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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总体技术要求及评估方法》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人工智能 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总体技术要求及评估方法》（计划号：

072-T/ISC-23）于2023年8月18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下达立项计划。本标准为自

主制定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互联网协会人工智能

工作委员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国能数智科技开

发（北京）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南方电网人工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燧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光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中移（苏州）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广州趣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浪潮集团有限公司、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

有限公司、上海天数智芯半导体有限公司等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大规模预训练模

型供应方、评测方、需求方等企业和科研机构，本标准提出的技术要求是经行业

代表性企业协商一致共同认可的实际做法，具备可行性和通用性。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近年来，随着数据资源的不断丰富以及深度学习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大模

型具备了强大的表征能力，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领域都展现

出了强大的性能和广泛的应用价值，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产业

应用焦点。随着产业界的深入参与和合作，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从聚焦基础设施

构建、数据获取、模型训练及部署等方面技术突破和工程化落地，到关注领域应

用、行业应用等方面大模型服务能力评估。然而，针对整个大模型系统，业界还

缺乏规范性的技术要求及评估体系，使得不同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对大规模预训练

模型系统难以开展标准化的评估。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写，主要规定了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系统参考架构及

技术要求、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系统角色、大规模预训练模型能力评估方法，使得

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科学的评估标准用于评估不同供应商研发生成的大规模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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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模型。本标准适用于人工智能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设计、研发、评估和应用。 

三、工作简要过程 

2023年8月18日，该项标准制订计划正式下达，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开始牵头负责标准草案大纲的编写工作。 

2023年9月28日，中国移动组织中国互联网协会人工智能工作委员会、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国能数智科技开发（北京）有限公

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燧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10余家首批起草单位召开标准编制启动会，正式成立标准起草组，在会上

介绍了该项标准的编制背景和立项情况，就标准草案大纲进行讨论并达成一致。 

2023年10月18日，标准起草组开始征集第二批标准参编单位，经过公开征集

后增加了8家起草单位。 

2023年11月至2024年7月，标准起草组组织召开了多次线上研讨会，围绕各

起草单位的标准内容提案进行讨论和审议，共同开展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逐步

形成工作组草案。 

2024年9月12日，标准起草组在北京组织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各起草单位

共15名代表参会，会上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相关修改建议。

本次会议讨论决定，标准修改完成后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有众多业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研发和生

产机构，标准编制过程中，各起草单位结合各自产品在设计、研发、生产、应用

过程中的经验和试验验证情况，给出了标准草案相应的技术内容和指标，因此标

准草案的相关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符合行业共识，经历过实际验证。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暂未采用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 

六、标准涉及的专利说明 

本标准暂未发现相关知识产权问题。 

七、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推动着从单一模态、小模型向多模态、大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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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转变，其中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在大数据、大算力和强算法的加持下，展

现出了卓越的自然语言生成能力和通用性。这一转变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

和服务质量，激发了科技创新，改善了用户体验，还在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发

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前业界对于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评估缺乏统一的规范和

技术要求，导致不同研究机构和企业难以进行标准化评估。因此，制定一个统一

且科学的大模型评估标准显得尤为重要，它能够为不同供应商研发的模型提供一

致的功能和性能指标，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为人工智能大

模型的采购方和应用方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这不仅有助于促进我国人工智能产

业生态的健康发展和行业的良性竞争，还能加速技术的创新应用，提升产业竞争

力，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相关规定。与本

标准相关的标准有 GB/T 41867-2020《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术语》，AIIA/PG 

0141-2024《人工智能开发平台通用能力要求 第 4 部分：大模型技术要求》和

AIIA/PG 0074-2022《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技术和应用评估方法 第 4 部分：可信要

求》。 

已发布的几项相关标准中，大部分标准的标准化对象只聚焦于大规模预训练

模型系统的一部分，且不涉及对大规模预训练模型能力的评估方法，本标准不仅

结合已有标准，规范了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系统各个部分的技术要求，包括基础设

施层、数据层、模型层、应用层、系统安全层，同时也给出了大规模预训练模型

系统的系统角色划分方法，以及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模型能力评估方法。本标准在

填补已有标准空白同时，和已有标准互相配合，共同促进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技术

和产业的发展。 

九、重点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进行发布。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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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制定可以为人工智能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和生

产提供参考和指导，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功能与性能指标用于评估不同供应商研

发生成的大模型，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靠性，为人工智能大模型

的采购方和应用方提供可参考的评估依据，促进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健康发

展和行业的良性竞争。建议在标准发布后尽快组织宣贯、推广和应用实施。 

在具体贯彻实施本标准时，一是建议标准归口单位中国互联网协会在会员单

位内部进行宣贯，加大标准的宣传力度，扩大影响范围；二是起草单位中各大规

模预训练模型生产企业在产品设计、研发过程中，积极开展标准的应用实施工作；

三是建议政府、企业等相关机构制定配套实施政策，如在招投标、认证服务等方

面引导相关企业提升标准应用积极性；四是积极推动标准的符合性测试和评估工

作，为标准的落地实践提供评测服务和保障。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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