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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

的部署要求，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全球人工

智能治理倡议》，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系统谋划，

加快构建满足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标准体系，更

好发挥标准对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企业发展、引领产业升级、

保障产业安全的支撑作用，制定《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

准化体系建设指南》。

一、产业发展现状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础性

和战略性技术，正加速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刻改变工业

生产模式和经济发展形态，将对赋能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

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人工

智能产业链包括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应用层等 4个部

分，其中，基础层主要包括算力、算法和数据，框架层主要

是指用于模型开发的深度学习框架和工具，模型层主要是指

大模型等技术和产品，应用层主要是指人工智能技术在行业

场景的应用。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技术创新、产品

创造和行业应用等方面实现快速发展，形成庞大市场规模。

伴随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迭代，人工智能产业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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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创新技术群体突破、行业应用融合发展、国际合作深度协

同等新特点，亟需完善人工智能产业标准体系。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要求，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快赋能新型工业化，以抢抓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先机为目标，完善人工智能标准工作顶层设计，

强化全产业链标准工作协同，统筹推进标准的研究、制定、

实施和国际化，为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的技术支撑。

（二）建设目标

到 2026年，共性关键技术和应用开发类计划项目形成

标准成果的比例达到 60％以上，标准与产业科技创新的联

动水平持续提升。新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50 项以上，

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加快形成。开展标

准宣贯和实施推广的企业超过 1000家，标准服务企业创新

发展的成效更加凸显。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20项以上，促进

人工智能产业全球化发展。

（三）工作原则

坚持创新驱动。优化产业科技创新与标准化联动机制，

加快人工智能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推动先进适用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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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果高效转化成标准。

坚持应用牵引。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面向行业应

用需求，强化创新成果迭代和应用场景构建，协同推进人工

智能与重点行业融合应用。

坚持产业协同。加强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标准化工作协同，

加强跨行业、跨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协作，打造大中小企

业融通发展的标准化模式。

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国际标准化交流与合作，鼓励我国

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携手全球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共同制定国际标准。

三、建设思路

（一）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结构

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结构包括基础共性、基础支撑、关键

技术、智能产品与服务、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 6个部分，

如图 1所示。其中，基础共性标准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性、框

架性、总体性标准。基础支撑标准主要规范数据、算力、算

法等技术要求，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技术底座。关键技

术标准主要规范人工智能文本、语音、图像，以及人机混合

增强智能、智能体、跨媒体智能、具身智能等领域技术，推

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创新应用。智能产品与服务标准主要

规范由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智能产品和服务模式，行业应用

标准主要规范人工智能赋能各行业的技术要求，为人工智能

赋能行业应用，推动产业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安全/

治理标准主要规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等要求，为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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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图 1 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结构图

（二）人工智能标准体系框架

人工智能标准体系框架主要由基础共性、基础支撑、关

键技术、智能产品与服务、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 6 个部

分组成，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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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工智能标准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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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点方向

（一）基础共性标准

基础共性标准主要规范人工智能术语、参考架构、测试

评估、管理、可持续等内容。

1. 术语标准。规范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应用的概念定

义，为其他标准的制定和人工智能研究提供参考，包括人工

智能术语相关定义、范畴、实例等标准。

2. 参考架构标准。规范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应用及系

统的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包括人工智能参考架构、人工智

能系统生命周期及利益相关方等标准。

3. 测试评估标准。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成熟度、

人工智能体系架构之间的适配度、行业发展水平、企业能力

等方面的测试及评估的指标要求，包括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服

务能力成熟度评估，人工智能通用性测试指南、评估原则和

等级要求，企业能力框架及测评要求等标准。

4. 管理标准。规范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系统或服务

等全生命周期涉及的人员、组织管理要求及评价，包括面向

人工智能组织的管理要求，人工智能管理体系、分类方法、

评级流程等标准。

5. 可持续标准。规范人工智能影响环境的技术框架、

方法和指标，平衡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包括促进生态可持

续的人工智能软件开源基础框架，人工智能系统能效评价，

人工智能与水资源利用、碳排放、废弃部件处置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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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支撑标准

基础支撑标准主要包括基础数据服务、智能芯片、智能

传感器、计算设备、算力中心、系统软件、开发框架、软硬

件协同等部分。

1. 基础数据服务标准。规范人工智能研发、测试、应

用等过程中涉及数据服务的要求，包括数据标注、数据治理、

数据质量等标准。

2. 智能芯片标准。规范智能芯片相关的通用技术要求，

包括智能芯片架构、指令集、统一编程接口及相关测试要求，

芯片数据格式和协议等标准。

3. 智能传感器标准。规范单模态、多模态新型传感器

的接口协议、性能评定、试验方法等技术要求，包括智能传

感器的架构、指令、数据格式、信息提取方法、信息融合方

法、功能集成方法、性能指标及评价方法等标准。

4. 计算设备标准。规范人工智能加速板卡、人工智能

加速模组、人工智能服务器等计算设备，及其使能软件的技

术管理要求和测试方法，包括人工智能计算设备虚拟化方法，

人工智能加速模组接口协议和测试方法，及其使能软件的访

问协议、功能、性能、能效的测试方法和运行维护要求等标

准。

5. 算力中心标准。规范面向人工智能的大规模计算集

群、新型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算力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技术

要求和评估方法，包括基础设施参考架构、计算能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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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稳定性要求和业务服务接口等标准。

6. 系统软件标准。规范人工智能系统层的软硬件技术

要求，包括软硬件编译器架构及优化方法、人工智能算子库、

芯片软件运行时库及调试工具、人工智能软硬件平台计算性

能等标准。

7. 开发框架标准。规范人工智能开发框架相关的技术

要求，包括开发框架的功能要求，与应用系统之间的接口协

议、神经网络模型表达和压缩等标准。

8. 软硬件协同标准。规范智能芯片、计算设备等硬件

与系统软件、开发框架等软件之间的适配要求，包括智能芯

片与开发框架的适配要求、人工智能计算任务调度、分布式

计算等软硬件协同任务的交互协议、执行效率和协同性能等

标准。

（三）关键技术标准

关键技术标准主要包括机器学习、知识图谱、大模型、

自然语言处理、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生物特征识别、人

机混合增强智能、智能体、群体智能、跨媒体智能、具身智

能等部分。

1. 机器学习标准。规范机器学习的训练数据、数据预

处理、模型表达和格式、模型效果评价等，包括自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等标准。

2. 知识图谱标准。规范知识图谱的描述、构建、运维、

共享、管理和应用，包括知识表示与建模、知识获取与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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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融合与可视化、知识计算与管理、知识图谱质量评价与

互联互通、知识图谱交付与应用、知识图谱系统架构与性能

要求等标准。

3. 大模型标准。规范大模型训练、推理、部署等环节

的技术要求，包括大模型通用技术要求、评测指标与方法、

服务能力成熟度评估、生成内容评价等标准。

4. 自然语言处理标准。规范自然语言处理中语言信息

提取、文本处理、语义处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和评测方法，

包括语法分析、语义理解、语义表达、机器翻译、自动摘要、

自动问答和语言大模型等标准。

5. 智能语音标准。规范前端处理、语音处理、语音接

口和数据资源等技术要求和评测方法，包括深度合成的鉴伪

方法、全双工交互、通用语音大模型等标准。

6. 计算机视觉标准。规范图像获取、图像/视频处理、

图像内容分析、三维计算机视觉、计算摄影学和跨媒体融合

等技术要求和评价方法，包括功能、性能和可维护性等标准。

7. 生物特征识别标准。规范生物特征样本处理、生物

特征数据协议、设备或系统等技术要求，包括生物特征数据

交换格式、接口协议等标准。

8. 人机混合增强智能标准。规范多通道、多模式和多

维度的交互途径、模式、方法和技术要求，包括脑机接口、

在线知识演化、动态自适应、动态识别、人机协同感知、人

机协同决策与控制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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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能体标准。规范以通用大模型为核心的智能体实

例及智能体基本功能、应用架构等技术要求，包括智能体强

化学习、多任务分解、推理、提示词工程，智能体数据接口

和参数范围，人机协作、智能体自主操作、多智能体分布式

一致性等标准。

10. 群体智能标准。规范群体智能算法的控制、编队、

感知、规划、决策、通信等技术要求和评测方法，包括自主

控制、协同控制、任务规划、路径规划、协同决策、组网通

信等标准。

11. 跨媒体智能标准。规范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

多模态数据处理基础、转换分析、融合应用等方面的技术要

求，包括数据获取与处理、模态转换、模态对齐、融合与协

同、应用扩展等标准。

12. 具身智能标准。规范多模态主动与交互、自主行为

学习、仿真模拟、知识推理、具身导航、群体具身智能等标

准。

（四）智能产品与服务标准

智能产品与服务标准主要包括智能机器人、智能运载工

具、智能移动终端、数字人、智能服务等部分。

1. 智能机器人标准。规范人工智能在机器人领域应用

的技术要求，开展机器人智能认知、智能决策等方向的技术

应用标准研制。

2. 智能运载工具标准。规范智能运载工具感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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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预判、协同与博弈、决策与控制、评价等技术要求，包括

环境融合感知、智能识别预判、智能决策控制、多模式测试

评价等标准。

3. 智能移动终端标准。规范人工智能应用在移动终端

领域的技术要求，包括图像识别、人脸识别、智能语音交互，

以及智能移动终端涉及的信息无障碍、适老化等标准。

4. 数字人标准。规范数字人的外形、动作生成、语音

识别与合成、自然语言交互等技术要求，包括数字人基础能

力评估、多媒体合成渲染、基础数据采集方法、标识和识别

方法等标准。

5. 智能服务标准。规范基于大模型、自然语言处理、

智能语音、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的服务，包括智

能编程、智能设计、智能防伪等测试评估标准。

（五）行业应用标准

人工智能行业应用重点领域包括智能制造、智能家居、

智慧城市、科学智算等。

1. 智能制造标准。规范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融合应

用，围绕智能工厂、智慧供应链建设中的智能化技术要求，

开展工业知识表达、工业知识图谱构建、工业场景大模型等

标准研制。

2. 智能家居标准。规范家居智能硬件、智能软件、智

能网联、服务平台和应用平台等技术要求，促进智能家居产

品的互联互通，提升智能家居在室内环境、安防监控等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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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体验。

3. 智慧城市标准。规范智慧城市建设、治理、生态宜

居等智能化技术要求，提升人工智能系统在城市经济发展、

韧性构建、社会治理、辅助决策中的应用水平。

4. 科学智算标准。规范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加速基础

科研的相关标准。

结合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需求，

加快开展智慧农业、智慧能源、智慧环保、智慧金融、智慧

物流、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文旅等领域标

准研究。

（六）安全/治理标准

安全/治理标准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安全、治理等部分。

1. 安全标准。规范人工智能技术、产品、系统、应用

和服务等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包括基础安全，数据、算

法和模型安全，网络技术和系统安全，安全管理和服务，安

全测试评估，安全标注，内容标识，产品和应用安全等标准。

2. 治理标准。结合人工智能治理实际需求，规范人工

智能的技术研发和运营服务等要求，包括人工智能鲁棒性、

可靠性、可追溯性的技术要求与评测方法，人工智能治理支

撑技术；规范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的伦理治理要求，包括人

工智能伦理风险评估，人工智能的公平性、可解释性等伦理

治理技术要求与评测方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等标准。

五、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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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组织建设。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

和信息化部指导下，更好发挥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作

用，指导人工智能全产业链上的企业、研究机构等，共同构

建先进适用的人工智能标准体系。

（二）构建人才队伍。鼓励标准化研究机构培养和引进

标准化高端人才，加强面向标准化从业人员的专题培训。鼓

励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将标准化人才纳入职业能力评价

和激励范围，构建标准化人才梯队。

（三）加强宣传推广。指导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组织、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等面向企业开展人工智能标准体系、

重点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引导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管

理、质检/检测等环节对标达标，持续提升标准助力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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