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
著巨量資料技術推陳出新，其應用層面愈來愈

廣，有些國家已嘗試運用巨量資料分析，以改善

施政品質。例如，日本政府已與電信業者合作，分析觀

光客的手機資料，蒐羅出發地、交通工具、停留時間、

飯店類型，藉此開發新的觀光景點、路線等相關資料，

並進行深度分析，以期振興觀光產業。

韓國政府則與電信業者 Korea Telecom合作，分析民

眾位置、公車站位置等資訊，規劃夜間公車最佳行駛路

產業智慧化、巨量資料產業化

臺灣巨量資料
發展的挑戰與契機
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是近年來快速竄升的領域，對企業來說，可以發現諸多非經驗、直覺、或理論所能發

現的事實，使得企業的決策品質大幅提升；對政府來說，則可以增加行政效率及精簡成本。目前導入巨

量資料分析的臺灣企業仍屬少數，且普遍缺乏資料應用專業，不僅蒐集、應用資料能力薄弱，且無法整

合、分析內部與外部資料，未來亟需建立自主的巨量資料應用能力。
撰文／余孝先 　圖片來源／美聯社

日本政府已嘗試運用巨量資料，對於觀光景點深度分析，拓展觀光

產業。

線。美國北卡羅萊納州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則運用巨量資料分析，有

效地降低醫療補助遭濫用、詐欺，撙節政府醫療支出。

根據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IEK資料，全球

巨量資訊分析需求呈現快速成長，預測 2020年將達到

151億美元，未來巨量資料運用將成為發展產業與提升

競爭力的重要工具之一。根據 Wikibon的預測，到了

2017年，全球巨量資料市場規模的前三大分別是專業

服務、分析應用、以及運算平臺；而從 2013年到 2017

年，年均複合增長率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最高的前三名，依次為分析應用、NoSQL，以

及專業服務，其成長率分別為 46.34％、42.63％，以及

29.32％。面對巨量資料浪潮來襲，臺灣的機會應在於

發展「應用與服務」，建構臺灣自主巨量資料處理平臺，

支援領域應用驗證，並催化巨量資料創新應用。

巨量資料分析能力是一種競爭力

經由導入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有些時候可以發現諸多

非經驗、直覺、或理論所能發現的事實，使得企業的決

策品質大幅提升；也有些時候巨量資料技術自動分析出

來的技術雖然與人工分析的結果差不多，但是用自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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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以取代大量人力，完成諸多以人力所無法企及的工

作。

由於巨量資料分析是個實用的技術，在先進國家已

有愈來愈多企業導入巨量資料分析技術來提升競爭力。

然而，巨量資料分析並非機器或設備，無法依使用手

冊組裝、啟動、調校就可以開始運作發揮效能。在導

入巨量資料分析技術前，企業應先進行數項評估。首

先，應先找到合適的應用標的；其次，要看看是否有

無足夠的資料可供分析，倘若足夠，仍得檢視待分析

的資料，是否以數位型式儲存，方能決定可否進行巨

量資料分析。

除此之外，企業更得慎重評估，進行巨量資料分析，

是否真有價值，是否真有助於進行企業決策，不必為追

趕潮流，貿然耗費人力、財力；若決定進行巨量資料分

析，還得評估企業內建置巨量資料系統的人才是否齊

備。最後，企業更得考量，進行巨量資料分析，是否在

法規的容許範圍之內，例如個資法。若有其他困難、障

礙，就得先研擬相應的對策。

中文語意分析難度高

巨量資料分析的核心技術在於機器學習等演算法，

在華人世界裡，巨量資料分析還得克服另一重大挑戰，

即中文語意分析難度甚高。例如，在運動賽事中，倘若

中華隊以懸殊比數擊敗日本，有些媒體的新聞標題可能

是「中華隊大勝日本隊」，有些卻是「中華隊大敗日本

隊」；勝、敗兩字意義完全相反，但整個句子的意義是

相同的；大多數讀者皆知曉其同義，但要讓電腦有能力

自動理解是十分困難的。

再舉一些例子，有時候即使是同一句話，也可能因為

前後文字不同，字義有所歧異，甚至截然相反；例如，

「我 30分鐘後到，你如果早到了，你就等著吧」與「我

30分鐘後到，你如果晚到了，你就等著吧」，同樣是「你

就等著吧」，前者溫馨，後者肅殺。另一個例子是「在

夏天，能穿多少，就穿多少」與「在冬天，能穿多少，

巨量資料分析技術，可以發現諸多非經驗、直覺、或理論所能發現的事實，使得企業的決策品質大幅提升，並取代大量人力，完成許多人力無

法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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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穿多少」；又如「以前喜歡一個人，所以想結婚」、

「現在喜歡一個人，所以不想結婚」。讀者應可看出其

間之不同，但電腦能嗎？

人才匱乏是最大關卡

由於巨量資料是 2015年最夯的技術，突然爆發了大

量的人才需求，但是具有相關專長訓練的人才有限，所

以人才不足已是推動巨量資料的最大關卡。巨量資料應

用開發團隊需有三種人才，缺一不可；包括為數學與統

計人才、資訊科技人才、與產業應用人才。例如，某一

巨量資料團隊專攻電子商務資料分析，就得延攬了解電

子商務產業實務的人才。

數學、統計，與資訊科技人才，除非自己下苦工自

修，否則大多得出身相關科系，才能夠勝任；但產業應

用人才類似電子產業的產品經理，負責內外溝通、聯

繫、協調與整合，任何科系畢業生都有希望獲得錄用，

包括非理工科系的畢業生。也就是說，卡位巨量資料經

濟商機，人人都有機會。

若論人才數，在巨量資料技術團隊中，資訊科技人

才數居首，數學、統計人才數次之；產業應用人才數雖

最少，卻扮演關鍵角色。再以電子商務為例，若有廠商

延請巨量資料技術團隊進行資料分析，卻無產業應用實

務人才參與，則資訊科技人才與數學、統計人才連資料

重要性高低都難以分辨，遑論達成任務。雖說產業應用

人才不必一定要具備數學、統計與資訊科技知識，但若

能補強相關知識，更能與巨量資料團隊其他成員溝通無

礙，也更適合擔任領導者。同樣的，數學、統計人才若

自我進修資訊科技與產業應用入門知識；資訊科技人才

若自我進修數學、統計與產業應用入門知識，亦較有可

能晉升為團隊主管。

中小企業的普遍困境

與巨量資料分析相關的產業很多，包括物聯網、伺服

器、手持終端、雲端服務、軟體元件、工具軟體、特定演

算晶片、與解決方案顧問服務等，未來發展機會都很大。

相較於美國，目前導入巨量資料分析的臺灣企業仍屬

少數。巨量資料分析雖是未來產業核心競爭力，但臺灣

企業普遍缺乏資料應用專業，不僅蒐集、應用資料能力

薄弱，且不具備整合、分析內

部與外部資料的能力。若要尋

求國際大廠所提供的巨量資料

分析服務，則因索價高昂，占

臺灣 98％的中小型企業根本無

力負擔，導致國際競爭力日漸

喪失。所以在需求面上，臺灣

亟需建立自主的巨量資料應用

能力。

在供給面上，臺灣資訊軟

體、資訊顧問業的巨量資料分

析與運算平臺，尚處於萌芽階

段，專業服務與分析應用產業

體質仍頗為薄弱，並以專案建

置、系統整合為主要業務，罕

有產品、系統可進軍國際市

場；由於缺乏巨量資料分析自

主品牌軟體與本土人才，目前巨量資料分析需要各式資料科技及產業應用人才，彼此相輔相成，使技術得以更有效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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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高度倚賴從國外引進軟體，進行加值利用，這點是我

們想要改變的地方。

工研院推動巨量資料分析，設定了二大目標，即產業

智慧化與巨資產業化。產業智慧化就是運用成熟實用的

巨量資料技術來提升各行各業的智慧化程度；而巨資產

業化，則是隨著產業智慧化需求的增加，逐步扶植起臺

灣自主的巨資技術供應鏈。

由指標廠商扮領頭羊

關於產業智慧化，在製造業方面，工研院首先選定半

導體產業導入巨量資料，並已逐步擴及機械等產業。在

服務業方面，則已在電子商務業有了實際的應用，效果

十分顯著，現在正逐步擴及其他服務業。我們希望藉由

一些成功的案例，一方面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另一方面

藉此建構臺灣自主巨量資料平臺，並鼓勵新創巨資顧問

服務業，以支援各領域的巨量資料分析實際應用。

巨資顧問服務企業與智慧化顧問服務公司若要成功，

關鍵當是從產業需求刺激巨量資料相關產品、服務上

市，並證實其可強化企業核心競爭力；國內指標廠商應

扮演領頭羊，率先建立巨量資料分析的成功應用典範，

以鼓舞其他廠商勇於投入。同時，政府也應積極協助產

業，建立支援多樣化應用的國產平臺，以期擴散應用於

中、小企業，並進一步整合政府、企業的開放資料，以

發展更多元的創新加值應用服務；若能如此，則臺灣產

業智慧化、巨量資料產業化目標的達成將指日可待。

（本文作者為工研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主任）

台灣的機會：應用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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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kibon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3-2017 

CAGR

Professional Service 2.80     4.42 6.15 10.10 13.50 16.00 17.20 29.32%

Apps & Analytics 0.52 0.99 1.69 3.45 5.29 6.65 7.75 46.34%

Cloud 0.36 0.62 1.19 1.82 2.52 3.05 3.65 32.34%

NoSQL 0.07 0.13 0.29 0.50 0.80 1.00 1.20 42.63%

SQL 0.62 0.88 1.31 1.75 2.25 2.45 2.70 19.82%

Infrastructure Software 0.14 0.44 0.83 1.08 1.25 1.60 1.90 23.00%

Storage 1.10 1.75 3.09 4.20 5.50 6.40 6.95 22.46%

Networking 0.15 0.23 0.42 0.65 0.85 1.01 1.15 28.64%

Compute 1.53 2.29 3.65 4.92 6.40 7.10 7.60 20.12%

2017市場規模最高的分別是：1. 專業服務 2. 分析應用 3. 運算
2013∼2017年CAGR最高的分別是：1. 分析應用 2. NoSQL 3. 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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