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

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

指南》，旨在加强人工智能领域标准化

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研

发和标准制定，促进产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

到 2023年，初步建立
人工智能标准体系

在“建设目标”中，《指南》给出了

时间表：到 2021 年，明确人工智能标

准化顶层设计，完成关键通用技术、关

键领域技术、伦理等20项以上重点标准的

预研工作。到2023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

标准体系，重点研制数据、算法、系统、服务

等重点急需标准，并率先在制造、交通、金

融、安防、家居、养老、环保、教育、医疗

健康、司法等重点行业和领域进行推进。

按照《指南》规划，人工智能标准体系

由八个部分组成，依次是基础共性、支撑技

术与产品、基础软硬件平台、关键通用技

术、关键领域技术、产品与服务、行业应

用、安全/伦理。

“《指南》的发布，加强了人工智能

领域标准化顶层设计，推动了人工智

能领域的技术研发和产业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对于提高人们对人工智能的

认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将起到引领性和

指导性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特聘研究

员、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级经理凌

航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标准对人工智能发展将起到保

驾护航乃至领航作用，有助于破解人

工智能领域存在的发展无序化及伦理

问题，这也是国际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平台经济研究

院院长陈炜对记者说。

标准滞后问题由来已久

据了解，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体

系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已存在多年，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技术应用和产

业链条的发展。

“比如现在最热门的智能家电产

品，每个场景或是产品都有自己的

APP，协议不兼容，跨品牌间互联互通

困难。《指南》的印发，有助于加快行业

应用协议兼容，实现产品互联互通，从

而改善各行业科学管理水平，提升管

理效率。同时，也有助于调整人工智

能产品和产业结构，扩大人工智能市

场范围，实现人工智能产业和产品标

准化。此外，也将对人工智能成果转

化的创新平台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起

到促进作用。”凌航焜说。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笑容也对

记者表示，标准化工作是人工智能解

决行业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我国人工

智能技术多是来自于多家巨头公司的

开源技术，这也造成了行业内存在着

技术不统一、程序接口不标准，设备标

准比较混乱等问题。“《指南》对技术的

应用程序接口标准、设备标准、场景标

准等应用层面进行规范，确保了各领

域技术及其应用的准确性、一致性、高

效性和可用性，对于产业应用推广具

有重要的规范指导意义。”张笑容说。

同时，张笑容认为，从产业角度来

看，《指南》无疑将会起到加强人工智

能领域标准化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

能产业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促进产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在《指南》

实施过程中，应该以市场驱动和政府

引导相结合，注重国际国内标准协同，

加强标准顶层设计与宏观指导。”张笑

容说。

安全、伦理标准贯穿始终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深刻影响社会生

活、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伦理

层面风险。

已知的全球 70多份有关人工智能

伦理或治理的文件，给出的也多为宏

观原则。比如，2019 年 6 月，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

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就提出突出“发

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这一主题，强调

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

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

敏捷治理等八条原则。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发展

较快，而产业标准相对滞后于技术发

展，相关的适应 AI 的基础设施、政策

法规、标准体系亟待完善。标准化工

作是人工智能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和

前提，也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指明

灯’。”张笑容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印发的《指

南》中，安全、伦理等字眼贯穿各部

分。具体而言，安全标准聚焦于人工

智能的基础安全，数据、算法和模型安

全，技术和系统安全，安全管理和服

务，安全测试和评估，产品和应用安

全。伦理标准的重点研究领域则是医

疗、交通、应急救援等特殊行业。

《指南》提出，要在 2021 年完成人

工智能关键通用技术、关键领域技术、

伦理等 20 项以上重点标准，在制定技术

标准的同时，减少隐私保护、伦理问题、算

法歧视、道德风险等新技术带来的负面影

响，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可靠，推动经

济、社会及生态健康发展。

“《指南》将有助于产业生态的不

断开放，并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

机器人、车联网等相关标准体系实现

协调配套。行业期待《指南》能够在基

础共性、伦理、安全隐私等方面，充分

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指导和

协调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

体标准等的形成，推动我国 AI 产业全

面规范化。”张笑容说。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带动全行业、

全社会的智能化转型，同时也给就业、

数据隐私、生命健康安全等带来冲击

和挑战。对涉及人工智能的伦理问

题，有必要开展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的政产学研合作研究，并在伦理制度、

诚信体系、数据安全、无人车安全规

范、医疗机器人标准等方面先行先

试。”陈炜说。

凌航焜认为，“负责任”的人工智

能不仅涵盖了人工智能的基础研发层

到应用层，更应成为贯穿人工智能发

展的一条主线。“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迅猛，而立法周期较长的实际情况下，

作为一项具体的执行标准，新一代人

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的推进或将为人

工智能的规范化发展起到进一步支撑

作用。”凌航焜说。

33■ 编辑：李洋（010）68667266转247 E-mail：Liy@chih.org ■组版：王新明

2020.8.17 星期一热热 点点

▶ 本报记者 李洋

今年 3月，科技部发函支持重庆、

成都、西安、济南建设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这也是科技

部批复的第三批示范城市。接下来

的几个月中，这 4 座城市纷纷发布建

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的实施方案和若干措施，成立领

导小组，统筹指导和综合协调试验区

建设相关工作……记者注意到，在实

施方案中，家底厚实的国家高新区成

为承载各大试验区核心区建设的“主

阵地”。

国家高新区
发挥“头雁效应”

今年 4 月，在“西安·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建设

大会上，《西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核心区实施方案》正

式对外发布。《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2 年底，西安高新区将初步建成国

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核心区。根据《实施方案》，西安高新

区将构建“一区四园”产业空间布局，

规划总面积 2000 亩，3 年内新建 150
万平方米，全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核

心区，加快推进软件新城二期、电子

谷核心区、西安智慧谷和人工智能产

业园 4 个人工智能产业试验园建设，

实现人工智能细分产业集群的聚集。

西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核心区，为什么择西安高

新区而栖？

据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西安高新区已聚集人

工智能企业 100 余家，产值近 80 亿

元，从业人员超过 5000 人。其中，智

能基础设施建设、智能信息及数据、

智能技术服务类企业 52 家，无人机、

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企业 20 余家。另

外，全国人工智能百强企业已有 10家

落户西安高新区。

今年 6月，《重庆市建设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

案》印发。方案明确，重庆将突出汽

车摩托车产业转型升级、电子制造业

提振、“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构建和

智慧城市建设等重点需求，发挥人工

智能溢出带动性强的“头雁”效应，赋

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方面表示，重庆将统筹推进

试验区建设，构建“一核、两翼、多点”

发展格局，实现错位发展、互补发展

和特色发展。而其中的“两翼”即重

庆高新区和重庆经开区，建设超算中

心、5G 通信、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型

基础设施，布局发展区块链、智能软

件、高端装备、智能终端、集成电路等

产业，建设人工智能检验检测、资源

共享、人才培养等公共服务平台。

在今年 7 月济南市委、市政府举

行的“12 项改革攻坚行动”系列发布

会的第 6场发布会上，济南高新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在介绍济南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工

作推进情况时表示，济南高新区作为

首批国家高新区，紧抓人工智能发展

的重大战略机遇，初步构建了以“算

力支撑强劲、算法优势突出、智能应

用先进”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以“智

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如今，济南高新区聚集了浪潮、

神思、华天、地纬、鲁能智能、领能等

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在多个领域形成

了从基础支撑、核心技术到行业应用

较为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链。同时，

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大数据），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

业厚积薄发，产业规模占济南市的

64%，为人工智能发展营造了良好氛

围。园区内 3家企业入选工信部新一

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入围

揭榜名单，在山东省首批“现代优势

产业集群+人工智能”试点项目中入

选 25个。

试验区建设硕果累累

事实上，选择国家高新区作为主

阵地，在试验区最初规划内容中已经

体现。“试验区原则上应是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或国家高新区所在城市，

并已明确将发展人工智能作为重点

产业方向，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

过 50亿元，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

过 200 亿元。”科技部印发的《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工作指引》中如此表示。

经过两年的建设发展，依托国家

自创区或国家高新区而建的前两批

试验区发展近况如何？

统计显示，科技部公布的两批 15
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

台名单中有 7 家是来自中关村的企

业，比如，依托百度公司建设自动驾

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

台；依托商汤集团建设智能视觉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建设智

能供应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依托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

司建设图像感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开放创新平台等。

在天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建设中，天津高新区的

表现也毫不逊色。今年 1 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组织开展了人工智能产业

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天津市共有

7 家企业入围榜单，其中天津高新区

的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和天津飞

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家企业入榜单

位将作为创新任务攻关主体，围绕揭

榜任务涉及的创新研发、测试实验、

示范推广等关键环节，抓紧技术攻

关。

以合肥高新区为主进行申报的

合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试验区，近一年来的建设也是如火如

荼。

8 月 6 日，合肥市新一代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联盟成立。其中，中国声

谷作为全国首个定位于人工智能领

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成为合肥发力

人工智能产业的最大“招牌”。今年

上半年，中国声谷营业收入达到 450
亿元，入园企业 910户。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试验区核心区择“高新”而栖

新一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
有了“时间表”和“施工图”

▶ 本报记者 李洋

新一代人工智能带来哪些新机遇？
▶ 本报记者 李洋

合肥高新区中国声谷 图片来源：合肥高新区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是依托地方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示范、政策试验和社会实验，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先行先试、发挥

带动作用的区域。自2019年2月北京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以来，目前全国已获批三批11家试验区。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措施，从人工智能领域标准化顶层设计，具体产业和场景开放等方面进行指引。各试验区纷纷出台实施方案和若干措

施，探索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模式、新思路，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如今，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蓝图开始初步显现。

近年来，政策的密集出台，加速

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的布局。科

技部已先后批复建设了 15 个新一代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主要包括

基础软硬件、智能医疗、智能供应链

和智能城市的治理等。支持北京、

上海等地建设了 11 个新一代人工智

能试验区。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

业发展报告 (2020)》指出，2019 年我

国地方政府共出台 276 项涉及人工

智能发展的相关政策，超过 2018 年

的 259 项，从内容看更加细化，推出

了一系列对具体产业和应用场景开

放的扶持政策。在智能产业园区建

设方面，我国在 2018 年 163 家人工智

能产业园的基础上，2019 年新增产

业园区 138 家。

当下，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蓝图开始初步显现。那么，新一

代人工智能具体“新”在何处？

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笑容认

为，当前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主要是

指以深度学习算法为基础的人工智

能创新，其基础支持层包括算力、算

法和数据；技术层包括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张笑容

说，新一代人工智能赋予了机器一

定的视听感知和思考能力，不仅可

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会对经济

与社会的运行方式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特聘研究员、江

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级经理凌航

焜表示，近几年，随着大数据、物联

网等技术和场景的迅猛发展，人工

智能已经具备“海量数据、强大算

力、深度学习”等特征，这也注定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及标准制定正

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人工智能开

始为工业化、城镇化等转型升级，提

供有力支撑和保障；在人工智能产

学研方面，正在形成良性的生态链

和人才链。“人工智能想要实现‘弯

道超车’需要依靠产业应用，基础研

究将会在‘为场景解决问题’的同

时，不断训练和提升出新价值。”凌

航焜说。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要

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和信息服务融合

的人工智能数据，在基础层（硬件、

数据、算法等）、技术层（人脸识别、

语音交互等）和应用层（无人驾驶、

智能投顾）等三个层面齐头并进。

同时，推进智能芯片、大数据、云计

算、无人驾驶等产业平台建设，大数

据、算法等枢纽型创新平台建设，智能

医疗、教育、金融、物联网、无人车、文

化、旅游、新零售、垃圾分类等深度应

用场景建设等。”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平

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炜说。

“这样的‘新’，也会创造一些新

的趋势。”凌航焜表示，将有利于助

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深入行业场

景痛点,“挤出”泡沫；有利于推动产

学研合作发力，助推人才培养系统

化升级。此外，数据智能和类人脑

智能领域将有望引领未来基础理论

方向。

新观点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名单

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