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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推进法

《关于本市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17〕66号），
集聚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进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加快建设国
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制订《关于加快推进上海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
。

1.加快建设人工智能人才高峰，对于符合条件的人才和核心团队纳入本市人才高峰
工程，配置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事业发展平台，完善工作体制和社会保障。

2.支持本地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培养人工智能人才，合作开设人工智能专业
课程、设立人工智能研究院所，建立人才实训基地，提高应用型科技人才培养精准
度。

3.加强本市人才相关政策的覆盖适用，集聚人工智能领域各类优秀人才。加大专业
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选拨力度。

4.支持本市人工智能领域重点机构引进各类优秀人才，鼓励各区因地制宜、自主探
索人工智能人才在本区的生活、就业等保障举措。

5.设立上海市人工智能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论证和评估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重大
科技项目实施，组织开展人工智能战略问题研究和重大决策咨询。

6.加快出台本市公共数据和一网通办管理办法，实现公共数据的规范采集、共享使
用。引导人工智能企业等市场主体合法合规开展数据资产流通和交易。

7.制定公共数据资源开放清单，依法有序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教育、医疗、旅游等
重点领域数据信息，建设文献语言、图像图形、环境传感、地图位置等多类型行业
大数据训练库，满足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数据需求。

8.优化交通运输等城市管理场景资源的供给，支持本土人工智能企业新技术、新产
品、新模式的应用推广，形成60个左右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场景，建设100个以上人
工智能应用示范项目。

9.支持人工智能企业参与“智能上海”行动建设，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提升
服务水平和业务效率。将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产品纳入创新产品推荐目录，推动首
购应用。

10.将人工智能纳入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按照本市战新产业发展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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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类重大项目及平台给予支持。

11.对符合重点支持方向的人工智能领域项目，按照本市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专项支
持实施细则，给予总投资最高30%，总额最高2000万元的支持。

12.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研发投入，加快上海类脑智能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推进国家
智能传感器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整合重点企业、科研院所等要素资源，加快在类
脑智能理论研究、人机混合增强智能、新型智能算法等领域取得突破，开展智能感
知、计算处理、智能执行等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13.支持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在沪建立总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或机构设立创新平台
、孵化基地。鼓励人工智能企业离岸创新成果在本市转化，在相关方面视同国内创
新成果支持。

14.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创新大赛等重大活动，组建长三角人工智能创新联盟
，深化产业协同发展，提高活跃度和品牌影响力。

15.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高地，构建本市“人形分布、多点联动”的产业发展空
间布局，推动本市相关集聚区政策覆盖人工智能领域，打造华泾北杨等3-4个人工
智能特色小镇，建设5个人工智能特色示范园区。

16.适应产业创新跨界融合发展趋势，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宽松灵活的产业空间管
理机制，给予人工智能企业资源空间等方面支持，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合理确定开
发强度和配套功能。

五、加大政府引导和投融资支持力度

17.统筹用好产业转型升级、信息化建设等各类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加大投入和项
目建设，支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18.对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企业相关产品，给予本市装备首台套、软件首版次、新
材料首批次相关政策支持。鼓励各区出台政策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化项目。

19.发挥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企业信用担保力
度。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设立人工智能信贷专项。

20.发挥政府投资基金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设立千亿规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
金。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培育壮大一批细分领域隐形
冠军和创新标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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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支持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参股等多种形式开展国际化投资并购。鼓
励各区对人工智能型企业上市等给予重点支持。

22.加大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服务供给，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新型城域物
联专网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人工智能企业参与综合标准、基础共性技
术标准制定。建立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安全发展的制度规范。开展知识产权评议和专
利导航。

二、学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进哪些公职单位

有税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这些单位都涉及大数据专业知识。大数据或
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
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
。

三、人工智能立法的优缺点

1、近年来，伴随着深度学习、语音识别等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与我们的生产生
活愈发密切。人工智能带来的融合发展，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
为人们带来全新的产业风口和机遇。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受到的支持和青睐不少
，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将人工智能视为战略性产业。

2、但是，人工智能并非只带来利好，有时其也带来担忧。作为一把双刃剑，人工
智能就像是潘多拉魔盒，外观虽然精美，让人爱不释手，可一旦打开也可能释放厄
运。目前，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医疗、教育、制造、金融等行业之中，其隐私、数
据、偏见等问题的显现，已给整个社会带去不少隐患。

3、比如这两年，人工智能加持的网络诈骗越来越多，便让人们防不胜防、损失惨
重；同时大量企业数据频频泄露，也让用户隐私暴露于危险之中；此外，智能机器
人时常出现的意外伤人事件，也让人身安全遭受威胁；以及“机器换人”带来的失
业恐慌，也持续弥漫在各行各业和不同领域。

4、据相关业内人士分析，人工智能带给人的忧虑重点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安全威
胁，包括对未来、对人身、对数据、对隐私的各种安全；其二则是伦理和法律挑战
，因为人工智能时常跳脱于现有法律和伦理道德之外，缺乏完善的监管与限制。基
于此，要想让人工智能迈向成熟，就需要通过治理趋利避害。

5、目前，在这方面的行动欧盟已经走在前列。4月21日，欧盟提出了全新的人工
智能法规，旨在解决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具体风险，并在全球范围内设定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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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人们和企业的安全与基本权利的同时，加强欧盟对人工智能的吸收、投资
和创新。新的法规将人工智能依据风险高低进行了分类治理。

6、其中，具体包括不可接受的风险、高风险、有限的风险和最小的风险。按照新
规，被认为对人们的安全、生计和权利有明显威胁的人工智能系统将被禁止；被认
定为高风险的人工智能需受到严格管控；对于被认为有限风险和最小风险的人工智
能，则进行一定干预和不做干预。每个风险法规都举了相应例子。

7、据了解，早在2018年时，欧盟就已经发布过一项人工智能法规，名为《欧盟AI
协调计划》。相比该计划，新的法规通过机械条例让相关规定更加明确，透过允许
文件的数字格式和调整中小企业的合格评估费用，简化了企业的行政负担和成本，
确保了与欧盟产品立法框架的一致性，让人工智能治理再度升级。

8、不过，新法规的出台并非总是受到欢迎，对于欧盟内一些企业来说，就提出了
对于新法规的担心。不少企业认为新法规会增加AI成本，适得其反限制或打压自身
科技创新。毕竟，在新法规划定的高风险领域，包括了不少重大基础建设项目，同
时根据法规，违法企业最高面临年营收6%的惩罚，过于严厉。

四、AIGC服务管理办法

1、GC服务管理办法是指由AIGC（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组织）制定的规章制度，用
于管理和监督其提供的服务。

2、该办法包括服务范围、服务流程、服务质量标准、服务费用等方面的规定，旨
在确保服务的高效、公正和可靠。

3、同时，办法还规定了服务提供者和用户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规行为的处理措
施。通过实施AIGC服务管理办法，可以促进人工智能服务的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