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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1 屆第 2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全體委

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政府機關導入 AI

提升效能」，提出專題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 背景 

時值人工智慧（AI）快速發展的時代，如何運用最新的技

術提升政府運作效率，是本部時時刻刻都在思考的議題，

希望透過引入 AI，持續優化行政流程、提升公共服務品質，

同時減少人力成本；我們的目標是，讓科技為民眾服務，讓

政府的每一分努力，都能更加有力地推動社會進步。 

貳、 已完成的成果 

一、 訂定「衛生福利部使用雲端服務作業要點」，規範本部

同仁使用雲端服務辦理公務時之注意事項，確保軟體

之合理使用，並落實資訊安全，避免本部資料被不當

使用或外洩，保障個人隱私權益。 

二、 辦理「AI 繪圖工作坊」提升同仁 AI 繪圖技能，以及

辦理 AI 繪圖競賽，鼓勵同仁實際運用所學之 AI 繪圖

技能，以「人人可以變成 AI 藝術家」為主題，由參賽

者自由展現無限的創意想像，融合與本部衛政及社政

業務有關之元素進行創作，獲得熱烈迴響。 



三、 運用語音轉文字技術，將 1966 客服系統的語音諮詢內

容轉成通話逐字稿，縮短客服人員事後整理通聯摘要

的時間。 

四、 建置長期照顧計畫推薦模型，透過分析長照 2.0 服務

歷程資料，提供個別化、客製化處遇建議，輔助照管

員照顧計畫更符合服務對象不同照顧需求。已產出 5

組 AI 輔助決策模型並完成縣市小規模試辦，規劃導

入本部系統。 

五、 透過社工人身風險預警機制，提醒社工欲訪視案家之

情況，保護社工訪視時之人身安全。 

六、 運用老人保護 AI 風險預警模型，提前輔助判斷老人

受到暴力行為之可能性，輔助保護性社工進行老人案

家訪視，提前調整訪視內容與防範減少老人案家受暴

力之可能性。 

七、 肺癌是全國死因之首，國民健康署針對肺癌高風險族

群提供免費低劑量電腦斷層(簡稱 LDCT)篩檢，已在今

（113）年獲食藥署許可，運用 AI 輔助程式協助判讀，

偵測準確度達 9 成，極大幫助提升早期肺癌的篩檢效

率及正確率，提升全民健康。 

八、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以智慧醫療為主軸，集合 10 家合

作企業共同參與「2023 台灣醫療科技展」，並以整合



式智慧護理站、智慧病房、智慧藥局及行動整合 APP…

等主題，展現多項 AI 醫療與數位科技的運用。透過醫

療資訊系統(HIS)全面更新，採用整合式跨平台拋轉中

心匯集各系統間資料串接，加速推動智慧醫療發展，

透過 AR 實景、AI 智慧判讀、佈建全院室內定位系統、

自動化識別、自動傳輸監控生理數據…等技術，發揮

最大效能守護民眾健康。 

參、 規劃中專案 

一、 規劃導入 Teams 軟體：藉以提升公務通訊需求之安全

性，同時運用其線上會議逐字稿及 AI 綜整會議內容功

能，彌補會議空間不敷使用問題，並提升產出會議紀

錄之效率。 

二、 評估導入生成式 AI 工具：隨著 AI 技術逐漸成熟，如

能運用生成式 AI 工具，協助同仁進行報告產出、公文

撰寫、人工智能客服…等作業，將有助提升行政效能，

並提升民眾滿意度。 

三、 透過機器學習及大數據分析，建立自殺、傷人之風險

預警模型，輔助心衛社工訪視之個案心理狀態評估，

減少個案自殺及傷人之機率。 

四、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啟動慢性病風險管理「AI

醫療照護研究計畫」，借助 Google Cloud 強大多元的



AI 功能與 Google Health 的臨床專業知識，建構疾病

風險分級及預測模型開發，初期以糖尿病之疾病管理

優先試行，未來將逐步擴展至其他慢性疾病管理。並

將結合「大家醫計畫」，以創新模式建構以民眾為中心

的整合式全人健康照護。 

肆、 結語 

人工智慧的導入是新的挑戰，也可能為政府機關帶來了前

所未有的機會，我們將謹慎應對，透過持續的創新與合作，以確

保 AI 技術在公共服務領域發揮最大效益，為未來的智慧政府奠

定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