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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的發展現況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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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就是會模仿人類思考方式的電腦程式
• 例如下象棋、下圍棋

• AI就是會模仿人類行為的電腦程式
• 例如自動汽車駕駛

• AI就是會自我學習的電腦程式
• 例如圖像識別、語音辨識

• AI就是會基於情境感知進行合理行動的電腦程式
• 例如情緒感知、位置感知

• AI就是會模擬人類行為、推理與智慧的電腦程式
• 例如機器人

何謂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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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的層級

• 人工智慧有多聰明?人工智慧會發展到甚麼程度?什麼樣的人工
智慧會超出人類控制範圍，甚至給人類帶來威脅?

• 弱人工智慧(Narrow AI)

• 強人工智慧(Strong AI)

• 超人工智慧(Super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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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人工智慧(Narrow AI)

• 又稱應用型人工智慧(Applied AI)，指專注且只能解決特定領域
問題的AI，Ex: AlphaGo, 自動駕駛車

• 整體而言只是一種技術工具

• 功能上的侷限性讓弱人工智慧只是人類的工具

• 只要嚴格控制、監管，弱人工智慧並不會是人類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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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工智慧(Strong AI)

• 人可以做什麼，強人工智慧就可以做什麼

• 一個Strong AI程式需要具備以下能力

• 當存在著不確定因素時，擁有進行推理、使用策略、解決問題、制定決策
的能力

• 擁有知識表達的能力，包括嘗試性知識表達的能力

• 規劃能力

• 學習能力

• 使用自然語言進行交流溝通的能力

• 將上述能力整合起來、實現既定目標的能力

• 是否必須具備“意識(Consciousness)”?

=>人們對於強人工智慧的擔憂即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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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智慧(Superintelligence)

• 在科學創造力、智慧和社交能力等每一方面，都比最強的人類
大腦聰明很多的智慧(Nick Bostrom, 牛津大學教授)

• 目前還無法想像強於人類的智慧形式、更遑論如何實現(方法)、
未來多久實現

• 理性分析:人類離威脅還相當遙遠

馬斯克（Elon Musk）過去曾簽署公開信，呼籲暫停開發比GPT-4更強大的AI系統，然而他13日
宣佈成立人工智慧新創公司xAI後，立場似乎發生戲劇性轉變；他表示，未來5、6年若沒有出
現「數位超級智慧」（digital superintelligence），「會感到十分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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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news.yahoo.com/tag/%E9%A6%AC%E6%96%AF%E5%85%8B


人工智慧發展的市場規模與趨勢 (1/2)

資料來源: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 分散式AI： Edge AI 2.0 是邊緣協作的關鍵

• 生成式AI ：正在快速衍生新應用市場

• 可信任AI ：將促使AI新解決方案或驗測工具興起

• 永續AI ：全球需要AI-based 工具協助有效全面淨零減碳

人工智慧發展的市場規模與趨勢 (2/2)



生成式AI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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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l-, system-, and application-level view on generative AI

資料來源: Feuerriegel, S., Hartmann, J., Janiesch, C., & Zschech, P. (2024). Generative ai.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66(1), 111-126.



生成式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I)：機器產生複雜有結構的物件

文章

由文字所構成

影像

由像素所組成

語音

由取樣點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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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I)：機器產生複雜有結構的物件

1000 x 1000 x 1000 x 1000 ……= 1000100

假設中文常用字為 1000

= 10300

宇宙中的原子總數估計 1080

從近乎無窮的可能中找出適當的組合

盡乎無法窮舉

一篇 100 字的中文文章，標題為《縫隙的聯想》

用中文字組成 100 字的文章有多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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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Classification)：從有限的選項中做選擇 (不是生成式人工智
慧)

生成式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I)：機器產生複雜有結構的物件

垃圾郵件偵測 貓狗分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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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接龍

原本的目標

拆解成一連串文字接龍

函式臺灣最高的山是哪座？ 玉山

函式臺灣最高的山是哪座？ 玉

函式臺灣最高的山是哪座？ 山玉

函式臺灣最高的山是哪座？ [END]玉山

語言模型

可能性
窮盡無盡

答案有限!
分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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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慧模型訓練程式- 生成對抗網路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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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對於圖書館經營之可能應用與發展



• 有愈來愈多的人工智慧工具嵌入在大學圖書館的工具和服務中，包含基於AI的模
型識別、文字辨識、轉錄、歷史檔檢索、檔和寫作分析、聊天機器人，以及運用
AI 協助描述性編目、分類等工作

• 大學圖書館應留意人工智慧系統所產生的偏見、公平性、問責、透明度、知識自
由、 倫理、網路安全等議題

• 隨著圖書館館員繼續探索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環境的使用和潛在誤用，有機會擴
展以素養為重點的課程，將AI和機器學習的倫理議題考慮納入在素養課程

• 生成式人工智慧(例如ChatGPT)工具所帶來的抄襲、幻覺(hallucination)等問題亦
值得高等教育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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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CRL) 提出之學術圖書館重要趨勢



• 將AI應用於圖書館的後臺作業：將AI應用在常規的圖書館助理或人工作業

• 將AI應用於圖書館的使用者服務：可能的應用包含知識探索、動態更新系統性文獻回顧、

聊天機器人

• 支持資料科學家的社群：藉由圖書館⾧期建立之管理各類型資訊的專業，協助機構內資

料科學家

• 將資料素養與AI素養做為資訊素養的㇐個面向：將AI素養和資料素養融入公民素養中

• 運用資料來分析、預測與影響使用者行為：應用於使用者行為分析，以便提供更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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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在圖書館的應用場景

資料來源: Cox, A. M., & Mazumdar, S. (2022). Defi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librarians.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09610006221142029.



國資圖AI智慧館員 曉書

國資圖與東海大學軟體工程與技術
中心團隊共同設計與開發全國首位
AI智慧館員，運用智慧科技，以
ChatGPT的生成式AI，應用在以真
人館員的形象生成的虛擬智慧館員
上，加上真人聲音合成技術，不僅
提供讀者諮詢及館藏書籍推薦服務，
也可以像與朋友一樣跟AI智慧館員
聊天，提升民眾使用圖書館的多元
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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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Librarian 知識諮詢

詢問：what is the value of virtual reality for cultur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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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ooks.google.com/talktobooks/
https://books.google.com/talktobooks/


AI於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發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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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數位人文研究工具之理論方法基礎

24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發展之架構圖

鏈結



Digital archive 

layer

Digital reading 

layer

Digital text 

analysis layer

25

數位人文研究平台架構



數位人文平台功能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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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文平台
功能比較

羅家倫
先生文
存數位
人文平
台

通用型
古籍數
位人文
研究平
台

漢籍電
子文獻
資料庫

台灣歷
史數位
圖書館

Docusky數
位人文學術
研究平台

CBETA數
位研究平

台

中研院
數位人
文研究
平台

中國哲學
書電子化
計畫

CULTURA

全文資料典藏 ○ ○ ○ ○ ○ ○ ○ ○ ○

自動標註 ○ ○ ╳ ○ ╳ ○ ○ ○ ○

查詢詞彙 ○ ○ ○ ○ ○ ○ ○ ○ ○

外部參照 ○ ○ ○ ○ ╳ ○ ╳ ○ ○

詞頻統計 ○ ○ ╳ ○ ○ ○ ○ ○ ○

社會網絡分析 ╳ ○ ╳ ╳ ╳ ╳ ○ ○ ○

地理資訊分析 ╳ ╳ ╳ ○ ○ ○ ○ ╳ ╳

觀點變遷分析 ○ ╳ ╳ ╳ ╳ ╳ ╳ ╳ ╳

推薦機制 ╳ ╳ ╳ ╳ ╳ ╳ ╳ ╳ ○

閱讀介面
(圖文)

○ ○ ○ ╳ ╳ ○ ╳ ╳ ○

記錄使用者
歷程

○ ○ ╳ ╳ ╳ ╳ ╳ ╳ ╳

Open API ╳ ╳ ╳ ╳ ○ ○ ╳ ○ ╳

數位人文
研究平功
能比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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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功能

 情境標籤：採用機器學習進行
分類。

 全文檢索：傳統檢索。
 標題檢索：傳統檢索。
 物件標籤：顯示所有此資料及

所出現的物件標籤(包含AI標註、
人工標註)，可以對其感興趣的
物件，進而做出篩選。

檢索結果呈現

 圖卡：上方為此圖縮圖。下方
顯示出所有物件標籤。右下角
為情境標籤之首字。

點石齋畫報影像物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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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data區塊：含有圖像基本
資訊、出版年份、全文內容，
並有額外AI預測情境，供使用
者可以更快了解圖像主題。

 圖像檢視區：除了原圖外，並
帶有標註之色塊。操作方面可
以縮放圖像、拖曳圖像進行更
細部地檢索。

 物件檢視區：可以對感興趣的
物件，開關其圖層。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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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石齋畫報影像物件分析



馬來西亞人物誌人物關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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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實體命名

BERT

人物關係預測結果人物關係抽取

社會網
絡關係

1976年,陳承典與
太太葉荔玉結婚,

婚後育有二男一
女,分別是長子陳
祖民、女兒陳春
慧以及幼子陳祖
正。

陳承典
葉荔玉
陳祖民
陳春慧
陳祖正

向量化



馬來西亞人物誌關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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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實體命名

BERT

人物關係預測結果人物關係抽取

社會網
絡關係

1976年,陳承典與
太太葉荔玉結婚,

婚後育有二男一女,

分別是長子陳祖民、
女兒陳春慧以及幼
子陳祖正。

出處:

1976年,陳承典與太太葉荔
玉結婚,婚後育有二男一女,

分別是長子陳祖民、女兒
陳春慧以及幼子陳祖正。

關係預測: 陳承典,葉荔玉

陳承典,葉荔玉 ,夫妻



知識圖譜分析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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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311 2 3檢索篩選器 知識圖譜 關係資訊



太平洋百科事典知識圖譜- 人物與人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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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百科事典知識圖譜- 人物與地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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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百科事典知識圖譜- 人物與事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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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導入輔助數位閱讀應用與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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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 Smart AI Reading Assistant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通過HoloLens 2穿戴式設備所具有的眼動追蹤功能來跟蹤眼動，識別使用者最關注的文本部分，並檢測可能
存在的閱讀困難或理解問題，然後透過GPT-4大型語言模型的輔助，在用戶的視野範圍內直接呈現虛擬疊加
層，提供定制化的解決方案，例如提供額外的上下文、重新表述的解決方案和多語言説明等。這種支持可以
幫助用戶克服諸如生詞和複雜句子等挑戰，提高閱讀效率。

資料來源: Thaqi, E., Mantawy, M. O., & Kasneci, E. (2024, June). SARA: Smart AI Reading Assistant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24 

Symposium on Eye Track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p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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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語言模型輔助提問策略促進閱讀理解 (1/2)

學生與人工智慧合作的問題生成
過程設計如下：

1) 學生提供一個問題線索。該
線索包含一段文字，學生可
以直接從文章中複製或總結
多個句子 [見圖 2(a)–(a)]

2) 學生選擇一種問題類型和一
個答案，以便 AI 生成一個問
題 [見圖 2(a)–(b)]

3) 學生根據步驟 1 和步驟 2 提
供的信息來創建問題 [見圖
2(a)–(c)]。或者，學生可以點
擊“點擊此處請求 AI 協助”

資料來源: Liu, M., Zhang, J., Nyagoga, L. M., & Liu, L. (2023). Student-AI Question Co-Creation for Enhanc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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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I 根據學生提供的問題線索、
答案和問題類型生成一個建議問
題 [見圖 2(b)–(d)]

5) 學生根據 AI 生成的問題進行
反思並修改其問題 [見圖 2(b)–(e)]

大型語言模型輔助提問策略促進閱讀理解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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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生成式人工智慧輔助閱讀的時機 (1/3)

• 獲取故事的一些歷史背景
生成式人工智慧(例如ChatGPT)可以在閱讀過程的預讀階段使用，幫助學生做好準備，並為他們提供成功的
閱讀體驗。例如，學生可能正準備閱讀短篇小說前，在預讀階段使用人工智慧的一種方法是獲取故事的一
些歷史背景。

• 幫助激發學生閱讀的好奇心
由生成式人工智慧傳回一些學生可能還不知道的有用上下文故事情節內容清單，例如包括一些對故事寫作
時期的描述、當時的政治和文化氣氛，以及關於故事發佈時圍繞故事的爭議的簡要說明等。這些要點可以
幫助激發學生的好奇心，讓他們更能理解他們將要閱讀的內容。

• 幫助識別重要的關鍵詞彙
讓人工智慧幫助識別可能具有閱讀難度，但對於理解文本至關重要的關鍵詞彙給讀者，並進行說明，以提
供讀者的閱讀理解可能。

• 提供簡短摘要
要求 ChatGPT 或您選擇的生成式 AI 工具提供簡短摘要。甚至可以告訴它將摘要限制為三句話，以確保摘
要保持簡短。這個初步總結可以為學生提供有價值的概述和內容預覽，有助於讀者提高閱讀理解力。

預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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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生成式人工智慧輔助閱讀的時機 (2/3)

閱讀期間
• 學生詢問一系列與文本內容相關的問題
使用人工智慧指導讀者完成閱讀過程的一種基本方法是詢問一系列與文字內容相關的問題。可以讓學生把問題
貼給ChatGPT，然後要求人工智慧識別他們是否有錯過其他關鍵問題。例如：這些是我對本文的問題。我缺什
麼？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篇文章，我還應該問什麼？這個過程允許學生先提出自己的問題，然後提示人工智慧提
供對其工作的回饋。

• 學生詢問AI自己所提交問題的質量
學生甚至可以要求人工智慧評估他們提交的問題的質量，並可能找出最好的問題。然後學生可以討論是否同意
人工智慧的觀點。例如，學生可提交他們對文本中要點的理解，然後問人工智慧，「你同意我的觀點嗎？為什
麼或為什麼不呢？我的盲點是什麼？

• 學生向人工智慧提供你自己對文本的想法或解釋，並指示人工智慧問學生其它相關問題
向人工智慧提供你自己對文本的想法或解釋，然後指示人工智慧問你一個後續問題以繼續對話並更深入地探究
文本的含義。這樣，人工智慧就不會為你做所有的工作。相反，它可以幫助您在處理文字時更深入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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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生成式人工智慧輔助閱讀的時機 (3/3)

• 學生持續提出其它探索問題
一旦學生讀完文本，就可以再次向人工智慧詢問一系列探究性問題，以幫助他們思考文本的深層意義。方
法為學生們可以一次回答一個問題，並要求人工智慧提出後續問題，或找出其邏輯中潛在的差距和缺陷。

• 學生提出關鍵點或有爭議的問題與AI進行辯論
提示人工智慧與你就文本中的關鍵點或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辯論。為此，重要的是告訴人工智慧您希望就文
字進行彼此辯論。並應該告訴人工智慧它將採取哪個立場，以及你的立場是什麼，然後指示它通過提出後
續問題來結束每個回應，以幫助繼續對話。

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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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之3D建模、圖片生成、聲音生
成、AI虛擬人於元宇宙數位策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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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選擇要轉換為3D模型的圖片

第二步：按下Create，等待些許時間生成

圖片轉3D模型工具 Tripo 3D

Tripo AI for Web (tripo3d.ai)

https://www.tripo3d.ai/app


可選擇需要的格式進行下載 實際呈現的外觀

進入網頁編輯畫面

原始圖片



AI協助生成圖片

使用Canva內建AI工具將文字內容轉
化為圖片，提供觀展者視覺上的感受

原始資料僅有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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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圖片生成於元宇宙數位策展應用



AI協助生成聲音

為了復原在1949年期間的廣播聲音，利用 Clipchamp 進行文字語音轉換與雜訊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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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聲音生成於元宇宙數位策展應用



AI虛擬導覽員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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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介面與功能說明 (1/4)

50

02 導覽員資訊介面

01 新增導覽員介面

下拉式選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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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介面與功能說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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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導覽員資訊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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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聊天記錄介面

系統介面與功能說明 (3/4)

52

下拉式選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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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問答介面

系統介面與功能說明 (4/4)

53

展間中的導
覽員

點擊後

自動歡迎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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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資訊室的導覽員位於密室的逃跑台商

元宇宙策展中的AI 虛擬導覽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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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問答介面：實際互動

系統介面與功能說明 (4/4)

55

相關問題
不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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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互動範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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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互動範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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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影片生成於圖書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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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a 的核心是利用最先進的神經網路架構，包括擴散模型，將文
字描述轉化為動態的、視覺上引人注目的視頻序列。Sora 的運行
機制源於其對自然語言與視覺表徵的深刻理解。在獲得文本輸入
後，Sora 會啟動一個多步驟的流程 ，在解釋文本語義和上下文的
同時生成相應的視覺場景。這就需要將類似於靜態噪音的初始視
頻表徵反覆運算改進為連貫且美觀的視頻輸出。

• Sora 可以將文字描述快速轉換成高品質的動態視頻內容，並以驚
人的精度反映文字輸入內容。這一自動化勞動密集型影片製作手
工流程，可望徹底改影片的內容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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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 影片生成



• Sora 的主要功能包括生成可以生成長達 1 分鐘的影片，在不同場
景中保持視覺的一致性，並類比逼真的運動和物理現象。此外，
Sora 還擅長處理各種文本提示，從日常場景到更加奇幻的場景，
展示了生成各種視頻內容的多功能性與適應性。

• Sora 實現了整個視頻製作流程的自動化，避免了傳統上需要的大
量人工干預和專業知識。這種自動化從根本上簡化了內容創作，
同時也縮短了製作時間。因此，用戶可以以最高的效率迅速生成
高品質的視頻內容，使 Sora 成為內容創作者、教育工作者，以及
數位行銷專家等的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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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 影片生成



61

Sora 影片生成實例

https://openai.com/index/sora
https://openai.com/index/sora


• 圖書館和博物館等文化機構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需要將其
藏品數位化，以滿足日益增長的線上使用需求，特別是數位策展
上，以有效地管理、保存及應用數位內容。

• Sora 為圖書館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來豐富文化遺產的加值與利
用。特別是通過將歷史檔、照片與口述歷史等資料數位化，製作
成引人入勝的視頻敘事，可以重新激發人們對於文化遺產的興趣
和瞭解，生成的影片內容能讓文化遺產更具吸引力與包容性。
• 例如，Sora 可以將舊日記、信件或地圖製作成影片，重現影響當地歷史
的關鍵時刻。社區老人的口述可以製作成紀錄短片，教育更多的受眾。
即使是在展示古老照片的同時也能進行現代對比，以促進過去與現在之
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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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 影片生成於圖書館應用



• Sora 可以通過提供多樣化的內容形式吸引讀者並培養閱讀熱情，從而
成為促進圖書館掃盲和講故事的催化劑。通過文本到視頻的功能，讓
圖書館能夠創造身臨其境的故事體驗，吸引讀者並激發文學興趣。

• 圖書館可以使用 Sora 將經典故事製作成影片，通過互動體驗鼓勵讀者
積極參與和理解。通過將文本、視覺效果與影片相結合，可增強了故
事的可讀性與對不同讀者的吸引力。

• 此外，Sora 生成各種影片內容的能力也擴大了圖書館講故事的可能性。
圖書館可以利用 Sora 創建多媒體演示，以迎合不同的學習風格與偏好
讀者。提供多方面的形式可確保讀者能夠獲得有共鳴的故事，促進更
深層次的學習聯繫與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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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 影片生成於圖書館應用



• 人工智慧在大數據及高速電腦運算技術(例如量子電腦)的發展下，在不久的將
來對於人類生活與工作型態產生革命性影響。

• 圖書館應重視整合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資料探勘等技術，發展支援數
位人文、智慧學習、讀者分析及決策支援應用服務。

• 圖書館的服務需要因應人工智慧的發展而不斷求新求變，找尋圖書館自己的價
值定位，以達永續經營與發展。

• 圖書館中機械操作式工作，勢必會快速被機器人取代，圖書館員應不斷提升自
己的專業知能，發展機器短期尚難取代之高階服務工作。

• 人工智慧的發展對於圖書館的未來發展是危機，但也是契機，端看圖書館如何
因應?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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