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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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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工智能是当前全球最受关注的新兴科技。近年来，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创新发展，进入成果爆发期，不断催生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新市场，

展现出广泛应用前景。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

告提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AI）以其强大的计算能力、自动化

特征及精准的数据分析能力，全面渗透到各行各业中，驱动了行业融合向更高层次的智能化

迈进。 

为顺应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维护市场秩序，加强行业自律，促进人工

智能企业能力的不断进步，增强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创新及深化拓展能力，规范人工智能领

域的产品质量与服务，特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结合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趋势和企业的发展实践，对人工智能企业的基本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项目管理及质量管理能力、财务与信用状况、产品技术能力五个方面的要素

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是由相关软件行业协会、企业、评估机构基于市场和行业发展需要而共同制定，

有利于发挥行业自律和示范作用，促进人工智能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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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企业能力评估规范 

1 范围 

正在开展人工智能业务的企业均适用于本标准，以对企业的整体水平及开展人工智能业

务的能力进行客观评价。 

本标准可作为第三方机构的评估、认证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2900-2009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 

GB/T40147-2021《科技评估通则》 

GB/T40148-2021《科技评估基本术语》 

GB/T11457-2006 信息技术 软件工程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3.1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是一门研究如何使计算机以及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行为的学科。它

涉及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哲学、神经科学、心理学、数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人工智

能的核心目标是创造能够理解环境、学习新知识、解决问题、作出决策，并以类似于或超越

人类智能的方式进行有效沟通的智能体。 

3.2 精确率 Precision 

精确率（Precision）是一种衡量分类模型或信息检索系统性能的指标，它专注于所检

索或预测为正例的样本中真正为正例的比例。 

3.3 召回率 Recall 

在机器学习和统计学中，特别是在评估分类模型性能时，是一个重要指标。它衡量的是

模型识别出的所有真正正类占所有实际正类的比例。 

3.4 F1值 F1-score 

F1值是评估分类模型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尤其适用于那些关注精确率和召回率平衡的

场景。它是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 

3.5 混淆矩阵 Confusion Matrix 

混淆矩阵又称为误差矩阵，是一种用于评估和可视化分类模型性能的标准工具，特别是

在监督学习任务中。它以表格的形式呈现，用来总结分类器预测结果与实际类别标记之间的

对应关系。混淆矩阵的大小通常是n行n列，其中n代表类别的数量。 

3.6 ROC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曲线是一种在二分类模型中评估其性能的图形表示方法。ROC曲线通过绘制真阳性率

（True Positive Rate, TPR）对假阳性率（False Positive Rate, FPR）的图形，展现了

分类器在不同阈值设置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平衡。 

3.7 AUC值 Area Under th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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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值是指ROC曲线下方的面积。ROC曲线通过图形化展示了一种二分类模型在所有可能

的分类阈值下，其真阳性率（True Positive Rate, TPR）与假阳性率（False Positive Rate, 

FPR）之间的权衡关系。 

3.8 交叉熵损失 Cross-Entropy Loss 

交叉熵损失也常称为逻辑损失（Logistic Loss）或负对数似然损失（Negative Log-

Likelihood Loss），是一种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中广泛使用的损失函数，尤其适用于分

类任务。其核心目的是衡量模型预测的概率分布q（y|x）与真实的概率分布p（y|x）之间的

差异。 

3.9 鲁棒性 Robustness 

在机器学习和统计学中，鲁棒性指模型在面对异常数据、噪声、输入变化或模型假设部

分不满足时，仍然能够保持稳定性能和准确预测的能力。鲁棒性强的模型更能抵抗外界干扰，

提供可靠的预测结果。 

3.10 软件项目管理能力评估 Competency of Project Management Model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为促进软件及信息服务业企业项目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增强企业创

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支撑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规范企业软件项目管理能力而研制

的一套软件项目管理能力评价体系。通过评估企业的组织级管理能力、项目级管理能力和组

织前瞻能力等要素，评价企业的项目管理水平。 

4 人工智能企业能力评估要素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企业基础 

稳定性 

成立年限 

长期目标与核心竞争力 

风险管理能力 

人员规模 
人员数量规模 

企业员工结构 

服务链 
客户群体 

供应商群体 

技术创新能力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占比 

研发资金增长率 

研发人员 

研发人员数量与占比 

研发人员素质 

研发人员流动性 

研发成果 

专利申请数量 

专利质量 

技术创新频率 

行业认可 

国家级、省部级奖项 

全国性协会组织创新类奖项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项目管理与质量
管理能力 

项目级管理能力 

项目规划与立项能力 

项目执行与监控能力 

项目结项能力 

获得 CPMM相关评估证书情况 

组织级管理能力 
组织级项目管理能力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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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积累情况 

获得 CPMM相关评估证书情况 

质量管理能力 

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 

客户反馈机制的建设 

持续改进机制的建设 

应急反应机制的建设 

履约情况 

财务与信用状况 

收入情况 

收入规模 

净利润 

净利润率 

成长性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 

信用状况 
获得信用评估证书情况 

未在国家相应信用黑名单中 

产品技术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考核指标 

准确率 

精确率 

召回率 

F1 值 

混淆矩阵 

ROC 曲线 

AUC 值 

交叉熵损失 

计算速度 

鲁棒性 

可扩展性 

可解释性 

人工智能技术个性
指标 

计算机视觉 视频精度 

机器人技术 

感知能力 

运动能力 

操作能力 

学习能力 

沟通能力 

决策能力 

任务完成能力 

生物识别 
易用性 

稳定性 

5 人工智能企业能力评估模型 

5.1企业基础 

5.1.1稳定性 

对企业稳定性的考察包括以下内容： 

a）考察企业成立年限； 

b）考察企业的长期目标与核心竞争力； 

c）考察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 



T/SIA038-2024                                              人工智能企业能力评估规范 

6 

5.1.2人员规模 

对企业人员规模的考察包括以下内容： 

a）考察企业的人员数量规模； 

b）考察企业员工结构，包括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岗位结构等。 

5.1.3服务链 

对企业在服务链中的稳定性考察内容如下： 

a）考察企业客户群体的稳定性及其所属行业前景； 

b）考察企业供应商的信誉与服务能力,包括供应商的经营历史、业绩表现、业界声誉及

客户评价，以判断其可靠性和专业性； 

c）考察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稳定性，包括企业与供应商的合作年限、单一采购比例，

以判断企业与供应商对整体供应链稳定性的影响； 

d）考察企业供应商的可替代情况，以判断企业供应链的稳定性。 

5.2技术创新能力 

5.2.1研发投入 

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考察包括以下内容： 

a）考察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量以及研发支出占其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以判断企业对技术

创新重视程度； 

b）考察企业研发投入资金的增长率。 

5.2.2研发人员 

对企业研发人员的考察包括以下内容： 

a）考察企业中研发人员的数量与占比，以判断企业在研发团队建设上的投入力度； 

b）考察企业研发人员的整体素质，包括专业技能、学历背景、工作年限等； 

c）考察企业研发人员的流动率，以判断企业研发团队的稳定性。 

5.2.3研发成果 

对企业的研究成果考察内容如下： 

a）考察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 

b）考察企业拥有专利的质量，包括专利的技术难度、创新性、经济效益等； 

c）考察企业的专利产出频率，以判断企业技术创新频率。 

5.2.4行业认可 

对企业的行业认可考察内容包括如下： 

a）企业研究成果获得的国家、省级科技进步奖的数量； 

b）企业研究成果获得全国性协会组织颁发的创新类奖的数量； 

c）企业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数量。 

5.3项目管理与质量管理能力 

5.3.1项目级管理能力 

对企业项目级管理能力的考察包括以下内容： 

a）考察企业的项目规划与立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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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考察企业的项目执行与监控能力； 

c）考察企业的项目结项能力；  

e）考察企业获得 CPMM相关证书的情况。 

5.3.2组织级管理能力 

对企业组织级管理能力的考察包括以下内容： 

a）考察企业组织级项目管理能力；  

b）考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  

c）考察企业的知识积累情况；  

e）考察企业获得 CPMM相关证书的情况。 

5.3.3质量管理能力 

对企业质量管理能力的考察包括以下内容： 

a）考察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b）考察企业客户反馈机制建设情况；  

c）考察企业客户满意度及质量管理持续改进机制建设情况； 

d）考察企业应急处理机制建设情况；  

e）考察企业的履约情况。 
5.4财务与信用状况 

5.4.1收入情况 

对企业收入情况的考察包括以下内容： 

a）考察企业的收入规模； 

b）考察企业的净利润； 

c）考察企业的净利润率。 

5.4.2成长性 

对企业的成长性考察包括以下内容： 

a）考察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b）考察企业的净利润增长率； 

c）考察企业的总资产增长率。 

5.4.3信用状况 

对企业信用状况的考察包括以下内容： 

a）考察企业获得国家级协会 AA以上级别的信用评价证书情况； 

b）被考察企业须不在以下名单中： 

i) 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组织名单； 

ii) 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iii) 国家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诚信黑名单。 

5.5产品技术能力 

5.5.1人工智能企业通用产品能力 

考察人工智能企业产品技术能力如：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F1值、混淆矩阵、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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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AUC值、交叉熵损失、计算速度、鲁棒性、可扩展性、可解释性等指标。 

5.5.2人工智能企业个性产品能力 

考察部分人工智能企业产品技术能力如： 

a）针对计算机视觉类人工智能产品，需要考察视频精度等指标； 

b）针对机器人技术类人工智能产品，需要考察感知能力、运动能力、操作能力、学习

能力、沟通能力、决策能力、任务完成能力； 

i）感知能力包括视觉感知、听觉感知、触觉感知； 

ii）运动能力包括自主性、灵活性、稳定性； 

iii）操作能力包括精确性、效率、多样性； 

iv）学习能力包括快速学习和调整策略能力； 

v）沟通能力包括语言理解、语言表达、人机协作； 

vi）决策能力包括决策准确性、决策效率、鲁棒性； 

vii）任务完成能力包括任务完成率、任务执行效率。 

c）针对生物识别类人工智能产品，需要考察其易用性、稳定性以及在不同环境和条件

下的性能一致性。 

6 评价标准等级划分 

等级 定义 分值 

一级 企业拥有完善的管理与高效的运营，拥有领先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能力高，市场竞争力强，能满足客户多样需求。 

80分以上 

二级 企业管理体系良好，可跟进行业创新趋势，产品技术先进，人工

智能技术能力良好，市场竞争力良好。 

70-80分 

三级 企业管理体系健全，创新能力一般，产品技术基本达标，人工智

能技术能力一般，市场竞争力平。 

60-70分 

 

7 人工智能企业能力评估模型应用场景 

使用者可根据人工智能企业能力评估模型考察企业的整体水平及其人工智能产品技术

能力，实现寻找可信、可靠、稳定的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商的目标。应用场景包括以下主要内

容： 

a) 采购方及招标机构可根据人工智能企业能力评估模型来对有能力承接对应项目需求

的企业进行选择； 

b) 人工智能企业可通过此标准进行自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