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 Facebook，在拥有巨大用户量和海量用户信息之
后，也面临着诸多隐私权方面的指控。

2006年，Facebook推出“动态新闻”功能，用户在 Facebook上的一举一动都
可以作为动态显示在他自己的页面上，例如看了什么电影、与谁有了互动等等。
该功能上线后，Facebook员工还来不及庆祝，愤怒的用户抗议声就几乎淹没了整
个网站。扎克伯克不得不亲自撰写博客道歉。

这个问题的爆发与解决方式都颇为值得腾讯QQ圈子借鉴：工程师们迅速
修改了网站代码，让用户可以选择自己的哪些动态被广播出去，哪些需要保
密。这一举动迅速平息了争议，并进一步成为Facebook巨大商业价值的来

源：当一个用户显示自己“买了一瓶新百事可乐尝尝”时，他所有的朋友
都能看到这个不是广告胜似广告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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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同样身陷隐私争议

知名社会网络营销学者申音，对QQ圈子引起的争议发表了长
篇看法。申音认为，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档案时代”，每个人的个人信息被

无形的幕后者控制、操纵，这才是最可怕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了权利不对
称。而在互联网时代，Google、Facebook会越来越多地记录个人信息，但如果个人

采取不抗拒而是合作的态度，其个人价值也会提升，“通过你这个点的链接越多，通过
你传递的信息就越多，你的网络影响力就越大”。在推特和微博上，加V认证的人是少

数，但因为公开了个人信息，他们的话在其专业领域内更可信，主宰了信息的流动。
因此，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个人社交生活的飞速发展，“虚拟社交会倒逼真实社

交”。在今天，豆瓣、Google有时的推荐结果之准确程度，已经超出了用户自我定位的程度；
总有一天，通过对个人信息的大量收集、分析、计算，“机器比你更懂你”。因此，个人在这个
新社会的最重要能力，是“适应”而非“遗忘”。

针锋相对地，宣亚公司的社交网络研究者高济禾则在知乎上发表了他的反对意见。尽
管赞同腾讯的尝试勇气，也不认为这是一种作恶，但他仍然认为，用工程师的思维处理复
杂的社交关系问题，是QQ圈子引发强烈不满的本质原因。

高济禾称，人类的社交关系并非简单在工具层面上即可以维护、增强，其背后还有
制度、社会结构的强大影响力。QQ圈子可以扩展人脉，但这种“意外扩展”带来的并
非都是愉快，很可能会在复杂的关系作用下带来意外结果，例如发现“原来我室友

和初中同学有一腿”“某下属和某哥们居然一起被抓过”等等。
真正好的社交产品，应该尊重“遗忘”的权利而不是把所有信息

都记录、推送过来；应该尊重用户的选择，哪怕这种选择权是种
假象；社交产品还应该嵌入制度的作用，尤其在中国这种

社交关系中掺杂了更多权力、利益与交换的用户环
境下，不该指望着简单的算法一劳永逸地

解决人脉问题。

圈子来
了！一个流言在 QQ

好友之间流传着。多年不
联系的同学突然出现在联系人

名单中，一个陌生人准确地在QQ上
叫出了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好友分组
中好像多了些陌生面孔；QQ圈子为什
么会做到这些？它是否读取了我的
聊天记录和私人信息并公布出去
了？腾讯为什么要推出这个

产品？企鹅要统治世界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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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圈子：社交神器还是隐私魔鬼？

小刘是个
参加工作不久的

应届毕业生。前不
久的某一天，当他打开

QQ 时 ，按 照 提 示 升 级 到 了
QQ 2012版。这个版本中多
了一个“圈子”功能。打开该
功能后，他发现，自己突然出
现在一个“推特好友”的圈子
里，这个圈子里的确有不少自
己在推特上的好友，“可我跟
他们没互换过 QQ 呀”！小刘
还发现，在另一个叫“高中同
学”的圈子中，出现了很多很
久没联系的同学，而有些同
学，是自己一直避开不想见
到的。

小刘的遭遇并非个别现
象。各种使用 QQ 圈子后的
感受开始在人人网、新浪微博
等社交媒体上传播，有的人说

“太神了，那么久那么远的人
都找到了”，也有的人大叫“怎
么前女友和现在的女友在圈
子里碰头了！”

小刘很郁闷，也有一丝恐

惧：“我使用QQ十年了，这十
年里的聊天记录就算存成文
本文档，也得有几百 M 了吧，
QQ 能把我从来没想着联系
的人‘揪’到圈子里，是不是
分析了我平时的聊天记录，
才能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为
什么我自己的真实姓名，会
在 圈 子 里 展 现 给 那 些 陌 生
人？”

也有一些懂技术或者直
接从事互联网行业的 QQ 用
户，在阅读了 QQ 圈子开发工
程师公布的文档之后，了解了
圈子的算法和运行原理。但
这依然难以让他们消气：“即
使 QQ 圈子没有读取我们的
聊天记录和私人信息，它所公
开的信息也来自于我朋友们
对我的‘标注’，但问题在于，
它所公布的信息未必是我想
公布给圈子中所有人的。换
句话说，公开什么信息，公开
给什么人，起决定作用的不该
是一个算法，而是告知我，让
我来决定”。

开发 QQ 圈子的腾讯工
程师看上去很委屈。在遭遇
质疑后，他们在炮火最密集的
网上知识社区知乎上，第一时
间贴出了圈子的设计初衷和
原理。

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
顿巴曾经发现，人的社交圈子
范围很小，亲密好友可能有五
个，密切行动伙伴可能有五十
个，有亲缘关系的氏族上限也
就是 150个人而已。超过这个
范围，人就会定期遗忘一些好
友。这些在原始和古代社会
没问题，但在需要大量人脉和
密集交往的现代社会，这种遗
忘看上去就是人脉资源的浪
费了。此外，当一个人要融入
新的交际圈中，往往也会效率
低下，因为不是人人都能熟练
运用“六度空间”理论，迅速找
出自己与新交际圈之间共同
认识的好友的。

腾讯圈子的工程师描述
说，“我们期望‘结识新朋友，
不忘老朋友’。可事实上，我
们正处在一种‘难交新朋友，
忘却老朋友’的尴尬处境中。”
因此他们设想，将生活中过
去、现在和即将进入的各种人
际关系圈，一起放在社交网络
中，也就是中国最庞大的社交
网络平台，QQ平台上。

在尝试了各种算法之后，
工程师们发现，QQ 本身所具
有的“分组”和“备注名”功能，
效果比一些复杂的数学算法
还要好。圈子的实现原理是：

如果用户小刘自己建立了一
个“高中同学”组，组里面有同
学 A、B、C；而 A、B、C 三人也
建立了高中同学组，三人的组
里都有小刘，并且他们都为小
刘起了备注名“刘班长”，那么，
A、B、C三人高中同学组中共同
拥有的另外一位用户 D，就会
出现在小刘“高中同学”这个圈
子中，尽管小刘此前并未加 D
为好友，甚至可能因为两人上
学时的一些矛盾，小刘并不想
联系D。

腾讯的工程师坚决否认
了“圈子是通过读取用户聊天
记录和隐私资料来实现人脉
拓 展 、发 现 功 能 ”的 这 一 说
法。圈子的实现，目前只依赖
两个资料：用户的分组名，用
户 好 友 给 该 用 户 的“ 备 注
名”。“只有在圈子中半数以上
的成员，给该用户使用了严格
相同的备注名，这一备注名才
会作为正式名称向圈子里的
其他成员公布”。腾讯一位
员工由此也驳斥了一些网络
上的流言：“说圈子让一个人
的现女友看到了前女友，那
几乎也是不可能的，除非在
这个圈子中，有半数以上的
人把那个女孩标注为‘前女
友’。如果说仅仅是让现女
友知道了前女友的名字，那不
该怪圈子吧，只能说明这个用
户和前女友、现女友都在同一
个交往密集的圈子里，圈子也
没有泄露你们俩以前曾有过
感情这件事。”

在公开信息前应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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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让用户自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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