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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目的）

第一条鉴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技术，本法规定了促进人工智能相

关技术研究开发和利用的基本原则和措施。制定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和利用的

基本计划和其他措施的基本事项，并设立人工智能战略本部，结合《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

法》（1995年第130号法）、《数字社会形成基本法》（2021年第35号法）等相关法律的措

施，全面、有计划地推进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和利用的措施。从而为提高国民

生活水平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定义）

第二条本法所称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是指以人工方式实现替代人类认知、推理、判断相关智力

能力的功能所必需的技术，以及利用该技术实现处理输入信息并输出结果的功能的信息处理

系统相关技术。

（基本理念）

第三条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除《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第三条规定的

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创造的政策和《数字社会形成基本法》第二章规定的基本理念外，还应遵

循本条规定的基本理念。

（2）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是为了保持日本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

和开发能力，提高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为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适当和

有效利用可以显着提高行政管理和私营商业活动的效率和复杂性，并创造新的产业。

3推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基础研究到国家



鉴于各利益攸关方在民生和经济活动中的利用等各个阶段的努力密切相关，应全面、系

统地推进这些努力。

（4）如果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出于非法目的或不适当的方式进行，可能

会导致用于犯罪、泄露个人信息、侵犯版权或其他危害公共生活安宁和公共利益的情况，

为了确保其正确实施，必须采取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

用过程的透明度。

（五）日本应努力在国际合作下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使其有助于

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并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的国际合作中

发挥主导作用。

（国家责任）

第四条国家有责任根据前条规定的基本原则（以下简称“基本原则”），全面、系统地制定和

实施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和利用的措施。

（2）国家应促进国家行政机构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和复杂

性。

（地方政府的职责）

第五条地方政府根据基本原则，在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方面，与国家

适当分工，作为地方政府应实施的措施。地方政府有责任制定和实施利用本地区特点的自

愿措施。

（研发机构的职责等）

第六条大学、科学技术创新振兴法（平成20年第63号法）第二条第九项规定的研究开发法人及

其他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的机构（以下简称“研究开发机构”）应根据基本理念

，积极致力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其成果的普及，培养具有专业和广泛知识的人

才，并努力配合国家根据第四条规定实施的措施和地方政府根据前条规定实施的措施。

（2）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与大学相关的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

的措施时，应努力振兴大学的研究活动，并考虑到研究人员的自主权和大学研究的其他特

点。

3研发机构需要综合利用人文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知识，有效推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发

。



有鉴于此，我们将致力于跨学科或综合性的研究和开发。

（运营商的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拟利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开发或者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人，以及其他拟在经营活动中

利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人（以下简称“利用经营者”），应当按照基本理念，积极利用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努力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水平，创造新产业，并配合国家依照第四

条规定实施的措施和地方政府依照第五条规定实施的措施。

（公民的责任）

第八条公众应本着基本理念，增进对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了解和兴趣，并努力配合国家根据

第四条规定实施的措施和地方政府根据第五条规定实施的措施。

（加强合作）

第九条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国家、地方政府、研究开发机构和应用企业之间的合作

，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

（法律措施等）

第十条国家应当采取必要的法律、财政和其他措施，实施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和应

用的措施。

第二章基本措施（推

进研发等）

第十一条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实用化研究开发的一致

性研究开发，建立研究开发机构研究开发成果转移制度，提供研究开发成果信息等。

（促进设施设备等的维护和共享）

第十二条国家应当建立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和利用所需的大规模信息处理、信息

通信、电磁记录（电子、磁或其他人类感知无法识别的记录）。）以无法识别的方式制作

的记录，用于计算机信息处理。）与存储等相关的设施和设备、数据集（指为特定目的收

集的信息集合）和其他知识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和创新振兴法》第24条之4）为使研究

开发机构和利用者能够广泛使用知识基础设施，应采取必要措施促进这些设施、设备和知

识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共享。

（确保适当性）

第十三条为了妥善开展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国家应开展国际合作。



应制定符合规范宗旨的指南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人力资源等）

第十四条国家与地方政府、研究开发机构和应用企业密切合作，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培

养和提高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在公共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应用各个阶段所需的

具有专业知识和广泛知识的各领域人力资源的素质。

（教育推广等）

第十五条国家应当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教育和学习，加强宣传活动

，增进公众对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广泛了解和兴趣。

（调查研究等）

第十六条国家应当收集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趋势信息，分析因不正当

目的或者不正当方法研究开发或应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而侵犯公民权益的案件，并据此考

虑对策，开展其他有利于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调查研究，并根据调查

结果向研究开发机构、应用企业和其他人员提供指导、建议、信息和其他必要措施。

（国际合作）

第十七条国家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范制定。

第三章人工智能基本规划

第十八条政府应根据基本原则和前章规定的基本措施，制定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

发和利用的基本计划（以下简称“人工智能基本计划”）。

（二）人工智能基本规划应当规定下列事项。

（一）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和利用措施的基本政策

(ii)政府应采取全面、系统的措施，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三）除前两项所列事项外，政府全面、有计划地推进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和利

用的措施所需事项。

（3）总理应要求内阁就人工智能战略总部制定的人工智能基本计划草案作出决定。

（4）在内阁会议作出前款规定的决定后，总理应毫不迟延地公布人工智能基本计划。

（五）人工智能基本规划的变更，比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四章人工智能战略总部



（安装）

第十九条为全面、有计划地推进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的措施，内阁

设立人工智能战略本部（以下简称本部）。

（主管事务）

第二十条总部主管下列事务：

（一）关于推进人工智能基本规划方案编制和实施。

(ii)除前项所列措施外，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和利用的重要措施的规划、规

划和综合协调。

（组织）

第二十一条总部由人工智能战略总部部长、人工智能战略副本部长和人工智能战略总部人

员组成。

（人工智能战略部部长）

第二十二条本部部长为人工智能战略本部部长（以下简称本部部长），由总理任命。

（2）本部长负责总管本部事务，指挥监督所部职员。

（人工智能战略副本部长）

第二十三条本部设人工智能战略副部长（下项及下项第2项简称“副部长”），由内阁官房

长官及人工智能战略大臣（指国务大臣，其职责是根据总理的命令，协助总理全面、有

计划地推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组成。

2副部长协助本部长履行职责。

（人工智能战略总部成员）

第二十四条总部设人工智能战略总部成员（以下简称“总部成员”）。（2）本部成员应由除

本部长和副部长以外的所有国务部长组成。

（材料提交及其他协助）

第25条本部认为执行其管辖的事务有必要时，可向有关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独立行政法人

（《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1999年第103号法））、地方独立行政法人（指《地方独立

行政法人法》（2000年第118号法）第2条第1项规定的地方独立行政法人）负责人、特别

法人（指依法直接设立的法人或根据特别设立行为设立的法人，适用总务省设立法（2000

年第91号法）第4条第1项第8项规定的法人）的代表提交材料、发表意见、说明或其他必

要的协助。

（2）总部认为执行其管辖的事务特别必要时，可以请求前款规定以外的人提供必要的合作

。

（事务）



第二十六条总部事务由内阁府办理。

（首席部长）

第27条关于总部的事项，内阁法（1950年第5号法）所称首席部长为总理。

（内阁命令的授权）

第28条除本法规定外，总部之必要事项，由内阁命令定之。

附则（

生效日期）

第一条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是，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及附则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自内

阁命令规定的日期起施行，自公布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考虑）

第二条政府应结合国际趋势及社会经济形势的其他变化，对本法的实施状况进行审查，并

在认为必要时，根据审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

（内阁府设置法部分修改）

第3条内阁府设置法（平成十一年第89号法）部分修改如下。

第四条第一款第十七项后增加一项。

17-2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指《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和利用促进法》（2020年

第▼▼▼）第3款第7项规定）全面、有计划地推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究、开发和

利用的基本政策相关事项（第9项）

第四条第三款中第七项之九改为第七项之十，第七项之八后增加一项。7-9关于推进人

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利用措施。

第四条第三款第十五项中的“第七项之九”改为“第七项之十”。

将第9-2条和第16-2条第2款中的“第3款第7项之9”修改为“第3款第7项之10”。

在第40-4条第1款中，在“至第16项”之后加上“和第17-2项”，在“至第7-3项”之后

加上“、第7-9项”。

附则第二条之二第一项、第三项中的“第三项第七项之九”修改为“第三项第七项之十

”。

（调整规定）

第4条附则第1条但书规定的施行日期在灾害对策基本法等部分修改法（令和7年第▼▼▼号法

）施行日期之前的，该法第6条中，在《内阁府设置法》第16条之后增加一条的修改规定中

，“第3项第7项之9”是指：



“第三项第七项之十”，前条本法第十六条之二第二项修正规定不适用。



理由

为了全面、有计划地推进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和利用的措施，为改善人民生活和

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贡献，有必要制定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和利用的基本原则、制

定促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和利用的基本计划以及其他措施的基本事项，并设立人工智能

战略总部。这就是提出这项法律草案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