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107 年 4 月 8 日是國立交通大學創校 122 週

年暨在臺建校 60 週年校慶，同日系上舉辦系友座

談會及系友聚會等活動。今年以「AI 狂潮下資訊

人的挑戰與機會」為主題，很榮幸邀請蔡文祥教

授（交大資訊工程學系終身講座教授）、曾新穆

教授（交大數據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所長）、廖婉

君學姐（台大電機系特聘教授）、黃耀文學長（阿

碼科技創辦人）、邱繼弘學長（聖洋科技執行長）

與會座談。

主持人洪毓祥（資策會數位轉型研究所副所

長）表示，每個學科都有起伏，其實資工領域就

是不斷產生新的名詞，而在這更迭的過程中，最

近 AI 科技又重新崛起。因此系上特別邀請一群涉

獵 AI 領域的學長姐們，分享為何 AI 產業再度興

起，以及如何面對未來 AI 領域所衍伸的危機與職

涯發展，讓在校同學能對於此新興產業有更深的

了解。以下是座談會的精采節錄：

蔡文祥教授先分享他的經驗，AI 領域從他學

生時代就開始了，從研究所乃至博士班皆投入 AI

領域中。而談到最近 AI 領域的崛起，蔡文祥教授

指出，有別於他在學生時代的硬體設備，現今硬

體設備的效能大幅提升，以至於全世界的深度學

習風起雲湧，以最近很熱門的 AlphaGo 為例，它

不僅擊敗了韓國棋士又擊敗了柯潔，據說三天便

能走過一千年的學習歷程，多數人認為深度似乎

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AI 除了會深入各個領域自我學習、會複製，

更可怕的是它也能學會精準殺人，蔡文祥老師表

示，面對未來 AI 所衍伸的危機，「如何約束機器

人」便成為各國需要多加思索的範疇。蔡文祥教

授又提到，最近牛津大學所做的一項調查，指出

在 10 年內人類的工作中有約莫 50% 的人會被取

代，而這 50% 大部分落在電腦程式人員身上，因

此勉勵學弟妹們，不要當會被淘汰的一半，創意

大概可以解決這樣的困境，以供將來做選擇。

接著，擔任前科技部工程技術發展司司長的

廖婉君學姐，分享國家推動人工智慧的相關政策

發展。科技部有三個發展願景：一、希望能夠打

造可以培植優質人才，二、希望我們可以應用這

些智慧科技導入各行各業，三、希望我們臺灣可

以在整個國際 AI 產業裡面扮演關鍵角色，也激發

整個半導體產業另一波的動能，而這三個願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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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設立四大目標，分別為紮根關鍵技術、打造國

際級人供智慧運算平台、開闢良好的機器人製造

基地和體驗場域、培育跨領域的人才。

廖婉君學姐又提到，在固有的 IC 產業下，科

技部擬定新的策略去推進產業的發展，首先在硬

體的部分，科技部推出的「半導體涉略計劃」，

期望在半導體、人工智慧終端部分，以材料、原

件、晶片、記憶體、感測，支撐整個人工智慧終

端的技術。另外，下世代的 AI 晶片，不管是晶片、

模組、系統、產品，希望都能在整個國際 AI 晶片

的供應鏈裡面佔有一席之地。在軟體部分的開發，

廖婉君學姊說道，台灣其實在全世界 AI 領域、機

器學習、演算法都是非常強的，但是在應用方面

比較弱，所以國家希望能夠成立國際級的人工智

慧的研發中心，以及成立國家級的 AI 的整個高速

應算平台，整合產學院的聚落，讓軟硬體可以加

速整合。

黃耀文學長分享在 AI 科技下的產業變化。身

在大數據時代，產業競爭也面臨全球化的趨勢，

黃耀文學長認為選對系統是非常關鍵的，他所創

立的阿碼科技，選擇使用 AWS 作為 AI 訓練的系

統，選定後，由資安分析師挑選出最好的技術去

偵測威脅，進而寫出一個特徵以利往後都能成功

抓到威脅，可是隨著 AI 科技的發展，在訓驗第一

個版本後，它的準確率就已經逼近全球最資深的

資安分析師。然而，黃耀文學長指出，目前資安

分析師的工作還不會被取代，由於這種演算法不

需要花很多研發成本就能做出來，所以資安分析

師可以做為一個輔助，但不可否認地，AI 的發展

的確會影響到就業市場。

網際網路帶來一個新的行為，一個從無到有

的過程，但 AI 不同的是它有像是 Amazon，Google

的龍頭在角力，而每個產業也都在開發。因此，

黃耀文學長鼓勵學弟妹們， 除了要懂本科系的專

業之外，如果可以跨足別的學科領域，像是金融

或是醫療產業，就會成為產業中非常有價值的人，

薪水自然也會比較優渥。

目前擔任聖洋科技執行長的邱繼弘學長認為

持續地學習新知，是臺灣企業需要著手的方向。

他開玩笑說道，因為自己是資科系選學程就不敢

選工程數學，後來發現現在人工智慧都是以前那

些數學題目，我就跟朋友說為什麼以前不認真學，

以後還不敢學就賺不到錢，但後來發現其實沒那

麼難，我們做的不是最頂尖的人工智慧研究，我

們只是應用與控制，就像你做網路應用也不用去

學，很多人都不知道也是可以做。

邱繼弘學長指出，由於台灣的公司大多是中

小型企業，其實像小型的新創公司需要那種了解

程式的公司，於是公司開始著手培訓以前在學校

沒有學到人工智慧的工程師，邱繼弘學長鼓勵約

莫 30 歲上下的年紀組成的公司，應該強制讓他們

學習一些相關課程，重新灌輸 AI 的概念，然後學

習去應用 AI。

曾新穆學長表示 AI 領域仍需要整合，以期待

能發展出更多的可能性。他先將 AI 技術分成三部

分介紹，第一個是大數據，讓機器學習，第二個

是學習的模型，讓機器學習的演算法，第三個則

是，要有比較強而有力的 hyper fusion。曾新穆學

長提到現在的 AI 領域，其實還有很多可以去深化，

但需要先具備做的更深入的基礎及方法，他舉例

應用在醫療領域偵測癌細胞的 AI 模型，其實這項

技術是多方整合之後的發展結果，將 AI 演算法與

人眼檢測的技術整合後，出錯率已經可以超過醫

師還要更精準。

最後，曾新穆學長提醒學弟妹們，想要踏入

AI 領域的要點。第一個是需要肯學習的態度，因

為資訊汰換速度很快，因此要懂得精進自己，第

二個則是要多投入，透過組隊參加比賽，讓理論

跟實務能有所結合，如果同時也能把自己的興趣

融入其中，進而應用到日常生活之中，AI 領域尚

有許多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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