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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資訊 

 

講題 TOPIC 

主講人 SPEAKER 

杜奕瑾 創辦人/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Taiwan AI Labs) 

摘要 ABSTRACT 

為使創新科技在南部落地發展，經濟部加工出口區與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共同舉辦【創新科技@南部的推動與發展】論壇，邀請人工智慧發展先驅專家－

杜奕瑾先生與行政院數位政務委員唐鳳委員擔任重要演講貴賓，並與國立中山大

學工學院賴威光副院長一同對談，創造與激發南部創新科技之應用。 

創新科技@南部的推動與發展 

唐 鳳 數位政務委員/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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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參加高雄軟體

科學園區與本系合辦的【未來智慧生

活論壇】。我是重度 PTT 愛用者，能

夠親眼見到杜奕瑾先生並聆聽關於高

雄發展的看法，感到非常興奮；而唐

鳳委員在資訊界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的頂尖人物，很可惜今日唐鳳委員是

以全息投影的方式演講，雖然沒有見

到本人讓我有些遺憾，但演講內容之

深刻與完整，令我獲益良多。 

 杜先生提及高雄創新的發展，必

須注重陽光、空氣、水三個要素，陽

光指的是政策支持產業；空氣是創新

需要廣闊的傳播，而他也提到臺灣在

幾十年前是代工起家，重點在於接訂

葉軒豪  
碩士班二年級，人工智慧與知識工程實驗室  

單、實質上的行銷，但缺乏了解終端

客戶需求，而創新則剛好相反，創新

這個概念本身並不一定能夠馬上獲

利，但卻可能是往後未來的趨勢，為

此，杜先生提到應該以“解決身邊的

問題”為出發點去發展創新科技；最

後的水則是代表資金的供應。 

 唐鳳委員則以民眾為出發點，提

出透過民眾與 AI 機器狗互動的例子，

使一般人民可以由實例融入，並親身

體會及認知智慧城市概念的生活是什

麼模樣；另外也提出無人載具沙盒、

沙崙科學城等等主題，最後則是民生

公共物聯網。唐鳳委員提出的概念是

透過適當的實例，使大家可以從生活

瞭解 AI，並整合大家的意見，關鍵在

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最後，兩位講

者的想法一致地指向若須使資訊整合

產 業，需 以“身 邊 迫 切 需 解 決 的 問

題”著手，為本次論壇做了一個完美

的總結。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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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書報討論移師至高雄軟體科

技園區舉行，各方貴賓雲集至此，顯

得格外盛大，其中邀請到臺灣人工智

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先生，他為

我們介紹關於目前臺灣各行各業與人

工智慧趨勢的結合與運用。另外還邀

請到行政院數位政務委員唐鳳委員，

惟今日適逢行政院總質詢之日，唐鳳

委員無法親自蒞臨現場，但主辦單位

以全息投影的方式將人形 3D 投影出

來，讓我們感受到唐鳳委員栩栩如生

的演講，有別於一般演講的獨特感

受，新鮮感十足。 

  杜奕瑾先生對於高雄軟體科技園

區要如何發展出獨有樣貌，他認為結

合當地特有的產物是一個很好的方

向，像是高雄有高雄港，海洋是高雄

黃珮瑜 
碩士班一年級，電子設計自動化暨測試實驗室  

一項很棒的資源，有別於北部的科技

園區以科技研究為主軸，高雄的科技

園區要做出自己的特色，進行遊艇、

航線、港口碼頭的管理，這些都可以

結合人工智慧。 

  唐鳳委員提到關於未來 AI 實際

應用在日常生活的例子：未來我們可

能不需再帶著雙證件到銀行開戶，銀

行可以透過手機帳戶，例如此人在電

信局的繳款紀錄，是否準時繳交並無

欠款，也可以由此作為一個依據，決

定這個人的信用額度上限；還有海運

航線是否有可能也以無人駕駛的方式

運行，若是每天航行的路線都是固定

的，那以 AI 駕駛的方式更可以加快

運行的速度，也可以增加貨物交易

量。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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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聯絡人：吳秀珍行政助理，分機 4301 

                黃莉萍行政助理，分機 4303 

總 機：(07)5252000 

  唐鳳委員也提出如何留下南部軟

體人才的見解，他認為必須擁有舒適

的環境，適合軟體科技等資訊發展，

人才會更加願意在此地紮根茁壯，就

好比政府要吸引工業在一個地方設

廠，首先要提供充足水電、優惠政策

及方便的對外交通運輸，才能吸引廠

商在此設立據點，培養專業的科技人

才，給他們一個適合發展的空間，再

加上政策的配合與指導，便是促成科

技園區成熟的催化劑。 

  最後，由杜奕瑾創辦人、臺灣產

學策進會葉家宏秘書長及本校工學

院/資工系-賴威光副院長三位專家對

談，三 位 專 家、學者面 對 同 樣的 問

題，卻各有其面向與看法，為我們帶

來不同觀點與剖析，從分析各個層面

的衝突，而至思考解決之法，讓我們

的思維有更新創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