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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于组织申报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网信办、发

展改革委、教育厅(教委)、民政厅、生态环境厅、卫生健

康委、市场监管局(厅、委)、体育局‥

为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工作,按照《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关于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要部署,超前探索智能社会的运行

模式、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政策体系、体制机制等,拟组

织开展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建设(以下简称基地),

现就基地建设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建设目标

到2025年,布局建成若干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综合



基地和一批特色基地,搭建一批智能社会治理典型应用场

景,总结形成智能社会治理的经验规律和理论,出台一批智

能社会治理的标准、规范和政策措施,完善适应智能社会治

理的体制机制,打造一批智能社会治理的示范和样板,助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二、申报类型

基地分为综合基地和特色基地两类。

一一综合基地原则上是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地市级、区

县级),开展智能社会治理的综合性实验。

-一特色基地是面向城乡的教育、卫生健康、养老、社

区治理、城市管理、环境治理、体育等特定领域,开展智能

社会治理实验。

三、建设任务

(一)搭建智能社会治理应用场景

利用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围绕社会治理重点领域,超

前一步搭建智能社会治理应用场景,展示智能社会的特征和

情境,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二)总结智能社会治理经验理论

基于搭建的应用场景,采用社会实验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总结智能社会治理的经验,探索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给社

会治理带来的伦理、道德、安全、法律等问题,扩展对智能

社会本质规律的认知,探索捉出智能社会治理的新理论。





(四)规范的组织管理

拥有强有力的实验组织领导机制;承担实验工作的技术

主体、应用主体和研究主体;推进实验所需的考核和管理制

度或机制;目标明确、分工清晰、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

四、申报程序

(一)推荐申请

综合基地的申报主体原则上为地市级或县级人民政府。

申报主体填写和编制完整的申报表和建设方案,逐级报迭省

级网信部门,省级网信部门迸选后将名单和申报材料报送中

央网信办。每个省份推荐的综合基地数量不超过1个。

特色基地的申报主体可以是各级人民政府,也可以是地

方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申报主体填写和编制完整的申报表

和建设方案,经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审定同意后逐级上报至省

级行业主管部门,并征求省级网信部门意见,报迭国家行业

主管部门。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遵选后,将名单和申报材料提

供给中央网信办。每个行业推荐的特色基地数量一般不超过

10个。

中央网信办接收申报材料截止时间为2021年7月15日。

(二)组织评审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生态

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共

同组织专家,对综合基地和特色基地推荐名单进行评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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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综合意见。

(三)公示发布

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提出拟认定基地建议名单,经公示

后按程序批复并公布。特色基地建设将优先考虑有相关工作

基础的地区和机构。

(四)总结评估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生态

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将

根据基地建设进展情况,纽织专家对实验基地建设工作开展

动态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定期调整基地名单,根据实际情况

从政策、资源等方面对基地建设给予支持。

联系人‥

李雪梅(中央网信办)

吴 诚(国家发展改革委)

李琳娜(教育部)

孙常虎(民政部)

吴 班(生态环境部)

沈剑峰(国家卫生健康委)

苏静茹(市场监管总局)

张 垛(国家体育总局)

010-55635303

010-68502274

010-66096457

010-58123156

010-84665824

010-68791911

010-82262645

010-8718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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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申报表(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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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建设方案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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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申报表(综合)

申报地区 

申报地区联系人 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l 

申报内容简介 (500字内) 

(简介应包括技术主体、应用主体和研究主体基本情况,拟搭建的应用 

场景基本情况,目前具备的支撑条件情况,以及拟建立的组织管理制度 

和机制等,拟达到的目标等情况。) 

推荐部门联系人 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l 

省级网信部门推 荐意见 (省级网信部门盖章) 

2021年 月 日 



附件2

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申报表(特色)

申报地区/单位 

申报方向 

□教育 □卫生健康 □养老 □社区治理 □城市管理 

□环境治理 口体育 □其他 

申报单位联系人 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l 

申报内容简介 (500字内) 

(简介应包括技术主体、应用主体和 研究主体基本情况,拟搭建的应用 

场景基本情况,目前具备的支撑条件情况,以及拟建立的组织管理制度 

和机制等,拟达到的目标等情况。) 

推荐部门联系人 单位及职务l l联系方式 

国家行业主管 部门推荐意见 

(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盖章) 

2021年 月 日 



附件3

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建设方案大纲

一、申报主体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二)技术主体情况

(三)应用主体情况

(四)研究主体情况

二、发展现状

主要包括建设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的基础与优

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

三、总体思路与日标

拟实现的主要目标。

四、重点任务

(一)搭建智能社会治理应用场景

(二)总结智能社会治理经验理论

(三)制定智能社会治理政策标准

(四)建立适应智能社会管理机制

五、实验方案

拟定智能社会治理实验方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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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提出多方参与的政策措施,包括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

展融合的激励机制、基地建设的资金保障机制、组织保障机

制、专家咨询队伍、团队协作等。

七、其他

其他认为有必要补充的材料。

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