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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全球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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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电子商务的普及，电子商务推荐服务越来越受到业界及学界的关注。在明确大数据

环境下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内涵与特征基础上，总结归纳近几年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研究重点，建立大数据环境下推

荐服务的框架体系，分析推荐服务的发展趋势，并指出当前推荐服务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对大数据环境下的推荐服务

相关研究进行相对完整的梳理的基础上，发现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为电子商务推荐服务发展

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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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the popularity of e-comme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 
is receiv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oth from enterprises and scholars. Based on a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notation and traits of e-comme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 in big data era,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emphasis of e-comme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 in recent years, and build a 
framework of it. The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trends of e-comme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 and 
points out some existing problems. As a result, this paper systemizes the literatures about e-commerce 
recommendation, finds out some shortcomings in current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authors’ own 
understanding, aiming for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recommend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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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访问量近几年急剧增加。据中国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2014年11月11日全

天，天猫成交额突破571亿元，订单总量2.79亿

个，支付宝当天支付笔数达1.97亿笔 [1]。可见，

电子商务已迎来大数据时代，且增长势头显著。

当前，电子商务已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中发挥

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得到学术界、企业界及政

府等的广泛关注。电子商务推荐系统已成为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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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领域关注的焦点。

以推荐技术为核心的电子商务推荐已经成为

解决商品信息过载，为用户（消费者）提供个性

化服务不可或缺的一项技术 [2]。作为推荐系统的

龙头，亚马逊的推荐系统每年可为其带来35%以

上的转化率（即通过推荐所带来的成交额）。天猫

2013年PC端推荐系统的转化率为22%，比2012
年增长7%，移动端推荐从无到有，转化率1年

内达到6%[3]。显然，推荐系统无论是在满足用

户需求还是提高电子商务业绩方面都发挥不可忽

视的作用。大数据环境下，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

理念、方法、策略都会有所转变，了解电子商务

推荐服务的发展现状，抓住推荐服务的新机遇，

并解决此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对于提高电子商

务推荐服务质量、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2 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内涵与特征

2.1 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内涵

随着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不断发展，学者

们对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理解不断加深。J. BEN 
SCHAFER等人在2011年指出：电子商务中的推

荐系统是基于好评度、消费者人口统计特征、

历史消费行为等方面信息向消费者建议产品并提

供相关信息以帮助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一种服

务系统，推荐的形式包括向消费者推荐产品，提

供个性化产品信息，总结共同观点及评论 [4]。而

在Web 3.0个性化、语义化的背景下，个性化推

荐系统则基于顾客个性化特征及需求，依托相关

技术，在合适的场景、合适的时机、通过合适的

内容，推荐给合适的用户，为顾客提供个性化的

购物体验 [5]。在大数据环境下，电子商务推荐服

务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是融合历史与实时、社

会化媒体、地理等多方位大数据，基于分布式架

构，借助多种分析策略和方法，随时随地为消费

者推荐符合消费者物质和心理需求的多形式信息

推荐，以辅助决策，提升体验的过程。

2.2 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特征

（1）以多维数据源为基础。在大数据环境

下，仅仅基于用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历史记录

等单一信息源的推荐方式已不再适用。消费者在

不同时间、不同设备、不同环境中的消费需求呈

现不同的特征。因此，电子商务中推荐服务必须

要把用户数据（包括基本信息、行为数据、社会

化媒体等）、商品数据（包括种类、价格、品牌

等）及场景数据（包括外部环境、设备及内部场

景）等多维数据源高效融合，提供更精准的推荐

服务。

（2）以分布式架构为支撑。电子商务中用户

多样数据不断增加，点击流数据处理的实时性要

求增强，传统的集中式推荐系统架构显然不能满

足数据处理的要求。而“云”为电子商务的大数

据存储与处理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案。随着谷歌

Hadoop集群架构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广泛应用，相

关学者提出了基于Hadoop构建分布式电子商务

推荐系统的方案，并基于MapReduce计算框架实

现推荐算法，提高推荐系统的伸缩性和性能[6-7]。

（3）更高的实时性与精准性要求。据天猫相

关人员介绍，天猫每天有1000万个独立访客访问

推荐商品 [3]。此外，移动电子商务近年来得到迅

猛发展。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告显示：截

止到 2014 年 6 月底，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市场交

易规模达到 2542 亿元，而 2013 年上半年达 532 
亿元，同比增长 378%[8]。一方面移动电子商务平

台使消费者网上购物摆脱了时间、空间上限制，

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产生消费行为，希望能够随

时随地获得相关服务；另一方面在移动端，推荐

服务受屏幕大小等的限制，用户不可能也不愿意

去看列表里的全部内容，更多地只是浏览排列在

前面的少数推荐内容。

（4）心理需求重要性凸显。主动式推荐服务

在充分挖掘用户心理特征（情感、意志、偏好、

性格）等因素基础上提供同时能够满足物质和心

理需求的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服务。近年

来，相关学者进一步验证了参考组（其他购买群

体）和时间压力等心理因素对消费者在接受推荐

系统服务的意愿上的影响，从而构建并改进了电

子商务推荐系统中的OCC人工心理模型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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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研究重点

截止到2015年5月7日，笔者以“电子商务”

（“e-commerce”）、“推荐”（“recommendation”）

为检索词对 “中国知网 [12]”和“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13]”数据库2008—2015年的数据进行

检索，分别得到检索记录662条和623条，加上

“大数据或海量数据”的限定条件，分别筛选出

与本文主题高度相关的文献253篇和122篇。其

数量之所以有大幅的减少，笔者认为这是与“大

数据”在2008年才被学者开始重视有关，但是从

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相关主题的研究重点。

从内容上来看，国内外相关研究均主要集

中于计算机科学领域。在Web of Science中，有

83%的文献来自于计算机科学研究方向，而推荐

算法和模型是决定推荐服务好坏的关键，因此，

推荐算法改进和新模型构建成为近年来研究的重

点内容。

3.1 推荐算法的不断改进

综合近年来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协同过

滤算法的改进和混合算法的扩展是当前大数据环

境下算法改进的最主要方面。在大数据环境下，

协同过滤仍然是电子商务推荐的主要算法，在跨

类型推荐、个性化、自动化等方面有诸多优势，

是目前广泛应用的电子商务推荐技术，当然，协

同过滤亦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劣势，混合多种算

法可以提升推荐质量是业界广泛认同的策略。

（1）协同过滤算法的改进。总的来说，改进

的协同过滤算法采用的方法多样，涉及聚类、社

会网络、矩阵分解、近邻模型、信任模型、偏好

挖掘、评论挖掘等方面。这些算法的改进基本上

是致力于解决冷启动问题、矩阵稀疏问题、相似

度提升、奇异发现等方面的问题 [14]。而在大数

据环境下，云计算、社会网络分析在协同过滤推

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基于云计算平台的

协同过滤算法。利用云计算方法基于用户不同情

境下的兴趣模型进行协同过滤，能够提高推荐算

法的效率 [15]。大数据环境离不开云计算，因此，

如何利用云计算平台及框架对协同过滤算法进

行改进是相关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Wang 
Xuerong等（2011）、Zhao Wenqing等（2014）在

云计算平台下，利用MapReduce并行编程模型，

分别对KNN协同过滤算法和ALS协同过滤算法

进行改进，显著提高了电子商务推荐系统的计算

效率 [16-17]。Geng Sui等（2014）基于用户在线评

论，依托云模型向量，利用模糊算法计算用户情

感倾向，从而在分析用户情感倾向基础上，提供

推荐 [18]。移动云计算利用社会网络及位置信息提

供的个性化服务推荐模型解决方案亦表现出极强

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11]。二是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的协同过滤算法。在电子商务中，用户数量及

用户个人数据等急剧增加，通过建立关系强度、

兴趣偏好强度、声望强度等社会网络分析指标，

并定义其相似度，找出电子商务平台用户之间的

关联强度以及信息流的变动，以此为参照制订推

荐策略，具有好且稳定的推荐效果 [19-20]。而基于

社交网络的信任机制亦在电子商务中得到广泛应

用。基于用户信任相关因素建立信任特征向量和

信任等级，从而构建信任评估框架，对于提高电

子商务推荐的精准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1]。

（2）混合算法的不断扩展。虽然协同过滤算

法是当前应用的主流，但仍有大量其他推荐算

法，包括内容过滤、图结构、基于知识、数据挖

掘等，各种推荐算法均有优劣，采用多算法混合

的策略，能够使各种方法相互取长补短，解决推

荐服务中存在的冷启动、新用户、相似度低等问

题，提高服务的质量。艾丹祥等人提出的三维个

性化推荐方法，对二维协同过滤方法和内容推荐

方法进行了混合和扩展，有效地提高了C2C电子

商务平台推荐服务的性能 [22]。天猫推荐系统亦

将协同过滤和内容过滤相结合，相互补充进行推

荐。Jae Kwon Bae等（2010）、纪征（2010）采用

组合策略，分别选取关联规则、频率矩阵、树模

型、协同过滤等推荐技术有效地融合，不失为一

种较好的策略，与其他算法相比，优势明显[23-24]。

与此同时，除了考虑混合算法中具体推荐算

法的选择外，采用何种混合策略亦非常重要。崔

春生提出了一种基于泛函网络实现前融合推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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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算法，并给出了基于泛函网络构架实现前融合

组合推荐算法的一般过程 [25]。

（3）新算法的提出。除了一些传统算法不断

改进外，近几年亦有一些学者探索出一些基于大

数据环境的新算法。Liu Yu等（2013）基于自然免

疫系统中的免疫学习（immune learning）、克隆选

择（clonal selection）以及自适应（self-adaption）
理论提出了一种新型个性化算法，相比较协同过

滤算法来说，提高了推荐系统的质量和用户兴趣

预测的精准度 [26]。Wu Yueping等（2010）、Dan 
Shen、Ruvini J. D.等（2012）针对商品分类提出

了一些新算法 [27-28]。

3.2 基于多维度的推荐模型构建

推荐模型的构建与推荐算法具有高度的相关

性，但推荐模型在更抽象的层次给出推荐系统的

方法和思路，是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1）基于用户情境及心理的推荐模型。在大

数据环境下，电子商务用户范围扩大，使用设备

增多，外部环境多样。用户在不同情境下使用电

子商务必然呈现不同的需求特征。鉴于此，相

关学者纷纷将情境融入到个性化推荐当中，将

情境分为用户情境、环境情境、应用情境的基础

上，形成情境本体，结合其他类型的信息通过聚

类、规则匹配等方法得到推荐商品，建立推荐模

型 [29]。Rodriguez Rodriguez A.等（2011）、王征

等多个学者从表征心理特征及行为的数据入手，

结合心理模型进行数据挖掘为客户提供推荐服

务 [10, 30]。

（1）基于多维度关联规则的推荐机制。电子

商务推荐服务通常需要基于一定的关联规则挖掘

用户需求，提供推荐服务。大数据有利于推荐系

统涉及领域范围的不断扩充，融合跨时间、跨平

台、跨角色资源构建推荐系统，更精准地为消费

者提供推荐服务 [31]。双向关联能够有效地建立用

户与商品之间的多元关系，演化关联能够从动态

的角度发现用户、商品等的变化，而粒关联则在

解决冷启动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32-34]，关联

规则亦通常与K均值聚类等数据挖掘方法结合起

来使用。基于多维度的关联规则推荐能够从动静

态等多角度挖掘多元关系，在推荐服务中效果显

著。

（3）基于本体 /知识的推荐模型。传统的协

同过滤、内容过滤推荐方法在融合用户、商品、

情境等数据进行推荐的同时，忽视了大部分的本

体、知识层面的内容，而且单从语法层面的分析

并不具有较好的性能。据此，基于本体 /知识的

推荐方法被逐渐引入到电子商务推荐系统当中。

知识工程中的知识树方法在推荐系统模型构建当

中亦得到应用。一方面有学者将商品推荐中的顾

客、商品及其他信息转化成描述树进行表达，建

立基于Prolog语言的个性化推荐知识库模型，从

而适应不同的电子商务系统 [35]；另一方面可从构

建词知识树入手，运用EM 算法使得词分类和文

档分类结果同时达到最优，从而根据用户在移动

互联网的互动行为，映射到知识树的相关分类，

将同类的商品推荐给用户，在电子商务推荐系统

中展现出较好的效能 [36]。此外，为提高推荐过程

中知识的利用率，Pang XL等（2012）提出了推

荐系统中概念层面的扩展知识方法，即基于信息

熵理论采用词获取算法来收集推荐词及组合，从

而构建通用和特殊字典，并验证了其有效性 [37]。

此外，亦有包括 Janzen S 等（2009）、Long Fei等
（2010）、Jongwoo K等（2013）在内的大量学者基

于本体来设计算法及推荐系统，解决推荐服务在

自然语言处理、语义识别、分类体系等方面的问

题 [38-40]。

4 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框架

大数据已不只是意味着数据量的提升，它给

数据存储、组织、管理、分析、服务等都带来了

转变。因此，大数据下的电子商务推荐服务在吸

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在整体框架上也会有一定

变化，这不仅意味着机遇，而且意味着挑战（图

1）。
首先，推荐系统将采集来自于用户、商品

及情境等的多维数据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这些

数据包括了与用户相关的基本人口统计学信息、

行为记录、评价记录等数据，与商品相关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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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销售记录、评价记录等数据以及与情境相

关的设备、外部环境、交互情境等数据。其次，

在数据存储层面，推荐系统采用云存储与计算方

法解决数据存储与管理问题，使用NoSQL数据

库，基于Hadoop建立分布式存储及计算框架有

效解决海量多样数据的存储与运算问题 [41-42]。然

后，在数据分析层面，根据不同电子商务平台下

的推荐需求，选用多样的推荐算法及模型进行用

户偏好挖掘、需求挖掘、心理需求挖掘等，进而

为用户提供包括排行、商品、个性化、促销等在

内的推荐服务，在满足用户物质及心理需求的同

时，提升推荐的转化率，提高用户对电子商务推

荐的信任度，推进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与此同

时，用户对推荐服务的使用回馈将作为推荐系统

的大数据来源，参与到推荐系统的过程中，为用

户下一次使用电子商务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43]。

5 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发展趋势

5.1 移动电子商务成为主战场

移动电子商务促使用户使用电子商务的设备

从PC端转移到移动端，屏幕由大变小，使用时

间由短变长，时间范围不断分散。移动端的推荐

服务差异性逐渐明显、推荐范围缩小、精准度增

强、时效性要求更高，而目前移动端的推荐策略

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推荐机制，这为移动电子商

务的推荐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44]。如何

融合位置信息、时间信息、用户基本信息、行为

特征信息、偏好信息等多维度的信息进行关联挖

掘，如何利用云计算提高推荐服务的时效性和精

准性，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推荐服务成为电子

商务运营商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

5.2 多种推荐方法融合成为必然

从需求角度来说，随着推荐服务要求的不

断提高，单一的推荐方法必然存在诸多漏洞和不

足，已不能满足推荐需求，采用多种推荐方法融

合的策略能够使各种方法互相补充，将成为大数

据环境下推荐方法的必然选择。从技术角度来

说，分布式存储及计算框架为数据获取、存储与

计算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和保证。以此为支撑，电

子商务推荐服务能够基于多平台、多agent[45]、

多类型数据资源采用多维策略和方法 [46]提供多样

的推荐服务，从而提高推荐服务的深度和精度。

近年来，相关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跨电商平台、多

agent协同、融合买方、卖方、商品三维协同的推

荐策略，亦融入位置、情境、点击流等多类型数

据资源，融合协同过滤、内容过滤、关联挖掘、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多种推荐算法，向消费者

提供相似的或关联的商品以及与其他相关的评

论、商家等推荐服务 [47]。

5.3 构建有效的信任机制

随着电子商务用户数量的不断扩充，用户与

用户、用户与商家、用户与商品之间呈现明显的

弱关系。综合行为相似度、评论时效性和质量评

估以及电子商务中共同体构建等多种策略建立有

效的信任机制，提高消费者对于推荐服务的信任

程度，进而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满意度，对

于提高推荐服务的转化率以及提高消费者对电子

商务的信任具有重要意义 [48]。

5.4 推荐服务种类多元化

在大数据环境下，推荐系统在处理海量、多

样数据的同时，也将摆脱推荐形式的限制，朝多

元化发展。基于对当前电子商务网站及Apps的调

研发现，一方面除了提供排行榜、促销推荐外，

还会提供店铺推荐、品牌推荐、商品推荐、搭配

推荐、评论推荐、在线 /离线个性化推荐等多方

面的推荐服务。推荐的内容形式除包括文字、图

片等，将扩充至视频、消息等多种形式。在推荐

图1  电子商务推荐服务框架

物质与心理
需求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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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多样性的同时，精准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

基于社交化的推荐方式优势逐渐凸显，例如：天

猫的“范儿”等，且有朝交互式推荐方向进一步

发展之势。

6 电子商务推荐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

6.1 数据的存储与组织问题

电子商务中的数据量及数据类型飞速扩

展，给数据存储与组织带来极大的挑战。已有的

Hadoop存储架构及Map-Ruduce等计算方法尚

存在一定的不足，当前电子商务数据存储策略和

组织方法尚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电子商务目录

导购体系过于庞杂，商品归属不明确；分布式存

储策略不合理导致高关联数据存储在不同的节点

中，影响运算效率等 [6]。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电子商务推荐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结合电子商务

动态特征，对数据存储与组织策略进行改进，具

有一定的必要性。

6.2 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问题

在大数据环境下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是

政府、业界、学术界均尚未解决且亟待解决的问

题 [49]，电子商务平台中亦是如此。当前的电子商

务推荐系统在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过程中是在用

户没有选择权的基础上进行的，所提供的推荐服

务虽满足了用户的需求，但从隐私层面上讲，所

做出的需求预测是否真的是用户想要让推荐系统

获知并想要接收到的呢？电子商务推荐系统在提

供推荐服务的同时是否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权，这

个问题尚没有定论。此外，更重要的是，推荐系

统中的各个环境都涉及大量的数据，包含了大量

的隐私信息。近来，数据泄漏的问题时有发生，

确保所有数据不被泄漏、不被窃取是电子商务相

关人员务必高度关注的问题。

6.3 推荐服务的实时性和精准度问题

研究人员及从业人员一直致力于大数据环境

下推荐服务实时性和精准度的提高上，但是用户

需求的增长和变化速度通常要高于相关技术及方

法的提升速度 [32]。因此，当前电子商务的推荐服

务尚未满足用户在实时性和精准度方面的要求，

但这与当前技术和经济等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相信随着大数据相关技术和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

展，该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6.4 营利思维的不合理性

大部分电子商务公司建立推荐系统的根本动

力是提高成交转化率，以获得收益。这种以营利

为根本目的的思维方式从人类健康发展的角度来

说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假设用户的某些需求或偏

好是不利于自身生理和心理健康发展的，比如：

烟、非健康食品、低级趣味图书等，以营利思

维为主导的推荐系统在捕捉到该方面需求之后，

理所当然会积极且持续不断地向用户推荐相应的

或相关的产品，而且很可能会带有一定的诱导

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人类的健康良性发

展 [50]。因此，笔者认为，在大力提高推荐系统的

性能的同时，从健康发展的层面考虑推荐系统的

定位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6.5 推荐系统存在过度推荐现象

电子商务中的推荐系统的确给运营商带来

了很高的转化率，一些个性化或者群体用户推荐

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给商家带来了利润。但

是，随之也产生了过度推荐的现象，容易让消费

者从心理上排斥这种推荐，这种现象很可能降低

转化率甚至造成推荐信息的泛滥 [9, 51]。因此，如

何从用户体验角度改善推荐系统也是亟待解决的

问题。笔者认为，在大数据环境下，需要推荐系

统更加精确，更加“理解”用户。是否推荐给用

户，在什么时机推荐，推荐多少，这都是在大数

据基础上需要审视的问题。所以，适度推荐应该

引起相关学者或专家的重视。

7 结语

在大数据环境下，电子商务推荐服务以海

量多样数据为基础，以分布式架构为支撑，具有

更高的实时性和精准度的要求，且在满足物质需

求的同时，充分满足用户的心理需求。近年来，

相关学者致力于算法改进以及推荐模型构建等方

面，极大地提升了推荐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在大

数据背景下，移动电子商务将成为电子商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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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主战场，多种推荐融合、信任机制构建以

及推荐服务多元化将成为必然。当然，在此过程

中，数据的存储与组织、隐私保护与数据安全、

实时性和精准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挑战。大数

据为电子商务推荐服务带来了诸多的机遇与挑

战，相信电子商务推荐系统将充分利用大数据所

带来的优势，克服困难，逐步提升服务质量，促

进电子商务的快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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