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好願景的科技後盾
          智慧化共通技術

全
球科技大約每10年為一個進展歷程，2011到

2020年，行動上網、雲端運算等技術已大幅翻

轉人類生活面貌，如今我們站在新一個10年的開端，

不免好奇到了2030年，會有哪些新興科技成為未來生活

的一部份？而臺灣產業可以站在哪些既有利基

上發展這些新技術，在未來仍維持競爭力？

作為臺灣產業科技的先行者，工研

院長期投入前瞻技術研發，為臺灣業者

先一步探索新技術的各種可能性。在

「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中，除了

「智慧生活」、「健康樂活」與「永

續環境」相關應用外，同時涵蓋了

「智慧化共通技術」，為三大領域

撐起產業多元的應用。

定調三大應用領域　

思考共通技術需求

「『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

是以應用為導向，先想像10年後會

撰文／王明德

工研院「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為臺灣勾勒出未來10年，「智慧生活」、「健康

樂活」、「永續環境」三大應用領域的美好願景，而在各式應用背後，最不可或缺

的，就是支撐應用領域的共通技術，透過共通技術的深入鑽研，所有應用才能扎實落

地，開花結果。

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所長闕志克點出，AI、半導體、通
訊、資安，每一項都是引領下世代科技前進的關鍵技術，期待

臺灣產業能搶先布局，贏在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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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應用場景，再從場景往前推，看需要

哪些共通技術，」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所長闕志克舉AI人工智慧為例，2030的許多

場景都應用到AI，但AI基礎技術的推進，不

是單一應用所能勝任；再如應用遍布各產業

的半導體晶片技術，若能將晶片做得更小、

更省電、成本更低，將有助於各類應用的創

新。「這類資通訊賦能科技（ICT Enabling 

Technology），很難跟特定應用綁在一起，

一旦賦能科技有具體躍進，將會刺激更多新

應用的產生，」闕志克說。

換言之，如果「2030策略技術與藍圖」

中的「智慧生活」、「健康樂活」、「永續環

境」的應用場景，是產業智慧的再升級，那麼

「智慧化共通技術」就是推動產業智慧升級的

堅實力量，這個力量不獨嘉惠於單一產業，更

帶動每個人的生活。

分析三大應用領域的未來場景，工研

院歸納出高效能人工智慧、萬物互聯的通訊

能力、以及資訊安全的關鍵共通需求，進而

聚焦「人工智慧技術」、「半導體晶片技

術」、「通訊技術」、「資安與雲端技術」4

項共通技術，根據產業趨勢、技術缺口與應

用領域發展策略藍圖，分項開展出總計14項

共通技術的研發主軸。

「以AI為例，常見三大領域的應用開發

者，對於導入AI需要大量訓練資料感到困擾，

詢問是否可能用少一點的訓練資料，卻能達到

相同的訓練效果？」闕志克說，這就是應用端

向共通基礎技術「點菜」，因此在「人工智

慧」技術項下，就包括了「機器學習的超自動

化與訓練資料最小化」的技術研發。

深化應用與技術鏈結　激盪創新火花

闕志克表示，工研院「2030技術策略與

藍圖」正處啟動階段，三大應用領域很快會成

立研發計畫，組建團隊投入。這些團隊大致可

分為2類：一是從應用領域出發，視場域需求

尋找新技術；另一種則是從技術面出發，技術

研發者觀察到三大領域中某一應用，可運用到

該團隊技術時，也可主動成立計畫。透過應用

與技術的雙向行進，讓研發計畫的執行更加活

絡，技術與應用的交流碰撞，也可以擦出更多

火花。

為了讓應用與技術緊密鏈結，提升研發成

功率，工研院去年即針對「智慧化共通技術」

內部徵求團隊，只要認為自身研發計畫與技術

策略藍圖的三大應用領域相關，就可以提出申

請。目前已初步篩選出11組團隊，「讓團隊研

究比對自身研發計畫和藍圖的連結性，碰撞出

新的可能，」闕志克進一步說明，之後還會從

11組團隊中篩選5組，提供研發經費，深化技

術細節。

結合產政學研　為下個10年做準備

「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不只是工研院的

目標，也與國家科技發展緊密相連，」闕志克

說，除了政府、工研院等研究機構外，民間企

業也扮演了關鍵角色。為此，工研院也會對外

說明「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的願景，引進產

業資源，歡迎與2030願景相符、有一致目標的

企業，與工研院攜手前行。

AI被視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半導體

則是臺灣經濟與產業的優勢所在，串連萬物

的通訊技術，以及掃除萬物連網風險威脅的資

安，每一項都是引領下世代科技前進的關鍵技

術，在工研院「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的擘畫

下，闕志克期待，產、政、學、研的力量能夠

緊密結合，讓臺灣產業搶先布局未來10年的競

爭力，贏在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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