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產業推動計畫(AI Hub)介紹

108年6月11日

AI產業之創新驅動
人才接軌、產業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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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背景與目的

台灣AI行動計畫 整體推動架構

【產業AI化】
完備AI產業化發展資源

結合產學研技術與應用能量
提供產業AI轉型輔導資源

推廣利基應用解決方案
建構產業AI應用發展藍圖

連結公協會，加速產業AI轉型

 緣起：
 行政院「臺灣AI行動計畫」：完善AI應用發展環境，強化鍊結5+2產

業創新與AI人才媒合，扶植AI新創並創造40項以上AI應用解決方案。
 爰此經濟部工業局以5+2產業及服務業創新需求為導向，規劃產業AI

化推動機制，選擇具利基市場之垂直領域，輔導並匯集場域業者的關
鍵議題與需求，共創AI應用發展藍圖，強化應用投資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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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Go 出題解題平台

• 需求企業出題

• 供給端AI技術商解題

• 實務競賽

AI Hub

智慧化服務團

• 線上議題諮詢

• 線下訪視診斷

• 供需組隊&導入輔導

前瞻應用展

• 解決方案展示

• 供需座談媒合

• 亮點案例廣宣

IDEAS Lab

• 從0到1的MVP打造

• 需求快速聚焦成規格

• 評量機制與跨國實證

整合專家、案例與技術的AI資源中心

製程智慧化 裝置智慧化 服務智慧化 軟體智慧化

產業出題題庫
歸納依技術

製造 零售 醫療…影像 語言 IOT…

知識圖譜

二、計畫推動機制

註：AIGO出題解題平台，為工業局AI人培計畫工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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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重點工作

AI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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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架

聯結產學研專家，整合AI趨勢、議題研究與應用案
例資訊，提供AI需求者相關資訊的查找與問題解決
服務。

結合AI技術團隊與解決方案供給業者，結合線下
展示與試用主題工作坊，促成產業AI應用主題供
需組隊，協助介接輔導資源。

資源匯集

媒合組隊

打造AI Hub，整合產業AI化資源

提供AI模組與資料上架環境
協助AI公司產品與應用服務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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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術上架
AI

技術上架

AI

資源匯集
AI

資源匯集

AI

媒合組隊
AI

媒合組隊 AI Hub

啟動大會

公測期封測期

AI技術快建：演算
法上架封測
(API、程式碼)

 新創(5):太米、亞太智
能、雲云科技、雲象
科技、集雅科技

 服務團：III自有 技術
(製程/KBQA)

 技術上架/測試/發佈
 搜尋演算法、試用、

留言與評價

 訂定智能合約
 取用AI技術(自有數據)
 技術排行榜與區塊鏈用

量紀錄查詢

完整功能上線：
 AI技術用量計價
 聲譽排行榜

對外公開

先導
使用者

上線功能
驗證項目

 新創：通過實證評選者
 產業服務團：智慧化主題典

範案例供需雙方(源浩科技、
思納捷、中央大學)

 通過新創實證評選(20)所媒合
之供需雙方業者

 產業輔導團：智慧化主題擴散
機制下之業者(如工作坊)

先導
使用者

上線功能
驗證項目

先導
使用者

上線功能
驗證項目

AI資源(網頁)上架：
應用案例新知(100)、專家(100)、新創業者(40)、

 絲織公會、藥師公會、能源協會等所推薦參與試用之業者
 產業服務團成員

Line@問答介面
(專家、新創)

計畫先導團隊

 線上發起AI應
用導入需求

 自動化推薦媒
合輔導資源

對外公開

Line@問答介面
(應用案例)

 絲織公會、藥師公會、能源協
會等合作公協會的所有會員

 產業輔導團：智慧化主題擴散
機制下之業者(如工作坊)

對外公開

*持續累積新增內容

6月 7、8月 9月 10月

AI Hub開發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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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重點工作

典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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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智慧化目標

9

製程智慧化

裝置智慧化

服務智慧化

軟體智慧化

產業智慧化發展藍圖

智慧化解決方案缺乏驗證 促成先導實證

促成典範企業

服務智慧化創新實作瓶頸 鏈結解決方案

導入瓶頸突破解決方案需要效益驗證

人本商模創新缺乏場域 開放實證場域

既有裝置面臨升級競爭

創新裝置需要效益驗證

價值創新需要先導客戶

智慧模型建立

規格效益驗證

先期用戶招募

智慧化效益指標不明

解決方案缺乏驗證場域

新創信賴度低

評量方法

信賴驗證

展示試用

製程實務瓶頸 鏈結研發突破

影像分析

智慧助理

預測分析

機器學習

自然語言

自動駕駛

機器人

關鍵議題 服務需求

10+個產業智慧化藍圖

100+家智慧化典範企業

1000+家企業應用導入

100+項智慧化解決方案

推動主軸產業智慧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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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智慧化推動領域與選題準則

製程智慧化

裝置智慧化

服務智慧化

軟體智慧化

清楚的問題需求定義

明確的效益評量準則

權衡影響力與複雜度

是否能取得優質資料

是否有意願落實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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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連協會、掌握產業需求
以裝置職安應用為例

[影像辨識]未著標準
服裝/裝備辨識與提
醒(安全帽、安全扣
帶、⻑袖等)

[影像辨識、人員定
位]高溫限制區域辨
識與警報

[人員定位]高壓導電
限制區域辨識與警報

[氣體偵測、人員定
位]高溫產生有害氣
體的辨識與警報

[智慧巡檢、人員定位]夜間
單人巡檢安全提醒(暈倒、
墜落等)

[紅外線偵測、影像辨識]大型器
械運轉運程損壞預測與警示

[觸碰感測、路徑規劃]天
車(大型器械)吊夾路徑辨
識與警報

聯結中華⺠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等協會，拜訪如中鋼碳素屏南廠，實際瞭
解業者導入AI技術的需求。初步歸納AI技術應用之項目包含：影像辨識人員穿著標準裝置、限制性區域禁入
監測與警示、有害氣體監測與辨識、語音辨識與推播、大型器械運作監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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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重點工作

應用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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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實證徵求
目的

 促成AI技術供應者與應用端業者合作，推動AI技術在各個潛力應用領域實證，
透過效率或價值提升建立AI技術在各領域之導入典範。

範疇
 聚焦4化主題：製程智慧化、裝置智慧化、服務智慧化、軟體智慧
 共計20案

實證經費
 每案實證補助新台幣50萬元為上限，經費由審查委員會審核決定
 提案主體得為具備AI技術之新創事業、學界或育成單位產出AI解決方案，可

導入至少1家應用單位完成實證

提案單位
• 符合申請資格之開發單位
• 每年申請以⼀案為限

應用單位
• 符合申請資格之導入單位
• 同⼀技術不限⼀家導入

 新創企業：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至計畫申
請截止日前成立未滿7年。

 學校單位：依法辦理法人登記之公私立大專院校，得
由助理教授以上人員擔任主持人，組織學生團隊申請。

 應用企業：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法
人登記、大專院校、學術研究機構，或其他經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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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實證作業流程

徵求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08年６月底

申請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08年7月15

實證期間：自結標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止

申請須知
公告

說明會＋
主題蒐集

資格/計畫
審查

結果
公告

結案
驗收

6月上旬 6月中旬 7月中旬 7月下旬 10月底
分享交流會

提案
徵求

6月下旬
AI Hub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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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推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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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案例：以紡織AOI推動

但C工廠2018年購買W公司的AOI驗布機，原希望用於驗成品布，後又將機台改至驗胚
布 …., 到目前(4/9)尚未正式融入生產線中(開始時1捲布約能測出1000個疑似瑕疵, 檢出率高
但正確率[過篩]低, 迄今已過近半年, 約減少到100個點, 仍未達老師傅水準)

• 國產品約300萬
• 國外進口約上千萬

產業需求？面料的種類多變和疵點多樣性，傳統
機器視覺技術很難解決面料的自動化檢測

標記不同布種瑕疵的時間太⻑

正確率不如老師傅，無法少人力

計畫角色？
• 技術驗證 – 透過AI機器視覺(⼀⼆三視), 升級傳統AOI方案(源浩)

• 效益驗證 – 24⼩時內學完⼀種布, 過篩率低於20%

• 複製、商模 – 技術突破, 自然能大量擴散

輔導資源?
• 政府：透過投資抵免、業界科專等政策工具支持擴散
• 團隊：結合現有技術，對接AI資服業，滿足產業界(紡織)需求
• 產業：與產業公協會(如絲織協會、針織協會等)合作，推廣共通應用

宏遠興業林世榮協理表示：智慧驗布的好處，除了減少人力需求外，更重要的是降
低對員工能力的要求。過去靠人工驗布，平均⼀⼩時大約可以驗六百多碼，但有些新進人
員⼀⼩時驗不到四百碼，「⽽且他驗完你還不放⼼，」林世榮說，現在這些問題都可以靠
數位轉型來解決，讓檢驗部門的人力減少了24％，但效率反⽽提升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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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案例：職安應用推動



18

五、計畫聯絡資訊

 計畫辦公室E-mail：
infocloud@mail2.ideas.iii.org.tw

 連絡電話：
02-6607-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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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