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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摘要 

  面對數位經濟環境，應提升通訊傳播產業之相關隱私權及個資

保護，尤其是電子通訊隱私(ePrivacy)認知及強化，目前正夯之人工智

慧(AI)可以取代人類在許多行業的工作，例如：理財專員或自動駕駛

車，如果發生問題時該向誰究責?是設計者、使用者或 AI 本身，這些

新產生議題須及早預為準備，以建構符合規定及創造產業持續發展之

架構。 

據顧能(Gartner)統計，有 66%的企業有意在 2020 年部屬第五代

行動通信(5G)，以迎接 AI、機器人(Robotics)、大數據(Big Data)、雲

端服務(Cloud service)、物聯網(IoT)、區塊鏈(Blockchain)等快速發展

的新技術，如何建構安全數位環境及提供可信任的數位創新服務為重

要課題，同時必須在數位轉型及產品設計中考慮個人資料及隱私保護

相關議題，以增強企業競爭力及永續發展，相關議題如：數位倫理

(Digital ethic) 、敏捷性 ( Agile) 、數位產品管理 (Digital product 

management)及企業競爭力(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等。 

歐盟於 107 年 5 月 25 日起實施的個人資料保護規則(European 

Union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規範更嚴格，影響層面包

括監理機關、有蒐集用戶之事業體、處理及利用單位、被蒐集個資之

當事人等，各國均在數位轉型過程加以調適，另外有關 AI 等新技術

發展，我國個人資料保護及相關子法在通訊傳播領域應研議如何融合

政策與實務，以作為本會通傳監理政策之參考。 

關鍵詞：電子通訊隱私、人工智慧、物聯網、數位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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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研討會為因應資料加值運用及隱私保護政策之研析，面對數

位轉型及新技術發展，如何建構安全、可信任及有效的數位經濟環境，

同時做好個人資料及隱私保護，這是息息相關的，尤其近來產業轉型

及競爭相當快速且激烈，如何掌握先機，事先做好準備，才能開創新

局，引領世界潮流。 

  本次主辦單位為總部在美國的 Gartner 公司，40 年來一直幫助

客戶做出正確的決策，並始終領先於變革，是領先的研究和諮詢公司。

它們已經擴展到旗艦技術研究之外，為企業的高級領導者提供他們實

現關鍵任務優先排序和建構未來組織所需的不可或缺的見解建議和

工具。與客戶站在一起，為未來業務提供動力，以便成為世界上成功

的典範。它是一家以人為本的公司，以獨立分析和無與倫比的深度和

廣泛的專業知識為動力，它是一家全球性公司，為全球 15,000 個客戶

組織提供服務，在 100 個國家有分支機構，年營收美金 39 億元(約新

臺幣 1200 億元)。它是標準普爾 500 指數的成員，其客戶遍布全球 500

強企業和各種規模的企業。 

吉尼和(Gene Hall)是顧能的首席執行官。他自 2004 年 8 月起擔

任首席執行官兼董事。在加入顧能之前，他曾擔任財富 500 強全球技

術和服務公司自動數據處理（ADP）的高級主管，最近擔任雇主服務

總裁。 

今年度日本場次研討會關注三大議題： 

1. 經營策略：企業高階主管正研析如何利用數位經濟的機會。

優秀的企業正在設計新的商業、信息和技術運營模式，以實

現並加速數位經濟之轉型。此課程適用於計畫在企業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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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術之數位轉型的角色，包括資訊長(CIO)和高級資訊(IT)

工程師或主管。  

2. 領導力：領導力正在經歷一場響應數位經濟需求的革命。我

們工作方式的信念和模式正在被打破和重塑。這個挑戰了對

於成功駕馭不確定性和創造成功文化所需的領導力、技能和

組織的思考。 

3. 技術和信息：了解技術和信息如何發展對於創造有效的數位

化轉型至關重要。本專題探討了在塑造數位化轉型之過程中

如何產生最大影響的信息、技術和創新用途。 

本次大會安排 13 個研討類別如下： 

1. 數位轉型 

2. 平臺與策略 

3. 領導風格 

4. 尖端科技創新 

5. 雲端運算 

6. 商業智慧與資料分析 

7. 安全與風險 

8. 客戶經驗 

9. 工作、人與文化 

10. 成本最佳化 

11. 企業架構 

12. 應用現代化 

13. 投資與營運的現代化 

此次研討會只有日文及英文等兩種語言，即時翻譯或簡報資料也

是這兩種語言，及部分場次只有純日文並無英文翻譯，3 天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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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了 82 場次，且許多場次為同時進行，因此選擇參與下列 15 場

次： 

1. 主辦單位開場白：從數位轉型的持續演進 

2. 貴賓開場白：“面對面接觸與數位轉型” 驅動大和運輸企業之

營運策略 

3. 數位倫理：人工智慧的早期經驗 

4. 區塊鏈運用 

5. 假如你真的想成功，慎重處理失敗更重要 

6. 應用人工智慧在企業的架構 

7. 成功利用物聯網在數位經濟創新 

8. 2019 年 10 大趨勢與技術在投資與營運 

9. 縮短人工智慧與企業認知的差距 

10. 2019 年資訊長功課：建構安全數位經濟基礎 

11. 商用化：為何你的企業進步緩慢及如何擴大商業化規模? 

12. 全球課題：技術加速時代的企業競爭力是什麼? 

13. 黑客、輕推及刺激手段達到化解轉型壓力 

14. 數位時代：從經濟影響到社群瓦解 

15. 如何從雛形轉成商用化 

相關資料可參考該公司網址： https://www.gartner.com/en。 

  

https://www.gartner.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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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行程 

一、 時間：107 年 11 月 11 日至 15 日。 

二、 地點：日本東京，新高輪格蘭王子大飯店。 

三、 出席會議人員：說明如表 1。 

表 1 出席人員與職銜一覽表 

編號 所 屬 單 位 姓 名 職 銜 

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喬建中 專門委員 

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王維年 科長 

  

參、會議內容摘要 

一、 議程 

表2  11 月 12 日議程 

時間 議    題 

12 日

上半

場 

主題：主辦單位開場白及成功案例分享 

1. 從數位轉型的持續演進(Gartner) 

2. “面對面接觸與數位轉型” 驅動大和運輸企業之營運策略

(Toshizo Kurisu) 

12 日

下半

場 

主題：數位倫理、區塊鏈及如何創新成功 

1. 數位倫理：人工智慧的早期經驗(Frank Buytendijk)  

2. 區塊鏈運用(Rajesh Kandaswamy) 

3. 假如你真的想成功，慎重處理失敗更重要(Mary 

Mesag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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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1 月 13 日議程 

時間 議    題 

13 日

上半

場 

主題：企業導入人工智慧、物聯網及雲端運算 

1. 應用人工智慧在企業的架構(Bern Elliot)  

2. 成功利用物聯網在數位經濟創新(Milly Xiang) 

13 日

下半

場 

主題：2019 年 10 大趨勢及企業如何轉型 

1. 2019 年 10 大趨勢與技術在投資與營運(Jeffrey M. Brooks) 

2. 縮短人工智慧與企業認知的差距(Dave Aron) 

3.  2019 年資訊長功課：建構安全數位經濟基礎(Ed Gabrys) 

表4  11 月 14 日議程 

時間 議    題 

14 日

上半

場 

主題：企業競爭力及擴展創新規模 

1. 商用化：為何你的企業進步緩慢及如何擴大商業化規模? 

(Takeru Aoto, Kai Zimmer) 

2. 全球課題：技術加速時代的企業競爭力是什麼? (Yoko 

Ishikura, Professor Emeritu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14 日

下半

場 

主題：數位社會轉型與突破障礙 

1. 黑客、輕推及刺激達到化解轉型壓力(Mary Mesaglio) 

2. 數位時代：從經濟影響到社群瓦解(Frank Buytendijk) 

3. 如何從雛形轉成商用化(Mary Mesaglio) 

 

二、 研討會重點摘要分享 

研討會第 1 天上午開幕式由主辦機構 Gartner 高級主管及資深分

析師進行會議開場及研討會主題重點提示，題目為：「從數位轉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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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演進」，本次參加人數眾多，會場座無虛席，據主辦單位宣稱有

1,500 人參加，參加者大多數為企業或機關構之資訊長(CIO)或資深 IT

工程師或主管，大家對於 AI 技術充滿好奇與期望，講述範圍包括：

數位轉型、市場需求、企業競爭力及創新改革之阻力等議題。因應數

位科技時代來臨，傳統生產營運模式及客戶服務方式必須跟著調整？

此步調將愈來愈快，大者恆大趨勢也很明顯，跟不上腳步或方向錯誤

將失去競爭力，大家為了生存及永續發展，參加此研討會以尋求有效

解決方法，依專家建議一步一步腳踏實地走向成功。本場次演講者有

四位，分別為：Val Sribar 、 Yurika Nagashima 、Masaki Suzuki 及 

Tatsuya Ichishi，皆為顧能主管或資深分析師擔任，輔導產業轉型邁向

成功之經驗豐富，分享未來趨勢及如何轉型之成功經驗，參與者無不

認真聆聽，因為機會難得，會場旁邊另設有諮詢室，想進一步獲得諮

詢協助者，可以接洽安排。 

目前最新發展技術： AI、機器人( Robotics)、 大數據(Big Data)、

雲端(Cloud)、物聯網( IoT)及區塊鏈( Blockchain)等，當然數位產品設

計時須規劃加入數位倫理(Digital Ethics)及落實電子通訊隱私保護也

相當重要，以確保使用者用的安全及不產生危害。在數位轉型過程中，

以下議題也很重要： 

 導入 AI 或機器人相對地於工作型態須配合調整。 

 數位科技創造出虛擬世界，原有實體世界如何與虛擬世界互動？

相關規範如何？值得探討。 

 AI 快速進步，如何將有經驗的員工透過 AI 及其本身強大學習分

析能力，產出更強的智慧累積，是值得探討議題。 

 轉型過程 3 步驟為：1.雛型、2.成效轉移、3.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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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主辦單位很貼心邀請數位科技領域專業廠商擺攤，包括：數位

軟硬體設備及技術、AI、IoT、機器人、區塊鏈及自動化等類型之數

十家日本株式會社，有富士通、Google、SCSK、Sansan、ThoughtSpot…，

利用此機會媒合廠商與有此需求者。 

接下來為案例分享，大和運輸株式會社代表 Toshizo Kurisu 進行

該企業成功數位轉型案例分享，題目為：「面對面接觸與數位轉型」，

該企業為運輸物流業起家，面對數位化科技衝擊，如何提升企業競爭

力、做好客戶服務及擴充全球布局，從建構數位物流網路，以照顧偏

鄉人民購物及配送之權利，並結合全球 5 大洲據點網絡，提升企業效

率、增加營收及競爭力。在創新過程中，組織文化往往形成阻力，如

何化解是重要的。該公司進行三項改革，項目如下： 

1. 實現新的工作方式 

2. 讓員工產出的最大化 

3. 營運效率達最佳化  

(一) 數位倫理、區塊鏈及如何創新成功 

研討會第 1 天下午參加 3 場次，分別為：「數位倫理：人工智慧

的早期經驗」、「區塊鏈運用」及「假如你真的想成功，慎重處理失敗

更重要」，演講者分別為：Frank Buytendijk、Rajesh Kandaswamy 及

Mary Mesaglio 等。我們皆知目前很夯的議題 AI，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因為 AI 是機器，擁有大量儲存及 24 小時工作不間斷能力，再配合高

速運算能力進行大數據分析及邏輯推理，是人力無法與之相比。因此

如何應用 AI 的優點而避開缺點，這是值得思考議題，考慮其先天不

足或設計錯誤所造成之嚴重後果，並同時考慮個人隱私保護，創造安

全穩固之數位生活圈，讓使用者用的安心，管理者能有效管理，企業

具有競爭力及創造盈餘，並共同負擔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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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皆知 AI 可幫助我們處理許多工作，且此範圍越來越廣，影

響程度愈來愈深，連俄羅斯總統普丁說：哪個國家主掌 AI 就能主宰

世界，目前 AI 主要的應用分類如下： 

1. 決策支援與判斷：深入問題、個人化、分析預測及建議。 

2. 虛擬助理：自然語言溝通，可透過聲音或文字進行。 

3. 決策自動化：轉換聲音變文字、 影像處理及內容分類。 

4. 智慧產品：機器人,自駕車,無人機…。 

AI 產品在設計時必須考慮”數位倫理”，歐盟安全委員會對於 AI

發展相當重視”數位倫理”，數位倫理在規範人、事及物這三方面互動，

因為 AI 導入，這事與物就不是傳統的事與物，而是含有 AI 成分，例

如 AI 導入客服系統，我們的諮詢對象可能是 AI 機器。那 AI 產品之

行為後果該由誰負責，是使用者、設計者或 AI 本身，這涉及法律層

面需去面對的問題。另面對數位轉型，下列問題也值得思考： 

 工作權的影響，造成失業？ 

 分配問題，如何分配機器所產生的財富？ 

 人性化問題，機器會影響人類行為與互動？ 

 如何避免 AI 機器產生非預期的意外或錯誤發生？ 

 減少 AI 機器的偏差？ 

 安全問題，如何避免 AI 的敵對？ 

 如何有效掌控一個複雜的 AI 系統？ 

 AI 機器權利問題，如何定義 AI 機器的人權？ 

另外 AI 機器設計須遵循 3 個法則(Asimov’s Three Laws of 

Robotics)： 

1. 不可傷害人類,或是不作為導致人類受傷。 

2. 必須遵守人類的命令除非這將違反第 1 項法則。 

3. 必須保護它自己，除非這行為將違反第 1 項及第 2 項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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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重要數位技術「區塊鏈」，也將改變目前人類運作模式，

跟隨網站 3.0 (Web 3.0 )普及，它將取代目前許多技術單元，產生非集

中化及訊令方式 (Decentralization and Tokenization)。區塊鏈提供未來

廣大的機會，專家預測私人總帳簿運用將流行於未來 4 年，在未來 5

年區塊鏈將改變人們生活及商業模式。 

以上研討議題皆圍繞在科技技術演進，但成功與否絕非僅依賴科

技，而人的素質與推動決心義很重要，尤其領導者以身作則，展現堅

強魄力及善用方法是成功關鍵，譬如企業想導入 AI，推動者及老闆

也擔憂如果失敗該如何處理？在 Mary Mesaglio 演講中告訴大家，革

新過程必先經過失敗，不斷重複失敗是成功前的必經過程，當計畫失

敗時，用心檢討原因並提改進措施，這是正面的；如消極不作為或推

卸責任則無法成功。領導者要有廣大心胸及明確目標，接納過程中的

錯誤，並從當中檢討改進，學習有效方法來累積成功的經驗。 

(二) 企業導入人工智慧、物聯網及雲端運算 

研討會第 2 天上午參加 2 場次，分別為：「應用人工智慧在企業

的架構」及「成功利用物聯網在數位經濟創新」，演講者分別為：Bern 

Elliot 及 Milly Xiang 等。AI 應用在學習方面，演講者整理相關例子

對照輸入與輸出如下表： 
 

輸入 輸出例子 應用 

語音紀錄 翻譯 語音辨識 

市場歷史資料 市場未來資料 貿易機器人 

圖片 圖片說明 影像標記 

藥品 處方功效 製藥 

商店交易 詐騙交易 詐騙偵測 

食譜成分 客戶建議 食物建議 

購買歷史 未來購買喜好 留住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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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位置及速度 交通流量 交通號誌控制 

臉相 名字 臉部辨識 

我們知道資料科學成功關鍵須依賴大量資料，因此企業平時即應

建立相關資料收集習慣，並建立安全管理系統，尤其客戶服務經驗之

累積及流程改進，連結物聯網或自動化流程處理，以提升客戶服務品

質。 

 另外，物聯網運用在工業創新領域已達到很好效果，同時也將

影響人類的商業運作模式，因此人機介面設計及平臺整合好壞影響計

畫的成功，尤其電子通訊隱私及安全性如何確保？可靠度或訊息管理

也很重要。CIO 在企業導入物聯網時，也有協助產生物聯網願景及策

略之責任，並組成專責團隊及整合內外資源才是成功關鍵。 

(三) 2019 年 10 大趨勢及企業如何轉型 

研討會第 2 天下午參加 3 場次，分別為：「2019 年 10 大趨勢與

技術在投資與營運」、「縮短人工智慧與企業認知的差距」及「2019 年

資訊長功課: 建構安全數位經濟基礎」，演講者分別為：Jeffrey M. 

Brooks、Dave Aron 及 Ed Gabrys 等。演講者提出 2019 年 10 大趨勢

如下，供與會者參考： 

1. 無伺服器運算(Serverless Computing) 

2. 人工智慧影響(AI Impacts) 

3. 資料中心已死(Death of the Data Center) 

4. 網路敏捷性(Network Agility) 

5. 邊際運算(Edge Computing) 

6. 數位多樣性管理(Digital Diversity Management) 

7. I&O 新腳色(New Roles Within I&O) 

8. 軟體即服務拒絕(SaaS Denial) 

9. 人才管理變成重要(Talent Management Becomes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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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球基礎設施支持(Global Infrastructure Enablement) 

其實，日本企業員工正逐漸受到導入AI而影響到職員的工作權，

根據每日新聞報報導，121 個日本主要公司有超過 50%已經導入或計

畫導入 AI 系統來計算保險理賠金給客戶。富國相互生命保險公司相

信這樣可提高 30%生產力，且投資將在 2 年內回本。有些公司已經雇

用 AI 來提供企業內部或外部相關諮詢服務。還有三菱集團及麒麟控

股株式會社使用 AI 來研究知識傳承，從有經驗且即將退休員工身上

學習豐富經驗，讓 AI 負責重複性工作，如組裝精密光學元件或啤酒

釀造作業。 

富國相互生命保險公司引進 IBM’s Watson Explorer AI，這樣 34

個雇員工作被取代。這情況在保險業導入 AI 系統來計算保險理賠金

給客戶，導致 30 個員工被遣散。 

2013 年牛津大學的 Carl Benedikt Frey 及 Michael A. Osborne 發

表一份報告，美國大約有 47% 工作將被電腦化取代，這不僅是研究

而已，且將成為時代趨勢。2017 年大衛(David)以相同方法預測日本

的情形，將有 55% 工作將被數位轉型取代。 

谷歌 (Google)已在日本建立許多資料中心，同時計畫明年在大阪

(Osaka)設立雲端平臺。美國資料中心及共站提供者：數位不動產

(Digital Realty)公司已經在大阪設立第 1 家資料中心。英國 Colt Data 

Centre Services (Colt DCS)已經在日本設立第 5 個資料中心坐落在東

京東邊的千葉市(Chiba City)。以上國際型大企業紛紛在日本設立資料

中心並提供服務，日本國內資料中心企業將失去競爭力，同時也將影

響到亞太地區，包括臺灣。 

AI 讓大家既喜歡又害怕，它融合設計者理念與自我學習的結果，

並不是每個 AI 產品皆符合企業的認知與期待，它仍有些偏差，項目

分析如下： 

1. 偏向傳統上進行分析的業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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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偏向有大量結構化數據的業務領域。 

3. 對我們經驗豐富的技能和工具的偏見。 

4. 對我們耳邊的時尚工具或供應商的偏見（包括簡歷構建偏見）。 

5. 偏向尖深的 AI。 

6. 偏向於複製競爭對手的 AI 活動。 

雖然有以上偏差，演講者仍建議大家勇敢嘗試 AI，導入 AI 擔任

決策支援與判斷、虛擬助理及決策自動化等工作，儘量消除設計及使

用上偏差，讓企業內部人員也能充分了解並接納。 

數位經濟成熟度已達到臨界點，CIO 腳色相當重要，為確保新數

位經濟基礎並為未來建構安全數位經濟基礎做好準備工作。在日本有

99% CIO 擔憂網路安全威脅，且此趨勢將日形惡化中。因此，近 2 至

3年全球重視數位科技程度有顯著增加，從投入預算金額每年皆有 2%

至 3%之成長可以看出。據資料統計比較日本與全世界應用數位科技

程度前 5 名如下表： 

 

 

 

 

 

 

 

在日本企業 CIO 有 40%提出數位化營運模式轉型，可見其對於

數位化重視程度，雖然不同產業別數位化程度不一，但整體提高數位

化趨勢是肯定的，尤其數位化帶來的方便與效率，更廣大的服務市場

滲透及更優質的客戶服務體驗。 

(四) 企業競爭力及擴展創新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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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第 3 天上午參加 2 場次，分別為：「商用化：為何你的企

業進步緩慢及如何擴大商業化規模？」及「技術加速時代的企業競爭

力是什麼？」，演講者分別為：Takeru Aoto, Kai Zimmer 兩位及 Yoko 

Ishikura 等。企業要跟隨市場趨勢調整其作法，且務實面對各項難題，

單純資訊技術不可能主導市場走向。企業要能敏捷運轉，面對各種挑

戰，要從訓練做起，從技術、市場、業務及管理等面向充實專業技能，

組織有效率團隊，從細微處找到問題，進行創新突破，印證成功以後

再逐步擴大規模，過程中要不斷檢討改進，最後以客戶導向開發運用

程式介面(API)和開發維運(DevOps)系統，使客戶達到最佳使用感受。 

2018 年世界趨勢顯示因中美貿易戰或英國脫歐導致國際關係之

系統瓦解，其影響為多方面及範圍廣泛，從各項指標包括：GDP、開

發指數、財富指數、健康指數、勞動生產力及政府債務等，可看出此

趨勢。日本雖在高度經濟開發前 30 名國家中占第 24 位，但仍面臨人

口老化、勞動力及僱用率低、高政府債務及財富不均等問題。世界產

業及環境正加速轉型，秩序不斷被破壞，因此須從民間企業、政府機

關及國際組織等 3 方面著手進行創新及改革。 

在第 4 次産業革命論壇中，研討及關心 17 項議題，包括：脫貧、

零飢餓、健康生活、好的教育、性別平等、乾淨飲用水及衛生環境、

乾淨實惠的能源、合適工作及經濟成長、產業創新與藍圖、減少差距

及不平、持續城市及社群發展、促進消費及生產、關注天氣、水中生

物、地面上生物、和平正義及健全的機構、共同努力的夥伴等，這 17

項議題皆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人類要永續發展及進步，得面對目前

遭遇的難題，讓大家共同努力，攜手同心才能得到好的結果。 

(五) 數位社會轉型與突破障礙 

研討會第 3 天下午參加 3 場次，分別為「黑客、輕推及刺激達到

化解轉型壓力」、「數位時代：從經濟影響到社群瓦解」及「如何從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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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轉成商用化」，演講者分別為：Mary Mesaglio、Frank Buytendijk 及

Mary Mesaglio 等。為迎接 21 世紀的挑戰而準備的數位轉型。首重的

是「創新」，隨時保持敏捷性並與我們的生態系統合作，以滿足各地

客戶的需求，當談到創新，企業首先面的難題是固守舊習的組織文化

與成員，該如何改革？利誘比威脅有效。從細微處找問題點來解決，

時時保持創新的思維。反觀我們身為通訊傳播監理機關，不是也需要

創新？通訊傳播業者亦是。 

21 世紀是數位時代，利用數位技術來解決相關問題，例如：農業

技術(Agritech)解決世界飢餓問題；健康技術(Healthtech)照顧人口老齡

化；能源技術(Energytech)改善可持續性；金融技術( Fintech)推動社會

參與；法律技術(Legaltech)創建一個公平的社會……等。還有 Google 

Pixel 耳塞能及時翻譯 40 種語言，這發展快速超出預期。隨者 AI 技

術快速發展，專家預測：「1.機器人將接管我們所有的工作，技術上將

在未來五年內導致 30％的金融服務失業。AI 將取代入門級工作，而

人們只能轉型從事訓練和高價值活動。2.機器人將在 2020 年接管我

們的工作，造成 1.8 百萬工作職務失業，同時也創造 2.3 百萬新的工

作職缺。3. 建立信任物聯網，到 2022 年，基於區塊鏈的產值將達 100

億美金。」 

另外現今爭議訊息在網路上流竄，本可以利用 AI 來偵測，但有

心人士利用 AI 編造爭議訊息數量愈來愈多，到 2020 年，AI 編造的

爭議訊息將超過 AI 可檢測它的能力，從而引發數位社會的不信任。 

如何從雛型轉成商用化，擴大創新研發成果，期許自己是創新者，

而非破壞者。相關標準作業程序(SOP)如下： 

1. 先確定關鍵議題 

2. 從實驗中進行數據收集。 

3. 測試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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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斷重複步驟 2 到 3，直到剩餘不確定性風險已符合企業可承

受能力範圍內。 

創新改革，首先須評估相關數據資料是否完備？要用何種技術？

預算及團隊是否準備好？借助外部專家團隊協助整個過程，才能安全

有效推動整體計畫，尚未準備好之前，切勿貿然搶進，否則將得不到

預期效果。 

肆、心得及建議 

研討會重點在探討數位轉型與數位經濟，如何掌握科技趨勢，創

新與應用為企業永續生存之道，透過掌握 AI、物聯網及機器人之導

入或應用，推動過程中如何化解人的阻力，調和企業文化及發覺深層

問題，進而創造符合潮流及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是刻不容緩之事。 

面對數位經濟環境下，特別是我國完成有線電視數位化後，對於

通訊傳播產業之相關隱私及個資保護須配合提升，尤其是電子通訊隱

私(ePrivacy)認知及強化，因此，如何建構安全數位環境及提供可信任

的數位服務為重要課題。 

另外 AI 應用亦須考慮其先天不足或設計錯誤所造成之嚴重後果，

並同時考慮個人資料保護，例如隨處可見的攝影機進行人臉辨識及與

個資資料庫連結之後產生之姓名解析問題，該資料如何安全管理？管

制查詢或利用之權限及範圍，攸關個人資料及隱私保護至鉅。如何創

造安全穩固之數位生活圈，讓消費者用的安心，管理者能有效管理，

企業具有競爭力及創造盈餘，共同負擔社會責任。 

持續關注數位轉型與數位經濟，掌握科技趨勢，創新與應用為企

業永續生存之道。不過，企業文化往往在推動過程中會形成阻力，如

何調和企業文化及發覺深層問題，進而創造符合潮流及具有競爭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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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適時激勵及領導才是成功關鍵。 

據統計資料顯示政府部門應運新技術(例如：AI、物聯網、機器

人……)比率仍低，如何提升使用率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機關組織

要導入 AI 或機器人服務時，首先須評估相關數據資料是否完備？要

用何種技術？預算及團隊是否準備好？借助外部專家團隊協助整個

過程，才能安全有效推動整體計畫，尚未準備好之前，切勿貿然搶進，

否則將得不到預期效果。 

參與 3 天研討課程，充分了解數位經濟時代來臨，導致生活型態

及商業模式也同時在改變，唯有借助新科技力量，改變思維模式及組

織文化，才能站在時代前端。另外，各政府機關應鼓勵同仁應持續終

身學習及敞開心胸，以面對新的挑戰，並借助第三方專家力量之協助，

可減少摸索及學習成本，俾利因應數位轉型所帶來的衝擊。 

本次研討會主題圍繞在數位新科技，如 AI、物聯網、區塊鏈……

等，該如何轉型涉及領導者作風及企業文化調適，參加者大部分為

CIO 或 IT 主管，針對隱私權及個人資料保護議題著墨甚少，至為可

惜，建議日後應派員參加有關隱私權及個資保護議題為主之會議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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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研討會照片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附錄二：研討會相關場次重點投影片資料 

 

 

 

 

 

 

Accretion of Use-Case Business Value Reflects a Measured Evolution 

 

 

 

 

 

 

 

There is Only Good Failure in the Scientif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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