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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拓展我國數位產業對日鏈結管道，透過實際互訪交流，增進雙方數位科技進

展了解，進而催化臺日共同合作議題，並透過至日本辦理交流研討會，結合參訪觀

摩，深化臺日雙方數位交流互動。本次「臺日數位產業交流活動及參與 CEATEC 展

會」訪日團摘要說明如下： 

一、 智慧城市生態對接出海 

(一) 大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 

大阪公立大學研究智慧城市的概念，主要目標是實現軟硬體結合，使城

市本身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處理社會課題並提升市民的幸福度。具體措施

包括推動全民程式 app 開發、智慧建築計畫等。未來可能聚焦於孩童幸福度

指標，以及針對政府與民間的問卷調查。大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希

望了解臺灣智慧城鄉計畫的運作機制，並洽談在明年大阪世博期間，與臺灣

共同辦理智慧城市交流活動可行性。 

(二) 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 

此行進一步瞭解到大阪智慧城市合作夥伴論壇 (OSAKA Smart City 

Partners Forum， OSPF)的運作機制，大阪府認為，OSPF 提供的合作平台為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在大阪地區推廣的重要渠道。此外，大阪府去年全面啟動

運營的大阪廣域資料協作平台(OSAKA Regional Data Collaboration Platform，

ORDEN)也可為臺日雙方的合作提供良好基礎。ORDEN 作為公共部門和私

營企業之間進行資料共享與協作的機制，有助於促進跨界數據應用和智慧

城市建設。綜上所述，希望後續對於 OSPF 平台，希望有更進一步了解參與

可行性，推動臺日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在技術、應用及生態建設等方面的交流。 

二、 資安推動作法與認證交流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 (Information-technology Promotion 

Agency, IPA)對我國推動 IoT 產品資安認證推動機制表達有進一步認識的意願，

以下分述後續潛在交流機會： 

(一) IoT 資安標準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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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 安全中心表示，日本 Japan Cyber STAR (JC-STAR)將於 2025 年制定

IoT 產品資安標準，日方正在蒐集各方意見以篩選 IoT 標的產品，亦希望

能有更多機會，持續與臺灣交流推動經驗，或引薦臺灣 IoT 資安標準團隊

參與。 

(二) SEMI E187 合作 

IPA 安全中心表示，其長期研究工控安全標準與實務的差距，因為本

次交流會議，也認識到台積電熊本廠將導入 SEMI E187 標準的作法，希望

後續有更多機會深入了解標準及其實證作法。 

(三) 臺日資安標準對接 

本次會議開啟臺日資安標準合作契機，後續可持續對資安標準相關議

題與 IPA 進行交流並創造合作議題。 

三、 數位交流研討會 

此次在日本 CEATEC 展會期間舉辦「AI 浪潮下系統整合與資安業者挑

戰」研討會，吸引包括 NTT Data、KDDI、NTT Docomo、Panasonic、FUJITSU、

NEC、Marubeni 丸紅、DNP 大日本印刷、Mitsubishi Electric、日立製作所、奈

良縣產業振興協會、大阪公立大學、早稻田大學等產業代表參與。會中結合

日本大型商社日立公司等，以及臺灣資安與創新業者共同發表。由於本次參

與臺灣資安與 AI 業者以中小型業者為主，有鑑於 CEATEC 屬於大型綜合性

IT 展會，展會中不乏大型日本商社參加，為擴大吸引更多日商參與效益，後

續可評估邀請臺灣系統整合、智慧應用業者參與，或針對各領域別了解參與

其他展會如 IT Week 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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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訪目的 

為拓展我國數位產業對日鏈結管道，透過實際互訪交流，增進雙方數位科技進

展了解，進而催化臺日共同合作議題，並透過至日本辦理交流研討會，結合參訪觀

摩，深化臺日雙方數位交流互動。本次「臺日數位產業交流活動及參與 CEATEC 展

會」訪日團出訪目的分述如下： 

一、 辦理研討交流 

於日本辦理數位交流研討會，主題為 AI 浪潮下系統整合與資安業者挑

戰，邀集臺灣與日本業者與會，拓展臺日數位交流鏈結。 

二、 政策交流與組織對接 

拜訪日本智慧城市政策相關單位，包含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以及大

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進行交流，了解日本推動智慧城市發展策略，

以及相關應用解決方案，期藉此建立臺日雙方交流管道，拓展國際合作橋樑。 

拜訪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PA)交流資訊安全等議題，借鏡與

互相交換數位認證標準的推動經驗；拜訪日本新經濟連盟(JANE)產業組織，

探討國際數位經濟的推動與未來參與國際活動的機會，期作為我國政策參考

與洽談未來臺日數位合作方向。 

參訪 JR WEST LABO、Panasonic Center Tokyo 及大阪公立大學智慧植物工

廠研究中心實證場域，了解實際運作現況，提供我國推動產業導入數位服務

應用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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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訪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10/14 (一) 

09:00 出發 桃園國際機場 

12:50 抵達 關西國際機場 

15:30-17:00 觀摩「JR WEST LABO」 

10/15 (二) 

09:00-12:00 參訪大阪公立大學智慧植物工廠研究中心 

12:15-13:30 大阪公立大學安排午餐會議 

13:30-16:30 參訪大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 

10/16 (三) 
09:00-12:00 參訪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 

14:00-17:10 赴大阪車站搭乘新幹線前往東京 

10/17 (四) 
09:30-12:00 辦理 CEATEC 研討會 

13:00-16:30 2024 CEATEC 臺灣館及國際業者攤位觀摩 

10/18 (五)  

09:30-11:00 參訪日本新經濟連盟(JANE) 

12:30-13:30 觀摩 Panasonic Center Tokyo 

14:30-1700 參訪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PA) 

10/19 (六) 
14:30 出發 羽田機場 

16:55 抵達 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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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團成員 

 

一、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名稱 

1 于台珊 組長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2 杜欣怡 簡任技正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二、 隨隊成員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名稱 

1 林玉凡註 院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轉型研究院 

2 葉武松 副主任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轉型研究院 

3 王鴻瑞註 副主任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轉型研究院 

4 張麗君 組長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轉型研究院 

5 唐子婕註 專案經理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轉型研究院 

6 瀧澤大生 規劃師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轉型研究院 

7 林敬憲 助理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數位轉型研究院 

註：成員僅參加 10/14 至 10/18 上午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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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紀要 

 

一、 「JR WEST LABO」探索世博未來車站 

(一) 時間：10 月 14 日（一）15:30-17:00 

(二) 地點：大阪市梅田車站 

(三) 簡介：2023 年春季 JR 西日本以大阪站（梅北地區），作為其創新試驗場 JR 

WEST LABO 的中心，透過與各種夥伴的合作共創，迎接創造新價值的挑

戰，該舉措與大阪/關西世博會的方向相似，目的成為「未來社會的實驗場」。 

(四) 觀摩內容資訊 

1. 全螢幕月台門：依據車輛種類調整開門位置的可動式螢幕月台門，將電子

配線設置於整體裝置的上方，使月台門保持輕薄，同時能夠顯示乘車以及

轉乘資訊。另外，與全螢幕月台門一同配置「數位客製化導覽」，可配合使

用者的需求進行客製化，於手機 App 事先輸入相關目的地資訊，顯示螢幕

就能以設定好的標示幫助使用者更快抵達目的地。一旦接近顯示螢幕，螢

幕上的標示會改變，目的地的方向會以箭頭來指示。 

2. 巨型互動牆：14 公尺寬的互動式螢幕藝術裝置，透過 CG 動畫與觸控功能，

為旅客創造身歷其境的互動模式。 

3. 人臉辨識閘門：人臉辨識系統，透過事前登錄即便戴口罩也能成功辨識，

大幅提高進出票閘的順暢度與速度，不需感應定期票，提升旅客通過閘門

的效率，並設有失敗時的引導機制。 

4. 語音對話自動售票機：互動式售票系統，讓旅客能透過與虛擬角色對話並

使用話筒進行購票。 

5. AI 導覽機器人：以聲音辨識來引導旅客至車站周邊地點，如飯店、月台、

廁所等，顯示即時的發車或相關資訊。可使用日文或英文導覽標示地圖，

標示的地圖可利用 QR 碼顯示於手機，方便觀看。 

6. 視障人士導航系統：使用者可以使用手機上的專用應用程式掃描附於導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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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上的 QR 碼，並通過語音導覽協助移動。 

(五) 觀摩流程 

時間 當日流程 

15:30-17:00  由資策會臺日中心進行各項目導覽說明以及互

動合照 

 

(六) 觀摩要點 

本次觀摩 JR WEST LABO 位於大阪梅田車站的創新實驗場，展現了 JR

西日本對未來智慧車站以及智慧城市的規劃，其創新設施對臺灣智慧城市

的數位應用發展具有參考價值。 

硬體設施方面，全螢幕月台門的創新設計不僅提升了安全性，更結合

指引功能，為臺灣現有的月台門系統提供了升級方向；14 公尺寬的互動式

螢幕藝術裝置，則展現了車站空間的多元運用可能，為臺灣車站的美學與

互動體驗提供新思維。智慧服務方面，人臉辨識閘門系統展現可提升通勤

效率，而語音對話自動售票機與 AI 導覽機器人的應用，則為臺灣智慧車

站的服務升級提供了具體範例。另外，各設施在多語言服務方面的應用，

對提升臺灣國際觀光品質提供參考。 

(七) 結論  

此次觀摩 JR WEST LABO，了解到 JR 西日本以大阪站為核心的未來

車站藍圖。從全螢幕月台門的安全防護到巨型互動牆的旅客體驗，從人臉

辨識閘門的便捷通關到 AI 導覽機器人的智慧服務，各項創新設施都反映

JR 西日本對於「未來社會實驗場」的規劃。在 2025 年世博會即將來臨之

際，JR WEST LABO 的創新實踐不僅展現日本在智慧運輸領域的發展，同

時也可能成為臺灣未來車站的發展方向。透過這次觀摩，理解科技創新如

何與人性化服務的結合，這對於未來在智慧城市中的智慧運輸、智慧解決

方案輸出等方面，提供借鏡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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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交流照片 

 

  

 

 

圖 1：全螢幕月台門、人臉辨識閘門、視障人士導航系統 

 

 

  

 

 

 

 

 

圖 2：語音對話自動售票機與 AI 導覽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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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阪公立大學智慧植物工廠研究中心以及午餐會 

(一) 時間：10 月 15 日（二） 09:00-13:30 (含車程約 40 分鐘) 

(二) 地點：大阪公立大學中百舌鳥校區  

(三) 單位簡介  

1. 大阪公立大學智慧植物工廠研究中心致力於推動智能農業技術的研發，

專注於利用最新的燈光照明技術、環境控制技術和自動化系統來提高植

物生產效率。該中心的研究不僅面向學術界，也與產業界緊密合作，目的

是促進具可持續性的農業發展，以及產業與生態間的循環。 

2. 植物工廠研究中心的研究涵蓋燈光照明技術、環境控制系統以及自動化

系統等。應用範圍不僅適用於農業生產，還能應對都市化帶來的耕地縮減

問題。可應用於城市中的建築內部，作為都市內部的糧食來源。此外，植

物工廠技術還能用於特殊環境下，如沙漠、南極等地區，保障糧食供應。 

(四) 會議議程： 

時間 當日流程 

20mins 
抵達大阪公立大學智慧植物工廠研究中心 

名片交換、雙方介紹 

20mins 
中心介紹影片 

*日語解說，英文字幕 

90mins 現場參觀 

30mins 問答交流、團體合照 

70mins 午餐會 

 

(五) 談話要點 

本次參訪，在推動智慧城市背景下，了解如何整合最新科技推動永續

城市的發展。其中展示的相關技術，包含 LED 燈光照明系統透過人工照明

控制植物生長；環境控制系統利用 AI 技術在調節生長環境中應用；自動

化設備則展現從播種到採收的自動化運作，但同時保有人工作業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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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方創造就業機會。參訪過程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中心如何將學術研

究成果與產業應用並進，以及其示範場域在都市永續經營中的具體實踐。 

(六) 結論 

大阪公立大學智慧植物工廠研究中心應用科技農業的創新發展模式，

透過整合自動化技術，建立產學合作的典範。在城市永續發展的前提下，

關注其產學合作的具體運作模式、技術本土化的可行性評估方法，以及於

學術機構中發展產業技術的經驗，更有效地將系統整合，有效利用資源並

創造產業價值。 

(七) 交流照片 

 

 

 

 

 

圖 3：植物工廠研究中心以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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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 

(一) 時間：10 月 15 日(二)下午 13:30-16:30 

(二) 地點：大阪公立大學中百舌鳥校區 

(三) 單位簡介： 

1. 大阪公立大學提出「創新學院理念」，發揮先進研究領域優勢，成為為地

區發展和解決問題做出貢獻的「知識基地」。新功能包括利用公立大學的

優勢，透過與地方政府合作，為解決大阪的城市問題做出「城市智囊團」

功能，以及透過企業合作增強大阪工業實力的「技術孵化功能」。 

2. 實施以解決城市問題為目標的智慧城市，需要產官學民共同分享問題，挖

掘本質。中心在工業界、政府、學術界和私營部門之間建立合作，並透過

利用大學的知識和研究種子來協調合作。為了將大阪的「未來城市模式」

擴展到亞洲和其他國家，正在與海外據點進行交流和合作。 

(四) 會議議程 

時間 當日流程 

30mins 大阪公立大學介紹 

10mins 
與超級城市研究中心交換意見 

・交換名片、問候 

30mins 數位產業署智慧城鄉推動機制與成果分享 

30mins 大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概述 

70mins 

意見交流 

・交流雙方智慧城市應用現況 

・共同促進智慧城市跨國合作交流可行性 

10mins 交換禮品/合影 

(五) 談話要點 

1. 大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協助大阪地區的地方政府共創解決方案，

其智慧城市發展構想主要為實現軟硬體結合，使城市本身擁有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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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以解決社會發展課題及提升市民幸福度，如開發市民使用的 APP、

智慧建築計畫等，另並針對智慧植物工廠、新創試煉基地等議題，投入研

究及實證資源。 

2. 針對提升市民幸福度的部分，大阪公立大學與日本研究機構 Smart City 

Institute 合作，進行地區幸福度(Livable Well-Being City)進行調查研究，針

對各自治體之都道府縣市町村進行整體幸福度、生活滿足度、所在地的幸

福度、周遭生活圈的滿足度，以及 5 年後的幸福度進行調查。透過盤點日

本全國 47 個都道府縣的市民對於食、衣、住、行、育、樂、文化、城市、

災害等不同生活面向的民眾觀感，並蒐集這些面向的開放資料，對照出民

眾觀感及次級資料的落差，及對生活滿意度、幸福度的影響。 

3. 在大阪府智慧城市發展藍圖中，大阪公立大學積極參與轄內多個地方政

府的創新計畫，不僅擔任區域間協調的重要樞紐，更透過匯集各方資源與

專業，共同打造符合在地需求的智慧解決方案。這種多方協作模式有效促

進區域創新發展，為大阪府智慧城市轉型奠定基礎。 

(六) 結論 

根據大阪公立大學對於智慧城市的構想，主要目的為實現軟硬

體結合、使城市本身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處理社會課題以及提升市

民的幸福度，推動全民智慧化服務發展、智慧建築計畫等，並且透過

大學內部的設計課程進行人才培育。關於幸福感 (Well-being)研究指

標、數位化的部分，大阪公立大學正在與發展智慧城市的相關機構 (如

Smart City Institute Japan, SCI-Japan)進行討論，日後可能會將主題聚焦

於幸福度研究指標、針對政府與民間的問卷調查等等，並表態希望未

來能與臺灣就相關主題進行交流，且開發共同的新主題以保持後續

合作。  

後續我方也將持續洽談明年共同辦理臺日智慧城市交流活動之

相關機會。規劃明 (2025)年透過定期交流活動，共享智慧城市發展作

法、研議智慧城市幸福度(Well-being)或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相關

指標、促進產業生態互動合作等方式，以擴大我國產業影響力與出海；

目前雙方已有初步共識，並已邀請日方來臺參加 2025 智慧城市展活

動、規劃與我方共同在 2025 大阪世界博覽會期間，共同辦理臺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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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交流論壇，以擴大雙方產學研的交流。  

(七) 交流照片 

 

圖 4：大阪公立大學會議交流 

 

 

 

圖 5：大阪公立大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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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 

(一) 時間：10 月 16 日(三) 09:00-12:00 (含車程約 70 分鐘) 

(二) 地點：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咲洲廳舍 

(三) 單位簡介 

1. 日本政府指定唯二超級城市國家戰略特區之一(另一處為筑波)，主要事業

內容包含： 

(1) 大阪智慧城市戰略 

(2) 大阪廣域資料協作平台（ORDEN） 

(3) 大阪智慧城市合作夥伴論壇（OSPF）<公私合作平台> 

(4) 智慧健康城市 

(5) 推廣特區體系的運用 

2. 大阪智慧城市合作夥伴論壇(OSPF)，係由 43 個市町村、企業、大學等機

構共同組建而成，透過會員制運作，目前已有 451 個會員加入。該平台建

立了公私部門協作生態系統，提供企業與地方行政單位進行媒合，藉此促

進智慧城市創新發展。為加強資料運用效能，大阪府於去年全面啟動大阪

廣域資料協作平台(ORDEN)，建立開放資料交換機制，作為公共和私營部

門間相互資料協作之用。此平台匯集各方數據資源，透過標準化介面與資

料格式，使各會員單位得以便捷地進行資訊共享與跨領域合作，進而加速

區域數位轉型進程。 

(四) 會議議程 

時間 當日流程 

10mins 名片交換、雙方致詞 

15mins 智慧城鄉推動機制介紹 

15mins 大阪智慧城市戰略策略與措施 

45mins Q&A / 意見交流 

5mins 交換禮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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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參訪及談話要點 

1. 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介紹大阪智慧城市合作夥伴論壇(OSPF)以及大阪

廣域資料協作平台(ORDEN)之相關機制，表達目前推動智慧城市發展和願

景，大阪府去年全面運作 ORDEN 平台，開放資料交換作為大阪府內的鄉

鎮市町和企業之間相互資料協作機制。對於未來的合作，初步表態希望與

臺灣相關部門或單位進行深入溝通，探討臺灣智慧城市解決方案透過

OSPF 平台在大阪地區共同推廣智慧城市的可行性和具體合作方式。 

2. 我方表達進一步了解 OSPF 機制的意願，並希望有機會未來引介臺灣智慧

城市解決方案業者予 OSPF 會員參考。透過大阪公立大學為橋梁，建立產

學研合作交流機制，在未來共同辦理年度交流活動，分享雙方智慧城市推

動經驗，以及邀請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派代表來臺參加 2025 智慧城市

展(2025/3/18~3/21)，參與交流會議與臺灣智慧城市研究或推動機構進行意

見分享與交流。 

(六) 結論 

本次交流中我方分享臺灣智慧城鄉計畫的藍圖、架構、協作機制

以及公私民協作 (PPPP)的模式，並在未來合作的方向中，點出數產署

指定單位加入大阪府 OSPF 的意願，於未來將引介臺灣智慧城市解決

方案業者或市場需求給 OSPF 會員參考，與 OSPF 其他會員組隊，共

同發展因應大阪當地區需求之解決方案，分享雙方智慧城市推動經

驗，並且邀請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參加於臺灣舉辦的 2025 智慧城

市展。對此，大阪府表達歡迎我方提案，惟 OSPF 雖有在日外商參與，

但尚無國際會員，將內部研商具體作法。大阪府方表示這是第一次

OSPF 有國際合作的機會，希望能夠與我方一同協調相關做法，為智

慧城市的推進所努力，雙方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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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流照片  

 
 

 

 

 

 

 

 

 

 

 

 

 

 

 

 

圖 6：大阪府會議交流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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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於 CEATEC 2024 辦理「AI 浪潮下系統整合與資安業者

的挑戰」研討會 

(一) 展會名稱：Combined Exhibi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2024 (CEATEC 2024) 

(二) 展會期間：2024 年 10 月 15-18 日 

(三) 時間：10 月 17 日(三) 09:30-13:00 (含車程約 1 小時) 

(四) 地點：幕張展覽館 

(五) 主辦單位：一般社団法人電子情報技術産業協会（JEITA） 

(六) 2024 年主題：Innovation for All 

(七) 展覽項目：  

1. General Exhibits ：展示以實現「社會 5.0」為目標的整體解決方案和產品

的企業/組織。 

2. Special Exhibits：Partners Park、Next Generation Park、Global park、CEATEC 

2024 25 周年特別企劃～AI for All～ 

(八) 展區介紹： 

1. 一般展覽：隨著人工智慧的引入以實現社會 5.0，未來的技術、電子元件

/設備、解決方案和服務領域。 

2. <特別展覽>夥伴公園：「共創」區域以獨特主題體現 Society 5.0 的未來社

會，與來自各行各業合作夥伴協作。展區將設立“Talk Stage”，以會議、

研討會的形式介紹參展企業。 

3. <特別展覽>下一代公園(新創企業和大學)：新創公司、大學、教育機構和

新業務開發部門區域，用於行銷產品、技術和服務、確定市場需求並尋找

業務合作夥伴。 

4. <特別展品>環球公園：以各國/地區組織形式，在展館展出的海外公司和

新創企業。 

5. <特別展覽> CEATEC 25 周年特別節目”AI for All”： DX 和人工智慧正

在各個領域廣泛應用，展會介紹各個應用場景，並利用 CEATEC 眾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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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各行業的商業用戶，聚焦人工智慧促進跨產業互動。展覽區主題：AI 應

用開發工具、機器學習演算法、自然語言處理、人工智慧驅動的機器人、

資料安全與隱私保護等。 

(九) 研討會議程 

1. 時間：2024 年 10 月 17 日(四) 

2. 地點：日本幕張展館-國際會議廳 301 會議室 

3. 主題：AI 浪潮下系統整合與資安業者挑戰 

4. 議程 

時間 當日流程 備註 

1030-1040 開場致詞 
電波新聞社平山勉 代表取締役、

數產署于台珊組長 

1040-1130 

臺灣AI與資安業者解決

方案 

臺灣8家業者- 

數位無限軟體、伊斯酷軟體科

技、業安科技、數位身分、全景

軟體、關楗、來毅、叡廷 

1130-1200 AI的網路安全對策 日本Hitachi 辻敦司先生 

1200-1300 
與台灣資安業者於展攤

交流 
 

 

5. 活動中臺灣 8 家介紹業者 

項次 
企業

屬性 
企業名稱 講題 講師職稱 講師 

1 新創 
數位無限軟體

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 AI-Stack 最大

化 AI 基礎設施的

投資報酬率 

代表取締

役社長 

Joe Wu 

吳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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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創 
伊斯酷軟體科

技 

AI 視覺 RPA：連

結和自動化製造業

系統流程 

海外営業 

Howard 

Tsai 

蔡昊剛 

3 新創 
業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智慧販賣機物聯網

解決方案 

日本商務

開發 

Joe 徐耀

隆 

4 資安 
數位身分股份

有限公司 

透過身份驗證增強

安全性 

日本事業

開発部部

長 

Fan Chen 

5 資安 
全景軟體股份

有限公司 

嵌入式與連網設備

的物聯網安全保障 

全景代表

處代表 
東田将真 

6 資安 
關楗股份有限

公司 

告別 ID 密碼，簡

單又安全 
営業部長 

Yuki 

Furutate 

古舘侑樹 

7 資安 
來毅數位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構建零信任架構的

Keypasco 資安解決

方案 

日本市場

開發部 
青柳 正 

8 資安 
叡廷股份有限

公司 

新型態雲端和地端

加密模組 
業務 

Grace 

Wang 

(十) 活動要點 

此次活動為擴大吸引日本業者參與，此次活動結合日本電波新

聞社共同辦理，共同邀請日本商社與臺灣業者擔任講師，主題聚焦在

臺日系統整合、資訊安全與 AI 數位交流。數位產業署于台珊組長於

開幕致詞時表示，數發部數產署主要任務是推動數位經濟發展、日本

是臺灣重要的友好國家和貿易夥伴，在數位產業方面有許多合作與

交流的空間。很榮幸與日本業界先進分享臺灣在資訊安全與 AI 領域

的發展，並探討未來可能的合作方向與模式。並邀請聽眾蒞臨「Taiwan 

Innovations & Cybersecurity Pavilion」，親自體驗臺灣企業的技術和解

決方案。  

株式會社日立解決方案講師辻敦司先生強調如何應對日益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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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攻擊，是影響企業業務連續性的重要議題。企業需要從網路彈

性的角度採取措施，即假設自己即將受到網路攻擊，並採取假設攻擊

後可以恢復的措施。會中闡述網路彈性與傳統安全策略的不同之處，

以及實施時應記住的要點。  

(十一) 結論 

本場活動共包含 NTT DATA、KDDI、日立電器、Docomo business、

Panasonic 、FUJITSU 、NEC、TOTOTA、Marubeni 丸紅、DNP 大日本

印刷、日立製作所、JR 東海、Mitsubishi Electric 、關西電力、生成式

AI 協會、奈良縣產業振興中心等超過 90 位代表參與。會中介紹 8 家

臺灣資訊安全與創新展解決方案，涵蓋 AI 與 RPA 系統結合、智慧販

賣機升級模組、AI 技術預防詐欺、物聯網安全、資料庫加密、零信

任  (Zero Trust)技術等，富士通、NTT 等業者並至臺灣館進行了解與

交流。  

此次為第一次透過結合跨領域國內數位業者，以及知名日本商

社共同辦理臺日數位交流研討會，同時推廣臺灣館型態推廣國內業

者解決方案，未來或許可評估擴大推廣邀請國內智慧應用業者參與，

或另以領域別方式了解其他展會，拓展多元交流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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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臺日企業演講與交流 

 

 

 

 

圖 8：研討會場景以及與 Hitachi 辻敦司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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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CEATEC 2024 展會觀摩 

(一) 時間：10 月 17 日（四）13:00-16:30 

(二) 地點：幕張展覽館 

(三) 觀摩主題：智慧城市、系統整合、數位轉型、資訊安全相關 

(四) 簡介：CEATEC 2024 今年以「Society 5.0」為核心，匯集致力於經濟發展與

社會問題解決的創新者，並從「社會議題思考」、「未來創造」、「技術深究」、

「全球趨勢研析」及「新世代培育」等五大面向規劃相關活動以及展會。 

(五) 觀摩單位(括號內代碼為攤位編號)： 

1. 臺灣資安與創新館 (6H233) 

2. Delta Electronics Japan (6H232) 

3. Sony Group Corporation (8H405) 

4. Hitachi (8H403) 

5. FUJITSU (7H400) 

6. SHARP (7H502) 

7. Panasonic Group (6H105) 

8. Mitsubishi Electric (5H103) 

9. NEC Group (4H125) 

(六) 觀摩要點： 

1. CEATEC 2024「臺灣資安與創新館」，由來自臺灣的 11 家企業共同展示最

新的技術成果，本次展覽的亮點技術包括： 

(1) 多因素認證：結合零信任架構，增強企業資安防護。 

(2) 臉部辨識與資訊安全解決方案：應對現代數位安全挑戰的創新技術。 

(3) QR 支付自動販賣機：支援快速、安全的行動支付。 

(4) AI 技術導覽服務：展現人工智慧在智能應用中的潛力。 

2. Delta Electronics Japan 

展示智慧城市的綜合解決方案，包括智慧樓宇管理系統、能源管理系

統，以及智能監控技術，強調如何通過這些技術提高城市運營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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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並增強城市安全性；展示工業自動化技術，包括機器人與自動化

控制解決方案，相關技術在智慧工廠與智慧製造中有廣泛應用。 

3. Sony Group Corporation 

Sony 以領先的影像感測技術聞名，在智慧城市中具有廣泛應用。Sony 

展示其最新的高精度影像傳感器，特別是在自動駕駛車輛和智慧城市監控

系統中的應用。Sony 致力推動 5G 和物聯網的發展，是未來智慧城市基礎

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強調其在智慧城市、智慧家居和智慧辦公室中的

應用，展示最新的 AI 技術及機器人解決方案，包括整合智慧感知、語音

互動和自動化功能。 

4. Hitachi 

以「與你共創未來社會」為主題展出，包含支援第一線員工工作決策

的 AI 輔助技術、人工智慧機器人研究，徹底改變第一線工人的工作。另

在行動控制平台「數位之路」方面，透過管理數位空間中的虛擬路線，提

前預測路線附近的變化，以計算安全行駛路線，實現穩定運行。此外，展

示結合地下雷達探測和先進圖像分析技術，提供地下管道資訊可視化服務。 

5. FUJITSU 

展位理念為「透過人與 AI 的協作創造價值」，並從「運動」、「醫療保

健」和「文化」三個角度，人與 AI 相輔相成，共同成長。列舉展示項目

如下： 

(1) AI 與數據提升表現：FUJITSU 在一個籃球展位中，展示利用人工智慧

視覺化參觀者的投籃姿勢，並就如何提高投籃者的技術提供建議。 

(2) 人工智慧與數據提升福祉：普拉提運動中，FUJITSU 透過人工智慧分析

遊客滾下動作，這亦是平衡能力的指標。參觀者可以接受專業教練的個

人指導，根據對脊椎運動範圍和運動速度的分析來改善動作和姿勢。 

(3) AI 和傳統藝術結合：FUJITSU 表演者協會合作，利用人工智慧將遊客

的動作和位置視覺化，並將其與演員的動作和位置進行比較與獲得指導。 

6. SHARP 

SHARP 的戶外「ePoster」在 CEATEC AWARD 2024 中榮獲「經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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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獎」。該公司以「人工智慧驅動的創新」為主題，重點關注「更好的生

活品質」、「永續發展」和「碳中和」三個領域的人工智慧相關技術，以實

現永續發展的社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下列舉幾項 SHARP 展示方案： 

(1) AIoT 綠色智慧生活解決方案：該系統展示隨著用戶的生活方式而發展

的「家電控制」，無需任何特殊設置即可提供舒適性和節能性。 

(2) 利用物聯網家電數據解決社會問題：推出利用從物聯網家電獲得的資訊

進行防災減災與老人照護，以及透過空調管理系統減輕設施工作人員工

作量的措施。 

(3) AI Partner：透過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體驗，用戶可以與電視上顯示的人工

智慧人像進行對話，觀看推薦影片或一起購物。 

7. Panasonic Group 

展位上透過技術能力為人工智慧的未來做出貢獻，以下列舉人工智慧

相關應用展示： 

(1) 人工智慧與感測：Panasonic HIPIE，是一種可透過少量資料輸入和學習

部署 AI 的多模態平台模型。另可在冰箱中導入人工智慧，自動蔬菜識

別來管理冰箱中的庫存，建議最先食用的蔬菜以及料理食譜。 

(2) 人體感應技術：利用相機影像和距離影像感測器，以非接觸方式感知姿

勢、動作、臉部表情等，無需在身體上附加感測器，從而估計身體和情

緒的「人體狀況」的技術。 

8. Mitsubishi Electric 

將永續發展定位為企業管理的基石，努力轉型為一家能夠分析和利用

各種數據來創造可持續價值並透過業務解決各種問題的「循環數位工程」

公司。公司於 2024 年 5 月推出 SerendieTM 數位平台，以促進不同領域的

設備、系統和服務之間前所未有的交互，創新地聚合所得數據和知識，有

助於創造解決方案解決社會中日益複雜的問題。三菱電機展示 Serendie 的

概況以及透過數據互動在「Serendie 城市」、「對脫碳的貢獻」和「對解決

勞動力短缺問題的貢獻」三個主要領域創建的技術和解決方案。此外，公

司也推出採用高速、高精度設備和控制技術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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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EC Group 

圍繞「城鎮安全」、「企業安全」、「工地安全」、「舒適出行」、「改善福

祉」、「解決勞動力短缺」等六個主題，研究先進技術和具體措施。以下列

舉幾項 NEC 展示方案： 

(1) 利用動態資訊做出救生決策：利用 AI 技術蒐集分析天氣資訊、觀測資

訊、災情資訊等「動態資訊」。 

(2) 高安全性支援人臉與虹膜辨識出入口控制：可應用於伺服器機房等高安

全區域和無塵室等特殊區域的門禁控制。即使戴著口罩、護目鏡和手套

也可以進行認證，實現高度安全性和便利性的平衡操作。 

(3) 透過臉部影像判斷生命狀態，促進健康管理：只需在智慧型手機上顯示

臉部即可估計生命狀態，並可根據使用者身心狀況，量身訂製建議方案，

實現個人化服務。 

(4) 自動從影片產生解釋性文字技術：NEC 開發視訊辨識 AI 與大規模語言

模型結合應用，可從影片中提取場景、創建解釋性文字並建立報告，其

價值可應用於醫療、製造/建築、交通和航空等各行業，提升營運效率。 

(七) 結論  

本次透過 CEATEC 展會觀摩，了解到日本大廠的最新技術發展，

尤其是在智慧城市、AI、物聯網、數位轉型等領域，觀察與體驗市場

上最新的產品 /服務以及創新技術。日本在面對人口老年化、勞動力

短缺等問題下，大型商社紛紛以多元的技術創新，結合跨領域之各項

專業知識，解決生活場域中所遭遇的問題。透過蒐集日本市場資訊與

實地觀摩，期在未來探詢數位轉型的創新解決方案過程中，提供借鏡

與參考依據，並能擴大與產業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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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交流照片 

 

 

圖 9：臺灣資安與創新館業者交流 

 

 

 

 

 

 

圖 10：Delta Electronics Japan 業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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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Hitachi 交流 

 

 

 

 

圖 12：SHARP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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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觀摩 Panasonic Group 展位 

 

 

 

圖 14：觀摩 NEC Group 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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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日本新經濟連盟(JANE) 

(一) 時間：10 月 18 日(五)上午 09:30-11:00 (車程約 30 分鐘) 

(二) 地點：東京都港區虎之門金平大樓 

(三) 單位簡介：日本新經濟連盟 JANE 主要成員包含 IT 產業、電子商務、商社

等數位經濟相關業者，關注數位相關發展，以及向政府提供建議與要求，

主要建言準則為：以民間為中心，以及降低高額稅金，目的為創造新價值

與 提 高 生 產 力 ， 並 以 企 業 主 為 首 進 行 活 動 。 定 期 舉 辦 「 JX （ Japan 

Transformation ）Live!」，長期關注商業與政治相關最新動向，與各領域一

線的企業經營者、政治家與專家們展開正面討論，目標為廣泛傳達日本新

經濟連盟理念之社群力量。 

(四) 會議議程： 

時間 當日流程 

10mins 雙方致詞 

10mins 
數位產業署政策方向（智慧解決方案、資安、AI）、

TJDIP 介紹 

10mins 日本新經濟連盟簡介 

25mins 意見交流 

5mins 交換禮品、名片/合影 

(五) 談話要點 

1. 數位產業署政策方向 

數位發展部於 2022 年 8 月 27 日成立，整合電信、資訊、資安、

網路與傳播五大領域，以建構全民數位韌性為核心理念，致力於推動

數位政策創新與改革。這些努力已獲得國際肯定，根據 IMD 2023 年

世界數位競爭力調查評比，臺灣在全球 64 個主要國家及經濟體中排

名第 9，在數位創新技術能力方面更躍居全球第 3。  

身為推動產業數位轉型的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積極推動多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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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包括 5G 專頻專網建置、電子簽章法推廣等。面對生成式 AI、區

塊鏈等新興技術興起，部會將建構 AI 系統與產品的評測機制，發展

符合國際標準的規範。此外，也持續深化電子簽章應用、5G 創新運

用、數位人才培育、資安產業發展，以及推動數位公益與包容等面向，

期望透過數位賦能，協助臺灣各行各業因應數位經濟時代的挑戰與

機會。  

2. 臺日數位產業交流平台 

2023 年成立的臺日數位產業交流平台（TJDIP）專責推動臺日數

位交流，已成功促成與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經產省及福岡金融集團等

單位的交流。平台聚焦於政策對接、跨域網絡拓展與潛力商機深化，

透過研析日本數位政策及市場需求，並藉由新興數位產業組織，為臺

灣廠商開拓市場機會。2024 年將舉辦數位科技論壇、組織廠商參與

CEATEC 等國際展會，並拜訪日方相關單位，持續深化雙方合作關係。 

3. 日本新經濟連盟組織概況與國際合作 

自 2012 年成立以來，已匯集大量會員，成為橋接商界與政界的

重要平台，以民間力量為核心，致力於創造新價值與提升生產力，特

別關注商業與政治的最新發展動向，並積極提出政策建言。其運作模

式首重會員間的充分討論，透過彙整各方意見後向政府提出建議，並

持續追蹤政策執行成效。  

定期舉辦「JX（Japan Transformation）Live!」活動，2024 年的議

程聚焦於多項關鍵議題，今年主題為「成為人工智慧強國的策略」、

「創業教育的實現」和「日本的脫碳戰線」。活動邀請企業領袖、政

治人物與專家學者進行深度對談，並特別重視國際交流面向，邀請喬

治亞與英國大使參與，展現其推動國際合作的決心。  

在政策推動方面，連盟以降低稅負、推動減碳、強化次世代教育

與理科教育為主要方向。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連盟積極參考英美等先

進國家經驗，推動行動裝置與 AI 設備的共創研究。透過這些具體行

動，連盟不僅致力於振興日本經濟，更希望擴大理念認同者的社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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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形成推動社會進步重要力量。  

(六) 結論 

在政策倡議方面，日本新經濟連盟積極與日本國會展開對話，在

通訊、醫療等領域的法規制定上扮演關鍵角色，並透過與各政黨交流

及前瞻性商業論壇，向國會傳達產業最新趨勢，主要透過自民黨管道

推動政策建言。在智慧城市發展上，協會聚焦於自駕車技術與無人機

應用等創新議題，除關注技術推廣和基礎建設外，也積極研究英美等

國經驗，並推動行動設備與 AI 技術的協同研發。針對教育政策，協

會採取宏觀策略，著重整體發展方向和跨世代影響，而非個別機構支

援，目前建議主要聚焦在通用性原則。在國際交流方面，協會主辦的

「JX LIVE!」年度活動匯聚約 500 位參與者，今年以 AI 國力提升、

創業教育推廣及碳中和轉型為重點議題，除邀請到喬治亞和英國大

使與會，希望明年有機會邀請臺灣代表參與。  

(七) 交流照片 

 

圖 15：JANE 會議交流 

  



 

30 

八、 Panasonic Center Tokyo 

(一) 時間：10 月 18 日(五)上午 12:30-13:30 

(二) 地點：3 Chome-5-1 Ariake， Koto City，Tokyo 135-0063 日本 

(三) 簡介：Panasonic Center Tokyo 致力於成為 Panasonic 品牌的資訊發信地，展

示最新的科技、產品、和生活方式解決方案，並通過互動體驗讓訪客更深

入地了解 Panasonic 的核心價值與品牌理念。該單位不僅是企業的展示空

間，更是個開放交流的平台，促進科技與人們生活的聯繫，並引領可持續

發展與社會創新的潮流。Panasonic Center Tokyo 也積極組織各類活動，邀

請專家學者、企業代表及消費者進行交流，進行產品發表會、教育工作坊、

公開講座等，營造出一個互動的生態系統。這些活動不僅限於科技展示，

也包括討論未來社會的各種議題，如智慧城市建設能源轉型等，從而帶動

公眾和產業界共同思考和探索創新解決方案。 

(四) 觀摩流程： 

時間 當日流程 

60mins 由資策會臺日中心進行各項目導覽說明以及互

動合照 

 

(五) 觀摩要點： 

1. Panasonic GREEN IMPACT PARK 

為一樓的主要區域，可體驗和探索減少 CO2 排放策略和資源循

環相關議題。作為啟發認識日益緊迫的地球暖化問題現況與解決方

案，並採取行動的起點，此區域以「減少 CO2 排放」和「資源循環」

兩 大 主 題 ， 展 現 Panasonic 集 團 長 期 環 境 願 景 「 Panasonic GREEN 

IMPACT」中，致力於實現「更好的生活」與「永續地球環境」的共

存理念。  

2. Panasonic 零碳排對策 

Panasonic Center Tokyo 於 2020 年成為集團首個「零碳排展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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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可 以 近 距 離 觀 察 各 種 節 能 設 備 如 何 實 現 零 碳 排 。 展 區 展 示

Panasonic 集團作為全球製造企業，在工廠推動的具體 CO2 減排措施，

並透過世界地圖全覽方式，清楚呈現已實現零碳排的工廠和據點。  

(六) 結論 

此 次 參 訪 Panasonic Center Tokyo ， 特 別 是 其 一 樓 的 GREEN 

IMPACT PARK 展區，充分展現了 Panasonic 集團在環境永續發展上的

企業願景與具體實踐。作為集團首個實現零碳排的展示中心，該場域

不僅展示企業環保發展，更透過互動式的展示設計，讓參訪者能深入

淺出地理解碳排放議題的重要性。Panasonic 以「減少 CO2 排放」和

「資源循環」為核心主題，點出「Panasonic GREEN IMPACT」的長期

環境願景，展現企業追求更好生活品質與環境永續的目標。透過多元

的互動設施，讓參訪者能具體感受和理解企業的環保理念。以世界地

圖的視覺化呈現，更能直觀地了解 Panasonic 在全球各地推動零碳排

的實際進展。此次觀摩了解到日本企業如何針對日本市場提供相應

的解決方案，Panasonic Center Tokyo 展示 Panasonic 如何運用科技解

決生活中的各種挑戰，並以可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為核心，推動人類

社會走向更智能、更綠色的未來，對於智慧城市永續發展以及多元化

科技應用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七) 交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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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Panasonic Center Tokyo 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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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PA) 

(一) 時間：10 月 18 日(五)下午 14:30-17:00 

(二) 地點：東京都文京中心辦公室 

(三) 簡介：(IPA)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隸屬於日本經濟產業省，觀察

不斷變化的 IT 社會動向和技術動向，為解決社會問題和產業發展提供指

導方針。為強化資訊安全對策，培養優秀 IT 不斷進行努力。業務涵蓋五大

中心。近年來資訊安全威脅已超越國界、走向全球，攻擊手段更加複雜，

對所有設備和系統的威脅不斷擴大。IPA 安全中心（IPA/ISEC）與國內外相

關組織合作，蒐集和分析私部門難以蒐集的信息，並推廣這些知識。業務

包含加強資訊安全措施、資訊安全措施調查、分析/傳播/IT 安全評估/認證、

國際認證體系倡議等。 

(四) 會議議程 

時間 當日流程 

30mins 會議準備(含線上參加者)、雙方致詞 

15mins 
數位產業署新興跨域組重點業務介紹(資訊

安全) 

15mins IPA 介紹 

80mins 意見交流 

10mins 交換禮品、名片/合影 

(五) 談話要點 

1. 數位產業署推動物聯網資安產業標準 

(1) 依行政院資安產業發展行動計畫之「活絡資安產業生態系」推動策略，

自 106 年起由經濟部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推動「物聯網設備資

安產業標準與檢測認驗證」以強化物聯網資安防護能量。臺灣分工中，

其中具有線介面之物聯網終端產品資安檢測，相關業務於我國組織改造

後由本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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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已於 113 年 8 月 13 日通知臺灣公務機關，

如機關採購涉及物聯網設備者，所涉資安相關規格應符合 CNS 16120(影

像監控系統安全)及 CNS 16217(門禁系統安全)相關規範。 

(3) 臺灣數產署透過已訂定之資安產業標準為基礎，規劃與國際標準(如：

PSA）合作及對接，撰寫與國際調和的標準或指引，讓臺灣物聯網產品

設備商可以積極將產品投入檢測，通過後之產品即可符合對接之國際標

準要求，並促使臺灣國內資安產業檢測市場的健康發展環境，提高國內

對於國際相關資安標準的合規意識，並降低檢測成本。另為了對接日本

市場，因日本經濟產業省已於 113 年 4 月 22 日預告「物聯網產品安全

合格評定方案政策草案」、建立自願性的資安認證機制，預計將於 114

年上半年實施並委「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ion Agency， IPA）辦理，故本署規劃向 IPA 了解 IoT

產品資安標準雙邊合作意願及可行性。 

2. 臺灣數位產業署推動強化供應鏈資安 

臺灣數位產業署為強化產業供應鏈資安防護能量，包括建立半導體設

備資安標準 SEMI E187 並輔導廠商產出合規設備，以及攜手產業公協會協

助提升相同產業鏈之整體資安防護，同時因應國際趨勢，提供補助資源協

助產業研發零信任資安技術。 

(1) SEMI E187 

鑒於國際各政府單位及大廠越來越重視供應鏈資安，數產署攜手

法人單位、台積電及 SEMI 協會，共同推出全球第 1 個由臺灣主導的半

導體設備資安標準─SEMI E187，並於 2023 年榮獲 SEMI 國際標準貢獻

獎。同時，數產署輔導臺灣資安廠商建立 SEMI E187 合規輔導能量，協

助半導體設備業者生產全球首批 SEMI E187 合規產品，並獲得第三方

驗證單位 Bureau Veritas（必維集團）核發之 SEMI E187 標準合規驗證證

書。目前台積電已將 SEMI E187 合規納入其供應鏈之採購要求，建立上

游帶動下游、完善整體供應鏈資安之示範案例，數產署未來將擴散標準

推動經驗至其他產業，並推動全球認驗證機制，持續完善半導體供應鏈

資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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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安評級 

為推動國內企業重視資安防護，數產署與產業公協會合作成立產

業資安強化推動工作小組(SIG)，結合企業資安評級工具以及資安顧問

輔導的機制，協助企業會員掌握公司資安缺口並展開資安強化規劃。截

至 113 年度，數產署已與 27 家產業公協會合作，將推動至少 380 家企

業完成資安評級，除了受測企業將獲得資安改善建議外，產業公協會也

將產出產業藍圖建議報告，藉此了解相同產業鏈之資安現況以利後續推

動規劃。 

(3) 零信任補助計畫 

數產署提供補助資源，補助產業需求業者以場域導入零信任資安

技術方案的實證方式，除協助本土資安解決方案提高商品化程度外，也

透過場域驗證建立與指標廠商合作之實績案例。112 年推動包括電商(誠

品、露天)、製造(環球晶圓)、電子通訊(可成科技)等 7 案，每案最高補

助 350 萬元；113 年推動包括正新橡膠、新漢等 3 案，每案最高補助 750

萬元。 

3. 臺日數位產業交流平台 

(1) 2023 年啟動專責之臺日數位產業交流平台（TJDIP，Taiwan-Japan Digital 

Industry Platform），運用臺日網路鏈結能量，著重於協助政策交流與對

接，將尋找、建立與維繫與日方之對接及合作管道，並協助聚焦數位服

務生態，透過平台對接，強化促成臺日數位發展協作，支援我國數位商

機拓展；並辦理臺日數位政策及產業交流，包含日本臺灣交流協會互訪，

以及日本經產省(METI)、日本福岡金融集團(FFG)拜會等，建構平台對

接交流基礎。 

(2) 2024 年數位產業署將與日方就雙方業務內容廣泛了解，將從多面向探

索日本數位科技應用服務需求。在整體產業面，以日本重點國家戰略及

數位發展政策為主軸，規劃從日本數位政策研析，掌握其政府相關數位

措施或預算如何推行，以帶動民間數位產業的發展與需求，進而探索臺

灣業者切入機會。有鑑於過往日本資訊服務產業，由大型日本商社所佔

據主導市場，將透過日本新興數位產業組織或商社(如日本新經濟連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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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組織)，了解地方政府、各領域別需求，建立臺灣廠商可切入日本市

場之模式。2024 年 TJDIP 規劃舉辦數位科技應用論壇或研討會(如資安、

智慧城市等)，協助國內業者瞭解日方市場趨勢與探索商機、媒合國內

業者與日方業者對接；率廠商參與國際研討會或展會(如 CEATEC、

SPORTEC)、拜訪日本政府相關主管機關與產業夥伴，維繫臺日對接管

道與數位產業議題交流。 

4. 日本資安推動政策與現況 

日本在資安領域建立之戰略布局，核心架構包含資安推廣普及、認

證標準建立、資安事件應對，以及人才培育等面向。在推廣方面提供完

整的資訊指引與企業支援、標準制定上建立 JC-STAR 與 ISMAP 等認證

機制、防護層面建構情報分析與資訊共享平台、人才發展推動國家級的

資格認證制度。 

(1) 日本供應鏈資安挑戰 

目前供應鏈資安形勢嚴峻，主要體現在設備安全性與網路防護的

需求。企業在供應商管理與資源配置方面仍有明顯不足，導致資安事件

頻發，特別是在海外據點的情況更為嚴重，凸顯供應鏈資安防護的迫切

性。 

(2) 日本現階段措施以及未來展望 

為應對挑戰，日本成立 SC3（供應鏈資安相關協會），透過官民協

力推動資安合作。協會於 2024 年 6 月與臺灣工研院建立合作關係，簽

訂產業協力意向書，重點發展 IoT 與軟體產品資安。同時，IPA 規劃於

明後年實施供應鏈企業資安評估之新制度，參考國際標準建立三至五星

分級制度，從自我檢測到第三方檢測，建立完整評估體系。此外，經產

省發布工廠系統網路安全指引，由 IPA 進行實地調查，展現日本在強化

供應鏈資安韌性上的系統性作法。 

(六) 結論 

近年來，隨著供應鏈生態系統中，資安防護薄弱的組織頻頻遭受

網路攻擊，特別是 IoT 設備成為主要目標，加上企業對供應鏈管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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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度及資源不足，促使日本成立 SC3（供應鏈資安協會）推動官民合

作。該協會於 2024 年 6 月與臺灣工研院（ITRI）簽署合作意向書，

著重於 IoT 與軟體產品資安合作。IPA 也著手制定新型供應鏈企業資

安評估制度，預計 2025 年實施。IPA 將參考國際標準制定三星至五

星分級制度，此次拜訪也了解到臺灣擁有豐富的資安產業發展經驗，

臺方表示願意後續提供日本在資安相關交流意願。雙方於會議中特

別針對 IoT 設備相關認證進行交流，IPA 並對臺灣的認證標準展現高

度興趣，特別關注認證覆蓋率、強制性、民間機構認證及政府採購標

準等面向，期後續針對資安檢測、標準認證等有進一步交流機會。  

(七) 交流照片 

 

 

 

圖 17：IPA 會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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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次於 CEATEC 2024 辦理臺日數位產業研討會－AI 浪潮下系統整合與

資安業者挑戰，結合臺日資安與新創業者共同參與，並安排臺日數位交流，

包含拜訪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大阪公立大學等智慧城市推動單位；參訪

JR 西日本大阪車站 JR WEST LABO、Panasonic Center Tokyo 等實證場域；以

及針對數位經濟與國際合作相關議題，拜訪日本新經濟連盟(JANE)；另針對

資訊安全相關議題拜訪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 (IPA)，綜整摘要結論

如下：  

一、  透過臺日數位研討模式，促進臺日交流與拓展後續合作基礎  

本次在 CEATEC 2024 舉辦的「AI 浪潮下系統整合與資安業者挑

戰」研討會，吸引 NTT Data、KDDI、Panasonic、FUJITSU、NEC 等眾

多日本企業和產學機構參與，雙方交流數位產業的前景與挑戰，並結

合臺灣資安與創新業者共同發表，顯示臺日雙方在數位產業領域有進

一步交流契機。  

二、  深入了解日方智慧城市推動現況，有助於雙方擴大互動對接  

在日本，大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不僅擔任區域間協調

樞紐，透過匯集各方資源與專業，共同打造符合在地需求的智慧解決

方案。而透過了解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的合作夥伴論壇 (OSPF)以及

大阪廣域資料協作平台(ORDEN)機制，將有助於後續臺日智慧城發展

的交流與互動。  

三、  首次介紹臺灣資安標準進展，擴大未來臺日資安交流機會  

此次初步拜訪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  (IPA)，雙方

對於 IoT 產品資安標準進行交流，臺方亦透過此機會介紹 SEMI E187

標準的作法。此行成功建立雙方聯繫，加深日方對我方資安標準推動

的理解，更有助於我國資訊安全成果國際推廣，以及後續雙方資訊交

流與合作奠定基礎。  

四、  拓展日本產業組織交流，了解日本數位經濟推動相關方向  

日本新經濟連盟在日本經濟和政策倡議具有重要影響力，包含日



 

39 

本稅負、推動減碳、強化次世代教育等議題廣泛，首次拜訪日本新經

濟連盟，初步了解到該組織概況與國際合作方向，我方亦進行數位產

業推動現況簡介。此行初步建立聯繫管道，由於數位議題牽涉廣泛，

後續可針對雙方潛在聚焦議題進行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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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本次參訪日本數位產業，進一步了解到日本在智慧城市、資訊安全等領

域的技術應用和發展方向，相信透過持續的互動交流，雙方能夠共同推動智

慧解決方案更多創新應用與價值。以下說明此次交流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一) 大阪智慧城市的運作機制與現況：大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與大阪

府智慧城市戰略部 

大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在大阪智慧城市發展中扮演重

要角色，匯集各方資源和專業，擔任區域間協調的樞紐。大阪公立大

學提出的「創新學院理念」，強調透過與地方政府和企業合作，解決

城市問題，並將大阪的「未來城市模式」推廣到亞洲和其他國家。另

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負責推動重點項目包括大阪廣域資料協作平

台（ORDEN）和大阪智慧城市合作夥伴論壇（OSPF）等，建立公私

部門協作生態系統，提供企業與地方行政單位媒合平台，促進跨域應

用整合與智慧城市創新發展。  

(二) 資訊安全領域交流：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 (IPA) 

資訊安全是當前全球共同面對的挑戰，IPA 作為日本資訊安全的

主要推動者之一，並在人才培訓和產業發展上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

在 IT 人才培訓和技術提升，為日本企業提供安全支援。此次拜訪日

本 IPA 對於臺灣與日本在資訊安全的進一步交流深具意義，未來雙

方可以探索更多合作機會。  

(三) 未來車站的智慧化發展：以大阪梅田車站為例 

JR WEST LABO 在大阪梅田車站的創新實驗場，展示日本對於未

來智慧車站的規劃和願景。全螢幕月台門結合安全性與指引功能，巨

型互動牆則為車站空間增添美感和互動體驗，這些智慧應用設施的

設計理念值得借鏡。場域中的人臉辨識閘門系統提升通勤效率，語音

對話自動售票機和  AI 導覽機器人則提供更智慧化的服務，可作為

智慧城市中的交通運輸服務提升提供參考。JR WEST LABO 的創新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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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展現科技創新與人性化服務的結合，亦深具啟發意義。  

(四) 了解日本數位經濟創新生態：日本新經濟連盟(JANE) 

JANE 是日本的創新經濟推動組織，專注於數位經濟、新興科技

與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JANE 在促進日本數位經濟發展方面發揮重

要作用，其目標包括推動電子商務、金融科技、碳中和、區塊鏈等發

展。JANE 對政策的參與也具有重要性，積極參與數位經濟相關的政

策倡導，包括減少監管、促進跨境數位貿易等議題。此行了解到在上

述領域中，未來臺日在數位經濟特定領域，可探尋創新與交流機會的

新方向。  

(五) 臺日數位跨域交流平台：辦理臺日數位產業交流研討 

此次在日本舉辦臺日數位產業交流研討會，匯聚臺灣和日本的數

位產業代表、專家學者等，共同探討數位浪潮下的機遇和挑戰。隨著

全球數位轉型加速，智慧城市、人工智慧、網路安全等新技術快速發

展，透過展會的高知名度和國際影響力，提升臺灣數位產業在日本市

場的能見度，亦提供一個多方參與平台，雙方企業可透過展示交流與

互動，深化對彼此的認識。為實現長期合作的可能性，未來定期舉辦

臺日交流活動，將有助於促成更多實質性合作的契機。  

 

二、  建議  

(一) 數位交流研討會 

此次在日本 CEATEC 展會期間舉辦「AI 浪潮下系統整合與資安

業者挑戰」研討會，吸引包括 NTT Data、KDDI、NTT Docomo、Panasonic、

FUJITSU、NEC、Marubeni 丸紅、DNP 大日本印刷、Mitsubishi Electric、

日立製作所、奈良縣產業振興協會、大阪公立大學、早稻田大學等產

業代表參與。會中結合日本大型商社日立公司等，以及臺灣資安與創

新業者共同發表。由於本次參與臺灣資安與 AI 業者以中小型業者為

主，有鑑於 CEATEC 屬於大型綜合性 IT 展會，展會中不乏大型日本

商社參加，為擴大吸引更多日商參與效益，後續可評估邀請臺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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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智慧應用業者參與，或針對各領域別了解參與其他展會如 IT 

Week 等效益。  

(二) 智慧城市生態對接出海 

1. 大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  

大阪公立大學研究智慧城市的概念，主要目標是實現軟硬體結合，使

城市本身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處理社會課題並提升市民的幸福度；大

阪公立大學超級城市研究中心希望了解臺灣智慧城鄉計畫的運作機制，

並洽談在明年大阪世博期間，洽談與臺灣共同辦理智慧城市交流活動可

行性。 

2. 大阪府智慧城市戰略部  

此行進一步瞭解到大阪智慧城市合作夥伴論壇(OSAKA Smart City 

Partners Forum，OSPF)的運作機制，大阪府認為，OSPF 提供的合作平台為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在大阪地區推廣的重要渠道。此外，大阪府去年全面

啟動運營的大阪廣域資料協作平台(OSAKA Regional Data Collaboration 

Platform，ORDEN)也可為臺日雙方的合作提供良好基礎。ORDEN 作為公

共部門和私營企業之間進行資料共享與協作的機制，有助於促進跨界數

據應用和智慧城市建設。綜上所述，希望後續對於 OSPF 平台，能有更進

一步了解及參與，推動臺日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在技術、應用等方面的交

流。 

(三) 資安推動作法與認證交流 

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 (IPA)對我國推動 IoT 產品資安

認證推動機制表達有進一步認識的意願，以下分述後續潛在交流機

會：  

1. IoT 資安標準意見交流：IPA 安全中心表示，日本 Japan Cyber STAR 

(JC-STAR)將於 2025 年制定 IoT 產品資安標準，日方正在蒐集各方

意見以篩選 IoT 標的產品，亦希望能有更多機會，持續與臺灣交流

推動經驗，或引薦臺灣 IoT 資安標準團隊參與。  

2. SEMI E187 合作：IPA 安全中心表示，其長期研究工控安全標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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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的差距，因為本次交流會議，也認識到台積電熊本廠將導入

SEMI E187 標準的作法，希望後續有更多機會深入了解標準及其實

證作法。  

3. 臺日資安標準對接：本次會議開啟臺日資安標準合作契機，後續可

持續對資安標準相關議題與 IPA 進行交流並創造合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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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相關資料 

一、 智慧城鄉會議資料 1-臺灣智慧城鄉推動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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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慧城鄉會議資料 2-臺灣智慧城鄉推動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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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數位產業政策介紹與臺日合作機會交流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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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IoT 產品資安認驗證推動機制介紹交流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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