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 数据安全管理使用指南 
1.概述 AI 数据安全管理是指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部署和使用过程中，对数据的收集、存

储、处理和使用进行保护，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这包括识别、评估、管理和减轻

与 AI 系统相关的数据风险。 
2.核心组成 AI 数据安全管理通常包括以下核心组成部分： 
• 数据治理：确保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和使用符合数据保护法规和隐私标准。 
• 风险识别与评估：识别 AI 系统可能带来的各种数据风险，并进行评估。 
• 风险管理框架：采用或开发风险管理框架，如 NIST 的 AI 风险管理框架。 
• 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开发可解释的 AI 模型，确保决策过程透明。 
• 安全性措施：实施安全措施，保护 AI 系统免受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 
• 伦理和合规性：确保 AI 系统的设计和应用遵循伦理原则和法律法规。 
• 持续监控和评估：持续监控 AI 系统的数据安全风险，并进行评估。 
3.风险管理流程 
3.1 风险识别 
• 识别 AI 系统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数据泄露、滥用、非授权访问等。 
3.2 风险评估 
• 对识别的风险进行量化和定性分析，确定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 
3.3 风险处理 
• 制定风险处理策略，如风险避免、转移、接受或缓解，并实施相应的控制措施。 
3.4 风险监控 
• 持续监控风险和风险处理措施的有效性，确保风险得到有效管理。 
3.5 风险沟通 
• 与利益相关者沟通风险信息，确保透明度和理解。 
3.6 风险审查 
• 定期审查风险管理计划的有效性，并根据组织变化和新的威胁进行调整。 
4.风险管理工具 
• NB Defense：用于 AI 漏洞管理的 JupyterLab 扩展和 CLI 工具。 
• Adversarial Robustness Toolbox：用于提高 AI 模型对抗性攻击的鲁棒性。 
• Garak：用于隐私保护的差分隐私库。 
• Privacy Meter：用于评估隐私风险的工具。 
• Audit AI：用于 AI 模型的审计和测试。 
• ai-exploits：收集 AI 相关的安全漏洞和利用工具。 
5.维护与管理 
• 定期更新风险管理计划以反映组织变化和新的威胁。 
• 确保风险管理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 培训员工以提高他们对 AI 数据安全风险的认识。 
6.应用场景 AI 数据安全管理适用于各种规模的组织，特别是那些处理敏感数据或依赖 AI 技
术进行决策的组织。 
7.优势 
• 提高安全性：通过系统化的方法提高组织的数据安全性。 
• 合规性：帮助组织满足各种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 降低成本：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降低潜在的安全事件对组织的财务影响。 
• 增强信任：提高客户和合作伙伴对组织数据安全管理能力的信任。通过遵循本指南，组织

可以有效地进行 AI 数据安全管理，确保数据资产的安全和保护，同时满足合规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