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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正逐漸改變我們生
活 、 工作和學習的方式 ， 它具有顛覆性的潛力 ， 能夠從
根本改變人類社會的未來 ， 創造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 從
預測極端氣候 、 減少交通及能源排放 ， 到癌症的檢測和治
療 ， 透過 AI 大規模處理資訊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 我們有
機會為最迫切且複雜的經濟與社會議題創造新的出路 。

與此同時 ， AI 也能提升生產力 、 加速新產品與服務的推
出 。 隨著大型語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 LLM） 等
技術的突破 ， 生成式 AI 被廣泛應用於創意 、 教育 、 醫療 、 
金融等產業 ， 促進經濟蓬勃發展 。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
院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預估 ， 2030 年 AI 產值將
高達 13 兆美元 ， 每年能為全球 GDP 貢獻 1.2% 成長率 。

台灣擁有活躍的科技生態系與資通訊產業優勢 ， 透過精進
與擴大 AI 研發和應用 ， 將能革新台灣社會與產業 ， 促進經
濟成長及轉型 。 過去幾年 ， 政府部門與許多企業皆投入資
源進行數位轉型 ， 為政府與產業升級奠定重要的基礎 。 然
而 ， 數位轉型不僅包含導入新興科技 ， 對整體經濟發展而
言 ， 廣泛且有效採用 AI 技術至關重要 。

台灣是否能夠抓住機遇 ， 與 AI 發展同步前進 ， 除了奠基於
過往數位轉型的成果 ， 更重要的是 ， 政府 、 產業和公民社
會必須攜手合作 ， 加速 AI 應用 ， 實現政府 、 產業和勞動力
的全面升級轉型 ， 進而建立完整的 AI 生態系 。

政府 、 產業和公民社會在 AI 發展初期階段所做的選擇 ， 將
影響未來 AI 是否有機會被大規模應用 ， 以及如何為人們創
造機會 。 我們需要制定有效的 AI 治理策略 ， 既能降低風險
與潛在危害 ， 同時又不會阻礙有益的創新 ， 以推動永續且
負責任的 AI 發展 。 作為全球 AI 領域的領導者 ， Google 致
力於發展負責任的 AI ， 實踐公平 、 安全 、 可靠 、 尊重隱私
等核心原則 ， 建立適用於所有人的 AI 技術 。

越來越多台灣企業已認定數位轉型為組織發展的重要目
標 ， Google 也投入許多資源協助在地產業一同研擬與執
行相關策略 ， 陪著台灣共同前行 。 AI 時代來臨 ， Google 
秉持 AI 原則 ， 以負責任的方式推動 AI 技術發展 。 我們也
期待持續與台灣政府 、 產業與公民社會攜手 ， 促進台灣 
AI 生態系發展 ， 共建 AI 未來 。

摘要

我們希望透過此白皮書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三大
建議 ：

 • 首先 ， 政府應投資 AI 基礎建設與建構鼓勵
創新的 AI 發展環境 。 透過投資 AI 的軟體與
硬體基礎建設 ， 從 GPU 、 超級電腦 ， 到建構
以風險控管為基礎的法規框架 ， 與支持資料
跨境流通的貿易政策 。 這些措施將有助於確
保發展負責任的 AI ， 與提升台灣在國際上的
科技競爭力 。

 • 其次 ， 政府應攜手產業與公民社會 ， 共同發
展因應 AI 時代需求的人才培育體系 ， 包含
協助受新興科技衝擊的勞工進行轉型 ， 以及
強化 AI 專業人才的培育 ， 提升整體就業市場
的 AI 科技力 ， 使社會上各行各業的人都能受
益於 AI 科技 。

 • 最後 ， 政府應促進 AI 科技普及化 ， 推動公部
門與公共服務導入創新科技 ， 以及積極協助
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部署 AI 技術 ， 助力產業
數位轉型 ， 極大化 AI 科技應用的效益 ， 提高
組織治理與營運效率 ， 厚植台灣 AI 實力 。

https://blog.google/outreach-initiatives/sustainability/google-ai-climate-change-solutions/
https://blog.google/outreach-initiatives/sustainability/google-transportation-energy-emissions-reduction/
https://health.google/caregivers/mammography/#:~:text=The%20AI%2Dsystem%20is%20trained,not%20be%20able%20to%20see.
https://health.google/caregivers/mammography/#:~:text=The%20AI%2Dsystem%20is%20trained,not%20be%20able%20to%20see.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metals-and-mining/our-insights/ai-the-next-frontier-of-performance-in-industrial-processing-plants
https://cloud.google.com/responsible-ai?hl=zh-tw
https://ai.google/responsibility/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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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歷史 ， 科技的變革與創新對人類的發展進程有著深刻
的影響 ， 形塑了我們生活 、 工作和學習的方式——文字的演
進使人們得以跨越時空溝通和記錄資訊 ； 輪子的發明促進
了運輸和貿易 ； 蒸汽機的問世實現生產機械化 ， 造就了城
市和工業的發展 。

如今 ， 我們正處於另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崛起為人類發展帶來前所

未有的可能性 。 透過 AI 技術 ， 我們有機會大幅改善數十億
人的生活品質 、 促進經濟的蓬勃發展 、 推動科學研究的突
破 ， 以及協助社會因應最棘手的問題 ， 例如應用 AI 協助語
言障礙者溝通 、 預測極端氣候 、 減少交通及能源排放 ， 以
及癌症的檢測和治療 。

隨著大型語言模型等技術的突破 ， 生成式 AI 被廣泛應用
於創意 、 教育 、 醫療 、 金融等領域 ， 加速新產品與服務的
推出 ， 推動產業迅速發展 ， 創造無限可能 。 根據麥肯錫
全球研究院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預估 ， 2030 年 
AI 產值將高達 13 兆美元 ， 每年能為全球 GDP 貢獻 1.2% 
成長率 。

然而 ， 伴隨 AI 技術的進步 ， 社會上也開始擔憂 AI 的潛在風
險 。 例如 ， 有些人憂心 AI 可能遭濫用於生成及傳播虛假資
訊 ， 混淆和誤導大眾 ， 破壞社會穩定和信任 ； 或是合成逼
真的深偽影像 ， 用於詐騙等犯罪活動 。 此外 ， 隨著自動化
技術的普及 ， 人們也擔心這將取代部分工作 ， 進而造成失
業率上升 ， 影響社會經濟穩定和個人生計 。

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開始討論與研擬 AI 治理 ， 倡議負責
任與可信賴的 AI 發展 ， 更著手研擬相關法規與政策配套 。 

序

序

 例如 ： 七大工業國組織 （Group of Seven , G7） 啟動「廣島
人工智慧進程」 （Hiroshima AI Process） 倡議 ， 推出「開發
先進 AI 系統組織國際指導原則」 （International Guiding 
Principles for Organizations Developing Advanced AI 
systems）。 在 2023 年 11 月舉行的人工智慧安全峰會 （AI 
Safety Summit）上 ， 28 國政府代表簽署通過《布萊切利宣
言》 ， 提倡強化國際合作 ， 推動 AI 安全和倫理研究 ， 提高
民眾對 AI 的認識 ， 並解決其潛在風險 。 2024 年 5 月舉辦
的「AI 首爾峰會」也呼應了此宣言 。

此外 ， 許多企業與大型科技業者也共同商討 AI 可能帶來
的社會衝擊 ， 挺身呼籲全球政府 、 企業與公民社會加強合
作 ， 協力制定全球性的 AI 標準和規範 ， 以促進良性發展 。 
作為 AI 領域的領導者 ， Google 是首批宣布開發旗下 AI 技
術產品時 ， 會秉持 AI 原則的企業之一 ， 我們致力於發展負
責任的 AI ， 並建立適用於所有人的 AI 技術 。

政府 、 產業和公民社會在技術發展早期階段所做的選擇 ， 
將大幅影響 AI 的發展方向 。 我們必須小心避免過度監管可
能箝制 AI 技術的發展 、 阻礙產業的創新 ， 甚至使國家失去
在新時代的競爭力 。 因此 ， 我們不僅應關注 AI 的危害與風
險 ，更應注重我們希望實現的潛在目標 。 為了充分發揮 AI 
對經濟 、 醫療 、 氣候以及人類繁榮的顛覆性潛力 ， 我們需
要進行更廣泛的討論 ， 探討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可以採
取什麼樣的措施 ， 確保 AI 朝正確的方向發展 ， 提高生活便
利性 ， 同時幫助我們克服複雜的挑戰與實踐遠大的目標 。

此白皮書將提出三大建議 ， 聚焦於開創機會 、 提倡責任和
強化安全性的政策議題 ， 旨在讓政府 、 產業及公民社會 ， 皆
能運用 AI 科技的突破性發展 ， 創造廣大福祉使人人受惠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97%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C%AA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92%B8%E6%B1%BD%E6%9C%BA
https://taiwan.googleblog.com/2019/05/ai.html
https://taiwan.googleblog.com/2019/05/ai.html
https://blog.google/outreach-initiatives/sustainability/google-ai-climate-change-solutions/
https://blog.google/outreach-initiatives/sustainability/google-transportation-energy-emissions-reduction/
https://health.google/caregivers/mammography/#:~:text=The%20AI%2Dsystem%20is%20trained,not%20be%20able%20to%20see.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metals-and-mining/our-insights/ai-the-next-frontier-of-performance-in-industrial-processing-plants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573471.pdf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573471.pdf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573471.pdf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573471.pdf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573471.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i-safety-summit-2023-the-bletchley-declaration/the-bletchley-declaration-by-countries-attending-the-ai-safety-summit-1-2-november-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i-safety-summit-2023-the-bletchley-declaration/the-bletchley-declaration-by-countries-attending-the-ai-safety-summit-1-2-november-202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topical-events/ai-seoul-summit-2024
https://ai.google/responsibility/principles/
https://cloud.google.com/responsible-ai?hl=zh-tw
https://cloud.google.com/responsible-ai?hl=zh-tw


5

前言

AI 快速發展大幅改變人們的互動方式與商業模型 ， 也重
新建構全球經濟格局 ， 生成式 AI 出現更成為現代 AI 科技
發展里程碑 。 我們正處於推動 AI 發展的關鍵時刻 ， 政府 、  
產業和公民社會在現今 AI 科技蓬勃發展之階段做出的選
擇 ， 將影響未來 AI 是否有機會被大規模應用 ， 以及如何
為人們創造機會 。

作為新時代數位科技的核心 ， AI 對產業與社會的影響力
日益擴大 ， 不僅能夠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提供協助 ， 亦
能啟發人們進而賦予創新能力 。 AI 也擁有大規模解決問
題的能力 ， 為迫切且複雜的經濟與社會議題創造了新的
解決途徑 。

在台灣 ， AI 得以提升防災量能 、 改善交通與空氣品質 、 促
進創新醫療科技發展 ， 也能推動創新美學教育及協助新聞
產業創新與轉型等 。 透過掌握 AI 發展的契機 ， 人們得以進
一步發揮能力及創造力 ， 為社會創造正面影響 。台灣擁有
活躍數位環境與強大科技生態系 ， 透過精進與擴大 AI 研
發與應用 ， 將能革新台灣社會與產業 ， 促進經濟成長及
轉型 ， 進而解決如公衛醫療和氣候變遷等重大社會挑戰 。

不可否認地 ， AI 科技蘊含著顛覆性的力量 。 然而 ， 隨著 AI 
技術的應用範圍擴大 ， 台灣社會開始關注 AI 發展過程中的
隱患 ， 例如有心人士運用 AI 製造與加速傳播不實訊息或干
涉選舉結果 。 各界也呼籲關注 AI 對個人隱私與勞動權益的
影響 ， 進而促使政府與相關機構開始思索 ， 如何在 AI 發展
中 ， 平衡創新與隱藏其中之風險 。

前言

因此 ， 若要充分發揮 AI 的潛力 ， 我們認為一個正向積極
的政策環境是必要的 ， 著重於政府 、 產業和社會期望實現
的成果和目標 ， 並兼顧創新與風險治理 ， 確保 AI 技術的
發展不僅注重效率和成果 ， 同時也重視安全性 、 隱私保
護以及倫理責任 。 透過建立健全的法規框架和監管機制 ，  
我們可以有效地管理潛在風險 ， 並推動 AI 技術的永續發
展和創新應用 ， 避免過於嚴苛的規範扼殺 AI 發展 。 這與
我們的核心價值觀相符 ， 在探索與開發創新技術與推動
最佳實踐時 ， Google 堅持我們的開發原則 ， 即負責任的 
AI 及以人為本的研發團隊是至關重要的 。

在數位時代中 ， 數位轉型已然成為產業應對未來挑戰不
可或缺的手段 。 作為新時代的強大科技 ， AI 能協助企業
更高效地處理和分析數據 ， 並實現業務自動化 。 儘管公
私部門於疫情期間 ， 對於數位轉型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層
的了解 ， 也積極投入許多資源 ， 為政府與產業升級奠定
重要的基礎 ， 但數位轉型不應止於科技的更新 ， 組織文
化與結構的調整亦為必要條件 ， 加上長遠且全面的策略
規劃 ， 方能落實數位轉型 。

台灣擁有資通訊產業競爭優勢與產業群聚的能量 ， 為其
在 AI 領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強大動能 。 然而 ， 台
灣能否把握機會搭上 AI 發展的順風車 ， 除了奠基於過往
數位轉型的成果 ， 更重要的是 ， 政府 、 產業和公民社會必
須攜手合作 ， 在政策 、 技術 、 研究 、 人才等各方面投入資
源 ， 加速導入數位科技與 AI ， 實現政府 、 產業和勞動力
的全面升級 ， 為台灣建立完整的 AI 生態系 。

https://www.cyhg.gov.tw/News_Content.aspx?n=16&s=235699
https://www.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70&s=8599311#:~:text=%E9%99%A4%E4%BA%86%E4%BA%A4%E9%80%9A%E7%A1%AC%E9%AB%94%EF%BC%8C%E5%8D%97,%E9%9C%80%E6%B1%82%EF%BC%8C%E7%B4%93%E8%A7%A3%E4%BA%A4%E9%80%9A%E8%BB%8A%E6%B5%81%E3%80%82
https://www.twsmartcity.org.tw/smart_application/16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main&article_uid=9eafcc53-50c3-4803-aff6-fa578c25b1f7&menu_id=9aa56881-8df0-4eb6-a5a7-32a2f72826ff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main&article_uid=9eafcc53-50c3-4803-aff6-fa578c25b1f7&menu_id=9aa56881-8df0-4eb6-a5a7-32a2f72826ff
https://www.npm.gov.tw/Activity-Content.aspx?sno=04013422&l=1
https://ndx.dta.tw/%E5%8F%B0%E7%81%A3%E6%96%B0%E8%81%9E%E6%95%B8%E4%BD%8D%E5%85%B1%E6%A6%AE%E5%9F%BA%E9%87%91%E8%A8%88%E7%95%AB%E8%AA%AA%E6%98%8E/
https://ndx.dta.tw/%E5%8F%B0%E7%81%A3%E6%96%B0%E8%81%9E%E6%95%B8%E4%BD%8D%E5%85%B1%E6%A6%AE%E5%9F%BA%E9%87%91%E8%A8%88%E7%95%AB%E8%AA%AA%E6%98%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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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外 ， 隨著 AI 技術的普及和應用 ， AI 素養培育已成為這 
個世代的重要課題 。 AI 素養涉及多面向的能力 ， 包含對  
AI 技術概念的基本理解 、 在生活中應用 AI 工具解決問 
題 、 批判性思考與辨識資訊真偽 、 識別 AI 演算法的潛 
在機會與風險 ， 以及了解 AI 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等 。 AI  
素養不僅能幫助個人更好地理解和應對 AI 帶來的改變與
影響 ， 也是實現 AI 技術的永續性與負責任的發展及應用
的前提 。

數位轉型是一條充滿挑戰的道路 ， 更是一個充滿機會與潛
力的旅程 ， 公私部門的通力合作始能最大程度地發揮 AI 科
技的潛力 。 Google 深刻認識到台灣的需求和潛力 ， 因此 ，  
奠基於我們推動負責任的 AI 發展進程的三大關鍵支柱 ， 
Google 透過此白皮書向台灣政府 、 產業與公民社會提出
三大建議 ， 包含 ： 投資 AI 基礎建設與建構鼓勵創新的 AI 
發展環境 、 發展 AI 時代下的人才培育體系與促進 AI 科技
普及化 ， 以期協助台灣充分運用 AI 科技 。 在數位轉型與 AI 
應用的過程中 ， Google 期待與台灣共同向前 ， 透過跨部門 

、 跨產業的合作與公私協力 ， 推動產業與社會創新 ， 同時
確保 AI 技術的負責任發展 ， 進而造福台灣人民與社會 。

https://blog.google/technology/ai/a-policy-agenda-for-responsible-ai-progress-opportunity-responsibility-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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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AI 基礎建設 
與建構鼓勵創新的 AI 發展環境

能夠支持並運用科技變革來提高生活水平的國家 ， 往往在整體發展上表現較
為出色 。 我們若要解鎖 AI 帶來的無限潛能 ， 就需要對創新的基礎建設進行明
智且有計畫的投資 ， 這不僅止於技術的基礎建設 ， 還包括能夠促進負責任的 
AI 創新的政策與法規環境 。

投資 AI 研發與基礎建設
透過投資長期的研發計畫 ， 以及建立新的公私合作模式 ， 政府可以建置完善
的 AI 基礎設施 ， 從而增進台灣在科學與技術上的競爭力 。 此外 ， 政策制定者
應擬定相關配套 ， 使更多的企業與開發者能夠接觸到 AI 工具 ， 進而推動 AI 技
術本身的發展 ， 加速 AI 在其他領域的應用 。

雖然沒有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 AI 投資策略 ， 但以下基本的成功之道可做為參
考 ： 以國家資源投入 AI 的基礎研究 、 應用開發與核心技術 （例如 GPU 及超級
電腦）， 並開放給公私部門的研究部門及開發人員 ， 以促進 AI 科技能被更廣泛
地應用和創新 。 這樣的模式能夠創造一種公私部門之間的共同責任感 ， 協力 
推動國家在 AI 及其他新興科技的領導地位 。

以台灣為例 ，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於 2018 年與國內企業攜手合作 ， 共同
建造了台灣首座超級電腦——台灣杉二號 （Taiwania 2）， 提供開發 AI 與進行巨
量計算所需的強大運算能力 。 台灣杉二號每秒可以處理高達 176 萬張的 AI 影
像訓練 ， 對醫療應用亟具幫助 ， 能夠大幅縮短標記腫瘤位置 、 疾病檢測與病原
鑑定等所需的時間 。 自台灣杉二號啟用以來 ， 已有眾多學術界和產業界單位利
用該系統進行研究和開發 ， 推動了台灣 AI 產業生態系的發展  。

此外 ， 建立緊密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 有助於為整個 AI 生態系建立共享的資
源 ， 並加速研究的進程 。 政府和產業界可以透過技術轉移 、 獎學金與直接的
研究資助等計畫 ， 為學界和民間的研究人員提供支援 。

https://iservice.nchc.org.tw/nchc_service/nchc_service_twcc.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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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 支持在地科技創新 培育 AI 研究人才

為響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的 AI 創新研究中心專案計畫 ， Google 於 2018 年發起 Google AI 學術論壇 ， 
每年邀請 Google AI 專家訪台 ， 為台灣大學 、 清華大學 、 陽明交通大學與成功大學四所 AI 創新研究中心的
師生帶來量身打造的培訓內容 。 舉辦至今六屆以來 ， 累計邀請過 71 位來自各國的 Google 專家進行分享 ， 
參加人數超過 1,700 人 。

此外 ， Google 也積極支持台灣的生成式 AI 及大型語言模型等研究 ， 在 2023 年就贊助五所大學共 17 個研
究計畫 ， 涵蓋 AI 、 矽晶片、 硬體和健康等領域 。 透過這些計畫 ， 幫助台灣優秀的 AI 學術人才建立產學間的
知識交流 ， 推動台灣的 AI 研究進展與人才培育 。

投資 AI 基礎建設與建構鼓勵創新的 AI 發展環境

除了國家層面的努力之外 ， 台灣應該支持國際間合作 ， 成立 「全球人工智慧研究資源中心 （Global Resource for AI 
Research, GRAIR）」 ， 建立一個全球資源共享的平台 ， 為世界各地的研究及開發人員提供數據、運算資源和基礎建設 ， 
以提升國際 AI 研究與創新能量 。 除了提供技術資源外 ， GRAIR 也應支持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建立其國內 AI 研究及開
發人才 ， 避免加劇國家間的數位落差 ， 以落實 AI 公平性的原則 。

https://taiwan.googleblog.com/2018/07/google-ai-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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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政府在訂定法規及政策時 ， 應秉持以下五大原則 ， 以促進研究人員及創新者運用 AI ， 將資料與
想法轉化為新的發現 、 產品與服務 。

 • 首先 ， 採用風險導向與符合比例原則的 AI 法規架構 。 聚焦於 AI 使用情境至關重要 ， 這可以讓開發者 ， 
應用者與監管單位清楚了解 ， 在哪些特定情境下是可以控管風險 ， 而哪些使用情境又應該被完全禁止 。 
風險導向的監管方法有助於達到共識 ， 以解決在特定 AI 使用情境下最讓人擔憂的問題 。 在台灣研擬 
AI 法規時 ， 政府應持續關注對個人和社會構成較高風險的 AI 使用情境 ， 這樣的做法將會提供產業所
需的明確性 ， 同時還可以避免限制大多數良性和有益的 AI 創新或部署 。

 
此外 ， 在決定要推出全新 AI 法規之前 ， 政府應盤點現有法規 ， 如何適用於該管轄範圍內的 AI 應用情境 。  
舉例而言 ， 許多國家皆已制定反歧視法 ， 該法規應適用於所有情況 ， 無論是否涉及 AI 技術 。 政府應以 
AI 為通用技術並能應用於多元情境的認知上 ， 建立起以既有法規為基礎 ， 且採用風險導向的法規架構 。  
此類監管架構還可以提升 AI 開發者和應用者的信心 ， 更有助於將 AI 廣泛應用於產業中 。

 • 第二 ， 建置一個平衡的著作權法規框架 ， 維持台灣 AI 創新的競爭優勢 。 頂尖的 AI 系統需要不斷與多
元的數據與資訊互動 、 學習 ， 因此需要讓開發者和使用者 ， 能運用公開的資料訓練 AI 模型 ， 以支持創
新與積累創造力 。 合理的著作權管理規範 ， 允許廣泛且持續使用公開資訊 ， 有助於台灣發展 AI 模型 ， 
更有益於各行各業發揮 AI 技術潛力 。

建置支持負責任的 AI 技術創新的法律
AI 的重要性不容忽視 ， 因此制定適當的 AI 規範也顯得格
外重要 。 政策制定者當今面臨最大的挑戰之一 ， 就是如
何制定有效的 AI 治理策略 ， 既能降低風險與潛在危害 ， 
同時又不會阻礙有益的創新 。 若採取分散或甚至相互衝
突的監管方式 ， 將會阻礙各國政府與新創將 AI 應用在強
化經濟表現 、 尋找癌症療法 、 為數十億人口追求更好的
生活品質等目標上 。

許多國家已經開始採取務實且協調一致的方式應對  
AI 的風險 ， 我們在 AI 治理上已經可以看到顯著進展 ， 
例如七大工業國組織（G7）在廣島峰會上為企業開發先 
進 AI 系統發布的行為準則 ， 以及美國白宮關於 「以安全 、 

可 靠和可信賴的方式開發與使用人工智慧」的行政命令 。  
在台灣 ， 我們也看到各政府機關陸續推出 AI 應用的相 
關指引 ， 例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金融業運用 AI 指 
引》中揭示六項核心原則 ， 幫助金融機構在導入新興科 
技提升服務時 ， 能以負責任的方式使用 AI 。 此外 ， 台灣
政府亦擬推出《人工智慧基本法》 ， 為牽涉 AI 之隱私保
護 、 資料治理 、 風險管控及倫理原則等面向提供更清 
楚的規範 。

然而 ， 在政府與產業攜手強化應對 AI 風險的能力之餘 ， 
我們也必須同時著手於建立有助 AI 發展的政策框架 ， 以
確保 AI 造福人類社會的潛力不會被埋沒 。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573473.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0/30/fact-sheet-president-biden-issues-executive-order-on-safe-secure-and-trustworthy-artificial-intelligence/
https://www.fsc.gov.tw/websitedowndoc?file=chfsc/202406201802440.pdf&filedisplay=%E9%99%84%E4%BB%B6_%E9%87%91%E8%9E%8D%E6%A5%AD%E9%81%8B%E7%94%A8AI%E6%8C%87%E5%BC%95.pdf
https://www.fsc.gov.tw/websitedowndoc?file=chfsc/202406201802440.pdf&filedisplay=%E9%99%84%E4%BB%B6_%E9%87%91%E8%9E%8D%E6%A5%AD%E9%81%8B%E7%94%A8AI%E6%8C%87%E5%BC%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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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 ，  提倡 「隱私設計」和「安全設計」 原則 （Privacy and Security-by-design） 。  政策制定者應積
極鼓勵 、 提倡 「隱私設計」和「安全設計」 原則  ， 以確保個人資料安全 ， 賦予使用者對其個人資料的知
情權與控制權 ， 並使 AI 系統的輸出結果保護個人隱私 。 同時 ， 台灣的隱私權法規框架 ， 應支持公開
數據使用，以及同時支持在 AI 系統中採用隱私保護技術 。

 • 第四 ， 考量到 AI 跨領域的本質 ， 法規制定的通則是要避免各自為政 、 相互競爭或相互矛盾的 AI 法規 。 
制定政策時 ， 需要針對每個領域的獨特問題 ， 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案 ， 然而數據 、 資料管理等議題的法
規討論 ， 將會涉及政府內部的許多部會 ， 表示出 ， 同一主題可能會受到多項法規的監管 ， 而缺乏整體
觀點 。 例如 ， 隱私監管機構旨在確保個人資料的完整性 ， 並會以嚴格的視角審視 ， 使用到個人資料的 
AI 技術開發 。 但並非所有情況都適用同一標準 ， 健康應用程式所需的資料 ， 與天氣預測模型所需的
資料截然不同 。 企業和新創公司 ， 也需要獲得公開數據來訓練模型 ， 並推出創新的 AI 產品和服務 ，  
但這些數據可能包含難以完全移除的個人資訊 。 這些權衡應仔細斟酌並進行整體考量 ， 我們肯定國
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作為 《人工智慧基本法》 的統籌單位 ， 匯集相關政府機構和利益相關者的建議 ， 並
確保法規能採取一致且平衡的架構 。

 • 第五 ， 由於 AI 具有跨境性 ， 台灣應持續透過投資於研究發展 、 培育專業人才 、 制定標準以及評測 
合作等方式 ， 帶動 AI 安全性的跨國互通性和全球合作 。 台灣可以參考現有的指引 ， 包含 G7 在 「廣
島人工智慧進程」 （Hiroshima AI Process） 倡議中推出的 「開發先進 AI 系統組織國際指導原則」 ， 並
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等國際組織合作 。

同樣重要的是持續促進可信任的跨境資訊流通 ， 這對 AI 的發展與應用至關重要 。 政府應將既有的貿易原則  
（例如 ： 自由且可信賴的資訊流通 、 法規互通性 、 最少貿易限制與非歧視性等） 與 AI 及新興科技新規範  
（例如 ： 在維持經濟安全前提下 ， 推動負責任且符合道德標準的 AI 與新興科技應用） 連結 。 台灣應考慮

透過亞洲開放資料合作夥伴 （Asia Open Data Partnership） 和台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等貿易倡議推動上述
原則 ， 如此將向全球投資者和創新人士傳達一個強大的訊息 ： 台灣擁有開放的 AI 與數位經貿投資環境 。

除了上述原則以外 ， 政府應全面盤點所有與 AI 相關的法規 ， 以取得對整體監管環境的清楚認知 ， 這將有
助於避免監管上的漏洞 ， 或是可能阻礙創新的法規重疊或不一致的地方 。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573471.pdf
https://aodp.tca.org.tw/
https://www.ey.gov.tw/otn/ECCBE3B0FFE21C25/d828e3ca-e255-49b1-adc4-4e49865aec03


近年來 ， AI 技術急速發展，逐漸脫離初期的概念驗證階段 ， 
許多領域皆出現成功的應用案例 。 然而 ， 創新科技是一把
雙面刃 ， AI 技術將影響勞動力市場 ， 因此需要透過共同努
力才能找出完善的應對方式 。 基於 AI 技術同時帶來的機會
與挑戰 ， 政府需增加資源培養具備 AI 開發及應用能力的人
才 ， 同時協助可能被 AI 影響的勞動力進行轉型 。 如何協助
不同領域的勞工應用 AI 提升其專業水平 ， 以及如何透過公
私協力 ， 降低新技術對現行勞動力帶來的風險 ， 成為亟需
政策制定者進一步思考與尋找解決方案的難題 。

11

發展 AI 時代下的人才培育體系

發展 AI 時代下的人才培育體系 

為打造以 AI 為核心的勞動力 ， 利害關係人需共享

願景與責任 ：

 AI 對產業衝擊巨大 ， 為解決 AI 創造的轉型

需求 ， 不能單靠個別企業的努力 ； 企業須建

立跨領域的 AI 人才培訓計畫與夥伴關係 ， 確

保各行各業的勞動力皆能有效運用 AI 技術 。

 公民社會 、 非營利組織與學術界需透過新的

研究 ， 了解過往勞動力在接受新技術時成功

或失敗的原因 ， 並運用相關洞察協助藍領勞

工或鄉下地區的勞動力成為 AI 人才培訓計

畫的核心 。

 政策制定者應協助擴大 AI 人才培訓計畫的

規模 ， 涵蓋不同地區與領域 ， 並提供技能培

訓予現行受 AI 技術衝擊的勞動力 ， 使其工

作上能更快速地銜接 。

協助勞工因應 AI 轉型
AI 的出現 ， 使得程式設計 、 語言和寫作等專業技能更為
普及化 ， 讓更多人能夠運用過去僅限於高收入群體的生
產力策略 。 AI 可以幫助護理人員 、 工程承包商、教師以
及從事各種行業的人提升能力與生產力 ， 以利他們爭取
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工作條件 。

然而 ，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 ， 並非所有人都能在第一時間
享受到新科技所帶來的經濟利益 。 AI 可能幫助勞工提高
生產力 ， 進而提升收入水準 ； 另一方面 ， AI 未來將能應
用於執行一些目前仍為人工為主任務 ， 改變勞動市場結
構 。 因此 ， 我們需要制定策略協助因產業 AI 化而受衝擊
的勞動人口 ， 提供現代化的職業培訓 ， 幫助求職者與失
業者為新時代的工作類型做好準備 。 台灣政府也已經看
到這樣的職場需求 ，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近年來積極開
辦各項 AI 技術相關訓練課程 ， 針對青年 、 在職勞工和失
業者等不同需求設計培訓內容 ， 鼓勵沒有相關經驗或非
理工背景的人跨領域學習 ， 更進一步為失/待業者提供課
程費用補助及生活津貼 。 相關課程自 2021 年以來 ， 已開
辦近 1,200 班 ， 且平均就業率超過 80% ， 顯示台灣就業
市場對 AI 培訓資源有很高的需求 。

上述策略與行動的目標 ， 皆是確保 AI 科技的民主化 ， 平
等地為來自不同背景與領域的勞工提供相關技能與專業知
識 ， 協助他們在職場上更上一層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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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  
AI 輔助教學 引領未來教育轉型

受到疫情的影響 ， 教育界開始擁抱數位教學工具 ， 進
而改變教學方式和學習環境 。 AI 科技的快速發展更是
帶動了教育領域的一場革命性轉變 ， 各界紛紛投入 ， 
致力於利用 AI 技術協助教師提升效率 、 促進教學品
質 ， 並為學生提供更有幫助的學習體驗 。

為了幫助教師充分把握 AI 的優勢 ， Google 在台灣推出
「Gemini 學院」 。 該課程首先將開放 1,000 個名額給

國中小學校教師 ， 並分成四個部分進行訓練 ， 包括 AI 
基本素養 、 安全負責任的使用 AI 、 運用 AI 輔助教學以
及實際操作演練等 。 透過此課程 ， 教師可以學習如何
將 AI 技術融入教學 ， 並提升教學的效能 。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也以 Google 的生成式 AI 模型 
Gemini 為主軸 ， 推出全台第一本 《Gemini AI 教學手
冊》 。 手冊內容從最基礎的 AI 基本介紹與運用規範 ， 
到 Gemini 的操作教學，和應用案例與 AI 素養教學 ， 將
協助教師全面了解 AI 科技 ， 並有效地應用於教學中 。

此外 ， 康軒文教與 Google Cloud 攜手開發教學行事
曆訂閱模組 「備課周周派」 。 此模組除了運用 Google 
Workspace 和 Google Cloud ， 將康軒豐富的教材資料
庫 ， 依據年段和科目自動生成客製化的教學課表 ， 更
結合 Gemini 作為 AI 助理 ， 為教師提供教學指引說明

及問答 。 這項創新的教學工具能夠很大程度地減輕
教師備課的負擔 ， 讓他們能更專注於提升教學品質 。

除了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效率以外 ， AI 工具也能應用在
開發新教材上 。 OneClass 萬通教育推出的英文單字
學習APP - OneWordz ， 以國中小必學 2,000 英語單
字為基礎 ， 透過 Gemini 模型生成高達 30,000 題的
精選試題與單字例句 ， 提升教材製作生產力 ， 創作豐
富多元的教材內容 ， 以主題式單字學習 ， 透過聯想記
憶加深印象 ， 強化學生英文單字學習能力 。

翰林教育科技運用 Google Cloud 生成式 AI ， 為國 
小學生打造個人化英文學習服務 。 透過互動學習的遊
戲設計 ， 並運用 Vertex AI 、 Imagen （圖片生成） 與文 
字轉語音等服務 ， 賦能翰林專業編輯團隊 ， 加速英語
教材的開發 ， 並能針對學生不同進度與需求 ， 協助學
生建構聽說讀寫四大能力 。

AI 在教育領域的應用具有無限潛力 ， 運用 AI 輔助教
學是未來教育轉型的必然趨勢 。 AI 能幫助教師減輕負 
擔 、 提升效率 ， 並獲得更多 、 更即時的教育資源和支
援  ， 也能為學生提供更客製化 、 多元化和高效率的學
習環境 。 在 AI 推動教育轉型的路上 ， Google 將持續
陪伴台灣前行 ， 為下一世代的學習做好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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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 AI 專業人才培育
隨著 AI 浪潮持續加溫 ， AI 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 。 根據人
力銀行 《2024 景氣展望大調查》 ， 2023 年第四季 ， 每月
平均有 2.4 萬個與 AI 相關的職缺 ， 與 2019 年同期相比 ， 
5 年內增長了 29% 。 AI 發展也催生了新型態的工作職缺 ，
衝擊社會結構 。

對於現今社會而言 ， AI 仍屬創新科技 ， 產業與大眾持續 
思索 AI 驅動的工作所需的特定技能 。 儘管我們仍在探索 
未知領域 ， 但已經明確了解一些重要觀念 ， 例如基礎的 
AI 素養是大眾不可或缺的能力 ， 其他技能諸如批判性思
考 、 解決跨領域問題 、 有效合作 、 同理心等 ， 也將極具價
值 。 此外 ， 由於科技發展迅速 ， 相關的技能培訓也應時
俱進 ， 包含學校教育與職業技能培訓 。 總括而言 ， 在 AI  
時代 ， 無論是哪個行業 ， 人才皆應不斷提升強化他們的數
位技能與 AI 素養 ， 以更好地與 AI 技術協作 。

在 AI 生態系中 ， 從設計製造到部署應用 ， 台灣擁有全方位
的人才 。 然而 ， 促進教育和專業人才培養 ， 是 AI 技術應用
得以進一步普及化的關鍵 。 因此 ， 我們需要一個教育和培
訓體系 ， 包含跨領域的訓練 ， 讓勞工得以結合其擁有的專
業能力與 AI 技術 ， 在動態的環境中持續學習 。 此外 ， AI 人
才培育也應超越原有的教育體系 ， 並擴大規模涵蓋不同產
業的勞工 。 AI 教育與培訓應屬終身教育 ， 讓學生與各行各
業的勞工皆能持續學習 AI 技能 ， 以在 AI 時代中持續成長 。

教育部從 2019 年開始推動人工智慧技術應用與人才培育計
畫 ， 以 12 年國民教育的資訊科技教育為基礎 ， 邀請國中小 
教師與大學教授共同編輯  《和 AI 做朋友》 教材 ， 協助中小
學教師將複雜的 AI 知識轉化成淺顯易懂的內容 ， 讓 AI 教育 
向下紮根 ， 培育下一代運用 AI 的能力與AI 素養 。 此外 ， 
中央研究院也串連產 、 官 、 學 、 研 、 創共同成立台灣人 
工智慧學校 ， 培訓 AI 人才 ， 讓缺乏科技人才不再成為 
產業升級的障礙 。 從 2018 年創立以來 ， 截至 2023 年 
已有超過一萬位學員結業 ， 2024 年更將推動 AI 人才能 
力認證計畫，鎖定半導體 、資通訊 、 製造 、 醫療生技 、 金融

為因應 AI 時代的人才需求 ， 台灣政府可以採取
以下措施 ：

 • 成立國際 AI 專業人才庫 ， 提供培訓與補助
計劃 ， 讓勞工能夠獲得運用 AI 解決工作任
務的實務經驗 。

 • 鼓勵企業進行跨產業合作 ， 制定更全面的
跨領域技能培訓和證書課程 ， 以反映未來 
AI 時代所需的整合型人才 。

 • 致力於在短期內 （例如 18 個月內） 培育新的
研究人員 ， 以強化國家 AI 研究能量 ， 並增加
在地的 AI 人才供應 。

 • 建立透明且彈性的移民管道 ， 以及合宜便
民的配套措施 ， 以吸引世界頂尖的 AI 人才
來台工作及定居 。

 • 開發 AI 調適支持計劃 ， 為受 AI 影響的勞工
提供一系列針對不同地區 、 不同工作需求的
技能培訓計畫 ， 並重點關注低薪工作者以及
偏遠或服務不足的地區 。

保險 、 資安 、 政府等七大領導產業 ， 建立具公信力的 
AI 人才能力評估標準 ， 幫助企業更有效評估求職者與員 
工的技能 ， 加速產業轉型與 AI 化 。 不論是企圖踏入 AI 
領域的人才 ， 或是一般產業的勞工 ， 都必須順應 AI 時代 
的變革 ， 強化自身技能強化甚或轉型 。 Google 積極與 
全球政府 、 經濟學家與智庫合作 ， 制定勞動力轉型策 
略 ， 以確定必要的政策改革 ， 支持勞工因應 AI 創造的 
新機遇並協助受影響的勞動力 。 同時 ， 我們重新調整 
數位技能培訓計畫 ， 以滿足由 AI 驅動的數位轉型創造的
勞動力需求 。 無論 AI 將對就業市場結構產生何種影響 ， 
改變已然為現在進行式 ， 只有適應改變的人才能生存 。

https://blog.104.com.tw/104data-2024-trend-ai/
https://2030.tw/article/Cultivation-of-Innovative-Talents-035-MOE
https://2030.tw/article/Cultivation-of-Innovative-Talents-035-MOE
https://aiacademy.tw/
https://aiacademy.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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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投資 AI 技術研發與紮根培育專業人才外 ， 我們仍須確保 AI 技術普及化 ， 
使政府部門與不同規模的企業皆得以應用與部署先進 AI 技術 ， 解決現實世界
中的問題 ——不論是在政府辦公大樓 、 醫院或廚房餐桌上 。 因此 ， 在第三個建
議中 ， 我們提出了以下兩個關鍵目標 ： 協助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導入 AI 進行
轉型升級 ， 以及推動公部門及公共服務之 AI 部署與應用 。
 
協助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導入 AI 進行轉型升級
台灣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體 ， 根據經濟部發布之 《2023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 ， 
2022 年台灣擁有超過 163 萬家中小企業 ， 占全體企業 98% 以上 ， 達到歷史
新高 ， 就業人數亦佔全國就業人數 80% 。 中小企業在台灣經濟體系中扮演
舉足輕重的角色 ， 傳統產業如製造業與零售業也支撐著台灣的經濟 ， 在科
技飛速發展及 AI 浪潮下 ， 數位轉型成為中小企業存活與成長的關鍵 ， 也是
國內傳統產業必須面臨的重要課題 。

然而 ， 轉型並非一蹴可及 ， 資金受限是首要挑戰 ， 缺乏數位人才與科技專業
知識也是中小企業面臨的障礙 。 就 AI 科技應用而言 ， 根據財團法人人工智慧
科技基金會調查 ， 超過半數企業 （54.2%） 已開始嘗試運用生成式 AI 工具 ， 
但僅有兩成企業將生成式 AI 工具融入公司營運流程 。 此外 ， 在 AI 導入過程
中 ， 企業遇到的三大挑戰為 「數據資料不足或散落在各部門難以整合」 、 「領
導階層對於 AI 認知不足」與 「公司內部資源調用權限有限」 ； 在管理或業務營
運上也面臨「缺乏相關技術人才」（47.4%） 的難題 。 將近半數的企業未宣佈 AI 
相關的發展策略，整體產業 AI 化指數仍不盡理想 。

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在應用創新科技方面 ， 時常落後於同業 ， 亟需政府與產
業支援 。 舉例而言 ， 許多傳統製造業與中小企業 ， 缺乏數位化管理的概念 ，  
企業內部也缺少自動化部門與具備數位技能的人才 ， 導致生產效率不彰與
競爭力不足 ， 因此 ， 經濟部 2024 年中小企業數位共好計畫之目標即為 ， 輔
助小型企業運用生成式 AI 工具行銷推廣，增加品牌能見度與數位競爭力 。 針
對較無能力自行開發 AI 技術之中小型與傳統產業 ， 數位發展部推出人工智
慧與感知互動跨域應用躍升計畫 ， 根據他們的需求發展產業 AI 解決方案與
一站式系統 ， 並協助業者在服務場域實際應用 ， 進而推動產業進一步投資 ，  
實際輸出國際之目標。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112750
https://aif.tw/event/ai-research/
https://www.sme.gov.tw/article-tw-2275-11716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808&pid=223516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5808&pid=223516


為協助傳統產業因應市場趨勢 ， 面對營運模式轉型與創新
服務需求的雙重挑戰 ， Google 亦積極與不同產業合作 ，  
提供數位解決方案 。 在交通運輸方面 ， Google 與台灣大
車隊合作 ， 運用 Google Cloud 與 Vertex AI 建立機器學習
模型 ， 透過 AI 技術與雲端倉儲空間 ， 進行地理空間資料
分析 ， 提升計程車駕駛載客效率 ， 同時也優化商業決策 。

此外 ， 為協助新聞產業因應數位浪潮下閱聽人接收新聞習
慣的改變 ， Google 推出台灣新聞數位共榮基金 ， 並委託
數位經濟暨產業發展協會獨立管理 ， 支持新聞產業開發
及應用數位工具 ， 促進新聞產業的數位轉型與永續經營 。 
其中 ， 許多獲獎專案嘗試在新聞產製過程中導入 AI ， 展現
新聞機構運用創新科技 ， 以開創新聞產業新格局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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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許多公私部門已採取行動 ， 積極提升產
業數位化程度 ， 對於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而
言 ， 加速 AI 應用多半並非他們的首要任務 ，
他們多數習慣對創新科技採取觀望態度 。 因
此 ， 我們呼籲政策制定者採取以下措施 ， 帶動
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 AI 應用 ， 推動產業 AI 化 ：

 • 制定全國策略 ， 鼓勵各行各業應用 AI  
技術 。

 • 找出可受益於 AI 科技但尚未使用的產業 ， 
例如農業 、 製造業 、 公衛保健與能源 ，  
並協助其部署相關技術 。

 • 提供技術指導 ， 協助中小企業數位轉型 。

 • 提供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 AI 教育訓練與
資源 。

 • 增加資本市場的准入機會 ， 例如推出低利
貸款與補助計劃 ， 支持 AI 驅動的數位轉型 。

我們期待與政策制定者與 AI 開發者社群共同努力 ， 積極
協助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導入及部署 AI 科技 ， 助力中小
企業數位轉型 ， 進而改善客戶體驗，提升效率與生產力以
及激發創新能力 ， 跟上 AI 浪潮，使其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 ，  
持續保持競爭優勢 。

推動公部門及公共服務之 AI 部署與應用

近年來 AI 迅速發展 ， 生成式 AI 更翻轉了日常生活的型態 。  
在新興科技的浪潮下 ， AI 也將對政府單位的工作內容 、 管
理方式與決策模式產生深遠的影響 。 因此 ， 許多國家積極
籌畫 ， 在科技 、 產業發展 、 人才及數位治理等各方面加緊
腳步 ， 制定國家級的數位發展策略 ， 以提升國家在數位領
域的競爭力 。 以台灣為例 ， 2018 年行政院推出台灣 AI 行
動計畫 ， 聚焦產業 AI 化 ； 2023 年更升級為台灣 AI 行動計
畫 2.0 ， 以人才 、 資料 、 算力 、 應用等四個面向的投入為
基礎 ， 進一步結合台灣資通訊產業優勢與生成式 AI 發展 ， 
以期實踐 「以 AI 帶動產業轉型升級、以 AI 協助增進社會福
祉 、 讓台灣成為全球 AI 新銳」 的願景 ， 厚植台灣 AI 實力 。

我們深知 ， 政府在引導產業與社會數位轉型過程中所扮
演的關鍵角色 ， 並肯定台灣政府推動數位化治理的努力 。 
奠基於過往數位轉型的成果 ， 我們呼籲政府 ， 應進一步
鼓勵公部門及公務人員積極應用 AI ， 提升政府治理效率
與公共服務品質 。

首先 ， 政府積極應用 AI 技術 。 由於 AI 仍屬新興科技 ， 社
會大眾尚不了解也不信任相關技術 ， 對相關應用仍存在
一定程度的疑慮 。 政府率先採用 AI 科技 ， 將有助於培育
社會大眾之 AI 素養 ， 更有助於降低企業和個人運用 AI 的
門檻 ， 加強企業部署 AI 技術的意願，進而推動 AI 普及 。

其次 ， 政府應用 AI 科技與其投資規模可做為產業示範 。 透
過政府的推動 ， 企業得以更容易接觸到 AI 科技 ， 瞭解其
應用與優勢 ， 提升企業對於 AI 科技的信任 ， 也能進一步
促進國內 AI 生態系發展 ； 與此同時 ， 透過制定 AI 系統與
性能的標準 ， 也有助於提高商業 AI 產品的品質與安全性 。

https://cloud.google.com/customers/taiwan-taxi?hl=zh-tw
https://cloud.google.com/customers/taiwan-taxi?hl=zh-tw
https://taiwan.googleblog.com/2023/03/google-for-taiwan-news.html
https://ndx.dta.tw/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a8ec407c-6154-4c14-8f1e-d494ec2dbf23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a8ec407c-6154-4c14-8f1e-d494ec2dbf23
https://digi.nstc.gov.tw/File/7C71629D702E2D89
https://digi.nstc.gov.tw/File/7C71629D702E2D89


舉例而言 ， 為兼顧生成式 AI 創造的效率與公務之機密性
與專業性 ， 行政院研擬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構） 使用生
成式 AI 參考指引》 ， 供各行政機關於應用生成式 AI 工具
時有所依循 ， 在 AI 應用與資訊安全間取得平衡 。 同時 ， 
金融管理委員會也推出 《金融業運用人工智慧 （AI） 之核
心原則與相關推動政策》 ， 推動 AI 應用價值的同時亦能
有效管理風險 。

我們再次呼籲 ， 政府規劃 AI 相關政策指引時 ， 應採取風險
導向與具比例原則為基礎的法規架構 。 有鑒於不同技術的
功能與潛在風險各異 ， 而 AI 應用情境的不同也會影響其
風險程度 ， 因此 ， 訂立政策時 ， 應避免避免針對特定技術
進行規範 。 例如 ， 在行政院的指引中 ， 生成式 AI 僅能在  

「封閉式地端部署模型」 上處理個人與敏感資訊 ， 然而此
類針對技術本身的規範 ， 忽略了不同 AI 使用情境下風險
程度的差異 ， 反而有可能限制了 AI 技術提升台灣大眾生活
品質的潛力 。 在醫學領域 ， AI 應用也相當廣泛 ， 從醫學影
像辨識 、 手術開刀至藥物與診斷療法開發皆可與 AI 結合 ，  
其即時和精準的特性得以大幅提升醫療品質 。 因此 ， 衛生
福利部也針對 AI 醫療器材軟體訂定查驗登記相關指引 ，  
例如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技術之醫療器材軟體查驗登記技
術指引》 ， 檢驗 AI 醫療器材軟體之安全 ， 確保民眾健康 。

此外 ， 數位轉型是各政府單位共同面對的挑戰 ， 政府應評
估如何將 AI 應用於不同類型的公共服務 ， 最大化 AI 的效
益 ， 特別是在對人們生活有直接影響的領域 ， 例如公衛醫
療 、 教育與交通等 。 在具高度影響力領域的公共服務投資 
AI 應用，不僅有助於提升服務品質 ， 增進民眾福祉 ， 同時
也是政府展示 AI 解決方案有效性的最佳途徑 。

舉例來說 ， 新北市與雲林縣已加入 Google 與全球氣候與
能源市長聯盟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 Energy, GCoM） 合力打造的 Environmental Insights 
Explorer 平台 ， 運用 Google 的數據資料及 AI 模型 ， 取

得並分析城市的碳排數據與減碳潛力 ， 運用 AI 科技推動
城市永續發展 。 此外 ， 台灣政府也積極將 AI 技術運用於
交通系統 ， 包含台南市政府之 AI 智慧車流辨識系統 ， 以
及台北市與高雄市所建置的 AI 智慧號誌 ， 以解決道路壅
塞問題，提高交通效率 。

在公衛醫療領域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於 2017 年展開
醫療影像專案計畫 ， 匯集專業醫療研究人員及 AI 研究人
員 ， 形成跨領域的團隊 ， 致力於對醫療影像資料進行符
合 AI 訓練需求的處理和編譯 ， 並開發可以自動分析和解
讀醫療影像的 AI 演算法 。 2018 年更進一步成立全台首座
跨院所的 AI 醫療影像標註資料庫 ， 截至 2022 年 7 月 ， 該
平臺已累積 19 個資料集 ， 其中包含 5.9 萬筆心 、 腦與肺等
醫療影像之高品質標註資料 ， 以及 2.9 萬筆臨床及語意標
註資料 ， 是台灣醫療和學術研究機構進行醫療 AI 創新研
發和應用的重要基礎建設 。

為有效推動政府機構應用 AI ， 政府也應提供公務人員 AI 
應用之教育訓練 ， 特別是內部負責資訊相關的人員 ， 使公
務人員應用 AI 於其業務領域 ， 提升公務效率 。 在台灣 ， 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也從 2021 年開始與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合作 ， 為中高階公務員辦理結合理論與
實務的講座 ， 加強公務人員對 AI 之認知與應用 ； 2023 年
更進一步與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攜手辦理 AI 與新興科技創
新應用學習體驗營 ， 透過邀請業界專家分享生成式 AI 的
創新應用 ， 提升公務體系對於如何在公共服務應用 AI 的
想像 。 除了培訓公務人員 AI 知能以外 ， 政府也應從產業
招募 AI 人才 ， 加速 AI 在政府中的應用 ， 進而改善政府效
能 。 最後，為提升部署 AI 之全面性 ， 政府亦應於內部建立
一個 AI 專業顧問團 ， 提供政府各單位技術諮詢與指導 。
我們期待未來有機會與政府單位攜手合作 ， 推動 AI 在公
部門與公共服務中的部署與應用 。 透過適合的 AI 解決方
案 ， 提升公共服務效率 ， 滿足民眾需求 ， 更有效率地協助
政府應對日益複雜的社會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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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list/c79bf57b-dc94-4aff-8d14-3262b5559cfc?l=ch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list/c79bf57b-dc94-4aff-8d14-3262b5559cfc?l=ch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0170002&dtable=News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310170002&dtable=News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4961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Content.aspx?sid=3787&id=34961
https://taiwan.googleblog.com/2022/11/TWEIE.html
https://www.yunlin.gov.tw/News_Content.aspx?n=1244&s=403901
https://insights.sustainability.google/?hl=zh-tw
https://insights.sustainability.google/?hl=zh-tw
https://www.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70&s=8599311#:~:text=%E5%8F%B0%E5%8D%97%E5%B8%82%E8%87%AA109%E5%B9%B4,%E6%98%93%E5%A3%85%E5%A1%9E%E8%B7%AF%E6%AE%B5%E5%8A%A0%E4%BB%A5%E5%84%AA%E5%8C%96%E3%80%82
https://www.dot.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D739A9F6B5C0AB95&sms=72544237BBE4C5F6&s=9C8FFE863D70D15B#:~:text=%E5%9B%A0%E6%87%89%E8%87%BA%E5%8C%97%E5%B8%82%E6%99%BA%E6%85%A7%E5%9F%8E%E5%B8%82,%E3%80%8C%E6%84%9F%E6%87%89%E6%80%A7%E8%99%9F%E8%AA%8C%E3%80%8D%E3%80%82
https://www.tbkc.gov.tw/Message/Bulletin/News?ID=ed855899-686c-4902-954f-93153492997d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main&article_uid=9eafcc53-50c3-4803-aff6-fa578c25b1f7&menu_id=9aa56881-8df0-4eb6-a5a7-32a2f72826ff
https://lions.nchc.org.tw/medImagedb.jsp
https://aiacademy.tw/omo/ai-plus/
https://hacc.ctbc.edu.tw/single-event/digital-transformation-conference/
https://hacc.ctbc.edu.tw/single-event/digital-transformation-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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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  
AI 助力智慧醫療發展帶動產業正向循環

在現今社會 ， 隨著人口高齡化 、 慢性病發病率上升 、 
醫護人力短缺等挑戰不斷出現 ， 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
日益受到重視 。 在科技快速發展的今天 ， 預防醫學的
技術與應用層面也不斷擴大 ， 政府 、 產業與醫療機構
也開始探討 ， 如何運用 AI 翻轉傳統的醫療照護模式 ， 
開創醫療領域的新可能性 。

在智慧醫療的趨勢下 ， Google Cloud 與中央健康保險
署 、 國家衛生研究院與台灣最大的慢性病數位照護平
台智抗糖合作 ， 運用生成式 AI 技術開發糖尿病風險檢
測模型 。 在這項合作專案中 ， 由健保署提供相關資料
並建立資料雲 ， 國衛院與智抗糖的醫療研究團隊負責
訓練風險檢測的 AI 模型 ， Google Cloud 的團隊則提
供雲端與 AI 技術支援 。 此 AI 模型旨在提前數年預測
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併發症風險 ， 並進一步採取預防
性的治療與措施。透過提前識別高風險的病患 ， 醫療機
構可以更加有效地分配資源 ， 提供更個人化的治療 ， 
從而降低整體醫療成本 ， 提高醫療效率 。

此外 ， Google Cloud 攜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 運 

用生成式 AI 技術與建構於 Med-PaLM 2 的 Google 
MedLM 大型語言模型 ， 開發 AI 輔助醫師 ， 透過 AI 
科技評估藥物副作用並輔助臨床教育 。 Med-PaLM 2 
是第一個通過美國醫師考試的 AI 模型 ， MedLM 則 
能精準快速地分析藥物指引 、 疾病基因定序 、 醫療紀 
錄等資訊 。 有鑑於台灣面臨醫護人員短缺的嚴峻挑 
戰 ， AI 輔助醫師可以協助醫護人員診斷疾病與規劃 
治療方案 ， 亦可應用於病患教育與醫學研究 ， 降低 
醫護人員負擔 ， 同時提升醫療系統效率與效能 。

AI 在醫療領域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 其廣泛而
深遠的影響力不言而喻 。 此創新科技可以加速推動
預防性的治療方案 ， 減輕醫護人員負擔並協助他們
提供病患更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 同時提升醫療機構
的整體品質與效率 。 

Google 致力於與產官學界共同合作 ， 運用數位與 AI 
科技促進智慧醫療的發展 ， 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模式 ， 
共同解決現行醫療系統面臨的困境 ， 實現 AI 在醫療
領域的最大潛力 。

https://taiwan.googleblog.com/2024/06/cloud-summit-taipei-2024-ai-for-healthy-taiwan.html
https://taiwan.googleblog.com/2024/06/cloud-summit-taipei-2024-ai-for-healthy-taiwan.html


共同邁向 AI 時代
AI 在各領域之應用日益廣泛 ， 開拓人們新的思考與工作模式 ， 成為經濟成長的動力 ， 同時也為社會環境帶來了顛覆性 
的改變 ， 從根本改變台灣的未來 。 但不可否認 ， AI 的快速發展也為社會創造許多挑戰 。 然而 ， AI 不僅是冰冷的工具或 
技術 ， 更可以成為人類的延伸，協助我們拓展能力 、 實現對未來社會的願景 ； 因此 ， 如何塑造 AI 的發展與應對其發展 
過程中造成的風險 ， 成為現代政府 、 產業與公民社會需共同面對的問題 。

奠基於台灣活力且蓬勃發展的科技產業 ， 越來越多台灣企業已認定數位轉型為發展的重要目標 ， Google 也投入許多
資源協助在地企業 ， 與其共同研擬與執行相關策略 。 AI 時代來臨 ， 透過此白皮書 ， Google 也向台灣提出三項重要建
議 ， 包含 ： 投資 AI 基礎建設與建構鼓勵創新的 AI 發展環境 、 發展 AI 時代下的人才培育體系與促進 AI 科技普及化  ， 旨
在促進負責任的 AI 在台灣的發展 。

Google 堅守我們的原則 ， 以負責任的方式推動 AI 技術發展 ， 關注公平性 、 安全性 、 隱私等不同面向 ， 確保 AI 技術的
開發和應用符合社會各界的最佳利益 。 我們支持在透過規範因應 AI 發展可能帶來的挑戰的同時 ， 善用 AI 科技創新 ，  
助力政府 、 產業與社會把握 AI 發展的契機 ，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

過去 ， 在數位轉型的路上 ， Google 陪著台灣共同前行 ； 隨著 AI 時代來臨 ， Google 也期待與台灣政府 、 產業與公民社

會攜手合作 ， 共建 AI 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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