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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的 APP 视频推荐服务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人工智能的APP视频推荐服务的要求，包括基本原则、技术框架、人工智能通用

要求、功能要求和业务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对基于人工智能的APP视频推荐服务进行设计、研发和测评，也可为监管部门、第三

方评估机构对基于人工智能的视频推荐服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评估提供参考。本文件适用于网络视

听类APP，其他类型APP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5273—2020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T/TAF 078.2—2020  APP用户权益保护测评规范  定向推送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06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基于人工智能的APP视频推荐服务  AI- based video recommendation service in APP 

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评估、预测用户的特征，分析视频服务平台的视频内容，选取与用户匹

配的视频，并向用户呈现相关视频的APP服务。 

3.1.2  

嵌入向量  embedding vector 

将对象转换为多维向量，用以表示对象的特征。 

3.1.3  

索引池  index pool 

与业务场景匹配的，可推荐视频的全集。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IP：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MECE：相互独立，完全穷尽（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5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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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的视频推荐服务应满足以下原则： 

a) 合法合规—视频推荐内容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避免引

起社会公平、道德伦理、个人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风险。 

b) 公正公平—确保人工智能算法的公平性。 

c) 公开透明—以显著方式告知提供视频推荐服务的情况，以适当方式告知基于人工智能进行视频

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 

d) 科学合理—以科学、合理、适度的方式选择、优化、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视频推荐服务。 

e) 主体参与—用户可便捷的关闭基于人工智能的视频推荐服务。 

6 技术框架 

基于人工智能的 APP视频推荐服务系统的技术框架如图 1所示。 

 

 

图1  技术框架 

人工智能在视频推荐服务中可应用于： 

a) 智能分析模块； 

b) 搜索查询处理模块； 

c) 视频推荐决策模块； 

d) 视频内容呈现模块。 

视频内容理解模块、搜索查询处理模块、视频召回、视频排序应部署于平台侧实现。 

用户分析模块、决策生成、视频内容呈现模块可部署于APP侧，也可部署于平台侧，也可在APP侧和

平台侧同时部署实现。 

7 视频推荐服务人工智能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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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数据 

对人工智能算法处理的数据，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应对训练数据进行预处理； 

b) 宜对训练数据集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确保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 

c) 当采用对比学习时，应减少负样本训练数据的随机性，如将目标用户没有正向反馈但其他用户

有正向反馈的视频作为单独的负样本训练数据集； 

d) 宜构建不同于训练数据集的标准测试数据集，模型上线前应通过标准测试数据集的测试； 

e) 应构建合理的训练数据集，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集的规模、均衡性、准确性等。 

7.2 模型 

应用于视频推荐服务的人工智能模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定期针对模型机制机理、应用结果进行审核、评估，并对模型训练和模型推理进行动态改进

和调整； 

b) 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的人工智能模型； 

c) 对风险点进行监测； 

d) 宜支持主流算法和模型，包括线性回归、逻辑回归、线性判断分析、朴素贝叶斯、随机森林、

多目标、深度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等； 

e) 宜支持模型训练优化，如模型组合、参数调整、实验调优等； 

f) 模型宜具有可解释性。 

8 功能要求 

8.1 智能分析模块 

8.1.1 视频内容理解模块 

8.1.1.1 通用 

基于人工智能的视频内容理解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生成针对视频内容的标签，并支持标签的更新； 

b) 宜支持生成视频内容的嵌入向量； 

c) 应支持多模态内容理解，包括但不限于视频、文本、图像、作者、语音、音乐、虚拟场景等； 

d) 宜支持前端处理技术； 

e) 应支持过滤机制的调整。 

8.1.1.2 安全过滤 

基于人工智能的安全过滤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能识别、过滤违法内容以及不良内容； 

b) 应支持采取措施阻断视频的传播。 

8.1.1.3 质量评估 

基于人工智能的质量评估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对视频的质量评估，至少识别出劣质、普通、优质；应根据质量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处

理措施，如对劣质视频进行限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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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劣质视频可包括画面感官不适的视频、营销感强烈、格调低下、内容荒诞的视频等。 

b) 宜支持相似视频的识别，满足以下要求： 

1) 采用的相似度判断算法应具有一定鲁棒性，包括能识别修改分辨率、裁剪、混剪、加片头

片尾、修改视频背景、特效处理、滤镜处理； 

2) 训练数据应进行颜色（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等）、空间（翻转、旋转、平移等）、时间

（慢放、快放、倒放等）等多维度数据增强； 

3) 宜结合全图图像特征和局部图像特征进行相似度比较； 

注 2：局部图像特征通常针对图像帧的核心运动区域。 

4) 宜支持不同视频的目标帧序列之间的联合相似度比较； 

5) 宜支持画中画区域的定位，并针对画中画区域识别相似视频； 

6) 宜支持采用图理论提升相似视频识别的鲁棒性。 

8.1.1.4 结构化分析 

基于人工智能的结构化分析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多级类目标签，宜遵循 MECE原则，同级类目标签之间相互独立，同级类目标签之和无

遗漏的覆盖上一级的相应类目标签； 

注 1：如运动/球类运动/篮球。 

b) 应支持多维特征标签，如内容主题标签、内容元素标签、风格标签、内容形式标签、展示形式

标签、IP标签、商品标签、兴趣点标签、实效性标签等，不同维度的特征标签可交叉重叠，

可存在同义关系、相关关系、上下位关系等； 

注 2：内容元素标签如人物/场景等；风格标签如小清新/中国风等；内容形式标签如探店/开箱等；展示形式标签

如动画/街访等；IP 标签如影视 IP 三国演义/音乐 IP 芳华等；商品标签如连衣裙等；兴趣点标签如颐和园玉

带桥；实效性标签如强/弱/无等。 

c) 应支持重复视频的识别，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d) 宜支持对知识视频的识别，通过知识图谱（多模态实体链接、层次聚类、知识点匹配）等技术，

构建体系化的词条上下位关系，知识点关系，形成结构化知识视频并进行相应挂载； 

e) 宜支持百万级别训练数据； 

f) 模型宜支持多任务； 

g) 宜支持百亿规模参数内容统一建模。 

8.1.2 用户分析模块 

8.1.2.1 用户权益保护 

基于人工智能进行用户分析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对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应满足 GB/T 35273的要求； 

b) 应告知向用户提供视频推荐服务的场景、相应所需要处理的个人信息、处理方式和目的； 

c) 应以显著方式告知用户拒绝提供视频推荐服务所必需个人信息时的后果； 

d) 宜使用基于用户群体特征标签的间接画像信息进行视频推荐服务； 

e) 应以显著便捷的方式向用户提供偏好选择的功能，宜提供给用户不同级别的推荐强度选择； 

f) 应以显著方式向用户提供个人信息获取权限的打开或关闭方式； 

g) 应支持用户关闭个性化视频推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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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2 功能要求 

基于人工智能的用户分析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支持用户选择、删除标签； 

b) 生成针对用户个人特征的标签； 

c) 用户标签不应包含有对民族、种族、宗教、残疾、疾病、人群行为歧视的内容； 

注：人群行为如低消费水平用户等。 

d) 用户标签不应包含负面含义的内容； 

e) 应对训练数据中涉及用户个人敏感信息的数据进行脱敏处理； 

f) 用户标签涉及敏感个人信息的，应建立脱敏处理机制。 

8.2 搜索查询处理模块 

搜索查询处理模块应支持以下功能： 

a) 应支持文本、语音等形式的搜索查询； 

b) 对于语音搜索查询，通过自动语音识别转换为文本；应保持搜索查询的一致性，即语音搜索查

询的结果，与直接以同样文本进行搜索查询的结果保持一致； 

c) 应支持搜索查询的纠错； 

d) 应支持搜索查询的意图分析，包括以用户为搜索查询目标的意图和以视频内容为搜索查询目标

的意图。 

8.3 视频推荐决策模块 

8.3.1 召回模块 

8.3.1.1 视频展示推荐 

对于展示推荐的视频推荐召回，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从索引池海量视频中检索筛选出匹配用户兴趣的视频； 

b) 应支持多因素召回，包括视频内容、视频类别、用户、作者、用户与作者的关系等； 

注 1：如向用户推荐展示其粉丝用户的视频。 

c) 应支持主流的协同过滤方案，包括基于物品（视频）的协同、基于用户的协同、用户到物品（视

频）的协同等； 

注 2：实践中通常以用户到物品（视频）的协同为主要召回通路。 

d) 宜支持基于用户与视频交互行为生成嵌入向量； 

注 3：实践中通常将显式正反馈（如点赞、转发等）交互行为设置更高的权重，将隐式正反馈（如观看）交互行为

设置较低的权重。 

e) 应支持多路召回，可灵活配置不同召回源的召回规模，如直接设置个数，或是阈值设置等； 

f) 宜支持在线实时的召回搜索； 

g) 宜支持实时训练、实时更新； 

h) 应提供业务规模匹配的召回处理能力。 

8.3.1.2 视频搜索推荐 

对于搜索推荐的视频推荐召回，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从索引池海量视频中检索筛选出匹配用户输入的搜索查询的视频； 

b) 应支持主流的召回方式，包括倒排索引、向量检索、协同过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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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支持多路召回，应具备配置不同召回源的规模上限的能力； 

注：实践中通常以倒排索引为主要召回通路，协同过滤召回规模较小。 

d) 在倒排索引中，视频特征应包括视频的自包含文本（如封面文本、标签文本、描述文本等）、

OCR识别文本、内容理解标签等； 

e) 应支持基于用户历史行为序列的个性化视频搜索推荐； 

f) 宜支持在线实时的召回搜索； 

g) 宜支持实时训练、实时更新。 

8.3.2 排序模块 

8.3.2.1 视频排序模型 

基于人工智能的视频排序模型，应根据业务特点，采用满足需求的排序模型： 

a) 当用于粗排时，为了确保资源能够支撑快速从召回视频池中进行筛选，宜采用复杂度相对较低

的模型，例如基于物品（视频）的协同相似度分析、双塔模型，模型使用特征相对较少，耗时

较短，吞吐量较高； 

b) 当用于精排时，为了确保能够从粗排视频池中进行精准筛选，宜采用复杂度相对较高的模型，

模型使用特征相对较多，结果精确度较高； 

c) 宜支持百亿规模的用户行为序列样本特征规模； 

d) 宜支持实时训练、实时更新； 

e) 对于视频搜索，模型特征应包括视频、视频自包含的文本、视频内容理解标签、视频内容理解

嵌入向量、视频自包含图片信息（如封面）、以及搜索查询向量等； 

f) 对于视频搜索，应支持不同类目的视频按类目相关性排序，宜支持不同类目视频推荐数量的均

衡。 

8.3.2.2 视频排序策略 

基于人工智能的视频排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对于视频展示推荐业务，应支持多因素排序，如内容理解、作者表征、关注关系、用户行为、

业务场景等；  

b) 应支持多目标排序。应包括时长类（如播放时长、完成度、有效播放率、完播率等）、互动类

（如点赞率、关注率、分享率、评论率等）、营收类（如打赏率、下单率、商品交易总额）等。

对于视频搜索的业务，还应包括搜索查询相关性、权威性、时效性等； 

c) 应支持多目标的动态优化调整； 

d) 应支持个性化排序策略； 

e) 应支持多目标的融合，采取归一化等方法消除不同目标量级差异、分布差异等影响； 

f) 宜支持内容风控策略。 

8.3.3 决策生成 

决策生成模块根据不同的服务类型进行决策，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支持人工干预，包括但不限于基于业务规则和价值观的扶持、排名排序干预、内容打压等； 

b) 应支持识别相似视频内容，减少相似内容的重复推送； 

c) 对于非搜索推荐业务，应支持多维度的打散干预，如减少重复类型内容的推送，确保视频类目

的多样性；控制同一作者内容推荐的频率；控制类似特征标签的视频内容的推送等； 

d) 对于非搜索推荐业务，宜支持适量引入随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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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于非搜索推荐业务，宜支持根据网络环境进行推荐视频的缓存，并在网络异常时对缓存视频

进行排序，按序向用户推送缓存的视频；推送过的视频宜从缓存中清除；宜优先推送上一次网

络异常后缓存的视频； 

f) 不应设置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人工智能模型； 

g) 不应恶意屏蔽信息、不应恶意操纵榜单以及搜索结果等； 

h) 应支持推荐视频的重排； 

i) 宜支持端侧重排调整； 

j) 宜支持生成辅助展示信息，如热度、推荐理由等； 

k) 宜支持针对未成年人模式、适老模式等提供符合该人群特点的视频内容； 

l) 应支持重排后原生视频与其他领域场景（如广告营销服务、电商推荐服务等）的混排，应满足

以下要求： 

1) 原生视频可包括自然流量短视频、冷启推荐、关系链推荐等； 

2) 混排应考虑业务约束规则、用户标签、用户体验等； 

3) 混排宜考虑原生视频与其他服务的关系，支持过滤及重计算； 

4) 应设置其他服务与原生视频的最大比值； 

m) 应支持的视频推荐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1) 视频内容的个性化推送； 

2) 视频内容的排序精选； 

3) 视频内容的检索过滤。 

8.4 视频内容呈现模块 

基于人工智能的视频内容呈现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显著标示个性化呈现的内容； 

b) 应提供退出、关闭个性化视频内容呈现的方式； 

c) 应根据用户设置的时间管理或时间提醒，在设置的条件触发时向用户推送提醒内容。 

8.5 评估反馈模块 

应设计合理的评价体系，观测评价指标，反馈改进人工智能模型。 

a) 应在模型上线部署前进行评估，并在上线后定期进行评估反馈，必要时触发模型的优化； 

b) 宜支持在线训练和优化； 

c) 对于内容理解模块的类目标签，应根据准确率和覆盖率进行反馈和优化； 

d) 对于内容理解模块的特征标签，应根据准确率、覆盖率、丰富度进行反馈和优化； 

e) 对于内容理解模块的特征标签，宜对不同视频类型设置不同的反馈优化指标； 

f) 对于视频推荐决策，应支持综合考虑正向、反向反馈进行优化；应综合考虑显式反馈、隐式反

馈进行优化； 

g) 对于视频搜索推荐，应支持客观指标进行准确性的评估反馈； 

h) 对于视频推荐结果，宜从效率指标, 用户体验指标, 内容新颖度指标等角度进行推荐结果的评

估。 

9 业务流程 

9.1 视频搜索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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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搜索推荐业务由用户的搜索查询输入触发，结合对用户偏好的理解，向用户返回搜索结果。流

程包括搜索查询理解、召回、粗精排、重排、混排、结果呈现，如图2所示。 

 

搜索召回 重排精排粗排

召回
候选集

混排

精排
候选集

粗排
候选集

搜索查询解析
搜索查询输入

结果呈现

视频处理
及分析

用户理解

 

图2  视频搜索推荐流程图 

其中： 

a) 搜索查询解析：分析用户输入的文本形式或语音形式的搜索查询，由搜索查询处理模块完成； 

b) 搜索召回：基于搜索查询的分析结果，在搜索推荐场景下的索引池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检索

出符合搜索条件的、满足用户偏好的视频集合，生成召回候选集，由视频召回模块完成； 

c) 粗排、精排、重排：在召回候选集中，基于视频内容的理解和用户分析，完成针对搜索查询的

推荐视频的确定和排序，由视频推荐决策模块中的视频排序、决策生成共同完成，应满足以下

要求： 

1) 粗排使用的视频排序策略目标相对较少，粗排的性能效率相对要求较高； 

2) 精排使用的视频排序策略目标相对较多，精排的结果准确性要求较高； 

d) 混排：将经过粗排、精排、重排的原生视频与其他领域视频进行混合编排，由视频推荐决策模

块中的决策生成完成； 

e) 结果呈现：将最终的视频推荐结果返回呈现给用户，由视频内容呈现模块完成。 

9.2 视频展示推荐 

视频展示推荐业务结合对用户偏好的理解，向用户展示推荐的视频。流程包括召回、粗精排、重排、

混排、结果呈现。如图3所示。 

 

 

图3  个性化视频推荐流程图 

其中： 

a) 召回：在展示推荐场景下的索引池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检索出满足用户偏好的视频集合，生

成召回候选集，由视频召回模块完成； 

b) 粗排、精排、重排：在召回候选集中，基于视频内容的理解和用户分析，完成推荐视频的确定

和排序，由视频推荐决策模块中的视频排序、决策生成共同完成，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粗排使用的视频排序策略目标相对较少，粗排的性能效率相对要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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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排使用的视频排序策略目标相对较多，精排的结果准确性要求较高； 

c) 混排：将经过粗排、精排、重排的原生视频与其他领域视频进行混合编排，由视频推荐决策模

块中的决策生成完成； 

d) 结果呈现：将最终的视频推荐结果主动呈现给用户，由视频内容呈现模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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