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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推荐算法在提高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催生了“信息茧房”现象，影响了科研人员的信

息流动与学术创新能力。本文首先分析了推荐算法的工作机制，探讨信息茧房的形成原理，并总结了其对科研信

息获取的限制，如信息来源单一、跨学科交流受限等。随后，本文提出了针对该问题的应对策略，包括提升推荐

算法透明度、优化学术平台的信息分发机制、鼓励研究者主动拓展信息来源，以及引入去中心化技术以保障学术

资源的多样性。 
【关键词】人工智能推荐算法；信息茧房；科研信息流动；学术创新；数据共享 
【收稿日期】2025 年 1 月 17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2 月 27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6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and the information cocoon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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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have becom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various domains,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However, these algorithms have also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information cocoon" phenomenon, where users are increasingly exposed to homogenized content, 
limiting their access to diverse perspectives. I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ommunity, this phenomenon raises concerns about the 
potential narrowing of academic horizons, reduced cross-disciplinary exchange, and impediments to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AI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elucidating their mechanisms and their role in shaping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cocoons 
and evaluat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a multi-faceted strategy to 
mitigate these challenges, including policy interventions, platform-level algorithmic optimizations, and proactive researcher 
engagement. These recommendations aim to foster a more open and diversified scientific information ecosystem, thereby 
enhancing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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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I）推荐算法已广泛应用于新闻、社交

媒体、短视频平台、在线购物以及学术数据库等多个领

域，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分析用户的历史行为和兴趣偏

好，结合相似用户的行为模式，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

息推荐，从而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然而，随着推荐系

统的广泛应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逐渐关注到其可能

带来的负面影响，即“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

现象。 
“信息茧房”是指由于推荐系统对用户偏好的不

断强化，用户长期暴露于与其既有观点和兴趣相符的

信息环境中，而难以接触多元化的信息。信息茧房现象

不仅可能影响公众对社会热点、政治议题的认知，也对

科研信息的获取与传播产生深远影响。现有研究表明，

深度学习驱动的推荐系统多依赖于相似性匹配机制，

用户的正向反馈会进一步强化推荐结果，使得用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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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的信息趋于单一。然而，由于深度学习算法具有“黑

箱”特性，信息茧房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科研信息流动的

具体影响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1]。本研究旨在讨论人工

智能推荐算法如何影响科研信息的多样性，并分析信

息茧房在学术研究中的形成机制。通过对推荐系统核

心机制、用户反馈行为及其对信息传播影响的量化分

析，本文将揭示科研信息茧房的潜在危害，并提出相应

的优化策略，以促进科研创新与知识共享。 
2 人工智能推荐算法概述 
人工智能（AI）推荐算法的主要目标是根据用户的

历史行为、兴趣偏好和其他特征，为其提供个性化的信

息或产品推荐。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算法已经广泛应

用于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内容分发平台等多个领域。 
2.1 推荐系统的基本原理 
推荐系统的核心在于预测用户对未接触物品的偏

好程度，从而进行个性化推荐。主要方法包括协同过滤、

基 于 内 容 的 推 荐 和 混 合 推 荐 等 。 协 同 过 滤

（Collaborative Filtering）：利用用户的历史行为数据，

发现相似用户或物品，进行推荐。该方法分为基于用户

和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例如，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通

过寻找与目标用户兴趣相似的其他用户，推荐他们喜

欢 的 物 品 。 基 于 内 容 的 推 荐 （ Content-based 
Recommendation）：分析物品的属性和用户的偏好，推

荐与用户过去喜欢的物品相似的内容。例如，如果用户

喜欢某类型的电影，系统会推荐具有相似特征的其他

电影。混合推荐（Hybrid Recommendation）：结合多种

推荐方法，以弥补单一方法的不足，提高推荐效果。例

如，将协同过滤与基于内容的推荐相结合，综合考虑用

户行为和物品特征。 
2.2 人工智能在推荐系统中的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深度学习的快速发展，

推荐系统的性能和精准度得到了显著提升。AI 在推荐

系统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深度学习模型的引入：利用神经网络处理复杂的

非线性关系，捕捉用户和物品之间的深层次关联。例如，

卷积神经网络（CNN）和循环神经网络（RNN）被广

泛应用于提取用户行为序列和物品特征中的潜在模式，

从而提高推荐的准确性[2]。亚马逊的商品推荐系统利用

CNN 处理用户购买记录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识别用户

的购物偏好；Netflix 则采用 LSTM 模型分析用户的观

看历史，预测其未来可能感兴趣的电影或电视剧。 
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的融合：通过分析用户

评论、描述和其他文本数据，提取用户偏好和物品特征。

例如，主题模型和词向量技术可以从大量文本中提取

有用信息，辅助推荐决策。知乎利用主题模型分析用户

对不同话题的关注，自动推荐相关问题、话题或专栏文

章。 
图神经网络（GNN）的应用：将用户和物品建模

为图结构，利用图神经网络捕捉复杂的交互关系。例如，

在社交网络或电商平台中，用户与物品之间的关系可

以通过 GNN 进行建模，从而优化推荐效果。阿里巴巴

的个性化推荐引擎采用 GNN，通过构建用户-商品-行
为三元关系图，分析用户的购物习惯并预测其可能喜

欢的商品。通过 GNN，系统能够识别出某个用户购买

某件商品后，可能还会对其他相关商品产生兴趣，从而

进行精准推荐。 
这些技术的结合，使得 AI 推荐系统日益智能化

与个性化，但也伴随着“信息茧房”现象的加剧，用户

可能陷入信息孤岛，难以接触到多元化的内容和观点。 
3 信息茧房现象及其影响 
“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现象是指个性

化推荐算法、用户选择性接触、社交网络结构等因素共

同作用，导致个体长期暴露于同质化信息中，进而形成

封闭的信息环境。该现象在社交媒体、新闻传播、电子

商务等领域广泛存在，并逐渐渗透至学术研究领域，影

响科研信息的获取、学术交流及知识创新。 
3.1 信息茧房的形成机制 
信息茧房的形成主要受到四大因素的推动：推荐

算法、用户选择性接触、社交网络结构和信息获取成本。 
推荐算法的强化效应。现代搜索引擎、新闻平台和

学术数据库普遍采用个性化推荐系统，通过分析用户

的搜索历史、点击行为和偏好模式，为其提供高度相关

的信息。然而，这种基于“相似性匹配”的算法在提高

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用户长期暴露于特

定类型的信息，而忽略多元化的学术资源。研究表明，

推荐算法的优化目标通常是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和交

互频率，而非提升信息的多样性，从而加剧了信息茧房

现象[3]。 
用户的选择性信息接触。用户在信息获取过程中

倾向于选择与自身既有观点一致的信息，而避免接触

相反或不同的观点[4]。这种“认知舒适区”效应使得用

户更容易被推荐系统引导至单一的信息圈层。在学术

研究中，研究人员往往倾向于阅读与自己研究方向相

近的文献，较少主动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长期而言，

这种信息选择偏好可能使学术视野变得狭隘，影响跨

学科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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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的同质化。社交网络在信息传播中起到

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通常倾向

于关注与自己兴趣相似的群体，而推荐算法进一步强

化了这种趋势，导致信息流主要来源于志同道合的社

交圈。 
信息获取成本的影响。信息的获取成本也是导致

信息茧房现象的重要因素。许多高影响力的期刊和学

术资源采用封闭或付费模式，限制了部分研究人员对

重要成果的访问。对于资源有限的学者而言，他们更倾

向于依赖开放获取（Open Access）期刊或免费数据库，

这些资源的覆盖范围相对较窄，进一步加剧了信息孤

岛效应。 
3.2 信息茧房对科研信息获取的影响 
信息茧房现象对科研信息的获取产生了显著的负

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学术视野受限、跨学科交流减少、

研究创新能力下降及学术资源分配不均等方面。 
限制学术视野。个性化推荐系统通过精准匹配用

户的兴趣，提高了信息的相关性，但也可能导致研究人

员的知识获取范围收窄。由于推荐算法主要基于用户

历史行为优化，研究人员可能长期接触与其研究方向

紧密相关的文献，忽视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这种“知

识过滤”效应会影响研究者对整体学术动态的掌握，削

弱学术综合能力。 
阻碍跨学科合作。许多科研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跨

学科的知识融合，如人工智能与医学、数据科学与生物

学等领域。然而，信息茧房现象限制了不同学科间的知

识交流，导致研究人员难以及时接触其他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从而影响跨学科的合作。例如，尽管人工智

能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已成为重要趋势，但许多医

学研究者未能及时获取计算机科学方面的前沿成果，

进而影响技术融合的进程。 
影响科研创新。学术创新往往依赖于信息的多样

性。然而，信息茧房现象可能导致研究人员过度依赖主

流理论或现有框架，忽视非主流观点的潜在价值。长期

来看，这种信息同质化可能限制了学术领域的突破性

进展。例如，一项关于学术论文引用网络的研究发现，

高度集中的引用模式导致某些领域的研究过度受到关

注，而其他新兴领域则被边缘化。 
加剧学术资源的不均衡。信息茧房不仅影响科研

个体的信息获取，还可能加剧学术资源的不均衡分配。

在推荐算法的作用下，热门学科、知名研究机构及高影

响因子期刊往往会获得更多曝光，而相对冷门的研究

领域和初级研究者的成果则难以被广泛传播。这种资

源分配的不均衡可能强化“头部效应”，使得学术界出

现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学术不平等。 
4 应对策略 
针对信息茧房现象，必须从政策与监管、科研信息

平台、以及研究者个人三个层面形成合力，推动信息的

多元化传播，提升科研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4.1 政策和监管层面 
政府和监管机构在治理算法推荐系统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

应加强数字经济的监管，推动人工智能算法的透明化

与可解释性，提升信息分发的公平性与多样性。监管部

门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要求平台提供“算法透明度”

或“推荐机制解释权”，使用户能够自主选择信息获取

方式，从而有效打破信息壁垒[5]。此外，中国科学院在

信息化年度报告中提议加快建设“全国科研信息共享

平台”，降低科研数据获取门槛，促进跨机构、跨学科

的信息流通。这些政策措施将帮助科研人员全面获取

学术资源，减少信息茧房对科研视野的限制，推动学术

创新和多元化发展。 
4.2 科研信息平台层面 
科研信息平台应在提供个性化推荐服务的同时，

避免信息同质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平台和文献

检索系统开始采用混合推荐机制，结合协同过滤、内容

推荐和基于探索的随机推荐算法，以提升信息的多样

性。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研究表明，引入“多维

推荐系统”可以有效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提高跨

学科研究的可行性[6]。 
同时，科研平台应赋予用户更多对推荐内容的控

制权。例如，开放学术数据库可提供“调整偏好”功能，

允许用户主动选择是否接收来自不同领域或观点的研

究成果，从而减少信息茧房的影响。平台还应考虑引入

去中心化的科研信息分发机制，确保不同学科、地区的

研究者能够公平地获取前沿信息，推动学术公平性与

多元性。 
4.3 研究者个人层面 
研究者自身的主动性和信息素养在应对信息茧房

现象中至关重要。研究人员应培养批判性思维，主动扩

展信息来源，避免单纯依赖推荐算法所提供的信息。例

如，学者可定期访问不同的数据库（如Google Scholar、
Web of Science、ArXiv 等），确保信息来源的多样性。

同时，研究者应积极参与跨学科合作，拓宽学术视野，

增强对其他领域的理解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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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社交媒体和学术平台（如 ResearchGate、
Academia.edu）提供了与全球同行互动的机会，帮助研

究者突破算法推荐的局限性，获取更多元化的信息[7]。

研究者还可以通过订阅跨学科的学术期刊、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信息获取的范围，从而降

低信息茧房对科研创新的影响。 
综合来看，信息茧房现象对科研信息的获取与学

术创新具有深远影响，但通过政策监管、科研平台优化

与研究者个人主动性的多方协同，可以有效减少其负

面效应。政府应加强算法治理，推动学术信息的开放与

共享；科研平台应优化推荐系统，提高信息多样性；研

究者则需增强信息素养，积极拓展学术信息的来源。通

过这些综合措施，可以促进科研信息的多元流动，推动

学术创新的持续发展。 
5 结论 
人工智能推荐算法在提升信息获取效率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信息茧房”现象，限制了科研信

息的流动性并对学术创新能力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

深入分析了推荐算法的工作机制、信息茧房的形成机

制以及其对科研信息获取的负面影响，揭示了这一现

象如何在学术研究中限制学术视野、减少跨学科交流、

降低科研创新能力并加剧学术资源的不均衡。 
研究表明，信息茧房的形成主要受到推荐算法强

化效应、用户的选择性信息接触、社交网络同质化以及

信息获取成本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学术平台上，个性

化推荐虽然提高了信息匹配的效率，但也导致研究者

长期接触同质化的信息，忽视其他学科的前沿成果，从

而制约了知识的多元发展。 
为应对这一挑战，本文提出了三方面的应对策略：

首先，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加强对推荐算法的监管，推动

人工智能算法的透明化，促进学术信息的公平性与多

样性，同时鼓励开放学术资源的共享，以促进科研信息

的自由流通。其次，科研信息平台应优化推荐机制，采

用混合推荐策略，在提高信息匹配效率的同时增加跨

学科信息的推送比例，且应适当增强用户对推荐内容

的控制权，减少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最后，研究人员

应提高信息素养，主动拓展信息获取渠道，积极参与跨

学科合作，利用多种学术数据库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打破信息壁垒，推动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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