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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健康，許多⼈腦中浮現的畫⾯，可能是健身房裡揮

汗如雨的壯漢、週末公園晨跑的阿姨，或者是⼿機App
中令⼈沮喪的「今天只⾛了2,173步」。沒錯，這就是現
代⼈追求健康的樣貌──數據化、即時化，甚⾄還要能

夠分享到社群媒體博得讚數。

正因為如此，「⽣物感測器」這個過去只出現在醫療設備

裡的專有名詞，如今已搖身⼀變，成為⼈⼈貼身、⼿機

必備、⼿環標配的「健康神兵利器」。從偵測⼼跳、⾎

氧、⾎壓、⾎糖，到睡眠品質、壓⼒指數、甚⾄是⽪膚

濕度與流汗程度，這些看似「貼⼼⼩功能」，背後其實是

⼀整套精密到驚⼈的感測科技。

在這波看似健康、實則商機滿滿的數位健康⾰命浪潮

中，最先發財的可能不是穿戴裝置品牌，也不是健身教

練，更不是每天量⾎壓的使⽤者，⽽是默默無名、深藏

在電路板深處的零組件供應商。

本⽉的主⾓，不是Apple Watch、不是智慧⾎糖機，
⽽是為它們提供⼼率晶片、壓⼒感測器、微型電極、光

學模組、低功耗無線通訊模組的那⼀群低調的「幕後英

雄」。

在「萬物皆可監測」的趨勢下，從醫療級設備到⼤眾型穿戴

裝置，再到智慧家居、寵物健康甚⾄⾞內座椅的疲勞偵測，

⽣物感測器的應⽤場景無限延伸，也為供應鏈的每⼀個參與

者，開啟了全新的成⻑跑道。

編輯室報告
萬物皆可測

零組件雜誌  2025  JUN8



https://chanchao.tw/h8n5Fh


MIC專欄

保護我們的數位未來，數位

信任技術⾄關重要。以資料

隱私和安全為例，AI訓練模

型需要⼤量資料，敏感資訊

可能無意中洩露或被濫⽤，

或者AI系統的安全漏洞造成

被惡意者操縱⽽不可信等，

這些是企業採⽤AI的障礙，

開發下⼀代的數位信任技術

必須能夠幫助企業應對這些

複雜環境的需求。

數位信任將驅動
多⾯向數位科技投資

由於數位信任是⼀個具複

雜、相互依存的關係網絡，

需要各⽅共同協作，並運⽤

數位技術在數位⽣態系中建

⽴信任的關係。在過去幾

年，從網路安全、身分和存

取管理、隱私強化技術到監

管科技、AI信任等各種不同
的信任技術蓬勃發展，並吸

引投資者的⽬光。根據2024
年上半年歐洲信任科技報告

指出，⾃2015年以來，歐洲
在信任科技新創⽣態系的投

資總額已達 113億歐元，投資
熱度持續。

由於技術的不斷發展及數位

⽣態系趨於複雜，同步增⻑

了安全和隱私的威脅，對於

洪春暉
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所(MIC)所長

chr is hung@micmail.iii .o r g .tw

經濟和社會的數位轉型是不

可避免的現實，發展前景看

好，但也帶來對數位技術使

⽤的安全性、透明度和可靠

性的需求⽇益增加，數位信

本⽂為勵秀玲、洪春暉共同執筆

勵秀玲為資策會MIC產業顧問兼主任

數位信任⾛向產業化

數位信任將驅動多⾯向數位科技投資

零組件雜誌  2025  JUN10



任正受到廣泛關注。以歐盟為

例，歐盟在推動數位轉型時，強

調「以⼈為本」，認為唯有⺠眾信

任數位產品與服務，技術創新才

能被廣泛應⽤，融入⽇常⽣活。

藉由推動從個⼈資料保護、網路

安全到⼈⼯智慧等各法案，期望

在監管框架下建⽴競爭環境。歐

盟並驅動多項合規服務及資料中

介服務，包括技術⼯具與解決⽅

案、認驗證、顧問輔導、外部稽

核及取證等。

數位信任將驅動多⾯向數位科技投資 MIC專欄

法國認為發展數位信任產業在調

適和⽀持經濟與社會數位轉型發

揮關鍵作⽤，數位身分、網路安

全和可信任⼈⼯智慧是法國政府

關注的核⼼。2021年法國發布網

路安全加速戰略，透過來⾃法國

2030計畫的10億歐元資⾦，⽀持

網路安全產業發展；且積極投資

法國⼈⼯智慧⽣態系能夠開發符

合歐洲法規要求的產品和服務，

⾃2018年起每年撥款超過5億歐

元。2016-2022年期間，數位信

任是法國成⻑最強勁的產業部⾨

之⼀，平均每年成⻑8%。

新加坡是亞洲推動數位信任最積極

的國家之⼀。為維持國際商業中⼼

的地位，新加坡利⽤科技提升其整

體潛⼒，維護數位領域信任。透過

數位信任研發中⼼、沙盒、網路安

全培訓及資料治理框架等措施，推

動數位信任產業⽣態系發展。

數位風險轉化為競爭優勢

數位技術進步，促使與數位信任相

關的挑戰和機會不斷演進。⾸先，

數位世界是基於數位技術和資料構

成的⽣態系，企業利⽤資料可帶來

潛在的龐⼤機會，但保護敏感資料

和遵守資料保護法規的壓⼒與風險

也將越來越⼤。其次，在新技術和

技術融合的變⾰下，數位技術提供

者和使⽤者之間的知識不對稱，產

⽣對技術的附加價值和使⽤安全風

險的錯誤評估，在未來會持續存在

且可能更趨嚴重。再者，趨於⼈性

化的科技可能⾯臨新的⼈與科技互

動模式，形成新型態的信任關係。

建⽴數位信任需要多⽅協作，並進

⼀步將不確定性轉化為競爭優勢，

打造可信賴的數位⽣態系，加速數

位經濟與相關產業發展。▇

www.ctimes.com.tw 11



新聞分析

 AI⼯業⾰命前沿基地

NVIDIA落腳北⼠科

後續效應與風險

黃 仁 勳 宣 告 NVIDIA 台 灣 辦 公 室

「NVIDIA Constellation」落腳北⼠

科，強調台灣不僅是半導體製造重

鎮，更是AI⼯業⾰命的前沿基地。

NVIDIA在台研發團隊將獲得更⼤空間

與資源，吸引更多⼯程師、資料科學

家與軟硬體設計師匯聚台北，深化與

⼤學的合作，並在機器⼈、超級運算

與雲端運算等領域加速創新步伐。

選址台北，尤其是在北⼠科這個集聚

多家⾼科技企業與新創的園區，不僅

顯示NVIDIA對台灣市場的重視，也藉

此強化其在亞太區的營運與技術⽀援

中⼼⾓⾊，進⼀步鞏固台北作為連結

矽⾕、⾸爾與東京的重要樞紐地位。

NVIDIA 台灣總部將成為跨國⼈才交流

的熱點，不僅挹注本地就業市場，也

提⾼外派台灣⼯作機會，並強化

NVIDIA全球研發網路與市場敏捷度。

⾯對  NVIDIA 這樣的國際級企業加碼

台灣，政府可考慮在電⼒、冷卻、⾼

速網路以及資料中⼼等基礎設施上加

⼤投資，以滿⾜⽇益增⻑的運算需

求，並推動 AI 相關法規與資安制度完

備，提供有利的營運環境。政府單位

可設⽴專案補助或稅賦優惠，加速科

研成果的產業化並培育更多AI⼈才。

NVIDIA 的⼤規模挹注有助於吸引⼈

才，但也可能造成本⼟中⼩企業的⼈

才流失，政府與企業需協⼒建⽴⼈才

培育與回流機制，平衡⼤企業與中⼩

企業之間的⼈⼒資源分配。

作為美國科技巨頭的區域總部，

NVIDIA 必須在中美科技競爭背景下操

作，其在台灣的佈局或⾯臨供應鏈斷

鏈、貿易限制等風險，台灣必須透過

多元化合作策略，降低單⼀市場依賴

風險。 (王岫晨)

零組件雜誌  2025  JUN12



新聞分析

⼈算不如天算？ 

全球⾸批AI算⼒星座

衛星成功發射升空

相較於今年 Computex之前，包括

NVIDIA、Open AI皆⼤張旗⿎，陸續

宣布將於美國、中東、台灣等地，打

造笨重耗能的AI算⼒⼯廠，或稱「星

際之⾨」的資料中⼼。中國⼤陸則在

此時低調執⾏將算⼒直輸太空的「星

算」計畫。

在今年五⽉⾸次於中國酒泉衛星發射

中⼼，使⽤⻑征2號丁運載火箭成功發

射⾸批12顆太空運算衛星升空進入預

定軌道，預估2027年即將要達到100

顆、2035年2,800顆的規模，整體星

座算⼒將達到1,000 POPS，以滿⾜對

太空實時運算不斷成⻑的需求。

此由中國國星宇航（ADA Space）負

責研發「三體運算星座」衛星，與傳

統衛星僅承擔通訊或遙感功能最⼤不

同，在於每顆衛星將形成「計算-儲

存-通訊」三位⼀體的太空節點。

通過將其中單星算⼒最⾼達744 TOPS

（每秒744兆次運算）的算⼒伺服器發

射入軌道，並⾸度完成太空運算衛星

的建鏈、組網、成雲等運算基礎功能

在軌驗證和應⽤。

搭配之江實驗室負責星載智慧運算的

軟硬體與達到80億參數的天基模型，

可讓每顆衛星均具備太空運算和星間

互聯的能⼒，還可將單星算⼒從T級提

升⾄P級、整軌衛星互聯後總運算能⼒

達到5POPS（每秒5兆次操作）。

若 太 空 運 算 衛 星 能 耐 得 住 從

-270℃~150℃的巨⼤溫差，及強⼤的
太空輻射，不僅因為少了臭氧層過

濾，能夠接收到更多的太陽能、輻射

熱，持續提供算⼒設施所需能源；太

空中的低溫環境還可以作為冷源，降

低算⼒設備的散熱成本，也是⼀個節

約能源的有效⽅式。  (陳念舜)

www.ctimes.com.tw 13



全球稀土戰略大洗牌

從烏克蘭到AI製

造鏈的戰略新局        管我們每天使⽤的⾼科技產品

       幾乎都離不開稀⼟元素，但⼤

多數⼈對它們卻幾乎⼀無所知。稀

⼟就像是隱形的關鍵⾓⾊，藏在智

慧型⼿機、電動⾞、風⼒發電機、

軍事武器等背後，默默驅動著現代

科技。

稀⼟元素（Rare Earth Elements,

REEs）指的是17種化學元素，包括

鑭(La)、鈰(Ce)、鐠(Pr)、釹(Nd)、

鉕 (Pm) 、 釤 (Sm) 、 銪 (Eu) 、 釓

(Gd)、鋱(Tb)、鏑(Dy)、鈥(Ho)、鉺

(Er)、銩(Tm)、鐿(Yb)、鎦(Lu)等15

種鑭系元素，再加上鈧（Sc）和釔

（Y）共17種元素，可分為輕稀⼟與

重稀⼟。

⽂∕芮嘉瑋博⼠

俄烏戰爭進入和談拉鋸戰，美國趁
勢推動烏克蘭簽署礦產協議，目標
直指關鍵資源—稀土。稀土近年成
為地緣政治角力核心，但台灣社會
對其所知不多。本文將帶讀者了解
稀土的本質、其戰略地位，以及台
灣的應對之道。

儘

產業觀察

這些元素在地殼中其實並不罕⾒，

但因為分布零散、難以提取與精

煉，才被稱為「稀⼟」。由於具特殊

的特性，使其廣泛應⽤於電動⾞⾺

達、風⼒發電機、雷達系統與⾼端

武器中，是⾼科技產業與國防軍事

裝備不可或缺的材料。

零組件雜誌  2025  JUN14



CTIMES 特刊-空中⾃有黃⾦屋
特刊 空中⾃有黃⾦屋

稀⼟已被視為戰略資產

所謂關鍵戰略物資，是指對國家安

全、科技與經濟發展⾄關重要、且⼀

旦供應中斷就可能造成嚴重衝擊的資

源。這類物資具備「不可或缺性」

（ Indispensability）、「供應鏈脆弱

性」（Supply Chain Vulnerability）、

「戰略儲備必要性」（Necessity of

Strategic Stockpiling）三⼤特點，

稀⼟正是如此。稀⼟（Rare Earth

Elements, REEs）之所以被視為關

鍵戰略物資或戰略資產，主要是因為

它們在現代⾼科技與綠能產業中扮演

了不可或缺的⾓⾊，並具有⾼度的供

應風險與地緣政治重要性。

稀⼟獨特的物理與化學性質使其無

可替代地廣泛應⽤於⾼科技(如智慧

型⼿機、半導體、雷射系統)、綠能

(風⼒發電機、電動⾞⾺達需⽤釹鐵

硼（NdFeB）超強磁鐵)、國防(製造

導彈、雷達、精密導引系統、潛

艦、戰機等⾼科技武器系統)以及⼯

業與化學應⽤(⽯油裂解催化劑、玻

璃拋光粉、合⾦製造 )領域，展現

「不可或缺性」。沒有稀⼟，許多⾼

科技與軍事裝備將無法運作或效能

⼤打折扣。掌握稀⼟材料的提煉與

應⽤技術，是國家科技競爭⼒的⼀

環。失去稀⼟供應，將直接影響⼀

國⾼科技產業與國防能⼒。

稀⼟地理集中性⾼(⾼度依賴中國)、

環保與技術⾨檻⾼(提煉過程污染、

技術要求⾼，其他國家難以迅速建

⽴供應)、政治風險⾼(被⽤作貿易與

外交談判籌碼，如中⽇釣⿂台衝突

和中美貿易戰），展現其「供應鏈脆

弱性」。⼀旦供應中斷，全球⾼科技

與國防供應鏈將⾯臨嚴重衝擊。全

球稀⼟產量⾼度集中於少數國家，

尤其是中國⼤陸，⼀度供應全球超

過80%甚⾄90%的稀⼟產品，這種

供應壟斷使其他國家對中國產⽣⾼

度依賴，形成潛在的戰略風險。

其次，稀⼟開採和提煉過程產⽣⼤

量放射性廢料和污染物，不易於在

環保法規嚴格的國家進⾏，造成許

多國家即使有礦藏，也難以開採。

此外，稀⼟常被⽤作經濟或外交制

裁的⼯具，例如中美貿易戰期間，

中國曾暗示可能限制稀⼟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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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觀察從烏克蘭到AI製造鏈的戰略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