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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给我推荐‘你可能认识的人’了！”（节选）

2024 年 04 月 01 日 14:12 来源：扬子晚报

“不要再给我推荐可能认识的人了！”近日，

该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热搜榜，不少网友在

讨论区犀利吐槽起了如今各个社交 APP 都非

常热衷的“熟人推荐”机制，纷纷表示感觉

被冒犯，“你推送的人我认识，你要不要猜

猜我们为什么不是好友？”

都说现如今用户们已经被算法“拿捏”

了，各个 APP 背后的大数据算法精准地测算

着你可能喜欢什么，不断地给用户匹配可能喜欢的内容。而今在社交平台上，通

过算法向用户精准推荐几乎已成标配，熟人社交平台读取用户的通讯录，向你推

荐通讯录好友，也会读取你好友的通讯录，寻找你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好友并

推荐给你；陌生社交平台也流行起了这套玩法，APP 向用户申请通讯录、相册等

等权限，向用户推送关注信息、关联好友感兴趣的内容，于是我们就在各种 APP

的通知栏中看到了“他可能是你朋友”“你的朋友正在看”“你关注的 1人是

TA 的朋友。”

这种熟人推荐机制给不少人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在网上放飞自我写下的“疯

言疯语”，因为账号被推荐给了熟人结果被截了图广泛传播；在社交平台上悄悄

吐槽舍友，但是算法却把账号精准地推送给了室友，让人尴尬到原地撞墙；私底

下喜欢看动漫买手办，但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好意思公开自己是个“二次元”，本

来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快乐追番，没想到自己账号因为熟人推荐制度被推荐给了

长辈，回了家七大姑八大姨一顿议论是躲也躲不过去……更离谱的是，有网友说

自己和前任分手后把对方的微信拉黑了，没想到没过几天社交平台上居然给自己

推送了前任的社交账号，“看到那一行你们可能是朋友，给我气得要发疯”。

大学生小王就曾被“熟人推荐”机制给坑过，“我之前有一次将在学校演出

的图片视频发在了社交媒体上，被一个表姐看到了，然后表姐那边的亲戚们就知

道了，还特意打电话给我姥姥说‘哇，她上台演出了，妆化得真漂亮，扮相真好’，

然后我一回家我姥姥就会提这个事，真的尴尬死了。”已经工作了的小蕾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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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老板或者工作相关的人、客户看到会更加窒息。

面对随时有掉马甲风险的社交平台，小王和小蕾都已经看开了，小王认为这

也是没办法的事，有的时候刷到的网友没准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自己的，自己

很难预料，“看淡了，反正我不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看到了就看到了吧。当然，

主观上该屏蔽的还是会屏蔽。”小蕾也认为互联网上发布的东西被身边人看到很

难避免，“陌生人都能刷到为什么认识的人不会刷到呢，而且都发到网上了就不

能算隐私内容了吧，不如就只发自己想要分享的、不怕给人看的，互联网本身也

不是什么秘密基地。”

“不能否认确实会有人需要熟人推荐功能的，可能可以从中收获一段新的关

系，但是要不要这个功能，还是应该交给用户来决定。”江苏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赵伟认为，社交平台推出熟人推荐功能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反

感这一功能，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功能扩展了兴趣圈，但永不愿意被打扰的需求

也应该被满足，APP 们有时候真应该少一点自作聪明的智能推送，把选择权交给

用户，还用户一片清静的互联网小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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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如何看待手机的智能推荐功能？

2.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请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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