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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AI 驅動的數位轉型對於高科技產業來說是機會，對於傳統產業

來說則是工具，台灣經濟要轉大人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這也是為什麼

政府的 5+2 產業裡面，與此相關的政策內容就占了絕大部分。台灣擁

有豐沛的軟／硬體研發、設計、製造的硬底子；也擁有民主、自由、

創新、開放的軟能耐；更擁有豐沛的大數據、開放數據資源，由此可

見，產業與經濟新典範的生產工具與生產要素粲然大備，自然成為全

球少有的 AI 與數位轉型的「巧實力」基地之一。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陳昇瑋執行長不但是位傑出的學者、教授，更

擁有十分豐富的實務與教練經驗，他總結自己多年來跨足產、官、學、

民各界的經驗撰寫了《人工智慧在台灣》一書，期能幫助台灣產業界

對AI有正確的認知，幫助學術界對產業複雜多元的Domain know-how

有深入的了解，進而在台灣產業 AI 化及學術在地化上促成更快更全

面的發展。這是一本精采的書，我十分樂於推薦。 

                                   ——行政院副院長 陳其邁 

    科技一直是人類歷史上推動社會進步非常重要的力量，15 世紀

歐洲發明活字版印刷術，促進之後的宗教改革與現代科學，18 世紀

英國發明蒸汽機，促成之後的工業革命。而 21 世紀的我們，正處在

資訊革命的大時代中，電腦與網路的快速發展，促成搜尋引擎、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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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電子商務等服務興起，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模式。物聯網與人工

智慧，在網路基礎上更進一步推動全球產業發展，很可能再次引發新

一波的創新與變革。透過本書精彩的內容，可以清楚了解人工智慧對

於未來的影響，包含台灣在面對這一波人工智慧浪潮，產業運用 AI

創新轉型與升級的四大挑戰：人才不足、基礎建設、找對問題與產學

鴻溝，以及對於台灣企業、知識工作者及政府單位等不同角色提出因

應的建議，說明如何掌握轉型契機及創新成長。人工智慧浪潮再起，

將對生活與工作產生巨大影響；本書是了解人工智慧的最佳指南，陳

博士深入淺出的介紹，能更全面地了解 AI，學會與它共處；當然，

這波浪潮，對台灣產業是巨大的挑戰，也是轉變的契機，身為公務人

員的我們無法置身事外。 

二、本書作者與內容摘錄： 

    現今這個時代，很顯然是一個「資訊大爆炸」的時代，伴隨科技

的日新月異，「人工智慧」這個名詞應運而生，這個近年快速崛起的

新興領域，事實上，早在 1950 年代就被提出。科學家就一直在思考，

如何讓電腦變得和人類一樣聰明？如何能代替人們進行所有的工

作？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人工智慧的發展並不是那麼的順利，甚至

在學界及實務界歷經二次主要起伏，一度發展陷入嚴重的停滯，直到

在打敗世界棋王，才確定了人工智慧的成就及其無限的潛力。然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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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的發展其實是很困難的，一開始我們是希望它可以像人類去

獨立做思考，但這麼目標似乎是太遙遠了，有種還沒學會走路就想要

飛的感覺，我認為會取名叫做「人工智慧」必然是有方面的期待，但

很多東西的發明一定是都有它的規律，需要來循序漸進，第一波人工

智慧的發展，科學家試圖把人類的知識與思考方式放入電腦，但失敗

了。失敗的原因，是因為連人類都還沒辦法清楚理解自己的思考過

程，根本不可能將人類的語言脈絡、思考方式，乃至於理解、決策的

具體步驟寫入電腦程式中。第二波人工智慧的發展，科學家退了一

步，不再試著讓電腦學會人類的思考，只想讓電腦學會按照人類定義

好的規則來做決策，但還是失敗了。為什麼？主要是由於有太多難題

連人類自己都無法解答，比如火災、地震預測；即使有能力解答，也

不一定能把規則說明清楚；就算說得出來規則，不見得能以程式碼寫

下來。這是人類在人工智慧發展遭遇的第二次挫敗。第三波人工智慧

的發展，大約始於十年前，有科學家想到，無法讓機器思考、也無法

餵給它所有知識，那能不能退而求其次，把看到的現象告訴它就好？

傾向於用大數據讓他去歸類找出一套規律，並稱為深度學習，機器找

出了自己的規則、然後學習，這就是現代深度學習的開端，讓人工智

慧有了大躍進，而且不斷進化中。觀看此書之後，會發現許多正常人

思考上的謬誤，針對 AI產業深入淺出的介紹，讓我們了解目前 AI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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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慧的發展情況以及未來願景外，更加入了他對於 AI 如何落實在

台灣人的職涯規劃、台灣的產業界，以及給予台灣政府的建議。如果

不是一個深入了解台灣整體環境的人，是無法寫出如此完善且豐富的

內容，讓讀者讀完後深具啟發。只有身歷其境參與過人工智慧演進的

科學家，才能以淺白的文字去敘述，讓人無形中有了體悟，能汲取正

能量，了解所有發展都是專家賦予科技所呈現的珍貴禮物。 

 

    的確人工智慧就在我們的身邊，以神奇進行式融入生活中。人工

智能取代重複性的工作，它是吃數據長大的，分析力強，是上天對人

類的恩賜，人工智慧革命將比工業革命、互聯網革命影響數倍。而一

般人受科幻小說影響，深怕人類被毀滅，但依作者在書中的論述，或

許現在的我們都等不到那一天，現在的 AI 是還在一個很前期的階

段，科技的前進是漸進式的，中間雖然因為重大創新而可以突飛猛

進，但是過程是經過無數年以及無數貢獻者的努力，才得出的結果。

所以，AI 目前實際上普遍的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甚至許多產業也

正在逐漸轉型成智慧化的經營製造，未來，AI 也會成為政府發展的

有利工具。 

 

    人工智慧的簡單定義是：任何能讓電腦表現出「類似人類智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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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科技，可以感知、學習、推理、協助決策，並採取行動幫助我

們解決問題的科技。從第一波發展人工智慧，只是將人類的智慧放進

電腦，到第二波人工智慧，讓電腦按照人類定義的規則做決策，直到

目前的第三波人工智慧，將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可以成為現

實，已實際應用在許多領域中，目標都是希望讓電腦可以實現像人類

一樣思考的狀態。如果是這樣，我們還能不去理解人工智慧嗎？當你

總是聽到人工智慧將在未來取代人類的工作時，不要讓恐懼影響你的

決策，反而因為面對與理解自己的「敵人」，取回主控權，讓它成為

輔助你的角色，讓你可以變得更好。反過來說，也不要因為已經了解

人工智慧，便覺得事事非人工智慧不可，因為有太多問題，人工智慧

不見得是唯一且最佳解。 

    我認為人工智慧如一把雙面刃，也許我們正走向超級智慧享受其

成果，抑或是文明的結束，從書中能了解我們人類未來應有更高的追

尋目標。可喜的是未來傳統教育中記憶背誦方式的痛楚，將消失不

見，我們只要能運用人工智慧，當能更強大。人工智慧取代人類簡單

工作，但人文將是不會被取代的，人類的道德觀、哲學、文學、藝術

等是彌足珍貴的，這些人類的特質，人工智慧無法複製的，未來的人

們的心靈是更需要被關懷，更完美的人生趨勢指日可待。目前，以機

器學習為基礎的人工智慧，不可能擁有人類的思考及情緒，沒辦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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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常識，更不會有真正的智慧。即便如此，今日的人工智慧仍然

足以將許多原本由人類執行的工作做得更好。在現今迅速變化的環境

中，我們每一個人面對的同樣問題。所以，求新、求變已經不再是口

號，你要如何在社會上立足，取決於你是否有可以應對每一個變化的

突然來襲，並且有能力可以面對它們。 

    身為職場工作者，要為未來做好準備，就一定要有能力分析，人

工智慧將會對自己的工作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提早做好準備。即使沒

有影響，更要認知如何利用人工智慧這項工具為自己加值。 

    我們的身分是公務人員，我們的工作性質，在這本書中會發現，

在目前 AI的運用上是屬於低投資低報酬的，因為 AI自動學習是需要

大量資料的，他們較傾向於處理呆版的資料，而我們工作業務上大多

是面對群眾，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思考的個體，我們並不能從大數據

中去歸類一個個體，或許從單一個體的所有生活中去統計可以去歸

類，但這顯然是不符合經濟效益的。或許我們可以從一些呆板的資料

去下手，像是工程案件中的預算書之類的，我們依現行的工程大量取

樣，讓 AI 可以在我們輸入工程項目的同時，幫我們跑出現行所有的

工法，以及需要核備的材料，現行的物價指數，以及各種數據的加權

得到許多組合，最後再由我們人工依據經驗去判斷需要採用甚麼方

案。很多職業也是如此，未來醫療可能八成可由人工智慧來進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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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是會期待有位醫生可以親自對我們解答問題與憂慮，更需要在

任何萬一發生時，有人可以擔負起責任。因為醫生在醫病關係的情境

中，不僅是診療的主體，在情感與法律上，仍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人工智慧的開發，讓人嘆為觀止，如自動駕駛、智慧金融、智慧

超市、機器翻譯、智慧醫療、藝術創作等，所謂資料科學家，是指能

夠定義問題與目標，能夠處理、分析資料，讓資料為企業產生商業價

值的專業工作者。在 AI 人工智慧的發展下，大數據的取得與資料分

析的能力愈發重要，資料科學家也是現在的熱門職業選擇之一。但

是，不管你的職業是什麼，人人都應該是資料科學家。在現在的社會，

對 AI 人工智慧的趨勢有所了解，探索其目前的應用以及未來的目

標，是我們可以做的基本功課。培養敏銳的商業思維，懂得如何將理

論結合實務，更者科技為我所用，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在現在，

想要取得數據不是一件難事，運用可取得的資源做出最好的決策，是

每個人必備的能力。例如目前社會面臨銀髮族照顧陪伴問題，網路紀

錄片發表陪伴機器人 AI 艾麗絲，她能安慰老人家的心靈，她是長照

的幫手。這也是隱藏衝擊效應，陪伴老人非親人而是機器人，這情感

的翻轉，我們得正面看待。照顧機器人這能補足人類人力消耗問題，

人工智慧能以精準的健康評估為老人的居家生活增添安全與幸福。AI

科技大躍進，「服務型機器人」未來可期待，這讓人想訂作一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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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應當會愛上它不離不棄的陪伴。 

    台灣過去二十年來製造業產業的外移，雖然延續了代工利基，卻

也延遲了科技創新。人工智慧是一個必須即時掌握的重要關鍵技術，

也可能是未來十年、二十年唯一的轉型契機，可以幫助台灣產業徹底

脫胎換骨，重新找回全球競爭力。 

    AI是目前的盛世、全面進化，科技創新未來！在可預見的未來，

人機協作隨處可見。人類面對嶄新時代需要適應期，只有用開放的心

態，創造性地迎接人工智慧與人類協同的新世界，才能真正成為未來

的主人。在未來日子，期盼自己能深度學習技術，參與新時代，與人

工智慧共生共存，更期許完成最極致境界「科技來自人性」，讓人工

智慧為人類提升生活幸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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