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器學習的本質是擴展人類的物理極限，並不是取代人類 

                                                        技術專家委員會專家陳銘憲 

    台灣要發展人工智慧，應先探討因巨量資料與機器學習技術發展而衍生的典範

轉移。這些典範轉移可能改變人們處理事情的方式，一方面幫助了人們，一方面也

產生了新的技術挑戰，當然，也帶來了新的產業機會，如金融科技、智慧醫療、智

慧製造、社群營運等。好的演算法和軟硬體結合是很重要，而且行動裝置的使用日

漸普及。由這些面向來看，以台灣現在的人才以及產業現況應該是有機會找到切入

點，建立屬於台灣的利基市場。 

機器學習在醫療大數據上的應用是未來的一個趨勢，但是幾個月前傳出國外某研

發智慧醫療部門裁員的消息，有些金融分析師認為智慧醫療產業是否只是泡沫？個

人認為，這是對智慧醫療的誤解。基本上，我們不期待用人工智慧完全取代醫生。

但是運用機器學習、電腦視覺的技術協助醫生看病這已經在發生且持續改進中。而

且，一個產業的發展不應以人多來衡量，尤其是資料分析的領域，常常只需要少數

對此領域懂很深的人， 其他部分直接由 IT人員協助解決。 

現在有一種觀念是 AI就是等於全部用機器取代，實際上並不是這樣，我認為 AI

是會與人類智慧相輔相成，當作人類物理極限、感官極限的擴展，也就是這概念，

有些人認為 AI也意謂 Augmented Intelligence。以交通監看的例子說明，以前人不太

可能一次看 60個螢幕，但使用了機器視覺技術後，分析後將異常狀況的影像再秀出

來可能只需要 5個螢幕，這時我們就能仔細判別哪些是真正有狀況，也就是說，隨



 

    
 

著人工智慧技術的進步，人適時地參與決策仍是必要的。當然，有人會問這樣人類

的工作是否就少了？我想應該說不同工作類的需求會改變。制式化、勞力密集的或

許會少，但新的工作機會也會產生。 

由於連網裝置越來越多，每個人被蒐集的資料也越來越多，這就讓隱私權議題十

分重要，目前一個大研究主題就是研究資料探勘的隱私權保護，也就是資料的去識

別化處理，讓一組資料看不出來是屬於誰，但是又能保持其統計意義。 

有些人會質疑機器學習是不是一個泡沫？會不會過幾年就不再被關注？但我對

機器學習的發展很有信心，因為人類的感官是有極限的，但是電腦的運算能力、網

路的頻寬還在持續增長，而硬體、儲存器的價錢越來越便宜，這些多出來的運算能

力與儲存空間一定會朝向智慧化與個人化需求發展，而機器學習、資料分析即為其

所需之技術。面對物聯網時代越來越龐大的資料，我們更需要借助機器學習的力量

來分析處理，這整體的發展猶如大江東流是檔不住的。 

而面對台灣乃至全球人工智慧人才越來越高的需求，經濟部、科技部都有許多人

工智慧之計畫，教育部也已規劃相關人工智慧計畫，補助學校教人工智慧課程。許

多大學教授們也開始投入相關領域，希望可以補足台灣人工智慧課程的缺口，我也

十分鼓勵學生探索這個領域，未來協助台灣產業進行轉型與提昇。 

（本文由台大電機資訊學院院長陳銘憲口述，台灣雲報特約記者柯旂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