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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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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的下一波巨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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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發展趨勢

美國

中國

2016.10 國家人工智慧(AI)白皮書

2017.07 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2020年：跟上全球領先國家的AI技術與應用
 2030年：中國成為全球主要的AI創新中心

 對AI相關研究進行長期投資
 健全AI制度與法律

歐盟

 透過電腦模擬人腦工作，建立平台儲存、分析神經科學數據
並模擬大腦進行大量複雜運算

 規劃應用於醫療、機器人等領域

2016.09 人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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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涵蓋面向

AI

晶片

雲端運算系統

終端硬體

類神經網路

專家系統

深度學習/機器學習

開發平台架構

語音辨識

影像辨識

大數據趨勢預測分析

$

智慧製造

智慧醫療/健康

智慧交通

硬體核心裝置 演算法技術 智慧應用領域

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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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推動願景

 以人為本，建立AI創新生態圈

 應用AI，打造臺灣新世代智慧生活

 推動臺灣擠身國際AI產業價值鏈

技術再進化 下一個躍升機會

5



AI小國大戰略

硬體建置、研發服務

人才培育、創新加值

實作場域、創意實踐

技術研發、產業領航

AI創新研究中心

智慧機器人創新基地AI研發平台

半導體射月計畫

科技大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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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研發平台

7期程:106-109 經費:50億元 來源: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Infrastructure

AI主機 巨量資料儲存 高品質寬頻網路

Data Market

開放資料、私人資料

Software Platform Applications

智慧製造

智慧交通

$ 金融科技

智慧醫療/健康

機器學習 類神經網路

資料分析

模式模擬 視覺化



AI創新研究中心

 結合跨領域技術團隊
 連結國際能量

 開發AI技術、應用
 培養科技人才

8期程:106-110 經費:50億元 來源:科技預算



智慧機器人創新基地

9期程:106-109 經費:20億元 來源: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半導體射月計畫

智慧終端技術

無人載具與
AR/VR應用

智慧
終端

感知運算與
人工智慧晶片

物聯網系統
與安全

關鍵元件、製程與材料、感測器

下世代記憶體設計

10期程:107-110 經費:40億元 來源:科技預算



科技大擂台

凝聚公眾對
AI的關注

激發技術突破
及解決方案

開發在地化
應用

創造國內產
業倍增效益

熱身賽 (106.08-106.10) 正式賽 (107.03-108.03)

鼓勵青年學子親近AI

研發語音對話核心技術

建置多情境中文語音大數據

AI

11期程:107-110 經費:1億元/年 來源:科技預算

-與AI對話-



深耕AI科技田，打造AI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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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平台

Discovery
 滿足科學的好奇心

Development
 技術研發
 可行性驗證

Delivery
 概念性驗證
(Proof of Concept, POC)

Commercialization
 商品化
 大量生產

 打底基礎  產業領航  創新加值 人才培育



13

智慧化社會

結語

ICT產業

國防

生技醫藥

綠能科技

智慧機械

循環經濟

新農業亞洲‧矽谷

科技部

各部會

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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