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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分析建議　迎接智慧工廠時代來臨

研華科技董事長劉克振認為，生成式AI代表隱身其後幾萬台伺服器的運作威力，國

際一線科技大廠如Google和微軟紛紛積極投入，研華則以邊緣運算的角度切入，屬於人

工智慧的應用端，好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創新。未來人工智慧的應用很多，包含智慧醫

院、智慧工廠，還有各式各樣的智慧設備，屬於B2B的應用範疇，讓B2B的運作更加人性

而直覺。

以研華的智慧節能部門為例，人工智慧問世之前，是以電子看板的形式，將客戶場

域的即時能耗數據，以曲線圖表呈現，再由客戶自己去判斷解讀。受惠於生成式AI，

賦予系統更多判斷分析能力，比如主動偵測某個設備耗能異常後，隨即發送電子郵件

或訊息給相關管理人員，直接以人類對話的方式做出應對建議。

從單純的給予資訊，到分析判斷後給予建議，這是非常巨大的躍進，劉克振對

這樣的轉變也感到非常興奮，期待生成式AI讓智慧工廠、智慧城市的時代完全到來。

AI賦能　從疾病醫學走向預防醫學

AI不僅影響科技產業，更深入各行各業，醫療也不例外。身為台大醫院院長，

同時也是臺灣大學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生物醫學組組長的吳明賢表

示，AI與機器人在未來10年，對疾病預防、診斷及治療，將扮演更加

舉足輕重的角色。

他指出，AI將帶來三大協助，一是解決醫療品質不平等的問

題，例如透過AI輔助，可以弭平資深與年輕醫生間的經驗落差，

讓病患享受水準以上的醫療服務；二是突破時間空間限制，讓偏

鄉也能獲得足夠醫療資源；三是節省人力，克服少子化的人才瓶

頸，及高齡化的醫療需求。

吳明賢認為，智慧化與數位化醫療，也是疾病醫學走向預防

醫學的關鍵，可以賦能病人，加強對自身健康的掌握。舉例來說，

高齡者運用穿戴裝置，量測血壓及各種疾病指數，及早掌握異常狀況，

產業界樂見AI時代來臨
擁抱它還是推開它

AI已成未來不可逆的趨勢，對生活和產業帶來莫大影響，生成式AI把原先需花數天才能完成的資訊，在幾分鐘內就能提供，功能強大到讓人又愛又怕，尤其是高科技產業，到底該伸手擁抱還是

大力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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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採取運動、飲食及改善生活習慣等預防措施，一方面可減少疾病

發生率，另一方面也節省醫療資源，對病人、醫生以及減少國家支出都是好事。

科技不再冷冰冰　為產業注入全新能量

全球熱議的AI話題，不乏各種面向的探討，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策略

長童子賢打趣說道，AI一開始被當作魔鬼終結者，AI機器人也被賦予了人的形象，有手、有

腳、有眼睛、有嘴巴，但其實並非如此。

AI和數位化一樣是一個概念，就像各個產業導入數位化以後帶來的轉變，他相信

在未來10年，因為AI概念的流行、AI晶片愈來愈成熟，也會替原來的數位產品注入新

生命，為整個科技產業和周邊業者帶來很多新的火力。這不僅對產業有幫助，消費

者也能受惠，AI可以帶來更好用、更便利、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產品，讓科

技不再冷冰冰，而年輕人才也有新的領域可以投入。

正因如此，童子賢對AI樂觀以待。他認為，如果產業老是停留在30年前的主機

板、20年前的筆電、10年前的平板和智慧型手機的話，那多無趣，當繽紛的數位世界

注入AI能量之後，預期未來市場將更蓬勃發展，產品也會更加耳目一新。

制定規範保障隱私　運用保持競爭力

明基佳世達集團董事長陳其宏也樂觀看待AI風潮，鼓勵員工

使用ChatGPT等生成式AI技術，但也會同步進行內外部評估，歸

納出哪些工作可運用AI提高生產力，哪些則需要避免。

此外，陳其宏更看見產業應加強基礎設施的缺口，包括網

路通信、Wi-Fi 6、低軌道衛星、5G和6G等技術的需求，同時

也需要制定規則機制，保障使用者隱私，如此才能適應人工智

慧的長期發展。陳其宏認為，企業應積極應對AI崛起，不僅在技

術面跟上潮流，還需在組織文化及戰略上做出相對應的調整，以

確保企業能夠充分運用AI優勢，持續保有競爭力。

ChatGPT全球爆紅，AI相關應用，掀起前所未見

的熱潮。AI帶來的影響，所帶來的技術與文化變

革，堪比網際網路的出現，未來AI有何發展態

勢？又將為世界帶來哪些劃時代改變？今年工研

院4位新科院士，從各自領域出發，提出了對未

來AI發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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