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爸爸終於答應讓我在
家養寵物了，我打算要去
領養一隻柯基犬！

在物聯網等新興科技的加持下，
對於家中毛小孩，

不僅能遠端觀察牠們的一舉一動，

還有高解析度鏡頭、夜視
鏡頭、互動螢幕等等，

甚至還有遠端餵食的功能唷!

現在穿戴裝置也已經發展應用到動物健
康上。例如卡路里控制、脈搏量測、排
尿異常提示或是GPS定位等等。

妳要記得帶妳家新寵物
去植入晶片喔。

甚至還有讓毛小孩可以用一些應用程式
Apps(如PetChats)打電話給主人撒嬌呢!

核心
素養

科-J-A1
具備良好的科技態度，並能應用科技知能，以啟發
自我潛能。
科-J-B2
理解資訊與科技的基本原理，具備媒體識讀的能
力，並能了解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學習
內容

資S-IV-3
網路技術的概念與介紹。
資H-IV-6
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響。
資H-IV-7
常見資訊產業的特性與種類。

學習
表現

設k-IV-2
能了解科技產品的基本原理、發展歷程、與創新關鍵。
運 a-IV-3 
能具備探索資訊科技之興趣，不受性別限制。

學習
重點

能了解資訊科技對食衣住行之影響與衝擊。 
能了解常見資訊產業的特性與種類。

撰寫人：敦化國中 -－邱姬菁組長

請問什麼是現今的新興科技呢？
新興科技會帶來生活的改變，那會不會 
也產生其他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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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在資通訊技術不斷發展下，當我們要出門前可能會需
要先查閱地圖，在以前，當長途旅行時，在我們的身邊可能會捧
著一大本的地圖集，然而因為手機等行動載具的移動便利，再加
上地理資訊系統的完整及全球定位系統快速回饋，使得手機或其
他創新資訊科技應用如智慧型眼鏡等，讓我們在透過行動載具使
用後，便可以馬上獲取週邊的交通狀況，以及你要去的目的地所
需花費時間、最佳路線圖等，這些都是科技發展應用於生活上的
結果。

　　但是同學你們知道嗎？這些科技發展的背後其實是有很多人
的努力及心血付出的豐碩成果。檢視一下從以往到現今，哪些科
技已不斷地影響我們的世界呢？

　　生活中應該常聽聞一些科技的專用術語，我們統稱其為新型
科技。那麼有哪些是現階段隸屬於新興科技範疇或領域呢？如大
家常聽到的VR虛 擬 實境、Big Data大數據、AIoT人工智慧物
聯網等等，然而反觀這些新興科技出現同時，其對我們的生活
到底造成什麼變化與影響呢？探究所有事情往往都是一刀兩刃，
故面對新興科技對於人類生活應持雙面的看法。新興科技的興起
雖為我們帶來不少的便利，相對的其背後對我們的影響又有哪些
呢？也都是值得我們去深思與反芻的，這個部份我們也將在第四
章中與之一起探究。以下就我們平常較常接觸或是應用的新興科
技主題做簡單介紹與說明。

科技在產業中的功能

　　以往我們從傳統產業移到製造業轉為現在的高科技的尖端行
業時，我們怎麼又如何在轉移過程中達到前面所說的這些生活便
利性呢？ 

傳統
產業

製作
產業

高科技
產業

費時、費力 省時、效能高、更精密

省時、可大量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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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G時代正式來臨，全球新興科技不僅止於軍事應用
和經濟金融使用，在生活應用上也正蓬勃發展。從VR虛擬實境、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雲端運算(Cloud Com-
puting)、大數據(Big Data)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等
新興科技領域正引領風騷著。 　　　VR虛擬實境主要是利用電腦運算建構出一個虛擬

影像，觀看者要配戴VR裝置，讓觀看者自身沉浸在虛擬世界
中，並從2D的平面視覺進入了3D的虛擬現實中，在其內可主
動的360度探索內容，與虛擬環境互動，讓人感到新奇有趣。

　　然而VR頭戴式顯示器目前仍有設備體積、實體連線限制，
觀看VR時很可能像是親臨科學展覽的現場，但卻無法提升觀影情
緒。且顯示器的配戴舒適度、影像畫素不足、觀影距離太近而造成
的眼部疲勞，以及最為人詬病的動暈症等，更是限制VR的因素。

　　對話式平台正在改變人類與數位世界互動的方式。VR虛擬
實境、AR擴增實境與MR混合實境則改變了人們對數位世界的認
知。這種認知與互動模式的轉變，結合起來就產生未來的沉浸式
使用者體驗XR延展實境。

    使用者體驗轉為「沉浸式」，將環境本身轉為數位世界
　體驗

　　　  AR擴增實境是將電腦運算生成的虛擬影像重疊在真
實世界場景之上，需透過如手機或眼鏡等外加設備來觀看重疊於現
實之上的虛擬影像。如前些時候流行的Pokémon GO就是一個最知
名的AR應用；另外還有一個著名的AR應用－Google Glass眼鏡，摒
除可能設備內鏡頭引發隱私爭議外，其實AR眼鏡導入生產業中讓生
產效率大幅提升，減少許多工作時間，為企業帶來不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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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混合實境是介於AR與VR之間的應用狀態。將
虛擬的場景與現實進行更高程度的結合。然而David Cearley表
示：「隨著時間進展，我們的思維將從個別裝置和分段式的使
用者介面(UI)，轉移到多管道和多模式的體驗。XR多模式體驗
則是在虛擬與現實的光譜中恣意遊走，有多種組合提供各式跨
越個人體驗的虛實內容。人們能透過身邊數百種邊緣裝置連結
數位世界，如傳統運算裝置、穿戴式裝置、汽車、環境感測器
和消費性電子產品。在多模式裝置中下有多管道體驗，利用人
類感官和先進的電腦感官，例如溫度、溼度和雷達。」

　　「這樣多重體驗的環境將打造出新
的氛圍體驗，屆時定義電腦的將不再是
個別裝置，而是我們四周環繞的空間；
事實上，整個環境就是電腦。」

　　在Gatnter2020年十大戰略發展趨勢中，AI人工智慧亦被提
出。機器人、無人機和自駕車等自動化物件即是這種運用。

　　AI人工智慧是利用過去由人類所負責的某些流程得以自動
化。它們的自動化程度超越了僵化的程式設計模組，而能利用人
工智慧執行各種先進、較危險或人力較不便的行為，且以更自然
的方式和四周的環境與人類互動。如近年來中國對於攝影機的功
能優化，透過人臉能夠進行辨識及追蹤，節省許多人力工作，但
相對的卻引發了嚴重的個人隱私問題。

　　不過除了隱私問題以外，這項技術確實也達成了某些效益，
如美國安全局便透過類似的技術以及大數據的應用，進行恐怖主
義的分析並對此提出應對方針與打擊犯罪行為等。另外人工智慧
將開啟「非專業人員」也能使用 AI 的局面。

    機器不再死板，AI 讓它更自然地與環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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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1997年5月11日，IBM深藍電腦打敗了當時世界西洋棋冠 
軍加里．卡斯帕洛夫，這成為了載入史冊的歷史性事件。隨著20
年過去，棋王卡斯帕洛夫《深度思考：人工智慧的終點，就是人 
類創造力的起點》(Deep Thinking ： Where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Ends and Human Creativity Begins)的書中便指出，人
類應該停止將機器當作「對手」來看待，應讓更有智慧的機器更
加貼近我們的生活。

　　人工智慧在生活上的應用，如智能家居機器人、播音機器
人、智能運輸機器人、物聯網平台機器人、檢測機器人、農業機
器人等比比皆是。過去成功的人工智慧增強解決方案，都須靠專
業資料科學家與應用程式開發人員合作打造。

　　但市場的快速演變，讓專業開發人員已能透過第三方服務提
供的預定模型，獨自進行開發作業。這樣產業模式的改變，不只
替開發人員建構一個充滿人工智慧運算法和模型的生態系統，也
提供無數可以量身訂做的開發工具，將人工智慧功能與模型整合
到解決問題之中。當人工智慧被應用在開發流程本身，各式各樣
的資料科學、應用程式開發和測試功能也將自動化，另一個層次
的專業應用程式開發商機也可能因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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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計算是近年來非常熱門的科技名詞，使用者能透過網路 
、由用戶端登入遠端伺服器進行操作，就可以稱為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又好比「要使用電力，只要插上插頭就行」的概
念，例如我們在學校中登入一組Google帳號，就可以使用這家
公司所提供的相關Apps應用。這種「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的雲端運算層次，使用者不須下載軟體到本機上、不占
用硬體資源的情況，就能透過瀏覽器直接使用線上軟體。

　　此外我們在使用雲端運算時，可能會思及線上的運算結果要
存在何處，儲存的地方安全與否等問題。此時就如同我們寫一份
非手寫的作業，老師可能會要你們把資料給到校園中的某一個網
路硬碟空間。又或是直接透過網路相關業者所提供的免費網路儲
存空間，將你的這份作業上傳到那些免費網路儲存空間。　　

　　大數據(Big Data)又被稱為巨量資料，因為資料量急速成長 
、儲存設備成本下降、軟體技術進化和雲端環境成熟等種種客觀
條件，讓資料分析從過去的洞悉歷史進化到預測未來。大數據與
物聯網結合，虛擬數據連結實體物件，產生各類控制、偵測、識
別及服務。

　　在電影場景中，時時看到會有角色透過網路能媒介駭入相關
實體設備中，導致不可控制的結果。物聯網的相關技術其實已在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進行著。2020年當5G世代的來臨，讓人工智
慧碰上物聯網時所產生的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將會為我們的
生活模式產生更大的衝擊。

    智慧浪潮來襲，大數據(Big Data)
　捲起物聯網(IoT)千堆雪

　　簡略的說，將存放資料或是應用服務的地方，如果是在組織
內部如校園內，我們可稱之為私有雲。反之，如果存放的資料或
應用服務是在組織外的網路平台，我們可稱之為公有雲。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私有雲公有雲

網路提供的
儲存位置與空間

校內提供的
儲存位置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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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想…當你放學回到家，家裡的所謂智慧家電們，
根據資料，將冷氣判斷7月平均設定室溫為攝氏25.5度；手
錶在八點自動跳出該帶家中的毛小孩回去找動物美容師清潔
和預約動物醫院的預防針施打時間，晚間九點讀書累了坐上
家中躺椅後，十秒內腿部會自動上升為到最舒適的角度，且
同時音響會用適當音量播放平時你最常收聽的串流音樂歌
單；另外，家中冰箱會自動回報給家人兩週前放置的蛋糕已
過期，並結合垃圾桶，同時提醒稍晚該倒回收與廚餘的情境
等……

　　AI就像一個發號施令的核心，旁邊IoT作為各個獨立物件小兵，
當核心啟動指令需要讓小兵開始工作時，透過大量訊息資訊傳入到
AI去分析後，小兵便能快速、正確地傳達分析結果與服務。

　　穿戴式裝置的應用可說是無遠弗屆，從頭帶、耳機、眼鏡、
外衣、內衣、護腕、手環、襪子、鞋墊，到可貼式的裝置，甚
至是可吞入、可植入的裝置等。這些智慧穿戴式裝置透過AI將帶
來前所未有的醫療進展，因這些智慧穿戴式裝置都能在身體的各
個部位檢測出各項數值，達到有效、即時性、甚至是預防性的健
康管理。當人類將智慧裝置開始應用於不僅於自身健康，還有生
活環境時，便會開始驚覺Gartner的人工智慧防禦與安全的重要
性。因為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不僅僅帶來生活的便利性，相對的
也將人的隱私在不知不覺中一點一滴的流出。因此，當我們在追
求新興科技時，也得思考數位倫理及隱私權的保護。

　　根據下圖Garnter2020年十大戰略科技發展趨勢所提，未來
可能會有許多帶來廣泛的顛覆性影響與更多應用。其中如使用者
將以多重感官與多重模式的多重體驗下，讓使用者對數位世界的
感知和互動方式發生重大轉變。且人類利用科技來增進在體能和 
感知力上的機能，勢必會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體驗，藉
由在人體內植入或配戴科技元件(穿戴式裝置)來增進人類的機能 
，如智慧型手錶設計的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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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分析(Augmented Analytics)著重在特定領域的增強智 
慧，利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來改變內容開發、使用和
分享的方式，未來可望快速發展為主流並廣受採用，做為資料
準備、資料管理、現代分析、商業流程管理、流程挖掘(process 
mining)和資料科學平台的關鍵功能之一。

　　許多政府單位透過分析地區性的交通狀況進行道路的改善計
畫，或是像交友軟體透過大數據分析來尋找屬於適合你的另一半
等，或是各種於網際網路上所媒合各類型的服務或幫助等等，都
是屬於優化、改善，甚至是提升我們生活品質的大數據應用。

　　對個人、企業組織和政府來說，數位倫理和隱私都逐漸成為
隱憂。人們越來越關心公家單位和私人企業組織如何利用他們的
個資，而未能主動解決這些疑慮的組織，只會遭受更大的反彈。

    增強分析利用機器學習洞察資料數據

　　David Cearley認為：「任何與隱私權有關的討論，應在數
位倫理和顧客、選民及員工的信任等範疇下加以討論。隱私與安
全是建立信任的基礎要件。所謂信任，就是在不主動要求調查或
查驗證據的狀況下，也能接受某種說法的真實性，因此企業組織
在隱私方面的立場，需擴大倫理或信任層面的立場。是以當把焦
點從隱私層面轉到倫理層面，便代表著把討論的主題從『我們是
否合乎規範』拓展到『我們是否在做正確的事』。」

    數位倫理與數位隱私將成為未來重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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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運算(Quantum Computing)是一種以次原子粒子(例如
電子和離子)的量子狀態來運作的非典型運算方式，以量子位元
(qubit)為儲存資訊的單位。

　　由於量子電腦具有平行執行的能力和指數級的運算速度，一
般對於傳統電腦或運算法來說過於複雜難解的問題，都是可以透
過量子電腦的解決。

　　其受益的範圍非常的廣泛，如汽車業、金融業、保險業、製
藥業、軍事和研究機構等產業，均是量子運算技術進展的最大受
益方。

　　這名詞是近年來非常熱門的科技名詞，雲端計算是什麼？
簡單來說，只要使用者能透過網路、由用戶端登入遠端伺服
器進行操作，就可以稱為雲端運算。為何雲端運用會如何地
受到矚目，因其廣泛運用於AI、物聯網、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大數據等領域，每天浮現各種新裝置、相關應
用，是以產生數據的裝置便越來越多。

　　雲端運算就好比「要使用電力，只要插上插頭就行」的概
念，在工業時代，工廠蓋發電廠確保穩定供電，並隨著技術
提升，發電廠供應電力成為一種穩定的服務，使用者依照用量
付費。同樣的自來水、瓦斯等公共系統，也都是歷經相同的演
變，成了日常生活中依賴的服務。而雲端技術欲以此願景，讓
資訊服務如同水電等公共服務一般，隨時都能供應給使用者。

　　雲端運算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與運用已然相當廣泛，如
CRM(客戶關係管理)、銷售管理、客服管理、專案管理、進銷
存貨、財務類甚或在校園中G suite等等。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量子運算速度超越當今系統，各大產業將因此改寫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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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被稱為巨量資料，現在不只
是資料處理工具，更是一種企業思
維和商業模式，因為資料量急速成
長、儲存設備成本下降、軟體技術
進化和雲端環境成熟等種種客觀條
件就位，方才讓資料分析從過去的
洞悉歷史進化到預測未來，甚至是
破舊立新，開創從所未見的商業模
式。

　　利用去中心化且不可竄改的
資料儲存方式，產生新的經濟交
易模式。如日前很紅的比特幣、
太坊的要等數位貨幣，甚至近日
Linux基金會所提出的超級帳本計畫
(Hyperledger Project)中的Fabric
等，即是利用區塊鏈的方式，讓企
業、政府機關單位，利用區塊鏈特
色的方式，進行如數位文憑、貨運
管理區塊鏈網路等運用。

    大數據(Big Data)

    區塊鏈(Blockchain)

　　新興產業是指隨著新
的科研成果和新興技術的
發明應用而出現的新的部
門和行業。現在世界上講
的新興產業，主要是指電
子 、 資 訊 、 生 物 、 新 材
料、新能源、海洋、空間
等新技術的發展而產生和
發展起來的一系列新興產
業。

　　觀看VR時因為現實與虛擬
間的延遲過久或人不動但眼見的
虛擬世界在動，會造成視覺和內
耳感知的平衡感差異，而引發頭
暈現象。

    新興產業

    動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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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雲端運算
(B)VR虛擬實境
(C) 大數據與AIoT
(D) 以上皆是

(A)上網時跳出來的廣告訊息
(B)到便利超方使用手機支付費用
(C) 手機線上遊戲
(D) 線上預約掛號

(A)隱私權容易不小心就暴露於環境中 
(B)社會問題，如犯罪問題將更加棘手
(C) 工作更有效率
(D) 可能產生更多的文明疾病

請問下列何者是現今的新興科技應用呢？

以下那一種是生活中的大數據應用呢？

新興科技的使用帶來更便利的生活 ， 但一體兩面的問題
將是我們得注意與思索的 ， 請問下列何種不是新興科技
所帶來的 「 問題 」 ？

解答與解析請看下一頁　

(A)雲端運算
(B)VR虛擬實境
(C) 大數據與AIoT
(D) 以上皆是

請問下列何者是現今的新興科技應用呢？

解析：與現在已經使用多時且普及化的科技不同的運用，可以
　　　稱之為現今新興科技。

以下那一種是生活中的大數據應用呢？
(A)上網時跳出來的廣告訊息
(B)到便利超方使用手機支付費用
(C) 手機線上遊戲
(D) 線上預約掛號

解析：大數據可能從過去歷史進化到預測未來的資料作分析，
　　　並與物聯網結合，將虛擬數據連結實體物件，產生各類
　　　控制、偵測、識別及服務等。

(A)隱私權容易不小心就暴露於環境中 
(B)社會問題，如犯罪問題將更加棘手
(C) 工作更有效率
(D) 可能產生更多的文明疾病

新興科技的使用帶來更便利的生活 ， 但一體兩面的問題
將是我們得注意與思索的 ， 請問下列何種不是新興科技
所帶來的 「 問題 」 ？

解析：新興科技帶來便利的生活，更有效率的工作環境，但卻
　　　也衍生出許多可能觸及法律會在道德規範下的相關問題 
　　　，如隱私權的透明化、社會問題因新興科技的導入，使
　　　得犯罪問題更加棘手；或者因使用新興科技產品過度，
　　　導致疾病的產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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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然而在大數據的快速出現，可
能背後會帶來那些問題？以人為本的科技，還是科技
來自於人，這些問題如何在生活便利性和個人隱私權
下，如何取得平衡呢？

動動腦，AIoT有沒有可能會有失誤的一刻呢？可以透
過甚麼方式將錯誤減少或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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