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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已成為銳不可擋的重要趨勢，目前檯面上幾乎所有科技巨頭，包含微軟、Google、IBM、FB

等，都將之視為下一波市場的決勝點，全球都蓄勢待發，那麼台灣呢？

「台灣若要和世界科技發展脈動同步，現在就要開始發展AI。」科技部長陳良基表示。

為了延續台灣在科技產業的競爭力，不在這場AI浪潮中缺席，

科技部將AI發展納入前瞻建設中，陳良基更期許，科技部要做「時代的先驅」。

許下雄心壯志，科技部對發展AI勢在必得，科技部將投入高達160億的的國家經費，

分為國網中心國家級AI運算平臺、AI創新研究中心、機器人Maker Space以及射月計畫

共4大方向，並延伸5大策略，讓台灣在全球的這波AI浪潮中更具競爭力。

科技部的AI政策是台灣近年來在單一技術投入金額最大的政策，AI也是台灣科技產業與未來的最

重要連接點，因此這項政策代表的意義不言可喻，「科技部AI政策系列報導」為讀者深入探討此

一政策，期望讓讀者精準而完整的掌握政策走向，結合本身資源，在AI浪頭上站穩腳步，進一步

強化自我競爭力。

啟動台灣AI元年
打造智慧台灣	科技部AI政策專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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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長陳良基：
「現在是台灣
　　發展AI的最佳時機！

高喊「今年是台灣AI元年！」，科技部投入的

資源十分龐大，可以說是目前政府在AI相

關政策中最大型的計畫。百億經費一旦決定砸下

去，也很有可能將科技部推上風口浪尖，那麼為何

科技部會願意承擔這樣的壓力，當初何以選擇AI作

為投入點呢？

「科技的發展與摩爾定律息息相關，」科技部長

陳良基認為，在推動科技往前的過程中，應以摩

爾定律用跳躍式思考規劃下世代創新技術。觀察

全球科技脈絡，陳良基認為，科技巨擘如Google與

臉書的壯大，隨著運算能量的翻倍與推進持續不

斷創新，加上Alpha	Go的一戰成名，高運算能量所

爆發的可能性，儼然是下個科技世代的突破口。

這幾乎可以算是一個全新的開始，陳良基認為，

台灣在這波AI浪潮中並沒有落後太多，況且台灣

本身就握有大量高科技產業優勢，而現階段對於

全球來說，市場競爭還未形成一方主導全局的態

勢，各方都還在互相競逐，「此時投入AI市場是

最佳時間點。」

發揮台灣主場優勢

回頭看過去，台灣的硬體實力雖無庸置疑，卻仍

舊被一波由網路經濟掀起的第二波數位革命所邊

緣化。錯失了彼時的良機，但隨著人工智慧成為

新顯學，在未來的科技新浪潮中，台灣卻有機會

將扭轉這波劣勢。

陳良基認為，能帶領台灣翻轉局面最好的利器就

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半導體產業。在AI的世界中，

其聰明量就等於運算量，兩者成正比，人工智慧

越是「智慧」，就越需要大量的運算，而運算的

執行與效能表現則完全仰賴晶片，這對於台灣一

向擅長的半導體業來說，恰好可以將之發揮的淋

漓盡致。台灣本身在製造、設計、系統方面就具

有優勢，「這是台灣的主場優勢，我們應該要把

它緊緊握住。」

陳良基也提及，甚至或許還很少人知道，其實

台灣在AI演算法領域也佔有一定的地位與領先優

勢。例如，全亞洲擁有最好的AI演算法研究學術

採訪／王明德 & 廖家宜

整理／廖家宜

攝影／林鼎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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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就在台灣。每年為期舉辦，被譽為大數據

領域「奧運會」的國際頂級賽事KDD	Cup，在這場

吸引國際菁英人才的賽事中，台灣大學幾乎年年

冠軍進帳，成績斐然。

陳良基在採訪過程中不斷強調一個觀念，那就是

未來各行業最終都會與AI緊密相連。但在這競爭

激烈的市場中，台灣又有何優勢與立足之地呢？

「台灣真正的市場，就在B2B應用。」陳良基解

釋，B2C的主力戰場在於消費市場，與人口息息

相關，一定要是龐大的人口市場才能體現市場數

據並具備競爭優勢，但這對於台灣來說卻十分不

利，若作為驗證場域還說得過去，若要實際經營

起來，效果恐怕有限。

但是相較之下，以台灣過去擅長的產業經驗，讓

我們對B2B市場有十足的把握，也了解甚深，且由

於客戶非一般大眾，這市場相對來說不是那麼擁

擠，陳良基認為，這樣的模式或許更適合台灣產

業切入AI發展。

深入談起這項左右台灣科技業未來的重大政策，

陳良基表示，此次科技部其實是以「小國大戰

略」的思維來推動AI發展。首先，他率先闡述了

這項計畫的兩個主軸，第一是建構AI主機，第二

則是成立AI創新研究中心。這兩項計畫，科技部

都各自投入了高達50億的經費，前者預計為期四

年計畫，而後者則以五年為期，每年投入十億經

費。

建構AI主機 共享高速運算環境

就像先前所說的，硬體與軟體是發展AI不可或缺

的條件。政府真正看中的是「環境面」，希望台

灣能夠打造出讓世界認可的AI環境，而頂尖的人

才與一流的技術，更能因此吸引國外企業對台灣

進行投資。

「所以，我想要打造AI主機。」陳良基說。如同

前述所提，在AI的世界裡，聰明量與運算量成正

比，越聰明的人工智慧，硬體要跑得更快、運算

能力要更強，因此基礎設施必須先建立起來，也

才能啟動後續的人才培育與技術深耕計畫，台灣

的AI環境，第一步就要先擁有足夠強大的能量。

因此在建構AI主機方面，科技部將之歸納在前瞻

計畫的基礎建設裡，以有效整合國內資源，提供

大規模共用、共享的高速運算環境，讓產業與學

研界能專注於深度學習與大數據分析的技術發展

與應用開發，並孕育AI技術服務公司，形成區域

創新生態體系。

這項計畫基於共享資源，將採一半提供給學界，

另一半提供給產業使用。陳良基表示，若過程順

利，預計今年底前就可以開始使用了，可讓有深

度學習需求的人學得更快一點。

「AI創新研究中心」 
串起產學緊密合作

有了AI主機之後，下一步又該怎麼做？在具備成

熟硬體條件後，接下來就是軟實力的展現，也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