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入生成式 AI的六大策略思考
生成式 AI正迅速地為企業帶來創新和優

化的無窮可能。想像一下，在客戶服務中心中

使用 AI自動提供智慧回答，或透過 AI創作出

充滿深度與個人化色彩的文章，這些都是生成

式 AI能力的展現。

從效益角度，企業需認真評估 AI是否真

正提升了工作效率，是否能解決實際問題，或

增進決策品質。此外，它也可能帶來如資訊安

全與隱私安全等問題。可見，生成式 AI的導

入與評估是一個涉及技術效能、成本效益、風

險管理，以及道德倫理等多面向的綜合考量。

因此，企業應從多種策略角度出發，考慮技術

導入複雜性、相應的資訊安全，以及人才能力

培養等問題。

在此脈絡下，發展導入的策略變得尤為重

要。以下從幾個策略面向提供企業決策者導入

生成式 AI的思考。

組織面：強化組織協同合作
組織必須明確定義其策略目標和優先事

項。包括如何分配所需的資源，並且了解在組

織內推動 AI帶來的價值。此外還需繪製出清

晰的發展路徑圖，標明實現里程碑的具體步驟

和計畫。

隨著業務目標和技術進步的不斷變化，組

織策略也必須定期檢視和更新，以確保組織始

終處於最有利的位置。在組織層面，更應關注

一些重要的元素，例如道德倫理和資料隱私。

這不僅涉及遵守法規，更涉及如何確保所有利

害關係人了解其相關責任，並鼓勵公開討論 AI

可能帶來的道德影響。

組織應優先考慮最具影響力和投資回報的

專案，同時不應忽視合作夥伴關係或外部機

會，有效的分配資源，以利於開發、整合和持

續維護生成式 AI的運作。

技術面：選擇適合的 AI模型或方案
選擇合適的生成式 AI模型需要深入瞭解

實際應用的需求。這涉及對各種模型如GPT、

BERT、Transformer等的性能、延展性和適用性

的全面評估。資料也是一個關鍵因素，不僅資

料量需要充足，而且資料品質必須可靠，這些

都將直接影響模型訓練的結果。

在訓練過程中，平衡生成能力與準確性至

關重要，避免過度精緻和過度優化，可能會導

致模型在實際應用中的表現下降。同時，必須

密切關注安全與隱私風險，確保所有活動符合

道德和法律標準。

在部署階段，需全面考慮導入流程並密切

監控使用過程，持續測試和改進以確保最佳效

能。此外，收集和分析使用者回饋也是一個不

可或缺的環節。組織應建立有效的回饋機制，

持續優化以確保用戶的需求得到滿足。

資料面：建立健全的資料治理框架
在資料管理方面，一個全面的資料治理框

架是確保資料隱私、安全性、合規性，以及解

決AI輸出中潛在偏見和公平問題的關鍵要素。

此框架不僅應覆蓋資料整個生命週期，包含資

料取得、儲存和使用，還應包含查核和監控。

具體而言，組織必須仔細規劃和執行資料

取得的策略，確保資料合法並符合道德規範。

在儲存階段，資料的保護和加密機制需要得到

充分強化，以防止未經授權的訪問和濫用。而

在使用資料的過程中，應建立透明的操作指引

和監控機制，並進行定期查核，以識別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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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偏見和不公平。

透過全方位的資料治理可提高資料活動的透

明度和可信度，進而更有效實現 AI應用，並與利

害關係人建立信任。此外，嚴謹的資料治理，還

有助於將組織的資料資產轉為更具戰略價值的資

源，促進創新和持續發展。

人才面：促進團隊間的創新合作
建立一個能夠推動創新和成功因應實施挑戰

的 AI團隊是一個關鍵步驟。這涉及制定具有戰略

性的人才招募計畫，通過提供具競爭力的薪資、

不斷的培訓機會和一個支援性的工作環境來吸引

行業頂尖的專家。

團隊到位後，可透過提供充分的挑戰和激勵，

強化團隊之間的跨職能合作和資訊共享，並建立

有效的溝通和協作流程，藉由獎勵創新來建構持

續改進的文化。

外部合作夥伴能夠協助組織及時掌握新興趨

勢和監管變化，藉由與 AI專家、技術供應商和學

研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可以整合所需的專業知識、

資源和支援，除了能促進最佳實務的共享，還能

提供克服挑戰的經驗傳承。

管理面：強化風險可控
在應用生成式 AI技術的過程中，有效的管理

策略和程序是確保成功實施的核心部分。整體 AI

專案的管理需要一個清晰的框架，不僅定義里程碑

和預期成果，還包括可能遇到問題的應對策略。如

此，方能有助於確保所有的工作都是朝著既定的目

標推進，並且能夠在遇到挑戰時迅速做出調整。

此外，內部和外部溝通的戰略也是至關重要

的。這保證了所有相關人員都了解計畫的進展和

方向，並且能夠根據法規變遷和技術演進做出彈

性調整。這種適應性是在快速變化的技術環境中

保持競爭力的關鍵。定期的系統審核和風險評估

也不可或缺。

政策面：推動合理的法規和標準
透過分享發展經驗和策略思維，組織能夠共同

制定有助於 AI創新和負責任使用的法規和標準。

積極與監管機構、行業組織和其他生態系夥伴合作

是關鍵的一步。這樣的協同作業可以

平衡創新的需求與合規和道德，建

立健康的產業生態系。

此外，透過與監管機構和其他利害關係者的

公開溝通，展示生成式AI技術的效益與應用潛力，

可建立使用的信任。這樣的透明度可促進各方面

的合作和協調，使政策更具包容性和效力。透過

分享 AI計畫、成功案例和挑戰，組織可以展示其

對 AI實踐的承諾和精神。不僅能夠加強對生成式

AI的認識，還可以鼓舞更多生態系夥伴參與。

透過策略性導入加速企業創新
企業導入生成式 AI的策略思考是一個多層面

並且高度複雜的挑戰，涉及組織、技術、資料、

人才、管理和政策等關鍵方面。

組織面應強化組織的協同合作和共享目標。

技術面應選擇適合的 AI模型，並依據性能、可延

展性、和適用性進行評估。資料面應建立健全的

資料治理框架，確保資料的隱私、安全性、和合

規性。人才面應通過具有競爭力的待遇和持續培

訓，吸引、和留住頂尖人才，促進團隊創新合作。

管理面應強化對生成式 AI的實施和監控，以確保

效果和風險可控。政策面積極參與政策制定，與

各方合作共同推動合理的法規和標準，促進 AI創

新發展。

總而言之，企業在導入生成式 AI時，如能透過

上述六大面向進行全方位的策略考量，除了注重技

術的選擇和應用，還能兼顧人才培養、組織協作、

管理監控和法規合規等因素。透過這個方式，企業

能真正釋放生成式 AI強大潛力，推動創新，提高效

率，並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占得先機。

以上研究報告資料係經由MIC 內部整理分析所得，並對外公
告知研究成果， 由於產業倍速變動、資訊的不完整，及其
他不確定之因素，並不保證上述報告於未來仍維持正確與完
整， 引用時請注意發佈日期，及立論之假設或當時情境，
如有修正、調整之必要，MIC 將於日後研究報告中說明。 敬
請參考MIC 網站公告之最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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