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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近年世界各國積極推動 AI 人工智慧，並導入自動化技術等新興科技蓬勃發

展，逐漸成為帶動國家生產力的重要驅動力，亦廣泛影響整體產業發展，其中透

過教育培養是國家產業人才培育的重要核心。現行推動 AI 人工智慧的大國主要

為歐美國家，惟考量民情及經濟體制差異，本研究特別針對與我國相近的亞太地

區中，挑選經國際機構評選 AI 人工智慧發展前段班國家，因此挑選新加坡、日

本及中國大陸等三國推動 AI 人工智慧產業及人才培育政策進行文獻探討，以及

我國 AI 人工智慧產業及人才培育政策進行分析比較。同時，因應產業趨勢快速

發展，透過教育體制讓新興科技超前部屬提早向下扎根，藉由新加坡、日本及中

國大陸等國經驗，提出對於我國高中職及國中小推動 AI 人工智慧教育發展之方

向，本研究的兩大目的，一、新加坡、日本、中國大陸及臺灣 AI 人工智慧產業

及人才培育政策之分析；二、新加坡、日本及中國大陸 AI 人工智慧產業及人才

培育政策對於我國推動 AI人工智慧教育政策之建議。未來具體政策建議則為一、

擬定 AI 教育政策完整政策藍圖；二、結合產業規劃 AI 應用體驗場域；三、運用

AI 大數據進行未來教育決策。 

關鍵字：AI 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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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ctively promoted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roduced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utomation technology to 

flourish,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driving national 

productivity, and also widely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industry. Among 

the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core of national industrial talent 

cultivation. The major countries currently promoting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mainly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but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in public 

sentiment and economic systems, this study is especially aimed at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imilar to my country. And China and other three countries to promote th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policies for literature discussion, 

as well as my country's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policies 

for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At the same time, in respons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trends, through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advanced subordinates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can take root early. With the experience of Singapore, Jap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direction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for my country's seni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proposed. Two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First, 

Analysis of AI industr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policies in Singapore, Japa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econd, Suggestions on AI industr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policies 

in Singapore, Japan and Mainland China for promoting AI education policies in my 

country. The specif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future are: First, to formulate a 

complete policy blueprint for AI education policy; Second, to combine industrial 

planning for AI application experience fields; third, to use AI big data to make future 

education decisions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自從 2016 年 3 月 AlphaGO

打敗世界圍棋冠軍李世乭，正式讓全世界都瞭解人工智慧在運算思維與決策速

度遠遠凌駕人類之上。近年來從產業界、行銷界、教育界充斥著大數據（Big Data）、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自然語意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等專有名詞，以及衍生產業界正蓬勃發展的物

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等，在教育界中，

教育部也力推 AI 教育 x教育 AI-教育部 AI 與新興科技與教育布局等規劃，種種

AI 相關概念的發展正風靡全球。在生活中，犯罪調查的人像辨識、自駕車的感

知器偵測，Google 的語言翻譯，甚至是應用巨量數據分析進行投資理財，這些

皆是 AI 所產生的技術。然而 AI 則是以數據分析為基礎，透過資訊科技方法讀

取、處理找尋某一議題或特定現象的關鍵，常用的方法為深度學習網絡訓練，其

結果作為提供具體現況與預測趨勢，協助人類快速的進行決策，以提升工作效能

(蔡明學，2020)。其中 AI 與教育的關係，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簡稱

108新課綱)中「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表示須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

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養，俾能分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

資訊及媒體之關係等相關議題，展現現代教育對於 AI 等科技資訊能力與素養的

重視。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 AI 應用與研究，進入了人類的各個不同的生活層

面，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認為，AI 正在促進人類社會發生轉變，如此的改變，將

比工業革命發生的速度快 10倍、規模大 300倍，影響近乎大 3,000倍（工研院，

2020），可以想見，人類社會將因 AI而產生全面性的改變，其中教育領域更是重

要，如何善用 AI 的優勢，促進教育品質的提升，才能為未來產業培育具備人工

智慧研發及運用能力的人才，是現在必須面對及實踐的重要議題。 

因此，透過分析文化背景與臺灣相近的亞洲各國推動AI的政策及教育應用，

提供臺灣推動 AI 教育政策，可謂站在世界巨人肩膀，截長補短及在地化的精進，

加上教育部推動 AI 教育多數已大專校院人才培育為主，涉及高中職以下教育較

少著墨，依循 108新課綱強調素養導向的學習，師法相關國家 AI 相關政策，歸

納出高中職以下 AI 教育政策，有助於透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階段，普及 AI 素

養，更有助於身為科技重鎮的臺灣，AI 教育成為全民的必備素養之一。 



貳貳貳貳、、、、AAAAIIII 人工智慧與教育人工智慧與教育人工智慧與教育人工智慧與教育    

    一一一一、、、、AIAIAIAI 人工智慧人工智慧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AI 並無法有個標準的定義，因為 AI包括多種科技應用，因此，這個名詞也

有點像是雨傘狀名詞（umbrella term），意涵豐富（Southgate et al,2019）。

查詢維基百科(wikipedia)人工智慧亦稱智械、機器智慧，指由人製造出來的機

器所表現出來的智慧。通常 AI 是指透過普通電腦程式來呈現人類智慧的技術。

該詞也指出研究這樣的智慧系統是否能夠實現，以及如何實現。同時，透過醫學、

神經科學、機器人學及統計學等的進步，常態預測則認為人類的很多職業也逐漸

被其取代。李開復、王詠剛（2017）認為 AI 是根據對環境的感知做出合理行動，

獲致人類最大效益的電腦程式。此定義較接近資訊科學界的定義，偏重實證層次。

臺灣人工智慧學校執行長陳昇瑋在其所著作《人工智慧在台灣－產業轉型的契

機與挑戰》中 AI 的定義就是：任何讓電腦能夠表現出「類似人類智慧行為」的

科技；更具體一點的說法，人工智慧是一種可以感知、學習、推理、協助決策，

並採取行動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科技。 

    二二二二、、、、AIAIAIAI 人工智慧的發展人工智慧的發展人工智慧的發展人工智慧的發展    

    自從電腦在 1950 年代被發明後，AI開始有了顯著的發展，不過其隨時科技

進度，分為三次演進。然而在產業應用端，則產生四次發展。 

  ((((一一一一))))AIAIAIAI 人工智慧人工智慧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發展簡史發展簡史發展簡史發展簡史    

    第一波 AI 的發展，科學家試圖把人類的知識與思考方式放入電腦，但卻無

法達成目標，是因為連人類都還沒辦法清楚理解自己的思考過程，根本不可能將

人類的語言脈絡、思考方式，乃至於理解、決策的具體步驟寫入電腦程式中。第

二波人工智慧的發展，科學家不再試著讓電腦學會人類的思考，只想讓電腦學會

按照人類定義好的規則來做決策，仍然失敗，主要是由於有太多難題連人類自己

都無法解答，比如火災、地震預測；即使有能力解答，也不一定能把規則說明清

楚；就算說得出來規則，不見得能以程式碼寫下來。這是人類在 AI 發展遭遇的

第二次挫敗。第三波 AI 的發展，大約始於 2010 年左右，有科學家想到，無法讓

機器思考、也無法提供所有知識，那能不能退而求其次，把看到的現象告訴電腦

就好？於是科學家僅告訴機器如何識字，然後提供大量的現象，讓機器自己判斷，

於是神奇的事發生了，機器找出了自己的規則、然後學習，這就是現代機器學習



的開端，讓 AI 發展大躍進，而且不斷進化中(陳昇瑋、溫怡玲，2019)。

 

圖圖圖圖 1111：：：：人工智慧發展簡史人工智慧發展簡史人工智慧發展簡史人工智慧發展簡史    

資料來源：陳昇瑋、溫怡玲（2019）。人工智慧在台灣：產業轉型的契機與挑戰。臺北：天下

雜誌。 

    ((((二二二二))))AIAIAIAI 人工智慧與產業發展浪潮人工智慧與產業發展浪潮人工智慧與產業發展浪潮人工智慧與產業發展浪潮    

    李開復(2019)也認為人工智慧有四波浪潮，目前四波浪潮正重塑各行各業，

2010 年的第一波互聯網智能化(Internet AI)，改變了搜索引擎、廣告、數位娛

樂（遊戲）、電子商務、社交方式、互聯網食衣住行。現在觀看 YouTube 影片會

一支接一支看，因為演算法模式會推薦觀看者感興趣的影片，雖然第一波互聯網

AI已創造龐大的商機，大致上仍侷限在高科技產業及數位領域，想要把 AI 的優

勢力量進入所有公司，就需要第二波浪潮-商用 AI 的應用。2014 年第二波商業

智慧化(Business AI)，透過探勘資料庫，找出隱藏的關聯性，在所有組織內部

的歷史決策與結果，運用被標註的資料來訓練演算法，從人類以往根據的「強特

徵」(strong features)，來做預測，如資料與某一特定結果高度相關，代表具

有明顯的因果關係，同時再檢視「弱特徵」(weak features)，有些資料看起來

與特定結果無關，但結合成千上萬的資料後，才具有預測效果，人類通常無法解

釋這些細微的關連性，這些運用及改變最多在於銀行、保險、證券、教育、公共

服務、醫療、物流、供應鏈等面向，但是雖然商用 AI 對於實體世界有直接影響，



但演算法基本上還是以數位資訊的方式運作，由人類管理，而第三波改變了這點，

賦予 AI 兩項人類最寶貴的資訊蒐集工具：眼睛和耳朵；2016 年的第三波數位化

實體智慧化，又稱感知 AI(Perception AI)，其演算法可以將照片或影片的畫素，

分類成有意義的項目，用像人類大腦的方式來辨識物體，同時也模糊了線上現下

的分界，即為「OMO(online-merge-offine)」，這種沉浸性的情境，如能夠辨別

需求的 AI 超市，這種基於視覺識別、語音識別等各種感知設備，以及根據顧客

過去的行為所產生的詳細資料，影響了安全維護、零售、能源、物聯網、智慧家

居、智慧城市等發展；2018年第四波全自動智慧化(Autonomous AI)，結合前三

波發展過程，讓機器能夠自己動起來，讓機器是自主(autonomous)，而非只是自

動(automated)，取代高重複性的工作，如智慧倉儲、智慧製造、智慧農業、自

駕車、無人機等先進科技。 

    三三三三、、、、AIAIAIAI 人工智慧與教育人工智慧與教育人工智慧與教育人工智慧與教育    

  ((((一一一一))))精準教育精準教育精準教育精準教育((((precision educationprecision educationprecision educationprecision education))))與個別化教育與個別化教育與個別化教育與個別化教育                    

    運用 AI 改善學習。在 AI 的年代裡，未來將會是從發明的年代轉為實務應

用的年代，從專家的年代轉變為資料的年代。因為成功的 AI演算法，需要大數

據、優異的電腦運算能力及優秀的 AI 工程師，其中大數據是決定性的角色，因

為在電腦硬體能力與工程師的能力到達相當的水準後，資料量的多寡將會影響

深度學習演算法的準確度與效能。因此，建立教育現場大數據，是未來教育人工

智慧化的重要一步。因應感知 AI 的到來，線上的世界與實體世界相互整合的浸

淫式情境，也就是「OMO」新環境模式（李開復，2019）。因此 AI將對教育產生

一定程度的影響，其影響可能包括課堂教學、家庭作業 與學習、學習評量、個

人家教等，因為配合感測元件的數據資料，人工智慧演算法將蒐集學生的學習反

應、學習困難、學習慣性、對不同教法的反應、作答速度與習性等，以作為優化

學習成效的具體依據。AI 可以創造個人化的教育體驗，透過蒐集學生在課堂學

習、作業反應、考試評分等面向，瞭解不同的學生在學習的進度，做到精準教育，

也就是客製化教育，將 AI 應用在適性化及個人化學習分析，及早診斷出有學習

風險之學生，並提供即時之輔導協助。應用 AI 學習演算法進行精準教育的四個

步驟：診斷、預測、治療、預防，達到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目的。 

每個學生都是獨立個體，學習和接受知識方式、背景環境及動機，都有不同



的差異，但現行教育現場，即使在 108 新課綱下，仍是具有共通性的課程，

所有學生都被授予相同教材，在課堂上得遵循老師和同樣學習步調，無視學

生個別差異，產生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雙鋒現象等，透過 AI，導入學生大

數據資料，可針對每個學生進行差異化教學，給予不同學習進度及任務，讓

學習更具有精準到位。 

    教育部已將 AI 及大數據導入到教學現場，透過具學習診斷、AI 代理人對

話式教學的智慧學習系統「因材網」，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及教師適性教學，實

證經驗確能提高學生主動學習精神，大幅改善學習成效。目前國際上十分重視運

用 AI平臺來改善個人化學習，美國國家工程院將「先進的個人化學習」與「腦

的逆向工程」、「太陽能的經濟應用」等議題並列為 14個重大挑戰；國際電機電

子工程師學會（IEEE）目前已經開始著手討論「適性教學系統標準」；美國軍方

並推動大型計畫「智慧教學系統架構建置」 (Generalized Intelligent 

Framework for Tutoring, GIFT)。教育部「因材網」運用 AI 技術，能精細且快

速診斷學生學習弱點，也能分析學生的學習過程與行為，讓教師能夠更清楚學生

需要哪些協助，系統也能夠自動建議學生個人化的學習路徑，避免學生重複練習

已經會的內容或題目，節省學生學習時間，提升教師教學效率，達到「因材施教」

與「因材施測」的目標。 

  ((((二二二二))))AIAIAIAI 與閱讀與閱讀與閱讀與閱讀    

    運用 AI 於閱讀教育，臺灣師範大學與新北市政府合作，結合人工智慧推

廣學生閱讀能力，透過智慧適性閱讀平台（Smart Reading）可得知學生的

5 個閱讀向度表現(字詞辨識、表層文意理解、文意統整、推論理解、分析評

鑑)，該平台測驗採 AI 技術，由心理學、語言學、機械學習演算法等專業團隊

研發，超過一萬多名學生實際線上進行評測。測驗方式主要會先依照受測者年

齡，挑選對應難度的題型進行，而後會再因應學生的答題反應即時調整、給予

相對合適的試題，降低學生作答疲乏的機會，藉此提升測驗精準度，測驗時間

約 35 分鐘。老師亦可推薦學生適性閱讀書單，並結合教學進行個人與班級

閱讀計畫。透過平台的協助與記錄可清楚呈現學生的強處與可強化面向，讓

學生可以知道自己閱讀能力的變化，藉此建構孩子完整的閱讀力。以前學校

與家長推動閱讀常遇到瓶頸是書海浩瀚不易尋找適合學生的圖書，透過這套



AI系統，以閱讀學習與發展理論為基礎，建立題庫及標準化樣本測驗，並於

測驗後推薦受試學生閱讀書單。 

  ((((三三三三))))AIAIAIAI 人工智慧於教育的功能人工智慧於教育的功能人工智慧於教育的功能人工智慧於教育的功能    

    Bonderud（2019）指出人工智慧在教育現場中，可以扮演下列幾個重要而正

向的角色： 

   1.自動化（automation）：這是最常被使用也最立即可見效果，就是使用人工

智慧工具協助教師進行評閱成績等。  

   2.整合性（integration）：人工智慧可以與其他的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科技整合在一起，提供網路為本的個人化學習方案。 

   3.環境適應（acclimation）：科技已然成為教育與商業環境相互主體性，人

工智慧可以協助學生快速適應科技的進步與變化。 

   4.真實傳述（delineation）：人工智慧可以協助教師因應課程與學生的需求

變化，以最有效能的方式，傳達切合實際的演變趨勢。 

   5.確認性（identification）：藉由人工智慧適性方案的資料分析，可以確認 

教師與學生在學習成效與教學效能的成果，再配合強化的安全與存取機制，

可以發現並修補在各階段可能產生的潛在問題。 

參參參參、、、、AAAAIIII 人工智慧與人工智慧與人工智慧與人工智慧與世界世界世界世界各國各國各國各國產業發展產業發展產業發展產業發展    

    近年 AI 發展日趨重要，自 2016 年起，將 AI視為技術創新的重要產業政策

之國家越來越多，甚至擘劃國家級人工智慧戰略政策，作為國家人才培育、產業

發展、創新研究及民間投資等面向的藍圖(Blueprint)，世界各國在 AI 相關政策

及發展中，大多還是以歐美國家為主，在美國史丹佛大學人工智慧研究院與

OpenAI研究組織於2017年開始共同合作建構人工智慧指標體系並發佈AI Index

年度報告，其中 2022 年報告透過五個面向對 AI 的發展進行分析，包含研究與

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技術性能（Technical Performance）、經

濟（The Economy）、教育（Education）、技術性人工智慧倫理(Technical AI 

Ethics)、經濟與教育(The Economy and Education)、人工智慧政策與治理(AI 

Policy and Goverment)等五個面向，其中在研究與發展、經濟與教育領域，在

亞洲地區可看見中國的崛起，以及日本及新加坡的強勢，可作為臺灣推動 AI 重

要參考指標。 



    一一一一、、、、AAAAIIII 人工智慧人工智慧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最新趨勢最新趨勢最新趨勢最新趨勢 

    人工智慧指標 AI Index 是史丹佛大學以人為本的人工智慧研究所(HAI)的

一項獨立計劃，由 AI Index 指導委員會領導，該委員會是一個由來自學術界和

工業界的跨學科專家組成的小組。年度報告追踪(tracks))))、、、、整理(collates)、、、、提

煉(distills)和可視化((((visualizes)與 AI 相關的數據，使決策者能夠採取有意

義的行動，以負責任和合乎道德的方式推進人工智慧，同時考慮到人類。2022版

本包括來自廣泛的學術、私人和非營利組織的數據，以及比以往任何版本都更多

的自收集數據和原始分析，包括擴展的技術性能章節、對全球機器人研究人員的

新調查、25 個國家/地區的全球人工智慧立法記錄數據，以及深入分析技術人工

智慧道德指標的新篇章。其中提出 2022 年度 AI八個關鍵進展： 

  ((((一一一一))))AAAAIIII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民間投資猛增民間投資猛增民間投資猛增民間投資猛增，，，，投資集中度加劇投資集中度加劇投資集中度加劇投資集中度加劇    

    2021 年人工智慧領域的私人投資總額約為 935億美元，是 2020 年私人投資

總額的兩倍多，而新投資的人工智慧公司數量持續下降，從 2019年的 1,051 家

公司和 2020 年的 762 家公司減少到 2021 年的 746 家公司；2020 年有 4個 5億

美元以上的融資，2021 年則達到 15 個，代表人工智慧的民間投資興盛。。。。    

        ((((二二二二))))美國和中國主導了美國和中國主導了美國和中國主導了美國和中國主導了 AAAAIIII 的跨國合作的跨國合作的跨國合作的跨國合作    

    儘管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但從 2010 年到 2021 年，美國和中國在人工

智慧出版物方面的跨國合作數量最多，自 2010 年以來增加了五倍。。。。兩國之間的

合作產生的出版物數量是英國和英國之間的 2.7 倍，其中中國排名第二。 

  ((((三三三三))))語言模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能力語言模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能力語言模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能力語言模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能力，，，，但也更有偏見但也更有偏見但也更有偏見但也更有偏見    

    大型語言模型在技術基準上創造了新的記錄，但新數據表明更大的模型也

更有能力從訓練數據中反映出偏差。2021 年開發的 2,800 億參數模型顯示，與

2018年被認為是最先進的 1.17億參數模型相比，誘發偏見增加了 29%。隨著時

間的推移，系統能力增強，其潛在偏見問題日趨嚴重。 

  ((((四四四四))))無處不在的無處不在的無處不在的無處不在的 AAAAIIII 倫理的興起倫理的興起倫理的興起倫理的興起    

    自 2014 年以來，關於 AI 公平性和透明度的研究呈爆炸式增長，倫理相關

會議上的相關出版物增加了五倍。。。。公平和偏見已經從主要的學術追求轉變為牢

固地嵌入作為具有廣泛影響的主流研究課題。近年來，具有行業關係的研究人員

在以倫理為重點的會議上發表的論文同比增加 71%。 



  ((((五五五五))))AAAAIIII 變得更實惠變得更實惠變得更實惠變得更實惠、、、、性能更高性能更高性能更高性能更高    

    自 2018年以來，訓練圖像分類系統的成本降低了 63.6%，而訓練時間提高

了 94.4%。在推薦、對象檢測和語言處理等其他 MLPerf任務類別中出現了訓練

成本降低但訓練時間加快的趨勢，並有利人工智慧技術更廣泛的商業應用。 

  ((((六六六六))))大大大大數據數據數據數據普及普及普及普及    

    跨技術基準的最佳結果越來越依賴於使用額外的訓練數據來設置新的最先

進的結果。截至 2021 年，本報告中的 10個基準測試中有 9個最先進的 AI系統

接受了額外數據的訓練。這種趨勢隱含有利於私營部門參與者使用大量數據集。 

  ((((七七七七))))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AAAAIIII 的全球立法的全球立法的全球立法的全球立法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AI Index對 25 個國家/地區的 AI立法記錄的分析顯示，通過成為法律的包

含人工智慧的法案數量從 2016 年的僅 1項增長到 2021 年的 18項。西班牙、英

國和美國在 2021 年通過的 AI 相關法案數量最多，各自通過了三項。 

  ((((八八八八))))機械機械機械機械手手手手臂變得越來越便宜臂變得越來越便宜臂變得越來越便宜臂變得越來越便宜    

    AI Index 調查顯示，在過去五年中，機器手臂的中位價格下降了 46.2%，

從 2017年的每隻手臂 4 萬 2,000 美元降至 2021 年的 2萬 2,600 美元。機器人

研究變得更容易獲得和負擔得起。    

    二二二二、、、、人工智慧指人工智慧指人工智慧指人工智慧指標標標標(AI Index)(AI Index)(AI Index)(AI Index)中亞洲各國趨勢中亞洲各國趨勢中亞洲各國趨勢中亞洲各國趨勢    

        ((((一一一一))))研究與發展研究與發展研究與發展研究與發展（（（（ResearchResearchResearch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nd Developmentand Developmentand Development）））） 

    全球 AI出版品自2010年 16萬 2,444件到 2021年 33萬4,497件(如圖2)，

12 年期間已超過 2 倍以上。AI 會議出版物：中國在 2017 年超越美國、歐盟及

英國，在人工智慧相關研討會、各種會議的出版品已達 27.64%，代表中國對於

人工智慧的研發數量已經大幅超越世界各國(如圖 3)。另在世界 AI 專利申請數

(如圖 4)中，中國自 2016 年起開始大幅提升，至 2021 年達到 8萬 9,340件，顯

示中國對於 AI不論在研究和專利上已經大幅超越其他各國，值得借鏡參考。 



 

圖 2：2010-2021 年全球人工智慧出版品數量 

 

圖 3：2010-2021 年按地理區域劃分的人工智慧會議出版物(佔世界總數百分比) 

 

圖 4：2010-2021 年按地理區域劃分的人工智慧專利申請量 



  ((((二二二二))))AAAAIIII 人才招募人才招募人才招募人才招募及職缺比例及職缺比例及職缺比例及職缺比例    

2019年新加坡、巴西、澳洲、加拿大和印度對於 AI 人才招募成長最為快

速，其中新加坡於 2019年之 AI 人才招募成長率為 2015 至 2016 年平均水準的

3倍（如圖 5）。另主要國家在網路發布與 AI 相關的職缺占該國網路之全部職

缺比重顯示，比例最高之新加坡由 2012 年的 0.11%大幅上揚至 2019年的 1.7%

（如圖 6）。因此表示新加坡在 AI 發展在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 

 

圖 5：2019年主要國家 AI 人才招募指數 

資料來源：Stanford Universit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19,p.73. 

 

圖 6：2012-2019年主要國家在網路發布與 AI 相關職缺比例 

資料來源：Stanford Univers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19, p.239. 



  ((((三三三三))))各國投資各國投資各國投資各國投資 AIAIAIAI 新創企業新創企業新創企業新創企業    

在各國投資 AI 新創企業方面，亞洲地區中國、日本、新加坡企業在 2018

至 2019年獲得較高的投資金額（如圖 7）。但若以人均投資 AI 新創企業來看，

亞洲 2018年排名第一的國家為新加坡（如圖 8）。 

 

圖 7：2018-2019年 10 月之間主要國家投資 AI 新創企業金額統計 

資料來源：Stanford Univers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19, p.89. 

 

 

圖 8：2018年主要國家人均投資 AI 新創企業金額 

資料來源：Stanford Univers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19, p.89. 

  ((((四四四四))))自動化程度自動化程度自動化程度自動化程度    

2018年全球機器人安裝量達到 422,271台，成長 6%，累計全球機器人總量

達到 2,439,543台。其中自動化程度最高的前 2名分別為中國、日本（如圖 9）。 



 

圖 9：2012-2018年全球機器人安裝量及 2018年主要國家安裝機器人數量 

資料來源：Stanford Univers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19, p.103 

& p.104. 

    三三三三、、、、全球人工全球人工全球人工全球人工智慧指數智慧指數智慧指數智慧指數(Global AI Index(Global AI Index(Global AI Index(Global AI Index,,,,GHIIGHIIGHIIGHII))))亞洲各國趨勢亞洲各國趨勢亞洲各國趨勢亞洲各國趨勢    

    英國顧問公司 Tortoise Capital Advisors顧問機構 2020 年所作的「全球

人工智慧指數」排名，該指數主要針對全球 54 個國家，就七大指標進行評分，

包含 (1)人才(Talent，指受公司部門聘僱的 AI 人才)；(2)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包含網路、電腦運算力、電力等發展 AI 的基礎設備)；(3)環

境開放性(Operating environment，指公共倡議與訊息流通性)；(4)研究能力

(Research，指的是 AI 應用的研發能力)；(5)發展性(Development，指 AI 相關

產品的新技術與專利的發展)；(6)政府策略(Government strategy，代表對 AI

產業的投資承諾與政策)；(7)商業環境(Commercial ventures，含市場規模、資

金與產業環境)等。該機構提出 2020 年全球排名前 3 名的國家依次為美國、中

國、英國；4 至 5 名國家為加拿大與德國，6 至 10 名國家如圖 5 所示。全球名

列第 2名的中國則在「發展性」、「政府策略」兩項指標以第 1名領先各國。以區

域別來看，全球排名亞太地區排名前 10名的國家則有新加坡(第 7 名)、南韓(第

8 名)、日本(第 9 名)。而臺灣全球名列第 30名，表現最好的是基礎建設(第 11

名)和政府策略(第 15 名)，但 AI環境開放性(第 51名)表現則較為不理想。 



 

圖 5：2020 全國人工智慧指標  

根據瑞士電子巨擘 ABB集團的研究自動化準備指數（Automation Readiness 

Index）指出，分析指數包含：研究與開發資金的創新環境、人力培訓的公共勞

動發展，以及早期教育到終身學習規劃的學校政策，從相關數據中分析世界各國

的準備程度與排名。分析結果顯示，美國是很早使用人工智慧的國家，即便在創

新環境表現尚佳，但在勞工政策以及學校教育政策上停滯不前，導致在分析的 25

個國家中（不包含臺灣），僅名列第 9。而前五名包含新加坡和日本。然上述國

家特別在教育系統上做出準備，以因應未來可能有百萬勞工被科技所取代。新加

坡及日本在教育措施上，除將新興科技所需技能與 STEM融入教學之中，更積極

建置資料庫，透過 AI 技術分析，協助教育制定者進行決策(吳迪珣譯，2018）。 

    綜上，參考國際性有關 AI 的調查資料，包含人工智慧指標(AI Index)、

全球人工智慧指數(Global AI Index,GHII)，考量 AI 政策及教育相關文化背

景及經濟體差異，本研究聚焦亞洲地區國家為主，參考上述資料，主要發現中

國、新加坡和日本 AI 政策在其綜合表現上具有代表性，將以中國、新加坡及

日本等國推動 AI 教育政策進行分析研究，其中因國內較少針對高級中等以下

推動 AI 教育，因此將以新加坡、日本及中國等國對於高級中等以下 AI 教育政

策為主，作為臺灣推動高級中等以下 AI 教育政策之參考。 



肆肆肆肆、、、、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中國大陸及中國大陸及中國大陸及中國大陸及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AAAAIIII 產業及教育政策之分析比較產業及教育政策之分析比較產業及教育政策之分析比較產業及教育政策之分析比較 

    自 2016 年起，將 AI 視為突破性技術創新的國家與日俱增，許多經濟體紛

紛籌劃國家 AI戰略發展框架，積極加速數位轉型並維持國家數位競爭力。然而，

近年來企業導入應用 AI 與自動化的過程，雖可舒緩因人口老化致整體勞動力短

缺的困境，但也造成部分職缺被機器所替代，進而產生失業問題。另一方面，新

興科技進步雖可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但若勞動技能無法與時俱進，就業市場將面

臨結構性失業現象，並可能衍生勞動薪資差距擴大及所得不均加劇等問題。此外，

2020 年初以來，全球受到 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肆虐，為有效抑制疫情擴散，各國紛紛採取隔離及封鎖等相關措

施，使得 AI 等數位科技之發展迅速，並加快重構未來經濟新樣貌。以歐洲的勞

動力市場為例，根據麥肯錫（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於 2020 年 6 月發

布「歐洲工作的未來（The future of work in Europe）」報告顯示，疫情加速

歐洲各國應用自動化趨勢，此將促進數位技能較高的職缺需求大幅增加，而中階

技能勞動者的工作機會漸趨減少；報告同時指出在短期內受到疫情影響致具有

高失業風險的職務，與長期下較容易被自動化所取代的職業，兩者有將近一半的

比例互為重疊。前述總總因素勢將擴大對就業市場的衝擊，對未來工作型態、職

缺消長、工作場域、工作技能需求等都將產生不容小覷的影響。綜上所述，面臨

AI 數位科技變革浪潮，如何積極面對並妥為因應，以達成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

濟成長目標，實為多數國家極其重要的課題，並受到各界所關注。 

一一一一、、、、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AIAIAIAI 人工智慧產業人工智慧產業人工智慧產業人工智慧產業及人才培育及人才培育及人才培育及人才培育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一一一一))))國家級國家級國家級國家級 AIAIAIAI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以下簡稱 NRF）

於 2017年 5月 3日宣布 AI.SG倡議，並將啟動國家級 AI計畫。NRF將於五年內

投資新加坡幣 1.5億元(約 32億新臺幣)，整合 NRF、智慧國家與數位政府辦公

室（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經濟發展委會（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資通訊媒體發展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新加坡創新機構（SGInnovate）及整合健康資訊系統（Integrated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等數個政府部門，以及位於新加坡的研究機構、

AI 新創公司與發展 AI 產品的企業等共同投入。計畫三大目標如下(潘俊良，



2017)： 

   1.利用人工智慧來解決影響社會和產業的重大挑戰 

  這些應用包括利用人工智慧解決交通尖峰時段壅塞問題，或應付人口老齡

化帶來的醫療保健挑戰。IHiS 執行長兼衛生部資訊長 Mr.Bruce Liang 表示：

「醫療照護是需要高度知識及人性化的行業。多年來從新加坡在醫療照護數位

化的發展中，可預見 AI 未來對於提升新加坡人民健康有很大幫助。例如在疾病

預防、診斷、治療計畫、藥物治療、精準醫療、藥品開發等方面皆可發揮作用。

醫護人員再加上 AI 工具，可以更完善解決未來對於醫療照護需求的增加。」 

   2.投入並深化技術能力，以掌握下一波科技創新 

  其中包括可展現更多人類學習能力的下一代「可解釋的人工智慧」 

(Explain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XAI），以及相關技術，例如電腦系統

架構（軟體、韌體、硬體整合）和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NRF獎助金

和研究計畫將會支持相關科學活動。當地人才也將透過參與 AI 深度功能的開發

進行培訓。 

   3.擴大產業對於 AI和機器學習的使用 

  AI.SG 將與公司合作，利用 AI 來提高生產力，創造新產品，並輔導相關解

決方案從實驗室進入市場。目標將支持 100個 AI 研發項目和概念驗證，以利用

戶能快速解決實際問題。並預計針對金融，醫療照護和城市管理解決方案領域具

有特殊的潛力者先著手進行。AI.SG計畫此項推動工作，未來不僅將可激發新加

坡的研究人員和用戶利用 AI 解決社會重大問題，也將影響全世界渴望利用人工

智慧技術帶來更便利的生活，值得我國相關機關推動政策之參考依據。 

  ((((二二二二))))智慧國家智慧國家智慧國家智慧國家 2025202520252025((((Smart Nation 2025Smart Nation 2025Smart Nation 2025Smart Nation 2025))))                

    新加坡的教育領域，眾所皆知在基礎教育是全球第 1，依據 2015 年聯合國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公佈

全球教育排名，新加坡名列榜首。打造「智慧國」是新加坡政府一直努力的目標，

其智慧城市發展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智慧教育因此成為新加坡政府重點培植的

領域。2014年新加坡提出「智慧國家 2025(Smart Nation 2025)」的 10 年計畫

中，提出要建設全球第一個智慧國家，其核心是「三個 C」：連線（Connect）、

收集（Collect）和理解（Comprehend）。 



    新加坡智慧教育是智慧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

支自 2005年以來增加一倍以上，2017年，其教育投資達到 129億新元，佔國

家總預算的 17%。新加坡資訊通訊發展管理局（IDA）與新加坡教育部（MOE）

攜手合作，推出新加坡「未來學校」計畫，以鼓勵學校開展創新的教學方法，

將新的科技運用到教學中去。「未來學校」是指透過在教學中使用最新的應用

軟體，開發 3D模擬學習情境模式，創新課程體系方法，培養師生自主創新能

力、加強對外交流與學習等。智慧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將教育從教會學生知識轉

變為教會學生學會學習，使學生的創造性思維、互助協作能力等得到全面發

展，使新加坡走在資訊科技運用的最前端，為實現所有學校都能使用資訊科技

的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智慧教育是新加坡推動人才戰略、人才立國

的重要途徑，在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師資培養等方面都積極推進

智慧教育模式改革，投入大量資金對教學設施、基礎條件、裝置環

境等進行相應的購置、佈設、改造，並不斷加強以研究專案的形式

投入對技術應用方式方法的研究，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2014年由新加坡總理宣布推出智慧國家計畫，目標在提升新加坡民眾生活

與居住品質，也將運用數位及智慧解決方案，對民眾及企業提供更好的服務，

同時協助企業掌握相關商機。該計畫推動「數位經濟行動框架」領導新加坡邁

向數位領先經濟體，以人才、研究與創新、政策管制與標準、實體與數位基礎

設施等四大關鍵因素為本(如圖 6)，加速企業數位化導入，提升商業競爭力，

並厚植尖端技術的研發能力，邁向下一代數位產業。四大關鍵其中之一的人才

發展，目標在持續提高及再造人才技能，並提高員工的數位素養，以應對數位

經濟的挑戰。人才發展即須要教育層面提升，在配合政策、及產業合作，共同

打造未來數位及智慧人才。 



 

圖 6：新加坡數位政府藍圖框架圖 

資料來源：Smart Nation(2018/11) 

  ((((三三三三))))未來技能未來技能未來技能未來技能(Skills Future)(Skills Future)(Skills Future)(Skills Future)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新加坡政府為鼓勵公民能持續提升各類技能，於 2015 年提出未來技能計

畫，除能幫助企業進行員工培訓，更能讓公民透過儲值、購買的方式選擇有興

趣的課程，協助職涯發展、提高其創新競爭力。而為了鼓勵終身學習，於 2016

年推出未來技能培訓補助計畫(Skills Future Credit)，補助每名年滿 25 歲

的新加坡公民 500 元新幣(約 1萬台幣)，可以用在職進修技能課程，也因為沒

有使用期限，也可選擇累積補助金額，用於選擇未來有更適合或更有興趣的培

訓課程。這項計畫課程領域多元，主要由學校、培訓機構等分別提供課程，多

數的課程可以透過線上學習，部分課程則為短期的實體進修課程，課程的涵蓋

領域包含：先進製造、網路安全、資料分析、數位媒體、創業、金融、技術服

務、城市解決方案等。而多數就業者既有的工作技能或許已不足以因應產業數

位轉型的需求，而亟待轉型升級的機會。新加坡打造了專業轉換、技術沉浸和

安置、職涯中期推進等計畫，讓在職者可以取得方便的進修管道，亦可搭配未

來技能的相關課程，讓公民可以隨時保有最新的技能或概念，將新加坡打造為

跨域多元的人才庫。本計畫著重終身學習，以補助及規劃在職進修技能課程，

透過這些結合數位、資訊分析等未來技能課程，培養國家未來跨育人才。 



     ((((四四四四))))AIAIAIAI 人才培育計畫人才培育計畫人才培育計畫人才培育計畫    

此計畫針對不同對象背景或年齡層，設計不同形式及難易度的培訓課程，包

含針對所有人的 AI for Everyone 的 AI(AI4E)，此刻成作為國家通用的 AI 知識

基礎教育，這是一個免費的三小時 AI課程，讓所有人民，專業人士、學生甚至

退休人士都有機會認知 AI；針對產業的 AI for Industry的 AI(AI4I)；針對小

學、中學和高等學校的學生有設計 AI for Students AI(AI4S)、AI for Kids針

對兒童的 AI(AI4K)，以上可幫助新加坡所有人民和相關工作的專業人士啟動 AI

學習歷程。其中 AI學徒計畫(AI Apprenticeship Programme,AIAP)是一項在職、

全職培訓計劃，包含課程和企業實習。學員將學習使用選定的工具來開發自己的

Python 指令碼，以執行機器學習項目中的關鍵任務。課程包含三大領域：資料

標示、數據分析、機器學習。 

 

圖 7新加坡 AI人才培育計畫簡介 

     資料來源：AI Singapore、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0/11) 

     ((((五五五五))))「「「「國家人工智慧戰略國家人工智慧戰略國家人工智慧戰略國家人工智慧戰略」」」」(National Al Strategy)(National Al Strategy)(National Al Strategy)(National Al Strategy)    

    在智慧國家計畫基礎下，新加坡於 2019 年 11 月發布「國家人工智慧戰略

(National Al Strategy)，提出未來 AI發展的願景及重點戰略。此計畫在 2030

年前，針對「智能貨運計畫」、「無縫高效的市政服務」、「慢性病預測及管理」、

「藉由適應性學習和評估實現個性化教育」及「邊境清關」五大關鍵領域，實現

國家基礎設施的轉型與升級，並成為在研發和部署上具影響力的 AI解決方案領



頭羊。該項計畫打造 AI 生態系統的五大重點要素(如圖 8)，強調建立研究界、

產業界及政府間三螺旋式的夥伴關係、加強培養 AI人才與教育、安全的數據架

構、先進可靠的環境，以及增進國際合作，展開各國 AI 對話(鄭熹，2021)。 

 

圖 8新加坡國家人工智慧戰略架構圖 

      資料來源：National AI Strategy(2019/11)、工研院產科國際所整理(2020/11) 

 二二二二、、、、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AIAIAIAI 人工智慧產業及人工智慧產業及人工智慧產業及人工智慧產業及人才培育人才培育人才培育人才培育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日本動畫中最早出現的機器人「原子小金剛」(Mighty Atom)，就

是能夠自我思考的 AI 機器人。日本很早就進行 AI相關政策推動，希望能通

過機器解決國家經濟及發展的困境，2014 年日本修訂「日本振興戰略」，提出

「機器人驅動的新工業革命」；2015 年日本經濟產業省將委員會編制「日本機

器人戰略：願景、戰略、行動計劃」，明確指出研究和發展有人工智慧的次時

代機器人的關鍵趨勢。 

  ((((一一一一))))超智能社會超智能社會超智能社會超智能社會((((Super Smart Society)Super Smart Society)Super Smart Society)Super Smart Society) 

    2016 年 1月，日本政府頒布《第 5 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2016至 2020 年)

第 2章的「面向未來的產業創造及社會變革之新價值創造對策」中指出，日本希

望能夠建構一個領先全球的「超智能社會(Super Smart Society,簡稱社會 5.0、

Society5.0)」，並將 AI作為實現超智能社會的核心。同年 7 月，發布《日本下

一代人工智慧促進戰略》，在工作層面明確了由總務省、文部科學省和經濟產業

省在技術研發方面的三省合作體制，並召開「人工智慧技術戰略會議」，確立了

日本 AI發展路線，主要分三個階段，以期通過 AI的運用，以大幅提高生產、流



通、醫療與護理等領域效率。 

    2019年 3 月，日本內閣府公佈了「以人為本的 AI社會原則」，在此原則強

調 AI 為未來的關鍵科技，研發應用須以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為基礎，以落實日本於 2016 年提出 2030 年

「Society5.0(社會 5.0)」，在以人為本的思惟下，建立串聯 AI、機器人、物聯

網等科技的超智能社會，其基本理念是建構一個「尊重人類尊嚴的社會 

(Dignity)」：AI 應作為能激發人類發揮多樣能力和創造力的工具；「各種不同背

景的大眾皆能追求幸福的社會(Diversity&Inclusion)」：開發運用 AI 以共創多

元幸福社會；以及「永續性的社會(Sustainability)」：透過 AI強化科技，以創

造能持續解決社會差距與環境問題的社會。亦即日本以「AI-Ready社會」，也是

讓人安全與安心的社會，經由 AI 建構尊重人類尊嚴、不同背景的大眾皆能追求

幸福，以及永續性的社會。這種以人為本的 AI社會原則核心內容為：   

   1.以人為本原則：AI使用不得違反憲法或國際保障之基本人權。 

   2.AI 素養（literacy）教育原則：提供必要的教育機會。 

   3.保護隱私原則：個人資料的流通及應用應妥適處理。 

   4.安全確保原則：把握風險與利益間之平衡，從整體提高社會安全性。 

   5.公平競爭確保原則：防止 AI資源過度集中。 

   6.公平性、說明責任及透明性原則。 

   7.創新原則：人才與研究皆須國際多樣化，並且建構產官學研 AI 合作平台。 

  ((((二二二二))))人工智慧戰略人工智慧戰略人工智慧戰略人工智慧戰略 2019201920192019    

未來自動化與人工智慧主導的世界，程式設計已是一項必要技能，或者是一

種素養。在全球人才競爭下，突顯軟體人才短缺問題嚴重，許多國家已經開始著

手將程式能力扎根至基礎教育。新創 IT軟體人才不如競爭國家的日本，已將寫

程式列入國小五年級的必修科目，2020 年 4月開始實施。日本經濟產業省 2016

年估計，如果 IT市場以溫和速度成長，日本 2020 年將缺乏約 29萬名科技人才，

到 2030 年擴大為 59 萬人。日本希望將程式設計的知識深植於基礎教育，讓兒

童盡早開始接觸寫程式，才能讓真正有興趣和想從事這行的人提早接受專業訓

練。2016 年 4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日本將從 2020 年開始對各級教育實行

強制性規劃教育。而日本教育部最新批准的新教科書，裡頭有教導學生以數位方



式繪製多邊形，或使用簡單的命令讓 LED 燈閃爍等的測試題目，目的是灌輸使

用程式處理資訊的基礎知識，以及透過反覆試驗來培養邏輯思維。 

    為推動 AI 發展，日本政府在 2019年推出《人工智慧戰略 2019》，主要的

政策方向為 AI系統規格的統整、大數據傳輸基礎建設的完備，以及研發體制的

強化。希望通過發展 AI，推動社會制度改革，改善公民生活並提升日本的國際

影響力。該戰略將教育體系改革和研發體系重組放在首位，以奠定未來發展基礎。

按計劃，在 2025年前，日本將實現在高中、大學普及 AI基礎知識教學、培養能

將 AI知識用於其他領域的複合人才、為普通民眾提供資料科學等繼續教育機會

等目標。在研發體系重組上，日本計劃建立一個以 AI 為核心的研發網路，以促

進不同研究機構間的合作。2019 年，日本東京大學和軟銀公司宣佈，共同打造

世界頂尖的人工智慧研究所，軟銀將在今後 10 年為此投資 200億日元。新研究

所將開展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此外，日本希望深度融合 AI 與日本的優勢技術，

創造出更大的附加值，提高生產率並增強工業競爭力，實現「具有多樣性的可持

續發展的社會」。基於國情，日本將優先發展醫療、農業、運輸等行業。 

 三三三三、、、、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AIAIAIAI 人工智慧產業及人工智慧產業及人工智慧產業及人工智慧產業及人才培育人才培育人才培育人才培育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在 AI 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在 AI 的設置與發展上占有領先之地位，2015年

發布「中國製造 2025」已納入 AI製造的重點任務和方向，以深度整合資訊技術

與製造技術為主軸，以創新驅動、智慧轉型、強化基礎、綠色發展，加快從製造

大國轉向製造強國。2017年 7月，中國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

包含研發、工業化、人才發展、教育和職業培訓、標準制定和法規、道德規範，

以及安全等各個方面的戰略和發展目標，說明中國 AI 三大戰略、三大目標及六

大重點任務，簡述如下述。 

  (一)三大戰略(如圖 9)： 

     1.2020 年，讓中國的 AI 產業界與最強競爭者「齊頭並進」； 

     2.2025年，在一些 AI領域實現「世界領先」水準； 

     3.2030 年，成為全球人工智慧創新的「主要中心」， 

  (二)三大目標： 

     1.提高產值：2030 年，中國的目標是 AI 產值達到 1萬億人民幣，而相關

行業的總產值達到 10萬億人民幣。 



     2.培養人才：招攬全球最優秀的人才，加強對國內 AI勞動力的培訓，以配

合時代的需求。 

     3.強調規範：促進 AI 的發展，並在法律、法規和道德規範方面引領世界。 

 

圖 9：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三大戰略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https://www.ceci.org.tw/modules/article-

content.aspx?s=1&i=116  

(三)六大重點任務    

   1.建構開放協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創新體係，從前沿基礎理論、關鍵共性技術、

創新平臺、高端人才團隊等方面強化部署。 

   2.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經濟，發展人工智能新興産業，推進產業智能化升級， 

打造人工智能創新高地。 

   3.建設安全便捷的智能社會，發展高效智能服務，提高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

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促進社會的共享互信。 

   4.加強人工智能領域軍民融合，促進人工智能技術軍民雙向轉化、軍民創新

資源共建共享。 

   5.建構在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礎設施體係，加強網絡、大數據、高效能計算

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升級。 

   6.前瞻布局重大科技項目，針對新一代人工智能特有的重大基礎理論和共性

關鍵技術瓶頸，加強整體統籌，形成以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項目為核

心、統籌當前和未來研發任務布局的人工智能項目群。 



        ((((四四四四))))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發展重點項目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發展重點項目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發展重點項目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發展重點項目((((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

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7201720172017))))    

                1.智能軟硬體：開發面向人工智慧的操作系統、資料庫、開發工具等關鍵

基礎軟體，突破圖形處理器等核心硬體，研究圖像識別、語音識別、機

器翻譯、智能交互、知識處理、控制決策等智能系統解決方案，培育強

人工智慧應用的基礎軟硬體產業。 

                2.智能機器人：致力於智能機器人核心零部件、專用感測器，完善智能機

器人硬體介面標準、軟體介面協議標準以及安全使用標準。研製智能工

業機器人、智能服務機器人，實現大規模應用並進入國際市場。研製和

推廣空間機器人、海洋機器人、極地機器人等特種智能機器人。建立智

能機器人標準體系和安全規則。 

    3.智能運載工具：發展自動駕駛汽車和軌道交通系統，加強車載感知、自動

駕駛、車聯網、物聯網等技術集成和配套，開發交通智能感知系統，形成

自主的自動駕駛平臺技術體系和產品總成能力，探索自動駕駛汽車共享

模式。發展消費類和商用類無人機、無人船，建立試驗鑒定、測試、競技

等專業化服務體系，完善空域、水域管理措施。 

                4.虛擬實境與擴增實境：強化高性能軟體建模、內容拍攝生成、增強虛擬

實境與人機交互、集成環境與工具等關鍵技術，研製虛擬顯示器件、光

學器件、高性能真 3D顯示器、開發引擎等產品，建立虛擬實境與擴增

實境的技術、產品、服務標準和評價體系，推動重點行業融合應用。 

    5.智能終端：加快智能終端核心技術和產品研發，發展新一代智能手機、

車載智能終端等移動智能終端產品和設備，鼓勵開發智能手錶、智能耳

機、智能眼鏡等可穿戴終端產品，拓展產品形態和應用服務。 

    6.物聯網基礎器件：發展支撐新一代物聯網的高靈敏度、高可靠性智能感

測器件和晶元，強化射頻識別、近距離機器通信等物聯網核心技術和低

功耗處理器等關鍵器件。 

    7.積極發展智能企業：大規模推動企業智能化升級。鼓勵大型互聯網企業建

設雲製造和服務平臺，讓企業即時提供關鍵工業軟體和模型庫，創造製造

能力外包服務，推動中小企業智能化發展。鼓勵和引導企業建設工廠大數



據系統、網路化分散式生產設施等，實現生產設備網路化、生產數據視覺

化、生產過程透明化、生產現場無人化，提升工廠運營管理智能化水平。

加快培育 AI 產業領先企業。在無人機、語音識別、圖像識別等優勢領域

打造 AI 全球領先企業和品牌。在智能機器人、智能汽車、可穿戴設備、

虛擬實境等新興領域積極發展重點產業。 

    8.人才培育：第一，以高端人才團隊作為 AI 發展的重點，培養人才和引進

人才相輔相成，完善 AI 教育體系，加強人才儲備，特別是加快引進全球

頂尖人才和青年人才，形成 AI 人才重鎮；第二，培育高水準 AI 創新人

才和團隊，支持和培養具有發展潛力的 AI領導人才，加強 AI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營運維護等方面專業技術人才培養。重視複合型人才培養，重

點培養整合 AI理論、方法、技術、產品與應用等的縱向複合型人才，以

及掌握「人工智慧+」經濟、社會、管理、標準、法律等的橫向複合型人

才；第三，成立 AI領域相關學科知識架構，完善 AI領域學科布局，設立

AI專業學門，推動 AI領域科系，於大專院校建立 AI 學院示範點，增加

AI 相關學科方向的博士、碩士招生名額；第四，加強產學研合作，鼓勵

高等教育、科研院所與企業等機構合作規劃 AI 學科領域。 

    9.開展 AI 創新應用試點示範：第一，在 AI 基礎較好、發展潛力較大的地

區，規劃國家級 AI創新試驗，設定機制、政策法規、人才培育等方面的

重大改革，推動 AI 成果轉化、創新產品和示範應用，形成可複製、可推

廣的經驗，引領帶動智慧經濟和智能社會發展；第二，建設國家 AI 產業

園區，加強科技、人才、金融、政策等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組合，加快培育

建設 AI 產業創新聚落；第三，建設國家 AI 育成基地，將 AI 研究的高等

學校、科研院所集中地區，搭建 AI領域專業化創新平台等新型創業服務

機構，建設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開放式的 AI開放及育成空間，善

育成服務體系，推進 AI 科技成果轉移，支持 AI創新創業。 

 

 

 



 

圖 10：中國「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 

資料來源：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3597 

四四四四、、、、臺灣臺灣臺灣臺灣 AAAAIIII 人工智慧產業及人工智慧產業及人工智慧產業及人工智慧產業及人才培育人才培育人才培育人才培育政策政策政策政策    

    臺灣為因應數位化時代來臨，並促進數位經濟創新發展、提高國人生活品質，

邁向「智慧國家」，並帶動 5+2 產業創新及加值應用；但就整體產業發展而言，

臺灣 AI 產業發展相對於主要國家落後，依據 2019 年 12 月針對全球 54 個國家

(地區)發布的全球人工智慧指數(Global AI Index,GAII)，在 AI強國、傳統冠

軍(Traditional champions)、正崛起新星(Rising stars)、萌芽期(Waking up)、

初步發展(Nascent)等五個 AI 發展階段上，臺灣被歸類為萌芽期，由可而知。然

而臺灣自2016年起積極推動產業創新轉型，同時將 2017年設定為臺灣AI元年，

擬定「5+2產業創新計畫」、「AI科研戰略」、「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DIGI+

方案）」、「臺灣 AI行動計畫」、「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臺灣 5G 行

動計畫」等政策，以及訂定「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營造有利於數位經濟與

新興科技發展環境，增加 AI 產業及數位發展的契機。2019年 11 月行政院科技

會報第 17 次會議「數位經濟及 AI 對社會影響與因應策略」報告指出，因應數位

科技促成職業變化，政府提出措施(如圖 11)包括：（1）協助員工轉型：如金融

業提撥稅後淨利 0.5～1%，供員工訓練、轉職及安置；（2）培育數位科技人才：

如推動經濟部 iPAS 能力鑑定，大專校院外加 10%資通訊領域招生名額、跨領域

培育資通訊人才、推廣開放式大學多元培育模式等；（3）強化勞動保障：包括強

化非典型勞動權益，以及提供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勞保。 



 

圖 11：數位經濟及 AI 對社會影響與因應策略-科技性失業現行因應政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9 年 11 月 4 日專案報告 

    在教育面學習落差現行因應政策(如圖 12)，包含：（1）多元教育模式：補

助地方政府設置自造及科技教育中心、開發主題跨域課程，培養學生多元學習及

學科橫向整合能力、以及推動實驗教育。(2)提升教師數位教學能力：培訓教師

使用數位學習平臺教學、適性教學及跨領域教學能力。(3)整備智慧化校園：建

置中小學智慧學校環境(包含校園寬頻、無線網路)。(4)12 年國教課綱新增科技

領域：國中新增資訊科技課程、高中另新增機器人專題選修課程、發展新興科技

課程模組等，在在顯示臺灣對於 AI 人才從產業面到人才培育面都逐漸接軌國際

趨勢。 

 

圖 12：數位經濟及 AI 對社會影響與因應策略-教育面學習落差現行因應政策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9 年 11 月 4 日專案報告 



 ((((一一一一))))    AIAIAIAI 小國大戰略小國大戰略小國大戰略小國大戰略    

    臺灣為與世界科技發展脈動同步，亦已選定 AI 為我國下世代的發展

主軸，除將 AI 列入「亞洲•矽谷」計畫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

案」作為未來推動的關鍵議題外，也透過「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

加速相關基礎設施建置。臺灣具有半導體製造技術領先全球、優異的次

系統開發能力，及完整人才培育體系等優勢，面對經費、人口、產業規

模等先天條的限制、挑戰。為培育 AI 科技人才及建置 AI 科研環境，科

技部以「小國大戰略」的思維，擬定了 AI 推動策略，預計 5 年（2017-

2021 年）投入約 160 億元經費，選擇與聚焦半導體、資通訊技術等台灣

具機會及優勢的強項，及物聯網系統與安全、無人戴具等未來趨勢的領

域，期創造更多的創新價值，提升人民會福祉，邁向智慧創新國家。其

中 5 大推展策略如下(行政院，2018)： 

1.研發服務—建構 AI 研發平台 

    透過「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以 4 年（2017-2020 年）

共 50 億元經費，建構國家級 AI「雲端服務及高速算平台」，有效整

合國內資源，提供大規模共用、共享的高速運算環境，讓產業與學

研界能專注於深度學習與大數據分析的技術發展與應用開發，並孕

育 AI 技術服務公司，形成區域創新生態體系。 

  2.創新加值—設立 AI 創新研究中心 

    5 年（2017-2021 年）投入 50 億元，成立 4 個「AI 創新研究中

心」，深耕 AI 人才與技術研發；同時加入人文、社會等未來 AI 於

實際應用時所面臨議題之研究，形成世界級 AI 研發聚落，培養充足

的 AI 人才。 

3.創意實踐—打造智慧機器人創新基地 

    透過「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以 4 年（2017-2020 年）

20 億元，在中部科學園區及南部科學園區打造「智慧機器人創新自

造基地」，落實機器人軟硬整合與創新應用，提供年輕人動手做的

實作舞台，催生臺灣智慧機器人產業所需人才，提升國際競爭力 



  4.產業領航—啟動半導體射月計畫 

    4 年（2018-2021 年）投入 40 億元經費，協助打通半導體業進

入終端人工智慧（AI Edge）的瓶頸，積極培育頂尖半導體製程與晶

片設計人才，以提供半導體產業迎接 AI 市場爆發急需的高階人才 

  5.社會參與—推動科技大擂台（Grand Challenge） 

    4 年（2018-2021 年）投入獎金 1 億元規劃辦理 3 項競賽，翻

轉過去計畫補助形式，以擂臺賽方式設定重大挑戰課題，廣徵好手

參與投入，以發掘人才與技術，並激發更多創意。 

    行政院科技會報第 17 次會議「數位經濟及 AI 對社會影響與因應策略」報

告，還有包含公共參與面，涉及社會信任問題，包含對於資料安全、假訊息傳播

等，規劃透過檢討個人資料保護法、提升數位素養，將「科技資訊及媒體素養」

納入課綱核心素養項目與訂定「人工智慧科研發發展指引」等、以及規範假訊息

法制規範等，其整體結論強調，數位轉型勢在必行，未來須以「數位驅動成長與

福祉」做為戰略布局，包含下列四點： 

1. 臺灣應朝全球化、數位化、智慧化發展。 

2. 因應數位轉型帶來的社會不平等與新挑戰。 

3. 加強培養國民「有系統、有計畫、有紀律」的終身學習習慣。 

4. 完善數據保護法制，推動數據自由流通。 

 

圖 13：AI 小國大戰略  

資料來源：行政院 2018 年 10 月 16 日新聞稿 



    ((((二二二二))))臺灣臺灣臺灣臺灣 AAAAIIII 行動計畫行動計畫行動計畫行動計畫    

    本計畫以強化臺灣既有的優勢，創新體驗為先，軟硬攜手發展的方

式，激發產業最大動能；以鬆綁、開放及投資的精神，全力推動 AI 發展，

促使產業 AI 化，期許臺灣邁向尖端智慧國家，5 大推動主軸進展(行政

院，2019。如表 1)： 

1.AI 人才衝刺：在千人智慧科技菁英方面，已在臺大、成大、清大、

交大各成立 1 個「AI 創新研究中心」，涵蓋人工智慧技術、健康照

護、智慧製造、智慧服務、智慧生技醫療等領域。在萬人智慧應用先

鋒方面，政府和民間已攜手合作培訓超過萬名 AI 菁英技術及應用實

務人才。 

  2.AI 領航推動：晶片是支持 AI 運算的心臟，不但是核心技術，也

是台灣的產業強項。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成立跨部會「AI on Ch

ip 示範計畫籌備小組」，已有台積電、聯發科等 15 家晶片設計

與半導體廠商參與，後續將針對「AI 晶片異質整合」和「AI 系統

軟硬整合」形成聯盟，力拚擴大我晶片半導體產業的全球龍頭地位

優勢。另科技部推動「半導體射月計畫」已促成 52 件產學合作計

畫案，並培育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所需高階人才。 

  3.建構國際 AI 創新樞紐：臺灣已成為全球矚目的 AI 創新應用舞臺，

國際級旗艦公司陸續在臺成立 AI 研發基地，並與臺灣本土 AI 產業

鏈結，共構我國產業生態系統。如 Microsoft 已在臺成立「AI 研發

中心」建立百人研發團隊，並啟動「微軟新創加速器」；Google 已

把臺灣打造成 Google 在亞洲最大的研發基地，並持續擴大規模。 

  4.法規與場域開放：在台南沙崙建置台灣第一座封閉式自駕車測試場

域「台灣智駕測試實驗室」並開始營運，並於 107 年 12 月 19 日

公布了全球第一套涵蓋陸、海、空的《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另建置民生公共物聯網，107 年底已布建水、空、地、災各類感測器，

即時及歷史感測資料約 7,000 站，供民間介接使用。業者利用相關

資感測料及導入 AI 運算，例如協助環保稽查單位掌握污染事件，解

決空污通報與環保實地稽查的時間落差。 



5.產業 AI 化：從產業創新的實務需求出發，建立「產業出題，人才解

題」機制，107 年辦理第一梯次解題，共收到醫療生技、資訊服務、

電商廣告、人力資源、監控安全、物聯網等 6 大產業之 32 家企業提

出 53 題 AI 轉型需求，並媒合解題團隊解題，產出 21 個解題方案。 

表表表表 1111：：：：臺灣臺灣臺灣臺灣 AAAAIIII 行動計畫推動措施行動計畫推動措施行動計畫推動措施行動計畫推動措施    

主軸 推動措施 

AI 人才衝刺 

包括育才、留才及攬才三個面向，由養成、培育及匯流為出發，

以養成千人智慧科技菁英，培育萬人智慧應用先鋒，以及吸引全

球 AI 人才為重點推動措施。 

AI領航推動 

聚焦推動有利基優勢的研究主題，以開放競爭及公開遴選的方 

式，精選國內、外計畫團隊來執行，接軌國際，吸納全球菁英。

並結合前瞻研究、人才培育與科研計畫推動，建立資訊共享、橫

向溝通與縱向串連的整合機制，形塑我國 AI 前瞻研究網絡。 

建構國際 AI 

創新樞紐 

扶植百家 AI 新創，帶動 AI 新創事業鏈結國際產業價值鏈， 同

時吸引國際級旗艦公司來臺設立研發基地，藉以發展國際級的

AI創新聚落。 

場域與法規

開放 

開放場域鼓勵 AI 應用實證，並形成開放資料流通生態，同時加

速相關法規鬆綁或調適。 

產業 AI 化 

為落實到產業面創造效益，推動 AI 創新媒合平台，以 5+2 產 

業創新需求為導向的人才培訓與媒合機制，建立完善產業 AI 化

環境，帶動中小企業 AI 創新轉型，協助產業解決問題。 

 ((((三三三三))))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    

AI 為人類生活帶來便利，也造成社會、經濟等運作上造成衝擊。為降低民

眾對 AI 科技的疑慮，為抑制潛在疑慮與風險，消弭 AI 偏見、歧視與排除等情

形，先進各國已陸續藉由研擬人工智慧相關基本準則，對人工智慧核心技術、人

才教育、標準等行為進行導引。科技部於 2019年發布包括 「以人為本」、「永續

發展」及「多元包容」三大核心價值的 「人工智慧科研發展指引」，內容如下： 

   1.以人為本(Human-centred Values)：AI 科研應遵循以人為本之價值，以提

升人類生活、增進人類福祉為宗旨，構築尊重人性尊嚴、自由與基本人權

的人工智慧社會。 



 2.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AI 科研應追求經濟成長、社會進

步與環境保護間之利益平衡，以人類、社會、環境間的共存共榮為目標，

創造永續願景。 

 3.多元包容(Diversity and Inclusion)：AI 科研應以創建及包容多元價值

觀與背景之 AI 社會為發展目標，並且積極啟動跨領域對話機制，普惠全

民對 AI 的理解與認知。  

 ((((四四四四))))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疫情導致生活型態改變，衍生新興需求商機，臺灣在 5＋2 產業創新之基礎

上，打造六大核心戰略產業，包括資訊及數位、資安卓越、臺灣精準健康、綠電

及再生能源、國防及戰略、民生及戰備等六大產業，其中與 AI 有關之重點產業

包括(行政院，2021)： 

 1.在資訊及數位產業方面，將研發新世代半導體技術以及促成 AIoT 應用場

域，並籌組 5G 國家隊，期維持臺灣 ICT技術領先，並輸出 AIoT解決方案

與打入國際 5G供應鏈。 

 2.在資安卓越產業方面，將研發 5G、半導體等防護技術、開發 5項 AIoT及

醫療等領域解決方案，並成立資安攻防及跨國合作機構，期強化新興領域

防護及打造高階實戰場域。其中，行政院已設立資安卓越中心，從資安前

瞻研究、頂尖實戰人才養成、實習場域建置、國際合作及技術移轉創新育

成等 5 個面向著手，挹注充足教學及研究資源。 

 

圖 14：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政策定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 2021 年 5 月 



    ((((五五五五))))AAAAIIII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xxxx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AIAIAIAI----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AIAIAIAI 與新興科技教育布局與新興科技教育布局與新興科技教育布局與新興科技教育布局    

    現在已經是 AI 世代，AI 已經是生活中的一環，為培養下一代提早認識 AI

在生活中的應用、瞭解自己與 AI 的關係，教育部在 108 年 6 月提出 AI 及新興

科技教育總體實施策略，呼應 108 學年度開始實行的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課程

綱要培養學生具備科技素養，推動前瞻基礎建設作為普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對

於新興科技之認知，讓中小學生有機會體驗 AI、知道 AI 的應用與對自己未來及

生活的影響、高中職學生能夠運用、大專校院學生更能夠創新。而對於 AI原理

及技術有興趣的學生，教育部也規劃協助學校提供進階學習的資源及管道。教育

部依據行政院臺灣 AI 行動計畫，推動 AI 人才培育計畫，邀集大專校院教師及

領域專家，與中小學教師，針對 AI原理及核心技術，包括 AI 簡介、背景知識、

監督式學習、非監督式學習等機器學習相關知識，共同發展《和 AI做朋友》補

充教材、教案示例，並據以發展出系統性的 AI知識地圖，提供中小學教師推展

AI 主題課程參考使用，以促進提升中小學 AI 的教學推展，提升學生對於 AI 之

認知及理解，成為數位時代下產業及社會發展所需之未來人才(如圖 15)。 

 

圖 15：AI 教育 x教育 AI總體推動架構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19 年 6 月 27 日 



    教育部 AI 教育布局推動目標主要為扎根基礎教育，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科技領域課綱為基礎、培養中小學生 AI 及新興科技素養與能力；高等教育人才

養成，對焦 5+2 產業創新發展需求，鏈結學產研共同培育 AI 及數位創新跨域人

才。分為以下二個階段(如圖 16)： 

   1.高國中小 AI教育：國小基礎認知融入課程、國高中系統化知識彈性選修 

(1)結合十二年國教資訊科技課程「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的實施，並透過

全國 100個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10個高中職新興科技區域推廣中心、

45 所新興科技促進學校、STEM+A 課程導向數位自造教育札根基地及科

技領導前導學校等，全面普及 AI 與新興科技認知、體驗及教師增能。 

(2)針對對人工智慧技術與原理有興趣的師生，透過大學教授與中小學教師

合作發展「和 AI做朋友」補充教材，以人工智慧中最關鍵核心技術，機

器學習、深度學習等為題，完成國小、國中、高中職的 AI 教材與教案示

範例，提供有興趣的師生參考使用。針對國小部分以培養運算思維為主、

採體驗學習及引發興趣；國高中則強調程式設計、資料處理、演算法等

概念，進行進階實作。 

(3)透過教育部補助的「NKNU-Scratch3.0 程式及數控教學公版軟體」，提

供國小以積木程式學習運算思維及國高中銜接程式設計教學，並藉由

程式編程、智慧機械、大數據、物聯網、雲端運算及控制等整合應

用，提供 AI 動手做的基礎課程。 

(4)培力科技領域師資。職前培力部份，透過調整師資培育職前教育課

程，包含將機器學習、人工智慧列為必選；程式設計 2 學分提高至 3

學分。另革新 AI 與新興科技教學模式，成立科技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及

研發資訊科技分科教材教法專書。在職教師部分，成立自造教育及科

技中心及新興科技區域推廣中心與促進學校辦理研習活動、開辦科技

領域教師在職進修增能及第二專長學分班等。 

   2.大學 AI 教育：AI 人才培育結合專業 

   (1)推動大學程式設計教育，奠定大學 AI 教育基礎。 

   (2)發展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委由臺灣師範大學辦理，從高中端

銜接到大學端，透過具公信力之程式設計能力檢測機制，提供學生自我



檢測或學校評量程式設計之能力，適時結合大學申請入學參採項目，提

供學習誘因。 

   (3)增加大學培育 AI 人才的招生名額。教育部自 108學年起，每學年擴充 

大專院校 450個資通訊領域招生名額；109學年推動精進資通訊數位人

才培育策略，繼續擴增資通訊領域系所招生名額，學士班擴充 10％、

碩博士班擴充 15％至 20％。 

(4)補助大學校院成立 AI 相關的研究中心與產業創新研發中心，培育 AI

的高階人才。 

(5)接軌產業 AI 化、AI 產業化，補助指導完成 AI 學習地圖，提出 6種 AI

專業與應用人才的學習路徑，提供大學透過微學程、問題導向式教學、

實習及競賽等多元創新教學模式，鏈結產業共創共育，培育具備多元科

技整合能力的 AI 應用人才。 

 

圖 16：人工智慧教育：從小學到大學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19 年 6 月 27 日 

 

 



    另就教育 AI 化部分，透過智慧教室、智慧網管、智慧學習三大概念，提出

三大結論： 

   1.善用 AI 技術改善教學軟硬體。 

   2.運用大數據與學習分析，精準診斷學習弱點，透過智慧搜尋弱點建立學習

途徑。 

   3.因材施教減少重複練習 ， 提升教 學效率。如教 育 部 因材網

(https://adl.edu.tw/HomePage/home/)結合補教教學科技化評量與縣市

學力檢測，讓學習更有效率。 

肆肆肆肆、、、、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隨著世界各國積極推動 AI、5G 行動網路通訊、物聯網等新興科技蓬勃發展，

引領自動化及機器人技術日益成熟，不僅帶動產業與服務的創新，已經衝擊既有

商業模式，重新翻轉整體社會與產業生態系統，對勞動市場也產生相當的衝擊。

然而教育階段是培養未來勞動及專業人力的關鍵階段，亞洲各國中，新加坡、日

本及中國大陸已經大力推動 AI 相關產業及人才培育政策，其中不乏對於教育領

域提供完整 AI 教育規劃，對於臺灣身為全世界科技重鎮的國家，更需要超前部

屬向下札根到教育層面。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出席 2021 年 11 月 25 日「科

技加乘、雙語啟動」科技島嶼人才論壇活動時特別提到，人才是維持臺灣科

技島優勢的根本，政府積極育才、攬才、留才，期盼資通訊產業一起培育更

多科技人才。其中在培育數位人才部分，政府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環境，並

擴展高教培育量能，近年教育部更擴充大學資通訊科系招生名額，也促進產

學共育人才，並強化數位人才的能力鑑定等。因此就新加坡、日本及中國大

陸的產業及人才培育政策，對於我國高中職及國中小推動 AI 人工智慧教育發

展，具有前瞻性建議。 

 一一一一、、、、擬定擬定擬定擬定 AAAAIIII 教育政策完整政策藍圖教育政策完整政策藍圖教育政策完整政策藍圖教育政策完整政策藍圖    

    為培養未來 AI 人才，從國小、國中到高中職學生皆須有整體 AI 及新興科

技素養與能力之目標，參酌各國人才培育政策，綜整目標需涵蓋「知識概念」、

「體驗學習」和「應用探索」三方成為人才培育政策藍圖(如圖 17)。為落實整

體培育目標，教育行政單位及學界、產業界應組成立 AI 人才培育發展小組，進

行探究規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AI課程實踐架構、研發設計教案和教具、開發教



學影片和推廣宣傳等事項，讓 AI人才培育更能完善規畫及銜接產業發展。 

 

圖 17：AI 素養人才培育政策藍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訂 

 二二二二、、、、結合產業結合產業結合產業結合產業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AAAAIIII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體驗場域體驗場域體驗場域體驗場域    

    學習過程除了知識概念、培養 AI 素養外，體驗學習及應用探索更是落實 AI

人才培育的關鍵，建構體驗學習場域，以生活化、實用性、體驗性為主，連結產

官學建置跨領域場域的實務探究學習，藉此能給與新北市學子奠定 AI 知識、製

作應用的素養，期許能建構出新北市 AI 教育體系，有效達成培養中小學生 AI及

新興科技素養與能力之目標，以及具備全方位技職實務技術與應用能力的跨領

域 AI人才。 

表 2：AI 素養課程規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訂 

 三三三三、、、、運用運用運用運用 AAAAIIII 大數據進行未來大數據進行未來大數據進行未來大數據進行未來教育決策教育決策教育決策教育決策    

   AI 教育決策發展除根基於資料庫的建置外，另一個部分則在於機器學習技術。

機器學習是近 20多年興起之一門跨領域學科，其涉及機率論、統計學、演算法

複雜度等理論。該領域主要宗旨係以電腦運算思維學習數據的意義，主要是設計

與分析一些讓計算機可以自動「學習」之演算法，能從數據中進行分類，進而建

立規律，並利用規律對未知數據進行預測。Mitchell（1997）在 Machine Learning

一書中提出機器學習可透過對已知事實之分析、歸納、演繹、形成新知識，其對

未知事實做出符合實際之判斷、引導及預測。而機器學習屬於跨領域學科，涉及

統計學、圖像理論、影像處理等相關學科，係屬於 AI 之核心，透過電腦相關研

究進行模擬或展現人類之學習行為，從大數據概念中自動分析所獲得規律，並進

行判斷或決策（蔡明學、黃建翔，2019）。在教育領域之中，透過大數據及 AI

技術，對於不同學校或學生進行分類，探討資源充足性與適切性，再給予適當的

回饋，在個別學生即為精準教育概念，在學校則是提供教育資源分配及績效審定

的關鍵技術；或是透過程式設定參數成為不同模式識別方法找出影響各教育階



段品質的關鍵因素，其結果可做為提升學校教育發展、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

成就之參考策略。當相關研究發展出教育決策模型後，透過定期的資料交換（更

新），由 AI 進行資料判斷，協助教育政策制定者決策資訊。 

    

回顧 2021 年的 AI 大事，疫情並未拖慢 AI 發展的速度，科技巨頭接連推出

的研究成果，以及多個鉅額投資案的發生，展望 2022 年，AI仍將隨著不斷增長

的關鍵領域需求，如語音助理、自動駕駛、新藥探索、工業生產、供應鏈等，出

現技術上的突破。未來可持續關注的三大 AI 趨勢，首先「負責任的 AI

（Responsible AI）」課題將跟著法規的進程逐步浮上檯面，科技的便利與道德

問題，如資訊隱私、歧視等，需要更多具體與平衡的解決方案；其次是數據「品

質」將更受重視。觀察模型發展的不同路徑，期待看到更多參數上兆的模型登場，

但另一方面，如何透過非結構化的混合數據、小數據或合成數據（synthetic data）

提升運算效率，仍有賴用於訓練模型的數據品質；最後是加速的硬體開發進程。

AI處理器已是眾家大廠的必爭之地，如 Amazon 的 Graviton3、Google 的第四

代 TPU、Cerebras的 WSE-2、英特爾的 Habana Gaudi、NVIDIA 的 A100 等。而

這個趨勢將隨著運算的需求增加，成為 AI領域發展的主流之一(范秉航，2022)。

因此教育領域中，不論是 AI 人才培育政策藍圖、應用及體驗場域到教育決策部

分，未來勢必會遇到 AI 道德問題及大數據資料來源及教育 AI 化衍生軟硬體設

備更新等問題，透過本次參考新加坡、日本及中國的 AI 產業及人才培育政策，

提供相關結論與建議，期待引領國內教育超前部屬，持續用科技領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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