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數位創新展望
林百里  廣達電腦董事長

全球最大的雲端設備製造商廣達

電腦董事長林百里，以全球化的角度

觀察世界各國 AI政策發展，同時也為
臺灣AI政策制定方向提出四大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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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球一半以上的雲端伺服器來自廣達。

今年（2018）廣達成立 30年，營業額超過新

臺幣 1兆元。我們雲端工具設備市佔率全球第

一，可以嗅到從雲端到 AI，這股趨勢已經銳不

可擋。今年，我已經 70歲了，本來應該是要

退休的年紀，但是 AI來了，卻讓我回到 30年

前，剛創業的心情，整個鬥志都來了。看到 AI

掀起的第四波工業革命，世界各國從國家到企

業，莫不摩拳擦掌對於即將到來的「AI時代」

做準備，過去兩年，全球有 23個國家提出「國

家級 AI政策」。

元首級的戰略思維

相對於全球 AI發展潮流，臺灣不管國家

或者產業界對 AI的投入程度，讓人感到憂心。

個人從一個工程師的立場看到，從現在開始，

臺灣必須從「國家政策」角度出發，分別規劃

國家關鍵性 AI產業政策、人才培育的策略轉

變。尤其，我特別關心下一代，他們都是數位

原住民，因此 AI政策的制定、發展與投入，

其實投資的是未來以及新世代的發展。工程師

的想法是很務實的，對於臺灣 AI發展的作法，

有3個簡單的步驟「有想到」、「有準備」和「做

得到」。

首先，必須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為此

作為全球硬體設備供應商的領頭羊，廣達研究

團隊分析了全球重要國家的 AI政策。從中更

清楚地見到，AI和互聯網最大的差異在於「互

聯網是運算位置的移動，AI是鋪天蓋地的」。

AI運算中心不在當地而在雲端上，不管國家或

企業的戰略思考方向有著 180度大轉變。

兩年多來，我們看到全球各國 AI政策有

成熟也有不成熟的，但是從日本、新加坡、法

國、德國、英國等先進國家，以及美國和中國

兩大世界強權的 AI政策發展，可以肯定的是

AI政策都是「元首級的戰略思維」。

日本：安倍的 AI三枝箭

從鄰國日本的 AI政策發展看起，他們非常

愛打團體戰，從 2011年開始，建立了國家級

的「人工智能技術的戰略會議」，這是為了規

劃未來產業藍圖，如何整合智能技能技術的戰

略會議，由負責資訊通訊政策的總務省，統合

經濟研究單位進來，最後擬定出「智慧醫療」、

「智慧移動」和「智慧生產」三大產業方向，

我稱之為「安倍的 AI三枝箭」。日本會將這

三枝箭，視為 AI政策核心的要素，在於「少

子化」的衝擊。日本是第一個進入「超高齡社

會」的國家，因此他們將「健康」放在國家社

會發展的首位，老人不能成為社會負擔，日本

人到了 80歲還能在職場，他們追求的是健康

的終老。

在日本，AI不只會幫醫生看片子、幫忙下

藥，進行「精準醫療」，他們把 AI需要的影

像數據資料，包括病理切片影像，全部整合在

一起，其中不只結合跨醫院的病理檢查資料，

同時日本各醫學會如消化道、眼科、放射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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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科病理資料，都被整合成為龐大的病理資

料數據之一，作為建構智慧醫療的基礎資料

庫，AI可以從中判讀個人過去的病史，並且追

蹤判斷現況，最後交給醫生做確認，進而利用

AI達成「精準醫療」的目的。目前全世界的智

慧醫療，就屬日本做的最好。臺灣雖然有龐大

的健保資料庫，但是受限於隱私、個資等限制，

以及各醫院資料庫不流通，成為發展智慧醫療

的阻礙。

法國：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育雙軌                                          
           並進

製造能力不強的法國，則是聚焦在「醫

療」、「交通」、「環境」和「國防」，因為

法國國防工業非常進步，像臺灣就向法國採購

幻象飛機、軍艦。除了產業對應之外，法國高

等教育向來採取「菁英」策略，他們認為要發

展AI必須從人才培育做起，因為AI領先的話，

必須製造人才生態圈、數據共享平臺，這不僅

是技術競技，也是社會和民主政權的戰爭。另

外，他們也提出必須善用 AI公共數據，因為

歐洲發展 AI時，最在乎「數位倫理」。

法國總統馬克宏指出，「未來是 AI時代，

法國必須成為 AI領先國。」他認為，在 AI時

代不能落後，一旦落後就會變成數位世界的

「殖民地」，取得 AI先機，就是取得新時代

的發言權，就像過去英國有很多殖民地，成為

日不落國。

英國：厚實數據基磐，打造倫理 
          法律

未來 AI世界的競爭是很殘酷的，因此，

英國首相梅伊指出，「人工智慧是我們這個時

代的領導能力最嚴峻的挑戰。」這句話講得滿

有意思的，因為他們看到國家 AI策略，必須

由產業和國家攜手合作，英國政府設立「AI辦

公室」由政府和產業建立 AI戰略，首先把數

據（Data）基礎建設做好，目標在於打造世界

級的創新創業環境。另外，英國國會也提出聚

焦「AI十大倫理法律策略」，其中，面對數據

壟斷的情勢，他們提出了「數據信託」概念，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 AI帶動新經濟發展之

際，其中衍生的倫理法律問題也不得不重視。

工業 4.0的領先國家「德國」，則是即將

提出「工業 5.0」概念，過去金融、服務業是

德國強項，他們面對 AI應用也有因應策略和

做法，然而德國總理梅克爾任期將屆，AI政策

推動與其過去工業 4.0亮眼的表現比起來，節

奏似乎不及歐洲英國、法國出色。

美中兩大強權的 AI競爭

除了歐亞主要國家都提出國家級的 AI政

策外，最受注目的就是全球兩大經濟實體「美

國」和「中國」，在 AI策略發展上的戰略較

勁。中國認為，AI即國力，他們找來 1千個專

家進行「2025中國製造」，中國這麼大的市

場，能夠累積很多 AI發展所需的大數據，可

預期的是有國家力量支撐，他們將成為 AI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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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國還成立「人工智能戰略執行會」，透

過國家力量與產業合作，建立新一代的人工智

能（AI）公司，他們與百度合作「自動駕駛」、

與阿里巴巴進行「城市大腦」計畫、騰訊則是

投入「智能視頻」及「醫療影像」，目前超過

三十多種方向與企業共同投入開發。美國的 AI

實力則是奠基於科技強國的基礎之上，雖然川

普政府在 2018年削減美國科技研究經費，但

是美國 AI發展的力量來自學術圈，包括麻省

理工學院（MIT）、哈佛、史丹佛等大學都非

常強，加上 Google等全球最重要的科技龍頭

在產業界的推波助瀾。未來全球 AI發展，美

國與中國仍會在趨勢引領方面扮演關鍵角色。

臺灣 AI發展的策略建議

總結歸納全球各國 AI政策發展，對於臺

灣的 AI策略，我有 4個建議。展開所有 AI策

略之前，我們必須建構一個「全面的 AI創新

戰略框架」，政府以跨部門、最高規格的機制，

配合人工智慧經濟的長遠發展，制定全面國家

AI產業發展規劃，落實「國家型關鍵性項目」。

在此框架下，我的 4個建議分別如下：

一、制定全新的經濟產業戰略：先從落實

國家型關鍵性項目開始，打造一批 AI領頭企

業，如當年發展半導體，成立了台積電，我們

現在需要由國家扶持，建構 AI領域的台積電，

打世界盃，並且發展國際 AI開放平臺，發揮

政府示範效應，擴大扶持本地 AI產業自主研

發，鼓勵企業使用 AI創新科技提供新產品和

新服務，轉化 AI學術研究為商業價值，建立

完善的AI產業生態鏈，尤其是AI數據生態庫。

二、匯聚和培養 AI時代的新人才與教育：

制定跨域理工、商業、人文的新 AI人才發展戰

略，建立培才、尋才、留才機制、避免人才外

流， 增 加 STEM（Science、Technology、

Engineering、Mathematics）為中小學課

程，加強 AI科學素養教育，增加 AI專業領域

教育課程，形成產學研良好生態，增加進修基

金、提供持續教育和終身學習的學程。

三、完整的倫理和法律框架：建立兼顧 AI

創新觀及價值觀的立法準則，建立適當的倫理

基準和法律框架（數據權、隱私權、責任歸屬、

避免偏見、不平等），更新調整法律框架，營

造良性 AI產業監管和法律環境。

四、社會轉型保障和公眾參與：協助整個

社會做好參與 AI新時代，讓年輕人返鄉投入

傳產和農產 AI科技年輕化，縮短城鄉差距，

完善轉型期社會保障，調整稅負制度及社福制

度，幫助因發展 AI而可能失業，或者轉換職

業的人。

可以預期的 AI時代，衝擊的結構是全面

性，必須思考的面向不僅是科技、經濟發展，

更多是人文和社會文化，甚至是人類文明的轉

變。臺灣 AI起步雖然晚，但我有信心，只要

投入就能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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