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後疫時代台灣產業智慧化機會與挑戰 

 

講題摘要： 
疫情衝擊全球經濟與牽動產業生態，不僅改變人們行為模式，同時加速企業數

位技術投資，以提升企業營運韌性，進而衍生新的數位商機。本演講中首先說

明全球數位產業趨勢，如 AI 結合多元載具應用、Edge AI 是關鍵、5G 建置以

催生新興應用服務、區塊鏈從科技金融跨入多元產業應用等，而數位轉型背後

重要推手是半導體技術的進展。其次，探討臺灣產業面臨的商機與挑戰，因臺

灣科技業具強韌性，在全球產業鏈已具關鍵性地位，但臺灣雖防疫有成，有些

產業仍需加速數位轉型。台灣服務業與中小型製造業因國內經濟規模小，偏向

重硬體輕軟體營運模式，較缺乏具規模商業模式實證場域與使用者互動，且有

跨業整合機制不足等不利因素，光靠企業資源不足以支撐創新。最後，說明工

研院提出｢2030 技術策略與藍圖」，期望鏈結研發能量與產業需求，聚焦於智

慧生活、健康樂活、永續環境應用領域引領創新研發，以厚植產業實力。展望

未來，臺灣科技產業須加速發展新服務型態與擘畫新產業結構轉型，並建構具

臺灣特色的「強韌產業生態鏈」，以掌握後疫新商機。 

 

大綱： 
 全球數位產業趨勢 

 台灣產業的商機與挑戰 

 產業智慧應用案例 

 工研院 2030 技術策略與藍圖 

 結語：台灣科技產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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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仁副院長於 2016年加入工業技術研究院，督導產業技術研發、國際合作與創業投資業

務。在加入工研院前曾擔任行政院科技政策主管與經濟部顧問，推動臺灣重要前瞻科技之發

展；並曾擔任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及主管，進行基礎科技研究與推動產學合作。 

 

張副院長在工研院負責資訊、通訊、機械、綠能等領域之技術研發，近期重要之研發項目包

含人工智慧、5G通訊系統、物聯網、智慧製造、自駕車、無人機、再生能源、溫室氣體減量

等。同時，張副院長也致力推動國際合作事務，協助臺灣政府與多國政府建立技術合作協

定，以及協助臺灣之研究機構與產業界建立國際合作關係。近兩年先後帶領產官研團隊拜訪

德國、法國、英國、西班牙、芬蘭、俄羅斯、捷克、美國、中國、日本、印度、馬來西亞、

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國，今年並將國際合作業務推展至南美洲之巴西、智利、阿根廷等

國。此外，張副院長也督導工研院所屬創業投資子公司，目前主要投資在美國、日本、臺灣

之資訊、通訊、電子、生醫、服務等高科技新創公司。 

 

在政府服務經驗方面，張副院長曾擔任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副執行秘書，協助行政院長規劃及

推動全國重要前瞻科技之發展，包含寬頻通訊、資訊安全、再生能源、遠距醫療、機器人、

智慧家庭、奈米科技等。並負責督導全國科技預算編列及審查作業，對於跨部會科技計畫之

規劃與整合具有豐富經驗。他也多次擔任經濟部技術顧問及技術委員會召集人，協助經濟部

推動電子、光電、通訊、機械、製造、新能源、醫療器材等科技發展，對於臺灣產業能量及

國際產業分工有深入之瞭解。 

 

張副院長曾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教授，研究主題為微機電系統(MEMS)與積體電

路(CMOS)之整合以及電磁機械系統，共發表過 71篇國際期刊論文與 103篇會議論文，並擁有

30件專利。在擔任教授期間建立 MEMS 與 Nanotechnology研究實驗室，以及兼任主任秘書，

協助台大校長管理全校行政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