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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32 L4

STM32L4 開發套件 簡化雲端連結設計
跳脫框架！使用現成的雲端連結開發板探索物聯網的創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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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落實AI的起點

AlphaGo擊敗柯潔後，證明了人工智慧技術絕非兒戲，它可以，也能夠在很短的時間

內達到多數人類都難以觸及的境地。既然有這麼大的能力，那要用在哪？就是一個

大家都在思考的命題。

以AlphaGo來說，自從沒有人類對手，DeepMind也毅然決然宣布AlphaGo退役，並轉

進其他領域，而其中一個就是當「教練」。因為既然天下無敵手，那就變成春風化

作雨，從事協助訓練棋手的工作。

同樣也是輔助的角色，除了協助圍棋選手進行對弈外，AlphaGo也進入電競殿堂，成

為那些頂尖選手最佳的練習對象，並從中學習人類其它的行為。目前DeepMind正與

暴雪娛樂合作，針對旗下《星海爭霸II》進行許多的研究和實驗，並嘗試打敗人類對

手。

這些「老師」類的工作當然是很具有開創性，但人們對於AI的期待似乎更多是在實

際工作上，也就是能實實在在的做出個什麼，或者在具體的商業應用上給予支援。

事實上，AI在工業與商業，甚至是醫療上的應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發展趨勢，有許

多的科技大廠，包含英特爾和微軟等，皆已投入此一領域的研發，本期的封面故事

正是報導在工業領域的AI技術的進展，尤其是在製造業的部份，而這也是被認為會

最先導入AI技術的領域。

而在專題報導的部分，我們一樣持續關注新機械技術的進展，本期的主題是先進軸

承技術，特別採訪了台灣主要的業者，為讀者帶來此一領域最新的近況，希望相關

領域的讀者能有知悉。

最後，新的2018已揭幕，AI會是今年非常關鍵的發展領域，不只是製造業，幾乎各

行各業都會提出自己在智慧化方面的技術，我們可以期待2018將會是智慧化再升級

的一年，也是落實AI的起點。 

副總編輯









智慧化被視為第4波工業革命， 
透過感測網路與雲端運算， 

全面提升製程與廠務系統的效益， 
2016年起，AI成為IT市場的另一焦點， 

AI與製造系統的整合，將是製造業走進智慧化的關鍵。

擁抱AI 製造業
走進智慧化時代
擁抱AI 製造業
走進智慧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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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明德

智慧化成為製造業的重要趨勢，在未來的製造系統中，

AI將與工業物聯網整合，扮演重要角色。

扮演製造智慧化關鍵
AI將成未來工廠要角

 AI與HI結合可創造更大效益

（source：Statwolf）



AI在製造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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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IT產業近年來聚焦度最高的議題，受矚目

原因不僅在於各類創意與想像堆積出來的話

題性，更在於過去幾年物聯網、工業4.0等概念的醞

釀與開始落實，讓AI可與這些系統鏈接，應用將會更

明確也更快速，就目前發展來看，像是AI發展的大型

軟體廠商如Google、微軟等，都已開始投入AI的實用

化，其中產值龐大的製造業，也被視為AI的應用重

點，尤其是工業4.0概念啟動多時，未來工廠講究智慧

化，在此趨勢下，AI在未來的製程設備中，勢必扮演

要角。

跨出AI的第一步

要談AI在製造業的應用，必須先從製造技術開始談，

這幾年在製造業掀起巨浪的工業4.0，多被視為第4波

工業革命，其中離現在最近的第3波，無疑是PLC等控

制器帶起的自動化浪潮，在自動化技術的加持下，製

程設備可以更快速、精準、穩定、長時間的運作，讓

製造業可以在短時間內大量生產出品質一致的產品，

大規模量產也同步降低了產品的單位成本與售價，對

製造與需求雙方都是最佳結果。

不過，這幾年消費性市場開始轉向，個性化、多樣化

產品逐漸獲得消費者青睞，大量且一致性的產品成為

廉價品的代名詞，在此態勢下，傳統的量產模式備受

挑戰，更具彈性可快速換線的產線需求開始浮現，而

這也是工業4.0的主要訴求。

工業4.0概念的製造模式，是透過軟硬體的整合，讓

生產系統具有智慧化，其硬體是根基於現有的自動

化技術上，加上軟體的串連整合，使之成為一體化

架構，而所謂的一體化架構，已不僅止於製造現場

的生產系統，企業營運端的ERP、CRM…等系統，

也必須一併納入；簡單來說，就是未來製造業的

所有數據、資產，都不再被分開運作處理，而是視

為同一體制，資源與數據可以無縫的快速流動並且

使用，在這其中，AI將扮演重要角色，以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方式，協助製造系統的操作者與管

理者解決問題。

要導入AI，第一步是數據的擷取與建立，不過要跨出

這正確的第一步並不容易，PTT創始人、同時也是台

灣AI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就指出，許多系統設計者與

導入企業，常常忽略數據擷取的重要性，AI不會是泛

用於各種產業的平台，而是單一領域平台，而各種產

業都有其專業，因此數據的種類需求與擷取方式也大

不相同，以製造業來說，設備監診是智慧製造系統的

基本功能，透過感測器擷取的設備運作數據，將成為

此一功能的判斷基準，但是相關數據要如何取得？感

測器要如何設置？這都需要長期的專業累積，有了這

些數據，AI才能做出精準的分析與反應。

而這些精準的數據，將成為製造業的重要資產，不過

這不代表所有數據都會被彙整到同一處，智慧製造系

I

製造業要導入AI的前提是要將所有系統數位化，透過數據可以
被累積、分析、交流。（Source: Z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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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數據將會被分流應用，以上述的設備監診功能來

說，大多是在現場端所用，現場製造系統透過設備產

生的數據，掌握設備狀況，並以AI分析判斷數據所代

表的意義，之後的對應動作，則再由各設備的管理操

作決定，例如馬達內建感測器所擷取的振動數據，彙

整後交由AI判斷，透過深度學習的不斷調整進化，AI

將可分析出不同震動模式背後的原因，像是軸承受損

或線圈短路，訊息產生後，系統建置人員可針對不同

製程設計對應流程，可能是主系統的AI系統接手處理

（停機或相鄰設備接手），或由現場操作人員依狀況

處理。

ERP重整製造思維

除了現場系統外，營運端的ERP也會是製造業AI系統

的重要環節，ERP主要的功能是盤整企業生產、管理

等各面向的資源，將原本企業功能導向的組織部門，

轉化為流程導向的作業整合，進而讓經營決策能更

加明快、強調資料一致性、即時性及整體性的有效資

訊。

對製造業者而言，使用數據管理將是數位轉型的里

程碑，傳統的ERP系統要求企業管理多個範疇的流程

與資訊，包含作業系統、數據、網絡、儲存與毀損復

原，大幅降低了管理的效率。

對企業來說，AI應用於ERP的最主要作用，在於改變

了日常營運、人力、流程與科技之間的交互關係，例

如端到端業務流程模組中，原先由人力操作的規律性

工作將交由AI負責，例如撰寫商業單據、發送採購清

單等，用以減少營運成本。

除了日常營運外，AI也能協助客戶服務以及維護

作業，透過學習過往的報告與程序，AI可以根據

不同的提問情境提供合適的解答建議，數位助手

（Digital Assistant, DA）將可幫助工程師的製造設備

維護作業進行偵錯分析，根據AI對效能、機構設計和

維護歷史的理解，提供工程師有根據的建議和答案。

另外，重新改造工作方式與製程的同時，AI也會逐漸

修正企業和個人的營運方向，擴增了其潛能和效用，

企業與個人可以將他們的注意力和時間，從繁瑣的操

作和監控程序，轉移到更需創新、創意和分析能力的

任務。

未來以工業物聯網為主架構的智慧製造系統，也將因

為AI的導入，將功能與效能延伸到製造以外之處，例

如透過遠端連結能讓管理者取得所需的資訊，以優化

供應鏈和產品開發，這些都讓製造業者的產品從發想

到市場採用的距離越來越短，操作介面軟體的介面也

越來越直覺。
工業4.0與AI的整合已是必然趨勢，AI的深度學習與感知設計，
將全面提升製造業的效能。（Source: The Manufa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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