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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茧房案例研究
Information Cocoons on Facebook and Google

以 Facebook 和 Google为例的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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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解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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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息茧房的实质是信息消费个人化、消费内容重复化、消费群体割裂化
互联网为我们快速获取目标信息创造了便利，却犹如硬币的两面性，同时也可能于无形之中诱导我们进入信息密闭的空间。2006年，桑斯坦首次提出“信息茧房”

的概念，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用户获取的信息越来越个性化，信息茧房现象也趋于明显。

信息茧房概念发展

4

信息茧房
2006年

桑斯坦

用 户 往 往 只 会

注 意 喜 欢 并 选

择 的 领 域 相 关

的 信 息 ， 久 而

久 之 会 陷 入 信

息茧房中。

用户获得自己喜欢

的信息，而拒绝接

收自己不喜欢的信

息，导致接触的信

息越来越窄化、信

息空间密闭化。

信息窄化
2003年

桑斯坦

信息茧房实质和内涵

1
用户可以为自己打造一份“个人日报”，只接触自己喜欢

的信息，排除不需要的信息。

2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上，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

复，形成对事物片面的认知，并坚持认为这是事实的全

部。

3
网络如现实空间的分割将网民分裂成有着不同利益目标、价

值信仰、兴趣取向的繁多群类，将不同群体割裂开来。

信息消费

个人化

回音室

效应

网络空间

巴尔干化

资料来源：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信息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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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acebook和Google基于海量数据提供个性化服务

Facebook本质是：基于用户群组和好友的“志

同道和”的偏好以及用户偏好，将好友或群组用

户感兴趣的信息内容推荐给用户；Facebook的

服务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的。

5

697

9.97

广告收入

其他收入

Facebook

1348.11

270.46

Google

2019年Facebook及Google营收构成（亿美元）

• 对于用户而言，Facebook及Google提供了精准高效的个性化

信息服务和推送。

Google本质是：将搜索结果中的链接向上或向

下移动或添加到用户的Google搜索结果中；

Google的服务是从信息之间的关系开始的。

• 对于广告商而言，数据和算法是Facebook及Google精准寻找可

能的买家的关键。此外，广告收入是Facebook及Google主要的

营收来源。

基于积累的海

量数据和算法

实现个性化信

息服务

用户在默认同意用自己个人数据去交换便利、高效且免费的服

务，其中包括Facebook社交媒体服务以及Google搜索服务；

Facebook社交媒体服务通过为用户提供人与人间关系的服务

的同时，获取用户相关数据，并推送个性化的信息及广告。

Google在提供搜索服务的同时也会获取用户数据，并推送个

性化信息和广告。

资料来源：Alphabet 及Facebook2019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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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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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茧房

具体表现

01
用户信息获取渠道受社交媒体上的朋友、群组及他

们分享的内容的影响

02
用户信息获取还取决于信息流排名算法如何对这些

文章进行分类并匹配个人的兴趣标签

03 用户发布的内容之间存在很大的两极分化

04 用户在网络中主要按其意识形态聚类

2.1 Facebook存在信息茧房，且有四个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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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户 信 息 获 取 方 式 由 主 动 变 为 被 动 ： 用 户 在

Facebook上消费的媒体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朋友分享

什么，还取决于信息流排名算法如何对这些文章进行

分类并匹配个人的兴趣标签

用户信息获取渠道由传统媒体渐变成社交媒体：用户

消费的信息内容取决于他们的朋友/群组好友是谁以

及这些朋友分享什么信息

Facebook信息茧房的具体表现（1）
Facebook上信息茧房有四个明显的表现：

• Facebook从以下维度：用户位置、手机和电脑

(型号）、互动的广告类型、是否结婚、生日、工

作单位等生活方式获取用户信息并分类，并利用

其信息流算法提供个性化服务和广告。

• 用户在选择成为Facebook好友的对象偏向于与自

身生活方式、政治派别和同质化的群体；此外，

高度同质化用户组成的群组也倾向于分享用户偏

好的信息，导致信息窄化和人群极化。

• 用户偏向于从同质化人群组成的群组中获取信息，

截止2019年Facebook上群组数量超过100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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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网络中的主要按其意识形态聚类，但也有许多跨越意识

形态派别的连接。

用户发布的内容之间存在很大的两极分化，用户消费及生产的

信息与自己的意识形态相似的人群保持一致

Facebook信息茧房的具体表现（2）
Facebook上信息茧房有四个明显的表现：

对不同意识形态的用户所分享的内容类型研究发现：保守派用户倾向

于分享保守思想的内容，自由派倾向于分享自由思想的内容。

资料来源：Science

对不同意识形态的用户所关注的好友所属意识形态（政党派别）研究

发现：保守派用户与自由派用户倾向于与自己相同意识形态的群体成

为好友。中间派用户好友中保守派用户及自由派用户大致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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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acebook信息茧房形成原因分析

10

Facebook信息茧房形成因素众多，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Facebook对信息内容相关的算法。另外的因素，包括用户主动寻找消费内容、群组内分享的内容等等

Facebook的新算法被认为是基于Vickrey-Clarke-Groves（维克里-克拉克-格罗夫斯机制）算法，该算法“作为封闭式拍卖运作”。

库存代表可以在Facebook的新闻源上显示给用户的所有

内容的库存。 这包括从朋友和发布者发布的所有内容。

信号代表Facebook可以收集的关于一条内容的信息。信

号是您可以控制的唯一因素。Facebook分析解析用户发

布内容的维度包括：内容类型，发布者，年龄，目的等。

预测表示用户的行为，以及预测用户与内容片进行正向交

互的可能性；预测会考虑真实的参与度，例如评论，喜欢

和真实个人资料中的分享。

Facebook权衡每个预测并得出一个数字来表示他们认为

故事对你有多重要。每次访问Facebook时，此过程都会

发生在用户的NewsFeed中的每个故事中。

自2017年围绕社交网络数据爆发争议以来，Facebook一

直努力提高在"新闻源"内容排名上的透明度。

Facebook算法根据用户有积极反应的可能性，对可以在

用户新闻源上显示的所有可用帖子进行排名。

Facebook现在对好友发布的内容进行排名和优先级，而

不是发布者，Facebook进行排名和优先级是为了带给用

户"有意义的交互"的内容。

Inventory：

所有可供显示的员额的

清单

Facebook 对新闻消息内容进行排名的算法基于四个因素：

Signals：

解析Facebook每个帖子

代表的是什么信号

Predictions：

预测用户将如何对每个

帖子做出反应

Scores：

根据考虑的所有因素分

配给内容的最终分数

有意义的交互

被动交互：

阅览时长、故事类型、

发布时间和其他非活动

指标。

主动交互：

包括赞、分享、评论和

其他活动事件，这些活

动会促使参与。如：评

论、回复、点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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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算法发展历程：EdgeRank到Facebook Everywhere的个性化服务

11

信息流推荐的考虑因素有：

• 亲和力：您与某人的友善程度更高（取决于您花费在与之互动并查看其个人资料

的时间上），Facebook更有可能向您显示该人的最新动态

• 该类型内容的相对权重，例如：关系状态更新的权重非常高；每个人都喜欢知道

谁与谁约会。 （许多局外人怀疑重量也是个性化的：不同的人关心不同的内容。）

• 时间顺序：最近发布的帖子权重超过之前的帖子权重。

对社交媒体上的每次互动进行个性化排名

2006-2009年：EdgeRank 2009年至今：Facebook Everywhere

到2009年，Facebook已达到3亿用户大关，并且每月增长1000万。

将新闻流植入至社交媒体：

• 在社交图（social graph）和Facebook用户提供的大量信息的基础上 ，把

Facebook的新闻算法引擎放在网络的中心位置。

• 使整个Web成为“社交”网站，并将Facebook风格的个性化功能带到目前缺少

它的数百万个站点中。

根据社交图谱（social graph）使整个Web成为“社交”网站的组成部分

Facebook信息流推荐算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6-2009年）：用户数量相对少，以简单的好友亲密度、信息发布量和时间为主要参考依据提供信息服

务。第二阶段（2009年至今）: 因用户数量剧增，Facebook基于社交媒体打造信息服务生态，将内容导入至社交媒体平台，优化其个性化服务机制。

2004年

Facebook诞生

2007年

点赞功能

2017年

增加互动所占权重

2006年

新闻源功能

2016年

个性化推荐新闻

2018年

“有意义的互动”功能升级

2009年

排序功能（新闻源）

2015年

引入“See First” 引入“我为什么要看这帖子？”工具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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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 Facebook具体措施针对美国比较明显的社会问题，包括严格

管理群组内的极端言论、种族歧视等方面的言论等。

风险

• 高度同质化的群体，在接受与其观念相似的（虚假）信息或者

接受与其完全相反的真实信息时，都会确认并强化其原有观念。

• 在不同群体形成的网络社区（信息茧房）中引入真实的信息来

纠正或“揭穿”虚假信息时，它要么被忽略，要么增强了用户

的错误信念，从而进一步强化信息茧房；

2.4 Facebook不认为信息茧房存在，只针重大社会问题对采取措施
Facebook CEO 马克·扎克伯格不认为信息茧房存在；

Facebook在Facebook算法、用户或者社群方面的政策变化是基于美国社会层面的问题，而非针对信息茧房。

资料来源：fastcompany.com、New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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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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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Google存在信息茧房，且有三个具体表现

14

信息茧房

具体表现

01
对不同的搜索者展示结果不同；有些重要的搜索结

果会被因人而异地展示

02
个性化服务不仅体现在网页搜索，在新闻和视频信息框

中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03
个体用户私密浏览（退出Google账号）模式下的搜索

结果与正常模式下的情况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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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1：不同用户间搜索相同词汇所得结果不同

15

不同用户同时输入相同搜索词时，绝大多数人看到的结果对他们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某些用户搜索得到一些不寻常的结果；此外，用户并无法知道自己搜索结果的缺失。

在全美范围内随机抽选的87名用户，

在处于私密浏览模式下同时Google

搜索“枪支控制”（gun control），

发现19个域名（链接）以31种方式

呈现。

域名（链接）出现频率

多数人得到了10种结果 少数人得到了9种或者11种结果

谷歌信息茧房域名(链接)变化
参与者

搜
索
结
果
展
示

资料来源：DuckDuckGo



注释1：健康度公式=（正面-负面）/（正面+负面） 16N E W R A N K . C N

表现2：用户搜索新闻及视频，其结果存在着明显的个性化差异
不同用户在同一地点搜索同一词汇，其在新闻咨询框以及视频信息框所展示结果明显不同。

视频信息框：

76人搜索三个词汇及结果对比：

• “枪支控制”：来自7个来源

的12个变化（编辑距离），

出现在75人搜索结果中。

• “移民”：来自6个来源的6

个变化（编辑距离），出现

在75人搜索结果中。

• “疫苗”：未在搜索结果中

显示。

新闻资讯框：

76人搜索三个词汇及结果对比：

• “枪支控制”：来自5个来源

的3个变化（编辑距离），出

现在75人搜索结果中。

• “移民”：来自7个来源的6

个变化（编辑距离），所有

人搜索结果都不同。

• “疫苗接种”：来自3个来源

的2个变化（编辑距离），出

现在2人搜索结果中。

以上变化（编辑距离）均指莱文斯坦编辑距离

参与实验的三个用户新闻及视频搜索结果新闻及视频搜索结果分析

资料来源：DuckDuck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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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3：私密浏览模式并退出帐户后，信息茧房仍在起效
同一用户在私密浏览模式（退出Google账户）下的搜索结果与正常模式下的搜索结果大致相同。

不同用户私密浏览模式下的搜索结果仍有较大不同。

私密浏览和注销不会显著减弱信息茧房，信息茧房依旧在起效。

同一用户不同浏览模式下搜索结果变化

在不同的浏览模式下，用户平均有1个不同的域

（即莱文斯坦编辑距离为1），这表明在私有浏览

模式下Google信息茧房依旧在起效。

如图中有一个

莱文斯坦编辑

距离：

• X 替换 G

不同用户私密浏览模式下搜索结果变化

比较两个随机私人浏览模式结果时，平均会有近

3个域变化（即莱文斯坦编辑距离为3），这表明

在Google信息茧房提供个性化搜索服务。

如图中有三个莱

文斯坦编辑距

离：

• Y 替换 C

• X 替换 G

• Z 替换 I

资料来源：DuckDuck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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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Google搜索通过个性化服务造成信息茧房
个性化搜索结果不只是基于传统的排名因素（如网页与搜索词或其权限的相关性），还基于搜索引擎在给定时间对用户的信息（如位置、搜索历史记录、人口统计

或兴趣）。其目的是增加特定用户的结果的相关性。

Google搜索满足大众化统一基础上的个性化，但是Google搜索明显的缺点是Google搜索会增强用户的预见性偏见，这是造成信息茧房原因之一。

早在2011年，实验显示，超过50%的谷歌搜索结果是个性化搜索，此后这个数字可能上升。

18

在Google搜索中搜索“提问性语句”时，会带给用户偏见性的结果

资料：MIT Technology Review

搜索“爬行动物是坏的宠物吗”时呈现的结果 搜索“爬行动物是好的宠物”时呈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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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时位置、历史记录等会影响其个性化结果

19

1、用户地理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位置数据会影响暗示用户正在寻找物理位置的搜索，。同一城市内的搜索者，彼此只有几英里也会看到同一搜索词的不同

结果，尤其是在本地包中。

2、搜索和浏览历史记录：Google会根据每个搜索者浏览历史记录、搜索历史记录和 SERP 点击次数为每位搜索者创建个性化个人资料，然后根据用户的兴趣

更改用户查看的搜索结果。
搜索和浏览历史记录：

第一步：在一个全新的浏览器中， 我做了一个搜索 “kafka”， 并得
到结果如下图结果：

第二步：点击了一些关于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的结果。之
后，再次搜索“卡夫卡”，结果如下图：

前后两次搜索“kafka”时，结果变化并不大，但展示面板确实发生了改变。谷歌的搜索个性化算法已经发现，用户更感兴趣的小说家，而不是数据软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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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账号、使用的设备和Google产品使用情况影响其个性化结果

20

3、Google账号：Google 可能会将用户的连接中社交媒体帖子添加到搜索结果中，将用户的连接所认可的结果推送到搜索结果的更高版本，并巧妙地将用户获取

的搜索结果定制到用户的个人资料中。如果用户有G+个人资料，并且在浏览器中登录了 Google 帐户，则看到的搜索结果可能会显著显示用户的朋友在第1页搜索

结果中共享的内容。
4、用户搜索时所用的设备类型：在移动和桌面设备上，搜索页面的排

名不同，搜索查询的解释也不同。移动版本的Google搜索引擎已经变

成了单独的搜索引擎，通过不同的因素来排名网页。

5、用户使用的其他Google产品：Google会根据每个搜索者浏览历史

记录、搜索历史记录和搜索结果点击次数为每位搜索者创建个性化个人

资料，然后根据用户的兴趣更改用户查看的搜索结果。

Google账号：在未登陆Google账号时的搜索结果与登陆Google账号时的搜索结果对比

发现：在登陆Google账号状态时，搜索结果中出现了用户G+和LinkedIn上的信息

Google产品：Google通

过其多样化产品矩阵尽可

能未用户提供更加精准和

智能的个性化搜索服务，

即“Google个人搜索”。

当搜索“我何时起飞”时，

结果展示：航班起飞时间、

入住酒店名称和地点，以

及入住和离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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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算法发展历程：Pagerank到基于神经网络的精准化搜索
Google搜索算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2017）：基于用户标签提供个性化新闻服务，称其为PageRank；第二阶段（2017-2018）：结合用户实际搜

索体验，优化其算法，并提供更符合用户偏好和需求的专业、权威并具的个性化服务；第三阶段（2018年至今）：在干预并控制极端及敏感问题上的搜索服务的基

础上（对极端、敏感社会问题及事件相关的搜索拒绝提供服务），搜索服务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与精准化。

21

2007-2017年

Google突出显示热门新闻 。在置顶显示后，

Google会根据用户兴趣以及点击过的文章，会

向用户推荐极具个性化的、只与用户所处地相关

且 与 个 人 相 关 的 信 息 ， Google 将 其 简 称 为

PageRank（用Google创始人Larry Page的名

字）。Google认为新闻消费将非常个人化，非

常有针对性，此外个性化新闻会伴随着个性化的

广告。

Google新闻推出个性化服务PageRanK

2017-2018年

调整算法时的具体实验操作流程;

1、一个团队会与一小部分实际用户一起对建议的调整进行测

试，以了解他们是如何与野生环境以及一组称为“搜索质量评

估者”的承包商进行互动的。

2、Google在全球范围内约有10,000个评估员，他们对搜索

结果的意见可以帮助Google搜索团队评估是否应进行一次特

定的调整。评估者通常会同时看到新旧结果，并确定哪个更好。

3、“更好”不是纯粹的主观用语。它由搜索质量评估者指南

的已发布文档定义，该文档描述了评估者应如何判断显示在其

结果中的页面。特别注意页面的专业知识，权威性和可信赖性。

Google搜索结果兼具专业、权威性和个性化

2018年至今

7月份，Google对指南进行了一些重大更改，其

中除其他外，要求评估者考虑页面作者的声誉。

结果，没有明确作者的页面现在可能会被评为较

低质量。

2019年推出了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BERT，禁止存在争议的话题方面，如宗

教、种族等敏感话题相关的提问上提供搜索服务，

以免强化族裔极化。

Google搜索全方位智能化、个性化

资料来源：Google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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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Google针对信息茧房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因信息茧房面临着风险
Google不断优化的搜索算法以及管理措施使得Google得以避免类似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因创建信息茧房而受到的批评。此外，YouTube和Google虽都

在Alphabet旗下，但是Google和YouTube算法独立，由完全分开的两个团队来创建和运营。

22

措施

• 在重大事件发生时，首先推荐经人工审核编辑过的权威信息；

其他信息还是采用个性化推荐。

• Google拥有明确的数据来指导优化其算法：

• 多数时候Google会听取用户的反馈；

• 其他时候，算法更改的想法来自公司指令或优先事项，如

针对敏感社会问题或者明显的事实错误等。

风险

• 高度个性化可能导致人们对Google失去信任。尽管Google并

未对大多数搜索排名进行个性化设置，但由于其收集的数据范

围非常广泛，其广告还是非常个性化的。

• Google搜索时明显的错误仍然会出现，有时是算法问题，有时

是因为有关社会问题搜索结果存在倾向性和偏见。

资料来源：Google官网、CN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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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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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宏观因素的长期客观存在性致使信息茧房长期存在

24

媒体平台

族裔极化

政治倾向

用户认知

社交媒体和个性化推荐信息平台构建的信

息茧房没有建立“地球村”，建立了一个

个高度极化、封闭的社区，反而加速了人

群的分散，破坏民主形成了在政治上两极

化、意识形态上多极化的社会。

2018年调查显示，美国民众科学素质达标

率为28%，但是在不同种族之间呈现出明

显差别，白人明显高于拉美裔和非洲裔。

在不同群体形成的网络社区（信息茧房）

中引入真实的信息来纠正或“揭穿”虚假

信息时，它要么被忽略，要么增强了用户

的错误信念，从而进一步强化信息茧房。

用户根据其喜好分成几小类，并投其所好接

受同质化信息，造成用户认知窄化，长此以

往导致用户认知缺失。

用户认知缺失会在信息获取并消费过程中促

成并强化信息茧房。

2019年Facebook上与36%的新闻与政治相

关。在1980年代至1994年之间出生的年轻人

在政治上比GenXers或婴儿潮一代更加两极

分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认为是“极端

保守”或“极端自由”的人数也有所增加，

中间派人数减少。

西方国家政治倾向引起的“站队”现象、长期以来的族裔极化等问题都是导致信息茧房形成的重要因素，另外媒体平台以及用户认知偏好等因素也是信息茧房形成

的重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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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息茧房长期存在，平台算法的优化只是平衡信息茧房因与果

25

造成信息茧房形成的因素众多，包括信息消费侧——用户，以及信息供给侧——媒体与平台，此外信息茧房的结果会体现在用户身上。

综合众多因素考虑，由于用户数量众多且对其调整优化难度大；因此，打破信息茧房的尝试集中信息供给侧——媒体与平台，尤其集中于平台算法机制方面。

信息茧房将长期存在，且不可消灭；当信息茧房结果明显或者严重时通常媒体和平台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轻信息茧房，在其“因”与“果”间达到一定平衡。

• 通常采取的措施：

• 在信息生产方面：筛选提供内容的

媒体，及优化内容生产者的管理；

• 在分发方面：优化平台算法，在个

性化服务的基础上提供多样化信息

供用户消费；

• 拒绝极端内容的信息服务，并对此

进行监管。

• 信息茧房造成的结果：

• 族群极化

• 个人认知窄化

• 政治派别出现极化影响社会稳定

• 虚假信息的泛滥及个人媒介素养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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