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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簡述： 

        本研習活動課程，「數位化發展到數位優化-智慧生產」兼顧理論與實務案例，從物聯網及雲端運算

技術基礎，導入工業4.0生產系統設備軟硬體虛實整合，將虛實整合的數據整合、清理及轉換，運用數據分

析不同透過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的方法，提升生產效益的智慧生產模式，課程結合相關專業領域產官學專

家及運用本校先進智能即時生產示範工廠生產系統相關場域及企業實例參訪見習，透過書中學、做中學、

玩中學及遊中學培育學員共同參與研習。本課程分為兩階段，分述如下： 

第一階段數位化基礎研習(為期二周)： 

(1) 概念-數位化與數位優化導論、應用、現況、鏈結與案例：介紹數位化與數位優化的基本概念與實踐 

方法。企業必須朝向生產自動化與資訊數位化，本課程將引導學生深入瞭解數位化的意義、價值和挑

戰，以及如何將數位化應用於不同領域的優化和創新。透過技術架構、深度學習、案例分析，培養學

員在數位化和智慧生產的專業知識。透過產官學專家在業(學)界經驗讓學員瞭解如何在產業中改善數

位優化運作模式，進而讓企業可以達到生產效率、降低成本。 

(2) 物聯網-Scratch 視覺化程式設計語言運用與實作：介紹 Scratch視覺化程式設計語言的基礎知識和應 

用，藉由程式設計的基本概念瞭解以拼圖式的程式積木，讓學員學習如何使用 Scratch 的程式語言並

運用所學知識和技巧，了解軟硬體系統整合邏輯。 

(3) 物聯網-Python 感測器運用與實作：介紹 Python 程式語言進行感測器應用和實作的基礎知識和技能， 

從軟硬體基本原理，到以資料擷取儀器將電訊號進行顯示或分析，讓學員從未接觸此類實際操作，能

帶給學員深入培養產業數位化物聯網能力。 

(4) 物聯網-智慧生產系統實作：以樹梅派、D1 MINI做為教學，讓學員實作體驗以樹梅派導入自動化設 

備後，能將各設備的數據進行整合，結合程式語言，進而瞭解產線的運作。 

(5) 物聯網-智慧生產系統實作案例：數智轉型邁向產業運用人工智慧生產，本課程將從探討產業變遷趨 

勢，找出企業所面臨的挑戰，瞭解企業如何鼓勵創新、創業家精神等轉化為推動內部創業精神、創新

動力，學習創新問題進而解決方法。特別是南亞塑膠運用物聯網及雲端運算，提出一站購足的觀念，

建立連結台北戰情中心的塑膠加工製品雲端網絡商城，提供消費者運用移動式載具或電腦等裝置即可

進入雲端網絡商城選購所需商品。 

(6) 雲端運算-數位化 BI基礎與應用：從案例透過四層架構(A)資料層(B)應用層(C)展示層(D)執行層為基 

礎，將企業多元的資料來源進行異質整合，嚴控權限，提供多樣的報表、儀錶板、多維度分析等模組，

方便使用者即時資訊瀏覽、閱讀或編輯，進而數據分析與決策應用。 

(7) 雲端運算-概念與架構與實務案例：提供產業雲端運算架構與產業應用實務案例，包括介紹支撐用戶 

相應的基礎建議服務 IaaS，在基礎建設上提供用戶作業系統、相關開發工具與程式及執行環境的PaaS，

以及軟體本身服務的 SaaS。 

(8) 雲端運算-MIMS 概念及運用：以行動化理念為基礎，不僅可於電腦設備，更能運用行動裝置 APP 作 

為運作載具，提供雲端的智慧營運平台，真正落實企業所需的「MES+ERP 管理」，具備與其他企業

系統差異性，並同時降低學習成本讓學員快速上手。 

(9) 虛實整合基礎-智慧工廠介紹：以物聯網及雲端運算技術為基礎，運用 Python 課程所學能力，有別 

於傳統產業機台間接存取方式，透過 UA Expert 軟體連線擷取射出成型機械台工業4.0的節點相關生

產資訊，以提供企業MES+ERP 系統決策所需資訊，如機台生產產量及預估交期時間等。 

第二階段數智生產應用研習(為期二周)： 

(1) 虛實整合-塑膠射出供料系統與實務操作： 塑膠原料生產前由於塑膠原料具親水性而造成成型品質不 

佳。生產前需依材質物性設定供料系統定溫及定時於烘料筒烘料，透過自動化設定，供料系統可達到

全自動化作業，供料給射出成型機生產達成交貨期程並提升作業品質兼顧降低人工作業成本，在課程

中讓學員了解基礎概念並實務操作。 

(2) 虛實整合-機器手應用(Harmo/UR)：介紹機械手臂在產業自動化的應用，前者 Harmo機械手直角座標

型，課程教授與射出成型機的整合，以提供塑膠成品從模具成型後開模自動化取出，以利後續產品分

穴品質檢驗與管理；後者 UR 機械手為關節型人機協作機器手，可用於製造業或服務業取代重複、辛



苦及危險的工作，因具人機協作，所需設備空間更能有效運用，並達到精準、全時的作業優勢，提高

企業生產效益。 

(3) 虛實整合- AMHS 自動化物流搬運系統：介紹自動化物料搬送系統(AMHS)對企業所帶來的影響力， 

無論是產品運輸排程的改進或派車裝載的路線，AMHS 的規劃都直接影響產出量以及生產週期，課程

邀請業界資深經理分享實務案例。 

(4) AI模型與智慧工廠案例：介紹案例公司產品導入 AI模型所需之(1)硬體有工業4.0所需通訊微波元件、 

電子轉換器、電子整流器、智慧卡（IC 卡、SIM 卡）、電磁閥、電子標籤等；(2)軟體則涵蓋電腦程

式設計、修改、測試及維護，如作業系統程式、應用程式（APP）、套裝程式、韌體、安全監控程式、

區塊鏈技術等整合的應用。 

(5) 虛實整合-Chat GPT： Chat GPT 為許多產業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革新，不僅是一款文本生成工具，它 

可以根據用戶者提供的資訊，快速給予相關建議及資訊，在深度學習技術生成自然文本下與用戶者進

行對話，然而對話過程中不斷學習與優化自己的回答，讓通訊變得更加便利。 

(6) 大數據分析-物流最佳化研究與應用：全球的城市物流因為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物流業配送的最後 

一哩路問題，已經成為重要議題。課程提供所發展出運用大數據分析結合改良型的模擬退火法，分享

不同樣態的宅配給合智慧櫃的車輛運送問題，提出選擇多智慧櫃之車輛途程決策，並兼顧減碳永續環

境的理念。提供研究物流最佳化理論及運用參考。 

(7) 大數據分析-運用類神經元透過細分類、群集特徵、取樣匹配等提取類別特徵的方法，在完成屬性資 

料於自組織特徵映射神經網路的訓練後，進而在自組織特徵映射圖中歸納出類神經元的群聚，再以油

氣井的地層標定匹配各個類神經元群聚，識別出目標儲集層所關聯的群聚與類神經元，最後提取適當

的類神經元將目標儲集層的分布特性描述出來，作為油藏評估與探井選址大數據分析決策參考。 

(8) 大數據分析- AI智慧影像辨識應用：本課程運用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方法，分享智慧瑕疵偵測、分 

類與辨識技術重要性及運用。透過課程讓學員於實作過程中瞭解瑕疵分類與影像辨識方法。 

(9) 智慧生產產業巡禮：鏈結數位化與數位優化-智慧生產的相關產業公司特別是宗瑋工業「博士廠」、 

圓展科技的全球智慧與互動式教育及智慧辦公室解決方案及工研院智慧製造技術驗證場域提供 MES、

ERP、APS 等智慧製造解決方案，提供中小企業從機械化、半自動化、自動化、彈性化到智慧化等各

階段的數位轉型服務。 

(10) 智慧生產未來趨勢：本課程將從探討產業變遷趨勢，找出企業所面臨的挑戰，瞭解企業如何鼓勵創新、

創業家精神等轉化為推動內部創業精神、創新動力，學習創新問題解決方法，並透過學員討論，瞭解

大企業在企業智能生產的成功典範。 

(11) 智慧生產發展及交流：本課程為提昇學員學習成效，考評學員(a)課程學習心得與建議；(b)參與樹梅

派、D1 mini 整合運用的成果感想；(c)未來專業教學關聯，以及整體課程建議，以精進研習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