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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构建 AI应用与研发优势 
 

本报驻新加坡记者  蔡本田 
 

    近年来，人工智能（AI）迅速发展，竞争态势日益加剧。新加坡将大力发展 AI 技术作为实

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努力抢抓发展新机遇，致力打造 AI技术应用与研发优势。 

    2019 年，新加坡政府发布首份《全国人工智能策略》（NAIS 1.0）报告，是全球最早发布相

关报告的国家之一。该报告列出了国家开发 AI技术的愿景，涉及发展、民生与安全等五大领域，

并计划在 2030 年成为广泛应用 AI 技术的智慧国家，以及全球 AI 技术部署与解决方案创新的领

跑者。 

    截至 2022年底，新加坡 85%的政府机构已采用至少一项 AI技术方案，用于提供公共服务、

支持机构运作或协助制定政策等。AI技术在为政府节约成本、提高办公效率和方便公民办事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机构致力于继续扩大对 AI 技术的采用，以便更好地为民众提供公共服

务，并以其作为评价标准。 

    随着 ChatGPT在 2022年 11月发布后被人们广泛使用，以及围绕 AI技术应用与发展、机遇

和挑战、红利与弊端、监管和合作等议题的热烈讨论，新加坡政府从 2023年至今，加快了 AI技

术规划、应用、研发、合作和监管等方面的推进力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进一步加强对 AI 技术发展的规划和管理，于 2023 年 12 月出台《全国人工智能策

略 2.0》（NAIS 2.0），加速推动 AI技术的开发应用，建立 AI技术开发的先行者优势。NAIS 2.0

指出，AI技术的不断突破以及新竞争环境的不断出现，意味着新加坡必须调整策略，需要有计划

地、系统地提高技术能力，以应对 AI技术使用过程中面临的潜在风险和挑战，并在未来 3年至 5

年内提升国家的集体经济和社会潜力。NAIS 2.0将以推动新加坡智慧国家发展计划的下一个阶段

为目标，从三大方面着手，利用 10个促成因素，展开 15项行动，挖掘和释放 AI技术潜能。 

    与 NAIS 1.0相比，NAIS 2.0更强调系统性地全面发展 AI技术，而不只局限于特定的技术开

发项目与领域。NAIS 2.0旨在促进企业、个人、政府、产业、研究和劳动力之间的合作，鼓励整

个社会参与推动 AI技术变革。 

    二是为配合 NAIS 2.0的推进，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全国人工智能中心和新加坡科技

研究局积极开展合作，斥资 7000万新元推出“国家多模式大型语言模型计划”，旨在通过创建和

推广符合东南亚国家语言特点环境的模型，将新加坡打造为 AI技术基地，培育 AI技术专才，推

动本地 AI产业发展。 

    三是政府积极加大人才吸引和培养力度，打造 AI 技术人才集聚地。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指

出，NAIS 2.0的一个工作重点是扩大熟练的 AI技术人才队伍，包括吸引顶尖 AI技术创造者同新

加坡政府合作，以及培养数据科学家、机器学习科学家和工程师等 AI技术从业人员。2023年底，

新加坡政府决定将本地的 AI 技术从业人员规模扩大到 1.5 万人，打造具有标志性的基地，让 AI

技术创造者和从业者同在一处工作，培育当地的 AI技术产业群体。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 AI技术能力和实力。新加坡已与美国晶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

达成共识，由英伟达公司帮助、支持和参与新加坡 NAIS 2.0，深化双方在 AI技术领域的合作，

共同创建一个支持 11种语言的大语言模型，以发展新加坡本土 AI技术，并将在新加坡新建一台

超级计算机。目前，英伟达正与新加坡 40 家风险投资公司展开合作。同时，新加坡也与其他国

家和地区在该技术领域保持合作关系。 

    五是注重搭建 AI技术服务平台，致力推进全国使用。目前，AI技术不仅在新加坡的政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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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得到普遍应用，还在科研教学、金融保险、医疗卫生、工艺设计、旅游创新、数据中心、食品

生产、体育电竞、海关检测等各行各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全民及企业等对 AI 技术的认识

了解、学习兴趣、应用能力的重视程度也在日趋提升。过去一年，数个独立研究机构的报告表明，

新加坡大力发展 AI 生态，在民众接受度和企业采用度方面领先于大多数国家。其中，麻省理工

科技评论洞察与 Databricks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新加坡是企业采用生成式 AI最快的国家之

一。 

    新加坡在 AI技术领域的布局，主要得益于多年来的规划和积累。过去 5年，新加坡在 AI领

域投资约 70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十。若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力度，

新加坡过去 5年在 AI领域的投资总额相当于新加坡 2022年 GDP的 1.5%。目前，新加坡已有超

过 80个 AI技术研究单位，以及 1100家 AI技术初创公司，AI技术开发实力位列全球前 10。 

    目前，AI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不断颠覆人类认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造福人类的同时，也

给全球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层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类现象已经在发达国家

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引起了高度重视，AI治理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近年来，新加坡积极利用 AI技术推动经济长远发展，造福人民和社会，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同时，也非常重视消除 AI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全方位谋划对 AI技术的监管和治理工作，主动

防范和化解风险。早在 2019年出台 NAIS 1.0时，新加坡政府就推出了《人工智能监管模式框架》

（MAIGF）。今年 1月 17日，在瑞士达沃斯科技论坛上，新加坡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出了全球

首个治理框架草案。治理框架分为九大方面，即问责、数据、开发与运用、举报、测试、安全、

内容来源、研究，以及公共利益，旨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课题上确立新加坡的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