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人工智能治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解读

一、编制背景

2017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要求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

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2018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

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

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2021 年 9 月 25 日，《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发布，提

出了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

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等 6 项基本伦理要求，

并提出了人工智能管理、研发、供应、使用等特定活动的 18

项具体伦理要求。2022 年 3 月 2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完善科技伦理

体系，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有效防控科技伦理风险，不

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将人工智能伦理纳入科技伦

理的综合治理中。2023 年 5 月，国家网信办发布《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旨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健

康发展和规范应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2025 年 3 月《人工智能示范法



3.0》发布，要构建起“动态适配、前瞻治理”的监管框架，

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鼓励支持中小企

业创新与开源，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新增内部吹哨

人制度，强化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的安全监督。同月 29 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召集起草的《医疗机构部署

DeepSeek 专家共识》在中关村论坛医学 AI 创新与发展论坛

上发布，该共识为全国医疗机构提供了可操作的 AI 部署指

南，旨在推动我国医疗机构部署人工智能规范化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普及，人工智能技术滥用等问

题不断出现，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问题。2023 年 4 月，美

国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Stanford HAI）发

布的《2023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Report 2023）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影响和年度趋势。报

告发现，关于人工智能滥用的事件数量正在迅速上升。通过

追踪人工智能道德滥用相关事件的人工智能算法和自动化

事件和争议（AIAAIC）数据库，2012 年至 2022 年间人工智

能相关争议事件增加近 26 倍。针对各类人工智能问题，世

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陆续从安全性审查、技术禁用等角度出台

相关监管措施以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有效治理。

探索合理、有效的治理方案，实现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

展已经成为全球重要课题。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上，中国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下称

《倡议》）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倡议》站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维护全人类福祉的历史高度，就人工智能发展、



安全、治理三个方面公平公正地提出建设性解决措施，为全

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中国方案。2023 年 11 月首届人工智能

安全峰会在英国布莱奇利园举行并发布了《布莱奇利宣言》，

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印度等 20 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

以及联合国、经合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多个国际组织的代

表参会，28 个国家和欧盟共同签署了《布莱奇利宣言》，同

意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人工智能（AI）监管方法。2024 年 7

月，欧盟发布全球第一部关于人工智能的综合性法律《人工

智能法》，确保 AI 系统的开发、部署和使用符合欧盟的价

值观和法律规定,同时保护健康、安全和基本权利。2024 年

1 月，WHO 发布的《卫生领域人工智能的伦理与治理:多模态

大模型指南》提出六大伦理原则：保护自主权、促进人类福

祉、确保透明度、责任担当、包容公平、可持续性。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造成三类问题。一是信息安全问

题。人工智能需要实时更新海量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当前，

在个人隐私领域中，相关企业、平台尚未达成遵循知情同意

原则的共识，存在越权使用现象。因此，用户如果缺乏相关

意识，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很可能导致个人隐私数据泄

露。二是虚假信息问题。尽管技术中立，但人为投放不实消

息或片面事实可能会导致人工智能模型产出虚假信息，也就

是“深度伪造”。三是数字鸿沟问题。人工智能具备高效的

信息检索和整合能力，虽然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极大

方便，但其产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不牢靠。因此，信息甄

别、自主决策能力强的使用者将更善于使用这项工具，而盲



从的使用者则可能为其所害。随着两者使用技术的差距不断

沉积，数字鸿沟也就此加深。

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领域使用同样面临以上的治理问

题外，还会面临人工智能技术带来卫生系统资源配置的深刻

影响。然而，关于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业内一

直高度关注，但尚未形成广泛一致的意见。截至 2025 年 4

月，深圳市缺乏本地化的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试验评价遵循的范

式参差不齐，导致各级医疗机构间或区域内医学人工智能治

理评价结果管理困难的实际境况，通过管控和治理发现医学

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尚未形成有效的监测与预警

机制。

为了满足当前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的标准需求，科学

引导深圳市医学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的同时，促进各类医

疗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组织共同参与医学人工智能治理

活动的有序有效地开展，亟需形成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指

标体系，从安全、风险、效用、效率、效益的多元视角加强

医学人工智能的治理影响加以监测与管控。

二、必要性和意义

深圳市响应国家《倡议》号召，为了更好推动医学人工

智能应用的发展，在加强医疗人工智能治理能力的同时，亟

需构建一套分类管理、综合评价、贯穿医学人工智能技术开

发全生命周期的人工智能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指导医学人工

智能治理活动的开展，动态评估不同类别医学人工智能在安



全、风险、效用、效率和效益层面上的表现，规范建设深圳

市医学人工智能治理，以达到对医学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

研判和防范，确保其安全、可靠、可控的发展。推动深圳市

智慧城市医疗人工智能治理工作先行示范，助力深圳市粤港

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双区建设”。

为了促进医学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等政策法规，结合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行业标准，制

定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医疗人工智能治理综合评价，从安

全、风险、效用、效率以及效益层面的动态评估结果为规范

建设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供决策性参考。

《医学人工智能治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发布

和实施，明确了深圳市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的行业指标体

系架构，确定了深圳市医学人工智能治理综合评价的建设方

向，为后续深圳市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相关标准的编制提

供了依据和规范性指引，从而促进技术健康发展，保护合法

权益，增强公众信任，助力深圳在智慧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中发挥示范作用。

三、主要内容

《指标体系》现有 7 个章节以及参考文献。包括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指标选取原则、指标体系内



容、指标体系架构图、指标内涵（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

级指标）。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

（一）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开展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的指导，给出

了指标选取原则、指标体系的构成、内容、架构图和指标内

涵等方面的建议，并给出了相关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评价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医学人工智能治

理产生的现实或潜在影响的活动。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主要包括了标准文本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主要包括医学人工智能、医学人工智能治理、医

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训练数据、医学人工智能技术内在风

险、医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风险的术语与定义。

（四）指标选取原则

本章节介绍了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评价

指标选取的原则，包括可行性原则、全面性原则、代表性原

则、时效性原则。

（五）指标体系内容

本章节介绍了指标体系的构成和各级指标包含的内容。

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分3个层级，其中一

级指标3个（安全与效用评价、风险评价、卫生经济评价），

二级指标6个（安全评价、效用评价、技术内在风险评价、

技术应用风险评价、效率评价、效益评价），三级指标18个



（数据安全、隐私安全、医疗安全、场景渗透、适用效能、

受众体验、算法风险、训练数据风险、生成内容风险、社会

安全风险、伦理风险、社会经济风险、成本效率、规模效率、

配置效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健康效益）。

（六）指标体系架构图

本章节给出了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架构

图。

（七）指标内涵

本章节给出了医学人工智能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中一级

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内涵。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

包括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市卫生健

康发展研究和数据管理中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南

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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