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數據成功的關鍵，在於創新、洞見、智慧。

誰能利用大數據技術發展出有別以往的新商

業模式及市場應用，誰就能得市場。

醫療產業與大數據的結合已有許多成功應用模

式，例如，被稱為「美國最富有醫生」的黃馨祥，

旗下企業之一的NantHealth，就是利用電腦的平行

運算能力進行快速DNA排序，快速分析病人基因並

找出最佳治療方案。同時，在蒐集足夠的癌症治療

論文建立成資料庫與專業諮詢系統後，該公司推出

的Eviti Advisor平台可為癌症專科醫生提供即時資

訊及建議。此類醫療大數據的智慧加值，不僅省時

更能精確診斷，已獲得美國許多醫生的採用。

台灣的醫療水準舉世聞名，大數據及人工

智慧的導入，當能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並造福人

群。尤其台灣擅長硬體製造，目前許多遠端及預

防醫療的實施都有賴智慧型穿戴裝置的協助，因

此穿戴式醫療保健裝置可以是台灣產業切入大數

據產業很好的突破口。然而，透過裝置蒐集來的

資料要如何應用？如何和後端的醫師診斷連結？

如何運用於健康狀況的監控？其間還需打通許多

關卡，使其更臻完善。

數據本身並無價值，唯有成為知識並用於解

決問題，進而造福消費者才有價值；且唯有讓消費

者有感，消費者才願意持續提供數據；數據量愈龐

大才能讓知識更正確、應用更完善。此種良好循環

的形成，決定了大數據應用是否能長久實施。

構築大數據生態鏈　資料共享

醫療領域正積極展開大數據應用，但要說運

用大數據的先驅產業，當然非工業製造莫屬，「工

業4.0」的崛起就是奠基於大量數據的蒐集與加值

應用。

面對「工業4.0」趨勢，台灣必須加快發展速

度。不過，首先我們必須清楚認知，巨型國際企業

的規模大到可形成自給自足的大數據生態體，並非

台灣企業能力所及，因此建議台灣企業可以採用

「打群架」的方式，也就是結合多家供應鏈內的相

關企業，共同構築大數據生態鏈。

口述╱台灣大哥大基金會董事長張善政　整理╱陳玉鳳

團結力量大
台灣發展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策略

構築共榮經濟圈

大數據及人工智慧浪潮席捲而來，各行各業都在探索全新的商業運作模式與機會。

台灣該如何在這波全球競爭中找到自身定位？前行政院長，現任東吳大學巨量資料

管理學院榮譽院長暨台灣大哥大基金會董事長張善政，提出他的觀察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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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價值因企業體而異，透過分享數據資料，不

同的企業能創造數據的不同應用價值。例如，如果電

信商願意藉由擷取消費者上網流量封包內容，分享去

識別化後的消費者手機硬體機型資訊給手機製造商，

則手機製造商可以透過此資料了解市場競爭態勢；若

生產業者願意分享生產設備運轉資料，設備商可運用

此資料發展智慧監控功能，進行預防性維修。

大企業領頭　成立虛擬巨型企業

台灣中小企業的資通訊基礎普遍不佳，是台灣製

造業升級至工業4.0的一大障礙。因此在大數據生態鏈

中，大企業必須扮演「領頭羊」的角色，發揮「母雞

帶小雞」的功能。大企業須負起建構資料收集、分析

與共享平台的工作，以平台串接中小型業者，並與資

訊業者合作，導入大數據分析及機器學習等技術，進

一步發展人工智慧。

此外，「專家群」的建立也是必要的，將老師傅

的抽象決策經驗，轉化為具體的決策邏輯平台。透過

這些方式，台灣應可建立虛擬的巨型企業──一個共

有、共享、共榮的大數據經濟圈。

從「應用」出發　培養AI跨領域人才

近年來，人工智慧在大數據快速累積與電腦運算

能力突飛猛進之下，出現重大突破，被寄予推進產業

升級的厚望。台灣該如何發展人工智慧產業？策略之

一：以應用切入。由於人工智慧核心技術的發展需要

龐大資源投入，台灣或可導入國際級人工智慧技術，

以此技術為基礎，發展適用特定產業領域的附加模

組，使相關應用更加完善。

人工智慧的價值在「應用」，台灣必須積

極培養跨領域人才，鼓勵不同領域專家投入並貢

獻抽象的知識經驗，進一步轉化成具體的思維邏

輯，以類神經網路建立知識決策模式。對台灣產

業而言，人工智慧時代帶來了翻轉契機，但前提

是台灣必須拋棄製造舊思維。要再次強調的是，

台灣要在人工智慧時代有所成績，就必須將關注

焦點從底層平台和工具的開發，轉向具有台灣獨

特深度的專業應用端，如此才能在人工智慧的世

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數據本身並無價值，唯有成為知識並用於解決問題，進而造福消費者

才有價值；且唯有讓消費者有感，消費者才願意持續提供數據；數據

量愈龐大才能讓知識更正確、應用更完善。

台灣大哥大基金會董事長    張善政

掌握大數據台灣3大優勢

              穿戴式醫療保健裝置

以台灣優良的醫療水準作為基礎，導入大數據及人

工智慧，加上台灣製造業精湛的的硬體製造技術，

可發展遠端及預防醫療的的智慧型穿戴裝置。

              組成大數據生態鏈

台灣產業規模較小，可由大企業扮演領頭羊的角

色，連結供應鏈相關企業，共同構築生態鏈，建立

共享平台，彼此分享資源與數據資料。

              以「應用」切入人工智慧

積極培養跨領域人才，拋棄過往「製造」思想，將

關注焦點從底層平台和工具的開發，轉向具有獨特

深度的專業應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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