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策略产品经理必读系列—第一讲推荐系统的兴起

产品名称 推荐策略产品经理必读系列—第一讲推荐系统的
兴起

公司名称 东莞市微三云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东莞石排瑞和路一号

联系电话 18002820787 18002820787

产品详情
编辑导语：从前，没有推荐系统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信息都是通过自己筛选的，难免会掺杂着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如今，推荐系统的遍布，让我们上瘾。本文通过纵观行业发展趋势，解析推荐系统的兴起，一起来看看。

太多技术大咖们在分享推荐系统的知识，本系列作为一个策略产品从业务视角和行业整体变化趋势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个推荐策略产品经理需要了解到的行业趋势和必备的策略知识。
一、推荐系统在国内的兴起由来
站在 2022 年这个时间点大家都知道推荐系统在各大 APP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站在整个国内互联网行业发展的视角，推荐系统在国内的兴起是有几个非常大的标志性事件的。
事件一：2012年今日头条的上线，第一个完全利用推荐系统进行流量分发的内容类APP
2012 年张一鸣带着自己积累多年的推荐算法从 " 九九房 "辞职开始自己的第五次创业，成立了 " 字节跳动"。随后推出的第一款产品就是今日头条 APP。
在 2012 年那个时间点，张一鸣就已经意识到未来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而移动互联网必将给人们带来爆炸信息，使人们面对的选择越来越多，面对信息超载，人们常常无所适从。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人工编辑的信息分发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了，一方面效率低下一方面人工成本太高，而通过推荐系统来实现更加智能和个性的推荐就是最好的方式。
相信大家用过今日头条 APP 的对于今日头条 APP的推荐能力都很清楚，推的实在是太准了。可以称之为第一代 "时间熔炉 "，那时候还没有精神鸦片抖音。今日头条的上线是一个国内推荐系统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代表着推荐系统开始慢慢走向了台前。
事件二：2015 年淘宝双 11 全面开启 " 千人千面 " 时代
很多人知道蒋凡是因为他和张大奕的绯闻，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蒋凡作为一个被阿里收购公司的员工能够在阿里晋升地如此之快，一直到成为阿里的太子。
蒋凡在阿里能够快速升迁做到阿里太子的位置，离不开蒋凡成功地将阿里从 PC 时代完成向移动端的转型。蒋凡在阿里主导搭建了阿里的 "千人千面 " 的推荐系统，以及成功布局了淘宝直播。2015 年淘宝的双 11正式全面开启 " 千人千面 " 时代，以往大家在淘宝首页看到的推荐商品和频道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并没有实现按照用户兴趣的个性化分发。
而在 2015 年的双 11，淘宝正式宣布开启 " 千人千面 "的时代，这个背后的推手就是蒋凡。而当年双 11 的成交额无线占比74.83%。从此以后蒋凡带领着阿里，从月活跃用户 4亿多，一直提升到巅峰期接近 9 亿。
淘宝开启 " 千人千面 " 的时代标志着推荐系统在电商领域的分发效率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人工配置或者 BI 的方式，推荐系统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很多领域，从阅读新闻到网上购物等；
事件三：2020 年淘宝双 11 前首页改版，首页焦点图下移，推荐模块上提
2020 年双 11 前夕淘宝首页发生了一个大改版，就是原本首页最上方的横版焦点图下移到了下方推荐信息流模块的第一坑，而中间的各种频道和运营楼层全部下线，最下方的 " 猜你喜欢 " 模块大幅上移。而淘宝为什么这么做？核心原因其实也就只有一个，以往的这种信息分发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用户的需求了，已经不是最优的信息分发模式。



各种运营手动配置的楼层下线，大幅提升基于推荐模型千人千面分发的" 猜你喜欢 " 模块的位置。
以上三个事件可以说是推荐系统在国内互联网领域应用的标志性事件。而在这些事件中推荐系统解决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如何实现日益增长爆炸式的信息与用户不断变化兴趣和需求之间的高效匹配。
二、推荐系统为什么会兴起？
那推荐系统为什么在 2010 后才开始蓬勃兴起，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有了各类推荐算法如协同过滤等，那时为什么推荐系统没有发展起来？推荐系统的兴起是因为 4 大因素在一起促进了推荐系统的蓬勃发展。
2.1 时代的变化
2010 年开始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慢慢由 PC 时代进入移动时代，用户可以无时无刻拿着手机上网，同时 4G 网络的普及网速更快流量也更便宜了。人们开始有更多时间在网上漫无目的的冲浪，同时人们也不断地在网上生产更多的内容。爆炸式的信息增长和爆炸式的用户增长，二者之间如何实现更好的匹配。就需要一种更加智能的方式，也就是推荐系统。
2.2 数据的积累
同时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用户在网络上表达的行为信息越多，计算机可以采集到的用户行为信息也就越多。推荐模型就有了更多的数据去学习，去了解用户的兴趣和需求，推荐系统就可以推的更 " 准 "。
2.3 技术的进步
大规模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在推荐系统领域的应用。2010 年以前推荐系统主要使用的还是传统的协同过滤和基于内容推荐的算法。
2010 年以后随着算法科学家们在推荐系统领域的不断研究，将大规模机器学习框架引入到了推荐系统领域，大幅提升了推荐系统模型分发的效率和效果。后面又随着深度学习模型的应用，推荐系统的推荐效果也越来越好，对于用户和物品的特征挖掘的更深更广。
2.4 算力的进步
AI 的发展离不开：算法、算力和数据。作为 AI 在工业界应用最广的场景：推荐场景。推荐系统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算力的进步，当复杂的模型需要基于海量的数据进行模型训练时，这时就需要性能高的算力来支持。
传统的 CPU 资源训练一个推荐模型可能需要 3天，这种效率太低下。当使用最新的 GPU资源来训练深度学习推荐模型，可能只需要 3 小时，大幅提升模型的训练和迭代效率，算法工程师的工作效率也会更高，模型的迭代也会更快。
所以 " 时代的变化 " 促使了对于更加智能化信息分发方式的诉求，而 "技术的进步、算力的进步、数据的积累 "保证了推荐系统完美地匹配上了时代变化产生的业务诉求。
三、推荐系统是万能的嘛？可以取代未来所有的流量分发方式嘛？
上面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行业发展的趋势和推荐系统的应用，那么推荐系统是万能的嘛？它未来会取代所有的流量分发方式嘛。
首先先说结论：不会。我们以电商 APP 为例，可以将 APP的流量场域分为 3 大类吧。
推荐是基于用户的兴趣，平台主动去探索为用户推荐可能感兴趣的商品。而搜索是用户主动表达需求，平台被动接受的。
搜索场景是平台不可或缺的，需要给用户表达诉求的场景。而在电商平台搜索场景也贡献着超过 60% 以上的订单，可能在内容类 APP上搜索场景流量不多，但是在电商类 APP 用户目前还是倾向于搜索。
另外一大场景就是频道 & 会场，这些场景其实落地页里面很多都是基于推荐系统来进行内容分发了，只是很多时候业务侧会有一些强干预，尤其在一些特殊节点上，一些会场会重点将一些流量倾斜给某些品牌等。比如宝洁和京东达成战略合作，宝洁希望 618 期间有一个专属的会场，里面分发的商品由他们自己决定，这种特殊需求在实际业务开展中其实有很多。
推荐系统分发就是完全交给推荐模型，由模型决定。而有一些场景因为实际业务我们需要人工干预，这时候就不能依靠推荐系统来进行信息分发了。
总的来说近些年推荐系统的蓬勃兴起是时代的诉求，技术的推动，天时地利人和。对于行业的了解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推荐策略产品经理必须要具备的。这篇文章是开篇，后面将会为大家详细介绍推荐策略里面的召回、粗排、精排、重排、前端样式、内容创意等各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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