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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科技创新 203020302030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

重大项目 201820182018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启动实施科技创新 2030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根据重大项目实施方案的部署，

科技部组织编制了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现予以正式发布。

本重大项目的总体目标是：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创新和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为主线，按照并跑、领跑两步走战略，围绕

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自主智能

系统等五大方向持续攻关，从基础理论、支撑体系、关键技术、

创新应用四个层面构筑知识群、技术群和产品群的生态环境，抢

占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妥善应对可能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人工智能成为智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

大引擎。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面向

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新型感知与智能芯片等 3 个技术方

向启动 16 个研究任务，拟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8.7 亿元。各研究

任务要求以项目为单元整体组织申报，项目须覆盖所申报指南

方向二级标题（例如：1.1）下的所有研究内容并实现对应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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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目标，申请者应根据指南描述，按照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

目标导向的原则，根据指南研究内容提出明确的任务目标和具

体的考核指标。

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所含参研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实施周期为 3—5 年。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的

每个课题设 1 名课题负责人。项目鼓励充分发挥地方和市场作

用，强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调动社会资源投入新一代人工智能

研发。对于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方向的项目，配套经费

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1:1；对于新型感知与智能芯片方向的项

目，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 2:1。

1.1.1.1.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

聚焦人工智能重大科学前沿问题，以突破人工智能基础机

理、模型和算法瓶颈为重点，重点布局可能引发人工智能范式变

革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为人工智能持续发展与深度

应用提供强大科学储备。

本方向下设 7 个研究任务，每个任务拟支持项目不超过 3 项。

项目面向重大科学前沿和原始创新，申请者应针对研究目标明确

应用需求背景，凝练核心科学问题，提出能够形成本方向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可验证系统（包括验证数据库、验证环境和验证结果

等），鼓励代码开源和数据共享。鼓励已有较好合作基础的精干团

队参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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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一代神经网络模型

借鉴神经认知机理和机器学习数学方法等，开展神经网络模

型非线性映射、神经网络对抗和安全性、网络结构自动组织与演

化、神经元和模块功能特异化、小样本学习/弱标签/无标签样本

学习、可解释性等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研究。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突破大数据等限制，显著提升神经网络支

撑解决现实人工智能问题的范围和能力。

1.2 面向开放环境的自适应感知

针对应用场景变换易导致智能系统性能急剧下降问题，发展

适应能力强的层次化网络结构、可连续学习的机器学习策略及一

般性效能度量方法，突破无监督学习、经验记忆利用、内隐知识

发现与引导及注意力选择等难点。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推动开放环境、变化场景下的自适应感知

智能理论和方法突破。

1.3 跨媒体因果推断

研究基于跨媒体的人类常识知识形成的机器学习新方法，并

在常识知识支持下对跨媒体数据进行自底向上的深度抽象和归

纳，有效管控不确定性的自顶向下演绎和推理，建立符号逻辑推

理、归纳学习和直觉顿悟相互协调补充的新模型和方法，支持跨

媒体知识的不一致性分析。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实现跨媒体从智能的关联分析向常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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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支持下因果推断的飞跃。

1.4 非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博弈决策

针对人类经济活动、人机对抗等非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博弈特

点，结合机器学习、控制论、博弈论等领域进展，研究不确定复

杂环境下的动力学机制，将对抗学习、强化学习与动态博弈论进

行融合，支持多群体博弈。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突破非完全信息环境下智能基础模型和

动态博弈决策理论。

1.5 群智涌现机理与计算方法

研究开放、动态、复杂环境下的大规模群体协作的组织架构、

行为模式和激励机制，建立可表达、可计算、可调控的复合式激

励算法，探索个体贡献汇聚成群体智能的涌现机理和演化规律，

突破面向全局目标的群体智能演进方法和时空敏感的群体智能协

同决策。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建立行为可预知、目标可引导和过程可持

续的群体智能涌现的理论和方法。

1.6 人在回路的混合增强智能

研究不确定性、脆弱性和开放性条件下的任务建模、环境建

模和人类行为建模，发展人在回路的机器学习方法及混合增强智

能评价方法，把人对复杂问题分析与响应的高级认知机制与机器

智能系统紧密耦合，有效避免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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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风险和系统失控。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实现可收敛的复杂问题人机双向协作和

问题求解。

1.7 复杂制造环境下的协同控制与决策理论方法

面向离散制造业和流程工业中复杂多维度人机物协同问题，

研究跨层、跨域的分布式网络化协同控制方法，突破人机物三元

协同决策与优化理论，实现人机物的虚实融合与动态调度，探索

无人加工生产线的重构及人机共融智能交互等。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探索建立自主智能工厂技术体系所必须

的理论与方法。

2.2.2.2. 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面向重大需求的关键共性技术

围绕提升我国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求，面向重大

需求，突破新一代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以算法为核心，数

据和硬件为基础，全面提升感知识别、知识计算、认知推理、

协同控制与操作、人机交互等能力，形成开放兼容、稳定成熟

的技术体系。

本方向下设 7 个研究任务，根据不同应用场景，每个任务拟

支持项目不超过 2 项。项目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需要明确产出的

重大战略性技术和产品，或者能够对外提供的服务，鼓励开源。

项目申报需明确应用场景及可考核的性能指标，以此作为择优的

重要依据。鼓励有明确应用背景和技术突破基础的团队参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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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可泛化的领域知识学习与计算引擎

突破知识加工、深度搜索和可视交互等核心技术，形成概念

识别、实体发现、属性预测、协同推理、知识演化和关系挖掘等

能力，实现知识持续增长的自动化获取，形成从数据到知识、从

知识到服务的自主归纳和学习能力。在 1—2 个知识密集型领域

进行服务验证，达到或超越领域专家/专业从业人员平均问答服务

水平。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面向跨界融合新业态与知识创新服务需

求，攻克大规模、综合性知识中心建立所需要的关键技术。

2.2 跨媒体分析推理技术系统

研究跨媒体多元知识统一表征理论、模型和获取方法，研究

海量、异构、分布的大规模跨媒体知识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构建

十亿级别以上的适应跨媒体内容演化的知识图谱和分析推理技

术，建立从定向推理到通用推理的泛化机制。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面向跨媒体内容管理、跨模态医疗分析等

重大需求，实现可回溯、可解释的类人跨媒体智能推理系统。

2.3 认知任务下的场景主动感知技术

针对复杂环境中的自主定位、目标搜寻、场景分析和解释等

认知要求，研究自然场景的主动视觉感知、三维环境动态建模和

定位技术；研究复杂场景中声学环境探测与基于听觉反馈机理的

言语主动感知技术；研究视听觉协同的从自然场景主动发现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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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及其属性知识的认知技术。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面向具有重大产业前景的认知任务，建立

典型应用场景实验平台并进行功能验证。

2.4 面向群体行为的群智激发汇聚研究

研究群体智能的协同与演化、通信与规划、决策与控制等技

术；研究群体智能行为的训练、验证和可解释性技术；研究群体

活动的群智激发汇聚机理和技术，探索群智合作与竞争等激发模

式，突破复杂不确定环境下的智能实时推理和对抗技术。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针对大规模复杂群体活动等典型应用场

景进行群智行为激发的关键技术验证和应用示范。

2.5 人机协同软硬件技术研究

研究构造软硬件一体化的人机协同技术平台。研究适应真实

世界情境理解与协同决策的模型与方法；研究人机协同中混合人

类直觉、经验、行为的新型学习方法；研究环境和情景的自然理

解、大规模知识的处理技术等。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面向典型人机协同应用，研究提出人机交

互智能软硬件及新型混合计算架构等。

2.6 无人系统自主智能精准感知与操控

针对海、陆、空、天无人平台等自主智能发展需求，研究无

约束环境、资源受限条件下的基于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的协同感知

方法；研究复杂场景下多源异构感知对象快速精准的分割、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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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跟踪和识别方法；研究大范围场景地图构建、自主定位、

透彻感知与动态认知等语义建模和理解方法等；研究复杂环境下

面向多任务的协同、柔顺、精准操控方法。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建立或利用已有自主智能系统进行技术

验证，实现自主智能无人系统中的自然、精准、安全的交互与精

准操控。

2.7 自主智能体的灵巧精准操作学习

研究基于智能人机交互的复杂灵巧精确操作技能传授和高

效示范；研究实现对抓取、对准、趋近、装入等复杂技能的机器

学习和技能生成；研究自主智能体的灵巧作业运动规划和协调控

制，实现从技能到灵巧操作的运动映射；研究多层次操作技能表

示方法，实现复杂技能的知识化表达。

本任务研究目标是针对不确定性生产系统中对自主操作的

需求，围绕精密装配等典型场景，进行灵巧操作技能学习技术

验证。

3.3.3.3. 新型感知与智能芯片新型感知与智能芯片新型感知与智能芯片新型感知与智能芯片

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应用生态，从建立人工

智能基础支撑体系角度，重点研究新型感知与智能芯片的关键技

术和标准。

本方向下设 2 个研究任务，每个任务拟支持 1—2 个项目。

鼓励已有较好产业化基础的产学研团队参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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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型感知器件与芯片

研究能够模拟生物视、听、触、嗅等感知通道的信号处理和

信息加工机理，研制新型感知器件、芯片以及相应的神经网络感

知信息表示、处理、分析和识别算法模型，开发功能类似生物、

性能超越生物的感知系统并实现功能验证。

3.2 神经网络处理器关键标准与验证芯片

设计支持训练和推理的神经网络计算指令集，制定神经网络

表示与压缩标准，在此基础上开发高效基础算法库和接口标准，

实现配套开发工具链，建立开放的、不依赖于具体芯片实现方式

的芯片平台标准，实现软硬件系统接口的统一化。实现支持上述

指令集、算法库、标准及开发接口的验证芯片和示例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