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任總統、副總統選舉（2012總統大選） / 佛學與資訊科學
極致發揮臺灣優勢，碰撞AI技術突破新火花

gustav / January 21, 2018 09:42PM

極致發揮臺灣優勢，碰撞AI技術突破新火花

 極致發揮臺灣優勢，碰撞AI技術突破新火花

 臺灣一直以來在全球資訊科技產業與市場上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微軟會選擇在臺灣成立AI研發中心，正代表臺
灣的產業環境優異，具有AI科技研發潛力。為了強化國力，將資訊科技產業進一步提升到更為前瞻的境界，行政院五
大施政目標之一就是「智慧國家」。為了推動AI產業發展，行政院預計從2018年到2021年之間，每年投入新臺幣10
0億元預算，積極落實以AI技術為核心的智慧科技大國計畫。

 Google母公司Alphabet執行董事長施密特曾經示警，美國縱然在AI領域持續領先世界各國，但是到了2030年，中國
將主導整個AI產業的發展，籲請美國政府將AI發展列為國家戰略重點之一，身兼美國國防創新委員會主席的施密特特
別建議軍方應該善用美國在AI領域的暫時領先，早日將相關技術引入國防體系當中。從施密特的呼籲，我們不難理解
，當下世界各國都將AI視為國家安全戰略重要的一環，且重要性程度越來越高，並全方位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數位
化浪潮之中。包括美國、日本、韓國都已明白將AI納入國家重大政策，我國現在推動的AI行動計畫，十分切合當前的
國際現勢。

 從產業界來看，未來幾年AI技術的發展，將聚焦在機器人、自動駕駛、機器感官辨識、語言應對、虛擬代理與機器
學習等技術方向為主，而在高科技、通訊、金融、醫療、交通、能源與旅遊產業等等的AI應用最被看好，預計將有可
觀比例的經濟成長會與AI相關。同時，因應相關技術的發展，更高端的運算效率、感測能力、辨識儀器、晶片與半導
體等技術都會同步被帶動。美國2016年公佈的政策方針明訂將鎖定製造、物流、金融與運輸的產業應用；日本則在2
017年春發表「人工智慧三階段工程」，將AI技術普及於製造、物流與醫療產業；韓國也在2016年夏天建立國家級AI
中心，以國防、治安、老人照護為初發領域。

 中國大陸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騰訊曾經在2017年發表報告，指出美國在AI產業佈局完整，基礎層、技術層與應用層
都有部署，特別是以演算法、晶片以及數據技術方面見長，累積了渾厚的發展基礎。基本上，臺灣的研發環境結構與
美國類似且息息相關，相當具有優勢。該報告也指出，相對而言，中國大陸本身在基礎元件技術，特別是半導體技術
方面，距離國際水準仍有相當落差，雖然因為龐大市場與成熟的行動通訊服務所產出的龐大數據對於市場確保有助益
，但是數據處理仍然高度依賴晶片設計，產業水準落差上的限制，短時間之內很難有重點突破。

 數據處理的硬體搭配，的確是個關鍵瓶頸，這也是何以我國會被微軟選為AI研發基地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AI科技
相關企業數量的分佈，美國佔有42%，中國大陸佔有23%，其餘則散落在瑞典、新加坡、日本、英國、澳大利亞，以
色列、印度等國。電子以及半導體的強國韓國與臺灣雖有硬體技術的優勢，但是從韓國的經驗看來，由於相關技術發
展都由民間大型企業掌握，研發預算大部分都以中、短期利益為主，無法提供基礎創新雄厚的溫床，因此實驗性質濃
厚的AI技術無法獲得充分發展。當下我國政府既已決定投入大量資源發展相關技術，若可與國內電子及半導體巨擘在
技術策略上互補襄助，更直白地講，在民間企業為求利潤無法投入大量資源於基礎研究的發想與創新之上時，政府應
該以更高位的角度，在基礎研究上提供自由發展的空間，搭配臺灣業界本來所具有的技術資源，應該可以在AI硬體限
制之上掌握住關鍵利基。

 更進一步來說，臺灣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不只深深保有亞洲東方文化思想的泉源，還海納各種多元文化成分，也
直接與最尖端的思想與技術接軌，更因為根柢雄厚的民主自由精神，在文化多元性以及思想自由上，比起亞洲其他鄰
近國家更為活潑、開放。文化與思想的自由開放，是臺灣除了在硬體技術上所具有的優勢之外，更為渾厚有力的創新
資源，我們應該好好珍惜。

舉例來說，資訊科技的發展，若說植基於萊布尼茲的二進位數學系統，應不為過。謠傳萊布尼茲二進位演算法受到《
易經》的啟發，實際上，萊布尼茲的確讀過《易經》，也透過來華傳教士向康熙讚揚《易經》的智慧，但是對萊布尼
茲來說，真正重要的是，易經二進位以及卦象之間的關聯，表示以二進位來建立一種「通用符碼系統」是可行的。也
就是說，東方元素早在數千年前便有了直接介入電腦科學的根柢。再則，由於東方思想與歐陸思想的迥異，各成一格
，異質文化的引入對於既有資訊結構與演算模型的刺激，很有可能迸發出巨幅突破的火花。我們應當援引南韓的經驗
為鑒，讓產業做爭利的事，而政府資源則應該補充給產業研發所亟需的實驗與創新的自由空間，使產官學研相輔相成
，將臺灣的有利條件發展到極致，在全球科技智慧化的進展中，貢獻獨特可貴的技術突破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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