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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小白”参与数智办案模型研发

职场“打工人”如何维护合法权益？  我从 2023 年就开始参与刑事

案件数智办案辅助模型项目的开

发。 一年半的时间，我从一名“技术

小白”到独立牵头指导模型，是数智

办案模型研发的亲历者。 我深刻体

会到， 数字检察是检察工作发展的

必然趋势， 数字化转型也是我们每

一位检察人的职责和使命。

种下“数字检察”的种子

□ 吴潇

  2023 年， 我首次参加市检察院

“危险驾驶案件全流程一网通办” 项

目， 那时候我对数字检察一无所知，

从零开始参与的是“打标签” 基础工

作， 罪名解析尚处在通过人工标注加

正则编程进行结构化要素提取的 1.0

时代。 “危险驾驶案件全流程一网通

办” 是上海数字检察首个开展以文书

要素化解析为核心的辅助办案、 管理、

治理的全方位深度应用， 真正唤醒检察

数据这座沉睡中的“富矿”， 探索出属

于上海自己的数字检察之路。

这是我和办案辅助模型的初识， 那

时我还不知道， 数字检察的种子已不知

不觉在我的检察生涯种下， 在不经意间

破土。

培育数字检察专业化能力

  2024 年，根据《上海数字检察建

设三年规划》，市检察院抽调业务骨干

开展数字化建设攻坚， 我因为有之前

的经历， 被闵行区检察院推荐参与全

市的数字检察团队， 开启了新一轮研

发进阶之路。 此次我由参与者变身为

设计者， 罪名解析也进入 2.0 大语言

模型时代， 上海检察机关引入新技术

“大胆吃螃蟹”， 成为首个在检察工作

网部署大语言模型的省级检察院，大

语言模型为文书要素提取提供了更多

可能。 我作为游走在法律与技术之间

的沟通者，摸索出“三维工作法”：

一是用办案思维把握需求方向。

坚持业务需求为主导与技术深度融

合， 从“技术要我做” 向“我要做、

技术配合” 转变， 运用办案思维做

“对检察官有用的、 检察官爱用” 的

模型。 我是数字模型的设计者， 更是

一线承办检察官， 秉承着我是在给自

己设计办案模型的理念， 考虑最多的

是“如何减少模型使用给承办带来的

工作量”， 建设时注重检察官体验，

模型在要素填录等环节尽可能做“减

法”， 实现自动抓取、 个案定制； 在

审查处理、 精准量刑和监督线索挖掘等

工作中努力赋能做“加法”， 更高质效

地辅助每一个案件的办理。

二是用管理思维统筹项目进度。 对

于前后没有关联的功能模块， 同步研发

缩短开发进程； 针对案件共性要素， 如

自首坦白、 犯罪形态等采用统一标准模

式， 每个罪名开发时直接调用， 减少罪

名开发时重复作业。

三是用技术思维解决具体问题。 如

在设计盗窃模型事实要素时， 大语言模

型对于入户盗窃抓取不准， 会将在户抓

取为入户盗窃， 所以我将入户盗窃抓取

拆分为“非法进入作案地点方式” 和

“是否盗窃被害人住所”， 综合得出是否

入户的结论， 提高大语言模型对入户盗

窃判断的正确率。 利用思维导图等理清

辅助决策、 量刑计算， 更好地将法律文

字转化成技术需求， 在盗窃模型中根据

特殊盗窃行为等情形利用思维导图形式

设计了 11 类量刑计算公式。

截至目前，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全市上线 10 类案由， 覆盖全市近 70%

的刑事检察案件， 为办案提供全方面的

智能辅助。

促进业务素能全方位提升

  办案辅助模型研发给了一次自我

提升的契机，每开发一个新的罪名，我

都会系统学习罪名相关的所有法律规

定、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量刑指导

意见，查看历年起诉书、判决书，进行

事实、量刑、程序要素梳理。

在辅助决策设计中， 当经验法则

与指导意见出现冲突时， 如何为检察

官提供更优的审查结论推荐？ 如盗窃

模型中， 盗窃未遂应以数额巨大财物

为目标， 模型起初设置了未遂案件入

罪限制。

试点中， 有基层院指出特殊盗窃

不以数额为入罪限制， 比如入户盗窃

未遂不宜一律作绝对不起诉。 通过查

阅历史案件，我也发现全市确有 45 件

入户盗窃未遂案件进行了处理， 所以进

一步优化模型， 取消了该项限制并且设

置了法条提醒。

发现并解决问题不仅让我的理论功

底更加扎实， 也让我们的办案辅助模型

更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数字检察犹如一片欣欣向荣的森

林， 数字化项目作为正在茁壮成长的树

苗，离不开每一位检察人的关怀，数字化

项目的“好用”离不开大家的“多用”，接

下来我将回归办案，在今后工作中，我将

以“多用”促“管用”，做数字化项目的使

用者、传播者，为上海数字检察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作者为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来源：“上海检察”公众号）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里，每个人都化身“生活的导演”，用

镜头记录日常，用创意点亮分享。当我们为视频精心挑选背

景音乐时， 那些耳熟能详的热门歌曲总能瞬间提升作品的

氛围感。 但你是否想过，这看似寻常的“锦上添花”，可能正

在触碰法律的边界？ 闵行区法院通过“法槌·音符”系列视

频，揭示“背景音乐使用”背后的版权风险。

（来源：“上海闵行法院”公众号）

热门歌曲当背景音乐被指侵权？

（来源：“金山检察”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