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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驚聲】游智凱：AI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

翰林驚聲

主辦單位：人工智慧學系 

時間：112年3月29日下午3-5時 

地點：E787 

主講：緯創資通處長游智凱 

講題：人工智慧在產業應用的現在與未來 

 

緯創資通公司數位應用發展處隸屬於數位轉型的領域，面對數位轉型，公司內部的因

應方式是收到很多數據，開始做數據分析，演變到足以專注在人工智慧領域。公司的

使命是利用數據，使AI內化成公司的核心競爭力，領先業界，引領場域智能化，並引

進先進的AI工具與解決方案，加速場域生產力的提升。 

講題將分享「人工智慧現今在電子專業製造業（EMS）的應用和實例」，以及著重於

「生成式AI將帶給產業不一樣的未來」為主軸。 

當時台灣微軟一公布ChatGPT時，公司馬上成立專案小組，相信這一定是未來跨時代

的應用，整個AI產業甚至每個產業，都會因ChatGPT有所轉變。 

我們也一直在思考，當工廠數位化已完備後，還能提升哪一部分呢？此時AI介入，該

做的是使工廠達到智能工廠、智慧工廠，也就是人工智慧的應用，以搜集到的數據投

入工廠內的產製。 

優質的人工智慧需要足夠的資料和品質良好的資料，兩者需兼備，方能做出優質的人

工智慧。製造業最在意的7個項目是：該如何提升品質、節省成本、如何兼顧兩者、

如何利用科技提升生產效率、該如何訓練員工技能、風險及如何提升附加價值，這些

都是AI能勝任的範疇。 

舉例最近很夯的ChatGPT，已開始代替人類回答問題，足以解決問題的AI，歸納為五

個技術：數據分析、視覺與圖像處理、自然語言處理、音訊與移動控制，所以從這

5項技術中，思考該如何解決場域內的痛點。 

AI在數據分析中有幾項重要的面向，比如說，利用AI降低工廠不良率，符合工廠的生

產指標，穩定品質。因此開始搜集工廠的生產數據，在設計端時反饋到生產端，用於

預測此行為用於生產上會不會產生問題；降低成本部分，因應環保議題的抬頭，公司

開始思考，如何以節能減碳的方式，生產出我們所需的產品？ 

挑戰部分則是在開始時，不容許AI出現任何誤差，但後來的操作上發現，AI並不存在



100%的準確性。以特斯拉自駕車為例，它們也無法保證100%不出錯，因此在現實中

，能思考的是，「該如何將AI做得好？」於是讓AI具備一定的信賴度，利用AI的準確

度降低產線上做決策的困難，甚至是讓工廠走向智慧化，成為所謂24小時的「關燈工

廠」，只剩機器人在運作。 

在這樣的願景下，AI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了。「虛實整合」概念的重要性也隨之上升

，將工廠內的數據，放進虛擬工廠中，讓AI在其中不斷模擬和練習，直到找到最佳參

數、決策點後，再將其應用於實際工廠上，達到智慧工廠的應用和目標，此即智慧化

工廠的概念與脈絡。 

對於生成式AI，下一個註解，為什麼要把本業唸好？因為任何知識性產業，生成式

AI的首要條件是要問對問題。 

公司的數位應用部門主要專注在人工智慧，人工智慧分成兩種人才，包括資訊工程人

才及數統背景人才，主要負責數值型AI，但不論何種背景，最後人才都會匯流到預測

型、生成式AI的部分。 

公司員工裡其實有許多π型人才和碩博士人才，在AI產業中，具有資工和統計這兩種

特質的人才是重要的，在個人經驗中，認為碩士學程中的研究方法，以及如何構出論

文的過程，是你一輩子受用不盡的方法論，能讓你未來學習任何知識，能力和速度都

能有所提升。AI領域中也有許多需要做研究的過程。 

「未來AI的決勝點在於生成式AI」，同學可以想像，未來勞力密集的應用會愈來愈少

，屆時，依靠的是同學們的智慧。AI取代的是功能，而未來不會失業的人，是有辦法

教AI指令的人，我們需要的是π型人才，建議多多涉獵其他領域，公司不在乎你讀的

科系，更看重學習、創新和主動的能力，以及完成目標的過程。（文／謝采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