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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時代來臨，核心競爭力在於模型與算力。臺灣

半導體代工經驗豐富，若能典範轉移到 AI 代工產業，

從半導體代工轉型為 AI 代工，透過可信任的代工模

式，不僅可降低企業取得適合產業應用之 AI 模型的成

本，還能促進產業升級，開拓出新的產業生態圈。

押寶 AI 開創產業新局

2016 年，人工智慧 AlphaGo 打敗棋王，震驚全

球。前科技部部長暨臺灣大學名譽教授陳良基洞察到

未來五年內人工智慧將全面來臨，AI 的應用速度超出

預期，半導體算力需求隨之爆發。在他 2017 年擔任

科技部長便大膽押寶 AI，結合臺灣的基礎研究與半導

體優勢，規劃一系列國家級計畫來推動 AI。

當時，前總統蔡英文推動「5+2」產業創新計

畫。陳良基認為，臺灣市場規模小，需要利用「小國

大戰略」，以 AI 作為 5+2 計畫的核心競爭力，將國

家力量集中於基礎設施建設，精準投入在能累積效益

的領域，以帶動各產業技術升級，接軌全球市場，

「臺灣地小，必須集中資源突破，才有勝算」。

陳良基同時積極說服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臺設

立 3 奈米晶圓廠，「3 奈米的時代就是 AI 的時代，若

未趕上 AI 浪潮，可能就會被 Samsung 搶走訂單，一旦

延遲便可能失去全球市場與競爭力」。

2018 年，科技部啟動「智慧終端半導體製程晶片

系統研發專案計畫」（簡稱半導體射月計畫），四年

間投入 40 億元資金，與台積電、聯發科技、聯亞光

電等 62 家企業合作，以 AIoT 應用利基市場為主軸，

鏈結 5+2 計畫，開發 AI 技術並培育頂尖人才，建立

全新的半導體產業生態系。

隨著 AI 滲透到各行各業，語音技術介面成為重

要的發展方向。2018 年，科技部舉辦「科技大擂台：

與 AI 對話」比賽，「以賽代研」吸引臺大教授李宏

毅、陳縕儂等頂尖人才參與，進一步推動語言技術的

發展。

與此同時，科技部也向立法院爭取 50 億元預

算，建置大型人工智慧高速運算研究基地，算力資源

提供產業與研究界使用，並邀請電子五哥 CTO 共商打

造算力池。另搶先全球，每年斥資 10 億在臺、清、

交、成四所大學設立 AI 中心，目標強化臺灣 AI 研究

領域的廣度、深度及研究能量整合。

AI 機房過渡期 市場迎轉型契機

2023 年，生成式 AI 快速崛起，全球高階晶片供

不應求；2024 年，傳統機房向 AI 機房轉型。陳良基

預測，未來五年是傳統機房轉型為 AI 機房的關鍵時

期，AI 伺服器的市場占比將從目前的 10% 攀升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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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代工」（AI Foundry）是臺灣下一個值得探索的商業模式，
也是發展 AI 相關應用與產業的絕佳基石，若能以 ASIC（特殊
應用晶片）產業生態經驗來推動臺灣 AI 代工產業發展，將能

有機會破解當前發展困境。

以 ASIC 產業經驗    
推動 AI 代工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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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科技部部長陳良基指出，臺灣具有半導體產

業優勢，若以 ASIC 產業為經驗，推動 AI 模型

代工產業的發展，是臺灣下一步值得關注的產

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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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60%，推動全球換機潮。

機房轉型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對現有機房進

行升級，其二是建設全新的 AI 機房。AI 機房在耐熱

程度與能源效率方面的需求明顯高於傳統機房，臺灣

必須專注於提升散熱與能源效率技術，以搶占市場先

機。

為推動 AI 主機建設，陳良基在電能使用效率

（PUE）提出高標準要求。當時，國內伺服器的 PUE 

普遍高於 1.6，他前往美國加州考察 Intel 主機房，並

研究中國及其他國家的超級電腦部署狀況，「我們必

須知己知彼」，因此邀請廣達、台灣大哥大、華碩

建置超級電腦「臺灣杉二號」，將 PUE 目標設定為 

1.24，以達到國際領先水準。

此時恰逢 Nvidia 欲發展 AI 代工，執行長黃仁勳

將臺灣當作後盾，2017 年派團隊與陳良基接洽。同年 

7 月，黃仁勳將該年度的 GeForce GTX 顯示卡帶回臺

灣，並於 10 月與陳良基公開對談。當時，NVIDIA 以

接近成本的價格供應科技部 2 千片 GPU，成為推動臺

灣 AI 伺服器發展的關鍵契機。

ASIC 經驗 成為 AI 代工新解方

生成式 AI（GenAI）正成為未來產業轉型的核心

驅動力，對各行各業產生深遠影響，有專家甚至預

測，近五成的白領工作可能因此被取代。然而，許多

資訊主管在實務推行中仍面臨各種挑戰。

現有的 AI 工具以 ChatGPT、Gemini 等通用型

為主，提供一般大眾的使用需求；更高階的應用如 

OpenAI 或 Meta 開發的大型語言模型（LLM），則僅少

數企業具備相關資源與技術。但各行各業需要的 AI 各

不相同，若要針對單一產業進行符合專業領域使用的

設計，成本過高。對於龐大的企業市場，外界大多聚

焦於微調 RAG（檢索增強生成）模式。

企業在實施 AI 時的主要痛點之一，是公司機密資

料不允許離開公司或上傳至外部網絡。當然，少部分

資金充裕的企業已開始自建 AI 機房，但打造機房的高

昂成本卻也讓許多企業難以負擔。

面對產業困境，陳良基認為，應該可以借鑒 ASIC 

產業的成功經驗，讓 AI 代工模式成為一種可行方案，

這就類似於半導體產業中的 ASIC 設計與代工模式，

企業可將需求與資料交由 AI 代工業者進行專屬模型訓

練，同時透過信任架構解決資料外洩的風險。

所謂的「AI 代工」，就是以 IC 設計公司委託晶

圓代工業者（如TSMC）生產 ASIC 的模式，來形塑 AI 

代工的產業架構，解決企業資料透過一定程度的技術

或者第三方保證，放心交給算力中心業者產出需要的

「模型」，再交回給企業使用。

然而，跨產業典範轉移並非容易的事。陳良基指

出盲點，「大多數客戶只需要 AI 模型拿來應用，而非

打造昂貴的 AI 伺服器環境」。

他預估，未來 3～5 年，許多消費產品可能會被 

AI 化的產品取代。假設電冰箱需要具備 AI 功能，只

需搭載良好的界面與感測器，再結合 ASIC 與預訓練

的模型即可提供服務，既不需要超級電腦，也無須上

雲。因為 ASIC 技術已能將多種軟體功能整合於晶片

內，做出供企業訓練的 AI 模型，滿足各行各業的不同

需求。

在半導體產業，ASIC 跟通用型 IC 最大的差異在

於，ASIC 優勢在於專注解決特定問題，針對特定功能

設計，可實現更高的運算效率、較佳的能耗表現 ；通

用型 IC 適合開放式的多功能應用。當產業需要特定解

決方案時，通用型 IC 功能過多，未必適用。

目前模型訓練主要依賴巨量資料灌點進行訓練，

但這種方式並非唯一可行之道。例如律師事務所或法

學專家擁有該領域的專業知識，若能請專家參與模型

訓練，微調專屬於特定領域的 AI，將會比現有的通用

模型更加實用；建議未來商業模型的發展，應瞄準特

定領域知識，透過分潤機制吸引專家投入，更有利於

不同產業應用。

例如，華碩子公司台智雲推出的「福爾摩沙」、

長春集團的 Project TAME 與中研院的 TAIDE，這些 AI 

大型語言模型皆朝向此方向發展。陳良基表示，這如

同 PC 剛問世時百家爭鳴的景象，這期間政府的領導

與投入至為關鍵，目前政府每年投入約 1,500 億元用

於科技發展，面對 AI 成為未來的重要產業，政府應

更加重視建設基礎設施，積極投入資金培養人才與技

術，鼓勵民間嘗試各種應用方向，發展出最適合市場

的模型。

想發展模型服務，必須深入了解模型核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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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不需要單打獨鬥，透過國際團隊分工合作，便能

達到事半功倍之效，例如相較封閉的 OpenAI ，開放模

型更適合臺灣。

當前模型服務可分為兩種模式：一、客戶將資料

送至臺灣訓練後再返回公司使用；二、購買臺灣預訓

練的模型，回到企業內部再後續微調，助力企業提升

營運效能。

產業信賴  典範轉移促進 AI 代工萌芽

AI 需要大量資料來訓練語言模型，但企業資料卻

是核心機密。想避免資料外流，公司必須自行購置算

力，但除了龐大資金，還需要擁有足夠的人力與專業

來支撐運作；若選擇將 ASIC 晶片設計外包，卻恐將大

量技術知識暴露給代工廠，如何保障隱私和安全，成

為導入 AI 的障礙關卡。

臺灣的優勢在於擁有完整的半導體供應鏈與理解 

ASIC 產業運作經驗的人才，若能夠將此經驗進行典範

轉移應用在未來 AI 代工的打造上，也是 AI 代工供應

鏈關鍵要素，「雖然臺灣的 2C 能力相對較弱，但透

過 2B 模式，以 B2B2C 的策略，便可以滿足全球市場

的需求。客戶需要什麼核心能力，臺灣就提供什麼樣

的 AI 核心能力」。

陳良基表示，臺灣半導體多年來已建立堅實的信

任基礎，例如台積電為客戶保密，並在資料訓練與

模型服務上建立明確的分工機制，而且與 Apple 合作

時，雙方透過專業人才的深度交流，累積信任度，這

種「不與客戶競爭」的產業精神，是臺灣半導體得以

在國際間獲得信賴的關鍵。

展望未來的商業模式，臺灣有機會將晶圓代工的

信任精神延伸到 AI 代工領域，打造專精於模型服務的

產業層，讓客戶不用擔心資料外洩。一旦解決信任問

題，就容易推動 AI 代工模式。

AI 代工涉及機敏資料，半導體行業對資料保密有

高度要求，此模式能否成功，關鍵在於客戶的核心能

力與競爭力不會被盜賣或受損。陳良基表示，全球市

場分為兩大陣營，民主國家注重資料所有權的保護，

以及專制國家將數據視為國家資源，「臺灣何其有

幸，在這兩個市場中都能獲得信賴。」

以賽代訓 培養 AI 人才

為抓緊 AI 商機，產業對 AI 人才需求若渴，陳良

基建議可參考臺灣 IT 產業的發展經驗，採取「以賽帶

訓」的模式來培養人才，例如早期教育部透過舉辦電

腦競賽，為 IT 產業建立基礎。

如今，政府也應主動舉辦多元 AI 應用競賽，讓年

輕人才在實戰中發輝才能，針對百工百業的 AI 應用

提出解決方案，推動 AI 人才與產業共同發展。在這

其中，政府除了投入資金支持競賽，還應擴大運算能

量，降低參與門檻，當企業和團隊的 AI 應用成功實現

創新，便有利於臺灣對接國際大廠，吸引來自全球的

訂單。

陳良基表示，臺灣的晶圓代工多年來已建立堅實的信任

基礎，為客戶保密，且不與客戶競爭，是臺灣能夠獲得國

際信賴的關鍵。若能典範轉移此經驗到 AI 代工，將具事

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