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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串聯，智慧科技提升效率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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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論壇 INNOVATION TO-BE

以智慧生活科技，因應高齡社會來臨

除了前述產業運用自動化與智慧化的科技紓解勞動

力減少等課題之外，在人們的生活中，也逐漸開始

導入愈來愈多的智慧生活科技，輔助人們建構安

全、舒適與便利的生活空間，以應對人口高齡化等

社會變遷所帶來的衝擊。

網際網路發明後，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改變了許多

產業的運作模式及生態，消費者生活中充斥著真偽

難辨的各式資訊，人們過著一人分飾多角的虛擬人

生，原先重視效率的秩序型社會因此變成多元複雜

型社會，過往人們習以為常的事物，未來將會呈現

出截然不同的風貌，過去的老年人對資訊科技不熟

悉，但對於未來即將進入退休狀態的嬰兒潮世代而

言，不僅嫻熟資訊科技所帶來的生活便利，也較可

接納智慧生活所帶來的生活改變。

因此，對老年人而言，比方說像可以自由外出參與

社會活動這類的需求，亦將隨著「無所不在」的智

慧生活科技導入，而呈現出不同以往的風貌。因此

資訊科技大廠與汽車業者合作，在車輛內部安裝許

多微處理器及感測器，讓人們可以輕鬆地監控汽車

性能、判定維修的需求、提升安全度與舒適性等，

並透過道路空間環境中的各式無線感測器，展現出

自動駕駛等高安全性的功能，無疑為高齡社會的銀

髮族生活多增添一分保障。

此外，還有在住宅空間中導入大量無干擾性 (Non-

intrusive)、非察覺性 (Non-conscious)的無線感測裝

置，搭配多種自動控制器系統，可以自由調適、隨

心（需）所欲變化的智慧建築。以及為因應照護人

力不足與拜機器人科技進步所賜，而發展出來的醫

療照護機器人等創新技術，將促使老年人現今由子

女親自照料的方式，轉變為仰賴機器人協助處理，

醫療照護也可能改採遠距方式進行，藉由多種智慧

生活科技的運用，讓人們的生活更為安心且便利。

資料來源：出井伸之「日本進化論」，資策會MIC整理，201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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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團隊 蔡佩真、陳文棠 (MIC)

方法論壇 SOLUTION TO-BE

「試點計畫」，近來成為技術發展上的熱門名詞，並因挾帶著龐大的區域市場規模，而吸引國

際企業與政府單位積極關注。

區域試點成為創新研發的實驗室

所謂「試點」，多指在某區域中（小至一個家庭、醫院等場所，大至一個社區或城市）進行新

產品／技術概念應用，或新商業服務模式、新政策體制等的試行體驗，同時將即時取得的使用

者回饋做為後續改善之依據。

此概念與麻省理工學院William Mitchell教授的「Living Labs」有著相似的精神與功能。皆強調

於創新創意的研究發展早期，便能在「與日常生活經驗與情境相符合的環境條件」中，以「使

用者為中心」來進行各項體驗操作，並透過使用者與其他包含政府、民間企業、研究機構與社

團等利益關係人持續地互動回饋，打造出「與使用者共同創造價值」的環境，最終產出成熟的

產品或服務。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整理，2013年 12月

圖 1.以「創新應用動機」來區分的兩種試點型態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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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因技施地」&「因地施技」

根據觀察，事實上眾多與試點或「Living Labs」相

關的先導實驗計畫，還可依據「創新應用動機」的

不同而區分為兩種型態（圖 1）。

簡而言之，若創新應用之動機在於藉由家庭、學校、

醫院等真實生活情境，來執行使用者對某項特定新

技術（如智慧電網、智慧教室、遠距醫療等）的試

用體驗，再以使用後的意見回饋來驗證該特定新技

術的開發成果，催生出使用者接受度更高的成功創

新產品或創新服務模式，則該類型的試點測試我們

可稱之為「因技施地」型。

另一方面，若創新的動機在於針對社區、鄉鎮縣市、

都會、城市等面積較大的區域環境，進行資源結構

與特性分析，了解在地發展需求，並與在地居民發

展出互相認同的目標願景後，才導入適合當地的先

導試驗產品／服務／技術，以確保在地凝聚力之發

揮，誘發民眾積極及使用新技術，引領創新生活型

態的典範建立（如智慧城市、科技小鎮、低碳城市、

生態城市等），該類型的試點測試我們稱之為「因

地施技」型。

因應在地發展

若以「因地施技」型態來說，臺灣改制為五都十七

縣後，在地方資源重新分配與產創條例施行下，中

央政府越來越傾向由地方來主動引導在地發展；因

此，未來預估在配合地區需求與發展目標的前提下，

導入新興技術與產品服務等「因地施技」之試點型

態將日趨增加。

有鑑於此，地方政府可加強運用座談會及面對面的

訪談了解居民對於城鄉發展之夢想，並透過文字與

影像的記錄，深入觀察在地居民真實生活特色與問

題需求，以此發展出在地居民具有共識的願景；同

時輔以盤點地方人力、財力、環境等資源，配合地

方資源的優劣，適度引進相關的技術及產品服務體

驗，在多方評估下與在地人共同擘劃適人適地的應

用技術。

打造臺灣成為創新軟實力示範場域

試點的意涵為透過使用者參與產品／服務的開發設

計與功能改善，一方面讓產品／服務更能貼近使用

者需求，帶給使用者更為舒適便捷的生活環境，另

一方面也藉由讓使用者共同參與創造的過程，將受

歡迎的創意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由國內外案例所歸結的「因技施地」與「因地施技」

兩種試點型態可知，在開發新產品／服務、或是改

善產品／服務的雛型時，相當需要使用者與產政學

研各界之共同參與，其中尤以承接試點場域的地方

政府之資源投入與支持最為關鍵。然臺灣目前在新

興研發的試點推動上，仍多為單一類別的組織在運

行，未來應思考更多跨單位、跨領域、跨國家之合

作，並協同政府資源進行特色城市／區域盤點，以

落實打造臺灣成為國際間創新軟實力示範場域之目

的，再以此試點經驗進行複製，進而拓展至全亞洲

與全球市場。

借鏡國際典範

政府從推出「愛臺十二建設」之智慧臺灣後，便多

方吸引各界以小規模試點來發展科技應用雛型。然

參考與臺灣同屬「因技施地」型的國外案例推動模

式（如歐盟第七期科研架構中的 DEHEMS計畫）

可發現：臺灣企業與產業雖擅長發揮技術研發強項，

但在使用者需求與行為模式的了解上較為缺乏，仍

多屬特定新產品／技術已開發完成後才進入使用者

試驗階段，因而在使用者行為調查與使用情境建立

的先期研究上仍有精進空間。此外，在選擇與設定

接受測試體驗的使用者特性時，也需要同步設計出

能激發與維持其參與動機的內外在誘因，如此方能

與使用者維持穩定互動，確保受測者能主動積極參

與並給予具有品質的意見回饋；亦有利於改變其行

為模式，主動主導更多由行為模式中發現的未來商

機開拓，而不是只讓試點效益停留在單次的產品開

發上。

而在試點技術的國際擴散與整廠輸出概念上，因臺

灣政治情勢特殊，故而平時就更需主動建立起廣大

的國際合作網絡，充分了解他國市場文化；且需在

先期規劃時便考慮跨國長期合作的必然性，明定出

不同階段進程的合作對象，避免中途之延宕或因無

以為繼而停止的開發風險。

臺灣企業與產業雖擅長發揮技術研發強項，但在使用者需求與行為模式的了解上

較為缺乏，仍多屬特定新產品／技術已開發完成後才進入使用者試驗階段。

預估未來在配合地區需求與發展目標的前提下，導入新興技術與產品服務等「因

地施技」之試點型態將日趨增加。

臺灣邁向創新研發應用的「因技施地」與「因地施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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