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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剪報則數：3 日期：108年8月02日~8月08日 剪報製作：教學卓越辦公室 

今日新聞剪報摘要 

1. 為國家科技把脈，張忠謀給兩帖藥：做基礎研究、培訓AI人才-A8-(數位時代)-108-08-02 

2. 【人機協作進入手術室】AI 手術機器人如何降低風險，創造院方醫療優勢？-A8-(科技橘

報)-108-08-05 

3. 數感實驗室／數學好或不好 與找工作有關嗎？-A5、A4(聯合新聞網)-108-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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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數位時代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為國家科技把脈，張忠謀給兩帖藥：做基礎研究、培訓AI人才 

2019-08-02．文 /陳映璇 

2020年全國科技會議將召開，科技部為大量徵求產學界意見，第一場策略高峰圓桌論壇2日登場，廣邀18

位產學界大老，針對如何讓科技創新驅動經濟成長、如何因應第四次工業革命、如何促進政府與民間合作

擴大科研動能及因應人口結構變化對科技影響四大議題給建言。 

這場閉門圓桌會議由副總統陳建仁親自主持，4年前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曾轟政府政策制訂沒邀產業界加

入，今年科技部部長陳良基除特邀張忠謀與會，台哥大總經理林之晨、Google台灣區總經理簡立峰、和碩

董事長童子賢等7位業界大老，台成清等4位校長，共計18位產官學界人士與會。 

身為產業界的重量級大老，張忠謀會中三度積極發言，給政府兩大建議，首先是政府該投入「對的」基礎

研究，其次是大力培育AI人才。 

跟民間競爭，政府缺乏基礎研究 

鼓勵台灣投入基礎研究投資，張忠謀在會中直言，政府投資基礎研究比他國低，是因為1,000多億元科研

預算中，太少投入基礎研究，「多數都在與民間競爭」，爭相投入熱門的主題。 

張忠謀說，政府預算在基礎研究配比太少，而且在選擇做哪個基礎研究，還得看有無人才；若有特別傑出

的人才就該多投入，而非所有基礎研究都做。根據人才做選擇，「因人而選」才對。 

張忠謀說，由科技創新驅動經濟成長，這觀點一般而言沒問題，但「程度」上意義不同，有些科技創新要

花長久的時間才會開始驅動經濟成長，有的則只要半年到一年就有成果。 

因此他建議，政府必須要有足夠判斷力，能區分兩者程度的不同，不要一下子投資太多在要等二十年才有

經濟成果的專案，甚至避免不可能有成果的投資。 

張忠謀說，因為市場經濟，民間科研預算5,000億元一定會用在最能推動生意成長的地方，但政府1,000

億元投資方向則要調整。 

台灣是小經濟體，能否支持做基礎研究呢？張忠謀說，「我們應該找出台灣的長處，基礎研究上，如果台

灣有一位好的人才，由他帶領做具世界領導潛力的基礎研究，那這個基礎研究應該可以做。」 

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政府該大力培訓AI人 

從政府立場，該如何幫助民間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張忠謀建議，政府能做的是：訓練AI人才。 

張忠謀說，台灣現在很少AI人才，大公司可以自己訓練，比方台積電訓練很多AI人才，不是要做了不起的

事，而是當AI發展成熟時，可以思考如何幫助產能優化；但大公司能做，中小企業沒有能力，所以政府應

該訓練一些AI人才，供給民間企業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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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謀曾是工研院院長，他也點出過去工研院有兩大任務（mission）：一個對產業技術移轉，另一個是

人才培育。過去工研院多以產業的技術轉移為主要任務、人才培育為輔，他建議現在應該要顛倒過來，應

以人才培育為重點。 

由於我國資源有限，因此他也支持產業上中下游做適當分工。陳良基解釋到，未來將調整政府在科研體制

中游的地位，未來朝上游整合並以基礎研究為重，投入優秀項目發展。 

面臨少子化，攬才成為提升國際競爭力方式之一 

當然，將預算投資在對的人才身上是一件重要的事，但問題是：人才在哪裡？這是我國、乃至於全球目前

遇到最棘手的問題。 

根據世界人口綜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報告指出，我國少子化可是有受到國際認證，在200

個國家的排名中吊車尾，平均每名婦女只生1.218個孩子。 

中研院院長廖俊智說，第四次的工業革命需要的是充足的人力資本，我國正面臨社會高齡少子化，直接影

響就是未來大學人口下滑，其中科技類人口6到7年內將下降1/4，當中工程跟資通訊人才將會下降最多。 

針對這點，陳良基在會後受訪時也表示，政府對於科技政策的發展應該要從現在就開始，同步考量如何給

大學、產業更多彈性，讓他們在國際攬才上能更具有競爭力。 

與會的幾位頂尖大學校長對這塊就有提到，針對法人的鬆綁、大學的鬆綁，都可以帶給大學更多彈性跟資

源，讓他們在國際攬才的競爭力上可以提升，同時也要將中上游可以做一個適當的結合，才是正確作法。 

陳良基也強調，這次的圓桌會議主要是邀請產官學界將議題、可能性提出來，以利未來全國科技會議的招

開跟規劃，而相關議題的解決方案也應該會在那時候才會比較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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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科技橘報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人機協作進入手術室】AI 手術機器人如何降低風險，創造院方醫療優勢？ 

2019-08-05 

AI、自動化盛行，無論是工廠或是企業皆掀起一股數位轉型的風潮，讓機器人執行重複性高、高度要求精

準的工作，不僅降低營運成本，增加整體產能，更讓人類在工作上創造更高價值。 

隨著 AI 時代來臨，醫療界開始利用 AI 數據分析，研發手術機器人，創造精準醫療新局面。過往人類可

能因疲勞出現的誤判與錯誤，現在可由機器人接手處理；人類無法看出的早期輕微病症，可先由 AI 預警

告知，讓醫生提早對症下藥。AI 並不會取代人類，而是與人類協作，創造精準醫療最大可能性。 

雙和醫院引進的勵羅莎（ROSA）手術機器人，執行全台首例機器人輔助之深層腦部刺激（DBS）手術，透

過精準的機械手臂定位，將電極植入，協助改善帕金森氏症患者的狀況。 

AI 手術機器人如何協助醫師創造手術最大綜效？ 

雙和醫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羅偉倫說到，手術機器人的輔助對需要精密操作的手術來講，可以帶來極大優

勢。與傳統頭架方式比較，用勵羅莎手術機器人執行手術，雖然都是將電極植入目標位置，但傳統手術固

定頭架採用的金屬材質，則可能因為多次使用、材質疲乏等原因，使得原本標定刻度失準，進而必須重新

校正，甚至可能面臨需要全面更換的情況。加上操作手術的醫師，可能因為人工調整刻度失誤等情況，使

得手術仍有一定失誤風險。 

而藉由 AI 手術機器人搭配 3D 掃描數據應用，將能精準、低誤差的完成手術，過程中可讓醫師更專注留

意患者狀況，使手術能更順利完成。相比傳統手術操作耗時，並且可能造成醫師更大執刀壓力，進而產生

失誤情況，在機器人輔助之下，將能縮短執刀時間，藉此降低手術風險。 

羅偉倫認為，藉由機器人輔助，對於整個醫療團隊、患者其實都能帶來好處，不僅能讓手術成功機率大幅

提升，同時也能減緩手術過程中產生的壓力，進而降低失敗機率，更可降低患者因全身麻醉造成的風險，

家屬也能免於長時間等待的心理痛苦。 

在這些優點之下，不僅醫療團隊樂見醫院導入醫療手術機器人，同時，患者與家屬也普遍能夠接受機器人

輔助手術的作法。 

電腦視覺、自動導航、AI 分析，手術機器人還有更多可能性 

先前雙和醫院以羅莎手術機器人完成亞洲首例腰椎手術，此次更完成台灣首次以機器人操作的深層腦部刺

激手術，羅偉倫預期雙和醫院的成功案例將能吸引更多台灣醫院導入手術機器人，讓更多外科手術能以精

準執刀方式完成。 

對於未來可能有更多手術會由機器人協助完成，羅偉倫認為，這將能帶來更好醫療品質，即便藉由機器人

完成手術，結果相比成功的傳統手術模式並不會有太大差異，但無論是在更進一步的精準度，以及人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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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耗費程度上都會有差。以此次執行深層腦部刺激手術來說，傳統手術可能產生的誤差約在 2 mm ~ 10 

mm 之間，而藉由勵羅莎手術機器人則可將誤差控制在 0.5 mm 內，讓整個手術執行效率提高。 

除了勵羅莎手術機器人，由史丹佛大學打造的達文西手術系統也受全球醫院高度認可。達文西手術系統是

目前最先進的機械微創手術系統，主要由手術機械手臂、3D 內視鏡和控制台三個部分組成。透過 3D 內

視鏡，機器可在手術執行過程中擁有超高解析度的 3D 視野，藉此判斷物體距離位置，進行準確的器械操

作。值得注意的是，達文西機械手臂能模仿人類做出旋轉、夾取等細微動作，因此有辦法在狹小空間進行

精細手術，過去達文西手臂便曾在狹窄的瓶口做到葡萄皮不留疤痕的切開與縫合。 

藉由機器人輔助手術之下，醫療團隊在整個執刀過程的狀況掌握度相對也會提高，透過手術機器人自動化

操作結果，使過往冗長的手術時間縮減，藉此大幅減少患者在手術過程的負擔，例如減少全身麻醉對身體

造成的影響。未來在更多新技術的整合之下，手術機器人將可串接電腦視覺、自動導航，以及透過數據分

析運作的人工智慧應用，在進一步減少人為誤差情況下完成更精確的手術操作。 

羅偉倫表示，其實手術機器人所執行工作，就是基於過去數十年所發展的醫療技術，但是多了更高的精準

度與穩定度表現，例如在深層腦部刺激手術過程中，由醫師執行電極植入時，可能會因為緊張或未注意而

將植入電極用的極細管針凹折，導致電極實際植入位置產生偏差，而此類情況則幾乎不會出現在手術機器

人執行結果。 

另外，羅偉倫也表示，雙和醫院所引進的勵羅莎手術機器人在事前的操作學習相當人性化，為了讓手術機

器人有更好操作發揮，雙和醫院因此指派獨立醫療團隊負責操作，讓負責執刀的醫師能將精神集中在手術

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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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名稱：聯合新聞網 類別：紙本□網路其他□ 版別：第      版 

數感實驗室／數學好或不好 與找工作有關嗎？ 

2019-08-05．文 /數感實驗室／賴以威、朱倍玉撰寫 

數學成績太差或太好，都有人為你捏一把冷汗。數學太差，長輩會關心你「數學讀不好，將來可以考上好

學校嗎？能找好工作嗎？」數學太好念了數學系，又會有親戚逢年過節遇到時問起「讀數學系，將來能做

什麼好工作嗎？」 

還好，美國求職網站 CARRERCAST幫助了我們回答第二個問題，數學好，至少在美國會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技能。 

CARRERCAST所公布的 2019年職業評比報告中，蒐集了 224種職業，根據每項職業的工作環境、職場壓力、

未來預測發展與薪資水平來排序最有前景的職業。 

3年前，數感實驗室曾經分析過當時的職業評比報告，其中前 10名的職業中有 4個跟數學有關。如果你

覺得這樣的比例高得驚人，那麼揭曉今年的職業評比報告絕對不會讓你失望──前 10名的職業中，有一

半的工作高度仰賴數學知識！這 5項職業包括了：數據科學家、統計學家、數學家、運籌分析師（註 1）

與精算師。2019年排行第一名的數據科學家更是在超過 200種職業中，薪水最高的行業。對於嚮往到美

國發展的人來說，成為一位數學人才，當然，不僅僅是很會計算，而是真的懂得活用數學在各種領域的專

家，不僅讓你有機會出國工作，還能獲得一份薪水優渥、工作環境舒適、職場壓力相對小的夢幻職業。 

今年的評比報告中，CARRERCAST還觀察到一個相當有趣的趨勢：數據和數字是今年排行最前面的職業中

最關鍵的組成元素。他們更指出：未來職場上對處理數字的人才有大量的需求，收集、解釋、使用與保護

數據都需要他們。反觀台灣的職場，雖然沒有像美國一樣統整不同條件的排行，但是我們可以參考主計處

的薪資調查。在今年年初的統計結果中，台電與電信業的平均薪資最高，其次是銀行業、航空業。不難觀

察出，在台灣，工程師仍然位居職業排行榜的頂端且固守寶座。數學仍然尚未成為關鍵的能力。不過至少，

如果你不僅侷限於立足台灣，還想放眼世界、征服宇宙。那麼，數學絕對是不容忽視的能力。 

（註 1）運籌分析師：使用大數據、統計分析、數學建模等方式幫助企業或組織解決營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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