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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三屆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2014年消費性電子國際研討會(IEEE GCCE 2014)是由

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所贊助辦理每年一度的國際性研討會。本次大會於日本千葉

縣舉行。

本次大會邀集了消費性電子產業及學術領域中優秀的專家及研究學者，交換各領域中

的新進成果及創新想法，包含系統面、技術面、製程面與應用面等各層面現今的最新發展。

藉由本次大會，消費性電子產業鏈的各領域研究者、系統開發者和服務提供者可交換目前最

新的創新思想及研發成果。另外，由於本次大會亦與CEATEC共同合作，因此與會者並可參

加CEATEC所舉辦的資訊展覽會，觀摩最新的產品發表展覽。

本次大會探討的議題範圍主要設定在3D影音、行動通訊、物聯網、智能運算等整合應

用發展技術，主要包含有：影音電視與顯示技術、無線及射頻應用、家用網路及服務、行動

運算及通訊、消費性電子商品人性化介面及體驗、資訊安全及驗證管理、儲存及數位影像、

智慧網點、家庭照護及健康管理、嵌入式系統技術、綠能科技等跨領域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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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2014年消費性電子國際研討會(IEEE GCCE 2014)是由美國電

子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所贊助辦理每年一度的國際性研討。本次研討會是該年會的第三屆

會議，大會本次主要研討的議題包含有3D影音、行動通訊、物聯網、智能運算等整合應用

發展技術，皆為目前學研界及產業界前沿及發展迅速的未來科技。近年來由於行動科技及社

群網絡的爆炸性發展，民眾間溝通及訊息交換取得的方式已大幅度的改變，各國政府無不積

極推動電子化政府方案，希望藉由運用各類資通訊技術，包含如物聯網、輿情蒐集及行動通

訊等技術，來強化電子治理，瞭解民意，提供民眾更新更方便的政府服務，及開放性政府，

以增進民眾對政策的了解及支持，精進為民服務品質。因此希望藉由參與本次由美國電子電

機工程師學會所贊助辦理的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2014年消費性電子國際研討會

(GCCE)，來吸取現今的最新資通訊發展技術及應用，希望除了可以瞭解最新的領域知識外，

更能做為未來配合國家資通訊政策推動的規劃參考。

二、過程

(一) 組織與年會背景簡介

　　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消費性電子國際研討會(IEEE GCCE)今年為第三屆舉辦。本

年會隸屬於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與本年會相近之年會有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

學會(IEEE)另外在其他地區舉辦的兩項消費性電子國際大會，包含於拉斯維加斯舉辦之消

費性電子國際研討會(ICCE)，及在歐洲與 IFA共同舉辦之 ICCE-Berlin。美國電子電機學

會(IEEE)主要目標即希望藉由在美國、歐洲、亞洲等舉辦的三大年會(ICCE、ICCE-

Berlin、GCCE)，以聚集各地區消費性電子產業之研究發展成果，共同推動及加速消費性

電子相關研究及產業的發展。

(二) 本屆年會介紹

　　本屆消費性電子國際研討會(IEEE GCCE 2014)於日本千葉縣的海濱幕張舉辦，主辦人

為Dr. Stefan Mozar, Mr. Stephen Dukes及Dr. Tomohiro Hase。協辦單位包含有日本多

個協會及組織，如電子學及資通訊工程師協會，影像及顯示器工程師協會、日本訊號處理協

會、日本遊戲產業協會、日本人工智慧協會、日本電子及資訊技術產業協會、日本通訊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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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網路協會，以及日本電腦軟體協會等。另外，本次大會亦與CEATEC共同合作，因此與會

者並可參加CEATEC所舉辦的資訊展覽會，觀摩最新的產品發表展覽。

　　本次大會探討的議題範圍主要包含有：影音電視與顯示技術、無線及射頻應用、家用網

路及服務、行動運算及通訊、消費性電子商品人性化介面及體驗、資訊安全及驗證管理、儲

存及數位影像、智慧網點、家庭照護及健康管理、嵌入式系統技術、綠能科技等跨領域創新

成果。經主辦單位收集來自全世界20個以上國家達 400多篇以上的研究成果後，篩選出本

次會議30個專題演講及75個壁報發表。

(三) 研討會議程

　

　　
10/7議程                                   10/8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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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議程

10/9議程

(四) 大會演講簡介

　　本次大會邀請了許多學者及業界代表，發表各領域突破性發展及成就，分別於各會議

中展現。大會的議程安排分為上午的重點專題演講及下午的專題演講，上午的重點專題演講

為所有與會人員共同參與，於大禮堂舉行，下午的專題演講藉由三個議場同時舉行，各個議

場均有特定的主題，並安排多場相關的專題演講進行報告，讓各與會者，可以就自己的興趣

領域選擇與會討論。另外本次會議並同時於會場外安排有壁報發表及展覽，讓研究者或業者

可以藉由壁報及報告充分展現及分享研發成果。本次大會安排的重點專題演講，特別邀請到

頂尖研究者及企業領袖進行分享，演講的題目分別為：東大機器人智能運算計畫、3D顯示

之發展及應用、社群網絡分析之影響與應用。以下我將依演講題目就本次會議的一些收獲進

行分享。

　　重點專題演講－東大機器人智能運算計畫，演講者為 Noriko Arai博士。Arai博士目前

為國家資訊研究院的資訊及社會學研究部門教授。同時也是通訊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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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為數理邏輯、複雜性計算理論、線上學習及人工智慧等。並同時為 NetCommons開放源

碼計畫主持人。曾獲得包含IASTED第三屆國際軟體競賽大獎等。本次演講主要就智能運算

的進展做一分享，該計畫希望研究智能運算是否能創造一個人工智慧系統，可通過東京大學

的入學測驗。設定的主題包含有複選題及問答題。該計畫並在2013年，與超過 5千位學生

進行模擬測試。測試結果，目前該計畫所開發出來的系統雖仍尚低於東京大學的入學標準，

不過令人振奮的是該系統已可通過全日本目前 800所私立學校中多達 400多所學校的入學測

試。

　　重點專題演講－3D顯示之發展及應用，演講者為 Rieko Fukushima博士。Fukushima博

士任職於Toshiba公司，主要研究領域為液晶顯示裝置的開發，並曾經榮獲影像資訊及電視

工程師學會所頒發的技術及研發獎等大獎，目前為研發中心的首席科學家。本次演講主要著

重在技術原理、特性及製造全世界第一台裸眼 3D顯示器的工程管理。其主要技術＂視域最

適化技術＂並在2010年贏得日本發明創新研究院的21世紀發明獎。演講者並說明 Toshiba

公司如何設計提升使用者滿意度的人性化設計經驗分享。

　　重點專題演講－社群網絡分析之影響與應用，演講者為Takako Hashimoto博士。

Hashimoto博士目前任職於 Ricoh公司軟體研發中心。主要研究領域為多媒體訊號傳輸、資

料探勘及財務工程視覺化分析。由於網際網路及資通訊的快速發展，帶動了 web-based的社

交網絡的興起。現在民眾多藉由線上社群網絡互動，也因此大大影響民眾生活中的各項決策。

有效的探索及分析這些線上社群網絡資料將可提供包含犯罪管理、評價分析、顧客喜好、產

品推薦等的幫助。本次演講介紹其利用資料探勘技術分析社交網絡資料的應用與成果，包含

介紹其團隊所設計提出的議題萃取技術及語言社群媒體分析平台架構等。

　　

　　專題演講－運用 Wi-Fi Direct技術架構 ad hoc社交網絡，主講者為 Le Van Hoang博

士。隨著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網絡平台的興盛，朋友與朋友間的聯繫與資訊交換已漸

漸移轉到社交網絡平台，使訊息的溝通與傳遞、人與人間的互動更趨頻繁與快速。不過很多

時候，我們也會想要分享一些想法給某一群特定但不一定侷限是朋友的人，例如參加演講或

觀賞藝文表演的時候，會想將當下的感受與想法發表出來與大家討論等。於是藉由 Wi-Fi 

direct可提供行動裝置間彼此溝通的技術，該研究團隊設計了一個平台系統，供當下不特

定人可以藉此建立一個ad hoc社交網絡(DTN網路)。其平台包含多用戶系統、資料庫系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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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direct。其中多用戶系統主要管理連線、服務需求及社群管理等，以串聯其他系統提

供服務。

　　　

　　專題演講－結合智慧電視的生活軌跡蒐集管理系統，主講人為 Michio Shimomura博士，

內容主要為分享如何利用智慧電視主動蒐集個人家居生活中所接觸的各種行動裝置，包含感

測裝置及智慧裝置等的個人使用軌跡，結合分析技術，以提供個人化或家庭化的智慧生活服

務。該研究團隊建立了一個系統基礎架構，包含使用者基本資料管理模組、裝置軌跡管理模

組、訊息交換模組、軌跡分析管理模組、資料鏈結模組以及驗證及安全管理模組等以達到整

合的分析及處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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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無人農產品銷售系統，主講人為 Makoto Oya博士。無人銷售系統目前遭遇

到的問題包含收據提供問題、延後付款問題以及銷售管理問題等，本系統架構，包含銷售點

系統(供顧客查詢選購使用)、行動裝置系統(供農夫線上輸入產品、數量及金額等資訊)、伺

服系統(儲存產品資料及交易資料)等，使農夫可透過行動裝置即時掌握農產品銷售及需求情

形，並使買方可透過銷售點系統取得收據或延後付款。

　　專題演講－行動裝置資料傳輸，主講人為 Ryo Kanaoka博士，行動裝置的資料無線傳輸

方式包含有透過藍芽協定、NFC協定及 Wi-Fi Direct等，由於現行行動裝置之間資料傳輸均

需透過MAC位址資料來辨識對方設備，身分確認耗時較久，於是提出EriCC-W系統，僅須透

過運用行動裝置內建的加速器元件及 Wi-Fi元件即可傳輸資料。其主要技術特徵為應用

Acceleration Print(AccPrint)來辨識對方裝置，只要雙方進行相同方式之動作，即達到握

手協議，並取得連線，於是可簡化驗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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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本次會議的主題主要包含 3D 影音、行動通訊、物聯網、智能運算等整合應用發展技術，

在在展現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雲端運算的推波助瀾，以及行動科技的普及，物聯網，社交

網絡及巨量分析等的整合應用，已經將大家緊緊連在一起，使多元資訊在人與人之間快速流

動交換，也使新興的服務與應用更趨可能與多元。如何掌握這股趨勢，重新定義及思考未來，

已是各企業或政府積極努力的方向，以下將就行動科技物聯網應用、社交網絡輿情分析應用

及智能運算巨量分析應用等層面，就政府服務相關議題建議如下：

一、行動科技物聯網應用：大會許多專家分享了結合雲端運算應用面，及端末感測器等，以

達到資源整合，建置綠能環境、長期照護系統，以及透過軟體即服務，隨選使用等新興技術，

以提供整合服務的各項成果。例如無人銷售系統的延伸，或將可提供民眾隨時隨地便利的申

辦服務，改善行政流程等，這些技術的提升相信也是未來各級政府在規劃基礎建設及整合服

務可參考運用的。

二、社交網絡輿情分析應用：大會展示了社交網絡分析如何應用於協助自然災害的緊急追蹤

與犯罪管理等，除此之外，瞭解與分析巨量的網路民意，將可幫助公共管理者掌握公民於特

定公共議題的可能偏好，並補充傳統公民參與管道（如民意調查、座談會、公聽會、說明會

以及新聞媒體）所蒐集的民意，或事先瞭解該議題的社會脈動而預作因應與準備。目前臺灣

亦有部分政府部門開始引入相關技術以提升服務品質，例如新北市政府已發展藉由分析民眾

意見以取得常見的申訴態樣，並提供施政策略的訂定與流程改善的依據，使民眾大大增加對

政府的滿意度。這些都是我們應該積極學習與思考應用的方向。

三、智能運算巨量分析應用：巨量資料技術現已開始在健康照護、通訊、零售、運輸等領域

應用，本次會議更進一步談到了整合個人的使用軌跡資料（所謂的小世界)，在確保隱私及

資安下，提供個人化服務的可能性，並介紹了智能分析與模式學習技術的相關發展與結合以

增進服務的範圍。而從這裡我們可以瞭解，這些發展的可能都取決於資料的取得以及多元整

合分析。目前我國民間對開放巨量資料有 3項期待：(1)政府機關資料開放出來，(2)透過政

府的手將業者資料釋放出來，(3)政府單位如經濟部，輔導企業具有對巨量資料的分析與應

用能力。隨著這波的趨勢我國政府各部門亦積極推動相關政策，包含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政

府資料開放，以及科技部推動巨量分析先期研究計畫專案，該專案並訂定目標包含：(1)釐

清可能之應用情境；(2)釐清部會真正需求；(3)瞭解法規、資訊取得或其它制度上的限制；

(4)規劃技術框架及其產出；(5)確認資料格式等。相信這些政策的推動及民間的參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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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提供各級政府多元及可整合運用的創新發展方向，因此也是我們需積極整備與關注的。此

外，巨量資料未來發展成功與否亦有賴政府建立信賴機制與法規制度，這也是各級政府目前

須積極盤點及規劃思考的，如此才能與國際接軌，建立一個完善的環境，使產業能安心運用

創造商機，民眾也能放心其資料被拿來發展產業價值，創造出人民、企業與政府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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