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動開關，讀取專屬掛耳包條碼，不消幾分鐘，濃郁咖啡香撲鼻而來，標榜還原

世界冠軍手沖技法，全世界第一台人工智慧手沖咖啡機，在「台灣人工智慧晶片

聯盟」（AITA）成立現場驚豔現身，示範人工智慧進入民眾日常生活的場景。

台灣人工智慧晶片聯盟成軍
搶攻全球 A I 晶片市場

近
年全世界產業的熱門關鍵字，肯定少不了

「AI」，AI相關創新產品與新服務全面興

起，逐漸滲透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進入家中的咖

啡機。這些新興應用背後的運算能力，靠的就是如

同人體的心臟或大腦——AI晶片的技術突破。

在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與經濟部支持下，

工研院推動產、學、研包括聯發科、聯電、日月光

等超過60家半導體、IC設計、封測軟體業者以及國

內大學，共同攜手組成「台灣人工智慧晶片聯盟」

（AITA；諧音愛台），以打團體戰的方式，推升台

灣半導體業者，在下一個AI世代中占有一席之地。

AI時代下台灣的機會點

台灣具有領先全球的半導體完整供應鏈、長期

與國際大廠合作所建立的信任與默契、以及健全的

製造業與醫療資料庫，是發展AI晶片上的優勢。工

研院院長劉文雄表示，台灣未來產業要往哪邊走，

一方面要看市場走向，一方面要看自己的強項找交

集。AI的發展是市場的走向，半導體則是台灣的強

項，所以兩者的結合就是台灣未來發展的新藍海。

台灣人工智慧晶片聯盟的目標有三個，第一，

「產業要完整鏈結」，指硬體端與軟體端的發展要

能整合，且從設計到製造等可應用在產業、生活上

達到目的；第二，「必須發展關建技術」，包括演

算法、半導體等技術，兩者如何能結合，就是關建

的主要技術；第三，「趕快製造做產品」，這個真

的要快，要注意市場的時效性，不要等到產品做出

來後，市場也消失，因此錯失世界的商機。

傑出人才是台灣發展AI優勢

當世界各國都在搶攻AI商機之際，向以科技島

聞名的台灣，發展AI的優勢在哪裡？聯盟廠商之一

的聯發科總經理陳志成認為，台灣半導體產業無論

是晶片設計、記憶體、晶圓代工及封裝測試等關鍵

技術，皆居全球領先位置，在系統整合方面地累積

也相當豐富，尤其軟硬體研發人才輩出。聯發科研

發AI晶片時，曾考慮是否要找國外支援，最後決定

大部分從國內做起，證明台灣人才素質確有國際競

爭力，成為發展AI絕佳利基點。

撰文／唐祖湘

聯發科與微軟共同研發的全球第一台人工智慧手沖咖啡機，能精

準還原世界咖啡冠軍的配方，超乎想像的智慧功能，於聯盟成立

現場驚艷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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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團體戰　搶攻全球AI商機

擔任AITA會長的鈺創科技董事長盧超群表

示，台灣在AI浪潮中可著力的部份，正是擅長的

半導體產業。不過以往發展新技術，往往是上游

做研究，中游研發技術，下游做產品再看市場反

應。「若這樣發展AI就太慢了，」盧超群說，成

立AITA的用意，就是希望集結廠商、工研院與學

界等力量，由原來的「水平分工」轉變成「垂直

整合」，將以往的單打獨鬥強化為打團體戰，一

起搶攻全球AI商機。

AITA的任務除了建立AI生態系、發展關鍵技

術外，最重要的是加速產品開發，搶先AI晶片的戰

略布局。盧超群妙喻，「AI晶片發展策略上必須先

打通『任督二脈』。」「任」指的是銜接國際大

廠的程式語言，像Google、微軟這些大型廠商，

在自家的AI雲端伺服器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程式

語言；「督」則是讓不同業者的晶片可以異質整

合，發展的產品就可以擴散至各種領域使用。

工研院電子與光電系統研究所副所長，同

時也是台灣人工智慧晶片聯盟執行秘書張世杰說

明，聯盟將成立4個特別興趣群（Special Interest 

Group；SIG），包括AI晶片異質整合、AI系統軟

體、類腦運算及AI系統應用，硬軟體各2個主題，

讓會員自行選擇加入。希望藉此降低10倍的AI晶片

研發費用、縮短AI晶片6個月以上的開發時程，並

提高AI晶片2倍的運算效能，使台灣半導體產業得

以彎道超車，確保台灣AI晶片位居全球前三名的領

先地位。

工研院攜手超過60家半導體、AI設計、封測軟體業者，共同組成「台灣人工智慧晶片聯盟」，搶攻全球AI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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