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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在我國邁向
超高齡社會下的機會與挑戰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Taiwan AI Labs）創辦人　杜奕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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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BBS站、PTT創站站長、微軟公司人工

智慧（AI）部門亞太區研究總監，在 AI領域

佔有一席之地的杜奕瑾，2017年離開微軟，

回到臺灣，並創立了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

（Taiwan AI Labs）。他看到的是臺灣在數位

轉型浪頭上的機會。也在同一個時刻，臺灣

進入高齡社會，並會在未來不到八年的時間

內，快速跨入超高齡社會。在智慧化科技與

人口變遷這兩個軌道邁向交會之際，這位被

PTT鄉民稱為「創世神」的 PTT之父，如何

看待數位轉型對超高齡社會所帶來的風險與

機會，並提供他的解方，本期專訪中將具體

呈現。

貳、 面臨超高齡社會的

數位生活想像

臺灣現今從 65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

14%，是「高齡社會」，還即將在 2026年邁

入達 20%的「超高齡社會」。這種社會型態

的特色在於高齡人口成為生活與消費的主流

族群，但同時能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口（特別

是青年族群）卻變少，這樣的缺口對於整個

社會影響是全面性的，包含生活型態、教育、

消費模式、醫療等皆是。因此杜奕瑾認為在

生活與消費型態上要特別經過設計，讓即使

在提供服務的人變少的情況下，透過設計不

同生活型態的方式，也能維持一樣好的品質

及服務。除滿足高齡者需求外，也能創造新

的工作型態，提供青年新的發展機會。

參、 因應超高齡社會要有改變的

設計思維

在這種設計思維下，杜奕瑾強調，最重

要的是醫療制度、照護制度、保險制度，該

如何因應超高齡社會去設計。他以「精準醫

療」為例，精準醫療就是要改變醫療行為模

式，從過去著重在治療，轉變為強調「預防」

的重要性。他說當每個人生病都要到醫院看

診，這種以治療為主的行為模式較沒效率。

因為在沒生病的時候，人們不會去想到該怎

麼保持健康。相反的，從預防的思維改變，

強調依照個人基因、行為模式、生活習性，

來客製化個人的生活方式。這除了可以降低

人們的醫療成本，還能夠降低醫療行為完全

集中在醫院的缺乏效率現象。這種醫療行為

的改變對於超高齡社會是有相當意義的，而

精準醫療就是因應這種行為模式改變所進行

的設計創新，藉由個人基因跟生活環境習性，

來進行疾病診斷，並預測其在醫療上的需求。

在未來面對精準醫療，杜奕瑾指出，應

利用臺灣強項，把資訊蒐集完善後，做出更

好的、更精確的這種診斷，即便用藥也會因

人而異做出不同的區隔，透過真實世界數據

（Real World Data, RWD）、真實世界證據

（Real World Evidence, RWE）去做診斷跟

推測，也可藉此在新藥開發上，減少不必要

的冤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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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超高齡社會下的科技應用與

數據整備

杜奕瑾認為，面對高齡化的社會，即可

看出過往醫療與保險制度在運作效率上的限

制，這時就必須從這種風險中找出機會，去

設計更有效率的模式。而推動創新模式，可

以仿效微軟的經驗，先建立實驗場域，大刀

闊斧先從一群人開始去做實驗，當創新模式

可以行得通的時候，再廣泛應用到所有的群

體。而這除了應認真運用科技手段去思考外，

政府也必須注重大數據，從大數據裡面找出

能改善醫療流程的方式，並將保險的相關措

施跟制度一併修改。杜奕瑾再次以精準醫療

為例說明，當我們不用親自到醫院診間問診，

而能藉由不同的個人設備（Device），透過

遠距醫療獲得很多的數據資訊，運用真實世

界數據（Real World Data, RWD）、真實世

界證據（Real World Evidence, RWE）去做

判斷，進行精準疾病診斷，並在治療上提供

符合個人化需求的醫材與用藥處置，大家就

不一定要跑醫院、拿一堆藥，造成醫療資源

浪費的問題。而這也將促使醫療處置與保險

給付等流程的變革。

杜奕瑾認為，邁入超高齡社會是臺灣必

經的風險及壓力，但危機就是轉機，當我們

比別人早遇到這種風險及壓力，透過優秀的

大數據運算能力，先比其他的國家早做到制

度，未來也能給其他國家作為參考。

伍、 數位轉型擺脫工業 4.0 思維

臺灣由工業社會起家，而工業 4.0是大

量運用自動化機器人、感測器物聯網、供應

鏈互聯網、銷售及生產大數據分析，以人機

協作方式提升全製造價值鏈之生產力及品質。

杜奕瑾指出，當人們常說「工業 4.0」，代表

仍維持工業時代以工作為主的生活型態思維，

但要「數位轉型」的話，由於社會最主流的

不是生產製造的人們，而是要享受退休生活

的人們，因此「體驗生活」成了他眼中主要

的服務需求，而這種思維必須以軟體服務的

角度去做，強調在超高齡社會的時候，我們

怎麼在生活裡把各種體驗做好。舉例來說，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Taiwan AI Labs）強

調，以軟體服務的角度出發，必須先體驗及

了解生活，因為這樣做出來的 AI生活體驗，

才能讓各年齡層的人都能享受。杜奕瑾說明，

軟體服務的對象沒有國界，除了臺灣人以外，

全世界都可能是使用對象，像是 AI Labs製

作的「雅婷逐字稿」APP，就能把「語音辨識」

做到非常精準，除了能幫你即時做語音轉文

字，也可以用來幫助聽障者與外界溝通。無

論紀錄生活大小事，亦或是紀錄訪談、課堂

或是會議內容，甚至是臺灣國語、中英夾雜，

「雅婷逐字稿」APP都可以精準且快速的幫

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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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軟體思維就是最好的技術

杜奕瑾指出，不管是在硬體產業或是軟

體新創產業，當決定投入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時常在怎麼去避免失敗，但最有趣的地方在於

「軟體產業沒有失敗」，因為軟體開發，強調

透過體驗及嘗試後，再不斷的去做修正，以

達到預期最好的結果。先是 Explore（探索），

然後 Problem Define（定義問題），然後再

提出 Solution（解方）。換句話說，軟體思維

就是鼓勵人們去思考、探索、改變，並在找

出問題後，嘗試提出解決方法。這是不同於

工業時代尋求唯一標準答案的思維改變。

有軟體思維，讓我們對未來數位轉型的

社會有更多想像，雖然有很多事情可用機器

學習，但要怎麼用數位化方式把它轉化出來，

才是人們需要注意的重點。杜奕瑾指出，「眼

睛是靈魂之窗，但重點不在眼睛，而是靈魂，

眼睛只是體驗時切入的角度，靈魂的詮釋才

是無窮無盡」，如同 AI Labs的智慧醫療技

術，還是需要與人類醫生合作，未來的新醫

生才能從中得到更好的診斷輔助。

柒、 擺脫「軟體沒價值」觀念才

有轉機

「臺灣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在

公部門裡面，軟體沒有價值。」杜奕瑾不解

地如此說道。他舉例，硬體的電腦或 iPhone

都會有汰換問題，但裡面的軟體 Gmail或

iOS系統卻能一直被使用，因為硬體過時是常

態，但軟體能持續蒐集、運用資料，並應用

在問題的解決方案上，這才是軟體不同於硬

體，最有價值的地方。

他發現很多政府原本很好的智慧城市概

念，一旦到執行層面，就會出現問題，例如

有 1,000萬的預算，要來思考執行計畫，會

發現許多承辦人員可能會花 900萬買一臺機

器，就能立即達成 90%執行力，但機器花大

錢去購買，卻無人能操作營運，以至於後續

草草結束，因此臺灣不是軟體人才沒能力，

而是從制度面上就有問題，這值得人們探討。

杜奕瑾更感嘆，從臺灣雲端產業資本額

投資去分析，會發現多半花費於設備，但從

經驗得知，以往微軟做雲端時，在硬體建置

上，投資不到 10%，因為重點不在於設備，

而是找到第一流的軟體人才。

捌、 探究軟體及文化價值

臺灣要認清楚方向，不能再從過去降低

成本為主導的角度來做事情，因此面對即將

到來的超高齡化社會所帶來的風險與機會，

我們要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進而創造我們

的優勢？杜奕瑾認為必須擁有足夠資料，當

要做各種數位轉型，必須盤點及蒐集各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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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資料。如同，智慧醫療來協助醫生輔助

診斷，資料就是從臺灣各醫院的醫療影像資

料去做訓練。

「政府必須要改變，在投資時要有勇氣

去做下階段的事」身為 PTT（批踢踢實業坊）

開發者與首任站長的杜奕瑾，從還是學生就

被電信業者挑戰，擔心手機若有「丟水球」

的功能，會減少簡訊的使用量，最後結果反

而是來自韓國的 LINE爆紅，因此其實不是臺

灣做不到，而是受限太多，以至於自己砸自

己的腳。他更解釋，臺灣的軟體人才及聰明

才智，絕對不輸國際，臺灣會有過去失落的

十年，主要原因就是臺灣過去硬體產業過於

成功，以至於政府覺得不值得投資在任何軟

體上，也沒有政策的支持。

玖、 超高齡社會是我國完成數位

轉型最佳的實踐場域

「現在改變，以後還有機會，現在不做

改變的話，就會被世界拋之於腦後！」，國

家政策務必順應世界潮流，勇於去開創，勇

於去定義問題，勇於去解決問題。將醫療、

智慧城市、人機介面都做到全世界數一數二，

再以國家的力量，推廣到國際間，這樣臺灣

產業才有轉型的機會。而臺灣在高齡化社會

下即為數位轉型的最佳挑戰時機，政府單位

應從衛生福利部、經濟部、交通部等去思考，

怎麼利用人工智慧及軟體的力量，去解決這

種未來問題，並提供更優質服務。

前提是，在軟體新創的部分，國家發展

委員會必須要有機制，讓軟體新創公司能夠

「有機生長」，杜奕瑾解釋，所謂有機生長

是植物生長時，必須要有陽光、空氣、水，

必須要適時提供給他們，而陽光就是政策能

照顧；空氣是用軟體思維，解決問題的角度

創新；水則是該給資金時，就要給予協助，

千萬不能相信沒有水，植物還能長出來。AI 

Labs能夠幫忙「空氣」，「陽光」還是需要

仰賴政府，「水」則可鼓勵產業界成功的硬

體公司提供資源，這樣才能改善臺灣的環境，

創造更美好的社會。



特　　稿

07第八卷  第一期 109年 03月 

 Public Governance Quarterly

由左至右分別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專門委員邱秀蘭、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

創辦人杜奕瑾、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代理處長張富林、科長吳怡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