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發展人工智慧之挑戰與機會

許有進　科技部政務次長

摘要

人工智慧（AI）一直是學研界關心的研究主題，七十年的發展歷程靠著大數據收集、深度學習

演算法與電腦運算效能的突破，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臺灣擁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與終端硬體供

應鏈，同時具備特定相關晶片的技術領先、資訊等工程學研競爭力強、資通訊人才庫潛力豐厚等優

勢，科技部以此基礎，於 2017年提出 5大科研戰略，全力布建 AI研發的基礎環境、布局與扎根

關鍵核心技術與人才來推動國內人工智慧的發展，2018年則加速實踐，將各領域基礎研究的學術

成果，導入 AI的實際應用，以帶動產業投資，同時提前關注科技、法律、倫理、資訊規範與安全

等議題，及早擬定因應策略，讓臺灣的人工智慧跨域應用在蓬勃發展的 AI市場中取得先機。

關鍵詞：人工智慧、科技政策、措施、社經衝擊、挑戰、機會

壹、人工智慧在臺灣掀起風潮

一、AI為科學園區企業營收注入成長 

       力道
2018年前6個月，臺灣三個科學園區營收，

較 2017年同期，成長了 8.48%，營業額達到

1兆 2498億元，創歷史新高。以中科為例，營

收的亮眼表現即主要受惠於人工智慧、物聯網

等需求暢旺，大幅推升營業額成長。2018下半

年，預期 AI技術不斷提升與商業模式全面進化

後，將帶動全球產業態勢的轉變，包括機器人、

車用電子、無人駕駛、物聯網等新興特殊應用

系統晶片，將可望為科學園區再注入新一波成

長力道。

不僅如此，產業界對 AI的重視，也具體反

映在高階技術及投資的布局上。國內的龍頭大

廠，如台積電、華邦電及力晶半導體廠商，在

這一年也紛紛宣布在南部科學園區及新竹科學

園區啟動先進製程半導體廠投資計畫，金額達

新臺幣 1兆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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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觀察的是，投資先進製程、前瞻技術

的背後，需要有龐大的人才庫做為產業的後盾，

這也是科技部率先推動 AI科研戰略，以學界先

行的方式，就是希望將人才做為產業升級的源

頭活水，為 AI時代的競爭力做好打底的工作。

二、產學研合作，力促 AI人才庫養成
科技部在 2018年 1月正式成立「AI創新

研究中心」，聚焦生技醫療、AI核心技術、智

慧服務、智慧製造等領域，深耕工具及數據平

臺的技術研發，並鏈結產學研與接軌國際，將

半導體製程與晶片系統研發、無線通訊網路等

臺灣目前相對具有優勢與機會的研發項目，以

具體的行動方案加以推動，形成世界級 AI研發

聚落，同時持續累積臺灣 AI核心人才的實力。

此外， 台塑、奇美、友達、英業達、義隆

電子及聯發科等企業，亦與中央研究院合作成

立臺灣第一所 AI學校，每一期進行為期三個月

的密集訓練，利用 AI技術進行解題，結業後實

際與產學界接軌，預期每年將為臺灣培養出六千

位以上的 AI專業工程師與經理人。

三、臺灣學界 AI揚名國際
除了產業投入及效應之外，學界在 AI幾

個重要競賽，亦獲得不錯的表現。首先，在

NVIDIA GTC Jetson Robotics Challenge 

2018年的比賽中，清大賴尚宏教授團隊得到冠

軍；臺大徐宏民教授團隊所開發的辨識技術也在

CVPR 2018 Competition獲得第一；交大郭

峻因教授則率領團隊，在 2018年 6月的 AUDI 

INNOVATION Award脫穎而出，獲得優勝。

而在國際學術合作部分，臺灣大學於 2018年 9

月18日，與美國史丹佛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

將共同在生醫 AI上進行合作研究。

四、國際大廠紛紛與臺灣進行合作

臺灣的相關動態，也吸引了國際大廠包括

微軟、新思科技、AWS 、NVIDIA及Google

分別和科技部與臺灣相關政府部門等簽署合作

備忘錄，希望藉由臺灣優質的資通訊人才及智慧

製造、生物科技及醫療等優勢產業，加速 AI技

術及產業的布局。臺灣 AI的發展，投入規模雖

然與美國及中國等人工智慧大國仍有一段差距，

然藉由產學研的積極參與，臺灣已加緊腳步、

急起直追。

貳、AI發展重大里程碑

AI是一項影響人類社會與經濟環境發展的

關鍵科技，全球各界對其發展均投入一定程度

的關注。作為一項發展超過 70年的科技，AI稱

不上是一項新興技術，卻是科技發展史上值得

人類投入發展的題目。

一、艾倫．圖靈創建人工智慧

AI的發想最早起源於 1950年代，艾

倫． 圖 靈（Alan Turing） 於《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論文中提出的

圖靈測試（Turing Test），該測試用來判斷機

器是否具有思考與判斷能力，進而創造出智慧

機器的可能性（Turing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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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 智 慧 這 個 概 念 是 在 1956 年 的

「Dartmouth會議」上首度被提出，而這次會

議也引發第一波 AI研究浪潮。

然而，在 70年代初期，研究人員發現電腦

硬體效能不足、資料庫缺乏學習能力等多方面

無法克服的障礙，導致人工智慧熱潮衰退，迎

來第一波 AI低谷期。 

二、專家系統無法取代 AI
神經網路由於遇到了優化的瓶頸，以致

一度沒落，後來以知識處理為主流的專家系統

（expert system）興起，該系統是一種透過蒐

集特定範圍的專家知識儲存於資料庫中，再模擬

其決策能力的電腦系統。當時日本正推動第五代

電腦計畫，其他國家也跟進類似的智慧型電腦計

畫，另一波 AI浪潮隨之興起。但隨著技術推進

逐漸發現專家系統存在維護費用高昂、缺乏自

主學習、規則關係不透明、檢索策略效率低等

困境浮現，且其實用性僅局限於某些特定情景。

80年代晚期．各國逐漸減少對 AI的資助，認為

AI並非「下一個浪潮」，第二次的 AI寒冬也隨

之而來。

三、類神經網路與深度學習，AI再起
類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 NN）再次

為 AI帶來希望，這種模仿生物大腦的神經元運

作方式，所啟發建立的數學模型，為機器學習

帶來新的運作方式。神經網絡學習過程可分為

兩步驟：前向傳播與反向傳播。機器學習第一

次看到特徵圖片時，會將特徵向量透過神經網

絡傳遞過去，並產生最終預測答案。此時由資

料科學家設定的函數（cost function），預測

結果與真實結果差距的函數，會進行錯誤更正，

圖 1　人工智慧大紀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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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優化誤差值，系統會將誤差值進行反向傳

遞，調整權重以幫助機器進行辨認。

四、AI經歷過兩次發展低谷，再次崛

       起的關鍵是電腦運算性能與深度學

       習技術的突破
1997年 5月 IBM製造的平行運算電腦系

統「深藍」（Deep Blue）成為戰勝西洋棋世

界冠軍卡斯帕羅夫的第一個電腦系統，以科學證

實電腦最終的勝出。2005年 Stanford開發的

機器人成功地在一條沙漠小徑上自動行駛 131

英里，贏得DARPA挑戰大賽頭獎。

2012 年 深 度 學 習 經 由 AlexNet 於

ImageNet競賽展現了 15.3%的誤差率，遠

遠優於同期之圖像辨識能力；更在 2015年將

誤差率降至 3.5%，一舉突破人類極限的 5% 

（Imagenet 2015）。而後Google開發出來

的 Alpha go打敗人類圍棋高手，並於 2017年

10月的最新版本 Alpha go Zero，通過自我對

戰的方式在沒有使用任何人類資料下，於 40天

內超越所有對弈版本，讓世人重新認識到 AI技

術的突破並開始受到全球市場與媒體的關注。

參、臺灣的機會與挑戰

AI 自 1943年崛起以來，技術類別便分門

為許多不同種類的流派，包含自然語言處理、

模式辨識、影像處理、專家系統、機器人等，

而背後支持的演算法包含深度學習、貝式網絡、

類神經網絡、決策樹、支援向量機等。

於不同流派中，如何選擇正確的技術，便

是一門學問。1981年，日本宣告投資一千億日

圓訂制為期十年的第五代計算機技術開發計畫，

卻於 1992年宣告其核心能力無法達到運算標

準，也隨著 PC的到來，快速失去商業與應用價

值。

一、「小國大戰略」專注突破做到極致

中小型國家所具備的資源，無論從經費、

人口、產業規模任一方向來看，都有其侷限。但

在科技領域，做不到頂尖極致，價值就是漸漸

趨近於零。因此必須選擇最有機會、最有優勢

的地方，挑選該做的強項，專注突破做到極致，

才能夠為臺灣奠定優勢。

臺灣擁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與終端硬體供

應鏈，並具備了特定相關晶片的技術領先，此

外，我國在資訊等工程學研領域極具競爭力，

且 IC 設計在網路、通訊、運算、多媒體等技術

領域，亦已位居世界領先地位，加上資通訊人

才庫潛力豐厚，我國半導體在AI技術的發展上，

可謂潛力可期。

2018年 6月科技部正式啟動半導體射月計

畫，聚焦在臺灣的半導體產業與終端硬體供應

鏈，期建構 AIoT（人工智慧與物聯網）半導體

產業生態系。這項計畫也已獲得眾多國內科技企

業的支持，目前已組織 20 群研究團隊，與台積

電、聯發科、瑞昱等 62 家國內外廠商合作。藉

由半導體射月計畫的推動，鏈結產、學、研前

瞻技術能量，預期在 2022 年 3 奈米晶片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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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時代，臺灣可開發應用在各類智慧終端裝

置上的關鍵技術與元件晶片，應用在無人載具、

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物聯網系

統與安全等，使臺灣再居領先地位。

二、以「軟」帶「硬」、凸顯臺灣產業

　　優勢

目前資通訊產業發展逐漸以軟體與服務為

主，主導了整個垂直領域應用，並建立以其為

核心的產業生態體系；在終端則是由物聯網所

形成的少量多樣化的市場趨勢所導，讓傳統終

端硬體提供業者的優勢漸失，轉變成需透過軟

體附加整合的加值，方能在強調客製化的各種

垂直應用市場需求中生存之態勢。鑑此，發展

國內產業之軟硬整合，需配合此一環境趨勢，

先從垂直應用端審視如何在整個價值鏈注入軟

硬整合之元素，並以此為核心方向，建立可行

的發展生態圈，逐步將 AI融入在整個整合體系

中，以提升國人對產業升級之心態，並讓產官

學界形成認知、達成共識。

同時，也需確立當中所謂「軟」與「硬」

之思維與格局。這裡所談的「軟」，除涵蓋一

般所認知的軟體技術，如使用介面、程式設計

與各式演算法等，還包括領域知識、技巧以及

相關 know how；而「硬」則包含製造技術、

製造流程、材料以及功能開發等範圍。軟硬整

合的方向除包含以上所述的思維整合、不同 AI

技術間之融合、相關產業間垂直與平行之併合、

各領域間的合作與異質應用綜效，也包括工程

與人文領域的跨界結合。當中軟體與硬體產業

鏈之間互相串接與整合，可透過提供優質軟硬

整合系統與多角化解決方案等軟體加值方式，

來凸顯硬體優勢。

AI的產業結構約可分為三層：基礎層、技

術層及應用層（圖 2） 。以基礎層為例，其子

層可分為硬體及大數據兩個子層，硬體則是包含

了各類型的運算晶片、記憶設施、網路設施、伺

服器、雲端運算等硬體設備，基於臺灣原有的資

通訊及半導體產業優勢，這是我國能夠發揮的重

要產業，特別是在 edge端的 IOT devices、

感測元件、AI 終端晶片等，結合不同處理模組

（例如語音辨識，影像識別，NLP等）再配合

其他關鍵晶片如GPU、TPU、FPGA等是後續

我國要推動 AI產業必須突破的關鍵點。

大數據則是一個結合各類結構性及非結構

性資料數據為主的體系。大型網路、社交平臺及

圖 2　人工智慧的產業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第六卷  第四期 107 年 12 月

季刊



網購平臺如Google、臉書、亞馬遜、阿里巴巴

等，透過大數據的收集已經掌握許多客戶資料，

其他國家難以進入此一場域。我國在大數據的

契機點則可能是透過公部門所推動的資料開放

策略、投入在特定的應用領域才能夠有所突破。

然而在其他應用領域，可以透過公部門推動的

場域開放、資料開放、法規的鬆綁等策略，投

入適當資源，可望有所突破。

生命科技不斷精進加上全球高齡化的需求，

為生技醫療帶來了成長的動能。生技製藥、醫

療器材、醫療診斷、及農業生技等領域有許多

具有地域性。透過大數據，人工智慧及優質人

才將是發展一大利基。

精密機械及製造業是我國的強項。透過大

數據分析及人工智慧技術在問題發生之前就先

能檢查出來，同時能預測其運行是否正常，將能

改善效率，增加產能，有助提升製造業競爭力。

臺灣在工業機器人產業上不但在世界占一席之

地，且相關零組件供應鏈完整，在此優勢基礎

下如何將這類機器人結合一般生產線，是臺灣工

業機器人產業發展的利基點。再來，機器人應用

在人口結構老化的議題上，醫療照護機器人市

場與家用陪伴型機器人是目前最具成長性產品，

也是臺灣產業未來可以發展的目標。

人工智慧已經在許多產業應用上得到突破

性的價值。正因技術產品逐漸成熟，將在工業、

交通、醫療、教育、社交等領域的應用情境上

逐步深化。「產業 AI化」是指如何將 AI導入

現有的各種產業中（圖 3）。不論是製造業，金

融業，零售業，服務業，生技醫療，農漁牧業

等都可藉由人工智慧提供協助。

不同產業對於產業 AI化的需求也不一樣。

在應用層，不同的解決方案或平臺也將配合

domain know how提昇產品或服務的品質，或

降低管理，人事及生產成本。產業藉此得以提

升產業競爭力甚至升級或轉型。

三、AI時代需要更多人文社會層面的

　　關注

隨著萬物聯網時代來臨，AI已深植人類社

會，帶來更美好與便利的生活，同時從中產生

的不確定性也陸續發酵，我們必須及早審視所

有可能造成的後續風險及影響。因此世界各國

已針對政策、科技、法律、倫理與生存等議題，

開始著手進行風險防治與控管。

圖 3　人工智慧產業應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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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技術興起引發後續可能產生

的風險，如法規、倫理、規範、偏誤、勞工失業、

過度競爭、教育等問題，均可能影響未來的社

會。例如，自駕車及智慧交通系統將協助民眾能

夠更加掌握複雜的路況與提升便利性。唯縱使

近年來自駕車技術已逐漸成熟，國外也開啟公

路測試實驗場域，實驗過程中依然會發生意外，

而衍生法律問題。當前並無足夠的數據以確保自

駕車的安全程度，因此國際間針對自駕車未來正

式上路管理及後續規範進行亦已展開諸多研究，

並執行法令條文刪修以因應未來情境。  

（二）倫理道德：著名科幻小說家以撒．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在 1942年針對機

器人技術發展提出三大定律以探討未來所面對

的倫理道德問題（Asimov, I. 1942）。藉由相

關的保護與道德規範原則，透過程式設計加以

限定，以協助機器面對道德困境時，進行自主

判斷與防禦機制。於演算法訓練程序中，系統

應改善數據資料與訓練過程，將性別、種族、

收入關聯性提升，並藉由反覆修正檢驗，盡可

能降低資料集瑕疵，培植機器中立與正確度，

以減少選擇性偏差與潛在偏差的產生。  

（三）資訊規範與安全：英國政府在 2016

年發佈《如何發展英國人工智慧報告》中（BEIS, 

DCMS 2017），針對 AI法規議題研擬出提升

資料數據的策略，如確保公共研究經費明確以機

器可讀取的格式進行標註，提升 AI系統的數據

可用度，並盡可能將之透明化以博取民眾信任。

該報告同時也提出數據信賴的概念，讓資訊存

取更容易與頻繁。AI技術發展很可能超過人類

可控制的範圍，一旦脫離人類的控制，將造成

許多疑慮與災難，是國內外有識之士擔心的機器

圖４　人工智慧潛在風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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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此如何定義 AI法律定位與建立管控機

制，為未來邁向強 AI必須執行的重要工作，及

早築砌風險防衛牆，才能將可能傷害減至最低。

AI在不同的產業應用上，從醫療業、製造

業、服務業、基礎建設乃至服務業等，已為經

濟社會帶來新的衝擊。為使在蓬勃發展的 AI市

場中取得領導先機，更需要借鏡各國政府政策

以及國際大廠在硬體、軟體與服務上的佈局，

包括資源投入、相關政策與專案的推動等。 

肆、各國人工智慧策略發展綜整 

從站在世界大國的肩膀上做觀測，並比較

相近國家之政策，從中尋找最適合臺灣的角度

切入國際 AI市場，綜觀上述全球 AI策略，以

為借鏡：

一、美、中全面性發展 AI
美國白宮在 2016年率先推出了三份重要

的 AI報告書，其中分別為（1）準備迎接 AI的

未來（2016.10.12）；（2）國家 AI研究發

展策略計畫書（2016.10.27）；以及（3）國

家 AI、自動化與經濟計畫（2016.12.20） 。

在 AI技術發展選擇上，美國非常看重基礎研

究，對 AI理論、數據分析方法、數據平臺與硬

體建置等，皆有所建議的發展方向（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2016）。

中國政府對 AI的投入比美國晚約 1~2年，

2017年 7月由國務院發佈《新一代人工智慧發

展規劃》中（中國國務院，2017），說明中國

推動 AI發展的國家指導原則、策略目標、重點

任務及保障措施。政策目標為期望中國在 2030

年不論是在 AI的理論、技術與應用都能領先全

球，成為全球主要的 AI創新中心。從這兩國的

圖 5　各國政府 AI行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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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白皮書上，我們可觀察出未來全球 AI的發

展藍圖，並研擬出對我國效益較高的未來走向

方案，提早來佈局。

加拿大聯邦於 2017年通過了名為《泛加拿

大人工智慧戰略》（CIFAR 2017）共 1.25億

美元的預算主要策略目標包括增加 AI領域傑出

研究人員與畢業人數、促進國內 AI中心技術之

合作、參與有關經濟、道德、政策、法律議題的

全球對話與支持 AI國家級之研究社區等面向。

二、歐盟國家注重人才及倫理規範

英國政府 2017年 10月完成《如何發展英

國人工智慧產業》報告，此報告中提出四項策

略建議：（1）強化數據管理、（2）人才供給、

（3）優化研究環境及（4）推動AI施行（產業）

等，致力於打造全球最適合發展 AI之環境。法

國政府於 2018年 3月發布了名為《為一個有

意義的人工智慧（For a Meaningfu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ance National Assembly 

2018）的國家 AI戰略報告，致力於投注國內

AI人才、匯集關鍵數據資產以及建構 AI道德框

架等三大主軸方向。歐洲在針對 AI所可能衍生

的道德及法律責任領域可說是處於先驅，在各

國的策略建議報告裡都能看到由 AI科技所產生

出決策的透明化議題。不同於之前所述的技術

與應用發展，歐洲等國對於法規、風險與環境

面的探討，提供了我們對 AI更多元的審視。

三、以色列發展新創

以色列在全球 AI競局中佔有非常特殊且關

鍵的位置，其 AI新創公司總數在全球國家排名

第三，而在人均數量之新創公司密度更是全球

第一（Roland Berger 2018）。以色列與美國

政府所合作成立的 BIRD基金會，日前所通過

的多項計畫皆與 AI有關，包括醫療、視覺與老

人護理等領域。

四、韓國注重企業競爭力

韓國 2016年 3月就由科學技術戰略委員

會提出包含 AI、AR/VR、自駕車、智慧城市等

相關的國家級專案，未來五年將投入 1兆韓幣，

鼓勵南韓產學研發展 AI，並透過各種方式協助

新創與中小企業以 AI解決方案提升企業競爭

力，加速企業創新與轉型的腳步。

五、新加坡投入智慧城市

領土規模不大的新加坡，其 AI.SG策略

就非常實際的以提升市民服務能量的投資為

主（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ngapore 2017），並直

接對相關的技術進行投資、而發展虛擬助理、

智慧監控與醫療照護等 AI應用。

伍、我國 AI政策

不同國情而發展的 AI政策，也是我國參考

學習的範例。新創產業聞名的以色列，結合其

資安與國防強項，並同時發展機器人相關技術；

同處亞洲且極具 ICT技術優勢的韓國，以產業

為主，由政府機關協助產學來深化 AI。各國皆

利用其利基，配合國民需求來發展最適合的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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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除大國間整體 AI藍圖的研析、相關法規

環境的建置外，小國中的國民實際需求、政經

民情發展、地緣政治及國家產業優勢等面向，

都可讓我們借鏡來應對這已發生的 AI浪潮。

AI無疑將是下一波智慧革命的重要關鍵，

因此，行政院推出了「臺灣 AI行動計畫」，以

「創新體驗為先、軟硬攜手發展、激發產業最大

動能」為願景，以法規鬆綁、場域及資料開放，

以及加速投資動能的基本思維，藉由「AI人才

衝刺」、「AI領航推動」、「建構國際 AI創新

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 AI化」

等五項重點工作，讓臺灣在下一波的智慧革命

中取得機會與優勢。

鑒此，科技部以我國所具備領先全球的 IC

產業優勢為基礎，透過完備研發平臺基礎設施，

布局與扎根關鍵核心技術，提供優質自造空間

與實驗場域，開發智慧終端產品 AI創新應用與

服務，並鏈結全球產學研能量，培育及延攬跨

領域科技人才，讓臺灣能在國際 AI產業價值鏈

中扮演關鍵角色，激發臺灣半導體產業另一波

動能並孕育新興產業發展。 

科技部於 2017年 8月率先提出 5大科研

戰略來推動國內 AI，包括基礎設施建置、AI創

新研究中心、智慧機器人創新基地、半導體射

月計畫及科技大擂臺等五個面向之重點政策，

分述如下：

一、國家級 AI研發基礎設施 

科技部將以 4年 50億元，建置國家級人工

智慧及大數據運算之資源共享雲端平臺環境，結

合物聯網（IoT），彙整各領域關鍵大數據資料

集與 AI運算方法，建立雲端整合服務平臺與生

態體系，帶動創新 AI產業技術。2018年 4月

由台灣大哥大、廣達、宏碁公司團隊，打造 AI

雲端服務平臺，並預計於 11月完成 AI運算設

施機房基礎建置。

二、AI創新研究中心
科技部以5年為期，每年預計投入10億元，

成立AI醫療、製造、服務及技術創新研究中心，

並推動相關計畫，深耕 AI核心關鍵技術及智慧

應用領域。三項突破性作法包括 : 打破薪資框架

吸引國際級 AI人才、建立跨領域技術團隊合作

培養科技領袖人才、連結國際產學研能量。

科技部通過 66個 AI相關研究計畫，並成

立四大研究中心分別為 :臺大 AI技術暨全幅健

康照護聯合研究中心 -統合多種領域和單位的人

工智慧計畫團隊，同時建立國際生醫重要研究。

清大 AI製造系統研究中心 -推動 AI於智慧製造

和生產的前瞻技術開發，發展成以臺灣製造為

利基的國際級研究中心。成大 AI生技醫療創新

研究中心 -涵蓋智慧醫療、智慧照護及智慧生技

等三大領域，並最終將 AI 解決方案推廣到生物

醫學領域未被滿足需求的市場上。交大人 AI應

用服務創新研究中心 -以「智慧服務」為主軸，

推動相關研究及發展關鍵技術，促進產業升級。

 三、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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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臺灣工業機器人產業的發展在世

界上具有優勢利基，在新興的醫療照護機器人市

場與家用陪伴型機器人方面，也是臺灣產業未

來可以發展的目標。因此，科技部分別於中部、

南部科學園區，結合在地科技產業聚落，打造

「園區智慧機器人創新自造基地」，建立具 AI

及機器人等自造設施與高階智慧機器人教育訓

練試作環境，預計 4年 20億元打造學研及產業

聚落優勢，應用 AI技術，培養未來新世代產業

人才並讓自造教育向下扎根。

四、半導體射月計畫

科技部「智慧終端半導體製程與晶片設計

研發計畫（半導體射月計畫）」已開放徵求六

大領域的提案，分別為感知運算與 AI晶片、下

世代記憶體設計、前瞻感測元件電路與系統、

物聯網系統與安全、無人載具與 AR/VR應用元

件與系統、新興半導體製程材料與元件技術。

並從 45群申請團隊中評選出 20 群研究團隊執

行。

為提昇國內元件、電路與系統整合技術層

次、增進學術研究之深度與廣度培育領域未來所

需研發人才，預計 4年將投入 40億元，協助半

導體產業進入 AI領域。因此以相關產業需求和

技術發展趨勢為基礎，選訂具高度發展性之研

發主軸，並配合本計畫依據政府十大創新產業 -

「晶片設計與半導體產業」項目的願景與目標，

以期培植多元人才，研發智慧電子先進科技與

跨域智慧應用解決方案。

五、科技大擂臺

有別於過去計畫補助樣態，導入國際流行

的研發創新模式，希望能鼓勵大家親近 AI，

並激發更多創意。科技部透過首獎高達新臺幣

2000萬元，以擂臺賽方式設定重大挑戰課題，

廣徵好手參與投入。競賽成果未來亦可應用於

產業發展，邁向智慧化社會。

陸、結論

人工智慧技術確實正在快速的影響並改變

著我們的生活，產業界的效應尤甚，從三個科

學園區產值創歷史新高中便可窺見一二。不僅

如此，學研界在人才、技術拔尖上，也努力在

國際間展現實力。

AI可從三方面談起，科技面而言，需要啟

動「小國大戰略」的策略思維，讓臺灣的晶片及

半導體技術能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產業面，需

同時確立「軟」與「硬」之思維與格局。社會面，

須及早審視所有可能造成的後續風險及影響。

不同國情而發展的 AI政策，也是我國參考

學習的範例。除大國間整體 AI藍圖的研析外，

小國中如何在有限資源與民生需求中選擇，都

可讓我們借鏡來應對。有鑒於此，科技部以臺

灣具備領先全球的 IC產業優勢為基礎，率先提

出 5大科研戰略來推動國內 AI，包括基礎設施

建置、AI創新研究中心、智慧機器人創新基地、

半導體射月計畫發展關鍵技術及科技大擂臺等

五個面向之重點政策，要讓臺灣成為 AI 創新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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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及全球智慧科技大國。

綜上所述，我國推動 AI，短期上改善提升

整體國家科技素質，包含國內相關人才、環境

以及技術研究之發展；長期則以 AI跨界思維之

方向，來加速提升國內之軟硬整合與軟實力，

進一步建構國內可邁向未來強 AI之優質生態圈

與選擇發展可影響未來局勢之優勢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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