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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脑机接口产业破局与发展路径研究 

 

2023 年被称为脑机接口1元年，脑机接口进入发展的活

跃期，应用的普及期，技术创新活跃，投资增速显著，成为

当下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我区优化创新环境，加强科技

创新研发，积极开展探索应用，取得一定进展。但也还存在

产业链不完整、研发投入少、普及难等问题，急需进一步加

强政策引导，激发创新活力，营造脑机接口科技创新氛围，

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加快培育形成产业生态，助力我区

高质量发展。 

                                                        
1 指在人或动物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的直接连接，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换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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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脑机接口已进入发展快车道 

（一）政策上，部委和地方密集释放政策信号，指明发

展重点和发展方向。国家层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

部、中央网信办、国家药监局、教育部等部委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将脑机接口列为重点发展产业，筹建脑机接口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推动两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立项，设

立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提供伦理指引，加强“双一流”

高校脑机接口学科建设等推动脑机接口基础研究、临床试验

及产业化发展。地方层面，北京、上海、浙江等 12 个省市

在相关政策中明确提出扶持脑科学和类脑科学，其中，北京、

山东等地将脑机交互康复训练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北京

率先发布了国内首个省级层面的脑机接口专项产业政策；天

津开设首个脑机接口专业方向，设立国内首个脑机接口产业

专项基金；上海首次举办全球脑机接口顶级学术会议；北京、

上海等超过 11 个省市成立企业、科研院所、医院组成的联

合实验室或创新中心；上海、湖南等地投入科研经费超亿元。

相关创新大赛、论坛会议活跃，其中，世界机器人大赛--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已经举办 7 届，北京、天津等 7 个省市分别

组织了脑机接口论坛，推动关键问题解决。 

（二）技术上，脑机接口发展进入普及应用新阶段。我

国已经形成覆盖基础层、技术层与应用层的脑机接口全产业

链。脑机接口正处于由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的重要阶

段，新的想法和技术正在得到积极的探索与验证。商业化应

用取得进展，投资增速加快，创投机构和科技企业纷纷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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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第一季度，全球脑机接口代表性企业超 500 家，

我国脑机接口企业超过 100 家，其中上市公司超过 20 家，

目前脑机接口下游较明晰的应用方向不少于 30 种2。国内脑

机接口相关专利数量持续增长，且申请量增速明显加快，从

2013 年起年申请量开始突破 100，2021 年起开始突破 1000，

截至 2024 年 10 月，累计申请量已达到 7265 件3。 

（三）解决方案持续增加，脑机接口展现出广阔的应用

前景。脑机接口应用主要分为医疗与非医疗两类，医疗领域

应用占 62%，其他领域占 38%4。其中医疗企业占 56%，非

医疗企业占 44%5。医疗领域，应用于帮助截肢、瘫痪、渐

冻症等患者实现对机械臂、假肢、计算机的操控等运动功能

恢复和癫痫治疗的多例侵入式6实验取得成功。应用于抑郁

症、自闭症、失眠、多动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多种精神类

疾病的非侵入式数字处方和康复设备陆续获得上市准许。工

业、教育领域，应用于矿业生产、电力巡检、石油石化、冶

金冶炼等行业施工、生产人员精神状态监测，“Focus 专注

力训练设备”等方面的脑机接口产品已经商用。娱乐、交通、

智慧家居、心理健康等领域，脑控 VR/AR 游戏、驾驶安全

智能防控、脑电波控制轮椅、脑控小车、可穿戴防晕车系统、

脑机 AI 智慧病房、“情绪 X 光机”等解决方案日渐增多。 

                                                        
2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脑机接口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报告（2023 年）》。 
3 数据来源：创新大脑脑机接口专利检索。 
4 数据来源：观知海内咨询整理（观知海内咨询信息网）。 
5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脑机接口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报告（2023 年）》。 
6 侵入式较非侵入式相比，侵入式需要通过手术将电极植入大脑皮层，获得脑信号更精准；非侵入式通过

脑电波、磁场等采集脑信号，不需要手术，更安全，但信号精度和稳定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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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区推进脑机接口应用探索及面临形势 

（一）我区初步实现从政策引导、科技研发到普及应用。

一是厚植产业发展土壤，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政策引导方

面，我区实施产业园区招商引资三年行动计划，对以中国—

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园为代表的科创型园区的高科技企业，实

施新设企业税收优惠和规模以上数字经济企业奖补，吸引超

过 50 家企业入园7。同时，我区还设有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

金和科技计划资金，对科技重大专项和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补

助。医疗资源方面，我区有三甲医院 94 家8，能为发展脑机

接口提供大量应用场景；产业集群方面，我区集聚了众多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材料制造等企业，其中，人

工智能企业已经达到 2043 家9，有利于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

二是设立重点实验室，科技攻关能力逐步加强。其中，广西

大学成立脑与智能研究中心，研制用于改善和提高认知记忆

功能的医疗装备和技术，包括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柔性电极，

目前取得一定进展；广西师范大学成立广西类脑计算与智能

芯片重点实验室，目前有 22 项相关课题取得基金支持；南

宁师范大学、广西科学院成立广西人机交互与智能决策重点

实验室，开展人机交互模型与关键技术等相关研究，为培养

人机交互与智能决策技术人才提供重要支撑平台；另外广西

还成立有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推动跨界产学研用协同创

                                                        
7 数据来源：广西云—广西日报 广西塑造园区发展新优势。 
8 数据来源：99 医院库。 
9 数据来源：企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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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目前我区已经取得一定技术积累，包括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上汽通用五菱在内的高等院校、龙头企业在脑机接口信

息传输、信号解码等方面开展研究，已有 10 余项专利申请10。

三是加强探索应用试点，应用成效初步显现。广西江滨医院

在宣武医院远程指导下首次实现在 1 名帕金森疾病患者体内

植入 8 触点脑起搏器，使患者重新具备行走能力，为未来的

医学治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神经外科团队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指导下，开展首例

“脑起搏器”手术取得成功。广西将“电子耳蜗”植入术等

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自治区人民医院、广西医

科大第一、第二附属医院、柳州、北海、贺州、百色、横州

等地方多家定点医院均可实施人工耳蜗植入。 

（二）产业链不完整，创新研发投入不足，应用范围小

等问题突出。一是相关产业链不完整。虽然我区在人工智能、

芯片设计等领域发展较快、企业不少，但业务范围均未涉及

脑机接口，在脑电采集、脑机接口产品服务领域的企业仍是

空白11。二是技术研发投入相对不足，研发成果不多。作为

学科高度交叉、科技密集度高、研发周期长、投入大、回报

慢的一项新兴未来产业，我区暂时没有脑机接口企业落户，

没有脑机接口专项支持基金，相关研究以高校为主。从公布

出来的数据来看，相关高校脑机接口研究基金规模小，以小

                                                        
10 数据来源：通过“创新大脑”输入“脑机接口”关键字检索专利。 
11 通过企查查搜索关键字，未搜到相关企业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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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题为主，以广西类脑计算与智能芯片重点实验室为例，

每项课题支持资金仅有2—8万不等12，在相关领域没有重大

突破。三是普及度不高。大众对脑机接口概念相对陌生，应

用领域范围窄。医疗领域，目前只有部分医院应用到比较成

熟的脑起搏器、人工耳蜗等脑机接口产品，对其他脑机接口

方面包括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缺乏探索应用，对提升整体医

疗、服务人民大众健康辐射效益小。在非医疗领域，几乎没

有应用，对经济拉动作用不大。 

三、对策建议 

（一）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脑机接口发展。完善鼓励脑

机接口发展的政策。在研发领域，设立脑机接口相关创新基

金、科技创新补贴、科研项目资助等加大资金支持；在应用

领域，探索将脑机交互康复训练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在

消费领域，实施税费减免等优惠措施；在审批监管环节，配

套优化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注册审批流程；在人才培养方面，

鼓励高校优化学科设置，开设脑机接口相关专业。在产业发

展规划方面，结合我区产业发展现状和脑机接口产业特点，

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将脑机接口纳入数字经济、未来产

业、健康产业发展相关规划，优化整合人工智能、大数据、

神经诊疗、工业制造、材料研发、生物科学、脑科学等科研

资源、医疗资源和产业资源配置，实现科研、产业界、临床

实践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全面协同与融合。 
                                                        
12 数据来源：广西类脑计算与智能芯片重点实验室关于公布实验室 2023 年开放基金、主任基金课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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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进、孵化科技成长型企业，激发创新活力。立

足区位优势，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人工智能

大会等平台开展脑机接口企业招商引资、洽谈、签约，引进

脑机接口上下游企业13落户我区。同时鼓励本土科技龙头企

业特别是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研发，加大孵化帮

扶力度，为相关企业提供算力、电力、数据等资源支持，提

升我区脑机接口领域科技竞争力。 

（三）成立相关创新联合体，培育脑机接口产业生态。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医疗机构开展广泛的国内、

国际合作，形成创新联合体，加强脑机接口基础理论、信号

采集、先进算法等前沿技术的研发能力，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与重要应用产品的攻关，提升脑机接口相关芯片、关键元器

件等基础工业的能力水平，推动脑机接口成果转化，打造技

术研发、实验验证，产业化推广的良性循环。 

（四）举办相关创新大赛、论坛，营造科技创新氛围。

依托中国—东盟数字创新大赛、机器人大赛、人工智能大赛

等设置脑机接口分赛场，集中展示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创

新，促进交流合作，营造科技创新氛围；依托中国—东盟人

工智能峰会、防城港国际医学创新合作论坛等平台开设脑机

接口论坛会议，推动脑机接口领域关键问题解决。 

（五）健全脑机接口监管体系，保障脑机接口健康发展。

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统一，完善多方参与、协同控制、
                                                        
13 上游包括芯片和脑电采集设备厂商、操作系统和软件厂商、数据分析商等，中游为脑机接口产品提供商，

下游包括医疗健康、教育培训、游戏娱乐、智能家居、军事国防等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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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互动的治理模式。从制度建设、标准规范、立法研究等

方面，健全完善行业统一政策，在保证技术进一步发展的

同时，加强统一监管和伦理指引，确保脑机接口技术的安

全应用。 

 

（执笔人：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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