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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政策聚焦的新兴产业。《经济参考报》记

者通过详细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天津、浙江、

安徽、吉林、贵州等 20个省市，根据各地实际发展情况出台了人

工智能产业政策和措施。业内认为，中央层面对人工智能发展高

度重视，已陆续出台一系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策。随着各地更

为具体的措施亮相，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体系已基本成型，并

正在形成良好的央地联动效应。这不仅有助于中央层面的人工智

能产业政策快速落地，还能促进产业加速应用，更快和汽车、医

疗、物流、制造业等关键产业融合。 

出于对产业的高度重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政策布局较早。

2015年 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动“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首次提出培育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并将人工智能列为

11项重点行动之一；2016年 3月，发展人工智能产业被写入

“十三五”规划。当年公布的《“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智能硬件行业创

新发展行动（2015—2018）》《“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等多份产业指导文件，均对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做出详

细安排；2017年 3月，人工智能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7年 10月，人工智能被写入十九大报告，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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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当年 7月和 11月，国务院相继

公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在进一步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做出规划

的同时，提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和已有各类产业融合。 

随着中央层面产业政策不断出炉，各地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发

展也日益重视。从 2016年开始，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地

根据各自实际情况，陆续出台了地方性产业政策和措施。截至目

前，我国已有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安徽、吉林、贵州等 20

个省份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例如，上海市出台了《上海市

人工智能创新专项支持实施细则》，天津市出台了《天津市人工

智能科技创新专项行动计划》，江西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人

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发展的若干措施》。此外，天津、上海、贵州

等地还提出，要加大对人工智能产业的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如

《贵州省“互联网+”人工智能专项行动计划》明确提出，2018

年前完成投资 5亿元以上，《江西省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智

能制造发展的若干措施》则表示，将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产业

发展。 

业内认为，我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体系已基本成型，并正

在形成良好的央地联动效应。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向《经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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