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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看病贵”，相信每个去过医院的人都深有体会。尤其是城镇低收入群

体和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更为沉重，一旦某个人患了重大的伤病，其全家都会陷

入极度焦虑的状态。即使有了医保，大多数人还是会感叹：生不起病了。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崛起，被广泛应用在各行各业，医疗领域更是重要的应

用场景之一。据统计，到 2025 年，世界人工智能市场的总值将达到 1270 亿美元，

其中，医疗行业将占据 AI 市场的 1/5。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能不能解决当前医疗“大病致贫”的问题就成为了

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AI+医疗募捐可行吗

因为生活条件不好，健康保护不到位，穷人往往是越穷越生病，小病靠抗，大病

靠天，纪录片《急诊室故事》里也表现了一个农民工在车祸后面对巨额手续费时

的无奈。

面对这样的情况，慈善募捐似乎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自知乎大 V“童瑶”

骗捐 15 万，再到朋友圈刷屏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平台

诈捐让人们对互联网慈善的信任度一跌再跌。除此之外，还有慈善组织的善款流

向不透明等问题也在挑战着人们的善意。《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也显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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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47.4%的受访者曾通过网络平台参与过捐款，但仅 28.5%的受访者信任网络捐

款中的慈善组织或募捐个人，62.4%的受访者担忧在网络募捐中存在诈捐、骗捐

的潜在风险。由此可见，慈善募捐正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所以，设计和实现慈善智能捐助服务平台，打造一个透明、公正的慈善募捐环境

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出几点畅想。

首先，我们可以将 AI 募捐系统与医院诊疗系统连接起来，获得患者的医疗数据，

建立智能筛查项目，利用机器学习来审核患者是否需要接收医疗募捐。

也就是说，医院接收病人后，AI 通过患者的医疗数据预估出医疗费用，再进行数

据挖掘和智能分析，构建患者和家属的需求结构模型，挖掘患者的与身份、工作

生活状态关联的对于募捐的需求，然后在征求患者同意后主动地为其在平台上发

起募捐。

其次，我们可以用 AI 的大数据和 AR 识别来建立医疗募捐的诚信体系，正如《黑

镜》中人们通过 AR 人脸识别，可以看到对方的实时评分。我们的身份信息将与

社会信用评分系统相连接，如果募捐人曾出现过不诚信行为，则会记入个人诚信

记录。

同时，我们还可以搭建个人的数据处理和信息决策平台，AI 对分散在各个医疗系

统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通过完善的数据积累，辅助有善心的人进行决

策分析，为人们的募捐提供更加科学和精准的依据。



由 AI 来主导医疗募捐可能会改变未来慈善的形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有

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智能慈善的基础究竟是道德和善意还是科技呢？如果

以科技为主导，AI 会不会陷入算法的窠臼，被少数人“挟持”呢？

如何平衡科技和道德？比如今日头条的算法，总是会推荐同一种内容。那面对形

形色色的病人，AI 是不是也会为公益人推荐同一类“被资助者”，这类人条件相

仿，比如同样的经济困难，同样的身患癌症，甚至从事同样的工作。在 AI 冷冰冰

的筛选中，患者的尊严、好心人的善意似乎都被“格式化”了。

我们相信，总有一天，AI+医疗募捐会变得更加透明和公正，甚至更有温度，但

是在短期内，正如互联网募捐被许多不法之徒利用，在法律法规和监管系统尚未

完善的情况下，AI 医疗募捐免不了被钻空子。

如何降低医疗支出

医疗保健的账单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支出之一了。医院里所有的医疗服务都

是按项目付费，消费者为医疗服务买单，却可能毫无疗效。即便如此，患者也很

难主动去要求降低医疗成本，没有人会在医院为了挂号费、药费和手术费和医生

讨价还价。更令人介意的是，我们把钱交给医院，却不知道这个钱会以什么样的

比例流向医疗的哪些环节中。

面对这样的现状，智能相对论行业分析师颜璇就如何降低医疗支出的问题提出了

以下两点：

1.“货比三家”不吃亏



美国杜克大学的彼得·于贝尔长期积极地倡导应该向患者全面公开医疗价格的信

息。但是公开信息就能降低人们的医疗成本吗？公开信息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环

节才是最重要的。而在这个降低医疗费用的链条中，AI 可以起到非凡的作用。

对于一个特定患者需要支付的实际自付费用究竟是多少？可能连一个专业的医生

都无法“铁口直断”。在医疗价格透明化后，首先，人工智能可以建立医疗价格

的数据库，进行深度学习，把握医疗中所有的项目和服务信息，对每个医疗环节

和资金流向一清二楚，从而分析出项目的实时价格以及给患者带来的实际经济负

担。

其次，明码标价的最大好处是，人们可以“货比三家”。在医疗方面，国际上已

经有了这样的例子——俄克拉何马市手术中心的网站可以让患者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比较，找到更好的服务提供商，这个中心的做法也引来了其它医疗中心的竞相

模仿。

但能力有限的患者也只能通过某个网站平台去比较少数几家医院的性价比，比如

美国的 HealthcareBluebook 网站只能计算某一特定地区的医生和医院服务的平

均费用，再以邮政编码的方式提供当地的“公允价格”。

在未来，如果人工智能可以介入医疗服务的“比价”过程，则可以扩大比价的范

围，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搜索，从而找到最优惠的医疗服务。

跨国公司康安途就通过深度挖掘约 2700 万篇科研论文和各类资料，将各国的新

药进展、医疗价格、医保覆盖率等指标进行了分析，建立了全球医疗信息大数据

库，为患者提供性价比最优的医疗咨询方案。



2.少拿高科技来说事

在医疗支出上，有很多不必要的医疗程序带来了额外的消费，最常见的就是医疗

影像。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是看病三分钟，各种检查却要耗费一整天，其中，

有多少扫描是必须的呢？在 2014 年，全球医疗影像设备的市场规模就高达 320

亿美元。

而智能相对论分析师颜璇也大胆地预估，在以后，另一个不加抑制的“浪费”估

计就是以 AI 为主导的各种高科技疗法了（毕竟机器人想做手术不是一天两天了）。



在如今，就有一些未经证实的高科技疗法消耗着患者的金钱。比如机器人手术和

质子束放疗。实际上，这两种高科技操作都还没有数据来证明其比传统疗法更适

用于临床。

以机器人手术为例，医院购买手术机器人的费用极其高昂，有名的“达芬奇”机

器人每台售价约为 60 万至 250 万美元，如果租赁使用，年租金在 10 万至 17 万



美元之间，这还不包括手术的一次性专用耗材的费用。而面对如此高昂的设备，

患者的治疗费用必定是便宜不了的。

即使价格高昂，还是有许多人信赖这些高科技，认为其是更精准的治疗技术。所

以，在更有力的数据出现之前，避免被高科技的名头所蛊惑，恐怕是患者保住钱

包的关键。

不只是费用，还有医疗体验

在我国，慢性病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城市和农村慢性病死

亡的比例高达 85.3%和 79.5%，许多贫困县的慢性病死亡比例也已达到了 60%。

对于慢性病的危害，我们可以设计更多的多元产品，满足不同层级消费者的偏好

和需求，比如全球范围内的医疗旅游。

医疗旅游除了寻求更佳的治疗方案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医疗成本，阿拉

斯加州最大的医疗保险机构蓝十字蓝盾医保联合会为降低医疗成本会将患者空运

到西雅图去做手术，比如全膝关节置换术，即使算上交通开支，西雅图的价格还

是便宜了一半。

目前欧美、日韩等国家的医疗产业已经渐成垂直化的市场，比如英国以肝移植享

誉世界，韩国医美整形赫赫有名、美国重症治疗十分突出等，而泰国、印度、则

以其经济低廉的价格和高效的药物治疗吸引了大批患者。据印度工业联合会的一

份报告称，在医疗方面，印度的收费一般是欧美国家的 1/10。

低廉的价格不代表医疗水平的滞后，相反，印度大部分私立医院的条件并不比欧

美的医院差，甚至还有所超越。印度的埃斯科特医院曾在一年中完成 4200 例心



脏手术，死亡率只有 0.8%，感染率只有 0.3%，而在发达国家，同样的手术平均

死亡率达到 1.2%，感染率则是 1%。

这就反映出慢性病患者具有了医疗价格的谈判能力，能够选择医疗旅游这一方式

来降低医疗成本，而以大数据和 AI 为创新技术手段，在助力医疗旅游中的旅游体

验上，可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AI 可以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为某个地区的人提供某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准

入资格，为患者提供世界级的医疗健康体系。除此之外，医疗旅游往往是国际性

的，医患关系的语言沟通往往会成为最大的问题，而利用 AI 的翻译功能和聊天机

器人的设定，可以在这类特殊的医患沟通场景中提供便利。

其次，医疗旅游也包括了健康体检、美容、抗衰老之类的“轻医疗”，因此 AI

驱动轻医疗体验的平台也大有发展空间。颜璇曾提到，“从需求角度来看，渴望

“变美”的客户有较强的意愿和能力去寻求优质的整形资源，甚至于为了“美丽”

不计成本，据统计，20%的潜在消费人群表示只要安全，价格不是问题。”AI 在

美容外科、皮肤科、牙科等都能起到作用。所以，打造一个 AI 平台，提升医美体

验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

最后，在裹挟了医疗保健目的的旅途中，AI 还可以整合和分析患者的医疗信息，

制作个性化的医疗旅游计划。总部位于美国西雅图一个出游计划门户网站 Utrip，

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把数百万旅游目的地、活动和餐馆进行组合分类，一旦

系统了解到用户的首选目的地，就可以利用用户的旅游偏好，给出每日行程和时

间安排的建议。



对于 AI 降低医疗支出，即使我们有着无限的憧憬，但在短期内还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在医疗领域，任何新技术的落地都要伴随着昂贵的医疗账单，比如胰岛素疗

法刚出世时，即使在糖尿病上疗效极佳，其费用却比传统治疗方法贵上几成。所

以，利用科技来解决民生问题，让技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来源：OFweek 公众平台作者“智能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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