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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偏差问题的内涵、结构与挑战 

在数智化管理与决策系统中，用户行为数据作为系统输入影响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和预测，而机器学

习结果的呈现又会影响用户行为与决策，两者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反馈回路，共同构成数智化

管理与决策的基本框架。然而，机器学习与用户行为中的偏差问题也通过这个循环体系不断累积放大，最

终可能导致机器学习的失效和行为与决策的困境。 

“偏差”（bias）一词内涵丰富。不同学科领域对于“偏差”的侧重和定义有所不同，包括认知偏差、

统计偏差、利益冲突、歧视偏见等多种理解。本文所关注的偏差，主要指机器学习与用户行为中的系统性

偏误（systematic error），即系统性偏离真实事态的结果或发现，或者引发系统性偏离的某种过程。这主要

包括两类偏差问题：行为偏差与模型偏差，二者通过偏差循环机制相互影响。 

行为偏差问题聚焦于用户行为产生及数据化过程中的准确性、全面性和一致性，即用户行为数据在多

大程度上真实、完整、无干扰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情境要素以及用户在这些要素条件下的属性、认知和

行动意图。模型偏差问题则聚焦于模型的正确性、代表性和可靠性，即机器学习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准确、

充分、稳定地拟合了基本事实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预测。偏差循环是指机器学习模型与用户行为数据

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主要关注机器学习模型对于用户行为偏差的习得以及模型偏差对于用户认知行为的

干扰。 

本文对行为偏差和模型偏差的结构以及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阐述，提炼出四类基本偏差，即选择偏差、

表达偏差、采样偏差与拟合偏差，以及两类偏差循环机制，即偏差习得机制与偏差交互机制，并通过形式

化表示分析了偏差问题的一般性特征，结合相应实例展示了偏差问题的情境化表现。 

进而，本文总结了偏差问题应对过程中的若干重要挑战，并结合作者团队近年来的若干研究工作，阐

释和讨论了具体场景下的应对思路、问题建模与求解策略。所阐述的四个研究主题包括用户行为偏差的干

预治理、考虑行为偏差的机器学习建模、考虑模型偏差的智能预测与推荐、人机交互过程中的偏差现象与

机理，以期对未来研究的开展提供借鉴意义。 

 

3. 未来研究方向与关键议题 

在系统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偏差问题研究的未来方向和关键议题进行了展望，以期提供前瞻性的

理论洞察。总体而言，机器学习与用户行为中的偏差问题结构复杂、影响广泛、重要性凸显。未来研究可

以沿着下面三个方向深化和拓展。 

第一个方向是用户行为偏差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该方向上的探索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是多情境：

在不同商务情境下，用户行为偏差的具体表现和成因有所不同，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索揭示不同商务情境

下用户行为偏差机理，并建立考虑用户行为偏差的经济计量模型。其次是多角度：用户行为偏差的成因丰

富，既包括内在行为动因，也可能包括外部推力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讨典型行为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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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机器学习模型的算法逻辑与训练样本，对样本数据偏差进行校正或控制，对算法逻辑予以修正和改良。

另一方面是在机器学习过程中，对用户行为偏差的形成过程予以建模，在控制偏差的情况下进行更可靠的

模型训练。 

第三个方向是发展整体性理论，聚焦偏差循环，建立机器学习模型与用户行为偏差的治理体系。整体

性治理理论的基本目标是在情境动态演变的过程中，将智能模型对基本事实的拟合偏离程度控制在可接受

的范围内，并予以逐步优化。其基本手段是以算法为核心，结合行为科学理论，逐步实现各系统要素间的

有机协同。未来研究在智能模型的评价过程中，将更加注重真实的用户评价和长期的模型表现。 

 

4. 研究贡献 

本文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对机器学习与用户行为中的偏差结构进行刻画，提炼出四类

基本偏差及其循环机制，并通过形式化表示呈现偏差问题的一般性特征；第二，结合作者团队的相关工作，

对偏差问题的若干挑战和研究探索进行阐释，通过具象化描述呈现问题建模和求解路径的学理思路；第三，

对偏差问题研究的未来方向和可能议题进行展望，通过前瞻性视野呈现值得学界和业界进一步关注的学术

空间和实践创新。 

本文中的讨论有助于学界和业界更深刻地解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在赋能经济社会活动中

的作用，形成对于偏差问题的系统性认知（即“知偏”）和体系性解决方案（即“识正”），促进理论和实践

层面的探索创新，为我国以及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5. 思考与启示 

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时代，算法技术与人类行为相互依存、相互塑造。“数智赋能”的管理学研究，

离不开技术视角与行为视角的紧密融合。本文所探讨的偏差问题，凸显了新时代对管理学研究领域范式所

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智能“涌现”的同时也伴生

着“AI 幻觉”，进一步凸显偏差问题的重要性。 

针对这一现象，本文认为，一方面，算法技术的设计与开发，需要以行为规律作为基础依托和根本驱

动力；另一方面，对行为规律和机理的探索和揭示，离不开对算法技术形态属性的审视和理解。唯其如此，

我们才能洞察行为机理的演化，把握算法技术的潜力与风险。技术视角与行为视角的协同交互，不仅是应

对本文所探讨的偏差问题的关键，更是管理学研究与实践在“数智赋能”时代中突破瓶颈、跃迁发展的方

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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