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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強化歐洲地區對我國數位發展成就之認識，以建立臺歐雙方數位科技合作基礎，

本部林宜敬次長藉由受歐洲政策論壇平臺Forum Europe邀請之機會，組團赴歐推動

數位科技交流；除了於前述平台所主辦之「2024國際人工智慧峰會」（The 

International AI Summit 2024），分享臺灣在人工智慧發展的方向及探詢人工智慧風

險管理的進程，更進一步與國際間公私部門代表就如何因應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的時

代衍生的人工智慧治理、風險管理及多元包容等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此外為擴大臺歐數位發展交流利基，訪團亦安排拜會相關政府機關，包括瞭解比利

時於推動政府部門數位轉型的相關政策，並交流促進雙方進一步發展，並與當地相

關官員、學者、業界專家、公民社群，就人工智慧治理、人工智慧發展及推動政府

數位轉型等關鍵議題交換意見，深化推動臺灣與歐洲國家在數位及科技領域的互動

，並創造雙邊數位領域合作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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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訪問目的 

 

臺灣與歐洲都位居全球數位發展的領先地位，深化臺歐數位合作將有助於凝聚數位

發展政策的共識，進而加速數位科技的良善發展，因此歐洲政策論壇平臺Forum 

Europe邀請本部林宜敬政務次長於113年12月5日於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之國際AI高

峰會(The International AI Summit 2024)擔任講者；同時會擴大交流合作並拜會相關政

府機關，本部即組團前往，行程中除主要涉及二個面向，包括: 

 

參加國際AI高峰會，與公私部門及非政府組織專家共同探討人工智慧發展趨勢下全

球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與各國代表就應對人工智慧風險的措施進行交流，並拓展

全球數位合作的契機。本次會議的主軸呼應全球新興科技快速發展的浪潮，聚焦在

AI 治理、倫理與未來發展，除了探討地緣政治影響及 AI 對經濟成長、創新與中小

企業的支持，並強調在醫療、教育及農業等領域之公平與可及性，也強調透過國際

合作及對話，確保AI朝向 負責任的方向發展，以最大化這項科技的社會與經濟效

益。 

 

針對數位科技快速進展下，建構可信賴數位服務之需求，以掌握歐洲國家政府推動

數位轉型及數位身分推動情形為目標，訪團亦安排拜會相關政府機關，包括比利時

聯邦公共服務政策與支持部門（Federal Public Service Policy and Support, FPS BOSA）

，就政府推動公部門數位轉型措施及相關服務作法及經驗進行交流，並就歐盟

eIDAS 2.0、比利時及我國刻正推動之數位皮夾議題之實務作法及推行概況做意見交

換，以建立雙方後續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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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問概要 

  一、出席Forum Europe舉辦之Inter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mmit 2024  

（一） 時間：113年12月5日9:00-17:00 （布魯塞爾當地時間）  

（二） 地點：Radisson Collection Hotel （47 Rue du Fossé-aux-Loups, Brussels, Belgium

） 

（三） 出席人員：  

林宜敬政務次長 

數位國際司張兆琦副司長 

王浩恩資安系統分析師 

陳羿廷科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黃維中副所長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經濟組許莉美組長 

                                                         劉文傑秘書 

（四）會議情形： 

Keynote Session – Accelerating Responsible, Safe and Equitable AI Development會議重點

摘要： 

OECD 副秘書長 Ulrik Vestergaard Knudsen 深入闡述該組織在人工智慧（AI）治理領

域的核心計畫與策略。OECD 致力於推進全球人工智慧夥伴關係（Global 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PAI），強化國際間的包容性與治理協調，使各國能共享最

佳實踐與經驗，以因應 AI 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挑戰。在國際間合作部分，OECD 與聯

合國共同推動全球數位契約（Global Digital Contract, GDC），盼透過推動科學與實

證為基礎的 AI 評估方法，以優化數位相關政策的制定過程。而針對日益碎片化且

複雜的數位治理局面，OECD 採取提升相關制度跨國互通性之策略，以確保政策與

實務之間具備連貫性與可操作性。此外OECD 正在建立 AI 事件監測機制，透過系統

化追蹤與分析結果，作為提供未來政策調整的依據。同時，為了支持新興及發展中

國家在AI領域的發展，該組織推出 AI 原則實施工具包，以縮短該等國家在AI發展

所面臨之技術落差問題，並進一步強化這些國家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數位科技

發展下所衍生的環境議題亦是推行數位政策所面臨的重點之一，OECD 正與國際夥

伴擬定評估 AI 對氣候與環境影響的技術標準，並開發 AI 指數，以作為各國衡量 AI 

4 



發展與對環境影響的重要參考工具。 

 

人工智慧與網路安全的交集是本場會議的另一項探討重點，思科公司（Cisco 

Systems）高級副總裁暨首席戰略官 Jeff Campbell 與 MLex 歐洲區總編輯 Kait 

Bolongaro 分享 AI 技術於資安領域的應用與挑戰。Campbell 指出，AI 具有雙重特性

，能有效提升資安防禦能力，但也可能被惡意分子用於發動複雜的攻擊行動。思科

專注於建構支援 AI 技術的先進網路基礎設施，並將 AI 深入融入資安工具，以增強

威脅偵測與即時應對能力。針對 AI 的安全設計問題，Campbell 認為應從設計端、

操作環境與用戶教育三方面強化，以降低誤用與風險。針對歐洲AI治理架構，他認

為歐盟人工智慧法案雖具基本框架，卻仍需明確化具體作法與補強實務相關之細節

，以確保政策得以落地與法律上的可行性。Campbell 強調，全球 AI 政策若缺乏有

效協調，將導致市場走向碎片化，並抑制創新發展與跨國合作的推動。此外，他呼

籲政策工具應涵蓋基礎建設與技能培訓，否則僅有規範將難以達成全面治理目標。 

 

綜觀整體討論，OECD 與歐盟在推動 AI 治理及國際合作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會議

聚焦之議題不僅彰顯 AI 與資安緊密關聯，並揭示當前治理機制面臨的多重挑戰與

複雜性。AI 技術快速演進下，未來政策也將走向要求各國在創新發展與安全管理之

間應取得平衡。OECD 的政策倡議與工具建置，有助於協助各國克服治理多樣性與

高度不確定性等問題；企業（如思科）則透過技術實踐的途徑提供具體解決方案，

與國際組織的政策框架推行形成互補關係，而共同回應了AI快速發展所面臨的倫

理、法律與社會影響（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ELSI）問題。最後，強調

國際對話與政策互通性的重要，唯有透過持續合作、知識共享及協調一致的行動，

才能有效緩解治理碎片化的風險，實現 AI 技術的安全、負責與永續發展。 

 

Panel Discussion: Mitigating AI Risks through Safety and Fairness Measures會議重點摘要： 

參與之人工智慧（AI）安全機構代表分別就該機構的目標、責任及核心工作進行說

明，並強調對 AI 安全治理的高度重視。英國 AI 安全機構主任 Oliver Ilott 說明該機

構強調以實證為基礎的風險評估方法，並針對該機構所推動之模型評估、技術研究

及國際合作推動現況進行介紹。他指出，跨國技術合作對於解決AI安全性疑慮具有

關鍵作用，有助於提升模型穩健性與可問責性。美國AI安全機構主任 Elizabeth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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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強調 AI 安全不僅是技術問題，更與創新推動及社會信任息息相關。美國目前專

注於模型測試、指引方針之制定與生態系統的建構，同時積極與私部門及學術界合

作，以強化AI技術應用的透明度與負責性。歐盟AI辦公室顧問Juha Heikkilä 指出歐

盟AI法案提供完善的監管框架，歐盟AI 辦公室負責推動安全性評估與國際合作。該

辦公室強調與各國 AI 安全機構在模型風險評估、技術應用及風險降低策略上的密

切合作，以共同應對跨國技術應用所帶來的複雜挑戰。 

 

加拿大及魁北克地區在 AI 安全治理中也展現積極作為。加拿大創新、科學與經濟

發展部高級助理副部長 Alexandra Dostal 指出，加拿大 AI 安全機構旨在推動 AI 技術

負責任發展，並支持當地及國際間的研究創新。該機構強調與研究機構、產業與相

關利益方的緊密合作，以制定切合實際需要的研究重點與發展策略。魁北克AI研究

所副總裁Benjamin Prud’homme則提醒，AI 安全領域尚有諸多未知風險，現有緩解

技術仍有其侷限性，因此需透過持續研究深入理解 AI 的運作機制與潛在問題。他

呼籲政策制定者應關注研究資金投入與基礎設施建設，並在國際合作與學界對話中

取得平衡，以確保未來技術應用不偏離安全與倫理的軌道。此外，他建議AI安全政

策不應只關注於技術層面，還需考量社會層面的影響，以全面保障公眾利益。 

 

企業界在 AI 安全治理中同樣扮演關鍵角色。Accenture 歐洲區負責任 AI 與生成式 

AI 工作室負責人 Laetitia Cailleteau 強調，企業應具備明確的倫理準則與透明機制，

以確保 AI 技術的可問責性。她指出，不同行業需針對自身特性制定專屬安全指南

，同時應透過行業間合作促進最佳實踐的交流與推廣。企業在制定安全措施時，不

僅需考慮技術層面的防護，更應將使用者需求、資料隱私及道德標準納入整體考

量。此外，企業與政府機構的合作將有助於監管政策與產業發展間取得平衡，進而

提升社會對 AI 技術的信任度與接受度。Cailleteau 強調，當前全球已逐步建構 AI 安

全治理的初步框架，但在應對跨境風險、法律責任與資安挑戰等問題上，仍需企業

與公共部門持續對話與共同努力。 

 

在本場次會議討論中，與會代表針對其AI安全機構的合作模式、目標及未來發展進

行深入探討。討論議題涵蓋如何強化與私部門、學術界與公民社會的互動，進而共

同應對技術帶來的風險與挑戰。與會者普遍認為，AI安全機構應積極支援行業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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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以促進產業對AI技術潛在風險的理解與應對能力。此外，本場次會議也關注

AI安全機構在全球治理架構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如何透過國際合作降低政策碎

片化的風險，提升技術應用的標準一致性。此外，中國在國際AI合作的參與亦成為

討論焦點之一，與會專家指出，中國的技術發展及其在國際治理中的角色，對全球

AI安全框架將產生深遠影響。總體而言，會議強調國際間需透過跨部門、跨產業與

跨國合作，建構一個包容、安全且具前瞻性的AI治理機制，以因應未來技術應用所

帶來的多元挑戰。 

 

講者回應觀眾提問時指出，AI安全機構的核心目標在於協助政府與企業辨識及應對

AI技術可能帶來的潛在風險，進而確保技術應用的安全與責任。該目標主要透過開

發評估工具、制定操作與倫理指南，以及強化國際合作等途徑，以支援政策制定與

產業實務操作。此外，由於各種產業應用面臨的AI風險問題，講者建議將焦點集中

於國家安全相關領域及高風險AI應用，特別是基礎模型的安全性問題。由於基礎模

型具廣泛適用性，涵蓋金融、醫療、交通等多元產業，其安全性將直接影響整體社

會運作與產業創新發展。因此，優先確保該類模型的穩健性與可控性，有助於提升

企業運用AI的效率，並降低潛在風險，最大化技術應用的公共利益。 

Panel Discussion: Equitable Access and Opportunity: AI for Inclusive Growth會議重點摘要

： 

本場次聚焦於探討如何在利用AI技術驅動全球的進步下，同時降低現有的數位落差

，並討論如何建立更公平的先進經濟體與全球南方國家間的夥伴關係策略、國際合

作在AI治理中所產生的作用，以及各國如何建立自己的AI生態系統。 

 

本部林宜敬次長以Robert Oppenheimer和原子彈的故事，類比 AI 發展的潛在危險

性。他指出，現代AI系統的運作模式類似人腦，其連接數量正以每年10倍或百倍的

速度成長，預計AI在兩年內就能趕上人類的智慧水平。這種現象引發對AI可能超越

人類智慧，並對人類社會造成衝擊的擔憂。 

 

歐盟委員會研究與創新總署創新、繁榮和國際合作副總幹事Signe Ratso強調AI的變

革性，並指出其在醫療保健、能源消耗、交通安全、農業效率等方面的潛力。她提

及歐盟在AI治理方面的努力，包括制定全球首個AI法律框架，以確保AI系統的安

7 



全、透明、道德、無歧視，並強調歐盟支持國際合作的推動，特別是與全球南方國

家的合作，以發揮AI的潛力。 

 

肯亞駐歐盟大使Bitange Ndemo分享AI在非洲的應用案例，例如幫助農民監控作物和

改善教育和醫療保健。他認為AI對非洲來說是「天賜之物」，可以幫助改善民生，

促進包容性增長，並特別強調AI在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特別是消除貧困方面的潛力。 

高通政府事務副總裁Anne-Lise Thieblemont從私部門的角度出發，強調 AI 是一種快

速發展的科技，可以改變人機互動模式，並重塑數位產業。她主張採取負責任和包

容性的方法來發展AI，及考慮區域、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議題。她也呼籲全球共同

合作和推動標準化措施，以促進AI的規模化和提升經濟規模，同時確保公平的AI使

用方法，以維護創新與消費者選擇和取用之自主性。 

 

圓桌討論 

在本次討論中，主持人首先關注如何確保AI發展與應用能夠促進全球包容性增長，

而非擴大既有的數位落差。肯亞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 Bitange Ndemo大使指出，

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關鍵在於強化數位素養與基礎設施建設。他以肯亞推行的數位素

養計畫及行動支付系統普及為例，說明提升公民的數位理解力與技術使用能力如何

有效縮減數位鴻溝。此外，Ndemo大使強調應確保全民均可取得寬頻網路等基本資

通資源，才能讓AI技術得以廣泛應用並帶來實質效益。他特別指出，AI模型若能支

援當地語言，將有助於增進民眾對技術的理解與接受度，進一步強化其在基層社會

的應用。 Signe Ratso副總幹事則從國際合作角度，強調AI作為全球性技術，應透過

多邊機制共同推動包容性增長，並以AI法案、G7 Verona數位發展進程及聯合國相關

決議為例，闡述國際間透過法律框架與合作平台，共同解決技術擴散不均與治理分

歧問題的重要性。 

 

針對 AI 對社會經濟結構的深遠影響，本部林宜敬次長認為，AI 革命如同工業革命

，將徹底改變人類的工作模式與生活方式。然而，他也警示此變革存在兩大潛在風

險：其一，AI可能具備超越人類的認知能力，進而造成部分人被排除於經濟活動外

；其二，AI模型開發與應用的高昂成本可能導致技術掌握權集中於少數科技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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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產業競爭不均。林次長因此主張，除強化國際合作外，各國亦應針對自身產業

需求發展在地AI模型，以維持經濟自主性與創新多元性。 Anne-Lise Thieblemont副總

裁呼應此觀點，指出歐盟AI法案強調多方利益相關者參與，確保各界聲音能被納入

政策討論過程，進而兼顧競爭與創新需求。Thieblemont副總裁特別提到，開發本土

化AI不僅有助於符合各地文化與價值觀，亦能減少技術移轉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偏差

與倫理爭議，確保應用場景的多元與公平。 

 

針對富裕經濟體與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AI研究夥伴關係議題，主持人提出「公平

性」的核心議題。Ndemo大使回應時指出，建立公平且具互惠性的合作機制需涵蓋

聯合研究計畫、學術交流與技術轉移等多元形式。他認為，全球南方國家擁有獨特

的社會問題與挑戰，能為AI研究開拓新視野與應用場景；而富裕經濟體則可提供資

金與技術支援，使研究成果能快速轉化為實際解決方案。透過對等合作模式，可避

免單向技術輸入導致的依賴性問題，並確保雙方在知識產權、數據共享及研究成果

分配上的公平性。此外，主持人亦詢問臺灣如何在發展AI生態系的同時確保公平近

用並減少模型偏差。林次長分享臺灣實踐經驗，包括運用美國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的

AI模型並進行本土化微調，以符合國內文化與語言需求；同時積極開發特定領域應

用，如半導體製造專用AI模型，以強化產業競爭優勢並確保技術自主性。 

 

在討論國際合作平台的角色方面，Ratso副總幹事詳細介紹歐盟Horizon Europe計畫，

強調該計畫作為全球最大的多邊合作機制之一，不僅開放全球參與，亦特別針對發

展中國家提供直接資金支持，以促進技術共享與合作共贏。AI研究被列為計畫的重

點領域，透過推動聯合研究專案、跨國學術交流及技術轉移，該計畫旨在強化各國

間的技術互補性與政策協調力。主持人進一步探討私部門在普及AI與推動包容性創

新中的角色時，Thieblemont副總裁指出，企業投入不僅涵蓋資金與技術開發，亦關

乎降低技術應用門檻。她以模型量化與邊緣運算為例，說明企業如何努力簡化AI模

型以提升計算效率與降低成本，讓更多中小企業及公民能受惠。此外，針對特定產

業需求開發應用案例，能有效將AI技術轉化為具體解決方案，滿足不同社群與市場

的多元需求。總結而言，AI的未來發展需結合國際合作、公私部門參與與在地化應

用，才能實現真正公平且具包容性的技術創新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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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次會議強調AI的發展與應用必須以促進全球包容性增長為核心，避免擴大既有

的數位落差。強化數位素養、基礎設施建設及在地語言支援，有助於縮減技術使用

門檻，實現技術普及。各國講者一致認為，國際合作與多方利益相關者參與是確保

公平治理的關鍵。透過聯合研究、技術轉移與學術交流，可平衡富裕經濟體與全球

南方國家的資源與需求，推動互惠共贏。此外，各國應根據自身產業優勢發展專屬

AI模型，以維持經濟自主性並避免技術集中。私部門則扮演降低技術門檻、促進創

新的重要角色。總體而言，唯有透過國際協作、公私部門共融及在地化應用，才能

建立安全、負責且具包容性的AI發展生態。 

 

Geopolitical Influences on AI Development會議重點摘要： 

本場次討論深入分析AI發展的現狀、地緣政治影響及美國在AI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講者以全球網路骨幹圖作為比喻，說明AI技術發展與治理高度依賴網路基礎設施，

而將網路的樞紐中心則為AI研發與部署的重要節點，進而重塑全球AI治理格局。在

這樣的基礎架構下，網路流量集中地將成為技術創新與數據集散的核心。歐洲係世

界上主要的網路樞紐集中地之一，使其在AI模型訓練與技術部署上具備區域優勢，

從而在國際治理場域中佔有一席之地。此種基礎設施主導權不僅影響資料傳輸與儲

存效率，亦形塑各國在AI發展競賽中的策略選擇與國際談判籌碼。整體而言，全球

AI生態系的區域分佈與網路架構密不可分，影響層面涵蓋技術標準制定、數據主權

及跨境數據流通等議題，進一步突顯基礎設施布局在AI治理中的關鍵地位。 

 

美國於AI技術堆疊的各層面，如均具領先優勢，涵蓋數據收集、硬體製造、軟體開

發、人才儲備及資本投入等關鍵要素。美國不僅掌握龐大且經過整理的可機器讀取

數據，提供AI模型訓練所需的多元場景資料，亦透過雲端運算服務商（如亞馬遜網

路服務 AWS、微軟與谷歌）主導全球雲端基礎設施市場，為模型開發與部署提供穩

健支撐。此外，晶片製造業者如輝達（NVIDIA）主導 AI 計算核心晶片的設計與供

應，進一步鞏固美國在演算法效能與硬體運算資源的優勢。這種技術優勢的綜合體

現，不僅賦予美國在全球AI供應鏈中的主導話語權，亦使其能透過技術出口與國際

標準制定影響他國技術部署路徑。美國在這些領域的深度佈局與資本積累，反映出

其長期對科技創新的戰略性投入，並將此作為維護國家競爭力及保障技術自主權的

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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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其在 AI 領域的優勢地位並回應中國的快速追趕，美國採取多元政策工具以

重塑全球技術競爭格局。首先，在出口管制方面，美國針對中國實施嚴格技術封鎖

，限制先進AI晶片與相關製造設備的出口，並將多家中國企業列入限制或管制清單

，旨在削弱中國於AI訓練與硬體生產鏈的競爭力。此外，美國將出口限制範圍擴展

至與其有武器禁運協議的43個國家，以遏止中國透過第三方獲取管制的技術。其次

，美國透過《晶片與科學法》等國內投資計畫，試圖激勵本土AI技術創新，提升國

內晶片製造量能，進一步加強供應鏈韌性與技術自主性。在國際合作層面，美國積

極與歐盟、英國及其他盟國協調，共同制定AI標準與安全規範，並限制中國在高階

光刻機等戰略性硬體領域的技術存取。透過積極參與 G7 和 OECD 等國際組織，美

國嘗試建立以民主價值為核心的全球AI治理架構，以遏制對手勢力擴張並鞏固自身

主導地位。 

 

除了面對中國的競爭壓力外，美國亦意識到AI發展中潛在風險與倫理挑戰，並積極

推動負責任的技術治理。為此，美國政府發布多項政策文件，包括AI政策藍圖、AI

權利法案與有關 AI 安全及信任的行政命令，以確立技術發展應遵循的倫理框架與

安全指引。建立AI安全研究所則旨在透過跨部門合作推動前沿風險評估與應變策略

研究，強化對潛在威脅的預警機制與應對能力。這些舉措不僅關注演算法偏誤、數

據隱私及系統安全問題，也試圖透過明確規範促進產業自律與公眾信任。美國在推

動技術創新的同時，試圖在促進經濟發展與防範潛在風險間取得平衡，凸顯其對國

內社會穩定與國際聲譽維護的重視。這種雙軌策略體現出，美國不僅將AI作為經濟

成長引擎，更視其為維護國家安全與價值體系的戰略性資產。 

 

針對未來 AI 政策走向，講者針對川普政府若重新上臺後可能帶來的變化進行預

測。川普政府或傾向減少監管以刺激 AI 創新，可能會撤銷拜登政府時期部分針對 

AI 安全與倫理的行政命令。然而，講者指出，全球網路架構的分散性與冗餘性確保

了 AI 技術發展的延續性，即便單一國家調整國內政策，整體技術演進趨勢仍不易

被完全左右。川普政府若聚焦於產業放鬆管制與資本刺激，短期內或可提升美國內

部創新速度，然其對國際合作與技術標準一致性的影響則需審慎觀察。全球 AI 生

態系的互聯性使治理結構與技術路徑具備高度自適應性，意味著任何單邊政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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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受到多重國際力量與市場機制的共同調節。總結而言，AI 技術的發展與治理不僅

是科技問題，更涉及地緣政治、經濟利益與全球治理價值觀的深層交織，未來發展

路徑將取決於多方博弈與國際合作程度。 

 

Panel Discussion: Delivering on the Promise of AI: Building the market, tools and solutions to 

drive growth and prosperity會議重點摘要： 

在這場專家小組討論中，來自烏克蘭、美國與日本的政府官員與企業高層深入探究

AI技術的潛能及其應用所面臨的挑戰。烏克蘭數位化副部長 Oleksandr Tsybort 指出

，儘管烏克蘭處於戰爭壓力下，該國AI產業仍展現堅韌發展力，持續提供創新解決

方案以應對全球市場需求。他特別提及烏克蘭AI企業在應對人力資源短缺等商業挑

戰中的應變能力，並談到作為未來歐盟成員國，烏克蘭於AI領域具備深遠發展潛

力。烏克蘭政府亦積極推動技術應用，以AI整合至電子許可證系統，期望藉由自動

化處理流程減少行政負擔並提升效率。這不僅展現該國在危機下的數位轉型決心，

也反映其推進技術創新的政策導向。 

 

針對AI對中小企業之影響，Intuit 首席隱私官 Elise Houlik 表示，中小企業在全球經

濟結構扮演舉足輕重角色，惟其創業初期常面臨資源與營運管理上的挑戰。Houlik 

提出，AI能協助企業改善財務管理、發票追蹤與行銷策略制定。她以 Intuit 產品為

例，說明AI如何優化電子郵件行銷活動，並根據用戶網站與歷史資料提供個性化建

議。應用技術時，需以使用者需求為核心，兼顧數據隱私與資訊安全。Houlik 認為

，AI發展尚處早期階段，預期未來將加速演進，進一步嵌入日常生活與企業營運結

構中。這種技術的演變，不僅重新定義商業營運模式，也為中小企業提供前所未有

的成長動能與競爭優勢。 

 

針對生成式AI的未來趨勢，Salesforce全球公共政策主管 Aliki Foinikopoulo 指出，生

成式AI的興起象徵技術進入嶄新階段，預估 2025 年將成為該技術廣泛應用的重要

轉捩點。她介紹 Salesforce 開發的AI代理服務 Agentforce，該工具可支援企業自動化

客戶關係管理流程，從而提升營運效率與用戶滿意度。Foinikopoulo 以出版業案例說

明，在導入該系統後，企業整體運作效率顯著提升四成。然而，她也提醒，組織在

導入AI過程中，常需面對信任建立、數據整備與組織文化調適等挑戰。技術供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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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應提升模型透明度與可解釋性外，亦須積極協助企業將AI無縫整合至既有工作流

程，以實現技術價值最大化並縮短轉型週期。這不僅攸關企業競爭力重塑，也牽動

產業生態系統的深層變革。 

 

此部分討論凸顯AI技術在提升生產力、解決社會與經濟問題及推動創新發展方面的

多元應用與廣闊前景。與會代表從不同國家與產業視角，展現出對AI的高度期待，

同時強調應用過程中需正視信任建構、數據隱私、技術整合與文化調適等挑戰。討

論中亦體現共識，即為充分發揮AI潛力，須透過政府、產業與國際間的協作，共同

營造支持創新、強調倫理規範且兼顧包容性的發展環境。唯有如此，AI技術才能真

正轉化為普惠工具，促進經濟繁榮並增進社會福祉。 

 

Panel Discussion: Towards the Global Interoperability of AI: The role of global cooperation on 

standards會議重點摘要： 

在這場專家討論中，與會者從政府機構、產業組織及企業等不同層面，深入剖析標

準對於AI技術發展與應用的重要性。來自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的首

席AI顧問Elham Tabassi 強調，標準是將抽象政策與法規轉化為具體可執行措施的關

鍵工具，對於確保AI系統的安全性與可靠性至關重要。NIST 長期致力於AI標準的科

學研擬，透過開發AI風險管理框架（AI RMF），以及推動全球參與的標準制定計畫

，力求彌補目前全球在AI技術標準、實用工具和測試方法方面的不足。Tabassi 顧問

認為，廣泛吸納各方利益相關者的意見有助於完善標準內涵，也能促進AI技術的負

責任應用，達成技術信賴與社會接受度的雙重目標。 

 

國際電信聯盟（ITU）標準化局副主任 Bilel Jamoussi 說明 ITU 在推動AI標準制定方

面的經驗與進展。自 2017 年起，ITU 積極關注AI技術應用，並發起「AI for Good」

平台，旨在運用AI推動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實現。Jamoussi 副主任舉

例指出，ITU 在醫療保健領域所制定的AI標準，為臨床診斷與遠距醫療帶來更高的

準確性與可及性。此外，他介紹 ITU 與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及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合作推出的多媒體真實性標準，該標準旨在應對深度偽造技術對資訊可信

度及民主程序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ITU 的會員組成涵蓋 194 個國

家、逾千家私營企業及 200 多所學術與研究機構，這樣的多元參與模式為標準制定

13 



提供了多元且豐富的觀點與技術資源，使其能兼顧全球需求與區域特性。 

 

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omité Européen de Normalisation, CEN）與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

會（CENELEC）代表 Nooshin Amirifa 闡述，為與歐盟AI法案保持一致，兩大組織已

成立聯合技術委員會（JTC 21），專責相關標準的制定。JTC 21正積極回應歐盟委

員會提出的標準化要求草案，聚焦於AI的可信度、風險評估、合格評定及品質管理

體系等核心議題。Amirifa 認為，將法案中抽象的規範要求轉化為具體技術標準，可

確保法律執行力與實務應用。此外，她強調擴大利益相關者參與標準制定過程的重

要性，唯有如此，所制定的標準才能在兼顧技術可行性與產業需求，並獲得更廣泛

的接受與有效執行。這種開放、包容的標準制定程序，不僅有助於統一區域內部的

規範標準，也可提升歐洲在全球AI標準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從產業視角出發，AI、數據與機器人技術聯盟（AI-Data-Robotics Association, ADRA

）秘書長 Philip Piatkiewicz 指出，隨著AI技術與其他先進技術的深度融合，標準的

作用已不僅限於規範技術應用，更是確保互通性與安全性不可或缺的基礎。他特別

提到，生成式AI在機器人領域的應用正快速成長，卻因其非確定性特質而面臨嚴峻

的安全與道德風險，目前國際上尚缺乏針對該類應用的專門標準。Piatkiewicz 秘書

長呼籲，應重新審視現有AI標準制定方法，以更靈活的策略應對技術演進所帶來的

新挑戰。他強調，制定能兼顧前瞻性與實務操作性的標準，不僅有助於減少產業發

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也能為跨國技術合作提供清晰框架，促進創新同時保障用戶

權益與系統穩定性。 

 

亞馬遜歐洲政策總監 Yohann Bénard 則著重討論AI標準在政策法規與全球創新間的

橋樑角色。他指出，為促進標準的國際適用性與可操作性，制定過程中需充分考量

互通性、技術可行性及市場接受度等多項因素。Bénard 總裁特別強調，歐盟AI法案

第40條展現出對國際標準採用的高度偏好，反映加速標準制定與落地執行的重要

性。他建議，應盡可能利用現有標準與最佳實踐，以縮短制定周期、降低企業遵循

成本並確保法規要求的有效執行。此外，Bénard呼籲所有相關利益方，特別是產業

界積極參與標準制定進程，這不僅有助於平衡不同利益需求，也能確保最終標準能

夠契合市場現實並有效支援技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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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答交流環節，專家們深入探討AI標準的互通性問題與如何利用標準縮減不同地

區間的監管差距。與會者普遍認同，標準能作為不同監管體系與法律框架之間的重

要連結工具，對於推動全球AI產業的健全發展具備關鍵作用。他們特別強調，術語

與定義的一致性在標準制定過程中不可忽視，否則將導致不同區域對核心概念的理

解產生分歧，進而影響標準的實施與執行效果。為此，專家們主張應透過國際合作

與跨界對話，建立更具包容性與普遍適用性的AI標準體系，全球各地才能在推動AI

技術創新的同時，兼顧監管一致性與市場穩定性，達成技術進步與社會福祉併進的

長遠目標。 

Panel Discussion: The EU AI Act and Global Alignment on AI Regulatory Efforts會議重點摘

要： 

在這場討論中，來自歐盟成員國政府、歐盟委員會、科技公司及研究機構的代表，

針對該法案的實施進展、監管挑戰與國際合作等議題分享多元觀點。波蘭數位事務

部國務秘書 Dariusz Standerski 強調，為確保 AI Act 在歐盟各國間的一致實施，成員

國需加強協調與合作。他指出，波蘭將利用即將擔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的契機

，推動成員國經驗交流與最佳實踐分享。為此，波蘭計畫舉辦研討會與討論會，以

促進跨國對話並尋求共同解決方案。Standerski認為，唯有透過歐盟委員會提供更明

確的法律解釋與指導方針，才能在鼓勵創新的同時，有效管理人工智慧帶來的潛在

風險，從而建構一個既穩健又具包容性的監管體系。 

 

歐盟委員會人工智慧辦公室的人工智慧政策協調與發展部主任Kilian Gross 介紹了委

員會在推進AI Act 實施方面的最新動態。他表示，歐盟正積極與成員國協作，制定

相關實施指南，同時進行專門科學小組與諮詢論壇，以提供技術支持與政策建議。

Gross 主任強調，在成員國法律體系與監管優先事項不盡相同的情況下，實現法案

在歐盟各地區的一致執行是一大挑戰。儘管如此，歐盟委員會將持續尋求在創新與

監管之間的平衡，以避免過度約束企業創意與技術研發，同時維護消費者權益與社

會安全。Gross 主任進一步指出，AI Act 的成功推行需仰賴政府與私部門的共同參與

，以確保法案的可執行性與長期有效性，從而推動歐盟在全球人工智慧治理中發揮

更具影響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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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觀點出發，微軟公司歐盟政策主管 Jeremy Rollison 表示，AI Act 有潛力成為

全球人工智慧監管的參考基準。然而，他認為該法案的實際成效將取決於其在執行

層面的清晰度與具體性。Rollison 強調，企業需要具體明確的規範指引，以便在遵

循法律的同時維持技術創新與業務靈活性。他提到，微軟已在自身的負責任人工智

慧標準中體現AI Act 的核心原則，並可視歐盟法案的實施經驗以作為其他地區制定

人工智慧監管框架的重要參考。他呼籲，歐盟委員會與成員國在制定細則時，應確

保指南的明確性與一致性，以降低企業合規成本並強化市場信心。Rollison 強調，

若AI Act 能在推動創新與加強監管之間取得平衡，不僅可為企業創造機遇，也將進

一步提升歐盟在全球科技治理體系中的領導地位。 

 

Atlassian 公司公共政策主管 Aaron Kleiner 從下游供應商視角分析 AI Act 對人工智慧

價值鏈的影響。他指出，AI Act 旨在解決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間的複雜互動關係，

特別在模型供應商、系統開發商與終端用戶之間的資訊流通與責任界定方面，提供

了框架參考。然而，Kleiner也坦言，法案中仍有不少模糊地帶需透過公開諮詢與官

方指南予以釐清。他認為，該法案若能成功實施，將有助於建立更具透明度與責任

感的人工智慧生態系統，並促進價值鏈中各方的有效合作。此外，Kleiner 指出，AI 

Act 對於跨國企業來說，既是合規挑戰也是推動產業標準化的機會。若標準與規範

能明確，將有助於減少價值鏈中的資訊不對稱，進而提升整體產業的營運效率與風

險管理能力。 

 

來自政策研究領域的觀點中，CEPS 研究主任 Andrea Renda 深入探討 AI Act 在實施

過程中所面臨的監管挑戰。他指出，各成員國因國情差異，落實法規時常出現執行

標準不一致的問題，對整體法案效力構成影響。為解決此問題，Renda 主任建議歐

盟可參考英國的數位監管合作論壇模式，強化跨部門協作與經驗分享，以確保監管

措施的全面性與一致性。他強調，歐盟人工智慧辦公室與其科學小組將在推動 AI 

Act 的執行上扮演至關重要的協調角色。此外，Renda 主任呼籲歐盟積極參與國際合

作，以在全球人工智慧治理架構中發揮更具影響力的作用。他指出，透過建立跨國

監管合作機制，歐盟不僅能強化區域內部的一致性，還能為國際標準的制定貢獻專

業見解與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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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合作層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人工智慧部門經濟學家暨政策分

析師 Lucia Russo 分享 OECD 在推動全球人工智慧監管協調上的努力。Russo 分析師

表示，OECD 致力於促進成員國間的政策對話與經驗交流，尤其在AI系統定義、事

件通報機制及負責任商業行為準則等領域。她指出，OECD 與歐盟及其他國際組織

合作，正積極制定先進人工智慧系統報告框架，以確保各國能在技術應用與監管之

間取得平衡。Russo 分析師強調，面對技術全球化帶來的監管差異問題，國際合作

是確保法規一致性與有效性的重要途徑。她表示，OECD 將繼續提供專業建議與技

術支持，協助各國在尊重區域特性的同時，推進全球範圍內的人工智慧治理協調與

標準化進程。 

 

討論最後，專家們針對人工智慧的雙重用途問題及其對企業影響展開深入對話。

Standerski 國務秘書提到，儘管 AI Act 涵蓋多數民用應用，但國防與軍事領域應用仍

屬例外，這為監管帶來額外挑戰。波蘭計畫成立由數位事務部與國防部共同管理的

人工智慧研究所，專責研究軍民兩用技術問題。Renda 主任呼籲，歐盟需正視通用

人工智慧（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技術在軍事應用上的潛在風險，並建

議擴大討論範圍以納入該類議題。此外，微軟與 Atlassian 的代表均強調，企業對負

責任人工智慧的需求日益增加，且客戶越來越關注供應鏈中的技術倫理與使用透明

度。Renda 預測，第三方認證與產業標準將在建立市場信任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未

來「信任」將成為推動人工智慧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猶如數位時代下的新

型資源。 

 

  二、拜會比利時聯邦公共服務政策與支持部門（Belgium Federal Public Service, BOSA） 

（一）時間：2024年12月6日上午09:00-10:30（歐洲時間） 

（二）地點：BOSA辦公室（WTC III, Bd Simon Bolivar 30/bus 1, 1000 Bruxelles） 

（三）出席人員： 

我方： 

林宜敬政務次長 

數位國際司張兆琦副司長 

                    王浩恩資安系統分析師 

                  陳羿廷科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黃維中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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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經濟組許莉美組長 

                                                        劉文傑秘書 

BOSA： 

國際關係處長 Frank Leyman 

eIDAS數位身分專家 Sam van den Eynde 

 

（四）會談重點： 

1.BOSA職掌、核心推動業務及未來展望 

Frank Leyman 處長介紹，比利時聯邦公共服務策略與支持局（BOSA）成立的背景是

為了應對政府數位轉型需求，提升公共部門的服務效能與創新能力。該局除了支援

政府機構推動數位化服務外，還擔負規劃前瞻性人力資源發展的重任，確保公部門

能有效招聘與培訓具備數位技能的人才。此外，BOSA在政府採購、組織管理、預

算與會計等領域亦提供專業諮詢與技術支援，以協助聯邦機關提升行政運作效率。

BOSA的成立旨在推動高效、透明與以民為本的政府服務，強化公共部門面對數位

時代的應變能力。透過整合資源與創新技術，該局不僅優化政府內部流程，更致力

於提升民眾對公共服務的信任與滿意度。 

 

Frank Leyman 處長進一步說明BOSA提供的五大核心數位服務。E-BOX（電子信箱服

務）自2019年啟用以來，為公民提供安全的政府訊息傳遞平台，使用人數在過去三

年成長高達603%，有效強化政府與公民間的溝通。Online Payment Service（電子支付

服務）為公共部門提供安全的支付解決方案，平均每筆交易金額為279歐元，過去

一年內交易量增長58%，顯示其在促進便捷繳費服務方面的重要性。Federated 

Authentication Service, FAS（聯邦身分驗證服務）讓公民能安全登入公共服務網站，

至今已執行超過15億次驗證，其中64%透過itsme®平臺完成，大幅提升用戶驗證體

驗與安全性。OPEN DATA（開放資料服務）則提供約15,000組資料集，涵蓋人口、

健康等多領域，鼓勵資料再利用以推動創新。MYGOV.BE（數位錢包與服務平臺）

整合比利時聯邦政府的數位身分驗證與文件存取功能，提供電子身分、憑證及數位

簽章服務，支援跨境身分認證，方便公民一站式存取政府數位服務。 

 

除了核心數位服務外，BOSA亦積極推動智慧化與包容性政府服務。透過人工智慧

與數位助手的應用，如AI驅動的BOSA BOT，有效提升用戶體驗，每月處理超過

18,500次公民對話，協助解答民眾常見問題並縮短回應時間。該系統不僅能快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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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本查詢，還能透過持續學習優化回應品質。此外，BOSA注重數位技術的普及

性，推出CONNECTOO（數位包容性服務），針對公務員提供多元的線上培訓課程

，以縮小數位落差，至今已有超過5,700名公務員參與。這些舉措強化了政府與民眾

間的互動與信任，同時確保各層級公務員具備必要的數位技能，能有效應對未來公

共服務的新挑戰。 

 

BOSA持續致力於優化公共服務、提升公民參與度與促進跨部門合作；該局計畫擴

展開放資料服務的範圍，提供更多涵蓋經濟、環境與科技等領域的資料集，進一步

支援創新應用與研究發展。同時，深化AI與自動化工具的應用，增強公共服務的智

慧化程度，以滿足公民對快速、便捷服務的需求。MYGOV.BE平台也將進一步強化

功能，擴大跨境身分認證與數位文件交換的應用場景，便利企業及公民的跨國業務

與生活需求。BOSA亦將持續強化與歐洲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合作，確保比利時

在數位治理領域保持領先地位。藉由不斷創新與精進，BOSA期望打造出更具前瞻

性、智慧化且包容的公共服務生態系統，以回應數位時代中多元且持續變化的公共

需求。 

 

2. eIDAS數位身分專家 Sam van den Eynde 介紹eIDAS及比利時推展數位身分進程: 

比利時在數位身分與信賴服務的建構上具備堅實基礎，以確保線上交易的安全性與

法律效力，並提升公民於數位環境中的自主性與便利性。該國自2003年起發行晶片

身分證（eID），提供電子身分驗證與數位簽章功能，讓公民能在線上安全辦理各

項業務。透過電子身分驗證，公民不僅能輕鬆存取政府服務平台，如報稅、社會保

險查詢，也能於私人機構（如銀行、保險公司）進行身分確認與業務辦理。數位簽

章功能則賦予電子文件與交易具法律效力的簽署方式，減少實體文件往返，提升行

政效率與便利性。比利時亦導入「可驗證憑證資料模型（Verifiable Credentials Data 

Model, VCDM）」，確保數位證明的完整性與可驗證性，使公民在教育、醫療、就

業等多元場景中皆能便捷驗證其資格或身分。這些措施共同建構出安全且高效的數

位信賴架構，為後續的數位轉型奠定堅實基礎。 

 

隨著歐盟推動eIDAS 2.0規範，比利時積極發展具前瞻性的數位皮夾（Digital Wallet

），以滿足跨境服務需求與提升使用者體驗。新一代數位皮夾核心功能涵蓋身分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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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數位簽章、安全文件交換與個資管理等，提供使用者便捷且具高度安全性的數

位互動環境。在身分驗證與數位簽章功能上，該皮夾整合既有eID系統，進一步簡

化程序並強化安全性，方便公民於各項線上服務中完成身分確認與文件簽署。透過

eBox訊息服務，政府可將官方通知、安全文件透過數位信箱即時傳遞予公民，有效

提升資訊溝通效率與文件交換的安全性。eLoket數位櫃檯則作為統一的政府服務入

口，方便民眾快速辦理行政手續，如申請補助、稅務查詢等。針對文件儲存需求，

eSafe數位證據儲存系統提供安全的空間，確保機密文件可長期保存且具備可追溯

性。為強化個人資訊管理，數位皮夾內建eProfile功能，使公民可輕鬆檢視與管理自

身資料，增強對個資的掌控與透明度。這些功能整合不僅便利民眾操作，也進一步

保障了個人隱私與資料安全。 

 

比利時數位皮夾的整合應用展現高度靈活性與便利性，並與My Belgium單一入口網

站及手機應用程式(App)無縫銜接，為公民提供統一且便捷的數位服務體驗。透過此

整合，使用者可從單一平台存取各類政府及民間機構提供的服務，無需繁瑣的多平

台切換。該系統與政府各主要部門（如財政部、內政部、社會福利機構）對接，公

民可輕鬆辦理報稅、社會福利申請、戶籍查詢等事務，同時也支援與銀行、保險公

司等民間機構的互通應用，實現跨領域數位服務一站式體驗。數位皮夾旨在為民眾

打造便利、安全且值得信賴的服務環境，讓使用者無論處理政府事務或民間交易，

皆可透過單一身分驗證、安全文件傳遞及數位簽署功能迅速完成，進一步降低行政

負擔並提升服務滿意度。該系統的長期目標是強化公民對數位服務的信任度，並促

進比利時邁向全面數位化社會，確保公民在現代數位經濟中擁有便利與安全的使用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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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人工智慧發展與監管：建立負責任的AI應用與法規框架 

人工智慧的發展為社會帶來諸多便利，但同時也帶來倫理、隱私與安全風險。我

國可參考歐盟《人工智慧法案》（AI Act）及美國採取的鼓勵產業參與標準制定

之風險導向，推動透明度、問責機制，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人工智慧監管框架，

確保AI應用的透明度與問責機制，並促進技術的可信賴性。此外，我國可以就我

國推動情形，持續與各國交流合作，協助或共同發展符合個別需求的AI語言模型

，並發展特定領域AI，如半導體，以數近產業發展同時降低技術依賴。 

建立可信賴的數位身分體系與國際互認機制 

數位身分是數位經濟發展的基礎，我國目前已參考歐盟eIDAS 2.0框架，持續推動

可跨境認證的數位身分系統及相關基礎建設，以利提升民眾在數位生活的安全性

與便利性，並確保數位身分的隱私與安全。透過此次與歐洲相關專家交流及討論

，可以了解其推動上所遇到的問題或執行路徑，在未來技術規格相容層面以及國

際互認與應用方面皆有助益，未來建議可持續與其他國家或組織合作測試數位憑

證皮夾應用場景，加速數位身分與跨境應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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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名單 

◦ James Wilmott, Partner & Managing Director, Forum Europe 

◦ Cameron F. Kerry,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 Center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 Joshua Meltzer, Senior Fello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Brookings 

Institution 

◦ Andrea Renda, Director of Research, CEPS 

◦ Andrew Wyckoff, Former Director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ECD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Brookings Institution 

◦Ulrik Vestergaard Knudsen,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ECD 

◦Jeff Campbell, SVP and Chief Government Strategy Officer, Cisco 

◦Kait Bolongaro, Managing Editor, Europe, MLex 

◦Oliver Ilott, Director, UK AI Safety Institute 

◦Joshua P. Meltzer, Senior Fello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Brookings 

Institution 

◦ Yi-Jing Lin, Deputy Minister of Digital Affairs, Taiwan 

◦ Signe Ratso, Deputy Director-General for Innovation, Prospe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G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TD), European Commission 

◦ Bitange Ndemo, Kenya’s Ambassador to Belgium and Mi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 Anne-Lise Thieblemont, Vice President, Qualcomm 

◦Amandeep Singh Gill, Secretary-General's Envoy on Technology/Under Secretary General, 

United Nations 

◦Cameron F. Kerry,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 Center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Joshua Meltzer, Senior Fello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Brookings 

Institution 

◦ Oleksandr Tsybort, Deputy Minister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of Economy, 

Ukraine 

◦ Yoichi Iida, Assistant Vice Minister, Ministry for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MIC), Japan; Chair of Hiroshima Process WG 

◦ Elise Houlik, Chief Privacy Officer, Intuit 

◦ Aliki Foinikopoulou, Senior Director, Global Public Policy, Salesforce 

◦Andrew Wyckoff, Former Director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ECD and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Brookings Institution 

◦ Elham Tabassi, Associate Director for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aboratory, NIST 

◦ Bilel Jamoussi, Deputy to the Director and Chief of the Study Groups Department,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Bureau 

◦ Nooshin Amirifar, Account Manager Electrotechnology, CEN-CENELEC 

◦ Yohann Bénard, Public Policy Director Europe, Amazon 

◦ Philip Piatkiewicz, Secretary General, AI, Data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 (ADRA) 

◦ Dariusz Standerski, Secretary of State,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Poland 

◦ Kilian Gross, Head of Unit Regulation and Complia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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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remy Rollison, Head of EU Policy, European Government Affairs, Microsoft Europe 

◦ Aaron Kleiner, Head of Public Policy for US and EU, Atlassian 

◦ Andrea Renda, Director of Research, C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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