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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清 扬

政经视点

近 年 来，人 工 智 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 AI）作为一项前沿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

改变着世界的方方面面。从 AlphaGo 战胜柯洁，

再到 ChatGPT 的出现，人工智能领域出现一波

又一波的发展热潮。目前，人工智能已经遍及经

济社会发展的各个角落，成为企业经营、金融交

易、零售乃至供应量等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

工智能领域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展，成为影响各

国经济金融政策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于仰赖制造业出口的台湾而言，人工智

能产业对于制造业智能化的帮助是显而易见

的。对于强化产业链地位，推进智能制造、自动

化以及物联网应用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

发展是台湾重要的发展机遇。目前，台湾当局

以及台湾企业界都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得巨大潜力，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推动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也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多

个领域，具有一定研究能力和发展基础的重要

新兴产业。但不可否认的是，就目前而言，台湾

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计划更多的停留在口号

阶段，很多扶植措施仍然停留在周边领域，相

对于欧美、中国大陆、日本等经济体仍然有不

小的差距。

总体而言，台湾的人工智能产业总体还处

于萌芽阶段，虽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也

面临着艰巨挑战。

一、人工智能（AI）产业发展概况

人工智能产业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所以近

年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势头以及舆论热度

十分引人注目。但人工智能产业并不是一个全

新的产业领域，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其实由

来 已 久。早 在 1943 年，由 Warren McCulloch 和

Walter Pitts 两位科学家首次提及“神经网络”

的概念。1950 年，艾伦．图灵（Alan Turing）于

《Computing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论 文 中

提出的图灵测试（Turing Test），用来判断机器

是否具有思考与判断能力。人工智能的概念才

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特指任何可以自行学习、

理解和行动，并在遇到新情况时具有决定如何

反应能力的机器。在多年间，相关的硬件水平以

及技术探索乃至科幻想象，都在不同程度的助

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计算机硬

件水平的提升，以及算法的改进，也在极大程度

上助力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

比如，1996 年卡斯帕罗夫首次与 IBM 公司

的超级电脑“深蓝”交手，尚且能够以 4:2 的战

绩获胜。但一年以后，1997 年卡斯帕罗夫与改

台湾人工智能（AI）相关产业发展历程

□ 郑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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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后的“深蓝”对垒时就不幸落败，这虽然是

人脑的失败，但却是技术的胜利。再到 2017 年

5 月，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人类围棋选手柯洁，

输给了 Google 旗下的人工智能程序 AlphaGo，

这也是人工智能攻克围棋这一领域的重要时

刻。值得强调的是，当时的 AlphaGo 仍是基于人

类棋谱进行推演与计算。但仅仅几个月之后，

AlphaGo Zero 在没有人类经验的情况下，仅靠

自我学习 40 天就击败了之前所有版本 AlphaGo

程序，成为新晋的“世界围棋冠军”。

如今随着 ChatGPT 的出现以及广泛应用，

人工智能的科技革新商业化程度越来越大，也

正在逐步改变人类的生活和产业。

二、台湾的人工智能（AI）产业发展历程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起了

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作为亚洲地区的重要

经济体之一，台湾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历程

中实际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台湾就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升级，实际上形成了一大批科研和经济研发基

础，为台湾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研究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台湾相关科技产业受惠于人工智能

产业迅速崛起，已经逐步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台湾在人工智能产

业方面并不能说起步较晚，甚至于台湾由于抓

住了“数字化经济”起飞的尾巴，专注于硬件

代工领域，享受了经济起飞的重要红利。所以，

台湾在很多人工智能的相关产业与研究领域都

有着重要的成绩与突破。当前，台湾在智能制

造、医疗保健、金融以及数字农业领域都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而且形成了一大批的研究机构，掌

握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实力，可以说在一定程

度上，台湾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人工智能产业

的红利范围中。

台湾当前是全球芯片重要供应方，也是半

导体领域重要的参与者，这推进了台湾在人工

智能相关产业领域的发展。虽然台湾的半导体

产业发展虽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当

时台湾出于承接美西方产业的考虑，从代工加

工角度承接了部分半导体产业，但这一阶段台

湾在半导体领域尚不能说具有研发或者开发能

力，因而尚不能说台湾具备了涉足人工智能领

域的能力。

实际上，台湾真正具备人工智能产业制造

与发展能力，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

代初，台湾初步掌握集成电路设计制造能力之

后，才能在一定意义上说，台湾已经踏足了人工

智能产业相关领域。但应当指出，台湾人工智能

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初期与人工智能概念并不

密切相关，但科技研发与制造能力的提升，助推

了近年来台湾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的布局。至

今，台湾发展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经历了以

下几个关键阶段。

（一）初期奠基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

在这个阶段，台湾的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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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突出的产业，反而更多集中在半导体

相关领域的硬件制造和应用方面，但这些生产

制造与应用的发展给未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台湾不仅初步掌握了自

主的集成电路生产能力，台湾的电子制造业开

始涉足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研发和生产，更开

始涉足生产语音识别前端处理芯片，而且形成

了一批国际领先优势的企业。而且同期岛内科

研院所已经开始逐步认识和探索人工智能相关

领域，有一批先行者发表了一系列的科研论文。

相关成就更多体现在生产领域，尤其是这一阶

段的台湾更多关注自动化和生产线优化等领

域，虽然只是研发了一些低层次的自动化设备，

但也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质量。

总体看，这一时期台湾总体发展水平的智

能化程度相对较低，科研水平也处于初始阶段，

但也为人工智能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从

全球而言，这一阶段人工智能的研发也存在一

定的波折性，尤其是维护成本、实际应用都面临

较大的难题，所以各方逐步降低了对人工智能

领域的投入，人工智能发展也在 80 年代末迎来

了发展低潮。因而台湾在此阶段，台当局虽然提

供了一定程度的政策支持，但是作用并不强。这

一阶段的技术进步更多来源于科研机构对于欧

美等发达国家资金与技术支持的消化与吸收，

加之部分技术人才返回台湾，最终实现了在半

导体等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技术突破与进展，

为后来的台湾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技术积累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 -21

世纪初）

经过前期半导体生产研究领域的技术积

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台湾人工智能相

关产业开始逐步成为一项广为关注的领域。尤

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台湾很多大学和科研机

构纷纷投资资源进行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研发

工作，很多初创企业也开始涉足人工智能技术，

使用机器学习、图像处理、智能搜索等，在此阶

段台湾人工智能研究，如人脸识别、语音识别，

已经进入应用阶段，比如算法领域的解决语音

识别中闽南话、轻声字识别、人脸识别快速算法

等，带动了台湾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市场扩展

与商业化进程。同时，台湾的硬件制造能力逐步

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不仅开始生产智能芯

片，当时联发科（MTK）推出的手机芯片已经

是当时非常先进的智能手机芯片，台积电也开

始逐步从过去半自动化生产迈入全自动化生

产。而且台湾企业也开始逐步向消费市场拓展，

生产智能掌上电脑、手机等产品。1998 年，台湾

宏达电发布全球首款搭载 Windows CE 的 PDA 

HTC Kangaroo 掌上电脑。2000 年 6 月，宏达电

又发布掌上电脑 IPAQ，这两款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都是引人瞩目的重要产品。

总的来说，20 世纪 90 年代可以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是台湾进军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

的重要时间段，台湾的大学、研究机构、高新技

术企业初创公司在多重因素下，都开始积极研

究开发并使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并将其应用

于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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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步发展阶段（21 世纪初 -2016 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机

器学习领域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工智

能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重要领域，也引发各方

竞相在此领域投入研发经费。2011 年，台积电

就开始尝试将人工智能技术导入晶圆制造，探

索研发智能化生产流程，到 2016 年，台积电已

经决定利用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从而实现全面

数字转型，走在了台湾在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

前沿。而在技术积累方面，台湾也形成了一批具

有技术优势的企业，比如在感应模块方面，凌

华、台达电、敦南科技、菱光科技、源台精密、柏

升等企业已经打入国际市场。截至 2013 年，台

湾已经拥有近百家工业型机器人相关厂商，产

值超过 500 亿元新台币，服务型机器人约有 30

家，聚焦扫地机器人等商业化产品。台“中研院”

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了较多的科研成果。

（四）加速推动阶段（2016 年至今）

2016 年 3 月，谷歌 AlphaGo 和世界围棋冠

军李世石的世纪围棋大战，围棋一向被认为无

法被机器穷举，因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舆论

热度。最终结果谷歌 AlphaGo 以四比一战胜李

世石，掀起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热潮，人工智能也

在 2016 年迎来了发展的新纪元。

此后，台当局与民间都迈开发展人工智能

的脚步，开始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岛内涌现

出更多的创新应用和商业化机会。台湾的企业

和研究机构加强了人工智能研发投资，同时也

与国际领先机构的合作和交流，提高相应领域

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解决产业瓶颈。

2019 年以来，台湾共 20 所大专院校开设专

门培育人工智能人才的学士或硕士学位，培育

具备人工智能专长的人才。台当局也开始加大

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支持和投资，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和计划，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在人工智能

领域进行创新和投资，还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

与企业合作，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比

如台“行政院”提出的“数位台湾．创新经济

发展方案（2017-2025 年）”就将人工智能列为

台湾当局科技政策重点项目之一，同时还提出

了“台湾 AI 行动计划”，结合人才、ICT 与半导

体产业、开放场域与资料等推进人工智能发展。

台“科技部”也提出了“五大科研战略”、还设

立了“AI 创新研究中心”等。

总的来说，台湾人工智能产业受惠于承接

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机遇，形成了硬件制造领域

的一批优势企业，目前也正在经历从硬件制造

到应用转型的过程，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与发

展，未来也会有一系列新的变化。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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