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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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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

獨資、合夥、有限合

夥事業或公司，並不

得為經濟部投資審議

司公告之陸資企業

申請公司非屬銀
行拒絕往來戶，
其淨值應為正值

1 2
計畫內編列之服務團及公告遴選之產業推動小組(SIG)合

作，且須完成產業推動小組(SIG)輔導諮詢單

3-1 
類別一

產業AI落地概念驗證

3-2
類別二

AI導入服務化驗證

具備之AI技術能力及服務化(PoS)驗證準備度。

鼓勵使用生成式AI技術，開發如：知識管理、影視音創作、

內容生成、產品設計、數位雙生系統等。

申請說明：

 本次公告之補助類別共計有「產業AI落地概念驗證」、「AI應用服務化驗證」兩種類別，申請業者僅可擇一類別申請
，不得同時申請兩類。

 申請業者須與計畫合作單位以及委外單位等，共同配合計畫內容參與AI應用技術開發。

 申請資格：

4/10(二)
中午12時收件

預計4月底-5月上旬
提案審查會議

預計5月中旬
審查結果公告

預計7月上旬
期中審查暨實地訪視

預計9月中旬
期末審查

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計畫網站
https://aisubsidy.tca.org.tw/

執行期間：
113年03月01日-113年09月30日

補助期間：
契約為113年03月01日-113年8月31日

計畫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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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新創業者

領域業者

資服業者

AI應用
服務化驗證

1.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2.中華機器人理財協會

3.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4.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

5.台灣區航太工業同業公會

6.台灣數位應用多媒體協會

7.社團法人台灣全球商貿運籌發展協會

8.社團法人台灣電子商務暨創業聯誼協會

9.社團法人台灣醫學資訊學會

10.社團法人台灣醫療影像資訊標準協會

113年產業推動小組(SIG)

產業AI落地
概念驗證

領域業者

資服業者推動小組
輔導

符合113年
產業藍圖
推動構想

申請業者資格
輔導單位 申請類別

推薦申請

3.符合AI技術應用導入、系統驗證與
試營運等服務驗證(POS)以上之成果
及後續商業化規劃

1. AI創新/前瞻性應用服務、平台或
產品導入AI產品服務或解決方案至2
家以上產業實際場域或應用

類
別
一

類
別
二

產業輔導服務團

北區服務團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中區服務團

(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南區服務團

(國立中山大學南區促進

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資服業者AI升級服務團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申請業者資格公協會(SIG)推動小組輔導單位

2. 鼓勵使用生成式AI技術提案

推薦申請



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說明

5

補助類別 補助對象 提案重點
政府補助
經費

類
別
一

產業AI落地
概念驗證

領域業者
資服業者

1. 針對產業發展或領域企業共通性AI技術需求，提供AI加值技術服務或解
決方案

2. 完成概念驗證(POC)以上之技術落地成果，及後續實際應用化規劃，以
推動產業AI化發展。

每案補助
上限150萬

類
別
二

AI應用
服務化驗證

AI新創業者
領域業者
資服業者

1. 提案企業本身具備之AI技術能力，後續應有明確之商品化與商業模式規
劃。

2. 提案企業應有明確的AI技術、應用目的與分階段推動之目標，並具備數
位化基礎與資訊軟硬體發展AI技術建構環境，且數據資料已有妥善蒐集、
紀錄、儲存與管理機制。

3. 提案企業規劃發展AI創新/前瞻性應用服務、平台或產品導入AI產品服務
或解決方案至2家(含)以上產業實際場域或應用。

4. 鼓勵使用生成式AI技術，開發如：知識管理、影視音創作、內容生成、
產品設計、數位雙生系統等。

5. 完成AI技術應用導入、系統驗證與試營運等服務驗證(POS)以上之成果，
及後續商業化規劃，實而達到AI技術擴散及實際應用效益。

每案補助
上限4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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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名稱

1
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申請書

（須提供公司大小章用印之版本）

2
提供臺灣票據交換所或銀行於計畫申請截止日之前一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以上文件須提供加蓋公司大小章用印之版本）

3

1.提供最近一年度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書，如無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則須提交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封面以及損益表、資

產負債表之掃描電子檔1份。

2.若公司於計畫申請當年度始登記成立者，得以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以及最近一期會計師期中查核核閱報告或申請前一個月之自編

財務報表代替。

3.若為新創未滿一年之公司，得以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最近一期「勞保繳費清單之投保人數」及申請公司之「違章欠稅查復表」代替。

4.如公司淨值原為負數且為近期增資，得以收件截止日前2個月內之「第三方會計師簽證電子掃描檔」替代。

（以上文件須提供加蓋公司大小章用印之版本）

4 產業推動小組(SIG)輔導諮詢單（須提供雙方用印之版本）

5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須提供公司大小章用印之版本）

6 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提案計畫書電子檔（WORD及PDF）

7 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提案審查簡報電子檔（PPT及PDF）

8 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提供同意書（須提供公司大小章用印之版本）

類別一 產業AI落地概念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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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名稱

1
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申請書

（須提供公司大小章用印之版本）

2
提供臺灣票據交換所或銀行於計畫申請截止日之前一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以上文件須提供加蓋公司大小章用印之版本）

3

1.提供最近一年度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書，如無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則須提交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封面以及損益表、資

產負債表之掃描電子檔1份。

2.若公司於計畫申請當年度始登記成立者，得以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以及最近一期會計師期中查核核閱報告或申請前一個月之自編

財務報表代替。

3.若為新創未滿一年之公司，得以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最近一期「勞保繳費清單之投保人數」及申請公司之「違章欠稅查復表」代替。

4.如公司淨值原為負數且為近期增資，得以收件截止日前2個月內之「第三方會計師簽證電子掃描檔」替代。

（以上文件須提供加蓋公司大小章用印之版本）

4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須提供公司大小章用印之版本）

5 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提案計畫書電子檔（WORD及PDF）

6 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提案審查簡報電子檔（PPT及PDF）

7 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提供同意書（須提供公司大小章用印之版本）

類別二 AI導入服務化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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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項目說明 配分

計畫內容

1. 產業背景與需求痛點
2. 導入AI應用之內容及情境說明
3. 導入AI之資料蒐集現況、整備度與使用方式
4. 演算法驗證、演算法評估與挑選
5. 計畫執行時程與推動方式
6. 資訊安全運作機制說明

50%

執行能力
1. 第三方AI新創公司、技術單位或專家於人工智慧經驗與專業度
2. 計畫分工與運作
3. 具專利或技術驗證證明之業者，以專利證明書為佐證

15%

計畫效益
1. 人工智慧導入之效益與驗證方式
2. 產值、導入及其他效益(包括增加營收、帶動投資額、專利項數等)

35%

類別一 產業AI落地概念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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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項目 項目說明 配分

計畫內容

1. 產業背景、需求痛點
2. 既有產品服務與市場相關產品比較(如：技術創新性說明及產品或服務加值AI

技術之必要性)。
3. AI演算法與模型、流程設計與導入說明。
4. 計畫執行時程與推動方式。
5. 資訊安全運作機制說明。
6. 行銷計畫。

50%

執行能力

1. 內部高階管理者參與、執行團隊專業性和內部資源配置。
2. 第三方AI公司、技術單位或專家於人工智慧經驗與專業度。
3. 具有專利或技術驗證證明之廠商，提交專利證明書做佐證。
4. 計畫分工與運作。
5. 提供參與服務驗證顧客，實際服務內容之營運流程。

15%

計畫效益

1. AI產品或應用服務產品規格書。
2. AI產品或應用服務之市場競爭力評估。
3. 商業化策略、商模分潤機制。
4. 計畫執行期間試營運1個月(含)以上(於期末審查須提供試營運報告)。
試營運報告內含：

(1)服務系統的驗證報告 (2)服務級別協定(SLA)自評結果(L1~L3等級) (3)產值、導入及其他效益(

包括增加營收、帶動投資額、專利項數等)。

35%

類別二 AI導入服務化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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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值效益 (以下四項為必要說明項目)

◆ 實際可導入家數

◆ 增加營收(新台幣 元)

◆ 帶動投資額(新台幣 元)

◆ 維持就業人數

類別一 產業AI落地概念驗證 類別二 AI導入服務化驗證

2. 導入效益(至少需選擇一項說明)

◆ 成本降低

◆ 提高良率

◆ 提升效率

◆ 降低存貨

◆ 其他導入效益

3. 其他效益(依實際狀況自由選填)

◆ 新增就業機會（新增就業人數）

◆ 成立新公司家數

◆ 發明專利項數

◆ 新型新式專利項數

◆ 國際合作項數

2. 導入效益(依實際狀況自由選填)

◆ 成本降低

◆ 提高良率

◆ 提升效率

◆ 降低存貨

◆ 其他導入效益

4.實質可衡量營運驗證指標(至少自列一
項說明)

◆ OOOOO
請說明本計畫導入後，實質可衡量營運驗證
指標。

1. 產值效益 (以下四項為必要說明項目)

◆ 實際可導入家數

◆ 增加營收(新台幣 元)

◆ 帶動投資額(新台幣 元)

◆ 維持就業人數

3.應用服務驗證指標(至少自列一項說明)

◆ OOOOO
請說明本計畫導入後，實質可衡量營運驗證
指標。

5. 其他效益(依實際狀況自由選填)

◆ 新增就業機會（新增就業人數）

◆ 成立新公司家數

◆ 發明專利項數

◆ 新型新式專利項數

◆ 國際合作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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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計編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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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款時間：

2. 經費編列注意事項：

3. 過案後核定經費調整原則：得依核定後政府補助款金額等比例下修廠商自籌款

通過提案審查

完成簽約

⇨上限為該案政府補助款核定數之30%

第一期款 簽約後撥付

完成計畫工作

期末審查

期末會計查核

⇨依實際計畫動支總經費及政府經費核實撥付

第二期款 通過期末審查及會計審核

政府補助款
(不得超過50%)

廠商自籌款
*推廣宣傳經費僅能編列於廠商自籌款，且

不得超過個案計畫總經費之10%

計畫總經費

資安經費佔總經
費7%(含)以上

舉例說明：政府補助款申請300萬+廠商自籌款300萬=計畫總經費600萬；如政府補助款核定為240萬，

受補助業者得依比例調整廠商自籌款為2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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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畫內會計編列原則之第一級科目（如人事費、業務費），其經費預算表編列後，不得流用，如經費預算
表需調整，須依執行期間計畫管理原則，辦理計畫變更，並經由主審或執行單位決議裁定之。

5. 受補助業者應於銀行新開立乙存帳戶或清空現有銀行乙存帳戶，做為政府補助款專戶之用。專戶係屬專款
專用，如有結餘與扣稅前孳息毛額，應全數繳交國庫。

6. 計畫申請業者若有引進無形資產，且該無形資產係由政府補助開發者，則該無形資產引進費不得編列於政
府補助款，僅得編列於廠商自籌款。

7. 補助業者應指定專責之會計人員（專、兼職皆可）負責計畫相關會計作業事宜，該人員須參與本計畫簽約
說明會。

8. 計畫內各會計科目之支出，應依年度預算之政府補助款及廠商自籌款合理分攤，核銷費用採未稅基礎，不
含營業稅。

9. 計畫內各項經費支出之憑證、發票等，其品名之填寫應完整，並與計畫書上所列一致，勿填列公司代號或
簡稱。

10. 如申請業者刻正執行或擬研提其他政府補助計畫，則員工在各計畫間投入人月數，須依據年度總人月數限
制規劃之，不得有人月數重複提報以致超過合理總人月數之情事。

11. 申請業者與其受委外或合作單位之合約期間若超出計畫查核期間時，其委託研究及勞務費或技術引進費須
提出經費分攤說明並予以合理分攤，申請業者不得將自產（製）或購買自代理軟體產品之成本列入核銷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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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科目 次級科目 說明 備註

人事費 薪資 因執行計畫所需，支付計畫人員之薪資。
*限申請業者
投保勞健保員
工

業務費

國內差旅費 計畫人員因執行計畫所需，而支出之國內外差旅費、短途車資。

委託研究、驗證及勞務費 為申請公司委託其他相關業者，提供服務或勞務所需支付之費用。

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消耗性器材及原材料費為執行計畫所需發生之耗材費用，惟不含模具、治具、夾具等屬固
定資產之設備及辦公所需事務性耗材。

設備使用費
專為執行本計畫所必須之機、儀器設備或軟體使用費，其計算方式以設備購置成本及使用
期間估算。

設備維護費
專為執行本計畫所必須之機、儀器設備，設備於保固期間內（至少以1年認定）不得編列維
護費。

技術引進費 技術引進費用係指購入技術智慧財產權授權金或權利金，但不含生產階段之生產報酬。

教育訓練費 教育訓練費需經審議會議核定後始得編列費用。

推廣宣傳費
AI應用技術及服務產品推廣、展示、行銷及各項業務宣導之印刷、場地、布置輸出、
租金（如:活動設備）、餐點費用等。

其他人事費 國內個人顧問每人月編列上限為新台幣2萬元。

其他業務費 執行補助計畫所需之業務推廣或直接發生之業務費用。

• 填寫經費表時請填未稅金額。

• 報支認列原則及經費查核應備資料，請詳閱申請須知會計編列原則與注意事項，以及《附件5》會計科目編列及報支認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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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網站及提案系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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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計畫網站及
提案系統

16

「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

業者提案系統

網址：https://ai.tca.org.tw/login.php

計畫最新消息、申請辦法、相關表單下載 業者提案申請資料、上傳提案計畫書、相關表單

「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

計畫網站

網址：https://aisubsidy.tca.org.tw/

https://ai.tca.org.tw/login.php
https://aisubsidy.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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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計畫網站及
提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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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系統操作流程

※請務必於04/10（三）中午12時前完成線上申請。

帳號申請
(填寫相關資料後，送出申
請後，即可立即登入)

管理區登入 提案申請 資料填寫

上傳相關文件 預覽/送出申請
完成

線上申請

1 2 3 4

6 7 8
預覽申請書後列印

(須用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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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計畫網站及
提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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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帳號申請：

1) 請至提案系統中，點選「帳號申請」，填寫相關資料。

2) 填寫完成後，按下存檔，即可完成帳號申請。

※過去曾申請本案之業者，仍須申請今年度新帳號；請留意一家公司僅能申請一組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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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計畫網站及
提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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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區登入：

1) 登入帳號 (註冊Email)與密碼。

2) 若忘記密碼，請按下方「忘記密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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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計畫網站及
提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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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案申請管理：

點選提案申請>修改，完成資料填寫

4.     資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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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計畫網站及
提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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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覽申請書：確認申請書資料無誤後，列印申請書，並用印公司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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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計畫網站及
提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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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傳文件：

1) 請依照格式上傳。

2)如文件須用印，請於用印完成後，上傳已用

印之掃描文件。

7.送出：送出後不得修改，計畫書、簡報將不得

抽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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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計畫網站及
提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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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線上申請

※請務必於04/10（三）中午12時前完成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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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計畫網站及
提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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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

★申請時間：

為公告日起至113年04月10日（三）中午12時止

系統將於截止時間自動關閉

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聯絡窗口
類別 地區 聯絡人 電話 email

類別一
產業AI落地
概念驗證

北區 林小姐 (02)2570-6337 分機9865 yui@mail.tca.org.tw

中區/南區 洪小姐 (02)2570-6337 分機9827 jenny_hung@mail.tca.org.tw

類別二
AI導入服務化驗證

高小姐 (02)2570-6337 分機9512 yvonnekao@mail.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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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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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一、申請資格

26

No. 類別 問題 回覆

一、關於計畫申請資格

1 共同性
請問如為外商在台分公司或子公司是否可以申
請？

須符合以下條件：
1. 研發能量在台灣
2. 合法登記

2 共同性
請問未立案登記的業者/場域，是否可以編入計
畫？

不行，合法立案場域為基本申請資格。

3 共同性 導入場域無法開放至案場實地訪視
如為有實際場域須至實地訪視；如為虛擬應用，
須以實際應用演示之執行狀況。

4 共同性 導入場域可否為台灣企業於國外設立之場域？
建議以台灣企業設立於台灣地區之場域為主，以
利實地訪視時確認執行狀況。

5 共同性 補助計畫之導入績效追蹤期？
依據本契約規定，有義務在本案結束後五年內，
配合提供後續營收績效等資訊，俾供瞭解相關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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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一、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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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類別 問題 回覆

一、關於計畫申請資格

6 類別一

非SIG會員或非符合AI導入服務化驗證資格的
廠商是否可以申請類別一產業AI落地概念驗證
補助？

請有意提類別一之廠商，以自身產業類型自行評
估適合的產業推動小組(SIG)並與其聯繫。

7 類別二

導入的兩個不同場域是否可為同一家企業？
如擴散場域為1家企業的2個不同場域(例如：同
一家公司的台北廠區&高雄廠區)是否可行？

本類別宗旨為應用的多元擴散性，建議導入不同
企業之場域為主，如為相同企業，請提出兩場域
導入AI應用差異性。

8 類別二
如導入場域無法同意與申請廠商簽屬合作相關
證明文件

因類別二申請條件為須導入2家以上之場域，為確
保提案廠商符合資格，須出具與導入場域合作之
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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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二、報名收件及計畫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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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類別 問題 回覆

二、關於報名收件及計畫書內容

1 共同性 補助專戶要新辦還是用現有的就可以？
受補助業者應於銀行新開立乙存帳戶或清空現有銀
行乙存帳戶，做為政府補助款專戶之用。

2 共同性 專款專用，請問是否需要繳交會計師簽證？
TCA今年委託會計師事務所統一查驗，出具報告，
無須業者個別提供簽證報告。

3 共同性
設備使用費需專為本計畫，請問是否需為新購？
還是現有的也可以？

現有亦可，須檢附設備購買證明，含日期、金額以
供查驗。

4 共同性 軟體、硬體經費核銷是否有比例上的限制？ 軟硬體僅能核銷攤提計畫執行期間。

5 共同性
計畫可以做到9/30，但經費只能請到8/31，請
問9月產生的相關費用要如何辦理？

因契約期程是到8/31，相關經費之日期認列僅到
8/31，可以於9/20前補齊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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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三、計畫審查及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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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類別 問題 回覆

三、關於計畫審查及驗收

1 共同性 預計會有幾次審查驗證流程？
預計包含提案審查會議(預計4月底-5月上旬)、期
中審查暨實際訪視(預計7月上旬)、期末審查(預計
9月中旬) 。

2 共同性
請問提案審查、期中審查暨實地訪視、期末審
查會如何辦理？

以書審+簡報審方式辦理為主

3 共同性 審查會需要親自去簡報嗎？
是，考量公司具有決策權的高階主管較有整體規畫
的權利，建議由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出席簡報，
以完整呈現計畫成果。

4 共同性 預計何時進行簽約？
提案審查後，通過廠商須依照委員意見、會計師建
議完成提案計畫書定稿，並經得委員、會計師核可
後，方可進行簽約流程。

5 共同性 是否會有實地訪查？
場勘、訪視這部分依照主辦單位或委員的需求來做
評估，如確定執行，會於期中審查或其他時段辦理
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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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四、計畫財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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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類別 問題 回覆

四、關於計畫財務

1 財務
【補助款專戶】孳息繳回後是否需要辦理補助款
專戶銷戶?

為避免造成受補助廠商銷戶作業困擾，不需要辦理補助款
專戶銷戶。但須需繳交存摺封面、補摺後的存摺內頁、銷
戶利息查詢單。

2 財務
【經費編列】會計編列人事費及業務費是否有比
例上限？

人事費與業務比例無上限，惟兩者比例差距過大時，審查
委員可能會提出疑問，建議編列相關經費時，應有合理緣
由。

3 財務

【人事費】公司負責人為計畫主持人，但負責人
本身沒有投勞健保，無法提供他本人的勞健保資
料，請問負責人是否可以被認列在人事費？

只要是公司正式登記資料、可公開查詢之負責人，薪資可
以正常核銷，請按照一般人事費核銷，提供相關文件即可。

4 財務
【人事費】提案計畫書時是否就需要人事費編列
完全精準？

提案金額要盡量精準，但補助金額可能因審查結果有所調
整，過案廠商可於簽約前進行經費編修。

5 財務
【設備採購】於契約期間進行設備採購，其攤提
金額認列期限？

設備採購攤提認列期間為契約期間契約為113年03月01日-
113年8月31日，但新購設備仍需驗收後才能開始計列設備
使用費。

6 財務 【軟體採購】是否可以一次性買斷方式採購？
本計畫未補助軟體採購支出，如計畫有買斷軟體需求，請
編列在設備使用費，並依照該軟體經濟耐用年限帳入無形
資產，按計畫使用情形按月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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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五、113年度徵案說明會提問

31

No. 類別 問題 回覆

五、113年度徵案說明會提問

1 財務
關於資安費用要達7%，是否可以委外資安業者
及購置資安設備的費用是否有上限比例。

申請廠商資安委外沒有問題，資安設備(軟硬體)請盡量使用
（臺製），如果資安設備經費超過50%，請合理性說明。

2 行政

個資保護法同意書，請問提案階段是否先簽一個
人就好? 如需要包含提案端，技術端，場域端所
有人嗎? 因為委外技術端一般不會查驗。

提案階段所提供之計畫人力，皆須簽名。委外廠商合作契
約需要附註個資法相關說明，即可不須請委外廠商簽名。

3 財務
請問為因應計畫需將原物料進行瑕疵加工，原物
料及加工費用是否可以銷核?

只要為此計畫需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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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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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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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產業AI落地實證與擴散申請作業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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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提案申請系統填寫完成後，

列印後用印。

❑ 用印後正本用印上傳至系統：

https://ai.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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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產業推動小組(SIG)輔導諮詢單

36

❑ 須於提案時檢附。

❑ 由產業推動小組（SIG）填寫完成

後，雙方須用印大小章。

❑ 用印後正本用印上傳至系統：

https://ai.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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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提供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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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於提案時檢附。

❑ 提案申請業者須告知
計畫內與會之相關業
者、人員，個資蒐集
相關事項。

❑ 親簽後正本用印上傳
至 系 統 ：
https://ai.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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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38

❑ 須於提案時檢附。

❑ 用印後正本用印上傳至系統：

https://ai.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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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訪視診斷與輔導，彙整訪談內容，並撰寫輔導
報告

◼ 合作辦理分享或座談會活動

◼ 研析產業生態相關資訊，擬製產業AI應用發展藍圖

◼ 促成補助案申請，跟進掌握廠商執行狀況，適時輔
導協助

*每案需上架技術模組或應用案例至AIHUB網站

◼ 協助廠商完善計畫報告內容及簡報、釐清及回覆委
員審查意見 (提案作業註1、期中報告、期末作業註2)

◼ 安排計畫相關活動，及不定期之數位部產業署會議
或訪視

◼ 彙整統計產業相關業者投入AI發展執行現況

◼ 執行各項推動成果報告與簡報

◼ 強化資訊弱勢公協會及其會員之輔導，設計提升機
制，包含從頭開始數位化、資料收集清埋等工作

服務團 SIG
◼ 遴選通過之產業AI化推動工作小組(SIG)須與所屬服務團
簽訂合作契約

◼ 提供20家可訪視診斷需求業者名單、陪同訪視診斷

◼ 辦理2場分享或座談會交流活動(每場須達10家業者出席)

◼ 提供產業生態鏈相關資訊，供製作產業發展藍圖使用

◼ 協助促成3~4案(以4案為上限)，推薦廠商產業AI落地實
證與擴散申請作業提案、跟進掌握廠商執行狀況

◼ 協助廠商完善計畫報告內容及簡報、釐清及回覆委員審
查意見 (提案作業註1、期中報告、期末作業註2)

◼ 協助廠商安排實地訪視，展示成果亮點

◼ 協助調查產業相關業者投入AI發展執行現況

◼ 參與計畫相關活動

◼ 執行各項推動成果報告與簡報

註1: 提案作業-針對委員提出之AI技術應用重點、資料蒐集、AI演算法說明、產業具體效益等層面協助
註2: 期末作業-針對委員提出之查核點文件內容過於簡略、KPI不符或實際導入成效未說明清楚等層面協助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