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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容分析法的中国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分析

———供给、需求、环境框架视角

袁　 野,马彦超,陶于祥,万晓榆
(重庆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065)

摘要:文章从供给、需求、环境三维分析框架的视角,以中国 2015—2018 年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出台的 69 项有关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相关产业政策文件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各项政策进行了

分析。 研究表明:从总体看,已颁布的有关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以环境类政策和供给类政策为主,需求类

政策相对较少;在环境类政策方面,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都注重目标规划对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此外,
东部地区主要以法规管制为主,中部地区则提供较多金融支持,西部地区更偏重策略性措施;在供给类

政策方面,东部、中部地区注重人力资源管理、资金投入与科技基础建设相关政策工具的使用;在需求类

政策方面,东部地区鼓励国际合作并进行贸易管制,政府采购对中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发挥了较大

作用,西部地区更重视国际合作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最后,结合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提出了

未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工智能;产业政策;政策工具;区域比较;内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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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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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看,美国出台了《为了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 《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

划》等政策,英国出台了《八项伟大的科技计划》《英国
 

RAS
 

2020 战略》等政策,日本出台了《日本特

许厅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日本下一代人工智能促进战略》等政策,韩国出台了《机器人基本法

案》《分布式分类技术现状与关键因素》等政策[1] 。 2017 年 7 月 20 日,中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这项规划明确了我国未来 3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目标、工作部署和重

点任务。 各个省市也积极响应,截至 2018 年 10 月,我国已经有 21 个省市出台了人工智能规划。
基于此,本文从供给、需求、环境三维分析框架的视角出发,以我国 2015—2018 年间东部、中部、

西部地区出台的 69 项有关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相关产业政策文件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21
个省市的 395 条政策文本,运用 Nvivo11 软件进行编码,然后对各项政策工具进行了分析,为我国人

工智能产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决策参考。

一、文献述评

近年来,国内诸多学者对政府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进行了分析。 范柏乃、李承宏、
马江娜等学者运用文本分析法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金融政策、人才政策以及政策研究趋势进行了分

析[2-7] 。 李胜会、方荣贵、邓衢文等学者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产业培育路线

进行分析[8-10] 。 朱巍等基于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历程分析,结合现阶段实际情况,提出应客观认识发

展差距,出台国家大脑计划,深化智能技术研发与推广,加强人才发展和培育,打造创新发展平台和

制定相关领域标准[11] 。 朝乐门、张会平等学者归纳了国家大数据产业的总体战略布局,然后梳理了

重点省份大数据产业推进政策,并提出了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12-13] 。 董慧梅等学者对中部

地区电子信息产业政策进行分析,并从政策框架的视角提出了相关建议[14-15] 。
已有研究围绕人工智能相关政策的文本分析、工具选择等内容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但依然存

在一些不足:一是人工智能属于新兴产业和全球关注的热点领域,就已有文献看,大多集中在技术

趋势、应用领域等方面,而有关于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研究相对滞后。 二是涉及人工智能政策的研

究大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政策量化、文本数据等定量研究相对缺乏,未能系统性、全面性地对人

工智能产业政策进行量化分析。 因此,本文在前人对于科技产业政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

法,参考 RothwellRoy 等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对我国已经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 21 个省市进行

分析和比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传播信息内容进行系统、客观和量化描述的研究方法。 它适用于对一切

可以记录与保存并且有价值的文献的定量研究,已被广泛运用于公共政策、新闻传播、图书情报等

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6] 。 内容分析法能够通过对文献内容进行“量”的分析,
从而找出反映文献内容本质又易于计数的特征,由此克服定性研究的主观性和不确切性的问题,达
到对文献“质”的认识[17] 。

在内容分析法中,一个严谨的研究设计要有效地将其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即首先从研究问题

出发,其次寻找可靠数据,最后通过分析建构获得研究结论[18] 。 本文的研究设计包含以下五个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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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1)提出研究问题;(2)政策样本选择;(3)确定分析单元;(4)政策工具编码;(5)分析结果[16] 。
(二)样本选择

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涉及的相关领域众多,从国家颁布相关政策文本看,主要集中在战略性新

兴产业等领域,因此政策样本的选择重点参考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录,以及《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 此外,考虑到产业政策和技术领域的关联度,将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

造等产业政策中涉及人工智能产业的政策文件也作为样本[19] 。 截至 2018 年 10 月,我国共 21 个省

市区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相关的政策。 考虑我国区域之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不平衡与政策差异化

的情况,按照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类[20] ,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江苏、浙江、广东、
福建、山东、辽宁 10 个省市;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广西 8 个省市区;
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 3 个省市。

本文收集的渠道包括:国务院门户网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各
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 本文选择了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之间有

关于人工智能产业的 12 项国家级政策、57 项省级政策,按照出台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如表 1
所示。

表 1　 国家及各地区颁布人工智能产业相关政策情况

类别 省市区 / 机构 数量 名称

国家
国务院,
工信部,
发改委

12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

东部

北京,
天津,
上海,
河北,
江苏,
浙江,
广东,
福建,
山东,
辽宁,

28

《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指导意见》
《天津市关于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浙江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江苏省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关于印发辽宁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
《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8—2030 年)》
《关于加快发展智能制造九条措施的通知》
《山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7—2022 年)》
《关于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

中部

黑龙江,
吉林,
江西,
湖南,
湖北,
河南,
安徽,
广西,

18

《吉林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发展若干措施》
《中国(合肥)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中国声谷)的发展规划
(2018—2025 年)》
《安徽省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2018—2030 年)》
《广西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
……

西部

四川,
重庆,
贵州

11
《四川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实施方案(2018—2022)》
《重庆人工智能专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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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析框架构建

为了更客观地分析和研究整个政策体系的完善度和协同度,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政策文

本分析框架[21] 。 参考卢章平等学者的研究框架,本文选取 69 项国家和省级层面的人工智能产业相

关政策文件为样本,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类,需求类和环境类 3 个维度,构建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

示,各类政策工具的类型及含义如表 2 所示[22-24] 。
表 2　

 

政策工具的类型及其涵义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涵义

供给类

人力资源管理 关于人才培养、引进的具体措施

公共服务
政府为保障人工智能产业的顺利发展,提供的专业服务。 例如,
国家颁布的《“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指出,加强人工智能基
础资源和公共服务等创新平台建设

资金投入
政府对有关研发活动提供的资金。 例如,《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指出,园区财政累计
投入 15 亿元左右,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信息支持 政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的公共科技支持和信息服务

科技基础建设 政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的研发基地、科研平台等

需求类

政府采购
政府直接购买人工智能相关服务或技术。 例如,《山东省“十三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指出,建立政府部门采购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品、服务常态化机制

国际合作

政府鼓励企业进行海外拓展与合作的相关措施。 例如,《江苏省
“十三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中指出,加强与国外智能制造研
究机构开展交流合作,鼓励企业与国外智能制造先进企业和研
发机构合作

贸易管制
进出口贸易的管制措施。 例如,《湖南省实施开放崛起战略发展
规划(2017—2021 年)》指出,全面推行“一站式作业”,实现口岸
管理部门“三互”合作,合理设置海关出口平均查验率

环境类

目标规划 政府对人工智能产业达成的目标及远景的总体规划

法规管制 政府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制定的法律、法规制度

金融支持

各种金融及衍生机构提供的贷款、担保、风险投资、补贴等对人
工智能产业的支持。 例如,国家颁布的《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的若干政策》指出,对企业在东湖高新区投资建设的人工智能计
算能力平台,一次性给予其建设投资额 30%的补贴,最高不超过
2

 

000 万元

策略性措施
政府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各项保障措施。 例如,《智能制
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指出,为产业发展建设智能制造
标准体系

税收优惠 政府对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提供税收方面的支持,包括减税、免
税等

　 　 X 维度———环境类政策。 环境类政策的作用是为人工智能产业创造适宜的发展环境。 包括目

标规划、法律法规体系、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和策略性措施,主要从间接层面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

供扶持[25] 。
Y 维度———供给类政策。 供给类政策的作用是提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包括人力

资源管理、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信息支持、科技基础建设。 能够从直接层面扩大产业供给,改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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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分析框架

业相关要素比[26] 。
Z 维度———需求类政策。 需求类政策的作用是为产业

发展扩大需求,开拓市场并提供相应管制措施。 主要包括

国际合作、贸易管制和政府采购[27] 。
(四)编码

分析单元是最基本分析单位。 由于政策内容的复杂

性和语言表述的多样性,本文以政策文本段落为分析单

元,以避免因表述方式不同而出现编码遗漏现象。 根据上

述分析框架进行编码,步骤如下。
第一步,锁定每一政策文本中有关保障措施、实施细

则等具体政策工具手段的章节,并以该章节每个段落为基

本分析单元。
第二步,运用 Nvivo11 质性分析软件,针对人工智能政策文本内容设计一级节点,依据上述分析

框架设计二级节点,然后进行编码,若一个节点在一份政策文本中出现 2 次及以上,则对其进行多

次编码[28] 。
第三步,对自由节点的从属关系进行梳理,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层次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体系,

从而进一步对各地区人工智能产业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和对比。

三、分析结果与研究讨论

(一)政策数量

政策发布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地区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重视程度,同时能够反映政府对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细化程度。 本文共搜集国家颁布政策 12 项,东部省市有 28 项,中部省市有 18
项,西部省市有 11 项,如图 2 所示。 从政策数量上看,除国家颁布的政策外,东部地区出台政策总量

最多,其次为中部地区,最后为西部地区。 政策颁布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西部地区对于人工智

能产业关注程度相对落后于中部、东部地区。 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等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可能

是西部人工智能产业基础相对落后。

图 2　 国家及各地区出台人工智能政策数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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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工具使用情况

政策工具使用情况的量化分析主要体现在编码和参考点数量等方面。 根据编码结果显示所设

置的节点、编码材料来源数及编码参考点数量,依据从父节点到子节点以及编码参考点数量进行降

序排列,如表 3 所示。 三类节点编码参考点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颁布的政策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注重点。

从父节点情况看,环境类政策编码参考点数量最多,有 199 个编码参考点,其次为供给类政策,

有 153 个编码参考点,最后为需求类政策,有 43 个编码参考点。 统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国家层面还

是地方层面,营造一个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对培育和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具有重要作用。

从子节点使用情况看,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策略性措施有 80 个编码参考点,人力资源管理有

66 个编码参考点,目标规划有 63 个编码参考点。 策略性措施在子节点的编码数量最多,说明国家

和地方政府十分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通过颁布一系列的策略性措施能够更好地促

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同时,政府也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和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人才更是当

今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 目标规划的作用是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逐步实现每个阶段的目标,可有

效推动产业发展。
表 3　 所有节点相关情况

名称 节点类型 已编码的材料来源 编码参考点数 节点类别

环境类 父节点 55 199 -

供给类 父节点 53 153 -

需求类 父节点 29 43 -

策略性措施 子节点 29 80 环境类

人力资源管理 子节点 44 66 供给类

目标规划 子节点 51 63 环境类

科技基础建设 子节点 26 39 供给类

法规管制 子节点 27 39 环境类

国际合作 子节点 25 36 需求类

资金投入 子节点 20 26 供给类

金融支持 子节点 11 17 环境类

公共服务 子节点 12 13 供给类

信息支持 子节点 7 9 供给类

政府采购 子节点 4 4 需求类

贸易管制 子节点 2 3 需求类

　 　 (三)政策文本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各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本文采用图表的方式进行呈现。 所示图表都是根

据 Nvivo11 软件的探索功能导出并重新绘制。 考虑到各地区人工智能产业政策数量的差异,因此本

文以各维度政策工具的覆盖率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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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工具使用情况的总体概述

国家、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供给类、需求类、环境类三类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如图 3 所示。 总体

上看,国家出台的环境类政策最多,覆盖率为 103. 19%;其次为供给类政策,覆盖率为 74. 56%;而需

求类政策最少,覆盖率为 57. 49%。 东部地区出台的供给类政策最多,覆盖率为 199. 53%;其次为环

境类政策,覆盖率为 182. 79%;最后为需求类政策,覆盖率为 117. 57%。 中部地区出台环境类政策

最多,覆盖率为 124. 53%;其次为供给类政策,覆盖率为 102. 23%;最后为需求类政策,覆盖率为

44. 34%。 西部地区出台环境类政策较多,覆盖率为 60. 78%;其次为供给类政策,覆盖率为 47. 37%;
最后为需求类政策,覆盖率为 13. 84%。

图 3　 各地区三类政策工具使用情况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家、中部和西部地区比较重视环境类政策工具的使用,而东部地区

则较为重视供给类政策工具的使用。 不同地区政策类工具的使用呈现一定的差异化,这可能与经

济发展、区位优势等因素相关。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18 中国人工智能城市发展

白皮书》中的排名数据显示,北京位列第一,是全国人工智能的领军城市。 上海位居第二,杭州超越

深圳,进入人工智能发展前三名“新一线”队伍,合肥则凭借科研、政策的优势异军突起进入榜单前

五。 由此可见,东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起步较早,产业规模较大,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因此东部

地区更加注重供给类政策对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 而中部、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对落后,
因此在加大直接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为产业发展提供间接扶持,包括公共服务和信息支持等

措施。
2. 环境类政策分析

环境类政策是为产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总体来看,各地区根据自身产业发展情

况,在环境类政策的各项工具使用中,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化。 具体各个细项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

如图 4 所示。
(1)国家层面。 环境类政策工具覆盖率的排序依次是:法规管制>策略性措施>目标规划>税收

优惠>金融支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家作为政策的顶层设计者,法规管制的政策覆盖率排在

第一,是充分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社会伦理、法律法规等层面产生的影响,因此国家非常重

视法规管制类政策的使用。 其次是策略性政策和目标规划,策略性政策工具是为了保障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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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目标的顺利完成,因此,从国家层面看,二者的使用覆盖率差距不大。 金融和税收政策工

具的覆盖率不高,是因为国家作为一个顶层制度的设计者,充分考虑各个省市发展的差异性,具体

的金融、税收、财政等政策由各个地方政府依据自身情况制定。

图 4　 环境类政策工具使用情况

(2)东部地区。 环境类政策工具覆盖率的排序依次是:目标规划>法规管制>金融支持>策略性

措施>税收优惠。 我国东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较快,政府充分考虑到人工智能产业技术的迭代

性,因此将目标规划与法规管制两类政策工具的覆盖率位于前列。 例如,上海、山东等多个省市使

用目标规划这一类政策工具通过规范和引导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保障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 其

次是金融支持与策略性措施,人工智能产业的技术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东部地区经济发

达,因此政府对人工智能创新主体的投融资政策比较重视。 除此以外,东部地区还为鼓励企业创新

颁布相关的策略性措施,目的是为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因此这两类政策工具在东部地区使用较

多,并且效果较为明显。 最后是税收优惠,考虑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初期的资金需求、市场运作、销
售模式等因素,税收优惠政策相对于其他几种政策使用较低。 原因可能在于,若继续加大对人工智

能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则会导致金融和税收优惠两类财政性政策的重复使用,不利于企业创新发

展,并且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应当有的放矢[29] 。
(3)中部地区。 环境类政策工具覆盖率的排序依次是:目标规划>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策略性

措施>法规管制。 研究表明,中部地区目标规划类政策工具的覆盖率最高,具体来看,江西、湖南、湖
北、河南、安徽等省市共出台 18 项政策文件,都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不同阶段设立目标。 其次是金

融支持、税收优惠与策略性措施,可以看出中部地区较重视财政类政策对产业发展的扶持,同时为

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府出台策略性措施能够直接帮助企业开展创新。 最后是法规管

制,这类政策工具在中部地区覆盖率较低。
(4)西部地区。 环境类政策工具覆盖率的排序依次是:目标规划>策略性措施>税收优惠>法规

管制>金融支持。 从上述分析看,政府出台目标规划类政策工具较多,其次是策略性措施,表明西部

地区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目标、发展策略较为重视。 而金融支持、法规管制、税收优惠与三类政

策工具的覆盖率较为均衡。 值得一提的是,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

率大于金融支持类政策的覆盖率,原因可能在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金融类政策使用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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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难度较大,因此可以更多地运用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减税、免税等方式给予人工智能企业一定

的优惠。
3. 供给类政策分析

供给类政策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直接动力。 供给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如图 5 所示。

图 5　 供给类政策工具使用情况

(1)国家层面。 供给类政策工具覆盖率的排序依次是:人力资源管理>资金投入>公共服务>信
息支持>科技基础建设。 从上述分析看,国家作为顶层设计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连续颁布了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政策,明确我国将坚持培

养和引进相结合,形成我国人工智能人才高地,人工智能的人才涉及产业发展的各个层面,是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 其次是资金投入,国家作为政策顶层设计者,考虑到产业发展对资金的

需求,积极出台有关资金投入的政策,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再次是公共服务和信息

支持,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可有效促进产业发展,考虑到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水平区域之间差异较

大,因此国家鼓励科技信息开放共享。 最后是科技基础建设,此类政策工具须依据各地区的实际情

况制定。
(2)东部地区。 供给类政策工具覆盖率的排序依次是:科技基础建设>人力资源管理>资金投入>公

共服务>信息支持。 从上述分析看,东部地区科技基础建设、人力资源管理、资金投入这三类政策工

具位于前列,东部地区作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重视科技基础和平台的建

设,发挥产业集群效应,重视人才发展和资金投入。 例如,浙江省专门出台 12 条引进人工智能人才

政策,预留 50 亿元资金聚集人工智能人才;天津市将 100 亿元作为智能制造财政专项资金、1
 

000 亿

元作为科技产业基金。 其次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的一项基础工作,考虑到

科技创新活动涉及多个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应重视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 最后是信息支持,东部地

区也在积极建设产业园区、产业中心和搭建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
(3)中部地区。 供给类政策工具覆盖率的排序依次是:人力资源管理>科技基础建设>资金投

入>公共服务>信息支持。 从上述分析来看,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工具的覆盖率位于第一,中部地区非

常重视人才。 例如,江西、湖南、湖北等多个省市出台专项措施,加大人工智能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培

育力度。 其次是科技基础建设,例如,《安徽(合肥)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中国声谷)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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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2018—2025 年)》提出,布局建设多个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特色鲜明的产业园,推动相关产

业和生产要素加速聚集,由此形成产业链。 最后是资金投入、公共服务与信息支持。
(4)西部地区。 供给类政策工具覆盖率的排序依次是:资金投入>人力资源管理>科技基础建

设>公共服务>信息支持。 从上述分析来看,资金投入的覆盖率位于第一,这是由于西部地区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产业发展需科研资金的直接投入,并且资金投入大多用于技术研发、人
才引进与基础设施建设。 因此在资金投入、人力资源管理与科技基础建设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方

面较为均衡。 最后是公共服务与信息支持,西部地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稍落后于中部地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资金投入、人力资源管理和科技基础建

设均排在前三位,信息支持这一政策工具排在最后一位,而国家则更加重视公共服务类政策工具。
4. 需求类政策分析

需求类政策主要包括政府采购、国际合作、贸易管制。 各地区的使用情况如图 6 所示。

图 6　 需求类政策工具使用情况

(1)国家层面。 国际合作>贸易管制。 其中,国际合作政策的覆盖率为 63. 74%,远远超过了贸

易管制政策的覆盖率。 从国务院、工信部和发改委颁布的具体文件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等都非常重视高

层次、多形式、宽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 例如,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鼓励有条件的科技园

区、经济园区和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科技产业园区,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等。
(2)东部地区。 国际合作>贸易管制 >政府采购。 在东部地区,国际合作政策的覆盖率为

115. 93%;其次是贸易管制,政策覆盖率是 94. 88%;最后是政府采购政策,覆盖率为 31. 31%。 其中,
国际合作与贸易管制政策的使用情况差异不大,说明东部地区对发展人工智能的政策措施非常明

确,体现其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较发达地区,凭借地理优势,开展国际化合作、贸易往来均走在我

国的前列。 通过充分合理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企业和技术、设立海外机构让企业走出国门。 而

在政府采购方面,通过政府先行示范,以点带面,引导市场需求,建立政府部门采购制度支持战略性

新兴产业。 例如,山东省组织实施一批政府应用推广工程,重点推广产业化初期、社会效益高、市场

接受度低的重大技术和产品,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服务的市场占有率等。
(3)中部地区。 政府采购>国际合作。 政府采购政策的覆盖率为 68. 69%,国际合作的覆盖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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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95%,中部地区仅使用了这两项政策工具,且差别不大。 例如,安徽省采取政府采购、市场培育、
创新奖励、风险补偿等方式,推进品牌、商标、技术标准等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河南支持省内企业

“走出去”建设研发中心和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湖南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研究等。
中部地区具有一定的智能制造基础,在坚持内陆开放的同时,也注意政府采购和市场引导。

(4)西部地区仅使用国际合作这一政策工具,覆盖率仅为 16. 48%,而在其他政策工具的使用方

面不多。 从选取的样本省市来看,主要是重庆、四川、贵州等地,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还处于初级

阶段。
综上所述,从需求类政策来看,国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非常重视国际合作,表明人工智能

产业的国际化趋势会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和发展。

四、相关政策建议

针对不同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结合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产业规模结构等因素,本文提

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各类政策工具应均衡使用。 从环境、供给、需求三维的分析框架来看,无论是国家还是地

方层面,环境类政策的覆盖和使用情况均排在前列,其次是供给类政策,最后是需求类政策。 按照

林毅夫的观点,在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期,政策的作用力度要大于市场的作用力度[30] 。 从本文的

分析结论来看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地方政府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布局中既契合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发展路径,也符合新兴技术产业发展规律。 需求类政策的覆盖和使用率不高,建议国家和

地方政府应当注重此类政策工具对市场和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价

值链重构的情况下,如果忽视贸易管制可能会不利于产业发展。 因此,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逐步

成熟,可以考虑增加需求类政策的出台,并根据各个省市实际情况,均衡使用各类政策工具。
第二,子类政策工具使用须有所侧重。 各子类政策工具的使用应当符合产业和技术生命周期

的发展规律。 就供给类政策而言,要逐步减少财政性资金投入,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公共服务

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用更完善、健全的金融支持逐步取代政府直接投资,提高市场的自主调节能

力,增加对人才培养、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及科技信息平台建设的投入。 此外,还要引导和鼓励社会

资金进入基础理论研究、科技平台建设等领域,充分发挥社会资本撬动创新的杠杆作用。
第三,提高各政策工具的可实施性。 从政策的颁布到取得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而人

工智能作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发展速度快,如何使政策的可操作性能

够与技术和产业发展同步,是未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人工

智能引起的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问题不容忽视。 另外,还应该强化对各类政策工具实施的过程监

控。 比如,政府在加强资金投入的同时,应进行对资金使用的追踪,落实资金使用,避免出现资金使

用不到位、效果不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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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supply 
 

demand
 

and
 

environment 
 

this
 

paper
 

takes
 

69
 

industrial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ssued
 

by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during
 

2015-2018
 

as
 

samples 
 

and
 

uses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various
 

polic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on
 

the
 

whole 
 

the
 

issued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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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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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are
 

mainly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supply-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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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demand-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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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rel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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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ll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target
 

planning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eastern
 

region
 

is
 

mainly
 

dominated
 

by
 

regulations
 

and
 

regulations 
 

while
 

the
 

central
 

region
 

provides
 

more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western
 

region
 

lays
 

more
 

emphasis
 

on
 

strategic
 

measur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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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upply
 

policy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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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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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apital
 

investment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In
 

terms
 

of
 

demand-related
 

policies 
 

the
 

eastern
 

region
 

encourag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ducts
 

trade
 

control
 

at
 

the
 

same
 

tim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in
 

the
 

central
 

region 
 

whi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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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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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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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development.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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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tool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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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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