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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自2014年始推動「智慧國家」，強調用科技改善生活並促進經濟成長，為智

慧國家奠定穩固基礎。2024年10月更新「智慧國家」成「智慧國家2.0」，以生成式AI為

核心，策略重點為促進經濟成長、加強社區連結與建立數位信任，並注重數位技術的負

責任應用。新加坡成功推動數位轉型，關鍵在於靈活調整政策、全面培育數位人才及積

極拓展國際視野等，此要素使其得以快速回應科技趨勢與維持競爭力。因此，本文將依

新加坡的經驗，提出對我國AI發展策略啟示，以期助力我國加速智慧國家建設，實現數

位經濟的全面升級。

關鍵詞：智慧國家、生成式人工智慧、數位轉型

Keywords: Smart Nation, Generative AI,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新加坡智慧國家2.0
對我國發展AI啟示

新加坡推動智慧國家政策核心重

點：以人為本，朝向數位化轉型

新
加坡是智慧國家推動的先行者，早在

2014年李顯龍擔任總理時，即推動智

慧國家數位轉型 1。歷經十年努力，新加坡在

科技應用和數位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顯著成果。

然而，隨著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

於 2022年 11月出現，對社會和經濟帶來深

遠影響。新加坡意識到需要更具前瞻性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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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應對這場技術革命。因此，新加坡總理黃

循財於 2024年 10月 1日宣布啟動「智慧國

家 2.0」2，專注於促進經濟成長、加強社區聯

繫與建立數位信任，為新加坡的未來開創更

多可能性。

自 2014年推出智慧國家計畫以來，新加

坡政府以「科技改善公民生活」為核心理念，

始終堅持「透過科技為人們創造更美好、更

有意義、更充實的生活」願景，確保科技發

展能夠真正普惠國民，同時也為企業創造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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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的機會。不僅要關照當下，也需展望未來，

力求透過科技力量增強社區的連結和韌性，

並使人民能夠充滿信心地運用數位科技。

智慧國家核心目標在於將科技系統性地

應用於政府、經濟與社會領域，以全面提升

效率與便利性。計畫以數位化為基礎，逐步

將無現金支付、線上銀行服務及電子政府平

台等科技創新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例如，

新加坡民眾可在幾分鐘內完成線上銀行帳戶

的開設，或透過一站式平台處理護照申請與

醫療服務。這些變革不僅使生活更加便利，

也大幅提升政府運作效率與透明度。

新加坡推動「智慧國家 2.0」（Smart 

Nation 2.0）3，主要是因人工智慧以驚人的速

度發展。ChatGPT的第一個版本在 2022年問

世，展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但當時仍

處於初期階段。而如今，GPT-4o的功能已顯

著提升，例如強大的語音、圖像辨識能力、

速度更快並接近人類對話的反應時間、語音

生成技術能夠展現情緒並結合圖像資訊進行

綜合分析，展現更強大智慧與應用潛力。因

此，為了應對未來，新加坡重新更新智慧國

家戰略。

新加坡 2024年 10月提出智慧國家 2.0

的願景，以生成式人工智慧為核心，將其視

為驅動社會與經濟變革的關鍵動力。該計畫

專注於三大核心目標：「成長」、「社區」

與「信任」4。

1.成長（Growth）：「成長」是推動核

心目標之一，意在幫助新加坡的企業和員工

透過科技突破極限，充分釋放潛力。人工智

慧的進步為經濟成長提供無限可能，政府投

入資源構建強大的 AI生態系統。例如投入

1.2億星幣（約 9,300萬美元）啟動「AI for 

Science」計畫，促進 AI技術在生物醫學與材

料科學等領域的跨學科應用，吸引全球領先

公司與研究機構來新加坡發展。目前，在新

加坡已有超過 150個人工智慧研發和產品團

隊，包括來自頂尖學府的專家參與其中。

2.社區（Community）：在智慧國家 2.0

中，社區的構建尤其重要。新加坡致力於負

責任地使用技術，促進協作與包容，讓科技

成為強化社會凝聚力的工具。政府關注數位

健康和網路安全。在智慧國家 2.0中，政府持

續探索新的方式，讓科技成為連結人心和增

強社區力量的橋樑。

3.信任（Trust）：成長和社區的發展需

要建立在穩固的信任基礎上。在智慧國家 2.0

的藍圖中，信任被視為推動科技發展的重要

支柱。隨著數位基礎設施成為現代社會運作

的核心，保障網路安全和系統韌性已成為不

可或缺環節。新加坡的目標是確保所有國民

都能在安全、可靠的數位環境中茁壯成長。

這種信任不僅來自於技術防禦，還來自於政

府對透明度和責任感的承諾，讓人們相信科

技是可靠且可以控制的。

新加坡與我國之數位轉型政策比較

一、國家數位化上位政策：智慧國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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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與我國皆致力於打造智慧國家，以

數位科技推動國家創新與永續發展。然而，兩

國在政策願景、目標重點與策略手法，展現出

不同的特色。以下將對新加坡智慧國家 2.0與

我國「智慧國家方案」5進行比較（見表 1），

探討兩國異同及對我國未來發展的啟示。

表1　新加坡智慧國家2.0與我國智慧國家方案對比

新加坡智慧國家2.0 臺灣智慧國家方案

啟動 2024年10月 2021年5月

願景
更加專注並更有效地利用科技來改變新加坡未來並共同
塑造我們的國家

2030實現創新、包容、永續之智慧國家

目標
成長：幫助我們成長的智慧國家
社區：讓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智慧國家
信任：我們可以信賴的智慧國家

數位基盤、數位創新、數位治理、數位包容

策略

1. 嘗試新方法並準備顛覆現有做事方式
2.  並非嘗試的一切都會成功，有些努力可能達不到預期
結果

3.  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必須有勇氣和正直來承認失
敗，從中學習並迅速轉向新的方法

4.  快速迭代、大膽創新的精神將推動我們在智慧國家旅
程中不斷前進

1.  基盤：建構高速、高效能、高信賴與全民近用之數位
社會基盤

2.  創新：營造高競爭力、高創新性、高多樣性及中小企
業轉型之數位經濟

3.  治理：達成高品質、高流通、高價值與創新敏捷之資
料治理楷模

4.  包容：形塑高感知、高包容、高理解及應用自如之數
位公民素質

資料來源： 作者整理；部分內容取材自新加坡智慧國家與數位政府辦公室（2024）。Goals of Smart Nation 2.0。https://www.

smartnation.gov.sg/goals-of-sn2/

我國智慧國家方案（2021-2025年）與新

加坡相比之下，以「2030實現創新、包容、

永續之智慧國家」為願景，強調社會整備與

數位轉型，設立「數位基盤」、「數位創新」、

「數位治理」及「數位包容」四大主軸。在

實現創新數位經濟的同時，更加注重政策的

整體性與數位生態的建設，致力創造廣泛包

容的數位社會。以下針對兩國政策核心差異

做說明：

1.生成式 AI與數位創新的應用：生成式

AI是新加坡智慧國家 2.0的關鍵驅動因素，

因此大力推動 AI研發與應用。同時，新加坡

積極促進跨領域合作，如將 AI與生物醫學、

材料科學等結合，以催生更多創新突破。相

較之下，我國智慧國家方案在 2021年提出，

因此未將生成式 AI明確列為核心技術，但

高度重視數位創新的產業化發展。透過推動

「5+2產業創新」與「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希望在全球數位經濟競爭占據一席之地。兩

國在技術應用重點上有所不同，但共同點在

於，都強調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並透過政

策支持促進數位技術的應用。

2.社會凝聚力與數位包容的實踐：新加

坡以「社區」為核心，致力促進社會凝聚力。

如，政府推動網路健康教育，提升民眾對數

位工具的正確使用意識，並對兒童與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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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更安全的線上環境。這些措施顯示新加

坡對數位科技影響社會層面的高度重視。我

國重要目標為促進數位包容，強調提升數位

生活服務的普及率及個人數位競爭力，期望

到 2025年，有 80%的民眾能熟練使用數位服

務，60%國民具備數位競爭力。與新加坡的

社會凝聚力目標不同，我國更注重數位科技

的廣泛普及，致力於消弭數位鴻溝，確保所

有民眾均能享受智慧國家建設帶來的便利與

機會。

3.信任與數位治理的建構：新加坡透過

法規與措施確保數位基礎設施的安全性與穩

定性，後續將於 2025年推出新「數位基礎設

施法案」，以因應數位相關的韌性與安全風

險。我國智慧國家方案則聚焦「數位治理」，

強調政策協調與資源整合。透過設立「智慧

國家推動小組」，實現政策規劃的系統化與

執行高效性。整體來說，兩國在策略與重點

上各有側重，如：新加坡推動過程勇於嘗試

新方法；我國則以全面性為導向，聚焦於數

位基盤的建設與經濟、社會的整體數位轉型。

二、 數位國家之重要措施：新加坡與我國

AI策略

新加坡「國家 AI策略 2.0」和「臺灣 AI

行動計畫 2.0」6，兩者不僅展現出對 AI發展

的高度重視，也體現不同國情下的願景和策

略取向（見表 2）。 

表2　新加坡國家AI策略2.0與臺灣AI行動計畫2.0對比

新加坡國家AI策略2.0 臺灣AI行動計畫2.0

啟動 2023年12月 2023年2月

願景
人工智慧促進公共利益，為了新加坡和全世界 以AI帶動產業轉型升級、以AI協助增進社會福祉、讓臺

灣成為全球AI新銳

目標

1.  卓越：新加坡將有所選擇地培育人工智慧領域的傑出
人才，以推動該領域發展並最大限度地創造價值

2.  賦權：新加坡將會培養個人、企業和社區充滿信心、
洞察力和信任地使用人工智慧

1.  促進我國AI國力躍進為目標，帶動產業轉型升級及增
進社會福祉為核心價值

2.  厚植我國AI技術與產業，普惠AI智慧應用，成為國際
信賴的AI合作夥伴

策略

以三個系統的十項因素為推動策略
1. 三個系統：活動驅動、人員與社群、基礎設施與環境
2.  十項推動因素：產業、政府、研究機構、人才、能
力、場域營造、運算、數據、可信任環境、思想和行
動領導者

以五項主軸行動計畫為推動策略
1. 人才優化與擴增 
2. 技術深耕與產業發展
3. 完善運作環境 
4. 提升國際影響力
5. 回應人文社會議題 

資料來源： 作者整理；部分內容取材自新加坡智慧國家與數位政府辦公室（2024）。National AI Strategy。https://www.smartnation.

gov.sg/nais/

新加坡國家 AI策略 2.0以解決重大全球

性挑戰為核心，將 AI應用聚焦於公共健康、

氣候變遷等議題，同時注重賦予個人與企業

面對 AI時代的能力。策略透過「從機遇到

必然」、「從在地到全球」、「從專案到系統」

三個轉變，力求推動 AI從點對點應用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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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化整合。同時，吸引頂尖研究人才提升

本地技術專業能力，以保持在全球保持競爭

力。

相比之下，臺灣 AI行動計畫 2.0聚焦於

「產業轉型升級」與「增進社會福祉」，強

調 AI技術對本地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及應對社

會重大挑戰的潛力。以 2023至 2026年為期，

計畫結合臺灣 5+2產業創新方案和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提出「以 AI帶動產業轉型、以 AI

促進包容福祉、以 AI成為全球信賴夥伴」願

景，並聚焦於五大主軸：人才優化、技術深耕、

產業發展、運作環境完善和國際影響力提升。

同時，臺灣積極推動 AI實證計畫，將 AI技

術應用於解決本地社會挑戰，如高齡化社會

問題和環境保護。

在 AI人才策略推動，新加坡透過提供高

端研究機會和技能提升計畫，吸引全球頂尖

人才並提升本地 AI專業技術能力。同時，透

過企業和勞動力社區的信任建設，推動 AI技

術的廣泛應用。臺灣則注重建立本地 AI人才

生態系統，提出人才優化與擴增的具體策略，

包括攬才計畫和留才措施，支持產業轉型需

求。此外，臺灣計畫中的「回應人文社會議

題」主軸，展現出 AI發展對人文關懷與社會

價值的重視，與以「增進全民福祉」為願景

的核心價值相呼應。

兩國於國際化與社會影響層面的策略各

有側重。新加坡透過與全球 AI創新網絡的合

作，試圖成為世界級 AI突破的核心推動者。

我國則以提升國際影響力為目標，提出要成

為全球信賴的 AI合作夥伴，透過 AI技術的

實證應用和社會福祉解決方案，樹立在國際

AI領域的信譽與價值觀導向。

新加坡經驗對我國發展AI策略啟示

本文從新加坡實施智慧國家與 AI措施之

經驗，從策略整合、人才培育、國際鏈結與

社會影響等四個面向，提出對我國推動智慧

國家措施之借鏡。

一、訂定明確願景與整合前瞻策略

新加坡在智慧國家發展過程，展現高度

的政策連續性與調適能力。從 2014年的「智

慧國家 1.0」到 2024年「智慧國家 2.0」，

新加坡以十年的時間逐步調整數位政策，從

基礎建設起步，逐漸深化到以生成式 AI為核

心的新戰略。透過法規如「數位基礎設施法

案」，新加坡在保障數位安全同時，提升民

眾對 AI技術的信任，促進科技創新與經濟

成長。相比之下，臺灣「智慧國家方案」於

2021年才核定執行，政策起步時間相較晚。

尤其是生成式 AI自 2022年迅速崛起，但未

被臺灣 AI行動計畫納入策略核心，顯示政策

對技術變化的反應相對遲緩。從新加坡經驗，

AI發展需要在政策上需具備前瞻與靈活性，

及時因應技術變革，以抓住全球科技競爭之

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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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資源投入與人才培育

新加坡在發展 AI的資源投入與人才培

育展現長遠佈局與創新思維。政府在「智慧

國家 2.0」啟動「AI for Science」計畫，促

進 AI技術的跨領域應用。此外，針對年輕一

代，新加坡從基礎教育入手，設計如「AI for 

Fun」的中小學課程，讓學生提早接觸 AI技

術，為未來的數位化勞動力打下基礎。顯示

新加坡在科技發展中對於人才戰略的重視。

而臺灣 AI行動計畫雖提出「人才優化與擴

增」的主軸，但在實際投入資源與系統性措

施仍顯不足。AI人才外流及中小學在數位教

育基礎的薄弱，成為制約臺灣 AI發展的重要

因素。未來可借鑒新加坡的經驗，從基礎教

育到高等研究進行全面佈局，結合國際攬才

政策，培養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本地 AI專業人

才。

三、提升全球視野與國際鏈結

新加坡 AI政策展現清晰的國際化方

向，積極引進國際科技企業與研究機構，如

OpenAI等世界級AI組織於當地設立辦公室，

顯示新加坡在經商環境、法治基礎與科技基

礎具國際吸引力；同時新加坡利用其地緣優

勢與多元文化背景，成為東協區域內科技合

作的核心節點。臺灣在國際鏈結方面，雖有

強大的半導體產業基礎，但在全球 AI生態系

中的角色相對有限。對此，臺灣應尋求與國

際頂尖 AI機構合作，提升自身在全球 AI生

態系的參與度。也借助臺灣在 AI硬體製造的

優勢，與國際軟體開發者形成互補，實現技

術與應用的雙重提升。

四、社會影響與數位治理

 新加坡在 AI發展中高度重視數位轉型

帶來的社會影響，特別是數位排斥與網路極

端化等問題。新加坡在智慧國家 2.0中，提出

透過數位技術促進社會凝聚力，並保證在數

位轉型過程不讓任何人被遺漏。至於我國智

慧國家方案雖然也提出數位包容目標，但實

際行動層面的落實力度仍需加強。例如：針

對偏鄉地區的數位資源普及、縮小數位鴻溝

及數位教育的公平性等議題，均需有更具體

的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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