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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析背景與目的 

一、計畫背景與目的 

我國在新經濟發展浪潮下，面臨到許多發展問題，尤其是隨著數位科

技發展迅速，讓創新的本質不再侷限於技術層面，以智財、服務等無形資

產為基礎的營運模式帶來可觀的創新，產業轉型創新將為唯一的出路。但

是，國內對產業數位化轉型之意識不夠，且在少子化及老年化的人口結構

下，不僅數位人才有著嚴重的缺口，連評估如何導入數位的人才也有缺

口；另外還有傳統產業要走向智慧化，更需要政府協助提高自主轉型的動

機，也需要外部顧問團隊介入協助加速整合特定傳統產業鏈數位轉型等。

因此，為了引領我國逐步克服這些挑戰，蔡總統揭示新經濟的發展模式，

確立「創新、就業與分配」三原則。其中，在促進產業創新促使產業的升

級與結構轉型，行政院係透過設定重點創新產業(領域)的方式匯聚政府與

民間的資源和能量，期待能藉此引領我國經濟邁向創新驅動之發展階段。 

本計畫所進行的新經濟發展諮詢，即是希望在發展新經濟過程中，預

判將面臨到的發展關鍵問題，藉此平台進行深度討論而形成政策議題，成

為與各界進行政策執行協調與溝通管道，並透過與產官學民各界的意見

彙集，進行意見之可能性與可行性研析，最終能夠提出經濟部各局處解決

相關關鍵問題之相應的策略思維與作法，以作為經濟部相關政策的參考。 

由於本計畫係透過研析與議題分享討論的過程中，廣納各界意見，包

括法人智庫、新世代專家學者、新創或各界領袖菁英、公民團體、經濟部

相關局處司及其推薦代表等，在增加新世代的領域專家及青年世代等共

同參與之下，能釐清政府所推動或規劃中的新經濟發展的相關議題與政

策的缺口，協助政策執行方案的精進，及化解跨單位跨部會合作時的瓶

頸，縮短政策施行的磨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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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諮詢成果 

本計畫諮詢會議諮詢成果如下： 

1. 建立新經濟發展趨勢議題的觀察與蒐集機制：廣納各界關注之新

經濟發展趨勢關鍵議題。 

2. 政策趨向研析：經濟部相關局處因應特定新經濟發趨勢議題執行

中或規劃中相關之政策及政策議題之彙整與分析。 

3. 建立溝通/協調機制：以系統化的方式，建立公民團體、各界領袖

菁英、新世代專家學者等與產官學專業意見之溝通協調機制。 

4. 邀請諮詢專家機制：採機動的邀請方式，依諮詢議題領域，邀請

七大工商團體領袖與法人智庫代表作為諮詢專家，對新經濟發展

策略議題進行諮詢。 

5. 研提政策參據：藉諮詢會議所提之會議策略思維與方向，由參與

者共同研提策略建議，研究可行之政策推動作法，提出短期初步

政策建議評估報告，做為經濟部政策擬定之參考。 

三、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步驟 

依計畫需求，整體計畫架構將區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議題

蒐集與產生階段；第二階段為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階段，廣納包括法

人智庫、六大工商團體代表、新創界、各領域菁英或公民團體代表等

各界意見。 

➢ 第一階段—議題蒐集與產生階段 

議題主要來源分為以下兩種： 

1. 協調經濟部相關局處及法人智庫提供。 

2. 由研究團隊蒐集國內外資料及產學研各界意見，進行議題預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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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議題遴選準則：本研究團隊將以議題性質如創新性、前

瞻性、迫切性、重要性、影響力或解決能力等，進行議題研析，

以作為遴選議題優先順序之參考審查標準。 

  配合研發會規劃，協助召開議案研商會議：本研究團隊將對

前述議案來源的內容進行規畫與背景資料依遴選準則進行諮詢

議案趨勢之預判，並邀集部內長官與局處代表，召開議案研商會

議。會議中進行諮詢議題優先順序之排定，初步確認討論之議題，

然可因應情勢變更，保留調整議題之彈性。 

➢ 第二階段—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階段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是希望依經濟部政策需求，藉由各

界運用其專業、經驗與影響力，協助提出諮詢議題創意的想法，

並透過研究團隊深入的政策研析，強化諮詢議案的成果，以作為

政府部門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參酌運用。 

  在諮詢專家邀請方面，將依各場次諮詢議題領域，邀請工商

團體領袖代表、法人智庫、產業界、學研界等代表參與，本研究

團隊將配合辦理相關作業，包括諮詢專家邀請與聯繫，以及相關

會議召開等工作事項。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在召開前，本研究團隊將蒐集、彙

整及研析諮詢議案內容，製作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引言報

告，或邀請外部智庫提供引言背景說明。該報告中主要包括評估

相關建議之可能性和可行性，歸納形成可採行的具體作法。 

本年度計畫實施方法與進行步驟如下： 

(一) 召開議案研商會議：依計畫規定，配合經濟部政策研議之需求，  

盤點本年度重要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議題，再邀集專家學者或

相關局處司共同研議議題遴選，以協助研判諮詢議題的優先順

序。 

(二) 議案會前會或專訪：本研究團隊將針對遴選出的諮詢議題，透

過法人智庫或專家學者進行小型座談會或專訪的方式，適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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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其研究能量，預判議題趨勢，加深相關會議的規劃面向。 

(三) 諮詢議題內容研析與規劃：本研究團隊亦會對諮詢議題，邀請

局處司代表與會，共同尋求適合的引言或簡報人選，進行確認

是否為已經執行之政策等，據以擬訂出諮詢議案規劃工作報

告。 

(四) 召開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由法人智庫代表、新世代專家

學者、新創或各界領袖菁英、公民團體、本部相關局處司、邀

請的諮詢專家或專家推薦代表等，協助諮詢議案政策建議之聚

焦與優先性討論。 

(五) 最後，依經濟部內整體處理情形與政策需求，提供新經濟發展

策略諮詢成果報告供委託單位參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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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年度計畫執行情形 

本年度計畫執行專訪 9場次(參見表 1)、舉辦工作會議四場次、

諮詢會議會前會三場次、諮詢策略會議四場次(參見表 2)。於 3月

29日繳交「諮詢議案規劃工作報告」及 11月 29日繳交「新經濟發

展策略諮詢成果報告」，本年度三季的季報並於期限內繳交，包括第

1季季報於 4月 12日、第 2季季報 7月 12日及第 3季季報 10月 12

日繳交。 

表 1 本年度專訪領域專家彙整表 

專訪廠商 人員 日期 
專訪紀

錄 

1 臺灣矽谷創業家協會 趙式隆理事長 107/04/19 附件 3 

2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發

展中心 

林崇田處長 

107/04/23 附件 4 詹家銘博士 

丁俊仁博士 

3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孫承志副總 
107/04/30 附件 5 

陳岳煌經理 

4 
工研院產業學院人才

發展研究組 
周怡君總監 107/05/23 附件 10 

5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顧振豪主任 107/05/25 附件 11 

6 
創意引晴(Viscovery)

股份有限公司 
陳彥呈副總裁 107/06/26 附件 12 

7 碩網資訊 楊舒婷行銷顧問 107/08/09 附件 16 

8 宏碁雲端技術服務 馬惠群總經理 107/08/09 附件 17 

9 鈺創科技 盧超群董事長 107/08/10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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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年度工作會議、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及會前會彙整表 

會議名稱 日期 主席 會議紀錄 

工

作

會

議 

第 1次工作會議 
107/04/03  

上午 11時 

甘執行秘書

薇璣 
附件 2 

第 2次工作會議 
107/04/25  

下午 2時 

甘執行秘書

薇璣 
附件 6 

第 3次工作會議 

107/08/21  

下午 1時

30分 

甘執行秘書

薇璣 
附件 18 

第 4次工作會議 
107/08/30  

下午 3時 

甘執行秘書

薇璣 

參見第

42頁 

會

前

會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1次會議－「製

造業導入AI於生產流程

之發展議題」會前會 

107/04/30  

下午 4時 

甘執行秘書

薇璣 
附件 7 

第2次會議－「促進產業

應用AI所需關鍵人才之

培育與養成」會前會 

107/05/29  

上午 10時 

甘執行秘書

薇璣 
附件 13 

第3次會議－「促進中小

企業應用AI議題」會前

會 

107/07/12  

上午 10時 

甘執行秘書

薇璣 
附件 19 

新

經

濟

發

展

策

略

諮

詢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

議107年第1次會議－

「製造業導入AI於生產

流程之發展議題」 

107/05/18  

下午 2時 

龔政務次長

明鑫 

附件 8、

9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

議107年第2次會議－

「促進產業應用AI所需

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

成」 

107/07/10  

上午 9時

30分 

龔政務次長

明鑫 

附件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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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

議107年第3次會議－

「促進中小企業應用AI

議題」 

107/10/12  

下午 2時 

龔政務次長

明鑫 

附件

20、21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

議107年第4次會議－

「AI產業化發展議題」 

107/10/19  

上午 9時 

龔政務次長

明鑫 

附件

23、24 

註：第四次會前會改為各別洽詢各局處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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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成果 

根據 107年 4月 3日第 1次諮詢會議工作會議決議，本年度第 1

次諮詢會議主軸設定在 AI 應用議題，因此在首場諮詢議題，以製造

業導入 AI為主軸，探討 AI在生產製程所提供協助與未來發展，由於

會中諮詢專家討論熱烈，獲得多方產學界的建議與共識，因此，決議

本計畫因循此脈絡持續針對「AI 應用」可能涉及的關鍵面向分別進

行諮詢。本研究團隊經通盤研析後，擬訂本年度 AI 相關諮詢議題規

劃表如圖 1所示，然經由陸續反覆討論後，將本年度諮詢議題調整為

四大部分，分別就「製造業導入 AI 於生產流程之發展」、「促進產

業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成」、「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

「AI 產業化發展」等議題分別召開諮詢會議，如圖 2 所示，以下就

各項議題諮詢過程及獲得之共識，做一簡要說明。 

 

 

圖 1 本年度 AI相關諮詢主題之規劃(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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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年度 AI相關諮詢主題之規劃(調整後) 

第一節 議題一：製造業導入 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 

一、 會前訪談/座談會 

(一)議題研析 

根據 107年 4月 3日第 1次諮詢會議工作會議決議，諮詢會議討

論內容，應包括國外案例介紹及第一線的專家分享AI應用相關經驗、

國外成功案例介紹應以合適的產業別切入，瞭解其 AI 導入應用程度

及擴散，包括生產製造流程中過去依賴人的Knowhow如何轉換成AI，

其間所遭遇問題及如何克服，以及執行後所產生的效益等。 

國內 AI 經驗分享或由專家、廠商引入國內在產業領域或發展應

用 AI 有不錯成效的個案，經由分享從中瞭解 AI 導入不同領域時須

注意構面問題，以及需要那些支持的政策工具。 

(二)會前訪談 

為了研析第 1 次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主軸之 AI 應用議題，本研

究團隊遵照第 1 次工作會議決議，邀請深知 AI 領域、瞭解實際執行

面，或有實際導入經驗，能分析問題者等人選作為與會諮詢專家，如

表 3所示，包括臺灣矽谷創業家協會趙式隆理事長、財團法人金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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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中心林崇田處長，以及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孫承志副總經理，

以作為研擬諮詢會議討論主軸依據。各訪問專家領域如下： 

➢ 趙理事長目前從事於與 AI相關的創業，應用 AI於金融保險業， 

曾經與製造業洽談以 AI 解決製造業生產流程中之問題，因此，

深知製造業導入 AI 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特別是蒐集資料、

機器學習之資料標記上，目前製造業導入 AI 的問題是在如何將

人為判定的良率標準統一，而 AI 目前有很多限制，包括資料的

蒐集、提供標準化資料，此外，AI應用還是需要製造業領域專業

知識，協助制訂問題、準備資料、人工標記、並讓標記變成人工

智慧。 

➢ 金屬中心林處長長期協助扣件產業發展，協助導入智慧製造，而

近來更進一步應用 AI 於協助扣件廠商改善其生產流程，藉由工

業局的NICE計畫支持，首先投入協助廠商進行資訊化與自動化，

並優先導入 AI於檢測流程，將流程標準化，並運用 sensor 協助

人有限的感官判斷。 

➢ 和大工業在嘉義開設新的 AI 生產線，幾乎沒有人的關燈工廠，

運用其過去累積的資料庫與生產紀錄，包括檢測數據、設備所得

到的資訊回饋進行分析，得到更可靠的結果，並有即時生產數據

的系統可以查詢如生產報表、產能加工率、品質等數據，並運用

智能化設備與機器去進行量測，老師傅則協助調校參數的規劃與

最佳化，目標是機器設備能夠自動化調整參數，這部分有運用技

術處科專計畫於 4.0導入的經費，而學界教授的協助對走向智能

化的過程中有很大的幫助。為了協助供應鏈也能夠享受到智能化

所帶來的好處，甚至成立專門的智能化公司來幫助下游業者。 

表 3 第 1次諮詢會議前專訪 

日期 訪問單位 姓名 職稱 
專訪紀

錄 

107/04/19 臺灣矽谷創業家協會 趙式隆 理事長 附件3 

107/04/23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發 林崇田 處長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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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心 詹家銘 博士 

丁俊仁 博士 

107/04/30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孫承志 副總經理 
附件5 

陳岳煌 經理 

⚫ 在臺灣矽谷創業家協會訪談重點包括： 

1. 自動化是藉過去參數標準化後找出規則可以處理的部份，但人

工智慧是藉由足夠的訓練資料去深度學習後傳達給機器使生產

更有效率。 

2. 使用人工智慧的困難是在於如何定義問題，同時，產業界對現

在人工智慧能做到的事情有過度的想像。目前人工智慧較成熟

的部分是在於電腦視覺。 

3. 未來較複雜的人工智慧需要具領域知識的人和熟悉人工智慧的

人一起把問題定義具體單純的人工智慧問題。找出問題可藉由

實際執行第一線的人員去制訂問題，而在工作確保上，第一線

人員亦能找到在人工智慧轉型下的工作定位。 

4. 人工智慧需要足夠的資料，無論是人臉辨識、語音辨識都需要

有足夠的資料量，才能夠運作，並藉由使用者協同去修改錯

誤，如此可持續修正模型。 

⚫ 在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發展中心訪談重點包括：  

1. 目前傳統產業很少做到智慧製造，其中，涉及老闆決心及資金

成本。再者，人工智慧也需要搭配材料及產業的相關知識。 

2. 人工智慧是智慧製造的一環，由於目前自動化、感測器的裝設

也尚未到位，因此在生產資料蒐集上尚有所缺乏，要達到智慧

調模或是解決不良率都需要建立在資料充足之資訊化與自動化

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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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製造目前需求將開始增加，系統整合商數量尚不足以支應

未來需求，人才培訓將從產業知識開始，再增加人工智慧應用

知識與軟體開發培訓。 

4. 政府政策對於扣件產業的支持應該持續，後續輔導支持方向應

導入協助產業人工智慧軟體的部分。 

⚫ 在和大工業訪談重點包括： 

1. 由於過去持續累積生產記錄，包括檢測數據、設備資訊的回

饋，藉由許多大數據分析得到可靠的數值分析，進行調整模

型，並且將之視覺化，可供及時生產資訊的線上查詢，設備故

障也能遠端進行排除，減少停機的時間。 

2. 目前人工智慧主要應用於操作量測上，而在生產線中設置檢查

站，並設定檢查站的規格、項目和數值，而當生產項目不同，

則檢查站也能快速的得知應該檢查的項目規格和數值。 

3. 將老師傅經驗轉化成協助新產品參數規劃與最佳化，在新產品

研發中，發現生產上的問題並協助解決，老師傅也覺得慶幸可

以學到更多。 

4. 雖然目前因導入人工智慧使得生產線上人力減少，但中高階人

力需求增多。人才培訓則是以與大學的產學合作為主。 

5. 因人工智慧成功經驗，因此，成立人工智能化公司納入設備

商、系統商協作協助業界或下游業者。 

二、工作會議部分 

(一)初擬會議規劃 

為進一步討論第一場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討論之議題，研究團

隊提出初步會議規劃如下，議程中規劃一個議題引言報告，以及國

內外三個案例分享。 

(二)工作會議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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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相關議程於 107 年 4 月 25 日第 2 次工作會議進行討論，

希望邀請業界分享實務經驗與法人智庫貢獻其研究能量，作為引言

報告與案例分享人，經主席裁示規劃方向如下： 

➢ 引言部分，邀請資策會詹文男所長分享製造業案例、生態系、

國際鏈結等主題 

➢ 邀請工研院分享案例；自駕車則可邀請陳信宏所長分享。諮詢

會議的議題可將 AI的階段訂出來、碰到的問題、領域主題，例

如自駕車、案例報告等(第 2次工作會議記錄，請參見附件 6)。 

(三)諮詢會議會前會重點 

經由研究團隊根據工作會議討論方向，初步擬定諮詢會議議程

方向，與局處司代表，包括工業局、技術處、中小企業處與商業司

代表等進行「製造業導入 AI 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會前會討論

(第 1 次諮詢會議會前會結論，請參見附件 7)，會前會主席裁示事

項，如下： 

建議可邀請智庫分享執行 AI 議題經驗，並需要納入產業界聲

音，未來 AI 議題範疇尚可包括人才培育、製造業、IP、新創、法

規、自駕車等議題納入 AI 討論的範疇中，也可分享國內、國外實

務案例等。在案例分享部分，技術處推薦工研院余孝先協理來分享

執行 AI 應用製造業的經驗、沛星的林軒田、清大簡禎富副教授、

台大林守德教授等具製造業實務經驗的人亦可邀請來分享。 

三、諮詢會議議程規劃 

根據會前會之建議進行講者邀約，並且考量國內外案例分享的需

要，洽邀資策會詹文男所長、工研院余孝先協理，並且邀請金屬中心、

和大工業等專訪過的廠商進行案例分享，而再洽邀國際大廠 IBM 來

談其應用 AI 案例，並且將本年度所規劃的四場諮詢主題進行說明，

邀請參與的專家提供意見。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1

次會議」會議議程規劃與說明如下，會議紀錄及講者簡報請參見附件

8及 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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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諮詢會議部分 

(一)會議主題分享重點摘要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1次會議」於 107年 5月

18日下午舉辦，規劃一個引言報告與四個案例分享，而微軟案例雖未

於議程中，但微軟亦進行案例分享，故共有五個案例分享(詳見附件 8-

1~8-6)。 

⚫ 在引言報告中，由資策會詹文男所長分享人工智慧對台灣產業的

影響與策略，其中，分享人工智慧的定義、目前的發展、對台灣

產業發展的關鍵性及台灣發展的挑戰，最後提出我國人工智慧發

展之策略。台灣面臨的挑戰包括： 

1. 市場面：內需市場狹小、國際化能量不足 

2. 技術面產業價值系統面臨多元挑戰 

3. 法規面：AI發展面臨法令適用議題 

4. 人才面：產業所需人才不足 

⚫ 台灣人工智慧產業發展策略重點如下： 

1. 發展人工智慧演算法解決重點產業應用需求 

2. 發展技術共通平台，加速產業應用及推廣 

3. 佈局智慧科技終端裝置所需 AI專用晶片 

4. 人工智慧人才培育與養成 

5. 檢討修訂智慧科技相關法令規定 

⚫ 在製造業導入 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由 IBM陳世祥副總經

理進行 IBM協助國際製造業大廠實際導入 AI之分享，製造業導

入 AI可以達到雙向管理、人工成本與時間之節省、穩定品質、縮

短停機時間、節省維修時間等，而特別提及現在開始進行 AI 導

入計畫的重要性以及及早準備： 



15 

 

1. 現在是採用人工智慧的時機，而可採行 AI 人工智慧後將會有

優勢。 

2. 數據資料的準備，必須確保資料的來源與真實性，而資料就是

未來數位時代的企業競爭優勢。 

3. 結盟的合作夥伴關係，製造業需要與掌握科技的企業進行合作，

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建立 AI優勢。 

⚫ 在 AI 實際應用在製造業生產領域方面，和大工業分享人工智慧

應用於汽車軸件生產，和大工業於嘉義大埔美精密園區建立全檢

的智能產線，因應汽車零件供應鏈的市場轉變，製造精度與單價

均高的產品，其中，生產需要更多的工序整合與連續式的生產模

式，以 AI解決生產模式少量多樣、檢測物 3D特徵的差異以及生

產環境油水及鋼材種類的差異。於製造業生產流程中導入 AI 時

選擇，會需要對於治具、工件的誤差或缺陷、歧異的容忍程度；

導入 AI 是否會太複雜計算而產生延遲、或是軟體若有漏洞可能

影響安全性，導入 AI的幫助包括： 

1. 可以藉由數據分析，發展加工機具加工能力的差異，再據以調

整。 

2. 機械業常面臨到的工件汙染，可以藉由 AI協助改善。 

3. 產線現場幾乎無人化操作，而人員可以在場外監看數據來判別

問題。 

⚫ 在扣件產業導入 AI應用方面，由金屬中心詹家銘博士進行分享。

扣件產業多數處在人工作業和生產資訊數位化程度低的生產模

式，面臨市場削價競爭、市場需求偏向少量多樣且特殊形態，因

此，扣件產業需要進行轉型。過去仰賴人工依照經驗進行試製/調

整/巡檢，未來將導入 AI，建立設備製程感測、以系統 AI模型建

立，協助扣件模具調校，進行壽命預診與線上品質全檢。因此，

扣件產業導入 AI，主要是優先應用在將老師傅經驗轉化、協助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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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快速成形設計之效率提升及扣件品質預檢應用的三大區塊。實

施 AI導入扣件產業解決主要產業痛點，其成效包括： 

1. 可彈性生產、快速換線：新產品開發試作效率提升 50%；調磨

時間減少 75%，紓解人力不足及改善技術斷層。 

2. 品質監控、生產追溯：降低不良品混料 90%以上、降低巡檢頻

度 75%及人力；降低不預期停機 90%、模具壽命提升 1.5倍。 

⚫ 在印刷電路板應用 AI 協助瑕疵檢測方面，由工研院余孝先協理

進行分享。PCB產業相當仰賴人工作業，工作環境具危險性且長

期處於缺工狀態，因 PCB成品瑕疵檢測項目繁多，且仰賴人力作

複檢，而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可以大幅減少假瑕疵，而其中難以由

機器判斷者，可再由人工進行判斷，減少企業的損失，實施 AI導

入之後，減少 40%的瑕疵篩檢量，使效率大幅提升，未來將可由

持續動態的調整人工智慧模型將能有效提升系統準確定與穩定

性。然而，面臨到的問題是： 

1. 人工智慧模型設計須要依不同的應用調整，專業 AI 人才需求

高； 

2. 當導入產線時，若遇到從未蒐集過的重大瑕疵，會造成漏檢的

問題； 

3. 產業需要具有高準確度與高運算速度的瑕疵檢測技術。 

⚫ 微軟分享其智慧製造加速計劃，由葉怡君總經理進行分享。從智

慧機械與智慧製造所需到的困難，諸如 Cost-down 觀念、服務轉

型困難、太多示範場域，缺乏實際導入客戶、缺乏明確誘因，政

府補助有限、缺乏諮詢整合人才、對雲端科技的抗拒等。建議面

對台灣智慧製造可以從技術整合、產業鏈結、跨界人才來推動，

說明如下： 

1. 技術整合策略：國內外平台接軌、利基產業 AI 化、服務化，

強化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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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鏈結策略：專注 A+產業，建構 SaaS 服務、建立 A+典範

客戶、從硬到軟配套輔導方案 

3. 跨界人才：跨領域學程、智慧製造 office化 

(二)諮詢會議重點摘要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1次會議」於 107年 5月

18日下午舉辦，邀請製造業導入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領域專家、

學者及業者等 45位與會參加進行交流與討論。 

本次諮詢會議從製造業導入 AI 時所需要關注的面向出發，與會

專家提及除了製造業之外，服務業 AI 的應用也有發展機會，而需要

關注的是 AI應用需要產業的領域知識，因此，在 AI人才除了 AI技

術之外，也需要跨領域的人才，需要產學研的橫向連結，此外，在老

師傅經驗需要保留下，應用 AI協助經驗傳承，將可協助製造業 AI應

用效益提升。臺灣製造業多是中小企業，對於 AI 導入解決產業困境

的效益與作法未必有所瞭解，需要 AI 產業顧問團來提供協助，而當

評估導入 AI 成本過高，會影響業者意願，因此，應另建立公版解決

方案，協助中小企業以租代買模式採用，將有助於業者降低應用 AI

之成本，而由於產業行業特性不同，AI可優先採用的程度不同，可藉

由公協會來釐清政策可以優先協助之處。本次諮詢會議重點摘要如下

(附件 9)： 

1. AI現況 

(1) 就技術面來看，AI 的 3 種機器學習方式中，最成熟的是監督

式學習(Supervise learning)，亦即提供資料及標準答案讓機器學

習；惟現階段仍遭遇很多的挑戰，像是企業資料機敏性問題，

以及產業的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等。 

(2) 臺灣在 AI的投入，遠遠落後於世界先進國家，舉機器人為例，

在國外，從原本笨拙的機器人發展至今越來越優化，因為國外

看到的是一個產業，例如應用於照護、飯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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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往後也要多注意服務業的 AI 發展，尤其以先進國家的

GDP占比，服務業均高於製造業。 

2. AI人才議題 

(1) 臺灣有很多人才，但都是單領域而非跨領域，也凸顯法人研究、

學術界與產業間缺乏橫向連結的問題。 

(2) 臺灣教育目前最大問題在於學校老師太專精於某個領域，導致

跨領域難以整合，亦找不到合適人才。 

(3) AI的重點應該放在整合與跨界的人才；因此，臺灣發展 AI的

第一步應該從人才開始培養。 

(4) 也許可以思考讓快退休或已退休的老師傅與 AI 培訓人才相互

交流學習，直接讓業界具備專業的人可以回饋新的知識到產業

界，協助原本產業做改善。 

(5) 建議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以專題報告方式取代論文，使產學合

作能更深入融合。 

(6) 在智慧機械方案中，已請全國學校盤點學校中機械領域與 IT

資訊的課程，並嘗試設計出兩者能相互交疊的課程，但是相關

課程的教授也是一大問題；但至少一步一腳印，知道問題才能

對症下藥，由政府、教育界、學研界及企業界共同研商，合作

培養跨領域人才。 

3. AI公版議題 

(1) 推動自動化、智能化或 AI 之前，需要將企業的知識或資料標

準化及數位化，但是臺灣中小企業沒有這方面能力，建議政府

可以推行公版使用，再慢慢優化演進。不過，中小企業很可能

也會因公版買斷費太貴及後續維修費等因素而卻步；建議公版

以租代賣的模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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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立一個聯合資料中心(Data Center)，企業，可由第三方公正

單位，協助各企業機敏資料上架，發展可行的共通方案，讓沒

有資源做 AI資料標記的小型企業，把資料標記的工作外包。 

(3) 因應臺灣廣大的中小企業，有了公版，企業後續容易依循或修

改，確實能幫助降低進入智慧化的門檻。 

(4) 公版解決方案相當值得參考，但是投入的成本以及後續智慧財

產權(IP)等問題，需要再特別注意。 

4. AI產業政策 

(1) 建議政府先釐清如自動化、智慧自動化或有 AI 的智慧自動化

等名詞的定義。 

(2) 建議政府 AI 發展的論述少一點，訂出短中長期目標，務實性

最重要，按部就班逐步完成。 

(3) 各行業自動化或智慧化程度不同，政府給予支援的程度也應不

同，建議可透過公協會釐清各產業可加入智慧的元素。 

(4) AI 是幫助臺灣製造業提升良率與效率的元素，建議不用再侷

限於在臺灣國內的 AI 企業，也可以與 IBM、微軟等 AI 應用

技術成熟的企業合作。 

(5) 發展 AI 產業以及發展以 AI 為基礎的產業是兩件事，建議不

宜過度深化對 AI的看法，AI只是生產過程中最佳化的方法。

因此，AI應該是達成某個目標過程中的「手段」。 

(6) 可以由法人找具有 AI 專業的人組成 AI 產業顧問團，將企業

所遇到的困境轉譯成 AI語言，將會是一個可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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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議題：促進產業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成 

一、 會前訪談/座談會 

(一)議題研析 

由第 1 次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與會委員均提及 AI 人才培育之

重要，因此，根據 107年 5月 21日經指示，第 2場會議擬針對 AI

人才與法規等面向進行相關諮詢會議工作規劃。 

在探討產業 AI應用時，對關鍵人才議題的方向定位主要有二，

其一在促進跨領域人才交流，有產業 Knowhow(knowledge)者與 AI

新創業者或人才進行交流，如老師傅和 AI業者交流；其二是 AI產

業顧問團之建立與運作方式。，在 AI 法規議題方向定位，包括公

版平台(公版雲)應用智慧財產權與法規調適問題，以及相關資料上

架的聯合資料中心(產業 data center)的共享做法與法規問題。 

(二)會前訪談 

本研究團隊於 5、6 月進行會前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與業者的專

訪，如表 4所示。在產業人才培訓領域方面，以與產業人才培訓相

關的產業學院人才培訓組周怡君總監為優先；與 AI 等創新領域法

規多所研究的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顧振豪主任；另在協

助中小企業導入 AI 應用的創意引睛公司陳彥呈副總裁，以作為研

擬諮詢會議討論主軸依據。各訪問專家主要資歷領域說明如下： 

➢ 周總監為工研院產業學院人才發展研究組，曾配合產業界之需求

規劃人才培訓課程等，因此，期藉由其經驗分享，瞭解產業界針

對 AI應用人才的養成與培訓概況與發展。 

➢ 顧主任為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主任，長期協

助政府打造優質的科技與新興產業發展法制環境，研究領域包括

科技研發法制、資通安全法制、數位安全法制、電子商務法制、

中小企業創新創業法制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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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副總裁為創意引晴(Viscovery)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副總裁，以協

助許多中小企業導入客製化 AI 之經驗。該公司係透過自行開發

專利算法，自動分析並標籤大量的圖片與影片，將圖片與影片中

視覺內容轉化成結構化、多維度、含有高度商業價值的 Visual 

Big Data （視覺大數據）。VisionAI 服務廣泛應用於電子商務、

智慧零售、媒體廣告、工業 4.0等領域。  

表 4 第 2次諮詢會議前專訪 

日期 訪問單位 姓名 職稱 
專訪紀

錄 

107/05/23 
工研院產業學院人才

發展研究組 
周怡君 總監 附件 10 

107/05/25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顧振豪 主任 附件 11 

107/06/26 
創意引晴股份有限公

司(Viscovery) 
陳彥呈 副總裁 附件 12 

⚫ 在 AI人才訪談重點包括： 

1. 目前產業界對 AI不了解，因此，經由對於 AI能否用來解決問題，

或開出 AI人才職缺的調查，發現產業界的需要還沒有出來。 

2. 領域知識 Domain Knowledge 對於和 AI人才的合作是困難的，需

要磨合與摸索，需要將問題界定清楚，AI才能做。 

3. 跨領域的溝通很重要，建議未來邀請的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可以從

人力培訓的單位進行邀請，目前 AI領域方面較強的是大學、人工

智慧學校和工研院巨資中心等學術研究機構。 

⚫ 在相關法規訪談重點，包括： 

1. 雖然 AI所需要的資料是沒有著作權或專利權的問題，也就不會有

法律的保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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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I所使用的資料屬於大數據，因此，大數據所面臨到的問題，運

用 AI時也會遇到，當擁有數據、能夠高速運算處理大量資料的大

型企業，是否會造成以數據操控市場的競爭態勢，又例如數據取

得、個資、比對、設計等問題，演算法公開以及可能產生的不透

明狀況、課責問題，在機器學習的過程中，如何去做判斷，是否

會涉及歧視的問題，演算法是否需要去揭露，而當演算法發生問

題時，要如何做責任歸屬的判定等，這都是法律層面上尚待解決

的議題。 

3. 建議可邀請目前研究 AI法律議題的專家，包括交大科法所陳鋕雄

老師，主要在 AI 醫療應用領域，以及台大黃銘傑老師是專精 AI

等新興科技應用影響競爭的法律議題。 

4. 在中小企業應用 AI時，可能遭遇的法律議題，如包括資料釋出的

互利機制、商業模式、演算法公開、可責性、決策透明化、資料

規模與公平競爭、客戶隱私等。 

⚫ 在中小企業要用 AI訪談重點: 

1. 中小企業應用 AI作為數據分析，投入最大的工作是在於將資料數

據數位化，未來 AI有可能會變成是針對特定領域的套裝模組，如

同防毒軟體，可直接裝到主機中，軟體會自己收集資料，接著還

會去客製化，而目前可以做得到的是需要上傳資料，然後可用一

個按鈕得到一個客製化的結果，而目前還需要一個懂得機器學習

的工程師做客製化，但要達到如防毒軟體般的程度還需要很久。 

2. 目前製造業中的公版軟體主要是在瑕疵檢測方面，針對特定產業

產品類型的瑕疵檢測，例如紡織、零組件等，但目前廠商應用的

反應不佳，主要是檢測的效果不佳，目前機器學習也做不到僅用

少數樣本就能夠找出瑕疵，對於廠商而言，還是需要以客製化做

瑕疵標記資料庫的累積，建立使用者介面(UI)。 

二、 工作會議部分 

(一)初擬會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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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於 5月 22日向委託單位提出建議，將 AI人才與法規

分為二個場次分別進行，在獲得委託單位同意後，於 5 月 24 日提

出初步 6月 26日會議規劃，議程中規劃，包括一個議題引言報告，

以及三個面向：國內外 AI人才培訓案例分享、台灣 AI培訓概況，

以及產學如何培育產業界所需 AI 人才等。針對如何培育可協助企

業利用 AI 發揮效益的人才？產業 AI 人才訓練需要政府何種政策

協助?來進行討論。 

1. 國外 AI人才培訓案例分享：擬邀請微軟分享 AI人才專業計畫，

主要該公司開放用於內部培訓的最新 AI 學習項目（Professional 

Program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及分享微軟內部已經有超

過 1,200 名員工通過實體和線上參加課程的經驗與成果。 

2. AI人才培訓：請台灣人工智慧學校，透過一流的師資、「做中學」

的教學方式以及與產業的連結，培養第一流人工智慧技術人才的

同時，也與業界共同界定可以人工智慧解決的問題，讓人才的培

育與實務的挑戰緊密結合。 

3. 第三個面向學校如何培育產業界所需 AI 人才案例，尋求學校單

位與高科技廠商及研究單位，如生產力中心、工研院等有長期雙

贏的產學合作機制和伙伴關係，提供學生產業實習和實證研究機

會的案例。 

(二)工作會議重點 

初步相關議程於 107 年 5 月 29 日，與局處司代表，包括工業

局、技術處、中小企業處與商業司代表進行「促進產業應用 AI 所

需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成」會前會討論(第 2 次諮詢會議會前會結

論，請參見附件 13)，經主席裁示事項，如下： 

➢ 保留原有的引言報告 

➢ 簡報為五大部分，原有的「AI人才訓練與產業深度連結案例」、

「學校培育產業界所需 AI 人才案例」以及更換題的「跨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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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AI 人才培訓課程訓練分享」，並增列「資訊服務業培訓領域

人才的經驗分享」及「產業出題、AI解題案例分享」等兩項 

➢ 在國際 AI人才培訓分享，除微軟，包括 Google、IBM及輝達等

皆可作為相關國際 AI人才案例分享 

➢ 可邀約第一場參與嘉賓，並鼓勵與會者用簡報方式發表意見與分

享 

三、諮詢會議部分 

(一)會議主題分享重點摘要 

由於原訂 6 月 15 日會議因時間調動，而將開會日期順延至 7

月 10 日，故再依指示進行議程調整，但因改期造成簡報人及委員

出席意願不高，因此再順延至 7 月 22 日，研究團隊再依指示，因

會議目的係蒐集各界意見，簡報單位不宜由政府單位擔任，因而將

會議調整為一個引言報告及三個主題分享(詳見附件 14-1~14-5)。其

中在主題分享重點如下： 

⚫ 在 AI 人才訓練與產業深度連結案例分享，係由臺灣人工智慧學

校執行長陳昇瑋進行分享  

1. 目標：以人工智慧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 

2. 產業AI化的四大挑戰：實戰人才的缺乏、資料基礎建設不足、

找對問題不簡單、產學之間鴻溝。 

3. 產業共通挑戰：瑕疪檢測、自動流程控制、預測性維護、原

料組合最佳化。 

4. 臺灣人工智慧學校目的：產業 AI化的軍校、能讓領域專家+

人工智慧，以及讓「找不到人才」不再是障礙。 

5. 分享—夥伴計畫，包括企業及學術夥伴，由企業／學界出題，

學員組隊解題，然後結業招募活動。招生班別，技術領袖培

訓班及經理人周末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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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資訊服務業培養領域人才經驗分享，由國眾電腦(LEOSYS)王超

群董事長分享。國眾是專注致力協助企業客戶規劃、建置、技術

支援、IT維運管理、優化資訊流程與提高客戶的產業附加價值及

創新資通訊(ICT)之科技基礎建設。運用網路、整合通訊、資訊安

全、資料中心、及企業資源規劃顧問、ICT顧問咨詢、IT委外服

務與教育訓練等加值服務，專門為不同客戶設置的客服關懷服務

中心，提供客戶所需之量身訂製，符合產業之上、中、下游之系

統整合應用與各種資訊設備及通訊科技等方案，協助客戶專注其

產業的加速發展。相關重點包括 

1. 資訊服務業與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的協調與溝通經

驗：包括工業及服務業個案分享。 

2. 跨領域人才間溝通的難度，如何尋求解決方式的個案分享。 

3. 未來應如何深入將經驗的能量由點(個案)擴及至面(產業)：建

立 AI領域共用資訊平台，媒合 AI人才及商機、結連產學研

合作發展 AI應用。 

⚫ 在跨國企業之 AI人才培訓課程訓練分享，由微軟、IBM等 AI專

業計劃：通過一系列實踐操作和專家導師的線上課程，提高人工

智慧研究員、數據科學工程師的實作經驗及工作技能，為員工提

供工具、培訓和指導。 

1. 微軟分享人工智能的整個課程包括 10項技能，每項技能需要

8 至 16 小時才能完成，涵蓋主題包括如何使用 Python 程式

語言處理數據、人工智慧的倫理，以及如何建立各種類型的

機器學習模型。完整學習該課程後，會獲得 1份數位證書等。 

2. IBM在 AI人才發展，包括共同建構 AI生態體系、共同協助

企業打造私有雲 AI服務等。 

(二)諮詢會議重點摘要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2次會議」以「促進產

業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成」為主軸，於 107年 7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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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召開，邀請有關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培育與養成議題領域專

家、學者及業者等 51位與會參加進行交流與討論。 

會議討論聚焦在 AI 人才需要具備應用 AI 之產業領域知識，而

且 AI 資料蒐集尚需要持續累積，為了讓製造業能夠導入 AI 也應該

增加相關知識與資訊的擴散，此外，由於國內外 AI 平台提供通用型

AI工具，因此，產業應用 AI之技術門檻將持續降低。除了 AI軟體、

系統整合議題之外，AI 硬體也就是晶片的研發，因為臺灣有硬體生

產基礎之優勢，政策上應該要協助臺灣AI產業朝軟硬整合模式發展。

會議紀錄摘要如附件 14，本次諮詢會議重要結論如下：  

1. AI跨領域人才議題 

(1) AI領域已吸引非常多人才投入學習，長期而言，AI人才不會

是臺灣的問題，但對相關領域知識的瞭解，才是 AI 人才培育

更需要重視的部分。 

(2)訓練 1 名工程師瞭解產業 Knowhow 需要 2 至 3 年，但訓練企

業內部的員工寫程式只需半年，效率相對提高，故人才一定要

從產業中培養。 

(3) AI 的應用就是情境開發，關鍵就是培養情境開發的人才來橋

接資料科學家與專業領域的人才。 

(4)臺灣的 AI 專業人才應該涵蓋臺灣特有的訓練，亦即，人才培

訓可以再與硬體作結合，而不是再與全世界走相同的AI課程。 

(5)目前金融業 AI 應用人才明顯不足，除需要外界顧問協助外，

加強人才訓練是重要議題，AI 人工智慧學校等機構若能開放

兼職的訓練課程，讓金融從業人員有機會獲得 AI 相關知識，

對金融業 AI應用發展非常有助益。 

(6)對於 AI 人才議題，傳統產業現階段可能會有一些困難，但是

在臺灣人工智慧學校或國際級雲端供應商(Cloud vendor)所提

供免費課程、訓練的資源支持之下，長遠來看，AI人才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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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不成問題；最令人煩惱的應是如何讓人才留在公司內、不

被挖角。。 

2. AI平台架構 

IBM、微軟、宏碁、Facebook、Google 等提供通用型 AI 工具

供大家開發、使用，AI技術門檻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3. AI晶片研發 

(1)AI能跨足的業態太多、太複雜，應該從 AI的根著手；AI的基

礎技術就是 AIIC；臺灣應該在「AI On chip」進行突破，在

前線支援 AI的發展，才有後續的應用、加值。 

(2)建議經濟部正式成立一個 AI組織(AI core center)，學習MIT與

IBM合作的概念，執行自主開發 AI On Chip的構想。 

(3)將 AI 嵌入硬體的軟硬體整合模式，是臺灣的製造強項之一，

建議政府 AI政策可以多著墨。 

4. AI相關知識與資訊的擴散 

多數公司希望能跟上 AI時代，但對 AI如何應用卻相當陌生；

藉由本次會議，瞭解到原來國內有許多 AI 人才的應用或課程，如

果能讓更多企業接觸這些資訊，透過類似青創楷模的活動或分享會

議等，一方面能增加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能加速培植臺灣 AI新

創。 

5. AI資料蒐集議題 

(1)希望政府能制定與國際接軌的資料跨領域運用法規。 

(2)政府應該要從政策的角度，支持並宣導「資料也是公司的數位

資產」，協助企業更容易獲得投資申請和補助。 

(3)企業關心的是 AI 應用，因此數據資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企

業通常不會主動提供，政府應透過交通、教育、醫療等管道，

讓企業願意釋出，AI才有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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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I產業政策方向 

(1)臺灣可藉自主技術與產業來引領人才培育，產業要先成形，人

才就會留下來。 

(2)人才培育要先確定臺灣 AI 產業的願景，未來所有的東西都有

AI的成分，確立發展方向後再培育領域人才。 

(3)隨著 AI工具技術平民化，首先會面臨 SI公司增多，假設又只

侷限在臺灣國內市場，容易導致削價競爭；因此，在大量培育

AI人才的同時，也應考量整體性問題。 

(4)中國大陸出版的《人工智能基礎高中版》，背後所代表的是一

種不得不思考 AI的決心，AI儼然成為普遍性的知識，建議臺

灣能更早從基礎教育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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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議題：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議題 

一、 會前訪談/座談會 

(一)議題研析 

依指示重點，第 3 次諮詢會議討論重點在促進中小企業 AI 用

及 AI 法規等面向，因此，將前者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討論，包括協

助中小企業應用 AI 顧問團，以及前次諮詢會議委員提及促進中小

企業應用 AI公版等議題，後者則針對中小企業應用 AI法律議題，

進而瞭解在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 會遇到的問題，以及未來政府尚

可以運用何種策略來協助中小企業多應用 AI來產業升級等。因此，

本研究團隊在確認第 3次諮詢會議的主軸後，進行第 3次新經濟發

展諮詢會議規劃。 

(二)會前訪談 

本研究團隊進行中小企業領域專家學者與業者專訪，包括碩網

資訊、宏碁雲端技術服務公司馬惠群總經理，以作為研擬諮詢會議

討論主軸依據。各訪問專家領域如下： 

➢ 碩網資訊：專精在自然語言處理及資料萃取，結合智慧檢索、機

器學習、相關性引擎、語意分析等核心技術；開發完整的大數據

解決方案，讓客戶有效管理企業內外部各種複雜、巨量、變化快

速的資訊流，幫助客戶在大數據時代掌握關鍵致勝先機。 

➢ Acer宏碁雲端技術服務公司：結合自有的高效能伺服器與雲端資

料中心維運經驗，針對欲快速導入雲方案或是對現有虛擬化環境

進行優化管理，推出宏碁宏雲平台 Acer Smart Cloud Builder解決

方案。架設在虛擬層上的雲閤(Cloud Smart Portal)，提供 IT 系統

虛擬化後完整的資源與服務管理工具，節省了建構私有雲的整體

成本，讓企業即刻享有私有雲彈性使用的便利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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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 3次諮詢會議前專訪 

日期 訪問單位 姓名 職稱 專訪紀錄 

107/08/09 碩網資訊 楊舒婷 行銷顧問 附件 16 

107/08/09 宏碁雲端技術服務 馬惠群 總經理 附件17 

⚫ 在網碩訪談重點包括： 

1. 在開發 AI 應用中，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將客戶的 QA 資料庫建置

起來，而這就是使用者最關心的議題也是最大的痛點，但這項知

識盤點是導入機器人服務最辛苦的部分，因為過去資料並無這樣

的系統和邏輯化歸類，之後，還需要對資料盤點後進行分析，再

導入聊天機器人，即便是導入聊天機器人還是需要不斷的調校。 

2. 在應用服務的開發方面，針對對話式商務，希望將與使用者對話

後導入介接應用面及消費階段，未來將做語音導入，這需要強大

的自然語意理解功能，最後則是規畫多語系的服務。 

3. 希望政府協助部分：補助 AI參展的攤位費用，而發展醫療 AI等

領域很需要數據資料，但數據數位化以及隱私問題是現階段發展

困難之處。 

4. 未來 AI 應用方面：在 AI 服務機器人發展之後，未來 AI 應用的

熱點會在哪裡? 需求會在哪裡? 相對於硬體上，軟體並不像硬體

這麼的受到投資人青睞。 

⚫ 在 Acer雲端訪談重點如下： 

1. 目前正在開發 AiForge 平台，該 AI 平台架構可分為 5 個部分，

包括環境(工具)(Setup Environment(tool))、資料庫(Prepare Dataset)、

模型(Select Model)、訓練模型(Train Model)、運用(Deployment)等，

其中在環境(工具)、模型和訓練模型的部分適合通用的部分，而

可就產業別分行業性質提供平台的解決方案，滿足 AI 需求，此

種作法為租賃的方式，因為 AI 架構中有許多工具常再改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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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雲端提供這些工具比較快，若有額外需要則可以加購工具或功

能。 

2. 推動 AI 開發架構最大的投入成本可能是在資料，例如，需要在

工具機上加感測器，感應資訊、長時間累積與蒐集資料、訓練分

析可靠性，以這種方式取得資訊可能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但企

業可由應用 AI解決甚麼問題來思考解決方案會較有效率。 

3. AI晶片大概分為高階的晶片，例如 GPU晶片，另外一種則是用

於加速的 Inference晶片，此種 AI晶片需要省電而且效率更好的

執行，也可以做成外接式的加速晶片，但此種晶片不適合作訓練，

臺灣廠商或許有機會，而政府可以協助做些什麼? 

二、 工作會議部分 

(一)初擬會議規劃 

經由會前訪談，研究團隊在 6 月 20 日提出初步擬出第三場新

經濟發展諮詢會議規劃，包括引言報告，以及中小企業應用 AI 下

的顧問團、公版以及法律等三個主題。 

1. 顧問團主題：由於工研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投入 AI 在各產業應

用研究，其所開發的 AI 技術之智慧製造巨量資料分析可應用於

製造生產流程中，由工研院來分享協助中小企業經驗以及工研院

過去建置顧問團之經驗，分享 AI 顧問經驗以及顧問團協助中小

企業之作法； 

2. 在公版主題：由洽吧智能公司分享 AI 公版作法建議，如產業間

成立一個聯合資料中心(Data Center)，企業機敏資料問題，可由第

三方公正單位，如政府認證過的法人等，協助各企業資料上架，

發展可行的共通方案，讓沒有資源做 AI 資料標記的小型企業，

效仿 Amazon Mechanical Turk 模式，把資料標記的工作外包。 

3. 在法規主題：由於應用 AI 所需要討論的法律議題，包括資料釋

出的互利機制、商業模式、演算法公開、可責性、決策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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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規模與公平競爭、客戶隱私等議題，則由我國科技及產業政

策法制智庫、產業共通性法律制度推手的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二)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經與研發會溝通後(第 3 次工作會議記錄，請參見附

件 18)，將初步擬定諮詢會議議程方向，與局處司代表，包括工業

局、技術處、中小企業處與商業司代表等雖於 7 月 12 日進行「促

進中小企業應用 AI 議題」會前會討論，決議包括：顧問團主題，

將請局處司再推薦人選；在分享協助中小企業應用 AI 經驗主題，

加邀陳彥呈副總裁及謝尚亨總經理(詳見附件 19)。由於會議於 10月

召開，精進中小企業應用 AI 的分享，因此重新調整規劃內容後，

並於 8月 24日至 29日分別與商業司、技術處、工業局及中小企業

處分別就相關議題討論，其相關建議如下，另修訂後之第 3次諮詢

會議規劃如下表： 

表 6 第 3次諮詢會議之規畫 

訪問時間 單位 主要建議重點 

107/08/24 商業司 

1.公版議題，雖然公版以低門檻的技術應用方

案提供中小企業，但以商業為例，零售大小

或是零售餐飲需要不同，公版應要有差異 

2.建議可邀請使用端，如 7-11 或全家等較有新

興技術應用之零售通路使用端與會表示意

見，促進開發者與使用者之交流互動 

107/08/27 技術處 

1.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可納入，例如世豐螺絲(之

前技術處曾邀請) 

2.建議可增加軟體或 SI廠商，如研華與華碩雲

端 

3.法人建議可洽邀工研院余孝先、資策會詹文

男  

4.服務業可能是較大規模的企業才會使用智慧

商業 



33 

 

107/08/27 工業局 

1.因多屬中小企業，建議可增加中小企業的商

業範疇中可能應用的零售領域 

2.因邀請上博主講，建議可加入其使用者端的

業者，如銓寶、橋樁 

3.建議可思考AI能協助的應用領域來洽邀人員 

107/08/29 
中小企

業處 

1.建議多洽邀可能對AI有需求的廠商與法人代

表，例如:中小企業總會、連鎖加盟協會等。 

2.因中小企業不知 AI可以提供的協助如何，如

果市場需求端沒有起來，則使用者少，供應

商的價格降不下來，則造成新創目前在台業

務拓展非常困難，甚至可能會放棄臺灣市場。 

3.可邀創新軟體服務業者，如盾心、行動貝果、

創意引晴。 

4.建議簡報 1 可洽邀 AI 新創業者創意引晴-陳

彥呈取代趙式隆。 

三、諮詢會議部分 

(一)會議主題分享重點摘要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3次會議，基於討討論中小企業

AI 應用，因此，洽邀優拓資訊公司黃鐘揚顧問、Acer 雲端技術服

務公司馬總經理及上博科技謝總經理分享如何協助中小企業應用

AI案例，並邀請參與的委員提供意見。三位主講者在主題分享重點

如下(詳見附件 20-1~20-4)： 

⚫ 黃顧問「協助中小企業與 AI新創合作應用 AI」議題分享重點： 

1. 中小企業為何/如何使用 AI 的三大原因：強化整體企業效率，

提高企業競爭力；智慧代理人，降低成本，提高效能；創新商

業模型，創造智慧生活商機。 

2. 如何建立國際競爭力（以優拓為例）:低成本、高品質(資料取

得易，訓練成本低)；與巨人共存共利(分層合作，分散平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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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國際發展較易(產品技術預留國際化彈性)；資本人脈善循

環(敢衝刺、但以數據為依歸)。 

3. 對 AI 新創建議：認清產業技術、市場、資本結構，訂定四年

計畫。 

4. 對中小企業建議：多接觸新知、善用工具、用新時代思維來考

量發展策略，改變公司文化。 

5. 對政府建議：認清台灣戰略地位，制訂 AI產業發展策略。 

⚫ 馬總經理「促進中小企業應用通用型 AI」議題分享重點： 

1. AI 開發三部曲：直接安裝 AI 所需各階層軟體，

Container(Docker)、如何共享資源 

2. AI開發的五個程序：Setup Envirnment、Prepare Dataset、Select 

Models、Train Models、Deployment 

⚫ 謝總經理「促進中小企業應用通用型 AI(CIMFORE 工業 4.0智慧

製造平台經分享)」議題分享重點： 

1.台灣企業為什麼需要工業 4.0五大原因：大量生產的位置改變、

少量多樣的生產需求趨勢增強；人口老化、人才流失、技術斷

層、缺工問題日益嚴重；台灣大部分中小企業，規模小、資源

有，數位化與創新力不足；因應全球分工，台灣要升級，一地

設計，多地製造，全球交貨。 

2.企業轉型升級面臨的四大挑戰：費用高昂、跨領域整合型人才

欠缺、改變人員舊有作業模式，挑戰大、費時、成效慢。 

3.若只改善管理，沒掌握生產細節，成效有限。 

4.導入工業 4.0 的五大步驟：(1)智慧化步驟：標準化、數位化、

自動化、智能化；(2)流程優化、建立協同作業平台，導入標準

化、優化作業方式與效率；80/20 法則：單點突破、優化段作

業方式；技術＋KNOWHOW+軟體=自動化、減少錯誤、提升

效率；數據收集+演算法=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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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來的發展方向-以電子商務為例，透過平台服務形成聚落，可

磁吸包括外包服務等機會。 

 (二) 諮詢會議重點摘要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3次會議」於 107年 10

月 12日下午舉辦，邀請有關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議題領域專家、

學者及業者等 44 人，會議記錄如附件 20，本次諮詢會議重點摘要

如下(附件 21)： 

1.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 

(1)中小企業缺乏的是 AI 文化、學習利用 AI 來解決問題，對 AI

的需求還停留在 nice to have，而不是 must have的階段；因此，

成功案例分享相當重要，讓大家開始思考、看見 AI技術，或是

藉由產業領袖訓練營、AI服務顧問團產業(公會)交流媒合會等，

促進企業應用 AI。 

(2)通用型 AI 對於中小企業來說，是非常適合推動的方向；中小

企業通常沒有資源深入瞭解 AI，若能有這樣的工具，可以讓中

小企業很快找出解決方案。 

(3)AI有三件事很重要：資料、領域知識與方法(AI運算或機器學

習)，AI 應結合產業的領域知識來發展，但是企業經常忽略領

域知識或資料的傳承；因此，AI發展還是需要回歸資料的本質

來思考。 

(4)臺灣在某些領域的資料非常豐富，像是 manufacturing、medical、

customer experience 等，而且臺灣很早期就有參與 open data，

希望能建立 data open的機制。 

(5)從軟體服務產業來看，最底層的雲端、平台已經飽和，而往上

一層是各種 AI 應用工具開發，臺灣應該還有一些機會，或許

可以運用現有國際大廠的平台，做出優質、更到位的客製化軟

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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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臺灣是理想的測試場域，但是 players太多、溝通耗時；希望政

府協調提供多個測試場域，中小企業可以聯盟方式，有共通性

需求，政府再補貼一些經費，讓 AI 新創公司能夠導入更多 AI

服務測試。 

(7)建議政府建立一個 AI 供需媒合的平台，挑選合適的產業，讓

具備 domain knowhow解決方案的 AI新創公司進駐，形成一套

solution package list。  

2.中小企業 AI人才 

(1)臺灣產業界的人才都是搶輸資通訊產業，業者應該思考與資通

訊產業合作，導入能量比較快。 

(2)資通訊人才應該還是要思考轉型；過去我們有生產者優勢，但

在未來 AI 應用的時代又該如何定位？政府要認真思考臺灣勝

出的機會是什麼，如果持續把資源放在不會贏的地方，永遠也

不會贏。 

(3)畢業生的 AI 技術與實際職場落差很大，可以讓研究所一年級

的學生到公司實習。 

(4)很多公司其實不是真的需要 AI 核心技術的人才，大多還是在

labeling、backend application(後端應用)等，也許公司內部只需

要 2 位核心人才作為種子負責擴散，其他 AI 應用人才靠企業

自行訓練應該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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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議題：AI產業化發展議題 

一、 會前訪談/座談會 

(一)議題研析 

本研究團隊依照107年7月26日委託單位指示，因前三場議題都

與AI「應用面」相關，而第2次諮詢會議與談人也提到AI產業化是

臺灣AI產業發展的契機，因此，著手規劃第4次諮詢會議以AI 硬體

或AI on chip作為方向進行議題規劃。 

為了深度研析AI晶片可以討論的內容，研析AI晶片硬體議題發現： 

1. AI晶片硬體大致上分為通用晶片和客製晶片(特殊應用晶片如

ASIC) (可重複程序設計的晶片如FPGA)兩類，而目前可以想到的

全世界大廠如科技巨頭 Google、蘋果、微軟、Facebook、阿里、

華為都在研發客製化晶片以符合各自的需求1。由於晶片發展速

度變慢，而透過 CPU、GPU此類通用型晶片不能滿足科技巨頭各

自業務所需的運算功能、性能等，因此，針對不同 AI 應用，自

主研發FPGA或ASIC客製晶片，同時，也為了擺脫對生產通用型

晶片大廠的依賴，而原本晶片大廠的英特爾、高通、輝達、AMD、

賽靈思等也在各自優勢領域持續開發晶片。 

2. 雖然AI目前大量的應用還是在雲端，但是也開始出現了從雲端向

終端轉移的趨勢，AI預期有七大應用市場，包括汽車、安防、醫

療診斷、語音智慧音箱、智慧手機、智慧城市和工業2。 

3.對於AI晶片推動，科技部目前AI已有預算投入： 

(1)考量人工智慧（AI）與太空科技發展等重要性由科發基金挹注

科技經費27.9億元，科技部並提出半導體射月計畫，未來將連

續4年、每年投入10億經費，強化我國半導體產業在人工智慧

（AI）終端產業核心技術競爭力，預期關鍵技術具突破性發展

或AI終端應用市場成熟，能在2022年AI關鍵年時我國AI發展能

                                                      
1 https://technews.tw/2018/04/25/war-of-ai-chip/ 
2 https://www.eettaiwan.com/news/article/20180302NT61-AI-chips-explosion-2018-pa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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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得先機3，特別是在AI終端關鍵零組件供應方面。 

(2)推動人工智慧技術發展產業供應鏈關鍵技術研發，對外徵求六

大研究領域的提案，評選出20個研究團隊執行，聚焦在智慧終

端的前瞻半導體製程與晶片系統研發，技術核心分為四大主軸：

(A)人工智慧晶片；(B)新興半導體製程、材料與元件技術；(C)

下世代記憶體設計與資訊安全；(D)前瞻感測元件、電路與系統。 

若臺灣要從硬體製造到晶片研發或設計，尚需要投入大量的資

源，運用國家的資源投入推動AI晶片設計研發發展，除了晶片的代

工之外，也要往上走到晶片的上游。然而，從各大廠(主要是晶片需

求端/使用端)都跨入晶片的研發來看，通用型的AI晶片已無法滿足

需求，客製晶片的需要大增，科技部以產業AI化(臺灣AI行動計劃)

為主軸的研究領域提案導向是一種找到AI產業應用領域而再進行

晶片設計的做法，因此，AI晶片潛力很大，臺灣研發客製晶片的應

用場景可能是醫療領域、自駕車領域等，而目前國內相對於中國大

陸，廠商數不多，也很需要協助推動國內應用場景客製晶片的設計

廠商發展。 

(二)會前訪談 

為了研析第4次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主軸之AI 硬體或AI on 

chip的AI晶片發展議題，本研究團隊8/10拜會盧超群董事長進行專

家訪談，參見表7。在第2次諮詢會議中，盧董事長提及AI core center

的想法，以及AIIC的概念，建議招集各方優秀人才，仿造次微米

計劃，成立AI on chip的研發團隊或研發中心進行開發，由政府協助

推動AI晶片的發展。因此，就AI晶片議題拜訪盧董事長，以形成AI

產業化發展諮詢會議之議題依據。 

鈺創科技公司係 1991 年 2 月成立，是國內率先投入 VLSI 

記憶體開發工作，承攬國家級「次微米計劃」設計工程，開發8吋晶

圓次微米技術，為台灣 DRAM、SRAM 產業奠定深厚基礎，目前

專注於利基型緩衝記憶體產品 (Application-Driven Buffer Memory) 

                                                      
3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22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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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系統晶片 (System-In-Package) 之設計與產銷。而盧超群董事長

不僅為鈺創科技董事長、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曾任全球半導體聯

盟董事、亞太領袖會主席、全球主席等要職，深諳半導體發展的生

態體系，經訪談，他提供”未來10年再創指數型經濟成長：矽電子

世代4.0加乘AI/IoT (5G)”，如附件22-1。另其他訪談的重點，包括： 

1. AI晶片研發將走入異質性整合載板發展的階段，因此，臺灣在此

有發展的機會，可突破既有晶片模式，開發新的 AI 晶片架構，

朝向發展 accelerator 晶片創新，特別是在臺灣有發展優勢的醫療

領域，有發展創新 AI晶片的機會。 

2. 在 AI人才方面，主要是 AI能不能形成產業，人才願不願意留下

來投入 AI 產業發展，因此，現在缺的是吸引人的計畫或方向、

公信力強烈的領導團隊以及對的 AI題目。 

3. 現階段政府的計劃和決心影響了未來 AI產業化發展能否成功。 

表 7 第 4次諮詢會議前專訪 

日期 訪問單位 姓名 職稱 專訪紀錄 

107/08/10 鈺創科技 盧超群 董事長 附件 22 

二、 工作會議部分 

(一)初擬會議規劃 

為了聚焦第 4 次 AI 產業化發展議題之討論主軸與邀約名單，

107年 8月 21日進行第 3次工作會議，第 4次議程規劃說明，包括

引言報告及 3個主題： 

1.把握創新AI晶片開發主題：涉及AI晶片開發，經由訪談得知未來

發展將走入異質性整合載板發展的階段，且臺灣在此有發展的機

會，可突破既有晶片模式，開發新的AI晶片架構，朝向發展

accelerator晶片創新。因此，請盧董事長分享AI on chip之概念及

AI晶片臺灣的發展機會。 

2. AI晶片應用領域與發展機會主題：科技部目前資助AI晶片研發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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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有初步成果，並與民間企業合作，團隊將邀請新思科技

(Synopsys)作為學界與產業界合作案例分享，主要係新思科技為

半導體設計EDA/IP供應商與科技部半導體射月計畫旗下國家實

驗研究院(NARLbes)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與臺灣多所頂尖大

學研發團隊代表簽署AI研發深耕計畫合作意向書。目前已有生醫

AI的系統單晶片完成設計定案(Tape out)，原先這項研發僅止於概

念性的雛形，但大學團隊透過與新思科技合作，由新思提供中央

處理器(CPU)，讓研發能獲得重大突破，邁向生醫相關的系統晶

片目標。因此，由新思科技的陳志寬總裁暨共同執行長，分享AI

晶片合作經驗以及選題方向。 

3. AI產業化主題：由於工研院資通所闕志克所長為ACER馬總與盧

董都有提到可以邀請的人選，也是盧董覺得可以做為AI on chip團

隊成員。闕所長多次提到臺灣AI晶片有軟硬機會，尤其台廠具備

較佳硬體實力，若能與軟體技術整合，將有利於搶攻深度學習市

場商機。而工研院的軟體技術與國際AI framework(深度學習框架)

大廠相互整合，希望能邀請闕志克所長分享AI相關硬體產業化議

題。 

 (二)工作會議重點 

在 8月 21日召開第 3次工作會議，主席裁示重點，包括： 

1. 議程中可納入鈺創科技盧超群董事長談 AI core center如何實際

運作發揮效益，並且可從 AI硬體延伸的產品鏈去思考討論的議

題內容， 

2. 硬體邀約名單可請工業局呂正欽副組長推薦。 

3. 可由研究團隊藉由個別洽詢方式，請各局處司提供相關意見。 

因此，針對第四場諮詢會議議程初稿，於 8月 24日至 29日

分別與商業司、技術處、工業局及中小企業處分別就相關議題進

行討論，在局處司規劃訪查後，其相關建議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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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第 4次諮詢會議之規畫 

訪問時間 單位 主要建議重點 

107/08/24 商業司 1.第四場 AI產業化發展議題，商業司屬於

應用端與使用端，此議題無直接相關 

2.研華為硬體與軟體廠商，協助商業發

展，可邀請與會。 

107/08/27 技術處 1. AI 議題大廠會先加入，小廠較困難，因

此，製造業參與會較容易。 

2. 建議洽邀聯發科梁柏松為議題 2之講者，

可談困難與想法。 

3. AI 產業化亦可邀請華碩副總裁葉嗣平來

談。 

4. 可參考 AI SRB智慧科技和半導體資料，

邀請廠商參加。 

107/08/27 工業局 1. 建議洽邀製造商，如瑞昱、智原、創意、

聯發科、Nvidia、廣達等業者 

2. 建議可邀議題 2 可洽聯發科，談 AI on 

chip的想法和困難。 

3. 建議第 4 次的第三個議題，可邀請廣達

較積極布局的廠商，來談其 AI應用服務

領域。看選題和市場機會。 

4. 4.SRB 會議對智慧科技和半導體領域已

選題在製造、自駕車和健康領域。 

107/08/29 中小企業

處 

1. 建議第四場的簡報 1 和簡報 2 合併成簡

報 1以 AI硬體為主的議題 

2. 簡報 3則可以納入AI軟體服務產業化的

議題，例如 Fintech和醫療應用廠商，軟

體推薦科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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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可找程九如、行動貝果代表參與。建

議南京資訊和國眾電腦列入第 4 次會議

委員名單。 

4.AI 產業化可將重點放在資服業者如何變

成具有 AI能量。 

 

後在「把握創新 AI晶片發展、應用領域與發展機會」主題增

列聯發科技企業策略本部梁伯嵩處長(技術處、工業局推薦)、華碩

葉嗣平副總裁(技術處)；在「AI軟體產業化」主題，增列科智企

業公司顏均泰總經理(中企處推薦)。 

在 107年 8月 30日與研發會進行第 4次諮詢會議之工作會

議，主席裁示重點包括： 

1. 第四場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應於 10月份舉辦 

2. 報告人依會議內容排定優先順序，同時，洽邀與會委員應與議

題有關為優先 

3. 擇日與龔次長報告會議規畫。 

根據第 4次工作會議之主席裁示，並在洽邀報告人之後，進

行議程的調整，包括聯發科技改為智慧裝置事業群游人傑總經理

(技術處、工業局推薦)、科智公司改為麗暘科技陳凌鋒執行長。另

於 107年 9月 4日向龔次進行報告，經鈞長指示可針對第 4次會

議規畫指示進行報告人與委員之邀約，若有不足，則再依研究團

隊所提之參考建議名單順序進行邀請。 

三、 諮詢會議部分 

(一)會議主題分享重點摘要 

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 107年第 4次會議，聚焦討論 AI產業化

發展議題，分成兩個部分討論，其一是 AI硬體的晶片，其二是

AI軟硬整合的 AI終端產品來看，而 AI軟體部分在第一與第二場

次均有所討論了，因此，AI晶片部分，洽邀鈺創電子盧董事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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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把握創新 AI晶片發展、應用領域與發展機會議題，而在 AI軟

硬整合產業化發展議題，邀請麗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凌鋒執行

長以及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黃立仁組長來分享，並

且邀請參加與會的委員提供意見。相關講者簡報請參見附件 23-

1~23-4： 

⚫ 盧事長以「促把握創新 AI晶片發展、應用領域與發展機會」議題

分享重點： 

1. 半導體科技正扮演多元應用的智慧核心：透過人工智慧應用

在即時視頻流、VR/AR、無人機、3D 列印、智能汽車及家居

等。 

2.矽世代 4.0 異質性整合將可創造類摩爾定律經濟成長，衍生巨

大商機：矽世代 4.0(矽╳非矽異質性整合+功能╳價值之微縮

法則+奈米級系統設計)所創造的商機，並以視覺微系統為例。 

3.科技新世代 Intelligence 5創造指數型經濟成長：透過 HI╳AI╳

IoT(5G)技術引領到新加值整合(VI)與普世智慧(PI)的新紀元。 

4.台灣 AI晶片發展的四大挑戰 

(1) 垂直整合：系統應用為垂直，應以獎勵誘導從水平分工走

向垂直整合；要有領導計劃支持，以及上位政策指導。 

(2) 鼓勵創新方面：鼓勵年輕人創新、勇於嚐試，不要怕發明

創新。 

(3) 留才政策方面：減稅、獎勵以及產學研三界連結人才。 

(4) 形成產業：形成下世代 AI產業，創造就業；以產帶學，以

學支持產。 

⚫ 麗暘科技陳執行長「AI軟硬整合產業化」議題分享重點： 

1. AI軟硬整合：主要係架構在大型 AI公司服務下，提供專業領

域的 AI雲端與硬體設備整合服務，透過 Robelf NLP及 P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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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平台整合，發展 IP Cam、Smart Speaker、桌上、中及大型

機器人等產品載具。 

2.未來智能載具的改變：從現被動單向（消費者必須使用喚醒語

啟動）到主動雙向（機器人透過深度學習，AI主動學習，達到

主動性功能）。 

3.透過 AI Cloud在專業領域定制軟體服務及在智慧家庭等 AI落

地應用，包括大數據蒐集及分析、AI雲端分析系統，連結機器

人及智慧音箱等提供包括商用、家用、上至老人下至小孩，以

及軟體業、電信業、IoT業等工作場域使用。 

4.軟硬整合再結合 AI數據產生的應用服務案例分享。 

⚫ 工研院資通所黃立仁組長分享「AI on Chip」議題分享重點： 

1. AI圓滿了大、人、物：大指有效的 AI來自大數據訓練；人指

人工智慧；物係指遍在智慧，從雲到端的智慧裝置。 

2. 從數據到系統應用的過程中，軟體比硬還要重要。 

3. 從國際生態鏈找出台灣的機會，包括： 

(1)如何有效地訓練 AI模型。 

(2)從伺服器代工到 AI訓練系統。 

(3)AI晶片軟硬整合開發環境介紹。 

(4)基於台灣半導體強項的 AI：記憶體內運算部分，由 32位元

進階到 8位元、到 1位元的軟體問題：仿生神經網路將成為

未來的大戰場（包括下世代非揮發記憶體、類比式 Spiking 

Neural Network等。 

4. 提供物聯網嵌入式 AI解決方案、產業 AI化的加速工具、邊緣

運算最佳化，以及嵌入式 AI系統晶片等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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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諮詢會議重點摘要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4次會議」於 107年 10

月 19日下午舉辦，邀請 AI產業化發展議題領域專家、學者及業者

等 51位與會參加進行交流與討論。會議主要聚焦在 AI on Chip、AI

晶片人才、AI 資料與學習等三個議題上，會議紀錄詳見附件 23。

本次諮詢會議重點摘要如下(附件 24)： 

1. AI on Chips 

(1)半導體做一個晶片需要 5 年、至少需 10 億元的經費，才能做

出保護軟體利益的東西，因此 IC設計最重要的是要跟軟體、跟

應用的人合作，也就是半導體的異質資源整合(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建議政府投入資金，並請台積電、聯電與 IC設計

公司合作，作出一個比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更厲

害的架構。 

(2)建議政府可以統合業界、研究機構與學校資源，開發出一個類

似 Intel AIB(先進介面匯流排)的介面，模仿 DARPA Chips 

program 的概念，設定幾個重要應用領域進行整合，作出具體

的成果；未來對於一些資本額不大的中小企業，在晶片設計或

使用上，就可以有公版作測試。 

(3)相對於雲端運算(cloud)，edge端具有少量多樣、成本低的特性，

可優先投入；不過，開發 edge端可能會面臨的問題是，AI 模

型若要應用在 edge 端必須經由轉換(conversion)，但是目前轉

換工具五花八門，未來假設在產業界或由政府促成平台之下，

要先取得共識。 

(4)在 AI 發展初期，很多中小型的企業或國家，會有各式各樣的

需求，FPGA(現場可程式化邏輯閘陣列)正好具備少量多樣的特

性，相信是臺灣 AI發展的契機。 

2. AI資料與學習 

(1)AI是資料科學，必須先從客戶端拿到資料，但要客戶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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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很高的信任；事實上，不同產業間有很多數據是可以整合

的，目前欠缺一個平台或有效的方案；建議政府可以作為橋樑，

介接AI新創與大公司，背後有政府掛保證，提高彼此的信任感。 

(2)雖然我們可以預見中國大陸的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得最快，世界

上卻沒有幾家企業願意將private data交給他們；相對地，大家

更願意相信臺灣，尤其臺灣的硬體製造非常強，因此臺灣在AI

領域更有世界化發展的潛力。 

(3)現在有許多國際AI巨人，但是臺灣一定要發展自己的自然語言

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我們不可能仰賴

Google、Amazon，或是中國大陸科大訊飛、騰訊、百度等，把

臺灣自己的語料資料或是資安賭在世界其他地方。 

3. AI人才 

(1)人工智慧就是工人智慧，需要擁有領域知識的「人工智慧訓練

師」協助AI持續精進，但目前企業內部普遍缺乏瞭解AI的員工；

政府可以透過工研院或資策會等智庫成立產業輔導團，協助企

業從事AI相關專業人才訓練。 

(2)目前很多AI新創沒有明確的商業模式，臺灣培養的是AI技術領

袖或人才，但缺乏商務及國際化能力培育，導致產品侷限在地

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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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主軸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目的是希望在新經濟的發展過程中，

預判面臨到的發展關鍵問題與政策議題，此平台做為與各界進行政策

議題發想與意見溝通管道；透過與產官學民各界的意見彙集，提出輔

助經濟部內各局處對新經濟關鍵問題之相應的策略思維與可能作法，

以作為經濟部相關政策的參考。 

本年度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四場次會議均聚焦在 AI 政策議題，

而從製造業、人才、中小企業以至於產業化發展作為主軸，第一場次

以「製造業導入 AI 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為主軸，從製造業導入

AI的案例中去討論生產流程應用 AI時的議題；第二場次以「促進產

業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成」為主軸，討論 AI關鍵人才培

育，如何橋接 AI 人才與產業界合作，資訊服務業培訓跨領域人才的

經驗可以如何應用到 AI 人才培育，以及跨國企業 AI 人才培訓課程

訓練分享；第三場主軸是「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議題」，討論議題是

協助中小企業與 AI 新創合作應用 AI 議題以及促進中小企業應用通

用型 AI議題，第四場「AI產業化發展議題」，重點放在把握創新 AI

晶片發展、應用領域與發展機會議題以及 AI 軟硬整合產業化議題。

四個場次的會議主軸與召開時間如表 9： 

表 9 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討論主軸與召開時間 

場次 AI政策發展議題 討論方向 時間 

第一場 

製造業導入 AI 於

生產流程之發展議

題 

• 製造業導入 AI 於生

產流程之發展議題 

• 製造業應用 AI案例 

107/05/18 

第二場 

促進產業應用 AI

所需關鍵人才之培

育與養成 

• AI人才訓練與產業深

度連結案例 
10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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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服務業培訓領域

人才的經驗分享 

• 跨國企業之 AI 人才

培訓課程訓練分享 

第三場 
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議題 

• 協助中小企業與 AI

新創合作應用 AI 議

題  

• 促進中小企業應用通

用型 AI議題  

107/10/12 

第四場 
AI 產業化發展議

題  

• 把握創新 AI 晶片發

展、應用領域與發展

機會議題 

• AI軟硬整合產業化議

題  

107/10/19 

二、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執行流程 

針對 AI政策所召開的四個政策發展議題，研究團隊除了進行 AI

議題領域內之專家、學者、業者專訪之外，也與局處司進行議題規劃

會前會，並在與委託單位召開議題規劃之工作會議之後，確認新經濟

發展策略諮詢會議議程與當中之各項規劃，如邀請報告人及與會邀請

名單等。 

由於 AI 領域相當新，針對該領域之專家、學者及業者進行拜會

與訪談有助於釐清 AI 政策中關鍵的議題，特別是對 AI 發展與推動

中的政策現況、發展問題、政策介入方向與可能的推動做法進行討論，

提出 AI 政策發展之各場次討論議題，作為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主軸

方向之參考依據。 

三、 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結論 

綜合四場次聚焦 AI 政策發展議題的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會議結論系統整理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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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AI政策方向與重要結論 

AI政策

方向 
重要結論 

AI人才

培育與養

成 

⚫ 執行面： 

1. 跨領域 AI人才培育需要橫向連結：結合產業領域知

識、AI 技術與資通訊產業整合的跨領域人才急需培

育，法人研究、學術界與產業界缺乏橫向連結。 

2. 產業內 AI人才訓練效率高：因產業內人才具有產業

knowhow，從中訓練寫程式只需要半年，效率較高。 

3. 初期導入階段核心人才訓練：初期企業對於 AI人才

需求在於 Labeling 或 Backend application(後端應用)

上，因此，只需要 1-2 位 AI 核心人才做為種子負責

擴散，而 AI應用的人才可則由企業內部自行訓練。 

4. 採行與資通訊業者合作方式導入：產業界應思考與資

通訊業者合作，而非自行培育或雇用 AI人才，導入

能量速度會比較快。 

⚫ 課程面： 

1. AI 人才訓練課程：可結合臺灣在硬體產業優勢，加

入特有之硬體特色。 

⚫ 人才議題面： 

1. AI 應用情境人才：可協助資料科學家與專業領域人

才協助以 AI解決問題。 

2. AI 國際市場開發人才：目前臺灣 AI人才侷限於技術

領袖或人才，而缺乏對商務及國際化能力之培育，導

致產品侷限在地化市場。 

3. 人才留用：長期而言，人才培育與養成應不是問題，

而人才留用對企業才是重要挑戰。 

加強 AI

效益宣導 

1. 推動中小企業應用AI，目前欠缺是 AI文化以及用 AI

解決問題，對 AI需求不是 must have的階段。 

2. 宣導中小企業成功解決方案，讓業者了解 AI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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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小

企業應用

AI 

1. 中小企業可應用 IBM、微軟、宏碁、Google 等通用

型 AI工具與平台架構進行開發與使用，AI 技術門檻

不高。 

2. 產業界以會議說服會員廠商，教育業者了解像是聯網

等重要概念。 

AI產業

化 

1. 晶片類型：AI發展初期，對於 AI晶片應用領域會是

少量多樣，因此，FPGA(現場可程式化邏輯閘陣列)是

臺灣可發展的契機。 

2. AI 資料：雖然中國大陸 AI技術發展得很快，但國際

上的企業對於將 private data 提供給中國大陸是有疑

慮的，因而願意相信臺灣，再加上臺灣硬體製造的潛

力，因此，臺灣在 AI領域有全球化發展的潛力。 

3. 產業供需：隨 AI工具技術平民化，國內市場又有侷

限性，SI或是 AI公司的增加容易導致削價競爭，大

量培育人才的同時也需考量市場的整體需求規模。 

4. AI軟體機會：AI軟體服務中的雲端和平台已經飽和，

而各種 AI應用工具與客製化軟體的開發服務是臺灣

的機會。 

AI資料

建置 

⚫ 公版議題： 

1. 中小企業可藉由 AI公版降低進入智慧化門檻，特別

是在對企業知識或資料標準化及數位化能力較為不

足，中小企業可依循公版或修改優化公版內容。 

2. 公版的解決方案所投入的成本以及後續智慧財產權

(IP)的問題需要特別注意。 

⚫ 領域知識與資料面： 

1. 推動 AI 需要結合資料、知識領域與方法(即 AI 運算

或是機器學習)等，AI應結合產業領域知識來發展，

然而企業經常忽略領域知識或資料的傳承，因此，AI

發展還是需要回歸資料的本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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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新經濟發展議題後續延伸討論方向 

  經由新經濟發展諮詢會議討論，針對 AI政策發展議題未來可執

行或發展之建議如表 11： 

表 11  AI發展之政策建議 

AI政策方向 重要建議 

AI 人才培育與

養成 

⚫ 在教育與培訓方面 

1. 加入台灣硬體優勢：AI人才訓練課程可結合

臺灣硬體產業優勢。 

2. 培訓 AI應用情境的人才可協助資料科學家與

專業領域人才，以 AI解決問題。 

3. 課程與師資：可參考智慧機械的方案，盤點學

校機械與 IT資訊領域可以相互交疊的課程，

但學界師資是一大問題。 

4. 老師傅產業領域知識的協助：應讓快退休或已

退休的老師傅等專業人士可以回饋產業知識給

AI人才，協助藉 AI進行產業改善。 

5. AI教育：中國大陸有 AI業者與高中合作，出

版人工智能基礎高中版教科書，AI教育可以

向下從基礎教育著手。 

6. 促進產學：建議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以專題報

告取代論文，以求產學更融合。 

⚫ 在結合產業方向 

1. 鼓勵職場實習：避免產學落差，建議 AI 技術

相關研究生可到職場實習。 

2. 為了顧及產業界之需要，AI人工智慧學校等

訓練機構，可開放兼職(假日或晚上)訓練課程

給產業界人士參加，對於擴大產業 AI應用將

能夠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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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I產業願景：以願景引領人才培育，人才也

就願意留在臺灣。 

4. 目前企業內普遍缺乏了解 AI的員工，建議政

府可透過工研院或資策會等智庫成立產業輔導

團，協助企業進行 AI相關專業人才之訓練。 

加強 AI效益宣

導 

1. 應以企業應用或導入 AI 成功實績案例於青創

楷模、交流分享會、公協會內部會員會議、產業

交流媒合會、領袖訓練營等推廣利用 AI解決問

題之經驗與實績，促進企業應用 AI 

推動中小企業

應用 AI 

1. AI 產業顧問團：應由法人聚集具 AI 之專業人

才組成 AI產業顧問團，將企業遇到的困境轉譯

成 AI語言，並協助用 AI解決產業問題。 

2. 分享活動：可透過青創楷模、產業交流會、分享

會議、公協會會議等管道，推廣 AI應用或是相

關課程。 

3. 通用型 AI 工具：中小企業可藉通用型 AI 工具

快速找到解決方案。 

4. 以租代買的模式：中小企業可能因公版買斷費

太貴及後續維修費等因素而卻步，可循以租代

買的模式租用。 

5. 建立媒合 AI供需的平台：挑選合適的產業，讓

具備領域知識解決方案的 AI 新創公司進駐平

台，形成一套解決方案的業者清單。 

6. 政府協助測試場域運用之溝通協調：需要與眾

多利害關係人或是相關單位溝通，時間成本也

高，政府可作為協調角色，提供多個測試場域並

且給予經費補貼，讓中小企業或新創 AI可以用

聯盟方式，導入 AI服務進行測試。 

AI產業化 

⚫ AI產業發展政策： 

1. AI 產業發展短中長期目標：政府可對 AI 發展

政策制定出短中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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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晶片發展推動： 

1. AI嵌入硬體的軟硬體整合模式架構：是臺灣製

造發展強項，建議政府投入資金，整合台積電、

聯電與 IC設計產業等能量，開發異質資源整合

半導體架構。 

2. AI晶片設計公版測試計畫：政府可以統合業界、

研究機構與學校資源，開發出一個類似 Intel 

AIB( 先進先進介面匯流排  )的介面，模仿

DARPA Chips program的概念，設定幾個重要應

用領域進行整合作出具體成果；未來對於一些

資本額不大的中小企業，在晶片設計或使用上

就可以有公版作測試。 

3. 成立 AI組織(AI core center)：學習 MIT與 IBM

合作的模式，自主開發 AI on Chip。應可從 AI

基礎技術 AIIC著手，以 AI on Chip去支援 AI

的應用與加值。 

⚫ AI工具共識： 

1. 雲端轉終端產業共識之建立：未來政府或產業

界促成開發終端(edge 端)的運算平台時，對於

AI 模型從雲端到 edge 端的轉換工具應先取得

產業界共識。 

⚫ AI產業市場機會： 

1. 製造業 AI 成果之國際擴散：AI 於臺灣製造業

應用提升良率與效率之成果，可與 IBM、微軟

等 AI應用技術成熟的企業平台合作，擴散至國

際。 

2. 服務型 AI 之運用：重視 AI 應用於服務業，如

機器人應用於照護與飯店業等。 

AI資料建置 

⚫ 鼓勵民間資料釋出： 

1. 政府作為鼓勵企業或產業界釋出資料的橋樑：

AI 數據資料是發展 AI 關鍵，因此，政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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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橋樑，促成一個平台或有效的方案，鼓勵企

業或產業界釋出資料，讓資料得以整合，提高對

資料數據釋出信任感。 

2. 建立第三方聯合資料中心平台：政府可透過第

三方公正單位成立聯合資料中心，協助企業將

機敏資料上架，發展可行的共通方案，也協助沒

有資源做 AI 資料標記的小型企業得以藉此將

資料標記的工作外包。 

3. 提供資料釋出誘因：政府宜從交通、教育、醫療、

消費者經驗、製造業等領域，找到政策工具或管

道，提供誘因，鼓勵企業主動提供數據資料或開

放資料。 

⚫ 法規面： 

1. 政府可制定與國際接軌的跨領域資料運用法

規。 

⚫ 數據資料資產之認定： 

1. AI企業擁有數據資料等數據資產，但因未能夠

有效的合法彰顯其價值，因此，申請投資或補助

上有困難，而政府應從政策宣導並支持「數據資

料也是企業資產」的概念。 

二、 後續計畫執行建議 

(一) 諮詢議題規劃 

未來議題選擇範疇可由當前重大經濟事件對未來經濟發展產

生的可能影響之趨勢，作為議題來進行討論；而行政院重大政策方

案及具潛力之新興科技議題亦可納入選擇範疇。讓新經濟發展策略

諮詢會議能夠再深入及提升協助政策推動的目的與範疇，進而成為

產官學研各界能共同討論功能的平台。 

(二) 諮詢議題選擇  

諮詢議題可由研究團隊初步規劃四至六個議題，說明議題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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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重要性、可延伸的議題和可洽邀之領域專家學者業者等，與

次長進行報告，並做討論議題最終的選擇，此階段應該於執行計

畫期程之第一季前完成。再者，由研究團隊進行議題初步研析，

規劃討論議題與報告人、邀請專家等，再與相關局處司進行新經

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之會前會，請各局處司提出意見與推薦，此

做法有助於聚焦政策議題之規劃以及洽邀講者與專家。 

(三) 諮詢會議專家邀請 

本次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之議題，係請議題熟悉之產業界、

學術研究界等與會進行背景及經驗分享報告，並邀集該議題專精之

外部利害關係人擔任專家共同進行討論。然而，就議題執行可能性

仍必須邀集具經驗的不分議題導向的專家協助，例如六大工商團體

等代表。受到議題專業度的侷限性，規劃邀請的專家名單應要多方

徵詢，同時，也需要建立具該專業領域知識的專家資料庫，作為邀

請專家之名單，其中，包括法人智庫、學界代表、業界意見領袖等。 

(四) 研究團隊議題研析，舉辦小型座談會和專訪 

研究團隊針對諮詢議題以小型座談與專家訪談方式，徵詢外部

專家意見，從中研析諮詢議題可能產生的情況、政策重要議題以及

研析政策建議方向，研析成果除了作為諮詢議題討論之引言報告之

外，也能據此邀請相關熟悉議題之專家學者更進一步深度研析諮詢

議題，於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中進行報告。目前作法小型座談

會或專訪係為蒐集聚焦諮詢議題討論內容，未來是否從小型座談會

中，再邀請 1-2位代表參與諮詢會議討論，可於明年度議題研商會

議中進行討論決定。 

(五) 局處司諮詢議題討論會  

研究團隊針對諮詢議題進行研析之後，初步提出新經濟發展策

略諮詢會議之議題主軸與會議規劃，並且就議程、邀請專家名單等

與相關局處司進行討論，與局處司代表討論議題主軸之方向性、規

劃報告人選之推薦、邀請專家之推薦等，再據討論結果進行會議規

劃之修正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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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會議籌辦執行策略 

由於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之議題均為最新、最受關注、也

最迫切需要討論的議題，因此，在議題研析分析上，要找到對此議

題之重要關鍵的產業界、學術研究界之代表並不容易，無論是議題

研析聚焦的專訪或是諮詢會議的報告人、諮詢專家之邀請等籌辦作

業需要投入更多人力，並且盡可能的提前作業才有充足時間做好會

議諮詢前置作業之安排。 

再者，邀請作為諮詢會議之報告人因尊重其專業性，事前溝

通至為重要，特別是報告時間的控制、報告資料應要能於網路公

開、報告內容應聚焦對議題的了解及對政策之建議而非宣傳等。 

此外，由於諮詢會議的場合聚集各界專業領域之代表以及局

處司，參與人數眾多，除了各別代表於會議發表意見之外，若能

再提供書面的意見資料表述意見至為重要，也有助於短時間內完

成每個場次的會議紀錄。 

(七) 諮詢成果回應機制規劃 

針對產業發展策略諮詢會議之諮詢成果，未來可比照國發會

回應「美國商會 2018台灣白皮書」模式，與經濟部相關之議題，

交由局處司分別依其職掌逐條進行回應，並整理公開於經濟部研

究發展委員會之官方網頁上。 

三、 政策參據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建議作為後續政策推動參據，可以有以

下的考量： 

(一) 部內局處司可評估相關現有計畫資源是否已有投入或是未來

計畫可以調整投入 

由於局處司對於政策建議可能有些相關的投入，但可能尚有不

足，因此，若建議政策方向尚不在局處司推動之列，則須思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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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新增項目，局處司可重新審視計畫內容與方式，對於政策建議

方向規劃投入的資源。 

(二) 部內局處司是否有相關政策推動的資源 

雖然政策建議有推動之必要，然而，局處司現有資源未必能進

行相關的政策推動，因此，考量局處司推動政策之資源有限性，必

須新增資源、調整政策執行之優先性或者初期僅能執行小範圍政策

而無法全面或擴大執行。 

(三) 局處司後續可針對該政策議題進行深入的資料蒐集與研究作

業，以便提出執行之政策作法 

諮詢會議之政策建議若僅有方向性，執行策略則尚需要局處司

考量實際的策略執行做法，也可能有尚待釐清之處，因此，對政策

建議方向尚需要進行較為深入的政策作法研析。例如，技術處可針

對本年度 AI 政策建議之諮詢成果，請智庫進一步研究政策執行細

部作法，擬具未來推動規畫，以作為爭取更多經費之依據。 

(四) 政策推動是否進行跨局處司或是跨部會的協調或協商 

政策建議中涉及跨局處司或是跨部會業務的範疇，為使政策能

持續推動，就需要進行協調或協商的工作，並且要規劃與安排政策

執行推動策略，以落實諮詢會議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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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初擬六項關鍵議題背景與必要性 

➢ 議題一、勞動力減少對產業影響及因應對策 

A. 背景說明 

整體產業人力供需狀況與產業發展進程、產業結構變化、未來人

口結構變化具有相當緊密的關係，其中專業人力投入更是影響國家競

爭力的關鍵性因素之一。1980年代為因應全球化的趨勢，我國傳統產

業大量外移，導致國內的產業人力需求轉以資訊科技應用人才為主，

部分基層勞力則由外籍勞工大量取代。1990年代後，在廣設大學使得

高等教育的學生大幅增加，加速我國產業結構轉變，產業人力需求轉

以高科技產業及新興服務業為主。 

就我國整體人力結構長期轉變，國人晚婚生育、少子化、高齡化

等衝擊，使得未來我國可工作年齡人口呈現持續萎縮趨勢，這對中長

期產業專業人力供給產生影響。加上產業面臨白熱化的國際競爭，全

球各國積極進行搶才競賽，而我國亟需產業轉型升級，不僅高科技產

業要升級，新興產業發展對相關專業人力需求未來將逐漸浮現，並隨

著數位經濟風潮下，跨領域應用的服務產業類型逐漸發展，專業人力

需求趨於多元。 

然現今國內教育與產業連結無法進一步強化，學校教育與產業發

展所需產生落差；國內企業與勞工參與員工訓練意願不高、且民間培

訓能量(主要為職業培訓的人力培訓)尚未充分發展，使得職訓體系的

供給系統無法有效進行媒合；綜觀上述因素，對於我國產業結構轉型

所需的人力支援力量相對有限。 

依據台經院(2015)4我國勞動人口數於 2015 年達到高峰後將逐年

減少，假設外籍人力不再增加，人均產值不變之下，2020年製造業產

值將較 2013 年減少新台幣 1.37 兆元，依每年 GDP 成長率 1%、2%

                                                      
4 花佳正(2015.6.2)，「我國勞動生產力演變及勞動人口趨勢之探討」，產諮會 104年度第二次專
家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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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預估，未來就業人力缺口，分別為 171萬、182萬及 196萬人。 

 

 

再依據國發會推估，我國勞動力由 2011 年 1,120.0 萬人成長至

2015 年 1,163.8 萬人；預估未來 10 年勞動力呈微幅上升趨勢，2025

年將增至 1,197.6萬人。但仍存在幾個現象，包括： 

(a) 受少子與高齡化趨勢的影響，15-24歲及 25-49 歲勞動力將持續

減少，而 50-64 歲及 65 歲以上勞動力則持續增加。2015 年 50

歲以下及 50歲以上勞動力所占比率分別為 74.0%及 26.0%，預

估 2025年此比率將轉變為 69.5%及 30.6%。 

(b) 2025 年男性勞動人口多於女性，前者約有 652.8 萬人，後者有

544.8萬人，兩性皆以 25-49歲青壯年齡組所占比率最高，分別

為 61.2%及 66.7%，其次為 50-64歲中高年齡組，分別為 27.4%

及 24.4%。 

(c) 未來 10 年，女性 50-64 歲勞動力每年增加 2.7 萬人，為兩性

勞動力年平均增加人數最多之年齡組，另男性 65 歲以上勞動

力每年增加人數為 1.9 萬人，較女性明顯增加。 

(d) 未來 10 年勞動力將朝向高齡化趨勢發展：2015-2025年勞動力

複合成長率，男性未見成長，女性則為 0.6%。觀察年齡組別，

兩性均以 15-24 歲年齡組勞動力複合成長率最低，65 歲以上

勞動力複合成長率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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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今(107)年我國邁入高齡社會，為了緩解勞動力減少對產業

影響，可從幾個面向加以深入探討，包括高齡人力運用的提升、提高

女性重回職場、補足中階技術人力缺口訂定更彈性的新移民法，延攬

更多經濟移民等。據以擬訂出較具體可行性之作法，以作為政府制定

相關政策時參考。 

B. 大綱說明 

(a)我國勞動力變化概況 

(b)我國產業勞動力缺口概況及其影響 

(c)現行政府解決勞動力減少的作法及其評估 

(d)相關建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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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二、改善國內新興產業資金取得障礙 

A. 背景說明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我國 2017年固定投資占 GDP比重較

2016年下降了 2個百分點，若與 2007年相較，其中公共投資下降了

1.5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則降了 1.7個百分點，相對於其他國家，我國

的固定投資占 GDP的比重較南韓與日本為低。 

表 12 臺韓日美固定投資占 GDP比重(%) 

 臺灣 南韓 日本 美國 

 民間 

投資 

公共 

投資 

2007年 23.9  18.7  5.3  30.5 23.0 22.1 

2008年 23.2  17.4  5.8  31.4 24.3 21.0 

2009年 21.3  14.9  6.4  31.3 24.6 18.5 

2010年 23.6  17.7  5.9  30.5 23.7 18.0 

2011年 23.4  17.9  5.5  30.2 23.5 18.3 

2012年 22.4  17.5  4.9  29.6 23.3 19.0 

2013年 22.2  17.6  4.6  29.3 23.0 19.2 

2014年 21.7  17.5  4.2  29.2 22.9 19.6 

2015年 20.8  17.1  3.8  29.3 22.5 19.8 

2016年

(p) 

20.9  17.2  3.7 29.7 22.2 19.6 

2017年

(f) 

20.7  17.0  3.8 - - 16.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韓國央行、日本內閣府、美國經濟分

局 

 

目前就產業資金面上，政府有提供包括信用保證、「本國銀行加

強辦理中小企業放款方案」等既有政策，協助產業界資金的取得。但

礙於現行法規對新興產業的風險認同程度不同，即便是許多產業有發

展前景，也未必能夠得到銀行足夠的融資。 

尤其是目前國內有充裕資金，但對於新興產業來說，未能有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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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品或財產，或投資者對於新興產業的不了解，致投資意願低落，

皆使得新興產業取得資金相對困難，急需政策協助解決產業發展取得

資金之困境。 

以 ESCO（Energy Service Company, ESCO）節能服務產業為例，

提供節能服務解決方案（包括系統與設備）的廠商，因為以每年節能

績效與使用設備的廠商進行節能效益的拆分方式獲利，然而，此作法

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取得投資的回收，也因此 ESCO廠商要擴大節能

服務解決方案的銷售，自己也必須要預備較高的資金投入，因而需要

由金融機構取得相關金援。然而，金融機構普遍因投資回收期長而不

願提供較高的融資額度，廠商若將 ESCO契約提供給租賃公司抵押以

取得所需之資金仍然不夠 ESCO 廠商擴大其市場份額，使得雖然

ESCO廠商有意擴大市場占有率，但因其資金不足，導致產業發展受

限。 

在新經濟發展下，對新興產業發展資金取得議題與障礙應加以排

除，鼓勵新興產業發展應優先協助取得足夠的資金，政策上應給予的

支持值得深入討論。 

B. 大綱說明 

(a) 我國新興產業發展所面對問題概況 

(b) 政府對新興產業資金面的協處情形 

(c) 相關建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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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三、數位平台線上支付解決對策 

A. 背景說明 

數位線上平台需要產生交易，傳統作法是藉由線上(online)訂購，

線下(offline)轉帳的方式進行交易，但實務上的操作非常不方便，也阻

礙了商機及擴展國際市場的機會。舉例來說，不少農會銷售其獨賣特

色商品，都需要線下轉帳再核銷的方式，甚至許多線上課程也是只能

藉 ATM 轉帳或超商付款方式來收到費用，更不用說實體課程還是需

要藉銀行匯款的方式繳清費用，對於消費者來說除了不便之外，對於

平台業者或是農會執行業務面上來說，還多了查證確認訂單是否付費

等工作的負擔，然而，這是新經濟平台所會面臨到的實務問題。 

因此，若能有更便利的線上支付工具或方式，將能有助帶動新興

產業之發展，如微型數位線上平台多是小規模經營者，他們没有自行

開發金流平台的能力，因此，亟需政府政策協助解決金流的線上支付

問題，未來才有可能促成更多的新興平台業務的產生。 

B. 大綱說明 

(a) 全球數位平台線上支付發展概況 

(b) 我國發展數位平台線上支付情形及其困境 

(c) 現行政府解決線上支付的金流作法及其評估 

(d) 相關建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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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四、藉地方傳統市場市集特色之地方創生策略 

A. 背景說明 

地方創生策略源自於日本安倍政府在 2014 年 9 月提出，其計畫

目的是要解決包括勞動力人口減少、人口過度集中(東京)、地方經濟

面臨發展困境等社會問題，並新設創生總部致力於地方人口的回流工

作，力圖在地方創造就業機會，打造能讓年輕一代成家生子育兒的環

境。 

日本「地方創生」的基調是由地方自行設定發展計畫與目標，而

由國家來支援地方進行，支援的方式主要是透過提供「地方創生交付

金」給申請的地方團體，給予他們發展地方產業時的具體援助。同時

利用「地方創生」跨部會的性質，整合不同行政主管部門的資源來發

展複合式的產業（如結合農林水產省的農村發展與厚生勞動省的高齡

者照護預算，共同發展長照園區等）。在地方層級方面，則鼓勵「產

官學金勞言」的多行動主體之間的合作提案，也就是要讓在地的產業、

政府、學界、金融、勞工與媒體都共同投入「地方創生」事業的行列。 

而臺灣從 1990 年代的社區總體營造開始，經常受到日本社會發

展啟發，2016年國發會也推動「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協助地

方政府挖掘在地文化底蘊，形塑地方創生的產業策略，這是思法於日

本在 2000 年以後各地開始出現一批回饋故鄉的改革者，透過改造場

所、設計、美食、藝術等方式，進行「地方再生」，積極地引進「設計

思維 Design Thinking」，建立地域性的品牌目標，再加上 2015年「地

方創生」策略實施，更展現善用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的產業策略。

較為著名的例子有 2000年開辦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及 2010年

開辦「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兩者皆為每 3 年舉辦一次，經過公私

部門合作行銷，已成為國際知名的大型文化活動，每年都吸引為數可

觀的國際觀光客，並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我國各地方社區及偏鄉地區，其極富特色之人文風采、地景地貌、

產業歷史、工藝傳承均深藏文化底蘊，藉由盤點各地「地、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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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資源，以「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的策略規劃，開拓地方

深具特色的產業資源，引導優質人才專業服務與回饋故鄉，透過地域、

產業與優秀人才的多元結合，以設計手法加值運用，將可帶動產業發

展及地方文化提升。尤其以傳統市場與市集是保留在地特色與文化最

為完整與豐富之處，在地人所習慣的特色飲食與食材各地均有不同，

例如，客家庄會有當地才買得到、當地人吃的特色食物，而此食材或

食品卻是保留當地人文化的生活記憶，因此，地方創生可先藉由保留

的地方傳統市場市集特色開始。 

由於地方傳統市場與市集主要的消費族群是在地人，因此，最

能呈現各地生活型態與各式飲食文化風貌，如何能保留藉地方傳統

市場市集特色，並能結合在地文化風俗，進行地方傳統市場與市集

的行銷，吸引外地人到當地感受不同風貌的生活，帶動不同型態的

地方特色發展。因此，如何從國外案例的作法擷取經驗，配合本國

在地需求，擬訂出連結在地的創生策略，應值得後續努力的目標。 

B. 大綱說明 

(a) 我國地方傳統市集與地方創生策略之關係及發展困境 

(b) 我國及日本對地方創生的策略作法 

(c) 現行政府改善傳統市集的地方創生策略及其評估 

(d) 相關建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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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五、以創新採購擴大智慧應用之商機 

A. 背景說明 

希望以創新採購鼓勵公部門每年龐大的採購預算與公共建設投

資的需求市場也能成為驅動私部門進行數位經濟轉型的力量，以政府

資源驅動新經濟之發展。 

然而，為促進創新的智慧應用能被廣為採用，必須讓公務員敢於

以創新採購方式採購，做出標準示範契約與示範招標文件，並且開辦

工作坊讓採購人員學習執行創新採購。 

以營運績效採購示範案例(如嘉義市路燈案)為依據，研擬示範契

約及示範招標文件，訂定促進數位化與智慧化的營運績效採購參考文

件，並以工作坊向其他縣市政府進行宣導。 

然而，創新採購案例數量不夠多，仍需要建立創新採購示範契約

與示範招標文件研擬，對營運績效採購示範案例(如，嘉義市營運績效

採購模式(PFI))創新採購標案規範進行研析，找出適合採用 PFI 採購

模式創新解決方案的採購標的之類型，進行示範契約及示範招標文件

之研擬，同時間，舉辦部內實作訓練課程：經濟部內局處實作訓練課

程，並擴大舉辦執行案例工作坊，邀請中央與縣市政府採購單位參加。 

區域聯合採購效益可藉擴大採購標案的區域規模，降低各縣市平

均投入的預算，減輕維運費用，提高總預算經費，吸引優秀創新解決

方案廠商參與。 

建立區域聯合創新採購平台，並於平台中設置總顧問團隊(成員

包括智慧應用專家學者、採購法與促參法專家學者等)，針對智慧應用

之聯合採購模式、採購規格和標書範例，以及其中之法律、財務、智

慧應應領域專業技術評鑑、審計、會計、績效等議題，提出整合重大

標案機關聯合採購之建議，並且協助處理爭端。 

創新採購之擴散亦可藉區域平台進行執行宣導，北台 8縣市區域

平台/中臺區域區域聯合治理平台/南高屏澎區域治理平台分享創新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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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案例與採購做法。 

智慧應用之區域平台聯合採購標的：如，4G智慧寬頻應用方案；

節能燈具換裝與維護-各級政府、學校機關 LED 燈具、路燈(鈉燈)換

裝 LED燈具採購暨維護案等。 

這是之前對創新採購擴大智慧應用之建議，然而，在於創新採購

案例數不足，欲擴大智慧應用性，尚欠智慧應用標的物之討論、鼓勵

政府採購人員參與之策略、區域聯合採購法制面之實作案例與經驗傳

承，均需要各界集思廣益，發想可行的做法。 

B. 大綱說明 

(a) 我國創新採購成功案例的作法 

(b) 我國區域聯合採購平台現行作法及使用創新採購情形 

(c) 現行政府創新購的實作案例與經驗傳承、分享作法 

(d) 相關建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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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六、制定符合新世代的勞基法之先期討論 

A. 背景說明 

行政院長賴清德與 2017年 12月 7日提示現行的《勞基法》已無

法面對當前性質不同、多元多樣的產業型態，臺灣迫切需要有一部真

正先進、符合時代需求的《勞基法》，勞動部後續應立即著手全面檢

視、盤點相關問題，以啟動下一階段的修法，或制訂一部完整的《勞

基法》，適時向社會揭示願景、大方向及時間表5。 

過去《勞基法》源於傳統工業思維，然而，新經濟發展下，網際

網路速度快又穩定，勞工工作性質與就業型態已與過去有極大的不同，

現階段對於新世代產業及其就業型態應先一步思考，除了盤點就業型

態與現行法律所產生的問題外，作為產業主管機關，經濟部應對未來

下一階段不同產業發展型態以及其所需勞工及其勞動條件，包括，上

班時數、輪班間隔、連續上班、加班工時上限、休息日加班計算、特

休假折算工資遞延時間等規定。經濟部除對勞資會議納入租稅補助之

檢討外，未來在下一世代產業發展需要下，合宜的勞動基準法內涵應

包括既有勞動條件之規範外，抑或是有更前瞻的勞動做法，值得各界

共同討論。 

B. 大綱說明 

(a) 我國勞基法對產界與勞工勞動條件的規範情形 

(b) 盤點就業型態與現行勞基法所產生問題 

(c) 針對未來產業型態下，規劃勞動條件的基本方向 

(d) 相關具體建議作法 

                                                      
5這波修假的? 賴揆： 立即啟動《勞基法》下階段修法，2017.12.07，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2-07/10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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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經濟部107年度「產業發展諮詢業務委辦計畫」

第1次工作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年 4月 3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二、 地點：經濟部 A503會議室 

三、 主持人：甘執行秘書薇璣      記錄：許碧書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許專門專家嘉玲、莊科長淑容、詹專員朝豐、

台灣經濟研究院(以下簡稱台經院)林欣吾所長、張建一所長、

錢思敏副研究員、許碧書副研究員 

五、 報告事項：(略) 

六、 主席裁示： 

(一) 為避免計畫時程延宕，以 AI議題作為首次諮詢方向，不先

設定運作機制，等完成本次議題後再行討論。 

(二) AI議題的會議重點，朝 AI應用方向思考如產業 AI化，並

以能落實到政策上，甚至可協助設計出新的政策工具為原

則。會議應注意事項： 

1、 簡報內容，包括國外案例介紹及第一線的專家分享 AI 應

用相關經驗 

(1) 國外成功案例介紹：以合適的產業別切入，瞭解其 AI

導入應用程度及擴散，包括生產製造流程中過去依賴人

的 Knowhow如何轉換成 AI，其間所遭遇問題及如何克

服，以及執行後所產生的效益等。 

(2) 國內 AI 經驗分享：或由專家、廠商引入國內在產業領

域或發展應用 AI 有不錯成效的個案，經由分享從中瞭

解 AI 導入不同領域時須注意構面問題，以及需要那些

支持的政策工具。 

2、 與會專家部分：宜深知 AI 領域、瞭解實際執行面，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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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導入經驗，能分析問題者等為佳。 

3、 以 2個月內得以召開為原則，並請儘快提供相關資料，以

便簽陳。 

(三) 第二場諮詢會議之主題，除新一代勞基法及地方創生等議

題外，並彙整本會蒐集之資料，一併簽報龔次核示。 

(四) 本計畫會議主席原則上為龔次長，若因鈞長另有重要行程，

將委由他人代為主持。 

七、 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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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灣矽谷創業家協會趙式隆理事長訪談紀錄 

 

時間：1070419 上午 10：00-11:30 

地點：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ito辦公室 

受訪者：臺灣矽谷創業家協會 趙式隆理事長 

 

1. 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相關性不大。過去參數標準化後能找出規則或

可以處理的部分都已用自動化處理，而 Deep learning的真正價值

在於準備足夠的 training data 後，傳達給機器，就能使「那些連

人都說不清楚的事」獲得較好的執行力。 

2. 舉一個中鋼想解決但沒有解決方案的例子，中鋼鋼材：需要靠電

腦視覺判斷，但是以下幾點導致無法實行： 

(1) 現行沒有留下的資料可以讓機器學習和判斷 

(2) 加入整合 IOT，快速收集 Data 

(3) 當 IOT收到 data，這些 data需要標記才能讓機器學習，機器學

習分成三個主要流派： 

A. supervised learning：給圖卡讓機器自己看自己學，並得到主

觀判斷，但需要人力花時間標記大量圖卡。 

B. unsupervised learning：機器自己看規則自己學，並整理出一

些結果，但尚在研究階段。 

C. reinforcement learning：把 decision的過程加入判斷，如把圍

棋變成模式選擇，再加入中間每一步，做出了 AlphaGo。但

目前僅應用在圍棋較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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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觀判斷會比較好。舉例智慧型手機的表玻璃，過去作法是人為

判定，但良率標準無法統一，該如何訂定？就適合人工智慧，但

仍然面臨之前的圖卡未保留的技術問題。 

4. 目前面對大公司最大的問題，是問題定義不清楚，數字問題，對

於 AI的想像太超過，很多事人做不到，機器也做不到，所以觀

念需轉換。 

5. 金屬類需要太多層次的判斷，導致無法收出夠乾淨的資料讓機器

學習。 

6. 所有的困難點來自於如何"標準化"。 

7. 當人的主觀判斷與所要採取的動作是相對複雜或需要創造力時，

機器是無法取代的。例如無法期待機器憑藉學習能夠創造出很好

的美術作品。 

8. 未來複雜的狀況有機會做得到，但是需要 domain knowledge、有

domain know how的人與熟悉人工智慧者一起制定這個問題-->準

備資料-->標記-->讓標記變成人工智慧。真正的困難是在前面的

這段無法使一個問題變成足夠具體單純的問題。 

9. 目前在 AI領域最成熟的還是 computer vision，因為人無法具體描

述看到的東西。人工智慧可分成： 

(1) 感知：和人一樣透過五感來認識世界。-->可以做到 

(2) 認知：目前機器尚無法有自己的認知，但若資料準備充足，直

接從感知到決策的關聯性在 AI領域技術是成熟的。 

10. 自駕車問題更複雜，雖然偵測障礙已不是問題，但大問題是當行

駛路上遭遇兩難決策時機器該如何選擇。 

11. 關於 job security的議題多數人很關心，但通常只有第一線的人有

能力去制定問題，其他人沒有相關的知識技能。所以應該推動內

部人員的動機或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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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I人臉辨識的數據存取夠多，進展就快。中文語音辨識做得最好

的是大陸的科大訊飛公司，所有大陸的安卓手機都建置了科大訊

飛的語音輸入系統，使用者使用若有錯誤，會協助修正(智慧音

箱)，因此就算裁掉所有工程師，他還是能繼續運作並且不斷更

新。 

13. Fintech的作法是擷取大量圖像裡的文字並且結構化成電腦語言，

協助解決保險公司核保理賠、標準不統一、風險評估的決策判

斷。 

14. 新創公司有技術但沒有資料和產業去運用，更沒有資金來加快資

料收集。 

15. 關於專利申請： 

(1) 專利是屬地主義，優先權期間，要申請就必須全世界都申請，

費用可觀。 

(2) 補助申請專利亦無法解決資金問題，整體融資環境要進步，專

利件數才能提升。 

(3) "迴避"設計申請範圍小，訴訟期間長、費用高，且不易告到

人，因此多數人選擇不申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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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式隆理事長(左)與錢思敏副研究員(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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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精微成形研發處

林崇田處長、詹家銘博士、丁俊仁博士訪談紀錄 

 

時間：1070423 上午 10：00-12:00 

地點：金屬中心會議室 

受訪者：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精微成形研發處  

林崇田處長、詹家銘博士、丁俊仁博士 

 

1. 業態不同，AI展現的方式也不同。 

2. 傳產業很少做到智慧製造，因牽涉到老闆決心、資金成本等。 

3. 傳產導入 AI未來是趨勢，但需克服材料與專業知識。 

4. 狹義的 AI：物聯網、智慧製造的工具；廣義的 AI：解決老師傅

或長久以來無法解決的問題。 

5. AI是智慧製造的一環，目前自動化尚未到位，生產的 DATA還未

上傳的問題，應適度讓長官知道。無論智慧調模或是解決不良

率，需用智慧感測解決。 

6. 將製程設備放在扣件示範區裡操作，建構基本量，並將智慧製造

的能量放入，直接展示給廠商。 

7. 當需求一多，臺灣自動化 SI廠商會不夠。 

8. 臺灣主力為工具機(製機產業化)，扣件產業非客製化，工具機的

製造形態與扣件有些微不同，是否可能如工業局 nice計畫，為扣

件產業量身訂做，是一個政策投入，一個階段性的支援。 

9. nice計畫第一期補助款約 2億，第二期收斂往 AI的方向，AI以

軟體為主，較不需硬體資金，以產線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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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扣件的參數無回饋機制，只能做輔助決策系統。 

11. 發展 AI需有兩個前提，自動化與資訊化。 

    (1)自動化：減少人力，機械自動化 

    (2)資訊化：單機-->在 local端做設備自動化參數設定 

                  多機-->發展 AI，multi machine、multi sencer 等多次

元發展 

12. 新建案才有產業價值開發的機會，例如太陽光電。 

13. 人才培訓在半導體、光電業，人才培訓後是通才，但扣件業無

法。因此未來有預計開培訓課程，針對養成經驗再加上 AI應用

知識與軟體開發來培訓。 

14. AI需在資訊化與自動化前提下才可能發展，引入到工業需看工

業需求的特性， 

15. 利用 AI來檢測的優點一是機器可以標準化，但人會疲乏；二是

sensor可以超過人類感觀極限。 

16. 人工智慧可以突顯的價值有兩點，一是可以短時間計算，二是

讓 sensor超過人。 

17. 開發的資訊系統提供前面時序的判斷，就是 AI，但若單純只是

設備預警，就是自動化。 

18. AI最高境界是成形機標準化，誤差 0ppn，後續不需再篩選，可

直接包裝出貨。 

19. 產業升級，是先有訂單還是先有設備？ 

20. 要競爭到一件高值扣件的訂單，需時至少 5年(含接觸、試樣、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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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詹家銘博士、丁俊仁博士、林崇田處長、錢思敏副研究員、

許碧書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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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和大工業 孫承志副總經理、陳岳煌經理訪談紀錄 

 

時間：1070 430 上午 10：00-12:00 

地點：和大工業會議室 

受訪者：和大工業 孫承志副總經理、陳岳煌經理 

 

1. 資料庫類似一些大數據，我們所有生產的紀錄，包含檢測數據、

設備、一些資訊的回饋，這些所有的數據，就是一直持續不斷地

在建立。這些數據必須透過很多的數據來做分析，數據越少，可

靠度越不夠，數據越多，可靠度越好，分析的方向會越準。所以

我們要先使資料庫持續不斷地一直建立。 

2. 有一個類似電視牆，就可以看到當下有哪些數據，要看什麼數據

都可以看，甚至於我們連手機或者我自己的平板都看得到。平台

裡的資訊有專門的人員，每天就一直看現在的數據是怎麼樣，現

場有沒有需要去調整，或者當下即時的生產報表、產能加工率、

品質狀況、統計，持續地一直再更新。 

3. 這些監視系統當初的用意是設備有時候會故障，處理的時候，有

些必須要設備商處理，這些設備商可能從別的地方來需要一段時

間，所以就給他一個密碼，他可以透過他的電腦或者他的手機去

看現場設備的故障情形，可以縮短這些設備的停機時間。 

4. 經濟部技術處的科專計畫，在 4.0方面導入過程中，比較需要多

一些外面的資訊，實際上來講，對臺灣、尤其是傳產，是一個很

陌生的東西，所以教授的意見是有幫助的。 

5. 去年十二月成立一個智能化的公司，來幫一些業界或是我們的下

游，這也是我們的 KBI。這個公司我們會納入並邀請一些其他設

備商，或是系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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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般量測是人工操作，我們現在是人不用操作，機器操作，因為

人在操作量測上多少都會有一些疏忽，所以很多不見得能容於標

準。在每一個檢查站，他會設定這個站鑑驗的規格有哪些項目、

數值，在初期設定下去再把他建立起來，所以只要產線一換，就

自動跳到那個程式裡，就是說今天生產不同的產品、不同的規

格，這個產線會自己知道，現在開的標準是什麼。舉例來說，我

只要把中鋼給我的材料的源頭的資訊蒐集輸入到設備裡，那這個

過程中，除了熱處理本身的設備它自己去調整參數以外，相對地

前面的車床的尺寸，它也會跟著去變化，如此一來生產出來的東

西就很穩定。我們現在在熱處理又透過一種檢測方式，每一批透

過它每一次全檢也不用破壞，就能確認出品質是不是符合同類要

求的。 

7. 智能化設備是指，生產設備廠商給你訊息之後，要去自動修正，

指的就是自動補償，設備自動去調整它的參數，馬上再改。 

8. 我們現在產線人力減少，需要更多的人力去做控制與分析，目前

有八個人，未來目標是減少到三、四個人。全部智能化，操作人

員會慢慢減少，中高階人力會越來越多。 

9. 人才的部分是與產學合作，與大學配合，不同廠區依地區與不同

學校合作。我們中科廠目前跟產學合作的大約將近三十位。 

10. 公司老師傅現在負責協助新產品的參數規劃與最佳化，等於是在

研發的過程中請他們幫忙，然後在生產過程中有碰到什麼困難點

還是要靠老師傅去協助處理，所以老師傅並不會覺得被取代，反

而慶幸可以因此學到更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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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承志副總經理(左)與錢思敏副研究員(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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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經濟部107 年度「產業發展諮詢業務委辦計

畫」第 2次工作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 4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2時 

二、地點：經濟部 A501會議室 

三、主持人：甘執行秘書薇璣      記錄：錢思敏 

四、主席裁示： 

 1. 諮詢會議期待邀請業界分享實務經驗與法人智庫貢獻其研究能

量。 

 2. 諮詢會議的議題可將 AI的階段訂出來、碰到的問題、領域主

題，例如自駕車、案例報告等。 

 3. 報告講者可邀請資策會詹文男所長分享製造業案例、生態系、

國際鏈結等主題；邀請工研院分享案例；自駕車則可邀請陳信

宏所長分享。 

 4. 可詢問 google是否有製造業應用之 AI平台。 

 5. 諮詢會議會前會可洽邀技術處和工業局電資組來討論。 

 6. 諮詢會議可請邀請與會產官學研專家事前提供簡報或文字進行

分享。 

 7. 諮詢會議的邀請名單分成學者、專家與產業界大老，讓次長進

行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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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107年第1次會議－

「製造業導入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會前會結

論 

一、 時間：107年 4月 30日(星期一)下午 4時 

二、 地點：經濟部 A500會議室 

三、 主持人：甘執行秘書薇璣      記錄：錢思敏 

四、 主席裁示： 

1. 本年度諮詢會議議題範疇：可將人才培育、製造業、IP、新

創、法規、自駕車等議題納入 AI討論的範疇中，也可分享國

內、國外實務案例。 

2. 執行方式：諮詢會議的機制設計以邀請智庫來分享 AI相關議

題，並納入產業界聲音。 

3. 講者與專家名單：請局處與其所屬智庫提供建議邀請講者與邀

請產官學研名單，技術處推薦工研院余孝先協理來分享執行 AI

應用製造業的經驗、沛星的林軒田、清大簡禎富副教授、台大

林守德教授等具製造業實務經驗的人來分享。 

4. 諮詢會議分享時間：每個報告分享 10-15分鐘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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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1次會
議－「製造業導入 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

題」會議紀錄及講者簡報 

壹、 時 間：民國 107年 5月 18日（五）下午 2時 

貳、 地 點：經濟部第一會議室 

參、 主 席：經濟部龔政務次長明鑫   

                                 記錄：許容芯研究助理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附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引言簡報：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詹文男所長簡報「人工智慧對臺灣產業的影

響與策略」(略) 

柒、主題分享： 

一、 IBM全球顧問服務事業群製造業陳世祥副總經理簡報「製造

業導入 AI 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略) 

二、 工研院量測中心戴鴻名博士簡報「人工智慧應用於汽車軸件

生產案例分享」(略) 

三、 金屬中心精微成形研發處詹家銘博士簡報「扣件產業導入 AI

應用」(略) 

四、 工研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余孝先主任簡報「印刷電路板產業

AI應用案例：機器視覺瑕疵檢測」(略) 

五、 微軟物聯網創新中心葉怡君總經理簡報「微軟智慧製造加速

計劃」(略) 

捌、意見交流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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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吧智能(BravoAI)股份有限公司 趙式隆創辦人兼董事長 

一、 AI勢必會是未來所有產業的基礎，因此，AI應該是達成某個目

標過程中的「手段」，既不是產業，也不是目的。 

二、 綜觀人類過去的發展歷程，是依靠「經驗法則」的累積，如今

機器學習可以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只要提供適當的「教材」

給機器學習，便可以讓機器取代「經驗」，而且更為精確。就技

術面來看，AI的 3種機器學習方式中，最成熟的還是監督式學

習(Supervise learning)，亦即提供資料及標準答案讓機器學習。 

三、 以過去協助富士康作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的經驗來看，機

器學習在資料標記(labeled)的階段上會遭遇很多的挑戰，主要像

是企業因機敏性問題而不願資料外流等；因此，如何讓擁有 AI

技術的新創公司與擁有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的企業作

結合是重要的關鍵；工業局最近提出的「企業出題、AI 解題」

模式相信是一個好的開始。 

四、 領域知識的重要性同樣不可忽略；如過去曾協助中鋼作鋼材加

工監控的經驗中，即發現任何的監視器皆無法在高爐的高溫下

進行資料收集等。 

五、 目前的 AI無法真正做到機器超越人類的地步，只能在相對限縮

的領域裡面發展，如 Google的 Alpha Go，其真正的貢獻是將圍

棋發展出一套模式，可以讓所有圍棋程式的設計師學習等。 

六、 洽吧智能(BravoAI)是一間金融科技公司，主要運用 AI 協助金

融界分析保險理賠或核保等，目前的模型理賠正確率可以達到

98.5%，高於人類平均的 92%；而從 BravoAI過去的經驗，我們

發現 AI發展與個別金融公司所持有的資料具有高度正相關，也

就是說，只有市場前幾大的金融公司有能力使用 AI，其餘金融

業者則因資料量不足，將會造成市場上大者恆大的現象；因此，

建議相似的產業間成立一個聯合資料中心(Data Center)，除個別

企業機敏資料問題，可交由第三方公正單位，如政府認證過的

法人等，協助各企業資料上架外，並發展可行的共通方案，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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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資源做 AI 資料標記的小型企業，得以效仿 AMT(Amazon 

Mechanical Turk)的模式，把資料標記的工作外包。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詹文男所長 

  微軟葉總經理簡報中提到的解決方案相當值得參考，但是投入的

成本以及後續智慧財產權(IP)等問題，可以再深入探討。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柯拔希理事長 

一、 現在臺灣到處都在談 AI，但是回想起過去的工業 4.0、智慧機

械或智慧製造等，前三年都在高談闊論，對產業貢獻有限；很

多東西並非不對，而是距離很遠，尤其臺灣大多為中小型企業，

也許要等到 2、30年後才能具體實現。 

二、 建議政府 AI發展的論述少一點，明確訂出短中長期目標，如：

產業可以做什麼、跨領域或單領域發展、各種方案適用的企業

規模是什麼等，務實性最重要，按部就班逐步完成，否則談 10

年 AI都還在雲端；以機械業來說，大數據時代，很多企業連聯

網裝置也沒有，因此經濟部也相當務實先協助企業將設備連上

網路，後面談大數據才有意義。 

三、 臺灣有很多人才，但都是單領域而非跨領域，機械業就是一例，

只會機械卻不懂資通訊，也凸顯法人研究、學術界與產業間缺

乏橫向連結的問題。 

四、 政府給予法人研究單位與學術界相當多的資源，產研之間彼此

尚可溝通，但產學的落差會是很大的問題；希望學術界多融入

現實面、減少空泛的論文研究，讓資源能作更有效的運用，變

成可實行的商業模式。 

五、 贊成微軟葉總經理的解決方案，建議 AI能有公版，以付費方式

營造共享經濟與資源的概念；機械公會與資策會、中華電信合

作開發的「智慧機械雲」，即有公版、共享的概念。 

東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嚴瑞雄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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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到底何謂 AI，建議政府先請相關法人釐清如：自動化、智慧自

動化、有 AI的智慧自動化等名詞界定，不要只是為了 AI而 AI，

讓業者也一頭霧水。 

二、 各行業自動化或智慧化程度不同，政府給予支援的程度也應不

同，建議工業局可透過公協會釐清各產業可加入智慧的元素。 

三、 AI是幫助臺灣製造業提升良率與效率的元素，建議不用再侷限

於在臺灣國內的 AI企業，也許可以與 IBM、微軟等 AI應用技

術成熟的企業合作。 

四、 發展AI產業以及發展以AI為基礎的產業是兩件事，需要釐清；

以工業界來看，AI的基礎從機器視覺方面著手，較有助益。 

全國青年創業總會 黃士軍理事 

  不曉得在本次的簡報分享案例中，是否有新創團隊協作或參與技

術移轉，以及中小型企業是否有參與的機會；希望法人研究機構能兼

顧新創企業，讓有能力、但資源不足的中小企業承接或服務，使 AI能

落實到產業中。 

微軟物聯網創新中心 葉怡君總經理 

一、 同意黃理事的看法，相信有機會且一定要兼顧新創公司；臺灣

的產業有 Domain knowledge，而新創公司對於 AI 技術學習較

快，兩者合作才能創造更大效益。 

二、 像是本次簡報分享的扣件、汽車零件或印刷電路(PCB)等從事技

術服務的行業，應該化整為零發展 AI；此外，發展重點應該放

在「整合」與「跨界人才」，而非人數與資歷；從過去組成專案

團隊時的經驗來看，有時候只要 2、3人就可以解決問題，關鍵

在於專案經理(PM)能在不同領域找到最對的人。 

上博科技 謝尚亨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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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灣教育目前最大問題在於學校老師太專精於某個領域，導致

跨領域難以整合，亦找不到合適人才；大學或碩士畢業生如同

白紙，上博本身也因此投入不少經費，重新培育人才。 

二、 以機械業來說，機連網有 3個階段，第 1階段MES(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第 2 階段運算診斷，第 3 階段是製造流程

(PROCESS)優化；同一台機器切割不同材料，得到的電流組皆

不相同，如果只是單純從機器端 IOT的數據作 Deep Learning，

不會有任何結果。製造是一個很長的 PROCESS，應該要從整個

系統的數據鏈著手，但是臺灣目前相當欠缺跨領域的系統發展

商，微軟也許可以提供相關的協助。 

三、 上博科技開發過相當完整的系統，在 IEEE 也發表 2 篇文章，

日本工業雜誌也介紹過，但是這一套系統卻無法在臺灣銷售，

大多數臺灣企業要的只是微型的服務，其中原因在於企業內部

沒有相關領域的人才。因此，臺灣發展 AI的第一步，應該要從

人才開始培養。 

四、 上博與科技部計畫合作，日前的成果發表即看到如成大、正修

等訓練在校生運用上博的平台，實際應用在不同的領域。 

五、 推動自動化、智能化或 AI之前，需要將企業的知識或資料標準

化、合理化及數位化，但是臺灣中小企業沒有這方面能力，建

議政府可以先分析適合的行業，推行公版使用，再慢慢優化、

演進、再提升。另外，即使是公版，中小企業很可能也會因買

斷費太貴及後續維修費等因素而卻步，因此，也贊同公版「以

租代賣」的模式。 

洽吧智能(BravoAI)股份有限公司 趙式隆創辦人兼董事長 

一、 建議不宜過度深化對 AI 的看法，AI 只是生產過程中最佳化的

方法；以金融業來看，真正的問題亦不在沒有導入 AI，很可能

只是數據資料的數位化等，後續才能讓機器來學習。因此，IOT

就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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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我們過去與業界接觸的經驗來說，只要企業願意把反映問題

與資料提供，並標準化為 AI問題，由新創協助導入流程絕對不

會是問題；因此，也許可以思考由法人找具有 AI專業的人，組

成 AI產業顧問團，將企業所遇到的困境轉譯成 AI語言，相信

會是一個可行的模式。 

三、 科大訊飛是中國大陸的一家語音科技公司，在中國大陸幾千萬

支白牌手機中都安裝了該公司的語音引擎，藉由使用者語音輸

入的修正回饋，自動優化科大訊飛的引擎，此即「close loop」

的概念；也就是說，當 AI技術被高度廣泛導入到工業領域時，

AI公司將不可被打敗。因此，雖然臺灣目前仍掌握製造業的核

心地位，但如果忽略 close loop 概念、AI 的發展，未來將會喪

失領先優勢。 

台灣經濟研究院 林欣吾所長 

一、 跨領域人才確實不易訓練，台經院過去參與工研院產業學院的

計畫，在產業智慧化的調查中可以發現，在導入過程非常需要

具備 domain 的 AI顧問，才能協助業者智慧化。也許可以思考

讓快退休或已退休的老師傅與 AI培訓人才相互交流學習，直接

讓業界具備專業的人可以回饋新的知識到產業界，協助原本產

業做改善。 

二、 在研究過程和業者們洽談時，業者常問一個問題：在導入智慧

製造過程中，是否可以多賺一些錢？建議在討論生產過程效率

會提高，或改善品質之餘，能就營運模式來思考是否有可能讓

業者多一些客戶，或多一些產品。 

三、 營運模式需要轉變，建議從 AI與 5G開始，協助蒐集臺灣狀況，

PROCESS 建立後，企業也許可以持續蒐集資料改善品質與效

率，另一個可能性是持續蒐集資訊後，可能有機會讓企業開發

全新的產品，這是一個大的議題。 

鈺創科技 呂秉洋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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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I目前討論的方向都在自動化，但自動化屬於較低層次的智慧，

建議政府創造一個產業、擔任火車頭的角色，進而形成一個產

業鏈。 

二、 臺灣在 AI的投入，遠遠落後於世界先進國家；以機器人為例，

國外從原本笨拙的機器人發展至今越來越優化，因為他們看到

的是產業的願景，如何應用於照護、飯店等。因此，我們也應

該要思考，機器人是否有機會形成一個產業？如果無法，臺灣

的電子業、半導體或機械業是否有辦法擠進這個產業供應鏈？

如此會較有助益。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吳宗寶常務理事 

一、 從前面幾位先進談話中，可以歸納出目前 AI發展的兩大重點為

人才與跨領域的應用。目前學校裡確實缺乏系統整合的課程，

本人的公司在 6、7年前開始投入與學校進行產學合作，剛開始

學校的企圖心很強，後來落實度皆不高。 

二、 今天的 AI 主題偏重於製造業，建議往後也要多注意服務業的

AI發展，尤其看先進國家的 GDP占比，服務業均高於製造業。 

三、 以本人公司過去推行公版的經驗，初期的難度很高，尤其 AI應

用在各行業的 domain knowledge裡，相信會是高度客製化與模

組化。 

四、 建議經濟部可與教育部溝通，讓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以專題報

告方式取代論文，使產學合作能更深度融合。 

主  席 

一、 將請相關法人協助釐清自動化、智慧化或 AI的定義，後續才會

知道各行業既有技能需加強哪些部分。 

二、 臺灣在各行業專精領域有很好的人才，但跨領域人才確實仍相

對缺乏；在智慧機械方案中，曾經請全國學校盤點學校中機械

領域與 IT資訊課程，並嘗試設計出兩者能相互交疊的課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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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授課的教授也是一大問題；但至少一步一腳印，發現問題才

能對症下藥，希望由政府、教育界、學研界及企業界共同研商，

合作培養跨領域人才。 

三、 因應臺灣廣大的中小企業，如果有了公版，企業後續更容易依

循或客製化，確實能幫助降低企業進入智慧化的門檻。 

四、 可以思考由法人扮演 AI產業顧問團的角色，當作產業界和新創

之間的橋樑，協助轉譯彼此的語言。 

五、 關於微軟葉總經理簡報中提到政府資源協助或補助的部分，目

前是處於已就緒的狀態，尤其在智慧製造的部分，只要業者願

意導入即可；至於是否能提供租稅優惠，經濟部目前正在和財

政部溝通，尚有討論的空間。 

六、 至於以租代賣的部分，也許可以設計一套誘因機制，如：只要

提供 AI解決方案的業者，租給越多中小型服務業者使用，能獲

得的補助就會越多，AI業者也會用心篩選具有優勢的中小型業

者，不但中小型業者可以獲得好處，同時也培養出具有國際競

爭優勢的 AI業者，甚至可以進一步複製到新南向目標國家。 

 

玖、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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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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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簽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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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1次會議－「製造業

導  入 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引言簡報：資策會產

業情報研究所詹文男所長簡報「人工智慧對臺灣產業的影

響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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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2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1次會議－「製造業

導入 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主題分享：IBM全球顧

問服務事業群製造業陳世祥副總經理簡報「製造業導入 AI 

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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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3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1次會議－「製造業

導入 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主題分享：工研院量測

中心戴鴻名博士簡報「人工智慧應用於汽車軸件生產案例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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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4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1次會議－「製造業

導入 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主題分享：金屬中心精

微成形研發處詹家銘博士簡報「扣件產業導入 AI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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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5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1次會議－「製造業

導入 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主題分享：工研院巨量

資訊科技中心余孝先主任簡報「印刷電路板產業 AI應用

案例：機器視覺瑕疵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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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6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1次會議－「製造業

導入 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題」主題分享：微軟物聯網

創新中心葉怡君總經理簡報「微軟智慧製造加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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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1次會

議－「製造業導入 AI於生產流程之發展議

題」重點摘要 

壹、 AI現況 

一、 就技術面來看，AI的 3種機器學習方式中，最成熟的是監督式

學習(Supervise learning)，亦即提供資料及標準答案讓機器學習；

惟現階段仍遭遇很多的挑戰，像是企業資料機敏性問題，以及

產業的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等。 

二、 臺灣在 AI的投入，遠遠落後於世界先進國家，舉機器人為例，

在國外，從原本笨拙的機器人發展至今越來越優化，因為國外

看到的是一個產業，例如應用於照護、飯店等。 

三、 建議往後也要多注意服務業的AI發展，尤其以先進國家的GDP

占比，服務業均高於製造業。 

貳、 AI人才議題 

一、 臺灣有很多人才，但都是單領域而非跨領域，也凸顯法人研究、

學術界與產業間缺乏橫向連結的問題。 

二、 臺灣教育目前最大問題在於學校老師太專精於某個領域，導致

跨領域難以整合，亦找不到合適人才。 

三、 AI 的重點應該放在整合與跨界的人才；因此，臺灣發展 AI 的

第一步應該從人才開始培養。 

四、 也許可以思考讓快退休或已退休的老師傅與 AI 培訓人才相互

交流學習，直接讓業界具備專業的人可以回饋新的知識到產業

界，協助原本產業做改善。 

五、 建議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以專題報告方式取代論文，使產學合

作能更深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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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智慧機械方案中，已請全國學校盤點學校中機械領域與 IT資

訊的課程，並嘗試設計出兩者能相互交疊的課程，但是相關課

程的教授也是一大問題；但至少一步一腳印，知道問題才能對

症下藥，由政府、教育界、學研界及企業界共同研商，合作培

養跨領域人才。 

參、 AI公版議題 

一、 推動自動化、智能化或 AI之前，需要將企業的知識或資料標準

化及數位化，但是臺灣中小企業沒有這方面能力，建議政府可

以推行公版使用，再慢慢優化演進。不過，中小企業很可能也

會因公版買斷費太貴及後續維修費等因素而卻步；建議公版以

租代賣的模式進行。 

二、 成立一個聯合資料中心(Data Center)，企業，可由第三方公正單

位，協助各企業機敏資料上架，發展可行的共通方案，讓沒有

資源做 AI資料標記的小型企業，把資料標記的工作外包。 

三、 因應臺灣廣大的中小企業，有了公版，企業後續容易依循或修

改，確實能幫助降低進入智慧化的門檻。 

四、 公版解決方案相當值得參考，但是投入的成本以及後續智慧財

產權(IP)等問題，需要再特別注意。 

肆、 AI產業政策 

一、 建議政府先釐清如自動化、智慧自動化或有 AI的智慧自動化等

名詞的定義。 

二、 建議政府 AI發展的論述少一點，訂出短中長期目標，務實性最

重要，按部就班逐步完成。 

三、 各行業自動化或智慧化程度不同，政府給予支援的程度也應不

同，建議可透過公協會釐清各產業可加入智慧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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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I是幫助臺灣製造業提升良率與效率的元素，建議不用再侷限

於在臺灣國內的 AI企業，也可以與 IBM、微軟等 AI應用技術

成熟的企業合作。 

五、 發展 AI產業以及發展以 AI為基礎的產業是兩件事，建議不宜

過度深化對 AI 的看法，AI 只是生產過程中最佳化的方法。因

此，AI應該是達成某個目標過程中的「手段」。 

六、 可以由法人找具有 AI專業的人組成 AI產業顧問團，將企業所

遇到的困境轉譯成 AI語言，將會是一個可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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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產業學院周怡君總監訪談紀錄 

 

時間：1070523 下午 3：00-5:00 

地點：產業學院會議室 

受訪者：產業學院周怡君總監總 

 

1. 產業有覺得他們的問題需要 AI來解決嗎？是他沒有要用 AI，所

以他還沒有要用這種人? 我現在對廠商的調查，廠商現在開出來

的職缺連一個要 AI的職缺都沒有啊。零啊！可能真的沒有直接

需要，未來可能是五年十年，是否有需要？ 

2. AI的時候是智慧化等於 AI範疇，還是少部分的企業在做的

business model ? 

3. 大家為什麼說先要有個顧問團? 其實第一件事情還是診斷跟需求

的概念要被釐清。營運數據分析的人，評估階段，所以他們需要

能夠協助他們評估，做初步規畫的人，他確定之後就會真的需要

來做事的人。 

4. domain到第二段的，其實只要找到自己 AI的人才需求即可。找

一個 AI公司幫忙寫 machine learning 的程式，然後找一個本身是

擅長數據統計改寫的人。 

5. Domain 與 AI合作困難，在於參數的校調及文字型的資料，及技

術做得到與真的能幫我做到我覺得可以用，還有一個差距。要轉

換成數學公式的時候，根據這幾年我自己的摸索，必須要把規格

開的很清楚，AI才能做。 

6. AI的人往 domain 跨一點點，越理解我們的語言，他越理解客

戶，就越能夠幫我調整我的東西。這是一個，但是這個部分解決

的是跨領域的溝通。人才的需求 base on 企業的 states會產生不

同需求，去談跨領域人才的發展或養成的時候，是三五年以後的

事，還是五年到十年的事? 要叫學校去做?還是我講了以後要叫

企業做的事? 還是我講了以後要叫一般訓練中心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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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一些地方政府、教職體系，還是技職體系，有那種人力培訓的

部分。那時候有提到這部分的話，邀請的人也可以往這方面思

考。 

8. 最後的 solution就是企業直接把題目丟出來，人直接到企業裡

面，反正弄幾個月，能夠往下做就是有東西，不能往下做就結

束，他採取的 solution很單純，就直接企業來丟問題。所以整個

訓練方法就不是我幫你上課的概念。反正企業就把題目丟出來，

老師跟學生就一起去，然後大家就實務的 base on 每一個問題來

操作，其實這就是非常標準的 PBL的訓練，problem based 

learning 的概念。 

9. AI的專業，就 AI自己本身專業的人士，他們有完整的學程按部

就班，你要先學什麼後學什麼，其實就是 language 一個一個的

學。學到後來其實就是資工背景或是寫軟體的人。 

10. 一個專業的人我分析他所有的學習，他需要的 skill，我就幫他把

學習的路徑排出來。產業的 AI化有哪幾種 states哪些情境? 隨不

同的情境我們可能需要什麼不同的人，然後再來決定我要怎麼

做，我要用什麼方式來訓練，因為我們訓練有訓練的對象，跟訓

練的方法。 

11. 廠商還是搞不大懂，他可以拿這些東西做什麼。所以他其實回到

跟做工業 4.0是一樣的，投資報酬率是什麼？我先要做一個

business case，這個 business case是讓他可以 evaluate ，是我這

樣做上去，投報率怎麼說服我的老闆，他對我的優點是什麼，我

大概要花幾期投資多少錢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成果，大概就是這些

business case。廠商跟這件事不是技術，他看的事情是模式跟錢，

技術不懂也就算了。 

12. 不同情境的不同廠商，他們要的東西真的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商

業的 chatbot，已經應用很多了。 

13. 成立顧問團，那時候我就說要做種子顧問的訓練，每一件事情只

要新的東西要導入都是這個事。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也沒有

足夠的顧問，所以要先訓練足夠的老師，是顧問我總會切一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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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水準，有什麼樣經驗的人可以被訓練，但這個顧問團其實他們

說的就是有一個人來幫我做診斷，然後幫我釐清我到底拿 AI可

以幹嘛，大概就是這樣。 

14. 經濟部有個競爭力服務團，其實對他們來講就是把 AI的諮詢診

斷加進去一個服務，在現有的機制加一個 AI。只是有沒有這麼多

顧問我不知道，但是每一個老師都可以教很多單點的技術。上次

4.0的顧問團好像訓了一期就沒訓了，因為沒什麼錢。地方政府

的訓練都是跟職訓局在一起，他們都很 low。 

15. 厲害的人就在學會跟學校及巨資中心，沒有別的地方了。 

16. AI只是諸多跨領域的其中一個情況。我們談智慧機械的時候也是

談跨領域，談 AI跟產業 domain的跨領域人才。interdiscipline 是

指兩個以上的 discipline 的 integrate之後的 insight，反正這種事

情老闆沒有做都做不了，最重要的就是高階主管的支持。 

17. 公版如果大企業就會說對我沒有用，他要便宜要用租的，可以把

他資料放上去。大的公司就是覺得我一定要做我自己要的。 

18. 一般中小企業，也是推廣了兩三年之後，但等到他們真的要用到

這個，搞不好明年後年甚至五六年之後開始。可是 AI的速度可

能可以很快，這個讓人比較擔心。 

19. 大廠一定要先站起來，因為後面跟著是一整串的供應鏈。所以我

認為前面跑完，他會要求他的供應鏈跟上。其實整個供應鏈體系

的串接跟中心衛星體系的串接他自然就跟上。半導體廠很急，整

個電子業都很急，但是除了電子業以外就還好，機械業可能好一

點點，你再往後問那些傳產，急不急不知道。 

20. 情境不一樣技能就不一樣。除非臺灣的老闆可以理解說，通用的

技能大概就這些，其他都是要因為自己的情境自己訓練。所以如

果他們可以接受的話，那可能也沒有問題。可是現在臺灣的老闆

都說你要為我訂製到我剛剛好，就是每種情境的人，他的差距就

會很大。如果你說只是要共通的，那就那麼一點點。所以這個裡

面就是有那個分寸、對象，各式各樣的問題，要去跟老闆溝通看

能不能用案例的方式分享，因為他們現場的人也提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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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許碧書副研究員、周怡君總監、錢思敏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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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資策會科法所廖振豪主任訪談紀錄 

 

時間：1070525 上午 10：00-12:00 

地點：科法所 

受訪者：科法所顧振豪主任 

 

1. 我們的第一場會就邀請了一些 AI實作導入，製造業實作導入 AI

的一些案例的分享。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其實無法做什麼政策。 

2. 在判斷良率跟不良率的部分，用很多 AI 的技術，讓良率提升，

準確率提高，那效率甚至也可以提高，也可以減少人的成本。 

3. 公版我好奇的是為什麼會有企業想要分享出來？應該是說裡面有

AI分析的人的新創業者覺得中小企業可以把這資料放上來，這個

東西以後別人可以用，他就可以用比較便宜的費用去處理，但是

為題是他為什麼要放上來？所以就會想到那就會有法律的部分，

有智財的部分。如果可以提供給他們一些誘因的話，或是如果可

以變成一個 IP的形式，那他是不是就會願意放上來？ 

4. 資料這件事情是沒有什麼權利保護的概念，data有時候不是具有

所謂的意義的，而且有時候很多 data是機器可判讀但並不是人類

所能看得懂的。所以當初在著作權的發展過程中有一個比較有趣

的是軟體著作這件事情，可不可以變成著作權的保護? 那當然後

來有走不同的面相，走專利權的方向跟走著作權的方向。可是這

個東西一直有一點點爭議，就是軟體著作到底可不可以把他用著

作權保護？其實除非就是我說他要符合法律上面檢核的幾個要

件。至少目前而言， data這個東西基本上是不會有權利的。 

5. 不會有權利的東西要怎麼保護？這件事情就要回到商業機制去做

處理，他就不會成為一個法律上有國家介入的一個管制行為，或

是有國家介入的一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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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事法律的概念，第一個就是要商業界的，比如商業之間過往的

習慣。政府有誘因去補助，要求企業要把資料釋放出來。 

7. 企業之間 data互相分像很有難度，但是可以做一個平台，以保全

業來說，就是警政單位可以做一個平台，不同保全公司貢獻未遂

資料給警政署，那警政署都標記在犯罪防制 map上面，這個東西

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所以等於就是在政府的第三方去做這樣的

事情。這有點像聯徵，聯徵不是政府的，可是聯徵是特許設立

的，就是一個不良 credit的紀錄，任何銀行都可以來用。 

8. 所以我覺得現在公版難度很高，除非透過補助的手段強迫，可是

也會有反效果，閉鎖的效果，這個我們也很難控制。 

9. AI的憑藉依據有時候是 data，因為要做 AI一定要有 data的試

算，所以大數據本來有的問題，在 AI還是會存在。譬如像數據

取得的問題，比對的問題，個資的問題，還有設計的問題，演算

法的公開，跟演算法可能產生的一些不透明的狀況，問責的問

題，accountability的問題，這個是 AI的法律問題。AI的部分，

通常我們講可責性、決策透明化、歧視的問題。 

10. 另外一個就是演算法透明度的問題，機器學習的過程中，怎麼去

做自主的改變？所以你這個演算法是不是要做一個揭露的動作？

這是一個問題。 

11. 此外就是資料帶入時的倫理問題，歧視與偏見的問題，也就是演

算法的揭露，或是防歧視的機制去做處理。 

12. 未來在 AI這種巨量資料運用，然後大型的這種高速電腦的計算

之下很可能造成數據操控市場的手段，演算法會影響到市場競

爭。 

13. 建議找交大科法所陳鋕雄老師，有做 AI，較 focus在醫療。還有

台大黃銘傑老師，較偏競爭法，或是視察，或是新興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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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Viscovery 創意引晴陳彥呈副總訪談紀錄 

 

時間：1070626   12：00-13:00 

地點：Viscovery  

受訪者：Viscovery創意引晴 陳彥呈副總 

 

1. 通用型 AI標籤有個很嚴重的問題，如果稍微變換一下角度，就

可能吐出兩組完全不同的五個標籤，這時候大部分的結果在比對

時，他們的距離永遠是無限大，相似度永遠是趨近於零。 

2. 所以即便是通用型 AI標籤也必須知道是針對哪一個產業的需

求，東森的影片內容推薦系統是我們做的，即將上線。 

3. AI標籤至少要分成幾個特定的領域，比如說農業、製造、醫療、

金融、零售、交通。 

4. ViDi這套軟體性能還是很差，但有瑕疵檢測的需求，可以直接透

過軟體介面去框出哪些是正樣本，哪些是有瑕疵的瑕疵品，然後

就可以利用一點點資料來做客製化服務。這套軟體後來被 Cognex

買走，臺灣代理的是碁仕科技，但實際上賣的很差，顧客用的反

應都很不好。 

5. Google AutoML在用深度學習去學的時候，每一個類別需要一千

到一萬張的圖片，但是很多問題是無法去容忍你要求這麼多的資

料。就像是瑕疵檢測的時候，可能手工抓出一兩個瑕疵後，就希

望日後這類型的瑕疵全都會抓出來，但 Google AutoML不可能客

製化出這樣的類型。 

6. 很多專利是為了寫專利而寫專利，都是屬於防禦性質，並不是真

的去揭露到我們所使用到的核心技術。 

7. 我們有很特別的技術，可以很快做出東西，就是一個關鍵，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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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鎖定的那個垂直應用，就可以知道數據運算速度，或是整個

產品更新的週期也很關鍵，就會因此產出符合限制的技術。 

8. 正確性是基本的要求，要達到一定的需求時才有辦法使用。關鍵

在於如何快速客製調整，使得吐出的標籤都是需要的。但即便十

個標籤中只有三個是你要的，你還是有辦法去用他。在於整個配

套的 UI、UX，還有產品的設計，其實都很關鍵。 

9. 中小企業要用 AI做數據分析的話，大概百分之九十八的工作是

在把數據數位化。 

10. 當效率不斷的提高的時候，實際上在銷售上會是完全相反的，第

一個跟我們做的客戶的話會是最便宜，然後後來是會越來越貴。 

11. 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後，除了我們是鎖定特定領域之外，我們的產

品也會做到像是防毒軟體，直接裝到客戶的這個主機當中，甚至

他就會自己下去把該收集的這個資料，然後還去客製化。我們現

在正在做的有一個可能比較容易 DIY，然後就可以去新建資料

夾，上傳 Line的一些照片，按鈕按下去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他立刻

客製化出來的一個結果。所以現在這個階段可能還需要一個稍微

懂得一點 machine learning 的工程師下去，可以做客製化，日後

那樣子可能是一個 IT人員他就只要去管這個東西有沒有把資料

不慎外流就好，但是距離那步還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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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2 次

會議－「促進產業應用 AI 所需關鍵人才之

培育與養成」會前會結論 

一、時間：107年 5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二、地點：經濟部 A503會議室 

三、主持人：甘執行秘書薇璣           記錄：許容芯 

四、主席裁示： 

1. 第一場次參與者歡迎再次與會。 

2. 需求端是否應洽邀？ 

3. 大陸討論方向：專利與基礎教育人才培訓，但師資本身就是問

題。 

4. 工業局與 google在北中南針對種子師資開了四堂師資培訓班，主

要是入門，google的 MLCC，和微軟一樣是訓練自己工程師的課

程。因培訓的人太少，一開始北中南藉由教授去擴散。 

5. 業界是以培訓種子師資的方式。民間目前還在和資策會洽談中。 

6. 微軟線上課程有認證，google沒有。 

7. M vidio有自駕車智慧的應用。 

8. 公協會亦可擴散，人培有很多層次，公協會可扮演最前端的層

次，包含推動 AI的應用，對大老闆們洗腦。 

9. Domain 需建立好應用再擴展，Domain+前端教育+基本平台，才

能有較好的推動成果。 

10. 因 AI技能發展演化過快，未穩定前不建議建立職能基準。 

11. google有很多資料，利用演算法，放入資料，再教你怎麼使用平

台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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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兩個題目都是大問題。 

13. AI人才應先在部裡討論，經濟部要解決的是 Domain。 

14. AI分成數據、演算與運算三部分，不同的 Domain往後要做 AI，

數據該透過何種方式蒐集。 

15. 簡禎富教授重點在製程改善，並與台積電合作。部裡應討論 AI

專家與 Domain專家如何合作？ 

16. 專業顧問團隊的培養。 

17. 104年推動商業生產力 4.0時，實際拜訪店家後，如新光三業、

愛買，提到不知如何使用會員資料，而連鎖店家不知如何收集資

料。商業司規劃課程藍圖，先針對公協會需求，培養大數據分析

及數位行銷專員人才。 

18. 108年 IOT物聯網的分析運用會是將來人才培育的重點。 

19. 針對此次議題，建議先從既有資料去分析目前 AI最需哪些人才

或技能，再盤點進階逐步往下發展。 

20. 中小企業導入 AI的能量為何？中小企業導入自動化已有困難，

AI概念應滿足業態的發展需求。 

21. AI概念、模組應逐步從認識、基本物聯網等概念成形後，再進一

步談論 AI。 

22. 邀約人選：輝達與麗台合作深度學習學院，麗台是台商，建議可

以與麗台或技嘉白光華執行長、微星合作。 

23. 釐清 AI內涵與目的。 

24. AI導入：(1) 需有資料(2)需有工具(3)需有 Domain去操作、判

斷、轉譯(4)引進 AI效率提升、改善品質、導入與收集資料的業

者(5)營運模式。 

25. 如何說服業者導入 AI？(1)提供成功案例(2)資訊服務業的 Domain

能力和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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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議邀請陳昇瑋來分享案例。 

27. 電子十哥：AI目前應用在流程改善+管理面，如製程改善、效率

提升。 

28. 資服業：有動機，是好的方向。 

29. 應用領域與情境和工具有相關。 

30. 友達去年在各部門開始 AI化。 

31. 清大 AI中心，提供 tool到網路上，可以蒐集全球的會員資料。

建議臺灣可以在前端設計一個 tool，吸引別人 Improved Design，

這是一個新的營運模式的出現。 

32. AI不能用大廠的概念去看，必須用國際小廠案例來分享，才不會

太遙遠。 

33. AI人才領域層面可以放寬，如金融領域、行銷領域或商業領域。 

34. 可邀約第一場參與嘉賓，並鼓勵與會者用簡報方式發表意見與分

享。 

35. 討論題目修改為如何培育可協助企業利用 AI發揮效益的人才。 

36. 邀請陳昇瑋分享 AI學校第一屆的成果，這是第一種方法。 

37. 工業局推薦的產業出題 AI解題是第二種方法。 

38. 資訊服務業者，可找國眾與智庫趨動執行長劉嘉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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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 年第 2

次會議－「促進產業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

之培育與養成」會議紀錄及講者簡報 

壹、 時 間：民國 107年 7月 10日（二）上午 9時 30分 

貳、 地 點：經濟部第一會議室 

參、 主 席：經濟部龔政務次長明鑫    

                              記錄：許容芯研究助理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附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引言簡報：台灣經濟研究院錢思敏副研究員簡報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AI相關諮詢主題說明」(略) 

柒、 主題分享： 

一、 臺灣人工智慧學校執行長陳昇瑋執行長簡報「AI人才訓練與產

業深度連結案例」(略) 

二、 國眾電腦王超群董事長簡報「資訊服務業如何學習領域知識經

驗分享」(略) 

三、 微軟人工智慧研發中心張仁炯執行長/微軟人才培育與技術推

廣事業部陳俊志總監簡報「跨國公司之 AI人才培訓課程訓練分

享」(略) 

四、 IBM政府和政策事務部秦素霞副總經理簡報「跨國公司之AI人

才培訓課程訓練分享」(略) 

捌、 意見交流與討論： 

臺灣矽谷創業家協會 趙式隆理事長 

一、 在人工智慧的時代裡，除了 IT應用或研發人才培育，更重要的

是在相關領域知識部分，非 IT背景人才的角色。 

二、 機器學習讓我們把一些經驗法則傳遞給機器，這是一次重要的

人工智慧革命，同時也是一次泛用型的產業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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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臺灣人工智慧科學界新星的李宏毅教授為例，在台大電機系

開設人工智慧相關課程，反應非常熱烈，李教授在 youtube 等

網站上也有相當多教學資源可以參考；從學校觀點來看，臺灣

不乏 AI 新血持續注入，故長期而言，AI 人才不會是臺灣的問

題。 

四、 未來 IBM、微軟、宏碁、Facebook、Google等會提供通用型 AI

工具供大家開發、使用，故 AI技術門檻也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五、 我們知道，AI 有兩個類別，強 AI 與弱 AI：強 AI 是人類的夢

想，現階段也沒人能真正做到；弱 AI則可以限縮在既有領域，

解決現有問題，也是目前人工智慧的主流。 

六、 AI工程師只是做引擎的人，但要讓引擎能跑、會飛，需要的是

領域知識的人；以 Google 的 Alpha Go 為例，其真正厲害之處

並非在展現運算技術，而是將圍棋變成模式識別的問題。 

七、 若要將人工智慧變成臺灣優勢，建議在企業或大學裡推廣人工

智慧的科普教育，讓不是做人工智慧的領域專業人士，將每天

要解決的事情轉變為人工智慧的問題。 

八、 以商業司的公司名稱預查功能為例，產業別、專有名詞等不能

作為公司登記名稱的項目，需要人工經驗作判讀，未來也許只

要讓判讀人員瞭解，人工智慧能幫助解決甚麼樣的問題，即可

以協助搜尋引擎做機器學習。 

九、 AI時代下的科技倫理與法規辯證也需要特別關注，自動駕駛車

的道德問題即是一例；我們可以預想未來遭遇到此種不再需要

人類負責的情境時，人文社會科學應該扮演的角色，因此也再

一次呼應先前所提到，讓各領域專業人士瞭解人工智慧才是更

重要的。 

【書面補充意見】 

十、 工具與工程師的數量跟品質在未來都不是問題，關鍵在於跨域

整合，未來產業的瓶頸將在擁有領域知識者能不能勝任「人工

智慧訓練師」與 formulate的問題。 

臺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 盧超群理事 

一、 建議臺灣的技術一定要自主；不論是 Google、IBM、微軟等，

我們能有這麼多好的外商公司幫忙，就是因為臺灣很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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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I的基礎技術就是 AIIC。日前，幾位首長提出「AI On chip」

的想法，看中的就是臺灣在半導體的優勢，可以在前線支援 AI；

臺灣未來持續在半導體架構或材料上進行突破，政府則再提出

多元應用的支援。 

三、 如果臺灣沒有自主技術、產業，根本沒有後面人才培育的議題；

臺灣的產業從早期向國外學習、到現在領先優勢，經過 20年歷

練，人才自己會留下來；所以產業存在才是最重要的。 

四、 AI 能跨足的業態太多、太複雜，應該從 AI 的根著手，才有後

續的應用、加值；臺灣有半導體的基礎，建議經濟部正式成立

一個 AI 組織(AI core center)，學習 MIT 與 IBM 合作的概念，

初期也許可以先從工研院、海外人才、台積電裡找尋最優秀的

人才，並與海外公司談合作，執行 AI On Chip的構想。自主產

業第一，核心產業第二，國際互動第三。 

數位智慧服務推動聯盟 王定愷會長 

一、 從半導體角度看 AI的感觸很深，如同盧董事長提到，自主與分

工的重要性，NVIDIA即是一例，經過多年投入，找到在自駕車

領域的應用模式，也讓其他業者看見機會；臺灣在半導體產業

扮演領導地位，如何在既有基礎上再加值，值得思考。 

二、 今日會議主要討論人才議題，臺灣人才有限，應該要注意不要

落在錯的地方。 

三、 若從新經濟發展的會議主軸來看，臺灣是以出口導向的經濟體，

首重國際分工，誰是我們賺錢的對象，非常值得思考。 

四、 再來談論公有雲的部分。全世界目前只有中、美 2 國能發展公

有雲，臺灣各界也普遍低估能量；發展公有雲有其背後的意義： 

(一) 公有雲的 scalability(規模擴增性)。公有雲讓原本需要很高

成本 access (獲取)技術的情形，變成 democratize (民主化)，

因此是民主化的技術；新創之所以能一夕變成獨角獸，也是

因為 infrastructure (技術基礎)、computing power (運算能力)

發揮功效，不是應用程式本身的緣故。 

(二) 公有雲的 computing power。AI需要大量運算，然而摩爾定

律之下，企業購買 On-premises 或伺服器，每 18 個月運算

能力只剩其他人的一半，永遠只能用老機器作 AI訓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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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On-premises的 AI訓練，與未來進入到商業環境非常重

要。 

(三) 公有雲的工程環境，也就是開發環境與商轉環境的協同性

與一致性，這也是為何有很多新創企業進入商轉環境就失

敗的原因。 

(四) 公有雲的出海。企業只要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商業模式、

architecture(架構)的定義，不會再有任何出口的機會。因此，

如何找出 AI架構的 exportable(出口性)、創造更好的效益，

值得思考。 

(五) 公有雲的國家戰略。公有雲背後包含龐大的經濟、國防與民

生意義。因此，臺灣雖然沒有公有雲，但應思考如何在中美

產業關係中，找到競合的最佳優化點、戰略地位，並且持續

加值臺灣的強項，進而轉型、獲利；其中，又以 AIoT、半

導體相對重要。 

五、 臺灣依然習慣以技術型驅動為出發點，認為只要有技術就能獲

利，然而現在全世界的擁有新興技術的成功企業都是需求型趨

動；建議政府從有形與無形兩方面去著手，帶頭破除舊經濟思

維、過去成功的包袱，並且給予企業更多的誘因，使用新技術

競爭與轉型。 

六、 如同盧董事長所言，研發最聰明的人才都是 30 歲以下的年輕

人，建議利用現在青年創業的熱潮，媒合最年輕、最厲害、Mobile

世代的菁英一起合作，在現有基礎上，創造更大的產業效益。 

七、 建議透過國營事業做智慧化技術示範，例如，思考如何優化用

電、發電、配電等關鍵因素，可以降低資本，同時提升競爭力。 

全國青年創業總會 黃士軍理事 

一、 青創總會最近剛好舉辦「企業天蠶變」全國青創楷模聚會，活

動安排 AI專家與全國青創楷模銜接，主要藉由案例分享方式，

讓參與者「務虛」發想各種可能性，最後藉由 AI專家媒合，提

供參與者務實可行的作法。過程中我們發現，有過半數的上市

櫃公司，心中很渴望能跟上 AI時代的腳步，但對 AI如何應用

卻是相當陌生。 

二、 藉由本次會議，也瞭解到原來國內有許多 AI 人才的應用或課

程；因此，如果能讓更多企業接觸這些資訊，透過類似青創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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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活動或分享會議等，加速企業與 AI銜接，一方面能增加企

業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能加速培植臺灣 AI新創。 

【書面補充意見】 

三、 支持王超群董事長簡報提到的 AI主動媒介 APP，讓不是 AI的

人與有領域知識的人，有能力表達問題並銜接技術。 

優愛德股份有限公司 張天豪總經理 

一、 優愛德是行銷 AI公司，臺灣行銷資源倚賴在國際型的大企業手

上，相對於臺灣中小企業能掌握的數據或比例有限，故優愛德

主要協助中小企業、電商累積自身的數位資產。 

二、 訓練一名工程師瞭解產業 Knowhow 需要 2 至 3 年，但訓練一

名企業內部的員工寫程式只要半年，效率相對提高很多，故人

才一定要從產業中培養；尤其 30歲左右的年輕人，學習欲望非

常強，大多也會利用網路資源自我進修。 

三、 臺灣人才在國際型的企業中都有很好的貢獻和聲譽，相信人才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人才最重要的是需要舞台(產業發展)，但臺

灣沒有舞台，只好往海外出走。人才會受限於公司的天花板，

公司必須要做得更大、更廣，產業要轉型，才有吸引人才的條

件。 

四、 從政策面來看，首先要先確定臺灣 AI產業的 landscape(願景)；

未來所有的東西都有 AI的成分，如果發展方向無法確定，一定

會不知所措。 

五、 資料對 AI無比重要，但在臺灣卻少的可憐，且基本上都只有機

器的紀錄或數據，行為與認知上的資料非常缺乏；建議政府應

該要從政策的角度，支持並宣導「資料也是公司的數位資產」

這件事。以優愛德為例，我們完全沒有固定資產，電腦用租賃

的，所有主機都在雲端，我們擁有超多的資料，但在產業發展

上，我們卻是弱勢的一群，我們無法做一些很好的投資申請，

補助處處受限。因此，企業的資產一定要包括「資料」。 

六、 每個特定產業的 AI 運用方式不盡相同，應該要有屬於自己的

AI 聚落，不應該把 AI 人才聚在一起去解決全部的問題，而是

把每個產業的人提出來，變成 AI專才，然後解決產業中共同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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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希望政府可以協助扶持國際型產業的 AI 題目，以經濟效益來

看，單純投資臺灣的需求比較不划算；此外，臺灣的專利布局

太弱，導致專利都快被海外布局完了 

八、 國際間對資料跨領域運用有非常多的討論，如歐盟的

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等；而在國內，中小企

業甚至不了解 GDPR 所造成的影響，只想要規避法規的限制。

臺灣對此是否有因應方式？因此，希望能制定與國際接軌的資

料跨領域運用法規，此部分需要政府來協助解決。 

九、 希望政府能以做到「AI政府」為目標；以行銷業最近相當關注

的 withholding tax(暫扣繳稅)來看，雖然幫 Facebook 支付的境

外稅核准由 20%降成 6%，對於中小企業好處是成本降低，但相

對的政府稅收也減少，且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點是，Facebook

究竟賺了臺灣企業多少廣告費，為何國內企業要幫 Facebook繳

稅？建議政府應該要蒐集相關的資料，再做適當政策的訂定。 

臺灣銀行 陳文章經理 

一、 就現況而言，金融業資料極端封閉，不易與外界交流溝通，往

後可朝去識別化後在相關平台與外界分享。 

二、 相對金融業對外界資料補強需求非常殷切，所以資料分享平台

建立非常重要。 

三、 目前金融業 AI應用人才明顯不足，除需要外界顧問協助外，加

強人才訓練是重要議題，AI人工智慧學校等機構若能開放兼職

的訓練課程，讓金融從業人員有機會獲得 AI相關知識，對金融

業 AI應用發展非常有助益。 

萬里雲互聯科技 郭正華技術長 

一、 萬里雲是 Google 在臺灣的合作伙伴之一，也有從事 AI 相關事

務，對於 AI人才議題，傳統產業現階段可能會有一些困難，但

是在臺灣人工智慧學校或國際級雲端供應商(Cloud vendor)所提

供免費課程、訓練的資源支持之下，長遠來看，AI人才和技術

應該不成問題；最令人煩惱的應是如何讓人才留在公司內、不

被挖角。 

二、 隨著人工智慧的工具技術平民化，首先會面臨 SI(系統整合)公

司增多，假設又只侷限在臺灣國內市場，容易導致削價競爭；

因此，在大量培育 AI人才的同時，也應考量整體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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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過去經手的案例中，我們觀察到 AI的幾個問題；例如，AI應

用作瑕疵辨識，關鍵應該在於如何將這套模型整合到企業的流

程或產線中。因此，還是呼應剛才所提到整體性的問題，或許

可以從思考(瑕疵辨識)產品化著手。 

四、 再者，AI人臉辯識，因為需要 VIP、員工或安管的識別等，由

雲端應用可能會有 latency(時間差)的問題，因此就要將 AI嵌入

硬體之中；而這種軟硬體整合的模式，就會是臺灣的製造強項

之一，建議政府可以多著墨，思索與別人不同之處。 

亞旭電腦 劉均敬副總經理 

一、 企業就是要賺錢，因此臺灣 AI的產業一定要出口。 

二、 臺灣AI人才與工具都不是問題；所謂AI的應用就是情境開發，

所以關鍵就是培養情境開發的人才來橋接資料科學家與專業領

域的人才。 

三、 AI 若以出口為前提，就要先做 PoC(概念驗證)，但是臺灣的產

業與場域太小；因此，目前政府推動的前瞻計畫方向上是對的，

由中央主導、地方提出需求，2至 3年後，就是出口。 

四、 企業客戶關心的是 AI應用，不需要理解 AI，因此 AI的演算法

是其次，數據資料才是最重要的，還要與場域配合。 

五、 企業通常不會給資料，只有政府能透過交通、教育、醫療等管

道，才能夠推動企業拿出資料；數據資料一定要適度開放，這

樣 AI才有發展機會。 

宏碁雲端技術服務公司智聯網事業單位 馬惠群總經理 

一、 簡報提及的 AI訓練課程，大致上都涵蓋應有的範疇；可以再進

一步思考的是，臺灣的 AI專業人才應該涵蓋臺灣特有的訓練，

亦即，臺灣過去以硬體為主，所以人才培訓可以再與硬體作結

合。 

二、 傳統 AI課程大多在強調訓練與優化演算法，但對臺灣而言，AI

訓練如何介接到 edge端進行優化，才是對晶片廠或物聯網裝置，

升級到智慧化非常重要的一點。 

三、 昨日剛好參與由清大與科技部主辦有關AI晶片設計的研討會，

與會的教授主要在談論如何用最精簡運算能力達成同樣的目標，

這點或許正好是臺灣代工或硬體廠商最需要的，因此臺灣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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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在 AI 訓練課程中，強調如何將相當成熟的 AI model 再優

化，而不是再與全世界走相同的 AI課程。 

四、 《人工智能基礎高中版》是中國大陸新創企業商湯科技，與上

海市政府及多所高中共同開發的 AI書籍，雖然 AI是否適合放

入高中教材仍未定論，但其背後所代表的是一種不得不思考 AI

的決心。宏碁的「雲教授」，也是希望將 coding(寫程式)推廣到

更基層的中、小學，把 AI當作應用。 

五、 由於菲律賓從事大量的外包工作，菲國政府擔心這些外包的人

很快會被 AI取代，因此也很積極地發展 AI，儘早扎根。 

六、 從廣度來看，AI儼然成為普遍性的知識，建議臺灣能更早從基

礎教育著手。 

主  席 

一、 從剛才的討論中，發現原來很多中小企業不知該從何著手培訓

企業內部 AI人才，下次的討論，也許就可以聚焦如何組成輔導

團或宣導團，實地去瞭解中小企業需要哪些幫助、需要哪些人

才，讓中小企業也能快速找到想要的資源。 

二、 非常感謝各位先進踴躍發言與寶貴建議，基於時間因素，未來

還有許多的機會邀請各位先進參與，也請台經院務必將發言內

容詳實記錄，之後可以考慮將每次的會議重點彙整成冊，供內

部參考，必要對外發表時，也會取得各位先進的同意。 

經濟部研究發展專家會 甘薇璣執行秘書 

  各場次會議相關資料會公布在本會網頁上，簡報部分均事先徵詢

簡報人同意公開上網；會議紀錄部分，目前先就會議重要結論公開，

至於完整的發言紀錄，考慮到與會先進公開意願與否，故尚未放在網

路上。 

玖、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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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簽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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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1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2次會議－

「促進產業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成」引言

簡報：台經院錢思敏博士簡報「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

議－AI相關諮詢主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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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2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2次會議－

「促進產業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成」主題分

享：臺灣人工智慧學校陳昇瑋執行長簡報「AI人才訓練

與產業深度連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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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3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2次會議－

「促進產業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成」主題

分享：國眾電腦王超群董事長簡報「資訊服務業如何學

習領域知識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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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4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2次會議－

「促進產業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成」主題

分享：微軟人工智慧研發中心張仁炯執行長/微軟人才培

育與技術推廣事業部陳俊志總監簡報「微軟 AI 人才培

育與養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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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5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2次會議－

「促進產業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之培育與養成」主題

分享：臺灣 IBM政府和政策事務部秦素霞副總經理簡報

「AI 人才發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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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 年第 2

次會議－「促進產業應用 AI所需關鍵人才
之培育與養成」重點摘要 

壹、 AI跨領域人才議題 

一、 AI領域已吸引非常多人才投入學習，長期而言，AI人才不會是

臺灣的問題，但對相關領域知識的瞭解，才是 AI人才培育更需

要重視的部分。 

二、 訓練 1 名工程師瞭解產業 Knowhow 需要 2 至 3 年，但訓練企

業內部的員工寫程式只需半年，效率相對提高，故人才一定要

從產業中培養。 

三、 AI的應用就是情境開發，關鍵就是培養情境開發的人才來橋接

資料科學家與專業領域的人才。 

四、 臺灣的 AI專業人才應該涵蓋臺灣特有的訓練，亦即，人才培訓

可以再與硬體作結合，而不是再與全世界走相同的 AI課程。 

五、 目前金融業 AI應用人才明顯不足，除需要外界顧問協助外，加

強人才訓練是重要議題，AI人工智慧學校等機構若能開放兼職

的訓練課程，讓金融從業人員有機會獲得 AI相關知識，對金融

業 AI應用發展非常有助益。 

六、 對於 AI人才議題，傳統產業現階段可能會有一些困難，但是在

臺灣人工智慧學校或國際級雲端供應商(Cloud vendor)所提供免

費課程、訓練的資源支持之下，長遠來看，AI人才和技術應該

不成問題；最令人煩惱的應是如何讓人才留在公司內、不被挖

角。 

貳、 AI平台架構 

  IBM、微軟、宏碁、Facebook、Google 等提供通用型 AI 工具供

大家開發、使用，AI技術門檻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參、 AI晶片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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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I能跨足的業態太多、太複雜，應該從 AI的根著手；AI的基

礎技術就是 AIIC；臺灣應該在「AI On chip」進行突破，在前

線支援 AI的發展，才有後續的應用、加值。 

二、 建議經濟部正式成立一個 AI組織(AI core center)，學習 MIT與

IBM合作的概念，執行自主開發 AI On Chip的構想。 

三、 將 AI嵌入硬體的軟硬體整合模式，是臺灣的製造強項之一，建

議政府 AI政策可以多著墨。 

肆、 AI相關知識與資訊的擴散 

  多數公司希望能跟上 AI時代，但對 AI如何應用卻相當陌生；藉

由本次會議，瞭解到原來國內有許多 AI 人才的應用或課程，如果能

讓更多企業接觸這些資訊，透過類似青創楷模的活動或分享會議等，

一方面能增加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能加速培植臺灣 AI 新創。 

伍、 AI資料蒐集議題 

一、 希望政府能制定與國際接軌的資料跨領域運用法規。 

二、 政府應該要從政策的角度，支持並宣導「資料也是公司的數位

資產」，協助企業更容易獲得投資申請和補助。 

三、 企業關心的是 AI應用，因此數據資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企業

通常不會主動提供，政府應透過交通、教育、醫療等管道，讓

企業願意釋出，AI才有發展機會。 

陸、 AI產業政策方向 

一、 臺灣可藉自主技術與產業來引領人才培育，產業要先成形，人

才就會留下來。 

二、 人才培育要先確定臺灣 AI 產業的願景，未來所有的東西都有

AI的成分，確立發展方向後再培育領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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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隨著 AI 工具技術平民化，首先會面臨 SI 公司增多，假設又只

侷限在臺灣國內市場，容易導致削價競爭；因此，在大量培育

AI人才的同時，也應考量整體性問題。 

四、 中國大陸出版的《人工智能基礎高中版》，背後所代表的是一種

不得不思考 AI 的決心，AI 儼然成為普遍性的知識，建議臺灣

能更早從基礎教育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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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碩網資訊訪談紀錄 

 

時間：1070809   AM10：00-12:00 

地點：碩網資訊  

受訪者：碩網資訊楊舒婷行銷顧問 

 

1. 我們今年初也初登錄到創櫃版，那我們公司的核心產品其實三

項，第一個是 KMS，就是知識管理系統，再來就是 Robot跟

OMS。公司核心產品走向 AI，其實跟我們原本一開始在走知識

管理系統有很大關聯，因為知識管理系統有一個很重要核心技

術，叫授權檢，其實這也是在發展 AI上面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技

術。 

2. 我們公司在做自然語言的理解是基於深度學習的網路之下，我們

的自然語言可以做到說，因為其實現在很夯就是在 Chatbot開發

商。其實 Chatbot開發商有個很大的關鍵點是他有沒有辦法做到

像這樣文義的關聯跟反問式的引導。假設說 User問的範圍很

大，譬如像我要開戶的問題，其實他有很多戶別，譬如說是台幣

戶或是美元，或是其他幣別戶，那我們機器人要有辦法去做這樣

反問式的頻道，其實我們在做是這樣的自然語意理解的部分。 

3. 我們在臺灣的相關案例大部分是大型企業跟政府機構。那金融業

的話大概七八成都是我們公司的成功案例，大概目前總共是十六

家，其實陸陸續續都還有在談，有在上線中。那政府機構目前是

十三家，就是桃園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工研院的部分有跟三個

單位合作，然後中區國稅局，台北市政府、南科管理局、桃園這

些都是我們的成功案例。其他產業的部分像流通業，像大潤發的

部分。電信業臺灣數位光訊，航空虎航，電信還有遠傳電信，遠

傳電信的部分是抓他們內部助理。就以 AI的技術來講，以 AI 

Chatbot的技術去做他們內部的助理，讓內部的 User可以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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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司行政內部的一些問題。再來就是中國移動還有百靈佳，

然後台電這些都是我們的成功案例。 

4. 再來我們會先針對各領域 AI應用的分享跟副應用規劃的部份。

我們前端可以支援很多的諮詢入口，不管是透過網頁進入，像玉

山銀行或台新銀行，如果你們有登入的話，其實他線上都有一個

智能客服的 Icon，點進去之後就可以去跟我們的智能機器人做一

些互動。除了網頁，我們也結合 Line或是 Facebook的

Messenger，或者是其他 APP。 

5. 實體的部分，除了機器人之外，智慧音箱還有數位白板，我們的

前端的諮詢入口是很多元的。 

6. 微軟或 Google他們所提供的認知服務，其實就是包含比如語意

的辨識，我們可以去截擷他們，透過機器學習去做加值利用，主

要分成四個階段： 

(1) 第一個階段最一開始要導一個 Chatbot的服務的話，最先要做

的是把常用的 QA建置起來，其實這也是 User最大的痛點。

因為其實很多企業他們要導這樣的 Chatbot Service，但是最一

開始的知識盤點是最痛苦的。因為他們的資料並無針對這樣的

系統化分類，跟邏輯化的歸類，其實我們顧問在協助導入時要

花較多的時間去做盤點，盤點分析完再導入我們的 Chatbot，

要經過比較長時間的調校。 

(2) 第二個階段就是我們會協助客戶在做就是對話式商務。對話式

商務是一個情境式的，一個 topic去做一個商務行為，比如像

高鐵訂票，問題是延續的，我們稱做對話式商務，目前玉山或

是台新都有。 

(3) 第三階段就會協助客戶做語音的導入，協助他們做語音的導

入，讓他們可以用講的。玉山跟台新他們 Line都可以直接語

音。就是你這樣子錄像我要開戶，他會自動辨識就不用再打

字，語音就是要這樣子，這是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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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後第四階段就會做一些客戶東西，所謂客戶東西跟傾銷比較

有關係。目前玉山也有在做這件事情。再來就是剛提到多語系

服務，一開始一定都是以單一語系為主，就是目前大部分客戶

都是先導中文，後續才會去規劃說導多語系的部分，比如說像

英文的服務要導入或日文的服務這樣子。目前這是我們在做這

樣四階段的規畫。 

7. 臺灣 AI人才比較缺，其他國家的新創走的比我們還快。因為我

們公司基本上都是客製化，依各個不同產業的屬性，就算都是銀

行業，問題都不能直接丟進去，我們都是要照客製化的。可是國

外的新創都是一個模板的 Chatbot就做好，然後題目丟進去，就

可以自己在線上做好所有的題目登錄。 

8. 目前市面上的 Chatbot，就是比較簡單的，基本上只能做到文字

跟一問一答，無法做到就我們剛講的可以介接這麼多應用面的部

份。但對於目前中小企業來講，可能這樣就夠了。 

9. 目前對 Chatbot的部分，最多的應用其實就是內部助理跟 B2C這

兩塊。 

10. 我們的 KM做的是知識管理，對於企業他們會導知識管理系統，

因為他們的知識很分散，需要一個中樞去做收集跟分析的動作。

要做這樣的收集跟分析，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技術就是搜尋引擎。 

11. 許多 AI展如果不是經由政府機關推薦，企業要自己去負擔場

租，一個攤租是三至十萬。是大一點，一次可能要買十個攤，至

少就要負擔一百萬，因為要砸很多的錢，如果有政府的補助在於

展位的部分，會給我們比較大的應用空間。政府可以想一下，要

怎麼推廣 AI，讓大眾能真正瞭解 AI，導正大家對 AI很多錯誤的

誤解跟想像。 

12. 需求面的部分會是一個問題，因為這個需求並沒有被創造出來，

目前被創造出來就是 Chatbot這一塊，是目前在 AI這一塊發展最

好的一個地方。只是下一個點在哪裡？另外一個需求點要如何創

造出來？因為 Chatbot的熱潮還是會過，臺灣其實還是以硬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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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為主，所以目前多數人會認為在 AI投資上都還是會投資在硬

體上面。所以目前臺灣在 AI產業，只要是賣機器人，賣 Robot

機器手臂，真正的實體，真正在工業應用上面的，是很賺的。但

是在做軟體這塊，相對來講收穫跟輪轉率就沒有硬體那麼好，因

為硬體的東西是他實際可以看到的東西。 

13. AI是個可以應用在每個地方的一個東西，如金融業、醫療業、建

築業、政府單位、中小企業…等，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數據分

析，大數據。大數據每個東西都可以用，金融業我們做了八成，

現在我們開始想要推醫療業，但要怎麼樣讓他們知道這個是可行

的，就像是 IBM Watson在國外做得這麼火紅，臺灣其實我們有

一樣的技術，可是卻沒有醫院願意花這個錢去買這套軟體。其次

醫院內部多半都是封閉系統，主要涉及隱私這一塊，所以有一定

的難度。 

14. 以醫療體系來講目前只能做到衛教，因為不能有醫療診斷。

Watson不只軟體，一個 Watson已經讀了好像幾十份他們的

paper，所以可以依 paper做數據分析，拿來推你適合這個癌症要

吃什麼藥，因為最重要是國外有足夠數據量，所以他們數據量都

已經電子化了，但臺灣有足夠數據量，可是有一半很多還是紙本

病歷，診所那些紙本病歷沒辦法放到網路上，沒辦法變成數據，

所以沒辦法使用。沒有數據化就是不行，因為 AI就是要數據

化。 

15. 我們的人才是用建教合作的方式，主要是資工系的、資管系，學

校是與政大合作。並且以讓實習生用實務操作的方式取代學校教

學方式，讓他自己去跟客戶應對，我們的人才培育才有辦法比較

快讓他上手，有辦法去獨立 handle一個專案 project。 

16. 人才分兩種，會管理跟會技術的人。所以讓會 coding的人直接與

客戶溝通，才會知道客戶真正的需求。而管理的人，就是讓他們

實際操作系統的訓練方式。 

17. 臺灣基礎建設一定要先做好，不然很多新創的應用都會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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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串聯的問題，如何把我們這些優勢跟技術串聯起來發揚光

大，或者是創造一些新的商機部分。 

18. AI法規應該大多是針對無人車駕駛那塊，反而在我們這塊比較沒

有，我們客服端用到比較多，就是輸入身分證字號，個資法這個

部分，但這個部分都會是你自己同意我們才會去使用，所以並不

會去踩到什麼違法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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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宏碁雲端馬惠群總經理訪談紀錄 
 

時間：1070809   PM 2：00-4:00 

地點：宏碁雲端  

受訪者：宏碁雲端馬惠群總經理 

1. AI開發的過程，大概有五個步驟，這五個步驟，大多都與行業有

關： 

(1) 第一個步驟是環境，就是整個 software，在軟體在 AI的部

分，從下、中、上他要安裝很多不同的我們叫 Driver，然後你

要選擇哪一種不同的 Framework，這是一個 AI的基礎，這一

塊我認為是各種不同行業都是一致的，這是一個基本。 

(2) 接下來你已經想好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樣的 version對應什麼

樣的一個 Driver，對什麼樣的 Framework。所以要持續的能夠

跟得上，要有人會負責了解這些東西。 

(3) 下一個我們叫 Dataset，因為基本上 AI的 Model 就是要

training。很多的 Data scientist 其實問題最主要反而不是在選

擇 Model，而是在有好的，足量的 Dataset。有些 Dataset是現

成的，但是也有些 Dataset必須要自已去想辦法，找了以後可

能還要去做各種各樣 labeling。接下來 labeling是要自己做還

是要 outsourcing，這也是一件事情。還有一個就是 big data的

integration，如何與過去的 big data的工具能夠整合。 

(4) 再接下來就是你要選擇哪一種 model。臺灣目前大部分的企業

也許是以 computer vision為主。各種各樣不同的 Framework也

有提供很多 open的 model讓大家去選擇，那就看你自己的了

解大概選擇要決定什麼，這個時候就跟不同行業跟不同題目就

有比較大的關係。 

(5) 再接下來就是要開始 training，training這時候你就要有機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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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可以自己買 GPU的 server，也可以放到 Cloud。可是

Cloud蠻貴的，我們有算過 Cloud搞不好用兩三個月就可以買

下那台機器。所以有一種作法是先用 Cloud，過一陣子我已經

很確定大概會用多少資源，就開始買 server，也許就可以減低

cost。 

2. 工具機這塊我之前跟友嘉有接觸過，predict matain的事情比較麻

煩，因為要在工具機上面加很多 sensor，去感應各種各樣不同的

資訊，然後再經過一段長時間去 monitor得到的資料，再去

training去分析 reliability，這種 model 甚至搞不好需要比較長時

間，還有那些 sensor的準備建立。 

3. 其實 cost部分搞不好在 data。所以也是跟目的性有關，看要做些

什麼樣的，最終的目的是要做什麼，企業做 AI要用什麼點去出

發，再來回推要怎麼去幫他找到 solution去應用 AI來解決這樣的

問題。 

4. 關於平台，我們在某一些 TEST Site有開始作商轉，但是還沒有

正式上傳，時間預計在第四季。目前應該學術界先，我們跟一些

學校合作，也跟醫界有一些接觸。其實醫界現在對於用 computer 

vision，醫學影像來找一些早期的病徵，是很清楚可見，幾乎所

有的醫生都知道這會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所以很多醫生都想要做

影像醫學這方面的研究。因為 AI其實在影像的部分的突破，是

很大很清楚的改變。 

5. 我們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一種租賃的方式。因為這個東西很多

的 Framework 甚至每個月都在變，AI領域也變化很大。我覺得

幾家做雲的廠商，他們目前一般市面上還是比較講他們， 

AWS、Microsoft或者甚至是 Google。因為他們從雲的角度出

發，由雲來提供這些工具也比較快，就是你完全不需要在你的場

域裡面去設置任何的設備，隨時申請一個 account，馬上就可以

用。 

6. 客戶要的是最後的 solution，他不要自己還要去開發這麼麻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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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但是通用型的版本就是沒有辦法提供你 solution，我只

給你一個東西，如果你要的話，可能額外還要再付費用，或是加

購的概念。 

7. 其實現在很多賣的硬體，都不是單純硬體，而是跟軟體結合。只

是說究竟有沒有更 efficient的方法，用什麼樣的管道就可以找的

到對的客戶，這恐怕還是沒有那麼容易的解法。 

8. 現在做平台的公司應該是活不下去的，還是要做 solution。 

9. 大家要講清楚，臺灣要做一個 AI的晶片指的是什麼? 因為 AI的

晶片有兩種，一種比較像是為了 Training做的，那就比較像

NVIDIA的那種很高階的 GPU晶片。另外一種晶片比較是

Inference，是我要在終端設備能夠做比較簡單的 AI的實施，那種

東西為了終端設備就不需要很複雜、很貴的零件。反而是要怎樣

很省電，但是效率還是要很好。重點還是那幾家臺灣帶頭的廠

商，政府還可以幫他們什麼?  

10. 你們可以研究一個東西，Intel的 Movidius。他是一個有點像 USB

的大硬碟，但裡面放的不是 Storage，而是一個小的 AI晶片。作

用是只要有一個 Complete device，我有 USB的插槽，插上去，

裡面的晶片就像是一個 AI的 accelerator，可以幫你做一些 AI的

加速。可是還是要講清楚，這不是為了 Training，是為了

Inference。 

11. 華為的 Kirin 970，然後 Qualcomm現在的新的 Snapdragon的 

Neural Network process 跟Mediatek，其實我們現在在觀察這三

家。還有一種廠商是叫 DSP廠商，其中講 AI加速大概有這三個

方向，一個是走傳統 SOC，一個是走 DSP，還有一個是走

MPGA。DSP全世界最大的那兩家，一個叫 Tensilica，一個叫

CEVA，那 Mediatek跟華為都是用 Tensilica，然後有別的廠商用

CEVA。他用的方式就是在我的 SOC裡面，我直接把這個 IP我

就直接放進去，那他做的就是一些小的加速。剩下最後一個就是

MPGA，但是 MPGA的問題就是他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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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經濟部 107年度「產業發展諮詢業務委辦

計畫」第 3次工作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年 8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分 

二、 地點：經濟部 A503會議室 

三、 主持人：甘執行秘書薇璣      記錄：許碧書 

四、 主席裁示： 

1. 請主題分享者能夠分享其系統能協助解決中小企業運用 AI的

甚麼問題，而不是進行產品行銷。 

2. AI新創相對於其他類型的新創來說取得資金應更為容易，因

此，可進一步詢問創投對投資 AI的評估重點，可洽創投公會

理事長進行拜會。另一方面，亦可就教於理事長有關 AI議題

有何公共政策值得提出來討論。 

3. 可以請盧董事長談 AI core center如何實際運作，發揮效益。 

4. 第四場會議 AI硬體的邀約名單可請工業局呂正欽副組長推

薦。 

5. 可請次長協助邀請杜亦瑾參加諮詢會議。 

6. 可從中小企業需求端/使用者去邀約參與諮詢會議的業者，可

請中小企業處推薦。 

7. 第三場會議的邀請名單可以排除與中小企業 AI議題較無關的

人選。 

8. 第四場會議可從 AI硬體延伸的產品鏈去思考討論議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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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 107年第 3 次

會議－「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 議題」會前

會結論 

一、 時間：107年 7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二、 地點：經濟部 A503會議室 

三、 主持人：甘執行秘書薇璣      記錄：錢思敏 

四、 主席裁示： 

1. 「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議題可延遲至第四次諮詢會議進行

討論，或可考慮中小企業處建議，將中小企業改以企業為

主，並且重新規劃議題討論重點及邀約講者。 

2. 請台經院先工業局或提議者溝通瞭解，釐清 AI公版內涵與應

用範疇，以利訂出下場會議要討論的內容。 

3. 通常”法律”問題往往是實務運作後才產生的，因此，AI法律

議題是否要優先討論可再酙酌。 

4. 第三次諮詢會議議題，請先以「無人載具」主軸，依技術處等

單位建議的，包括無人車與無人機為主，以應用 AI困難及

商機(出口機會)。建議方向，包括陳信宏所長的自駕車發展

趨勢分析及以色列發展的案例、無人機可邀請經緯航太來分

享在各領域應用 AI的商機；國外無人車案例可邀 google簡

立峰總經理；國內無人車案例可邀車測、工研院及 MIC來

分享個例。 

5. 商業應用 AI的議題，包括商場的人流、熱點分析或新的商業

模式，讓實體商場可創造新商機等討論內容，亦可預作保

留。 

6. 再請技術處協助提供名單，包括相關供應鏈廠商、工研院與資

策會、車測中心等。 

7. 邀請臺灣 AI人工智慧實驗室創始人杜奕瑾、google簡立峰總

經理與會討論，可透過  龔次長室協助洽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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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 年第 3

次會議－「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議題」會

議紀錄及講者簡報 

壹、 時 間：民國 107年 10月 12日（五）下午 2時 

貳、 地 點：經濟部第一會議室 

參、 主 席：經濟部龔政務次長明鑫  記錄：錢思敏副研究員

/許碧書副研究員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附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引言簡報：台灣經濟研究院錢思敏副研究員簡報「新經濟發展

策略諮詢會議－AI相關諮詢主題說明」(略) 

柒、 主題分享： 

一、 優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黃鐘揚顧問簡報「協助中小企業與 AI新

創合作應用 AI議題」(略) 

二、 Acer宏碁雲端技術服務公司智聯網事業單位馬惠群總經理簡報

「促進中小企業應用通用型 AI議題」(略) 

三、 上博科技謝尚亨總經理簡報「促進中小企業應用通用型 AI 議

題」(略) 

捌、 意見交流與討論：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柯拔希理事長 

一、 對臺灣產業界來說，跨領域人才一直有嚴重的問題，特別是 AI

人才，更是跨領域中的跨領域；人才的產學落差應與教育部溝

通。 

二、 臺灣的資源本身就不多，政府一定要聚焦一些事情，找出臺灣

的優勢，進而朝產業化發展；AI時代，不能再侷限發展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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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與國際上的巨人競爭，而是進一步思考第二步、第三步，

務實地結合各種產業的 Domain Knowledge(領域知識)，再媒合

資通訊產業的人，往前推進。以機械業為例，與經濟部合作的

Smart machine box(智慧機械盒)，就是第一階段推動 AI的基礎、

從感知層建立做起。 

三、 臺灣消費性電子的感知層有不錯的基礎，只是需要導入到其他

產業運用，但臺灣大部分都是中小企業、資源相對不足，因此

需要以共享經濟的模式，由國家力量去開發，讓大家可以使用，

進而達到臺灣產業普遍提升的效益；希望經濟部可以協助如機

械雲、智慧機械盒、增加感知層、聯網、雲端平台，工具軟體

等開發、共享，幫助廠商提升起來。 

四、 政府習慣發展最好、最先進的技術，但對產業實質效益不大；

技術有高、中、低階之分，政府有很多的資源放在科技部、科

技預算辦公室或學界等，著眼的是 10 年、甚至 20 年後未來的

技術研發，但產業界所需要的是中、低階或現代應用端的技術，

因此，應思考如何引導研發能量，方能讓 5至 10年間的技術效

益顯現出來。以機械業為例，1,000多億元的科技預算中，僅有

40 幾億元應用在智慧機械，且逐年減少，政府應該就短、中、

長期的 AI發展預算有妥善運用，比較有務實性，不能僅投入在

長期或高階的部分，導致業界感受不到預算投到對的發展方向。 

五、 在臺灣，產業界的人才都是搶輸資通訊產業，因此業者應該思

考與資通訊產業合作，導入能量比較快。 

橋智自動化 江錦忠協理 

一、 很高興看到現在有如 Acer等公司所提供的雲端平台，可以加速

企業 AI應用或學習的過程；橋椿是非常傳統、非常黑手的鋅壓

鑄水五金製造行業，在表面外觀的研磨拋光、檢測等加工過程

中，有非常多適合應用 AI的題目，所以公司也非常積極投入，

希望透過政府支援或技術合作，完成 AI導入；像是上博簡報中

提到的系統，對橋椿集團即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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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小企業缺乏的是 AI文化、學習利用 AI來解決問題；所以成

功案例的分享相當重要，讓大家開始思考、看見 AI技術。 

三、 橋椿今年初也有招聘機器學習的 AI專業人才，但外面的薪資條

件更優渥，待不到半年就離開；現在有很多國際大廠的研發中

心來臺設點，中小企業很難吸引或培養高技術人才，因此需要

政府和教育養成更多人才。 

四、 剛畢業的學生想要展現的是 AI技術，但在產業界是應用，是系

統整合，因此會覺得使不上力，很快就被壓垮。 

【書面補充意見】 

五、 AI技術與應用尚在發展中，中小企業的經營者與員工還需要更

多案例或典範來刺激想法，形成觀念後自然會導入 AI來改善程

式或商業模式。 

六、 通用型 AI 平台服務結合 SI/ Solution partner 或專業領域 SI 可

讓 AI的服務商業模式更容易推廣。政府資源投入於 AI應用服

務新創公司的成立或財務資本的取得，會更有效益。 

七、 提供中小企業投資軟體，SI服務的財務優惠或協助。 

主  席 

  未來 AI人才還是需要分層思考，個別行業需要的應用 AI人才，

與研發中心是不相同的。 

優拓資訊 黃鐘揚顧問 

一、 我們應該要思考軟體產業的本質，軟體看似很好複製、不用成

本，事實上是太低估製作軟體系統的難度。軟體複製、量化是

唯一生存的關鍵，有幾家企業使用、客製需求必須想清楚，遑

論後面可能還有維運的問題；假如有其他人做了一樣的軟體，

臺灣的 base 可能又只有別人的 10 分之 1，相形之下成本就是

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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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軟體服務產業的階層來看，最基層的雲端、平台等，國外廠

商都占滿了，臺灣如果還要切入，可能要好好思考。 

三、 往上一層是各種 AI應用工具開發，臺灣應該還有一些機會，惟

須注意的是剛剛提到的軟體成本問題；臺灣可以利用應用工具

做出整合服務，像上博等協助企業導入 AI。或許還可以運用現

有國際大廠的平台，做出優質、更到位的客製化軟體服務，甚

至可能反過來把平台併購。 

四、 再往上一層，就是各產業的應用結果；以臺灣中小企業為主的

本質，如果還想要進一步追求國際化，可能會面臨品牌與國家

經濟地位等現實問題。 

五、 培養 AI人才範疇為何？寫程式、做工具、平台或是應用服務，

所需要的 know-how 是不一樣的；政府真的要認真思考臺灣要

勝出的機會是什麼，如果持續把資源放在不會贏的地方，當然

永遠也不會贏。 

六、 學校研究計畫仍然要有研究能量，這是很實際的問題，學校是

培養學生基本知識和做事態度很好的地方，至於業界所需要的

能力，也絕非透過更改學校課綱或其他方式就能夠解決，學校

與業界本身就存在差異。 

主  席 

  目前政府的構想是，資通訊業者如果要作智慧製造，應該要如何

連結，才能更到位？臺灣擁有很好的資通訊人才，在產業的 Domain 

knowhow也很不錯，如果不想辦法連結起來，等於浪費的這些優勢。 

優拓資訊 黃鐘揚顧問 

  資通訊人才應該還是要思考轉型；過去我們有生產者優勢，但在

未來 AI 應用的時代又該如何定位，我們能否一直維持關鍵地位(key 

player)。資通訊或許還可以從事一些 edge 端的製造，但是從未來 AI

軟體服務產業發展的 road map 來看，我們不應該一直強調資通訊的

優勢，更何況資通訊的優勢是邊緣化的優勢，不是核心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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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軟協 AI大數據應用促進會 張榮貴會長 

一、 讓產業與資服業者或資通訊業者合作是對的方向，但以軟協的

實務經驗來看，資服業者遇到的困難是不擁有產業的資料；幫

業者作案子，投入很多工作卻只能使用 1 次，因為那是業主的

資料，他們都不希望公開或是變成通用系統賣給其他相關業者，

因此形成某種障礙。AI 促進會為了促成產業和資服業者合作，

自去年底成立以來，每月均舉辦產業交流會，讓雙方找到適合

的合作對象。 

二、 產業要培養 AI人才真的比較困難，規模較大的企業或許還可以

培養 AI規劃的人才，而實作和發展還是建議與資服業者合作。 

三、 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一直是軟協努力推動的方向，軟協提出 3

點建議作為參考，也期待能與政府或企業間相互合作： 

(一)要讓中小企業主更瞭解 AI技術的本質與特性，業主才會知

道如何應用 AI找出解決方案(solution)，提升產業競爭力，

同時也幫助資服業者；這部分可以透過產業領袖訓練營等

方式，協助業主瞭解技術、概念與應用，成為產業內的推

手。 

(二)當中小企業要開始應用 AI 時，沒有相對應的人才可以整

合、研究，或是介接 AI技術團隊，因此，需要成立 AI顧

問服務團，由專家、學界與業界共同組成，釐清問題點，

同時協助企業接軌 AI技術團隊。 

(三)是合作對象的問題，中小企業可以適用哪些的產品和平台；

目前軟協的作法是每月辦理產業交流會，並與各產業公協

會合作，藉由公協會協助聚焦 domain，快速地找到合作對

象。 

四、 通用型 AI對於中小企業來說，是非常適合推動的方向；中小企

業通常沒有資源深入瞭解 AI，若能有這樣的工具，可以讓中小

企業很快找出解決方案；此外，還可以思考進一步作一些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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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應用的通用型 AI，例如旅館業、旅遊業，讓服務型機器人

可以提供服務之外，又可以整合企業內部作業流程，效率可以

提升，讓中小企業更願意投入。 

五、 若要協助中小企業以 AI進行經營轉型，建議先按產業特性，規

劃教育訓練，讓企業首先瞭解到 AI，先前所提的顧問團也可以

協助推動。 

六、 據瞭解，中企處針對地方政府推動中小企業創新服務補助採購

案，就創新應用提供採購補助，降低創新採購的障礙；政府若

將此構想擴大到一般企業，給予 AI應用補助或是獎勵，相信會

有助推動。 

七、 上博的平台就是很好的產業 AI應用的範例，可以解決先前提到

資服業者遭遇的問題，相信會是值得推廣的模式。 

上博科技 謝尚亨總經理 

一、 資服業者要投資像上博這樣的平台，至少需要投資 5至 10年，

軟體業者要籌措資金又無法貸款，因此，幾乎需要自籌現金。 

二、 5 年只是基本投資，軟體資服業者還要先整理收集數據平台，

光是這個平台的架構可能就不只 5 年，如果又是每家公司自己

做，需再相當多的經費與人才，後續若無法做到 contact(定型)

化，後面維護和保養的費用亦相當可觀。因此，臺灣未來大概

只會有 1、2家可以做起來，其他業者只是在平台上面做加值。 

三、 AI不管如何應用與整合，終究不可能取代所有的系統，而是在

某些單點進行優化與突破；在此前提下，就會需要一個平台，

若要建構完整的架構，發展平台的投入成本相當高，這已經不

單純只是跨領域整合，我們還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因此對資

服業者來說，會是很大的挑戰，若人才跑掉，資服業者就垮了。 

世豐螺絲 陳駿彥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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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灣雖然是螺絲王國，但螺絲業得到的資源很少，工業 4.0 對

螺絲業是相當遙遠的，螺絲業目前僅在工業 2.0 階段；作為第

二代接班人，世豐螺絲 5 年前開始投資資訊化與資訊整合，剛

開始導入系統時，想要找人做也找不到，只好自己投入組成團

隊；我們的核心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系統使用的

是 SAP(Systems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 in data processing)，其

餘的部分就自己做。在螺絲業會使用這些系統的人才幾乎不存

在，剛開始推動時，對公司是個很大的負擔，直到 5 年後的今

日，效益才逐漸浮現。 

二、 對傳統產業而言，系統導入最難的地方是基礎資料的建構，以

世豐螺絲的經驗，光料號就有 1、2萬個，過去都是靠紙本、師

傅去控管，但能夠控管的數量有限，所以當初才有資訊化的想

法。因此，建議政府可以協助給予企業一些補助或優惠，同時

可以配合如上博等業者，讓傳產願意思考、投入升級。 

三、 軟體服務公司通常看不上我們這些傳統產業，然而，螺絲的工

序相當複雜，每個工序計算方式又不同，單位換算也很複雜，

其實需要系統來協助；世豐螺絲導入後的成效是加分的，內部

管理人員可以有很多資訊去跟現場單位控管、溝通，提升交貨

準確度。世豐螺絲目前也有導入 AI自動排程系統優化排程，使

製造更順暢、換模次數減少、稼動可以提升。 

主  席 

  過去政府協助業者，主要是提供便宜土地或是外籍移工，現在導

入智慧化之後，則可以用很有效率的方式生產，幫助業者改變、升級，

這個政策要成功，也需要大家的幫忙。 

光禾感知 馮力文特助 

一、 光禾感知主要處理電腦視覺及 AI等議題，但要面對中國大陸競

爭，因為中國大陸 labeling非常便宜，加上本公司屬於新創，經

常要工程師兼作 labeling 的工作；考量 data 安全性，所以不可

能 outsourcing(外包)給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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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I光譜很長，每個領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並不是每一個 AI

都要導入給中小企業應用。以本公司角度來看，中小企業在短

時間內無法成為我們服務的對象，因為中小企業的需求大部分

還停留在 do to have，而不是 must have的階段，成本預算一定

有非常明顯的天花板限制；中小企業既不想要作領頭羊，也不

想要在自家的工廠或系統內作試驗，通常會要求我們先在別處

做出成果後，再要求減價或免費等，這也是本公司目前經常遭

遇的問題。 

三、 新創 AI公司之所以尋求海外市場，其實不光是市場的問題，以

目前光禾感知在泰國案例來看，合作的廠商是最理想的夥伴，

因為全球沒有一條捷運是私人擁有，舉凡廣告、鐵路附近商家

都屬於合作廠商，不用投標就可以做；同樣的情形，臺灣的大

型場域則有太多的 player，光要協調所有事情可能就要用上 1

年的時間，因此很難在臺灣導入同樣的系統。 

四、 在成本可控、文化背景等考量之下，臺灣的市場可以作為理想

的測試環境；目前本公司積極與臺灣各場域連結，導入技術服

務，希望在臺灣能建立 show case。 

五、 希望政府協調提供多個測試場域，場域內不一定是企業體，也

可以是聯盟，只要有一定的共通性需求，政府補貼一些經費，

願意讓 AI新創公司能夠導入更多服務測試。 

六、 在人才方面，畢業生的 AI技術與實際職場落差很大，目前本公

司有想法是讓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到公司實習。 

主  席 

  政府目前推動一些試驗場域，可以讓很多新創共同來導入，像是

花博、林口，還有自駕車的場域等。 

中小企業處 胡貝蒂副處長 

  目前有不少的工業區已經開放測試場域並邀請新創團隊，林口智

慧園區未來也會有實驗場域的建置，希望能針對更不一樣的場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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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納捷科技 莊棨椉總經理 

一、 思納捷於今年 3 月甫成立，是從資策會分離出來的新創公司，

主要從事園區或工廠全天 24 小時的雲端 AI總管，協助看管園

區及工廠。 

二、 過去在資策會時，發現大家對 AI、大數據等 term的定義都不相

同，光解釋 AI、找合適的解決方案或合適對象等，花費相當多

的時間。因此，建議政府能從 AI供需媒合的角度，建立一個平

台，選擇合適或最有需求的產業，讓具備 domain knowhow 解

決方案的新創公司進駐，形成一套 solution package list，相信不

會花費太多資金，可以快速地從產業需求、solution package對

應到 package provider。 

三、 人才培訓方面，以本公司經驗，人才需求多元，要在公司內部

建立機制培養實在有困難，建議政府可以設計機制，促使產業

合作。 

四、 AI 有三件事很重要：資料、領域知識與方法(AI 運算或機器學

習)，但是企業經常忽略領域知識或資料的傳承，例如紡織染料

分析時，除了進貨紀錄，水質、水溫等也是很大的影響因素；

因此，AI發展還是需要回歸資料的本質來思考。 

五、 科技預算需要思考如何讓技術延續或加乘，方可深化相關技術。 

六、 新創公司資源通常非常有限，有時候可以思考利用國際大廠，

如微軟或 DELL等，形成 leverage(槓桿)，才有機會擴大新創企

業經營規模。 

主  席 

  政府目前正在推動輔導團，從智慧機械開始，由學者、公協會共

同組成，先瞭解業者想要的是甚麼，確定之後，再媒介合適的 solution 

provider。至於 provider之間的整合，像是亞洲‧矽谷即有一個產業大

聯盟，業者可以參與一些活動，彼此找尋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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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星雲端運算 符儒嘉執行長 

一、 現在 open source的工具很多，政府還要介入的話意義不大，臺

灣的潛在機會應該還是發展 application；但是 AI 的 application

有點不太一樣，需要仰賴 data，雖然 labeling 是非常 labor 

intensive 的工作，但臺灣在某些領域的資料非常豐富，像是

manufacturing、medical、custom experience等，而且臺灣很早期

就有參與 open data，只要再利用 open source工具進行 feature(特

徵)辨識即可。 

二、 在臺灣，小企業如新創業者很難取得需要的 data，大公司則因

個資或所有權(proprietary)等也不願提供 data，希望能建立 data 

open的機制，也許臺灣就有機會。 

【書面補充意見】 

三、 國網中心為科技部建置大數據 AI平台是非常正確的方向。 

四、 AI Application 是未來商業能增強應營率及顧客經驗最重要原

素。 

五、 臺灣自建的大數據 AI平台能幫助中小企業解決複雜的軟、硬體

環境問題，但中小企業欠缺的是相關數據。 

六、 建議政府可以利用 open data的概念，對相關企業建立 feature(特

徵)，讓中小企業在上面發揮，建置有效率的 AI Application。 

國發會 李佳貞專門專家 

一、 中小企業跟資服業者合作，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就國發會

觀察，目前也已有這樣的趨勢；如行動支付的導入，中小企業

不用自己開發或設計支付案，直接可與資服業者合作，導入如

街口或 Line pay等，甚至透過 Line為平台，可做推播、集點、

客服等維繫工作。也因為方便使用，故中小企業投入意願高。 

二、 目前中小企業在導入 AI、尋找合作的比例不高，主因在於不知

導入 AI 的好處，或是不知道如何導入 AI；若是能有一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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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像是 SkyREC 的賣場人流分析等，中小企業就能更明確

瞭解導入 AI好處，讓導入 AI從 do to have走到 must have。 

三、 至於中小企業如何尋找合適的 AI合作對象，產業交流會，或是

大聯盟等機制都非常重要，加速平台業者、新創與中小企業之

間相互認識、介接的機會，也許政府可以再提供一些補助，或

是行政支援，例如申請研發替代役加分等誘因，對中小企業導

入 AI都會有幫助。 

優拓資訊 黃鐘揚顧問 

一、 媒合比較像是企業如果沒飯吃，餵他吃飯，這可能不是政府應

該做的工作，此外，網路的資訊豐富，中小企業可以作的選擇

多，也不可能聽幾個故事就會導入 AI，最終還是要回到市場機

制，視企業需求而導入。 

二、 AI產業如果不能做到規模化，就沒有競爭力；FaceBook、Google

等平台業者，employee(員工)每年幫公司賺進上百萬美元；上層

的工具廠商，員工每年為公司賺幾十萬美元；資訊業者除非具

有一定規模、有競爭力，成本才有辦法下降，否則要賺到 10萬

美元很拚。 

三、 政府應該還是先瞭解 AI產業到底如何運作，而不是花錢蓋廠、

園區、媒合或自建品牌等。 

主  席 

  中小企業可以做選擇，政府主要還是希望讓企業看到目前市場的

變化，提供另外的選擇、看到新的機會。 

宏碁雲端 馬惠群總經理 

一、 除了媒合，政府也許可以考慮幫 AI 新創分類，像 smart reach 

out(智慧溝通)、smart surveillance(智慧監控)或工廠自動化等，

只要編列一個目錄，連接新創企業的官網，相信不會造成政府

很大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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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I 創造很多新的機會，但很多公司其實不是真的需要 AI 核心

技術的人才，大多還是在 labeling、backend application(後端應

用)等，也許公司內部只需要 1、2 位核心人才作為種子負責擴

散，其他 AI應用人才靠企業自行訓練應該不難，因為大多只是

在運用現成 model。 

三、 大家都很重視工廠，希望透過 AI 來提升效率，但是工廠太

diversify，要找出通用模式很難，要作 project 的費用太高，業

主無法負擔外，AI新創也不喜歡，因為無法複製；或許可以想

辦法將工廠分種類，建立一個平台進行複製。宏碁雲端最近也

在思考，讓不同的 AOI(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光學自動

檢測)，例如檢測 PCBA(印刷電路板組裝)、包裝或食品等 AOI，

用一個通用 model適用。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柯拔希理事長 

一、 協助產業媒合是很重要的概念；工業局有協助機械公會及軟體

協會媒合很多廠商，目前成效很好，尤其是異業結盟更難得；

機械廠商可以找到小型的 SI或軟體 Provider，提供軟體資訊的

服務，才能讓不知道如何作智慧機械的業者，找到一個出口。 

二、 機械公會每年舉辦幾十場會議說服會員廠商，加上政府宣導及

成功的解決方案，讓業者慢慢開始瞭解重要性，像是聯網的概

念，對資訊業可能很普通，但機械沒聯網就是不行。 

三、 政府還是要給業者一些補助；日本有非常多優秀、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產業，日本政府還是每年補助機械業，像是去年，機械

業的中小企業買個軟體就補助 500 億日圓。臺灣礙於 WTO 規

定限制補助，但日本每年想出各種名義，不論產業節能、創新

等，實質就是補助機械業；雖然各國都表示自由經濟，但大家

都是傾國家之力發展 AI，所以政府在資源有限之下，應該做最

適的選擇，臺灣多屬中小企業，政府更應該要支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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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科技預算區分為三部分，其中對於法人研究單位，如資策

會或工研院等，應該提供最多的補助，因為研發出來的是臺灣

產業實際需要的，可以創造更多產業。 

技術處 林德生副處長 

一、 工研院與資策會共同合作提供(NIP，National IIoT PaaS，公版聯

網服務平台)給業者使用；另針對業者所需的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目前已盤點 33項 SaaS，且做出 10多樣，之後會再與

微軟 Azure或者是 AWS(Amazon Web Services)平台運用整合。 

二、 我們在臺中提供智慧製造的試驗場域，全部為國產機械設備，

軟體部分，因有業者擔心外商軟體太貴，所以也由國內幾個法

人機構自行開發，目前已完成串接，也可與外商軟體串連。這

個場域是給中小企業瞭解如何導入 AI，給予導入的信心，之後

再尋找解決方案，如軟體購買、操作員的教育訓練等。 

三、 黃顧問提到雲端操作，但臺灣業者，尤其大企業，比較偏好作

私有雲，是未來可能會面臨的問題；針對中小企業，要便宜就

是需要公有雲，但又對資安有疑慮，也是需要克服的困難。目

前的想法是，利用法人公正的概念串連在一起，讓業者能安心

使用。 

四、 有關 Labeling方面，技術處過去曾執行 PCB瑕疵檢測的研究，

有不錯的處理方式，也許可以再與幾位先進互相討論。 

中華軟協 AI大數據應用促進會 張榮貴會長 

一、 目前討論的重點在於如何縮短產業與 AI廠商結合的間隔；過去

我曾在工業局會議中，建議可以作產業調查，像中小企業總會

等提供產業界的需求，建立幾項 solution 出來，加快導入速度。 

二、 在 AI人才訓練方面，AI技術人才在學校，產業端的 AI學校也

相當知名，目前似乎還缺少一段與產業端更接近的產業相關訓

練，即規劃課程是產業的人參與，讓訓練更貼近產業。目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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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幾所大學合作，尤其是科技大學更接近產業界，可以更有標

的性地解決人才問題。 

中小企業處 胡貝蒂副處長 

  AI 導入對政府部門也很重要，目前中企處也在規劃使用聊天機

器人；中企處在地方政府推動新創進入政府採購，也是希望解決政府

面臨的問題，像是地政事務所做實價登錄時，其實需要很多人工比對，

若內政部能釋出這樣的 Project，相信對政府運作效率更有幫助。 

科技部 江增彬專門專家 

  科技部在國網中心成立一個主機平台，業界可多加運用；另外，

在臺大、清大、交大及成大 4 所大學，成立 4 大 AI 中心，希望聚集

學界能量，在智慧製造等 6大領域，保持智慧製造領先的地位。 

教育部 藍曼琪科長 

一、 學校教育屬於 AI打基礎的工程，在學界 AI研究能量也相對充

足，AI研究中心與科技部一同進行中。 

二、 在教學方面，過去學校 AI 課程屬於單點式，與產業連接性較

低，今年則推出 AI 人才培訓計畫，畫出 AI 地圖，包括 AI 技

術、跨領域概念；未來也會推動 AI系列課程，特別強調 AI產

業應用，這些師資未來要結合產業界特定 Domain，希望促使專

業領域的學生學習 AI。 

三、 教育是打底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見影，教育部會從學校、課程、

學生及老師等各方面持續加強。 

全國青年創業總會 黃士軍理事 

【書面補充意見】 

一、 協助 AI或其他新創的國際化，規模經濟的形成。 

二、 AI新創補助有可能延到產業的購買嗎? 

三、 協助新創產品在特定領域產品化、規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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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營造資本市場氣氛，協助新創或創新公司的資金取得。 

主  席 

  非常感謝大家互相分享彼此之間的想法，雖然未必完全一致，但

多元的想法也有助於我們在下一階段擬訂政策時很重要的依據跟參

考。 

玖、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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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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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簽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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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3次會議－「促

進中小企業應用 AI議題」引言簡報：台經院錢思敏博士簡報

「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AI相關諮詢主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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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3次會議－「促

進中小企業應用 AI議題」主題分享：優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黃鐘揚顧問簡報「協助中小企業與 AI新創合作應用 AI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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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3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3次會議－「促

進中小企業應用 AI議題」主題分享：Acer宏碁雲端技術服務

公司智聯網事業單位馬惠群總經理簡報「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通用型 AI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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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4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3次會議－「促

進中小企業應用 AI議題」主題分享：上博科技謝尚亨總經理

簡報「促進中小企業應用通用型 AI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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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 年第 3

次會議－「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議題」重

點摘要 

壹、 促進中小企業應用 AI 

一、 中小企業缺乏的是 AI文化、學習利用 AI來解決問題，對 AI的

需求還停留在 nice to have，而不是 must have的階段；因此，成

功案例分享相當重要，讓大家開始思考、看見 AI技術，或是藉

由產業領袖訓練營、AI 服務顧問團產業(公會)交流媒合會等，

促進企業應用 AI。 

二、 通用型 AI對於中小企業來說，是非常適合推動的方向；中小企

業通常沒有資源深入瞭解 AI，若能有這樣的工具，可以讓中小

企業很快找出解決方案。 

三、 AI 有三件事很重要：資料、領域知識與方法(AI 運算或機器學

習)，AI應結合產業的領域知識來發展，但是企業經常忽略領域

知識或資料的傳承；因此，AI發展還是需要回歸資料的本質來

思考。 

四、 臺灣在某些領域的資料非常豐富，像是 manufacturing、medical、

customer experience等，而且臺灣很早期就有參與 open data，希

望能建立 data open的機制。 

五、 從軟體服務產業來看，最底層的雲端、平台已經飽和，而往上

一層是各種 AI應用工具開發，臺灣應該還有一些機會，或許可

以運用現有國際大廠的平台，做出優質、更到位的客製化軟體

服務。 

六、 臺灣是理想的測試場域，但是 players太多、溝通耗時；希望政

府協調提供多個測試場域，中小企業可以聯盟方式，有共通性

需求，政府再補貼一些經費，讓 AI 新創公司能夠導入更多 AI

服務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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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建議政府建立一個 AI供需媒合的平台，挑選合適的產業，讓具

備 domain knowhow 解決方案的 AI 新創公司進駐，形成一套

solution package list。 

貳、 中小企業 AI人才 

一、 臺灣產業界的人才都是搶輸資通訊產業，業者應該思考與資通

訊產業合作，導入能量比較快。 

二、 資通訊人才應該還是要思考轉型；過去我們有生產者優勢，但

在未來 AI 應用的時代又該如何定位？政府要認真思考臺灣勝

出的機會是什麼，如果持續把資源放在不會贏的地方，永遠也

不會贏。 

三、 畢業生的 AI技術與實際職場落差很大，可以讓研究所一年級的

學生到公司實習。 

四、 很多公司其實不是真的需要 AI 核心技術的人才，大多還是在

labeling、backend application(後端應用)等，也許公司內部只需

要 1、2 位核心人才作為種子負責擴散，其他 AI應用人才靠企

業自行訓練應該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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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鈺創盧超群董事長訪談紀錄 

 

時間：1070810   PM 2：00-4:00 

地點：大帝國大樓  

受訪者：鈺創科技盧超群董事長 

 

1. IC設計這塊因為長年沒有去孕育他，只是自由發展，導致機會就

比較衰退。 

2. Machine learning 走到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一定會發生的。

原因是因為半導體技術進到五奈米附近，他能帶來的速度跟功耗

都能符合 AI的需要。所以半導體我推動了一個全世界正在推動

的，叫做異質性整合藍圖。 

3. 全世界的產業界、學界都根據摩爾定律藍圖，他叫做 ITRS，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Roadmap for Semiconductors。等於是機

器、材料、研發、生產全部同步在發展。所以才會每兩年到每三

年翻一個世代，就叫摩爾定律。 

4. 建議可以仿效當年的四微米計劃，找到一個聚落的中心，由這些

累積的資源跟專家，定一個公開透明開放的 AI乘上 IC的計畫。

而這個計畫是像建構橋梁一樣，像當年做最基礎的半導體建構，

底下大家拿去應用，召開一個諮詢會議，產官學研再做一次大結

合。 

5. 三星獨一供給底下的窄板將 NVIDIA的 GPU跟這些 DRAM合在

一起，然後傳輸，是台積電獨一無二的發表，叫 Cowos，就是異

質性整合的極端。 

6. 目前有幾種作法，一是把 DRAM邏輯整合起來，但這個很技術。

另一種作法是做類神經的晶片，這是 IBM領軍的，IBM一直是軟

體主導，可以與他們合作。第三種是在異質整合裡，將一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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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的東西，由台積電整合，擺在細的窄板上，產生更大的 AI

的效果。 

7. 臺灣應該要集結年輕的力量，加上老中青的 Structure，要做有意

義的事，把資源集中。 

8. 系統、應用與內容三項都能有大的影響，系統是軟硬都有才叫系

統，AI是把系統產生智慧的叫 AI，產生智慧給 application用，應

思考臺灣要集中火力在哪部分。 

9. 未來兩年到三年，如果沒有一個舉足輕重的計畫，等到經費用

完，AI乘 IC的計畫也沒有了。 

10. AI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 Preventive。如果醫療也使用 AI晶片，

整合大數據系統，就能有效預防疾病的惡化，盡早治療。臺灣若

是集中火力做一個醫療的 AI晶片組，客群可以針對保險公司，也

是一大商機。 

11. 人才不是夠或不夠，而是人才是願不願意來你這個計畫，差別

在這裡。 

12. 現在缺的是吸引人的計畫，跟公信力強烈的領導團隊，跟對的

題目。 

13. 臺灣現在的問題就是沒有一個比較大型的計畫或是一個方向。 

14. 半導體跟 AI不能急躁，因為競爭大，但是思考面不能急，技術

面沒辦法急。 

15. 現階段我認為還是計劃和決心的問題。政府如果沒有人願意扛

下來表達這個計畫跟決心，絕對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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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1  鈺創盧超群董事長提供簡報「未來 10年再創指數型經濟

成長：矽電子世代 4.0加乘 AI/IoT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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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 年第 4

次會議－「AI產業化發展議題」會議紀錄

及講者簡報 

壹、 時 間：民國 107年 10月 19日（五）上午 9時 

貳、 地 點：經濟部第一會議室 

參、 主 席：經濟部龔政務次長明鑫 

  記錄：許容芯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附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引言簡報：台灣經濟研究院錢思敏副研究員簡報「新經濟發展

策略諮詢會議－AI相關諮詢主題說明」(略) 

柒、 主題分享： 

一、 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盧超群董事長簡報「把握創新 AI晶片發

展、應用領域與發展機會議題」(略) 

二、 麗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凌鋒執行長簡報「AI軟硬整合產業化

議題」(略) 

三、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黃立仁組長簡報「AI軟硬整

合產業化議題」(略) 

捌、 意見交流與討論： 

趙式隆先生 

一、 首先，在硬體部分，我們一直期待臺灣的 Edge computing能有

進展；目前很多 AI公司都被 NVIDIA的 solution綁住，但有時

候我們需要的只是 general purpose，卻被迫整套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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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的公司主要協助金融業導入 AI，雖然金融業基於法規要求、

業界同質性高或資料保存完整等特性，具備很好的 AI 導入基

礎，但仍舊面臨 3個問題： 

(一) 信任問題：AI是資料科學，必須先從客戶端拿到資料，方可

進行 POC(Proof of concept，概念性驗證)，但要客戶提供資

料需要很高的信任；建議政府可以作為橋樑，例如工業局最

近執行的計劃即是很好的方式，介接 AI 新創與大公司，背

後有政府掛保證，提高彼此的信任感。 

(二) 前期投入：AI導入除了要有很好的 Neural Network，企業本

身的 Data 與 Domain knowhow 也很重要；目前臺灣企業內

部相當缺乏整理資料或是領域知識的觀念及人才，尤其是一

些低毛利(Margin)的微型工廠，原本非常有機會導入 AI 轉

型升級，但隨著勞退新制上路後經營風險提高，更加不敢導

入。因此，建議政府要加強宣導，提升企業對 AI的認識。 

(三) 技轉銜接：AI 與一般軟體不同，企業導入後還需要持續精

進，而人工智慧就是工人智慧，需要擁有 Domain knowledge

背景的「人工智慧訓練師」協助 AI 學習，但目前企業內部

普遍缺乏瞭解 AI 的員工；也許政府可以透過工研院或資策

會等智庫成立產業輔導團，協助企業從事 AI 相關專業人才

訓練。 

三、 人工智慧的基礎就是資料科學，雖然我們可以預見中國大陸的

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得最快，世界上卻沒有幾家企業願意將

private data 交給他們；相對地，大家更願意相信臺灣，尤其臺

灣的硬體製造非常強，因此臺灣在 AI領域更有世界化發展的潛

力。 

台積電 余國寵處長 

一、 資料是 AI 最重要的戰略資源，像 FB、Google、Amazon 等 AI

市場龍頭，就是擁有龐大的資料，包括不同的客戶、市場等，

經過分析、轉換到應用層面時，才會產生意義。由於資料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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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龐大，因而又區分為雲端運算或 edge端運算，關鍵差異就在

運算效率、運算邏輯、記憶體、頻寬、網路延遲(latency)、資料

移動的耗能...等。 

二、 政府可以借鏡他山之石，例如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在 AI領

域已布局許久，本公司也持續觀察動向；其中，有一個 Chips 

program，即所謂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的概念，基本作法就

是 leverage 現有 functional block(功能區塊)的 SoC(System on 

Chip)晶片，尤其是一些共通型的 functional block 存在既有的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矽智財)，因此可以 reuse 這些 IP 而不

用重新創造設計。而 AI 是 Domain-specific 的應用，只要針對

特定 AI應用開發 Domain的 IP，其他部分已經 ready，可以很

快地進行整合、Prototyping，讓沒有資本但有很好創意的公司，

大幅降低 NRE(Non-Recurring Engineering，一次性工程)費用，

time to market，AI新創及應用才可以蓬勃性發展。 

三、 這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關鍵，是有很多 member 進入；其中，

像 Intel持續推動EMIB(Embedded Multi-Die Interconnect Bridge)

技術，並且開放給平台的 member 免費使用 AIB (Advance 

Interface Bus，先進介面匯流排)，即晶片之間通用協定，往後不

管是何種晶片應用，只要透過 AIB，可以快速完成驗證；若這

種作法成功的話，可能影響層面很大。 

四、 建議政府可以統合業界、研究機構與學校資源，開發出一個類

似 AIB的 interface，模仿 Chips program的概念，設定幾個重要

應用領域進行整合，作出具體的成果；未來對於一些資本額不

大的中小企業，在晶片設計或使用上，就可以有公版作測試。 

五、 DARPA還有一個 program是Monolithic SoC (3DSoC) ，由MIT、

Stanford、SKYWATER Fab 所主導，使用 3DSoC 的概念加上

Carbon Nanotube的技術，讓邏輯(logic)一層層堆疊上去；堆疊

過程中，採用 200度低溫製程，Memory為 RRAM，low power 



363 

 

high density，且每一層的通訊距離非常短，因此可以產生巨量

資料之間的溝通頻寬。 

六、 Monolithic SoC是高度機密，美國國防部想將 IP留在美國，故

合作的是美國唯一的 Foundry，即 SKYWATER，並且運用 8吋

90 奈米的製程，號稱與目前最先進 7 奈米的 AI 運算效能作

bench marking，每一次的 operation所產生的能耗及運算時間，

可以超過 7奈米製程至少 50倍；如果改用一樣的 7奈米製程，

號稱可以超過 600倍甚至 1,000倍。 

七、 雖然這個 program 仍有很大的挑戰，但是我們不能忽視這樣的

機會與潛力，90 奈米是相當成熟的製程，若能成功、普及化，

追求摩爾定律就不再那麼重要。 

八、 就半導體產業來看，臺灣其實對這些主要的趨勢都有持續掌握，

希望我們能投入更多的資源開發，一旦錯過黃金時間，距離只

會越差越大。 

鈺創科技 盧超群董事長 

一、 台積電(TSMC)每年研究預算 18 億元，所以台積電沒有理由跟

我們這些 IC設計公司合作，包括鈺創有四大發明，仍說不動他

們；美國 DAPAR 給了很多錢，但美國沒開發 7 奈米製程，只

能考慮跟台積電合作，但美國國防部不可能讓台積電 dominate

先進技術(advanced technology)，所以 eventually 不會發生；清

華大學最近發表 4篇論文，不用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現場可程式化邏輯閘陣列)也可做 programmable logic，

預算 13,800萬元，也是使用台積電 16奈米的廠。 

二、 在臺灣沒人可動得了台積電，他們雖然也有真正的發明，只是

無法落實在產品；這也是我一直在強調，臺灣所有的 IC設計公

司，若沒有支助或是台積電協助的話，產業鏈沒有辦法 link 在

一起，只能看著三星 DRAM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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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積電有自己實力與智慧，但絕大多數跟著美國人走，或者將

來跟著中國大陸走，因為對岸在下一個五年計畫將投入 480 億

美元資金。 

四、 臺灣從前就是小規模的智慧創新；在過去次微米計畫，促使我

成立鈺創科技，當時的臺灣更是只有 6 吋晶圓廠，經濟景氣還

沒起飛，後來能夠突圍，就是因為我們與工研院、台積電合作

的技術是先進技術的 DNA，DNA會自己長出細胞，1990 年台

積電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我們這些留學生願意回國，也是因

為那個時候台積電願意拿出平台合作。但是現在，從下游到上

游沒有人能支撐這樣的合作平台。 

五、 聽說 NVIDIA 已經下單給三星，因為 1,000 美元的晶片，旁邊

會有三星 2,700美元的 DRAM，這會對 TMSC產生威脅；三星

目前專注在 2件事，第一是不斷更新架構，取代 Intel作 service

的霸王；第二是作 foundry 的霸王，企圖以 5 奈米甚至 3 奈米

去跟台積電競爭。我估算過，三星的 system 就有 2,700 美元附

加價值，TMSC只有 700美元，NVIDIA更只有 500美元。 

六、 現在只有用創新創意，串聯 IC產業界真正有用的部分，也就是

我在簡報中提到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與 virtual vertical 

integration；這個概念的背後與 1990年國內掀起的大革命一樣，

這也是張忠謀董事長最厲害的地方。 

七、 次微米計畫給了鈺創等 IC設計公司一席之地，但現在大家快沒

飯吃了；繼續走先進製程是一條路，但採用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以 90奈米與 5奈米整合，只要能 Nanotube傳 1奈

米的訊號，讓 latency短到一定的程度，就不用大家都在追求 1

奈米製程。目前我的論點已被接受，但現在臺灣產業應該要怎

樣做，是政府要思考的問題。 

八、 趙先生提到一個關鍵，NVIDIA跟臺灣關係不錯，我們雖然要

支持，但 NVIDIA的 knowhow絕不可能交給臺灣，我們只能

自力更生；其中一個關鍵是人才，在臺灣專作先進的 IC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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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把 AI架構及使用性提升；第二就是半導體的異質資源整

合，建議政府投入資金，並請 TSMC、聯電與 IC設計公司合

作，作出一個比 DAPAR更厲害的架構。 

旺宏電子 王克中首席科學家 

一、 今日的議題可以分兩方面分享，首先，有關如何應用 AI技術，

雖然臺灣的資源不比國外，但許多大型 AI 公司的 knowhow 是

open source，我們要思考如何站在巨人肩膀上，如：利用 AI幫

助智慧製造。政府目前除了投資建立平台、購買計算能力或資

料儲存空間(data storage)，更重要的是延攬 AI人才，思考現有

的 AI技術可以應用的方法(methodology)，以提升製造的效率。

半導體業界也在運用 AI進行 image recognition，為第 1代晶圓

作分析，比人工省下時間及提高效率。其中，在建立平台方面，

臺灣過去在 IC最成功的案例 CIC(Chip Implementation Center，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與 TSMC及聯電合作，提供給學校老

師及學生能免費上線設計的機會，這是國外學校稱羡的機制，

AI平台也可效法 CIC作法。 

二、 其次，臺灣當然也希望在 AI 領域能有好的技術或產品可以出

來，建議要著重垂直整合的官產學研合作的諮詢(consultation)機

制。當中當然也會有幾個困難之處：其一，臺灣要做何種 AI項

目，政府就要像 DAPAR 一樣要看得長遠，推動的項目都是很

有 potential，都是企業還沒投資之前的項目，這樣比較容易促

成企業合作；其二，機制如何運作？之前美國有半導體聯盟，

各公司派人參與研發共通性項目，但不很成功，因為彼此有私

心。目前看到比較成功的案例是比利時的 IMEC(Inter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Centre，校際微電子中心)，類似工研院，主要

從事應用研發、以 IP產業化為目的，成功結合半導體公司開發

EUV(極紫外光光刻機)等先進製程。建議工研院、資策會，或是

其他政府研發單位能共同主導，同時希望廠商及學校都能加入，

進行垂直整合，利用這樣的機制，做好 consultation。 

中華電信研究院 陳榮貴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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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I應用主要分 2部分：其一是大眾或一般的 domain，可從智慧

助理、家庭及個人助理或公眾場域的影像監控等應用，這不會

跟個別企業有關；第二，是為了企業要提升效率的運用。 

二、 這兩類不能混為一談，現在 google 或中國大陸的獨角獸公司都

屬於第一類，因為量大且有資料蒐集的門檻，所以中國大陸用

低價的人力做資料的 labeling，在中文領域，人的影像、語音的

辨識等，臺灣沒有企業可以中國大陸競爭，同樣 Amazon 、

Google、Microsoft也是。 

三、 第二類偏重企業用途，臺灣應該可以很快速地來推動，我們在

很多場合可以看見企業願意聽，但不知道該如何導入；但我相

信這樣的落差(gap)很快可以追上，因為 AI很熱門，許多學校皆

有開設相關課程，加上 open source的關係，學生很容易拿來作

實驗，好比當年網際網路開始，很多人開始寫網頁應用，到現

在寫 app應用程式等。在學校受一定的教育後，再進到產業界，

只要降低投入門檻，加上資料蒐集不是很難，無論是製造業或

商業服務業，在臺灣資訊化普及的情形下，可以很快提高效率

並產生價值。 

四、 雖然現在有許多國際 AI巨人，臺灣仍要有自己的技術，像是 IP 

Cam的晶片都是中國大陸製造，對於影像安全性及路口監控是

否有疑慮？假設未來路口 IP Cam導入 AI功能，辨別車牌、車

型甚至個人等，勢必涉及國家安全，所以政府一定要投入。自

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也一定要培養本土的能力，這是 5年、

10年後是必備的應用，若是掌握中國大陸，同樣有隱憂。 

五、 至於 AI 產業化，以中華電信與業者合作的經驗，edge 端可優

先投入，少量多樣、成本低，進入門檻或投入資本不用太多；

cloud 需要有規模經濟，相對會比較困難。此外，政府現在談

AIoT要智慧化，從 cloud著手仍有時間、成本等問題，所以 edge

端的 AI化可優先導入。 

宏碁雲端 馬惠群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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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碁雲端與上下游廠商聯繫比較多，從系統整合商角度，來看

edge晶片開發可能會面臨的問題，也是半導體廠商要注意的是：

現在的AI 模型若要應用在 edge端，必須經由轉換(conversion)，

畢竟在大型設備上的測試模型(training model)，並不適合用在

edge端；很不幸地是，現在轉換工具五花八門，像 NVIDIA的

TensorRT、Intel 的 OpenVINO、Google 的 TensorFlow Lite、

Qualcomm 的 SNPE 等，導致很多 AI 模型開發公司會很苦惱，

究竟是要開發新的 AI 模型，還是花時間在 porting，到最後找

不到平衡點。這個問題短期間內恐怕無法解決，畢竟這個時期

就是百家爭鳴，除非有一家獨大。 

二、 假設在座的先進都有做 AI accelerator，不論是 NPU(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Unit，嵌入式神經網絡處理器)或 VPU(Vision 

Processing Unit，視覺處理器)，都應該先思考到這個問題；假設

未來在產業界或由政府促成平台，都要先討論一下要用什麼轉

換工具，取得共識，相信會很有幫助。 

遠傳電信 蔡宏昌協理 

一、 今年遠傳推出智慧音箱服務所面臨的挑戰：第一，是內需市場

相對小；第二，是在所有的 training或 modeling data的過程中，

在運算能力(computing power)的投資非常高，所以必須引入像

是 AWS或 GCP等國際雲端平台，但是成本仍比原本預估高很

多。此外，智慧音箱除了要開發在地化的語意、語音，還要考

量安全性(security)問題，都會墊高投資成本；在內需市場狹小

的情形之下，遠傳只有擴大應用場景，像是購物或旅遊等，未

來還有其他應用。而臺灣的資料引入國外 AI 的解決方案

(solution)，像 AWS、Google等，對中文部分支援也相較中國大

陸低。 

二、 我今年參加中國大陸 2018 AI 大會，很意外地沒有國際大廠，

幾乎都是中國大陸的 AI新創公司，還有阿里雲、騰訊等可以在

背後支援；今年美國 CES 展，也見識到中國大陸在 AI 領域的

進步。因此，建議臺灣要建立一個 AI平台，放上 open data，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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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臺灣在地化資料進行 training，才能產出在地化的產品，符合

臺灣人的需求。 

三、 至於 Chip加上 Software 能否做出 AI晶片，做出 AI產品應用，

而不用從大數據、雲端平台等，這是我們希望在未來可以看到

的。 

耐能科技 黃教榮特助 

一、 近年中國大陸的 AI新創可以快速發展，是因為他們花了很多資

源在整合上下游，這也是目前在臺灣 AI新創遭遇的困境，臺灣

的場域無法很快建立，導致從最下游的 SI廠商、後面的模組廠

商、device廠商到上游的半導體，就造成很多斷點。 

二、 建議官方或半官方的單位先提出一些特定的場域，幫助上下游

快速整合、快速複製；另外，建議政府可以開放低機敏的資料，

透過應用場域的專案，讓大家可以開始運用、加速 AI模型的訓

練。 

主  席 

基於時間因素，無法在此與各位先進詳細介紹，但目前政府已經著

手開放很多的測試場域，以及相關的示範性計畫；至於政府資料開

放方面，國發會也做了相當多的努力；會後可以再向黃特助說明。 

萬里雲科技 王彥翔技術長 

一、 同為 AI新創，我們遇到的困境與問題： 

(一) 以 AI新創來說，資料取得非常不易。 

(二) 大公司對我們的信任度不夠，通常優先考量的是國外廠商；

對此，本公司的策略就是與 GCP等國外公司結盟，提升企

業信任度。 

(三) 目前很多 AI 新創沒有明確的 Business model，原因在於臺

灣的學校或是 AI人工智慧學院，培養的是技術領袖或技術

人才，但是缺乏商務目標的培育；臺灣的 AI 技術非常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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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因為缺乏商務能力及國際化能力，導致產品開發時，會侷

限在地化市場。 

(四) 產業對資料太保守，不願意 share；事實上，不同產業間有

很多數據是可以作結盟或整合的，但目前欠缺一個平台或

有效的方案，讓各大企業作數據整合。 

二、 AI 新創目前很難與國際化接軌，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有效管道，

增加 AI新創在臺灣產業間，或是國際上的知名度。 

聯華電子 王邦明協理 

一、 盧董事長提出的想法非常好，因為 AI後續的應用，就是面臨到

整合性的問題；若是在整合上，能有比較整體的思維，即在整

合之前，能有比較有方向性的分工，在各個分工的領域裡找到

較好或較有潛力的公司，給予適當的輔助，對於他們來說將是

一個很大的協助。 

二、 從應用面來看，也許我們要先研究臺灣的 AI產業最終想要發展

的目標之後，再來看看臺灣有什麼機會；我蠻同意盧董事長的

看法，也許最後可能會走向 Chip 或 IC，甚至也許是 SoC 或

SiP(System in Package)，而這個部分上面的元件或是功能，可以

思考在某個單位或是有規劃的狀況下，先進行模組化，將來要

做 AI時，不再需要從頭包到尾。很多不同的新創公司，有各自

擅長的領域，若是能有效的整合，對於國家發展 AI會是非常有

利的基礎；相信政府在協助整合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 至於幾位先進提到 data tagging問題，政府也是有機會協助幫忙

解決。 

鈺創科技 盧超群董事長 

一、 半導體願意與AI合作，因為半導體可以隱藏很多 Secret recipes，

而 IC 設計就是藏秘方的地方，但是藏秘方需要經過 3、4 年的

研發過程，所以聽到次長表示有 100 億元經費是相當高興的事

情。不過，我們還是需要像是台積電、聯電等 system open，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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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像是耐能科技、Qnap 或萬里雲這樣的企業去 define secret 

recipe，這才是臺灣未來要走的路，臺灣的重點在於精與美，展

現真正的團結，政府要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妥善運用經費補助。 

二、 AI不是去發展 Only，而是讓發展完後的 recipe，可以在臺灣某

些公司中繼續讓大家發展。 

三、 我們有很多技術，但沒辦法植入(embed)晶片都沒有用，AI不能

只做表面的 AI，一定要做別人拿不走的 AI。 

聯詠科技 陸忠立協理 

  Cadence 的 AE 主管曾向我提到，在中國大陸日前有超過 400 家

AI IC設計公司作 roadshow，原因在於政府有補助 AI IC設計公司在

光罩或 IP費用；臺灣 IC設計公司也不少，有很多也想進入 AI領域，

以聯詠 5 年多的經驗來說，如果是與影像相關的大概需要 28 奈米製

程，語音則約 40奈米；其中，看是光罩或是 IP的費用，相信是大部

分公司無法負擔的，或許這是政府思考補助的部分。 

KKBOX 王 正總經理 

一、 KKBOX 從事數位影音串流，最近我們也會想要洞悉使用者的

音樂需求，提供相對應的服務與內容。我們 1年可能就有 30億

次的聽歌紀錄，擁有非常豐富訓練 AI 的教材，只是在建置 AI

的過程中，也遭遇了一些問題。 

二、 人才的部分，希望我們能有更多的產學研合作，讓這些數據可

以有更多的應用，最後的結果甚至可以作為商業上的運用。 

三、 在建置初期，語料的資料或是自然語法的辨識，我們遭遇蠻大

的門檻，因為目前大部分都是對岸的 Solution，在運用的過程中

花費了很多的精神。 

四、 建議政府或是第三單位可以提供公用的資料庫與公用的資料，

讓想要導入 AI 的企業可以降低門檻，使導入的過程可以更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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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相信這是我們這種比較消費端的服務業者，比較需要得到

協助的部分。 

力旺電子 楊青松副總經理 

一、 剛剛幾位先進已經提到很多重點，我簡單補充兩點：首先，AI

產業化要探討的是我們要「做什麼」，挑戰應該就在於怎麼軟

硬整合，AI既然是 domain knowledge driven，就不容易做到 One 

for all的平台架構；因此，政府單位是不是能規劃一個平台，讓

類似的 AI Domain可以群聚在一起。譬如：專注在視覺影像或

語音辨識等，或是特殊演算法，如下棋等這類的深度學習，這

樣平台的綜效就比較容易發生。 

二、 軟、硬體的安全、資料的分享與保護等，直接影響 AI應用或產

業化是否成功，在建構 AI產業平台時，就是大家一同建構一個

Eco system，如同趙先生所提各公司合作之間的信任，應該就需

列入考慮。 

神盾科技 林功藝營運長 

一、 產業化，將來是要做甚麼產業，發展自主服務一塊，相對市場

小；以半導體產業來說，當然是想把晶片銷往全世界；目前全

世界主導大型服務的龍頭，也開始發展自己的晶片，NVIDIA早

晚也會被汰換掉。 

二、 光罩的錢是補助不完的，而且有可能賣不好，形同把錢砸到水

裡；在 AI發展初期，很多中小型的企業或國家，會有各式各樣、

奇怪的需求，而硬體功能可以彈性修改的 FPGA，正好具備少

量多樣的特性，可以賣給各行各業，相信是臺灣 AI 發展的契

機。雖然我們未必拚得過 Intel、NVIDIA、Google，但至少可以

爭取到第二供應商的地位；以亞太地區 30億美元商機來看，臺

灣少說也可以占得三分之一。雖然目前幾乎只有美國有 FPGA

公司，臺灣產業只要全力發展，應該不會有太大困難。 

麗暘科技 陳凌鋒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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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覺得 AI軟體的部分被提的比較少；先前盧董事長所提，韓國

說我們 2000 年之後沒有科技產業，其實說得非常對，2000 年

之後臺灣沒有任何像聯發科、台積電等科技產業，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2000年之後是走向軟體服務的科技時代。 

二、 中國大陸在 2018人工智能AI大會，講的事情和我們很不一樣；

他們探討的是 AI到底要做到什麼樣的服務是必須的，他們會去

PK自然語言的理解，或是機器人的視覺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等，比較著重在 AI實際應用在使用者的部分，這就是軟體的部

分；至於硬體的部分，其實就是更快的運算，服務的對象改成

AI。 

三、 2000年之後的公司，幾間大型 AI公司像是 Amazon、Google或

中國大陸的 BAT(Baidu、Alibaba、Tencent)等，沒有一家是硬體

公司，而 Apple則是可以決定硬體的功能來服務 Apple的軟體。 

四、 雖然臺灣做軟體的效益不大，但是 AI跟國防有很大的關聯性；

未來機器人講中文這件事情勢在必行，但是我們不可能仰賴

Google、Amazon，或是中國大陸科大訊飛、騰訊、百度等，把

臺灣自己的語料資料賭在世界其他地方。因此，我們一定要發

展自己的 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自然語言處理)。 

五、 目前臺灣的自然語言分析與中國大陸的差距非常遠，臺灣並沒

有人在做這件事情，這是 AI軟體發展很可怕的現況；我們獲得

的投入與資源跟晶片廠商是否對等，是必須要思考的。 

全國青年創業總會 黃士軍理事 

一、 目前在雲端階段，特別是中文語意辨識能力，我認為臺灣已經

比不上 Google或是科大訊飛等，但中長期而言，如果能將語音

或人臉辨識作成晶片，相信非常有機會可以搶占市場。 

二、 順著趙先生的概念，如果懂「人工智慧的黑手」可以就 AI的層

級作進一步定位，例如高職、專科或大學分別可以做哪些資料

處理或分析，對學校要培養 AI人才會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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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局 呂正欽副組長 

一、 從端、網、雲運用服務結合 AI系統等部分，我們必須要更專注

讓企業知道要運用在哪一個點上面，可以 Upgrade 到什麼樣的

效應，這個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二、 建議我們要 narrow down，點出幾個比較重要、可以讓我們運用

AI領域，接著把端、網、雲運用服務展開，最後就可以運用到

我們半導體的優勢。 

三、 現在包括科技會報、本部都在談 AI on Chip這件事，也慢慢結

合了一些 Sensing跟 Micro processing的概念，然後把一些 Edge 

computing的能耐結合起來。 

四、 剛剛大家談到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的部分，目前在前瞻計

畫有爭取到部分的經費，包括技術處、工業局及法人科專皆有

在努力。 

五、 工業局目前有一些的計畫是透過 IoT Integration service center，

結合 AI，透過場域試驗，看能否開發一些屬於臺灣可以運用的

AI領域次系統。 

六、 在政府相關補助方面，我們希望所有包括 FPGA、異質化晶片

等，有能力的廠商都來申請；在補助的同時，也許可以編列一

部分預算補助光罩的部分。至於 AI新創，我們也有委託法人科

專作協助。 

技術處 洪朝陽科長 

一、 有關 AI 晶片的部分，從去年的 SRB 會議，行政院也意會到半

導體是我國的產業優勢強項，如何在此優勢強項底下發展 AI，；

經過這段時間不停的進行，在今年 9月 28日科技會報辦公室召

開 AI on Chip示範計畫的啟動會議，後續將針對 4個領域展開

各自的推動小組研究，包括剛剛在會場上各位先進有提到，異

質整合或是 conversion tool 等議題都會納入，每個推動小組都

有相關領域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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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處已將上述的運作架構提報到科會辦，等科會辦確認，並

跟政委報告後，後續相關活動會陸續展開。 

科技部 陳淑鈞組長 

一、 在半導體方面，科技部投入一個叫做射月計畫，相對於其他專

案是比較大的計畫。 

二、 目前我們也是鼓勵學界一開始就跟業界合作，像是聯電、聯詠

或台積電等；很高興今天聽到很多廠商的意見，未來都可以提

供科技部參考。 

鈺創科技 盧超群董事長 

一、 美國 Data公司如 Amazon等，現在會自己僱用半導體的人；他

們以前會用我們的 IP or Chip，但是過一陣子就把我們踢走。 

二、 半導體廠商不是要把錢拿來做半導體，最重要的是有出海口；

半導體做一個晶片需要 5年、至少需 10億元的經費，才能做出

保護軟體利益的東西，因此，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跟軟體、

跟應用的人，把 Road map 畫出來。 

三、 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是，若要做出 unique的晶片，我們需要知

道哪個領域的軟體公司可以長久耕耘、系統可以跟上，才能一

起合作。 

四、 硬體與軟體絕對需要配合，否則我們只做一個 IC Chip 沒有軟

體也不能應用；這也是台積電現在不 support我們的原因之一：

我們沒有客戶訂單。 

五、 我們的智庫(Think Tank)包含工研院、資策會等，最大的任務是

把 Road map 好好整理出來，把廠商要做的 Hardware 的 Road 

map，半導體的 Road map，以及軟體的 Road map 整出一套主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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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AI 發展大概只會給臺灣 1 到 2 年的落實，5 年以後大家就結算

Score sheet，沒有就沒有了；半導體跟 AI都是利潤很薄、但很

廣大的產業，只有自力更生，自己落實計畫才能成功。 

KKBOX 黃盈熙協理 

【書面補充意見】 

一、 政府可扮演兩個角色來促進 AI應用上之發展，應用發展能蓬勃

發展，產業才有機會。 

(一) 建立大型公用資料庫：需發展 AI應用，資料是最基本需求，

而搜集資料到資料 tag之建立卻是個苦工，以業界錙銖必較

之特性，無確認利益，無法幫助核心事業，必不會投入。長

久下去將限制整體應用市場發展，而此工作在建立良好發

展環境，非常適合政府主導。 

(二) 健全聲控辨識之基本建設，未來智能聲控必是最重要的人

機介面，若能有好的辨識技術必能加速 AI應用，並讓大眾

有感。然臺灣有各種口音、腔調，若由業界來做，必然只會

重視主要口音。若能由政府發展，才能做到全面化，同時也

應大量收集各種生活領域之語料，建立聲控基本環境。 

威聯通科技 鄭人豪經理 

【書面補充意見】 

一、 多位講者提到 IoT、物聯網是找 AIoT項目應用落地的一個重要

環節，應一起考慮。例如製造業的 IT、MIS部門，接納資料科

學。 

二、 內 需 市 場 ➔ 南 向 政 策 可 以 擴 大 嗎 ？ 例 如 NLP for 

Chinese(Taiwan)，那印尼語、越南語這些未來市場，Taiwan AI 

startup有能力賺到嗎？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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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天再次感謝大家，今日的討論真的很精彩，很多建議都會紀

錄下來，接下去就是各位業者先進與經濟部共同打拼，看要怎

麼落實。 

二、 政府單位包括科技部、技術處或工業局，一定要趕快擬定後續

的落實計畫。 

玖、散會（下午 12時 30分）。 

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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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簽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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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1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4次會議－

「AI產業化發展議題」引言簡報：台經院錢思敏博士簡

報「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AI相關諮詢主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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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2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4次會議－

「AI產業化發展議題」主題分享：鈺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盧超群董事長簡報「把握創新 AI晶片發展、應用領域

與發展機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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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3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4次會議－

「AI產業化發展議題」主題分享：麗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陳凌鋒執行長簡報「AI軟硬整合產業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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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4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年第 4次會議－

「AI產業化發展議題」主題分享：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

與通訊研究所黃立仁組長簡報「AI軟硬整合產業化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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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經濟部新經濟發展策略諮詢會議 107 年第 4

次會議－「AI產業化發展議題」重點摘要 

壹、AI on Chips 

一、半導體做一個晶片需要 5 年、至少需 10 億元的經費，才能做出

保護軟體利益的東西，因此 IC 設計最重要的是要跟軟體、跟應

用的人合作，也就是半導體的異質資源整合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建議政府投入資金，並請台積電、聯電與 IC設計公

司合作，作出一個比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更厲害的

架構。 

二、建議政府可以統合業界、研究機構與學校資源，開發出一個類似

Intel AIB(先進介面匯流排)的介面，模仿 DARPA Chips program

的概念，設定幾個重要應用領域進行整合，作出具體的成果；未

來對於一些資本額不大的中小企業，在晶片設計或使用上，就可

以有公版作測試。 

三、相對於雲端運算(cloud)，edge端具有少量多樣、成本低的特性，

可優先投入；不過，開發 edge端可能會面臨的問題是，AI 模型

若要應用在 edge 端必須經由轉換(conversion)，但是目前轉換工

具五花八門，未來假設在產業界或由政府促成平台之下，要先取

得共識。 

四、在 AI 發展初期，很多中小型的企業或國家，會有各式各樣的需

求，FPGA(現場可程式化邏輯閘陣列)正好具備少量多樣的特性，

相信是臺灣 AI發展的契機。 

貳、AI資料與學習 

一、AI是資料科學，必須先從客戶端拿到資料，但要客戶提供資料需

要很高的信任；事實上，不同產業間有很多數據是可以整合的，

目前欠缺一個平台或有效的方案；建議政府可以作為橋樑，介接

AI新創與大公司，背後有政府掛保證，提高彼此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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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雖然我們可以預見中國大陸的人工智慧技術發展得最快，世界上

卻沒有幾家企業願意將 private data交給他們；相對地，大家更願

意相信臺灣，尤其臺灣的硬體製造非常強，因此臺灣在 AI 領域

更有世界化發展的潛力。 

三、現在有許多國際 AI 巨人，但是臺灣一定要發展自己的自然語言

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我們不可能仰賴 Google、

Amazon，或是中國大陸科大訊飛、騰訊、百度等，把臺灣自己的

語料資料或是資安賭在世界其他地方。 

參、AI人才 

一、人工智慧就是工人智慧，需要擁有領域知識的「人工智慧訓練師」

協助 AI持續精進，但目前企業內部普遍缺乏瞭解 AI的員工；政

府可以透過工研院或資策會等智庫成立產業輔導團，協助企業從

事 AI相關專業人才訓練。 

二、目前很多 AI新創沒有明確的商業模式，臺灣培養的是 AI技術領

袖或人才，但缺乏商務及國際化能力培育，導致產品侷限在地化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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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經濟部 107年度「產業發展諮詢業務委辦

計畫」審查委員意見辦理說明-期末報告 

 

時間：107年 12月 13日(星期四)上午 9時 

主持人：甘執行秘書薇璣 

審查會議：□期初報告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一、 為符合部次長的理念，本年度計畫在運作

機制上有不小的改變，爰於年初以較長的

時間作諮詢議題規劃；在此特別感謝商業

司、技術處、工業局與中企處給予計畫團

隊及研發會的協助。 

二、 本年度計畫運作方式值得參考，尤其作為

研發會底下的智庫計畫別具意義，更能扮

演部次長政策決策的參據；惟若能將諮詢

重要結論或政策建議向下延伸，進一步形

成政策推動 Top-down 的依據，相信能為

計畫本身帶來更多加值效益。以今年的諮

詢主軸來說，AI是一個相當大的議題，

而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計畫執行團隊

若能進一步觀察，全球與臺灣的 AI發展

現況，並比對諮詢重要結論，找出臺灣與

國際上的交集，相信會更有政策參考價

值。經過加值的諮詢建議亦可提供部內相

關局處司參考，俾利作為爭取相關(科專)

經費分配的依據。 

三、 業界的意見通常不會只針對單一部會，建

議未來計畫執行亦可將諮詢結論或建議按

部會區分，除可提供各部會參考外，也可

作為部次長給予府院高層長官的建言參

據。 

 

四、 聽取產業界的聲音固然重要，惟諮詢對象

的代表性宜應注意；有時候業者會特別強

調自身遭遇的問題或藉機行銷自家產品，

然而公協會代表所提建言有時又會過於空

泛，如何權衡二者之間的角色，值得進一

步思考。 

五、 建議未來在挑選諮詢議題時，可以利用前

一、 感謝局處司對計畫團隊執行計畫的

各項支持。 

 

 

 

二、 補充於第三章第二節建議三政策參

據一節，請參見第 56頁~第 57頁。 

 

 

 

 

 

 

 

 

 

 

 

 

三、 業者結論與建議補充於第三章第一

節與第二節，請參見表 10(第 49~50

頁)、表 11(第 51~54頁)，未來將透

過相關部會出席會議時，再去向各

部會了解相關的分工、政策或工作

項目。 

四、 將於邀請產業界代表時，詢問局處

司意見，另外，亦會與諮詢對象強

化說明會議目的及會議期待討論重

點。 

 

 

五、 遵照辦理。本年度諮詢會議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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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計畫進行議題盤點，預先設定幾項

欲探討的諮詢主軸，再去蒐集業者、利害

關係人或是公協會的想法及態度，以利後

續聚焦討論。 

六、 業者普遍會期待經由政策論述之後，政府

的政策能有所回饋；建議未來可以思考，

設計回應機制。 

七、 今年 4場諮詢會議下來，受邀諮詢對象眾

多，確實廣泛蒐集各界意見，惟每位與談

者發言時間亦相對受到壓縮，未來計畫執

行宜再衡酌邀請對象的廣度及深度；建議

於每次諮詢會議前，先進行幾場次小型會

議，聚焦收斂想法後，再由 1~2位代表參

與諮詢會議討論。 

◼ 書面意見： 

八、 訪談或座談會的重點應與諮詢會議有所關

聯，惟似未納入會議的引言報告中；此

外，諮詢會議之後，似未再就重點結論進

行深入研析或探討，僅彙整政策建議表

(p.71~p.73)。建議計畫執行團隊思考如何

加值，俾利計畫未來執行規劃參考。 

九、 本年度計畫會議紀錄品質未見明顯改善，

建議計畫執行團隊提出具體改善作為，俾

利計畫未來執行規劃參考。 

 

十、 有關成果報告內容： 

(一) 相關工作會議之引用彙整，宜確認語句

順暢度及連結性，如：報告 p.43中提及

「經由第 3 次工作會議討論擬邀請之專

家學者」，於附件 18中並未記載。 

(二) 報告 p.50「第 3次會議議程之議程簡要

說明」中「(簡報三：跨國企業…)」與

「二、意見交流與討論(p.323)」疑誤植

p.37內容。 

(三) 承上，檢視該場會議之相關簡報並未針

對 AI人才相關議題進行報告，故宜釐

清第 3次會議中是否就 AI人才進行討

論。 

(四) 本年度計畫未聘請業界學者專家為諮詢

「委員」，除期初規劃所涉相關內容

外，用字宜應注意。 

(五) 第一章緒論，現有內容多屬於年初規劃

流程，建議篇幅適度縮減為一節，並建

針對諮詢主軸以專訪方式蒐集業

界、利害關係人及領域專家之意

見，並據以做為設計諮詢議題之基

礎。 

六、 回應機制規劃補充於第三章第二節

建議，請參見第 56頁。 

 

七、 本年度以領域專家專訪為替代方

案，聚焦收斂相關想法，以作為諮

詢規劃討論議題之作法。如何找到

具代表性的專家參與會議，擬於下

年度在研商會議，或期初工作會議

等場合，再來討論執行機制。 

 

 

八、 依書面意見十之(六)之建議進行修

改，訪談或座談會重點補充於第二

章各節；諮詢會議重點根據內容進

行分類補充於第三章第一節結論，

請參見表 10(第 49~50頁)。 

 

九、 因議題討論涉及前瞻性、專業性，

未來可在完成委員發言資料後，可

先與委員再確認相關內容(專業術語)

等，達到會議紀錄的完整性。 

十、  

(一) 已修正與調整，請參見第 32頁。 

 

 

 

(二) 已進行章節內文的調整與修改，請

參見第 35頁~第 36頁。 

 

 

(三) 按意見進行章節內文的調整與修

改，請參見第 33頁~第 36頁。 

 

 

(四) 遵照辦理，已調整為諮詢「專

家」。 

 

(五) 遵照辦理，請參見第一章第二節本

年度計畫執行情形，第 5頁~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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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另闢一節就本年度計畫執行情形作總

結說明，俾利工作項目驗收。 

(六) 第二章主要展現年度諮詢成果，惟呈現

方式如同工作日誌、過於瑣碎，建議調

整編排；以第一節為例，建議區分三部

分表示： 

1. 會議訪談/座談會部分(p.19~p.20)，除交

代受訪者的專業背景，另應摘述訪談/

座談會重點。 

2. 工作會議部分(p.21~p.23)，摘述歷次討

論的重點即可，議程規劃表格建議刪

除。 

3. 諮詢會議部分(p.25~p.28)，除會議重點

摘要外，建議可再補充說明主題分享重

點。 

(七) 另，第二章主要呈現諮詢「成果」，以

「新經濟發展『議題研析』」作為本章

標題是否合適(p.18)，宜再思考。 

(八) 第三章結論與建議，第一節(p.67~p.70)

似乎僅將第二章的各場次諮詢會議重

點，再摘陳一次納入本節中，是否有其

必要性，宜再斟酌。 

十一、 為方便參閱，可請計畫執行團隊思考以類

似專刊的方式，另外製作諮詢年報之可行

性。 

頁。 

 

(六) 遵照辦理，請參見第二章第 8頁~

第 46頁。 

 

 

 

 

 

 

 

 

 

 

 

(七) 已進行章節標題的調整與修改，請

參見第二章第 8頁~第 46頁。 

 

(八) 已進行第三章第一節的調整與修

改，將重點系統化整理，便於參

閱，請參見第 47頁~第 50頁。 

 

十一、 遵照辦理，擬於下年度在研商會

議，或期初工作會議等場合，再來

討論執行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