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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 
-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 經歷： 
- 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主秘、組長 
- 經濟部技術處科長、簡任技正 
- 交通部航政司視察、編審 
-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台副工程司、幫工程司 
 

• 學歷： 
- 台大電機所碩士 
- 台大物理所學士 
- 臺北大學企管所EMBA 
-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LSE)進修 

• 榮譽： 
- 經濟部模範公務人員 
- 李國鼎管理獎章 
- 臺北大學傑出校友 

    - 2021年亞洲生產力組織國家獎 
    - 孫運璿學術基金會傑出公務人員 

 

簡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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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數位轉型推動作法 

三、工業基礎技術的重要 

四、智慧城市與產業發展 

五、結語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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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展韌性，建口罩國家隊，供應國內需求 

製罩尖兵 
罩您健康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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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中貿易戰影響，台商快速回台 

高階或利基型產品回台生產 

伺服器網通：國巨、欣興、和碩 

自行車：拓凱、巨大、桂盟、宇隆 

汽車零組件及汽車電子：群創、友達、巧新 

• 受美中貿易戰和科技戰衝擊，在中國投資的臺商開始進行生產基地
調整，受衝擊最大為筆電、手機組裝、網通產業，高階回臺製造，
組裝等勞力密集型以移動到新南向國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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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需求加速數位轉型，商機湧現 

遠距醫療 

遠距學習 電子商務 

串流影音 

讓醫生與病人可以進行遠
距即時問診，全球線上醫
療諮詢量成長3.5倍  

微軟的Teams使用人數大
幅上升，2020年上半年成
長13倍 

疫情帶動電子商務發展，全
球跨境電商交易2020年達9

兆美元，占全球電商市場的
22% 

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
Netflix新增1600萬名訂閲用
戶，較2019年增加超過30% 

資料來源: 台經院、專案經理雜誌、BBC、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2021/05 

預估2030 全球ICT總產值 1.5兆美元，其中5G服務7千億美元，佔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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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產業升級轉型、培育護國群山 

• 培育一批護國群山，成
為全球經濟關鍵力量 

• 藉由發展次世代技術與
新興產業，將臺灣優勢
延續至下世代 

• 善用數據提高生產效率與
因應市場彈性，提升產品
附加價值 

• 引導臺廠加速數位轉型，
推出創新模式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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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半導體廠商 

重量級國際廠商 

 

台積電5nm、3nm廠暨
以下製程研發中心 
1兆6,900億以上 

國外先進設備廠 

國外先進材料廠 

美光擴大投資超過4,000億元 

科磊 科林研發 應用材料 泰瑞達 艾司摩爾 

陶氏化學 卡博特 英特格 3M公司 默克 

打造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 

全球前五大導線架供應商
長華科技，加碼投資30億 

半導體測試穎崴科技，加
碼投資臺灣逾30億，繼續
擴大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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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數位、AI技術，廠商快速回應需求、拓新市場 

【標竿案例】 
臺灣通用紡織科技(Frontier) 

• 打造雲端布料平台，布料建檔
掃描辨識數位化與線上選布，
減少布樣寄送時間 

• 數位媒合平台，與市場對接，
並提高市場回應能力 

 

• 穎明工業：導入數位工具及品質認證
滿足溯源需求，進行產品轉型 

• 世德工業：應用AI影像品質分析技術，
推廣至周邊協力廠，進行營運轉型 

• 易連工業：藉數位能力，鏈結國際平
台(瑞士Bossard)，拓展航太新市場，
進行服務轉型 

【標竿案例】 
穎明工業、世德工業 、易連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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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轉型推動作法 

對症下藥 

數位轉型 

推動相關數位轉型計畫，協助不同業者需求因材施教，對症下藥，如SMB智慧機上盒、產業領航及創新

AI應用加值等輔導與補助計畫，帶動產業數位轉型。 

培育數位『人才』 

產線資訊『數位化』 提升產線『數位優化』能力 

帶動創造『新製造流程』 

推動SMB & SMＵ輔導計畫，實

現設備聯網、生產資訊可視化，

改善廠內數位化能力。 

推動領航計畫，透過強強結合或以大

帶小，協助業者數位轉型，創造新企

業製造流程。 

推動AI計畫，傳承老師傅經驗，並串接上

中下游資訊，強化跨廠供應鏈整合，提升

廠商數位優化能力。 

推動智機人才培育計畫，協助

產業培育的專業及跨領域數位

轉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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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 

成型機整合智慧機上盒，監控生產狀況，改善生產問題 

• 設備動態監控 
• 品質控制 

生產資訊 

結合ERP 
即時掌握生產資訊，免去人工抄表作業，一天節省200分鐘，並可避免人工錯誤 

契機 

解
決
方
案 

提高中小企業數位化能力 

效益 

世德工業導入智慧機上盒，轉型進入高值汽車扣件市場 

 終端客戶需求： 
 

 
 工廠員工管理： 

扣件生產製程(如搓牙機、攻牙機等)資訊不透明，無法

滿足高階汽車產業客戶需求。 

生產作業仰賴人工抄表、巡檢，缺乏資訊應用，面對少量多

樣市場需求，無法即時監控產線的生產狀況，使得生產管理
效率受限。 

打頭機  

攻牙機 

成型機 

搓牙機 1.即時監控系統 : 

2.生產資訊可視化 : 

針對8台螺絲成形機建置智慧機上盒，藉此將稼動總

時數、計量數據、停機故障時數統計。 

透過生產資訊可視化，即時監控產線生產狀況，精進

生產管理效率。 

SMB輔導計畫執行成果 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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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00kg  39,598.6kg) 

工廠 

稼動率 

SMB輔導計畫執行成果 

契機 

解
決
方
案 

提高中小企業數位化能力 

效益 

美綸針織導入導入智慧機上盒，提升產線數位管理 

 工廠製程管理： 
 

 
 工廠員工管理： 

針織機均為一站式生產設備，若未能即時掌控並維持設備運轉，產能損失立即發生。 

業者亟為仰賴外籍勞工，進行針織機紗線原料的補充，但語言隔閡，導致管理措施無

法落實。 

1.即時監控系統 : 

導入SMB，即時記錄生產資訊(設備稼動率及產能)與

針織機台狀態等資訊。 

2.生產資訊數位化 : 

產線狀態可透過電子看板即時顯示設備異常時

間計時與移工語系文字。 

提升 13.26 % 
(75.74%  89%) 

每月 

產能 
提升 17.9 % 

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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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望即時顯示設備整體生產效能OEE(可動率x性能效率x良率)。 

2.期望可將產品生產履歷細化(包含：人、機、料、調機師、模具等資訊)，並可快速查詢呈現。 

SMU輔導計畫執行成果 

契機 

解
決
方
案 

提高中小企業數位化能力 

效益 

創維塑膠導入數位化管理系統，提升產線管理效率 

 工廠數據收集： 
 

 
 提升生產效能： 

已透過SMB收集設備運轉資訊，但射出製程應管控資訊超出設備可收集範圍，期望節省耗費在現場

各類資訊收集人工作業。 

1.建構即時生產&參數現況系統: 

即時OEE顯示(產品良率、可動率、性能
效率)，精準掌握生產實績，降低管理負
擔。 

2.建構製品履歷分析系統: 

藉由數位化收集生產所需資訊，建立完
整生產履歷。 

現場作業 
處理人員 

人員操作 
失誤次數 (80件/月20件/月) 

降低4倍 
(5人3人) 

降低60% 

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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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生產線上老師傅的經驗(Domain Knowledge)，藉由AI應用保存下來。加速中小型製造業製程設備AI化、

跨廠群聚智慧化，帶動國內企業升級轉型。 

AI應用加值計畫 

製程設備AI化 

目前協助輔導國內製造及設備產業，導入AI加值應用

40案次，提升產品品質、加工效率等，解決生產製造

問題。 

目前協助補助國內中小型製造業與上下游供應鏈

業者導入串聯資訊系統112案次，整合生產資訊，

提升製造效率。 

供應鏈AI串流 

(累計至110年4月) (累計至110年4月) 

數位 
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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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 
減速機齒輪 

CCD及多視角光源 

提升2倍 

撞傷 
(搬運受傷) 

 

黑皮 
(研磨不足) 

AI應用加值計畫執行成果 

每日減速機齒輪

產能 

契機 

解
決
方
案 

製程設備AI化 

效益 

 終端客戶需求： 
 

 
 齒輪瑕疵檢測： 

1.感測器建置： 

2.AI模型建置： 

瑕疵檢測-汽車零組件產業 

近年在全球電動車需求的興起，市場訂單量大幅提升，減速機齒輪是屬

於安全部件，所以需要全檢。 

減速機齒輪瑕疵(黑皮、撞傷)檢測上，目前以人工逐顆目視，產能因

此受限。 

透過架設影像擷取系統(CCD)及多視角光源佈局取

像，進行齒輪瑕疵取像。 

透過運用AI數據分析，跟老師傅檢測產品比對，建
構減速機齒輪AI瑕疵檢查模組。 

(12,000個/天 → 36,000個/天) 減速機齒輪AI瑕疵檢查模組 

數位 
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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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顯像儀感測器，即時監控產品品質 

後段精修效率 
(3天 → 2天) 

提升33% 
註:每次精修1,500pcs為例 

自行車前叉肩蓋 

AI應用加值計畫執行成果 

契機 

解
決
方
案 

效益 

品質預測-自行車組件產業 

熱鍛高溫度製程(約400°C)，無法即時檢測產品品質(需冷卻約2小時)，造成

後段精修製程效率無法提升(以1,500pcs為例，精修製程需耗時三天)。 

 終端客戶需求： 
 

 
 高溫熱段製程： 

墨達思是國際腳踏車大廠的重要的零組件供應商，其客戶對品質要

求達到全檢程度。 

1.感測器建置： 

透過熱顯像感測器擷取溫度(模具、料件)資訊，並搭配

工件數、下壓壓力等資料，進行製程參數收集。 

2.AI模型建置： 

透過運用AI數據分析，跟老師傅檢測產品比對，建構自行
車前叉肩蓋鍛造AI品質預測模組。 

數位 
優化 

製程設備AI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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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應用加值計畫執行成果 

契機 

解
決
方
案 

供應鏈AI串流 

 產業聚落供應鏈數位串流暨AI應用 (工具機鑄件產業體系) 

效益 進料準交率 86%→ 95% 存貨周轉率 2.61次→ 3.65次 

1.建構SCM平台：建構快速敏捷、資安無慮的

供應鏈網絡，串接供應商，提升供應端資訊

應用能力。 

2.建立銷售預測模組：根據歷年銷售數據整合

AI機器學習，可較較準確預測年度或月份機

種銷售量以利備料。 

 供應鏈體系資訊斷鏈： 
 

 
 備料庫存預測不易： 

數據未串接，資安不完善，品質檢驗靠紙本計載，難掌握實際進度與品

質。 

採經驗法則推估公司年度、月之機台銷售量，造成預測較不準確，無法

即時備料。 

數位 
優化 

17 



 冶金成分配方難掌握： 

 

 資料統合不易： 

整體設備效率 60%→ 83% 產品良率 86%→ 92% 

1.智慧化冶金系統：透過AI應用，建置智慧化冶金

系統，減少合金浪費，提升產品良率至92%。 

2.生產管理數位串流整合系統 ：利用Line Bot提

供客戶即時回報異常品訊息，產出即時生產履歷，

將生產端與客戶端串聯，以此提升整體設備效率。 

AI應用加值計畫執行成果 

契機 

解
決
方
案 

供應鏈AI串流 

 產業聚落供應鏈數位串流暨AI應用 (射出成形機產業體系) 

效益 

產品規格將配合客戶需求客製化，造成每次製程時不易精準控制投料
比例，成品良率無法提升。 

廠內各設備產生的數據，皆要透過人工抓取及統合。 

數位 
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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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數位轉型快易通 

小微型企業 

中大型企業 

 三、四階加工廠 
 9人以下小型工廠 
 家庭式工廠 
 數位程度低 

 一、二階中心廠 
 數位程度高 
 願意投入數位轉型 

 

小微型企業 

中大型企業 

 SMB計畫 
 產學合作 

 智慧機械計畫 
 數位轉型計畫 

數位程度低的中小型製造業者，大多不了解數位轉型該怎麼作，本局結合法人及民間技術服務業者
能量，主動出擊盤點需求，提供諮詢診斷、資源轉介等服務。 

整合技術服務能量 

法人 
技術及顧問服

務業者 

顧問專家諮詢診斷 

數位能力高 

數位能力不足 

向後鏈結計畫 
(如數位轉型計畫) 

向前鏈結計畫 
(如SMB、供應鏈AI) 

配合公協會 
複製與擴散 

複製擴散 

優先推動 
有需求、具潛力 

製造業 

主動出擊盤點需求 

(含小微企業、衛星小工廠) 



案例:工研院輔導保勝應用AI提升製程技術，量產奈米等級光學鏡片，成功切入半
導體微影市場 

數位轉型快易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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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中心(PMC)與機械公會合作，自109年開始TPS(精實管理)推動平台，陸續促成23家企業

導入TPS加速企業數位轉型，，帶動國內資深專家及學校老師重新投入產業，傳承精實管理的寶貴
經驗 
 
車用零件大廠鉅祥公司自2018年三階段推動導入TPS 
 強化製程鏈結能力、 
 強化換模能力 
 可視化排程 
 

實現了整體製造流程的優化及可視化，逐步串聯各製程中的物流與資訊流，相關成果包括： 
✅ 減少半成品庫存64% (500K到180K) 
✅ 縮短前置時間30% (21天到14.7天) 
✅ 降低換模時間36% (4500秒到2880秒) 

案例:精實管理 (TPS)加速傳產數位轉型 

數位轉型快易通案例 



代工天王，以客為尊：歐典食品推動生產轉型，快速回應客戶，
加速交期 

國內罐裝飲品代工天王，銷售全球五大洲超過60個國家。產
品以養生概念為訴求，專門生產黏稠顆粒產品，提供不同量
產之專業代工。 

為解決原料種類繁多問題，協助業者將物料管理流程數位化，
運用Bar code條碼與PDA等方式，將資訊與現有ERP連結，
物料管理作業時間減少30%。 

未來打通生產前後端資訊，可提早安排訂購原料，安排生產
排程，進行臨時訂單生產，客戶交貨期預估由30天縮短為15
天，並提高原物料倉庫運用率。 

食品產業數位轉型 

 養生飲品/代工產品/銀髮產品 

罐頭食品- 
歐典為例 

歐典食品透過物料管理系統與不同系統間連結，提高原物料倉儲週轉率，未來可
縮短交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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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造產業-金蘭
食品 

 金蘭第四代董事長鍾淳名接任董座後，逐漸扭轉家族思維， 目前外銷足
跡遍及新加坡、印尼、歐洲、中國大陸、美國、加拿大等。 

 擬建置發酵與調配數據庫：將職人經驗與know-how 數位化，萃取出發
酵與調配製程的關鍵參數(如pH、蛋白質含量、胺基酸組成、抗氧化物
質成份等)與風味的關連性，未來可規劃進一步運用導入人工智慧應用。 

 發酵熟成的生醬油為多家知名小微型醬油廠半成品，自家成品B2B及B2C。
需要師傅現場感受發酵與調配甘鮮味及醬色的「老師傅經驗」，轉變為
數位記錄分析與調控發酵狀況，生醬油產能提升10％，縮短醬油調配時
間。 

食品產業數位轉型 

金蘭食品將師傅的經驗與知識以數據傳承下來，用風味特色
打動客戶味蕾 

翻新風味，百變味蕾：金蘭食品推動生產轉型，將老字
號醬油品牌推廣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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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大多數問題 

食品所及跨法人團隊進行諮詢、
診斷 、輔導 

丸莊醬油 
馬家麵線 
吉美食品廠 
三鷹食品有限公司 
金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歐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田海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食品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德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仰賴職人經驗，缺乏感官品質資料庫 
採用紙本謄錄，且易造成人為操作誤差 
缺少數據數位化輸出，不易分析其價值 
缺少消費喜好分析調查 
難以自行開發新客戶 

企業諮詢訪視 

食品產業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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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快易通雲市集 

依中小製造業數位化需求，媒合優質SaaS服務 
協助中小型製造業，依需求挑選合適的SaaS服務 

以50人中小型製造業為例 
 過去建置一套系統約數十萬~數百萬元不等，

且每年需支付約10-15%的維運費用。 
 未來使用雲服務:依需求訂閱，按使用量計

費，市場快速變化，企業需要彈性的雲服務 

系統建置費 
共約1030萬元 

每年維運費 
共約82萬元 

每年使用費 
大約15萬元 

註:依MIC調查，製造業SaaS需求:依序
ERP、SCM、APS、MES、行銷服務、
QC、PDM、PLM、CRM及HR等 

25 



藉由扎根基礎工藝，突破關

鍵技術缺口，提升系統整合

服務能量建構在地設備產業

生態體系。 

智慧機械 智慧製造 

透過應用雲端服務平台，導

入AI加值應用及5G通訊技術，

強化高階製造能力，邁向亞

洲高階製造中心。 

數位化 

數位轉型 

小結 

 
 

幫助 
 

因材施教，對症下藥，打造高階製造中心  

–產業升級 

–產業轉型  

–產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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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一棵大樹根部一定要扎得很深，才能長得枝繁葉茂，一個國家工
業的發展亦相同，有穩固基礎，才能呈現百花盛開的景象。 
十年磨一劍 
精益求精 
上課的內容不完全來自課本 
工程的實務能力 
老師傅的經驗傳承 
研發紀錄、知識管理(KM) 
基礎設計能力 
凸顯學校重點特色 

•基礎工業技術，「就如同
糕餅店有自己的麵糰」 

27 

三、工業基礎技術的重要 



• 一家日本味精公司，卡住了全世界晶片的脖子 
• 池田教授稱呼這種味道時自創的詞彙“うま味”（發音：UMAMI，意為美味），

已經成為了國際通用詞彙。 
• 氨基酸化學應用於環氧樹脂及其複合材料的基礎研究，最終研發出CPU基板用高級

絕緣的開發 

基礎技術的日本味之素公司 

1908年，東京帝大化學教授池田菊苗 

“味之素” 意為“風味之精華” 28 



基礎技術的ABF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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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的進步使得奈米級電子電路組成的CPU成為可能。 這些電路必須連接到電子設備
和系統中的毫米級電子組件。 

• 使用由多層微電路組成的CPU“床”來完成，稱為“堆積基板”。 ABF有助於形成
這些微米級電路，因為它的表面可以接受雷射加工和直接鍍銅。 

基礎技術的ABF材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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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這名叫竹內光二的年輕人入職
了味之素公司。他入職後，被分配去研究
製作味精時產生的那些副產物有什麼用。 

• 隨後他發現，製作味精時的副產物，可以
做出擁有極高絕緣性的樹脂類合成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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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工業基礎專文：https://50idb.gv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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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基礎技術的中堅企業 

https://50idb.gvm.com.tw/


第5屆卓越中堅企業 

第5屆卓越中堅企業得主在其領域各有卓越表現： 

企業名稱 產業地位 企業名稱 產業地位 

元太科技工業 電子紙全球領導廠商 祥圃實業 動物營養品國內第1 

台灣鋼聯 亞洲最大單一集塵灰處理 富田電機 電動車動力馬達全球第1 

禾伸堂企業 積層陶瓷電容世界大廠 智邦科技 ODM 交換機全球前3大 

均豪精密工業 LCD包裝設備全球第1 順德工業 功率型導線架全球第1 

志聖工業 紫外線立體照射機全球第1 鈺統食品 國內最大穀物沖調供應商 

宜特科技 可靠度驗證亞洲第1 錩新科技 揚聲器鍛造零組件世界第1 

皇盈企業 美式鐵皮剪全球第2 霹靂國際多媒體 全球最大戲偶動畫製作中心 

盈錫精密工業 全球精密鎖定螺帽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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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屆中堅企業分布示意圖 

完整的產業聚落與優秀的企業 

產業聚落：資通訊、生醫、汽機車 

中堅企業：162家(55.8%)，如致茂、穩懋、義隆、五鼎 

北部 

中部 

南部 

產業聚落：自行車、工具機、光學、織襪、手工具 

中堅企業：75家(25.9%) ，如巨大、上銀、慶鴻、百和 

產業聚落：汽機車零件、螺絲螺帽、鋼鐵、金屬加工 

中堅企業：51家(17.6%)，如璨揚、亞獵士、桂盟、南六 

北 
部 

東 
 

部 

南 
部 

中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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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食醫住行育樂，全面連結在地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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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稽核效能 
提高6倍 

空汙AI監測 
空氣品質預警 
提前4小時 

空品變化預測 

5種眼疾辨識 
精準度達85% 

AI篩檢及早治療 

交通時間 
減少90% 

偏鄉離島就醫 

農耕效率 
提升10倍 

運用無人載具 
國道60%路線 
免排隊購票 

出遊旅運 

導入高雄地區 
330所中小學 

程式教育 

AR/VR英語 
教育資源共享 

運用智慧科技 

國產自駕車 
達70%以上 

短程自駕接駁 
尋位時間 
減少5-8分 

路邊停車位 

在地試煉 
塑造典範 

觀光
零售 

教育
學習 

交通
停車 

農畜
漁牧 

健康
醫療 

環境
品質 

食 

醫 

住 行 

樂 

育 

四、智慧城市與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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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竹、中、南、屏…等 
• 遠傳/中華/台灣國際於路邊停車格導

入4萬個地磁偵測空位，透過手機即
可查詢/導引車位、付款 

• 7縣市擴散12縣市 

宜蘭 
• 宜眾建立室內3D模型圖資，

提供救災空間配置圖、掌
握消防人員現場資訊及位
置 

• 服務擴散新北、臺中 

高雄 
• 慶奇打造物聯網教育平台，提

供學童DIY程設課程，導入高
雄市333所中小學 

• 擴散臺中、新北等地 

臺南、嘉縣 
• 緯航太以AI影像辨識結合

無人機，協助農民勘查農
地及噴灑農藥 

• 輸出馬來西亞 

5分鐘鎖定可疑源頭 
稽核效率↑6倍 

桃、嘉縣 
• 卡米爾建立AI空品預測

分析，24小時偵測工業
區空品數據，協助地方
環保局科技執法 

• 環保署標案持續擴散 

屏、雲、東、北市 
• 智慧時尚以防走失載具遠端

定位 
• 打造銀髮友善社區，輸出越

馬泰 

住 

建友善社區電子圍籬 
83%失智長者配戴 

醫 

影像辨識作物自動噴灑 
農噴效率↑10倍 

食 

停車位即時查詢引導 
找車位↓5-8分鐘 

行 

物聯網教學平台 
導入400+所學校 

育樂 

提升消防救災安全性 
導入344公共場域 

治理 

AI空品監測 智慧停車 

消防救災定位 

IoT程式教育 無人機農噴 

銀髮失智定位 

輔導294家業者(70家新創)，投入22縣市場域實證223案次智慧服務， 

解決方案服務受惠291萬人，引動衍生投資達674億 

成果：城市與產業共榮運作，落實服務永續 



三大契機：城市、產業、民眾生活轉型升級 

停車位週轉率↑6.23% 
收費員開單效率↑49.1 

地磁感測/車牌辨識 
查詢、指引路線 

路邊停車大不易 
人工巡檢開單效率低 

深化地方治理能量 
(智慧停車一條龍) 

12縣市4萬
智慧車格 

解決方案輸出東南亞 
成立新公司爭取1.5億訂單 

AI影像辨識+衛星遙測數據 
=無人機農噴解決方案 

純硬體銷售獲利下滑 
無國際競爭力優勢 

輔導產業轉型升級 
(無人機農噴方案輸出) 

北市聯合醫院-連江縣立醫院 
遠距共同會診 

離島地區缺乏醫事人力 
民眾須舟車勞頓就診 

改善民眾生活體驗 

(遠距醫療便利就醫) 

時間10→1小時完成看診取藥
大幅節省縣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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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轉型（1/2） 

車位難找 
耗油耗時 

無停車大數據系統
追蹤停車動態 

人工開單耗時 
停車費短收 

車格導航/線上支付 智慧感測蒐數據 

全台12縣市4萬車格 

開單自動提醒 

App+道路看板 

導航到位 

線上支付免現金 

地磁/智慧碼表 

+停車數據平台 

省時 

找車位時間減少5-8分鐘 

駕駛1年可省約24小時 
地
磁 

/

攝
影
機 

車
位
偵
測/

導
航
系
統 

停
車
大
數

據
分
析 

金
流
整
合 

停車管
理平台 

國產智慧停車 

產業鏈成形 

開單效率49.1% ↑ 

停車周轉率6.23% ↑ 

持續增加中! 

雙北、台南 
自主投入擴大 

彰化、台東 
自主接洽廠商 

經濟部+交通部 

備註：12縣市為台北、新北、桃園、竹縣、竹市、臺中、嘉義市、屏東、臺南、高雄、宜蘭、台東 

智慧路邊停車 找位零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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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月 
登革熱旺季 

• 肉眼辨識誤差30% 
• 人工巡檢耗時 
• 資料彙整時間長 

城市治理轉型（2/2） 

手機拍照上傳 

取得 
孑孓、 
卵粒數 
影像 

AI影像計算卵粒數、辨識孑孓 

誘卵紙 

AI計算 
卵粒數 

辨識 
孑孓種類 

登革熱熱區即時通報 

斑蚊/家蚊 

大數據分析高風險區 
提供主管機關決策+噴藥參考 

登革熱熱區地圖 

加速巡檢效率 
AI辨識取代肉眼判讀 

• 辨識精準度70%→95% 
• 監測人員作業時間↓50% 
• 吸引桃園、雲林投入辦理 

病媒蚊監測效能提升 

• 台南病例數 
   與去年同期相比↓50% 

即時數據呈現 

台南 

雲林 

桃園 

經濟部+衛福部+臺南 

AI蚊蟲辨識 科技防疫有成 



產業轉型（1/2） 

戶外養殖看天吃飯， 
天災讓養殖池環境改變，搶救
時間有限，造成災損 

無法確認水產品質 
是否純淨或受汙染 

IoT雲端監控養殖環境數據   

嘉義 

花蓮 
 

屏東 

從漁場到餐桌，雲端數據通透紀錄 

水聚寶水質監測裝置與智能電箱監控
10項漁產數據 

養殖 生產履歷 物流銷售 

高雄 

全台5縣市 

300+座養殖池應用 
8項漁產 

備註：8項漁產為白蝦、午仔魚、鱸魚、石斑、虱目魚、台灣鯛、香魚、澳朝鰲蝦 

養殖電費減少16%~18% 
產量提升20% 

養殖年收入成長30% 

100+組 
海外訂單 

菲律賓 

汶萊 

印尼 

雲林 

手機App隨時掌握狀況 
提前防範、降低損失 

台南 

經濟部 

IoT水產養殖 打造安心食品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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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轉型（2/2） 

• 傳統監控死角多、安裝限制大，
保全人力易疲乏 

• 人力調度成本高、人員派遣時
效性低 

• 公部門人力巡檢效率低 
• 耗時等待圖像計算結果 
• 半自動機隊測繪系統成本高，
無法高頻率監控 

無人機+AI影像辨識=自主運行安控系統 機隊管理數據分析平台 

宜蘭縣 

台東縣 

屏東縣 

新竹市 

苗栗縣 

日本 
韓國 

美國 

24小時待命 
有效解決人力問題 

設備管理 人車辨識 
測繪建模 數據分析 

智慧路徑自主規劃安全飛行 
工業檢測、警政安防應用 

全台5縣市 
防災巡檢、坡地災害判釋 

漁港淤沙監控 無人機+AI+LTE/5G方用方案 

海外輸出 

經濟部+交通部 

自動巡邏  即時取證 
動態追蹤  異常通知 

無人機安控巡查 海外輸出美日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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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檢驗效能高 持續擴散 

眼部檢查布建達
39場域 

 
桃園、花蓮 
接洽中 

可分辨5種視網膜病變 
(如白內障、青光眼等) 

AI辨識精準度87.48% 

便民快速 

追蹤/轉診服務 可攜式檢查設備 眼底檢測專業團隊 AI眼底圖分析 

台灣視網膜剝離比率居各國之冠 
20-29歲青壯年高達18.7人 
為荷蘭同年齡層1.4人的13倍 

新北市29區中有13區沒有眼科，
醫療資源分布不均 

生活改變（1/2） 
 

與新北市衛生局合作 

33處服務據點 

為20,728位民眾檢查 

建議15.68%病患轉診治療 

桃園 

基隆市 

花蓮 

新北/台北 

台南 

經濟部+新北+臺南 

眼部檢查深入偏鄉  照護民眾靈魂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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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票怎麼買？ 哪些可以搭？ 如何驗票？ 

行動驗票 
免等待 

多家客運 
一次查詢 

班次空位 
一目了然 

24HR 
線上購票 

涵蓋公路運輸量87% 

含國道 
60%路線 

APP在手 
查訂取付驗 

桃園 
新北/台北 

宜蘭 

雲林 

南投 

台中 

新竹 

彰化 

台南 

嘉義 

屏東 

高雄 

生活改變（2/2） 

• 現場排隊費時費力 
• 業者多難以比較 
• 若買不到票得重新排隊 

• 返鄉潮湧入難以快速消化 
• 票證格式不一管理不易 

5家 
長途客運 

10家 
地區型客運 

經濟部+交通部(公總) 

備註：長途客運包含統聯、和欣、阿羅哈、國光、葛瑪蘭，地區型客運包含太魯閣客運、府城客運、嘉義客運、捷順客運、台灣好行等 

• 上線至今累積25萬張訂票 
• 周末/天銷售約1,200張，平日/天約800張 

普及
使用 

國道客運購票APP 一票到底一次購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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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歐洲 

上海、天津、香港 

印度、泰國、越南、柬埔寨、
馬來西亞、以色列 

健康量測平台、糖尿病管理平
台、智慧心臟衰竭診斷系統等 

拉丁美洲聖文森 

日本企業 

杜拜停車場 

美國、加拿大企業 

無柵欄停車、智慧停車、智
慧車站導航等 

馬來西亞、印尼 

菲律賓、汶萊 

雲南 

智慧水產養殖、無人機農業
應用、產出藥用植物履歷等 

美國、中國大陸 

越南、印尼 

日本企業、韓國大學 

 

智慧英語學習、智慧物聯網
教育平台等 

美國企業 

日本企業 

無人機安控平台解決方案、
場站影像辨識解決方案等 

印度企業 

南向國家合作案 

智慧工廠管理平台、物聯網動
態管理平台、智慧染整平台 

輸出國際：淬鍊國產解決方案，Taiwan is Helping  

輸出8案 

智慧健康 

輸出3案 輸出3案 輸出4案 

輸出2案 輸出3案 

智慧交通 智慧農業 智慧教育 

泰國、馬來西亞、 

菲律賓、印尼、 

緬甸、約旦 

企業用電即時監測管理、智
慧燈桿物聯網應用平台等 

輸出3案 

智慧能源 智慧安全 

泰國、越南 

馬來西亞 

法國企業 

社群電商直播、AI智慧美妝服
務平台、行動會員儲值紅利等 

輸出6案 

智慧零售 智慧製造 

輸出歐美、中國大陸、印度、東南亞等國共32案，逾3億7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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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oT為我國發展資訊及數位產業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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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數位相關產業發展方案為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之一 

資訊及數位相關產業發展方案 

政策說明 
增強台灣數位實力、拓展國際市場，吸引外商投

資與研發，以與國際業者發展更深入的夥伴關係 

擴大數位應用場域 強化供應鏈韌性 

新創加速器 

國內需求 接軌國際 

半導體

/AI晶片 

B5G 

/6G 

Edge AI 

智慧化 

結盟海外 

全球化體系 

推動新世代技術研發 

推動策略 

研發國際領先技術 提供全球最可靠試煉場域 滿足全球安全供貨需求 



策略1：推動新世代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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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 

下世代通訊 

人工智慧 

智慧顯示 

研發關鍵技術 
建立產學聯盟
結盟國外大廠 

專網系統基磐 
 

開放網路架構 

關鍵AI晶片 
 

Edge AI開發 

研發Micro LED 
 

聚焦場域應用 

先進製程、設備材料自給率、
晶片系統、量子科技 

產學合作開發下一代前瞻技術 

吸引國內外大廠商在台研發布局 

強化 B5G/6G 專網系統建置 

推動5G Open Network技術研發 

掌握關鍵智財、強化軟硬整合，
發展AI on Chip技術 

因應未來大量終端AI運算需求，
研發Edge AI運算技術 

從Mini LED提升到Micro LED 

發展零售、交通、醫療、育樂
等四大智慧顯示領域應用 



策略2 ：擴大數位應用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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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 

國際大廠 

國內 

場域試煉 

帶動 

數位創新 

跨廠合作開發 
 

智慧跨域應用 

催生智慧製造體系 
 

推動國內數位加值 

完善新創開發環境 
 

孵育新創加速器 

與AWS, Cisco, Facebook, 
Google, Intel, Microsoft, 
NVidia等合作開發數位應用 

在台研發如智慧製造、交通
或展演等跨域軟硬整合解決
方案 

推動智慧製造生態系及雲市集 

協助國內零售、醫療等服務業
及中小企業導入智慧化應用 

引導民間企業營運新創加速器 

加強AI、Big Data、IoT和
5G等創新發展環境 



策略3 ：強化供應鏈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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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管理 

全球化佈局 

競爭力提升 

智慧供應鏈系統 
 

協助中小型業者 

短鏈供應模式 
 

在地化生產 

示範性開放網路 
 

打入全球供應鏈 

協助大型企業建置智慧化
全球供應鏈管理系統 

協助中小製造業接軌全球
供應鏈 

研析未來短鏈供應鏈管理
模式 
 
篩選在地合作夥伴，強化
全球供應鏈彈性 

協助台灣廠商打入全球電信
級網路設備供應鏈 

介接國際大廠能量，建置國
產、安全之5G開放網路 



奈良美智的月光小姐 
帶來平靜的神奇力量 
 
 
「即使籠罩黑暗，但黑暗中仍有
光」 
 
「即使閉上眼睛，但是世界仍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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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臺灣產業的未來發展關鍵 

六大 
核心戰略產業 

五加二產業創新2.0 

(AI、5G) 

臺灣品牌、金融、人才（數位、雙語、
引進）、法規（調適、税）落實前瞻

基礎2.0、兆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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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 

設計加值 



ICT,  Intelligence, Connectivity, Trust 
 
偉大的作品靠的不是力量，而是靠著堅持來完成的。 
Great works are performed not by strength but by perseverance. 
- Samuel Johnson -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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