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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下滑

以及不对称的互联网金融爆发式

增长，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大幅

攀升，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为防范和化解非法集资风

险，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

大学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院长孙

兆奇在分组会上建议，加快金融

市场改革，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

明确监管主体，赋予行政执法权；

完善金融体系的法律体系建设。

孙兆奇说，近年来，公安机关

对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年立案数

由过去的两三千起大幅攀升至上

万起。今年一季度，立案数更是

多达2300余起。应该引起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

孙兆奇就如何防范非法集资

风险，提出以四点建议。

一、加强金融教育，引导百姓

正确判别理财产品。目前各大银

行的电子屏都会显示远离非法集

资的风险提示，但是类似的宣传

还是浮于表面，形式大于实际。

我们应该通过更多的渠道、更多

的形式向老百姓提醒，选购金融

产品的注意事项。

二、加快金融市场改革，构建

多层次金融市场。目前之所以互

联网金融盛行，还是由于我国“中

小企业数量多，民间资本存款多；

中小企业融资难，老百姓投资难”

的两多两难问题所导致。而造成

这一困局的根本原因是原有的国

有金融体系下，金融机构缺乏创新

动力，做事束手束脚，怕承担风险。

三、明确监管主体，赋予行政

执法权。针对目前监管不利的现

状，应尽快明确央行为监管主体，

并且该监管主体的行政级别应不

低于副部级，并赋予相应的行政

执法权和协调相关公检法司法机

构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监管政策的落实和监管措施的快

速响应。

四、完善金融体系的法律体

系建设。目前我国关于非法集资

的法律条款仅限于《公司法》、《中

国人民银行法》、《证券法》、《刑

法》等有限的法条。但上述法律

对于金融领域的限制范围都很狭

窄，如果使用现行法律，将会遏制

很多正常的投融资行为。因此，

我国急需出台例如《放款人条

例》、《反高利贷法》、《民营银行

法》、《不良资产处置条例》等相关

法律法规。同时，在非法集资案

件爆发后，关于问题企业的资产

处置方面应引入第三方的专业律

师事务所进行资产处置。只有这

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老百姓的合法

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大学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院长孙兆奇：

加快金融市场监管 防范和化解非法集资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张骅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

事长刘庆峰，是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每次参会他都会向大会提交

有关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

行业应用发展的建议。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培育壮

大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产

业，这也是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

3月9日，刘庆峰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鉴于人

工智能的重大战略意义，为保持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良好的发展

势头，建议将“人工智能+”上升为

国家战略，系统规划、加速布局，

抢抓全球产业制高点。为此，提

出了九条发展建议。

一、设立人工智能国家实验

室，支持人工智能源头技术创

新。 整合人工智能源头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到典型应用示范创

新等产业链资源，形成以企业为

主体、产学研合作的人工智能创

新体系。

二、建议工信部等部委牵头

成立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打造人

工智能产业生态。美国 Google、

Facebook、IBM、Microsoft、Amazon

等 5 家科技巨头宣布成立人工智

能联盟。中国需要在中国语音产

业联盟等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成立

人工智能产业联盟，整合产学研

多方资源加速推动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

三、推动行业数据开放与共

享，制定“人工智能+”行业应用标

准体系和测试方法。研究制定在

信息与通信、计算机与互联网、消

费类电子等领域制定人工智能技

术标准和应用规范，并与教育、医

疗、公安等各行业对接，制定行业

标准体系和应用测试方法。建议

工信部、信标委等部委牵头。

四、建立“人工智能+”时代教

育课程和社会培训体系。人工智

能对未来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都将是颠覆式的。应当在中小学

课本、大学教材中尽快设立人工

智能课程体系，并对社会各界进

行必要的科学普及。一方面培养

人工智能时代的源头技术和应用

创新人才；另一方面在社会普及

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和认识，使

社会各界对产业应用大潮做好思

想上的准备和成长上的应对。建

议教育部、人社部等部委牵头。

五、制定“人工智能+”时代的

社会支撑和法律体系。对人工智

能在行业应用的规范和要求,需要

加快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建议全国人大法工委联合人社部

等相关部委组成联合小组牵头制

定。

六、设立国家级软课题，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研究和

伦理引导。人工智能改变世界，

是给人类带来福音还是带来灾

难？关键看顶尖科学家和产业领

袖的态度。要尽快研究用人工智

能建设美好世界的人文教育和伦

理引导，观念引导要从孩子开

始。建议中国社科院等牵头。

七、制定“人工智能+”时代的

全球人才引进计划。人工智能的

竞争就是尖端人才的竞争。建议

我们抢抓机遇采取一系列举措，

如中国绿卡和移民政策进一步向

全球优秀科技人才和创业人才倾

斜等，吸引人工智能全球顶级人

才。建议人社部、外交部等牵头。

八、建议加强“人工智能+”时

代的全球产业资源整合。人工智

能需要整合全球产业资源，从源

头技术整合到产业并购，从产业

政策、科研专项到外汇使用，都需

要更多大的支持。建议建立面对

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通道”，适

度简化外汇出资等审批事项及审

批层级，加快整合全球技术产业

资源。建议外管局、工信部、科技

部等牵头。

九、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

应用示范区，以示范应用带动产

业集群发展。建议国家设立人

工智能产业应用示范区，搭建人

工智能创新创业开放平台，加大

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示范应用力

度，并在管理机制、标准规范和

法律体系、教育培训、人才引进

策略、资源聚集等配套方面先行

试点，总结成功经验模式规模化

推广，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发

展。

为了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发展

绿色高效农业，3月9日，全国人大

代表、皖北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基地

党支部书记徐淙祥说，建议各级政

府、各级农业部门，要加强农业科

技试验，示范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充分发挥农业试验示范点在发

展我国现代农业生产中的引领示

范作用，推进我国现代农业绿色、

高效发展，从根本上治理农业面源

污染。

徐淙祥表示，当前我国正经历

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快速高效

发展时期，农业连续十三连丰，农

业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增强了抵制

自然灾害的能力，玉米等部分农产

品生产过剩，出现库存积压，价格

下跌趋势，中央一号文件号召，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适销

对路的绿色高效农产品。

他认为，要通过改善农产品品

质，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农产品

效益，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推

广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提高劳动

生产率，降低劳动强度，提倡科学

施肥，农作物病虫害科学防治，减

少化肥农药用量，提高化肥农药利

用率，开展农机农艺融合，深松深

翻，改土、推广秸秆粉碎还田，节水

喷灌，使农业达到绿色、优质高产、

节本增效、增收环保。

徐淙祥认为，农业、农村、农民

要全面贯彻落实科技创新强农精

神，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协调发展

农业，促进农业均衡发展，发展绿

色农业、循环生态农业，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提升农业科学可持续发

展，坚持农业开放发展，增强农业

纵向横向科技联合功能，增添农业

活力，使农业科学有序发展，加强

农业共享发展，增强人民福祉，提

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布局“人工智能+”国家战略 抢抓全球产业制高点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张骅

全国人大代表、皖北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党支部书记徐淙祥：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发展绿色高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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