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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即時視頻流 VR / AR 機器人安全系統無人機

智能汽車 智能家居

可穿戴裝置

智能保健智能城市

3D掃描和列印

半導體技術正扮演多元應用的智慧核心



Year

矽世代4.0異質性整合 –類摩爾定律經濟成長

人類可望1.0奈米積體電路、30年榮景、產值超越1兆美元

After Nicky Lu, 2010

420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of

Silicon+Non-Silicon 

(4.0)

2017
YEAR



16



3Dx3D
微系統,

異質性整合到
奈米系統以
功能X 價值
微縮漲

2D
線寬
微縮
(平面)

3D Areal Density or
面積微縮

3D鰭式場效電晶體+
(>0.7X線寬微縮) 續命

摩爾2X定律

MCP, SiP, MCM,
3D裸晶堆疊,
異質性整合
(Wirebond,

Flipchip, SMT

3D晶圓級系統集成及
體積微縮,
(CoWoS,

InFO-PoP, …)

(Si1.0) (Si2.0)

(Si3.0)

(Si4.0)

矽世代4.0【Silicon 4.0:矽X非矽異質性整合+功能X價值

之微縮漲法則 +奈米級系統設計】,創新【類摩爾定律經
濟(Virtual Moore’s Law Economy, VME】,衍生巨大商機

矽世代4.0之先例：
視覺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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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Nicky Lu



IEEE

* After Nicky Lu, PI: 2016; I5 (I Exponential 5指数型经济成长): 2018

科技新世代Intelligence5创造指数型经济成长

HI × AI xIoT(5G)技术引领到新加值整合(VI)与
普世智慧(PI)新纪元

⚫ 自然人类智能(Intelligence)

⚫ 人工智能 &机器、机器人与人类协同之人
机智能

⚫ 细胞/细菌智能创新改革医药及疗法

⚫ 长寿质量与生活愉悦智能

⚫ 人类与环境共生智能



Researchers are Working on an Electronic Pill 
You Can Take to See If You're Sick or Not    (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9

Mimee*, Nadeau, Chandraskasan, Lu (卢冠达)
Science2018.

Bacterial 
biosensors

Electronic
readout 
circuits

Semipermeable 
membrane

Pill-sized
form factor Target 

biomarkers

)



From 1965 to 2015 to 2050 …
Homogeneous Integration –

Moore’s Law on ICs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 Intelligence5 –

Lu’s Theory on HIC × AI x IoT(5G) x C&C

2
30

no. of transistors

60 years

2 years

Σ
years 

(HA )
C&C

no. of HI/IC blocks

New applications

year
Contents & Clouds 



台灣AI晶片發展挑戰

AI挑戰

留才政策

⚫ 減稅

⚫ 獎勵

⚫ 產學研三界連結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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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領導計劃支持

⚫ 上位政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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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創新

⚫ 鼓勵年輕人創新、
勇於嘗試，不要
怕發明創新

11
Source: 台灣經濟研究院錢思敏博士, Oc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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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