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大脑指令可做出灵活动作的
智能仿生手，帮助肢体缺失患者重建手
部运动功能；会学习的农田打药机器人
能在雨雪、低能见度等恶劣条件下自动
驾驶作业；宠物型机器人可以陪伴老人
和小孩，有温度地进行情感交流……

正在浙江杭州举办的2023全球人
工智能技术大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工智
能概念和产品吸引众多目光，与会专家
就人工智能话题展开探讨，描绘未来发
展图景。

智慧生活可感可触

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和杭州市政
府主办的此次大会，吸引了国内外近
300位业内专家和70余家企业参会。
穿梭在大会展区内，日新月异的人工
智能技术可感可触，生产、医疗、教育
等越来越多领域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
身影。

简单输入文字，几秒就能生成图
画、创意、文本等，百度“文心一言”“文
心一格”、科大讯飞“讯飞星火认知大模
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通过自然
对话方式理解和执行用户任务，吸引众
多参展观众体验，展现了人工智能更广
泛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赋能潜力。

让截肢患者可以像控制自己的手
脚一样控制假肢，帮助孤独症患者提升
社交沟通与行为能力，助眠舒压、改善
睡眠质量……在强脑科技的展台上，公
司展出了智能仿生手、智能灵巧假腿、
脑机智能安睡仪等多款脑机接口产
品。工作人员表示，这些产品目前已在
康复、大健康、人机交互等领域被应用，
智能仿生手等产品已累计帮助上千名
残疾人回归正常生活。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这个时
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理事长戴琼海在大会上表示，机器人
已大规模应用于自动装配生产线，自动
驾驶车辆已可以在城市道路行驶，以深
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推动了科技、
医疗、电子、金融等行业快速发展，人工
智能体现了很强的赋能作用。

应用场景更加广泛

从电商、搜索，到对话、产业场景，
我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正逐步落到应
用层面。未来，随着技术不断迭代更
新，其应用场景将更加广泛。

从虚拟数字人到外骨骼机器人，主
打陪伴的机器人将随着人工智能深度
学习模型相关领域的发展，外形、交互
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甚至情绪感知能力
都将得到很大提升。2022年，科大讯
飞正式宣布启动“讯飞超脑 2030 计
划”，目标是让人工智能懂知识、善学
习、能进化，让机器人走进每个家庭。

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宏描
述了人工智能在音乐艺术领域的应用
前景——“复活”3000首中国古琴曲。
中国古琴曲有特殊的记谱方式，主要记
录指法和音位，不记录每个音的具体
值，仅凭曲谱不能直接演奏，需要转化
成可演奏的琴曲。

“这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
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一名博士生的研究
课题，该项目将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应
用于古琴领域，通过深度学习古琴古
曲，建立古琴数据集并完成古琴琴谱数
字化的底层工作，推动古琴文化保育与
传承。”管晓宏说，人工智能技术在很多
领域都展现出强大的应用潜力。

与会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拓展
人类发现、理解与创造的能力。未来，
它的发展要承担起赋能生活、提升幸福
感的使命。

智脑同飞促进发展

在与会嘉宾看来，人工智能要加速
发展还有很多瓶颈问题要解决。未来
的人工智能应该具备对大场景、多对
象、复杂关系的精准理解，这样才能弥
补现有人工智能的不足并推动其发展。

“这就要求我们从脑科学出发，构
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理论、方法和技
术。”戴琼海表示，应加快脑科学基础研
究，智脑同飞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
发展，数据、算法与算力是发展支柱。
戴琼海说，当前，算力的优化与创新刻
不容缓。人工智能进入了交叉时代，除
了向物理要算力外，还要向脑科学要算
力，比如类脑计划，希望通过模拟脑科
学里的机理提升算力。

人工智能加速变革的同时，针对其
伦理规范、风险框架等方面的探索同样
被广泛关注。与会嘉宾表示，要强化伦
理风险治理，促进国际合作交流，让人
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

新华社记者魏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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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全方位医保基金监管体系
“意见把现实中管用有效的措施

明确下来，通过飞行检查、专项整治、
日常监管、智能监控、社会监督等多种
监管方式，打好监管组合拳。”颜清辉
介绍。

其中，飞行检查是医保基金监管
的一把“利剑”。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
司司长蒋成嘉介绍，近年来，国家医保
局联合多个部门持续组织开展飞行检
查，累计派出国家飞行检查组184组
次，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84家。

在推动专项整治常态化方面，公
安部刑事侦查局负责人郑翔介绍，打
击诈骗医保基金违法犯罪是2022年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这期间破获案件1010起，
追缴医保基金4.5亿余元。

当前，医保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仅
依靠医保部门单方面的力量很难发
现。为强化社会监督对打击欺诈骗保
的重要作用，2022年下半年，国家医
保局联合财政部对相关奖励办法进行
修订，把奖励最高金额由10万元提高
至20万元。

据介绍，2018年以来，全国根据
举报投诉线索核查，共追回资金约17
亿元，全国累计兑现举报奖励资金约
703万元。

守好群众“看病钱”“救命钱”
多部门将加强医保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

为进一步守好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国务院办公
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的
实施意见》，明确将加快构建权责明晰、严密有力、安全规
范、法治高效的医保基金使用常态化监管体系。

如何加强医保基金常态化监管？国家医保局、公安
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作
介绍。

必须织牢织密医保基金监管网
“截至2023年4月，累计检查定

点医药机构341.5万家次，处理162.9
万家次，追回医保资金805亿元。”国
家医保局副局长颜清辉介绍，目前
已经初步构建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
态势。

针对面临的突出难点问题，意见
提出了一系列举措，目的是要严监
管、出重拳，织牢织密医保基金监管
网，不给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可
乘之机。

颜清辉介绍，意见明确医保基金
使用各环节的监管责任，包括医保行
政监管责任、医保经办机构审核检查

责任、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基金使用自
我管理主体责任等，推动形成齐抓共
管的综合治理格局。

其中，医保经办机构审核检查是
维护基金安全的重要一环。目前，全
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日均结算量达
到1800万人次，最高达到3476万人
次，涉及基金的日常审核结算均由医
保经办机构负责。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
心负责人隆学文介绍，下一步将用好
医保智能审核系统，有序实现定点医
药机构年度核查全覆盖等，进一步落
实经办机构的审核检查职责。

新技术不断赋能医保基金监管
医保基金监管点多、线长、面广，

要织牢织密监管网，需要用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赋能医保基金监管。

“从个体到团伙，再到医患合谋联
合骗保，骗保形式隐蔽、手段多样。”蒋
成嘉举例说，以诱导住院、虚假住院为
例，不法分子多通过返还现金礼品、提
供免费体检等方式，收取参保人的就
医凭证办理住院，参保人“被住院”情
况屡见不鲜。

蒋成嘉说，去年借助建立“虚假住
院”模型与大数据分析，一周时间完成
了对全国42万余家定点医疗机构、近
38亿条海量数据筛查分析，并发现可
疑线索，有效破解传统人工核查发现
难、效率低的难题。

此外，非法倒卖医保药品涉及人
员广泛，环节多、链条长、跨区域作案

特征明显，也是欺诈骗保的“顽疾”。
蒋成嘉说，通过开发“医保药品倒卖”
模型，现已筛查出一批高度可疑的案
件线索，下一步将联合公安机关开展
精准打击，重点惩治倒卖医保药品的

“中间商”。
2023年5月，国家医保局公布了

《医疗保障基金智能审核和监控知识
库、规则库框架体系（1.0版）》，其中知
识库是智能审核监控所需的知识和依
据，规则库是基于知识库对违法违规
行为划出的“红线”。

“目前，越来越多定点医院主动借
助智能监控实现自查自纠，最大限度
减少被事后追责或者惩戒处罚。”隆学
文说，智能审核监控已经成为医疗机
构安全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的“第一道
防线”。 新华社记者彭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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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加速走进百姓生活
——从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看行业新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