，避免将有

色眼镜戴到机器上。

接着，算法本身的不透明性导致算法歧视。人工智

能算法系统的复杂程度堪比“黑箱”，只输出平面的数

字，使外人难以回溯和检验依据。普通用户只能被迫接

受，增加了纠偏难度。

此外，错误的数据也是推手。“垃圾进，垃圾出”，

数据质量决定算法输出。若数据不佳，输出有偏差，算

法还会沾染陋习。普林斯顿大学 Aylin Caliskan 等学

者使用内隐测试量化人类偏见时发现，利用网络常见语

言对系统进行训练时，机器学习程序自动从文本语料库

中推导的语句包含着类似人类的偏见，可见被赋予了自

下而上学习能力的算法并不能鉴别偏见和歧视。许多著

名的虚拟社交机器人都曾有过这种轶事，如苹果系统的

Siri在对话中学到新词汇和不甚规范的用语，百度搜索

引擎小冰会模仿提问者的说话风格。或许有的个案看起

来过于极端，但无法回避的是，机器学习的确需要大量

数据才能完美理解，它的错误实践甚至在特定场景下改

变部分人的命运。一名少数族裔表示，机场的 CLEAR 系

统经常识别不到自己，所以不得不进入涉及背景和指纹

调查的 TSA Pre-check程序，不仅耽误时间还带来了时

间、金钱和情感负担。

当有问题的算法被应用于司法程序，哪怕极轻微的

数据偏差也有可能造成司法不公，这微小如尘埃的偏差

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积累的后果会

严重破坏司法公正。

4 多维破局：从宏观到微观驯服算法偏见

面对算法失控，各界共识是让算法遵循伦理准则。

宏观层面，公平正义是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算

法设计者、运营者和使用者应共同秉持原则，将算法公

平内嵌到人机互动的整个系统之中，落实到加快技术迭

代、完善制度和平等参与等。

中观层面，许多经验和案例研究已经证明，人类意

志始终贯穿其中，并且还可能生成新的“机器偏见”。

因此，应将公正性原则作为全过程的指导原则，并根据

具体实践丰富它的内涵和维度。

微观层面，可从技术和制度两个维度分论。就技术

维度而言，可通过引入纠偏工具、把控数据源头、优化

数据质量等方法落实算法在技术维度上的治理。国际上

许多企业已采取了有关措施，如 2018 年 5月，Facebook

公开 Fairness Flow 以检测和排除由肤色、性别和年龄

等因素导致的不公平判断，用自动预警提醒开发者；

2018年 6月，Microsoft联合外部专家，筛查、校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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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了用于训练 FaceAPI的数据集，对肤色、性别和年

龄等要素在数据集中占的比例进行调整，从而改进了分

类器。就制度维度而言，监督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开

展从业人员伦理理念培训，建立科技伦理委员会等方式

都有助于制度治理，加强对具体模块的治理及问责。由

此，具体落实到操作层面，平台或企业需要做到以下几

点：第一，保证数据公正，兼顾数据和决策主体的可见

性和自主性，守护老幼人群、残障人士及其他弱势群体

的利益。第二，坚持“算法透明性”，做到信息的公开、

易获取和可理解性。第三，建构多元主体的算法问责体

系，用群策群力提升技术风险治理能力。

5 总结

算法是现代科技的重要构成要素。随着算法歧视与

价值伦理问题浮出水面，“科技向善”融入企业乃至社

会发展的结构之中，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算法本身并

无原罪，人文与技术的理性相容交织，才是可信赖可持

续的发展路径。我们应当认识到，技术发展方向和人类

文明进程不应是冲突的，各界力量要联合起来，不断优

化技术的同时，共建透明可视化的监督体系，从现在开

始摒弃偏见，塑造健康包容的智慧社会，持续创造新的

共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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