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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職能基準 

AI 應用規劃師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代碼 SMS2512-002v1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AI 應用規劃師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科學、技術、工程、數學／數學及科學 職類別代碼 SMS 

職業別 資訊及通訊專業人員／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師 職業別代碼 2512 

行業別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資訊服務業 行業別代碼 J63 

工作描述 

了解 AI 工具的特性及具備使用經驗，以協助企業規劃與推動 AI 技術或工具導入，根據企業部門業務需求，評估並選擇

適合的 AI 工具或解決方案，應用於內部流程或產品生命週期。整合跨部門團隊，共同制定與執行 AI 導入計畫，進行開

發、部署及後續優化。 

基準級別 5 

 

主要 

職責 

工作 

任務 

工作 

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T1 評估

與 分 析 

AI 技術 

T1.1  

掌握 AI

技 術 發

展 及 應

用趨勢 

O1.1.1 

AI 技術

趨 勢 分

析報告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估AI技術發展趨

勢，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性。 

4 K01 AI 技術基本原理 

K02 AI 應用場景知識 

K03 市場研究與分析方法 

K04 資料庫原理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6 商業智慧概論 

S01 資料蒐集能力 

S02 產業趨勢分析能力 

S03 技術評估與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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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職責 

工作 

任務 

工作 

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T1.2  

掌 握 目

標 並 確

立需求 

O1.2.1 

需 求 訪

談 紀 錄

文件 

P1.2.1依據單位營運目標，掌握高階決

策者意見，蒐集跨部門產品、流

程、或執行痛點，聚焦 AI 應用發

展需求。 

4 K01 AI 技術基本原理 

K02 AI 應用場景知識 

K07 企業管理知識 

K08 專案管理知識 

S04 需求分析能力 

S05 問題解決能力 

S06 協調溝通能力 

S07 專案管理能力（含時間

管理、資源分配、風險應對

與 KPI 監控等） 

T1.3  

評 估 應

用 或 發

展效益 

O1.3.1 

導 入 評

估 分 析

報 告 或

資料表 

O1.3.2 

風 險 評

估 報 告

或文件 

P1.3.1根據目標與需求，運用各類分析

方法（如 SWOT、五力分析、資

料統計分析等） ，進行 AI 技術

應用或發展之優勢、劣勢與限

制、商業效益及識別風險等評

估，並向經營管理者說明分析結

果，從而選擇適合的應用或發展

項目範疇。 

P1.3.2針對已選擇之 AI 技術、工具或解

決方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用效

果並適時調整AI技術發展方案，

以提升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效

益。 

5 K03 市場研究與分析方法 

K04 資料庫原理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6 商業智慧概論 

K09 人工智慧概論（含鑑別

式與生成式 AI） 

K10 AI 治理概念（含倫理、

偏見防範等） 

K11 資料處理與分析概念 

K12 風險管理概念（含 AI

技術、模型偏見、法律合規

等） 

K13 資訊安全概念 

S03 技術評估與分析能力 

S05 問題解決能力 

S08 資料整合與分析能力 

S09 資料視覺化能力 

S10 AI 技術/工具應用能力 

S11 實驗設計與分析能力 

T2 提出

AI 應用

T2.1  

制定 AI

O2.1.1 

AI 技術

P2.1.1依評估決定後確定之AI應用發展

項目範疇及目標，進行跨部門溝

5 K02 AI 應用場景知識 

K05 機器學習概論 

S03 技術評估與分析能力 

S05 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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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職責 

工作 

任務 

工作 

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策 略 及

建議 

技 術 應

用 發 展

計畫 

應 用 或

發 展 專

案建議 /

計畫書 

通與協調，制定詳細的 AI 技術

應用或發展專案計畫，涵蓋時程

表、人力資源規劃、資源分配、

風險應對策略與管理，並確保計

畫的可行性，滿足組織需求。 

K08 專案管理知識 

K14敏捷管理開發方法 

K09 人工智慧概論（含鑑別

式與生成式 AI） 

K12 風險管理概念（含 AI

技術、模型偏見、法律合規

等） 

S06 協調溝通能力 

S07 專案管理能力（含時間

管理、資源分配、風險應對

與 KPI 監控等） 

S12專案管理工具使用能力 

S13 報告與規範撰寫能力 

S14 效益評估能力 

S15 系統思維與設計能力 

T2.2  

制定 AI

技 術 應

用規範 

O2.2.1 

AI 應用

發 展 管

理章程 

O2.2.2 

AI 技術

規 範 準

則 

P2.2.1參考國內外 AI 應用發展規範，並

摘錄適用內容，撰寫組織 AI 技

術規範準則，經取得經營管理者

同意後發佈實施。 

4 K09 人工智慧概論（含鑑別

式與生成式 AI） 

K10 AI 治理概念（含倫

理、偏見防範等） 

K15 AI 準則與規範知識 

S01 資料蒐集能力 

S06 協調溝通能力 

S13 報告與規範撰寫能力 

 

T3 負 責

AI 應用

開 發 與

部 署 規

劃 

T3.1  

協 調 開

發 資 源

並 制 定

AI 應用

O3.1.1 

AI 應用

開 發 計

畫書 

P3.1.1 有效協調內部和外部資源，制定

明確的開發計畫，分配適當的開

發資源，確保專案如期展開。 

5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8 專案管理知識 

K09 人工智慧概論（含鑑別

式與生成式 AI） 

S03 技術評估與分析能力 

S05 問題解決能力 

S06 協調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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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職責 

工作 

任務 

工作 

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開 發 計

畫 

S07 專案管理能力（含時

間管理、資源分配、風險

應對與 KPI 監控等） 

S10 AI 技術/工具應用能力 

S13 報告與規範撰寫能力 

S14 效益評估能力 

S15 系統思維與設計能力 

T3.2  

監 控 開

發 進 度

與 解 決

技 術 問

題 

O3.2.1 

開 發 進

度報告 

P3.2.1持續監控開發進度，能發現並解

決開發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確保

專案按計劃推進，並提供解決方

案以應對各種技術挑戰。 

5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8 專案管理知識 

K09 人工智慧概論（含鑑

別式與生成式 AI） 

K11 資料處理與分析概念 

K12 風險管理概念（含 AI

技術、模型偏見、法律合

規等） 

K14 敏捷管理開發方法 

S03 技術評估與分析能力 

S05 問題解決能力 

S06 協調溝通能力 

S07 專案管理能力（含時

間管理、資源分配、風險

應對與 KPI 監控等） 

S10 AI 技術/工具應用能力 

S16 程式語言能力 

T3.3  

確保 AI

應 用 部

署 與 系

統整合 

O3.3.1 

技 術 部

署 方 案

或 系 統

整 合 報

告 

P3.3.1將 AI 應用開發與現有系統整合，

及確保技術部署過程順利進行，

並能與開發人員共同處理部署

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系統整合問

題。 

5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8 專案管理知識 

K09 人工智慧概論（含鑑

別式與生成式 AI） 

K11 資料處理與分析概念 

S03 技術評估與分析能力 

S05 問題解決能力 

S06 協調溝通能力 

S07 專案管理能力（含時

間管理、資源分配、風險

應對與 KPI 監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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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職責 

工作 

任務 

工作 

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K12 風險管理概念（含 AI

技術、模型偏見、法律合

規等） 

K16 軟硬體架構知識 

K17 系統整合方法 

K18 技術部署流程知識 

K19 效能分析方法 

S10 AI 技術/工具應用能力 

S16 程式語言能力 

S17 系統整合能力 

S18 技術部署能力 

S19 整合測試能力 

T4 執 行

AI 應用

發 展 與

持 續 優

化 

T4.1  

執 行 與

管理 AI

專案 

O4.1.1 

AI 技術

應 用 或

發 展 專

案 工 作

分解表 

O4.1.2 

AI 技術

應 用 發

展 專 案

報告 

O4.1.3 

AI 技術

應 用 發

P4.1.1根據 AI 技術應用發展計畫，協調

整合內部團隊和外部供應商，建

立工作分解結構（WBS），以系統

化思維推動專案計畫，協助組織

成員了解並操作 AI 技術，促進

應用發展的落實。 

P4.1.2持續追蹤AI應用發展專案的執行

進度與成果，確保其與原定計畫

一致，並確認效能提升率、準確

率、人工成本降低等 AI 應用發

展指標之達成情形。 

5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7 企業管理知識 

K08 專案管理知識 

K09 人工智慧概論（含鑑

別式與生成式 AI） 

K10 AI 治理概念（含倫

理、偏見防範等） 

K12 風險管理概念（含 AI

技術、模型偏見、法律合

規等） 

K13 資訊安全概念 

K15 AI 準則與規範知識 

K20 人力資源管理概念 

S03 技術評估與分析能力 

S05 問題解決能力 

S06 協調溝通能力 

S07 專案管理能力（含時

間管理、資源分配、風險

應對與 KPI 監控等） 

S10 AI 技術/工具應用能力 

S13 報告與規範撰寫能力 

S15 系統思維與設計能力 

S20 成本效益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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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職責 

工作 

任務 

工作 

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 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 技能） 

展 專 案

成 效 報

告 

T4.2  

持 續 精

進 與 優

化 

O4.2.1 

定 期 評

估報告 

P4.2.1 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

新發展，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議，以滿足

組織需求。 

5 K09人工智慧概論（含鑑別

式與生成式 AI） 

K10 AI 治理概念（含倫

理、偏見防範等） 

K12 風險管理概念（含 AI

技術、模型偏見、法律合

規等） 

K13 資訊安全概念 

K15 AI 準則與規範知識 

S02 產業趨勢分析能力 

S03 技術評估與分析能力

S04 需求分析能力 

S08 資料整合與分析能力 

S10 AI 技術/工具應用能力 

S14 效益評估能力 

 

職能內涵（A=attitude 態度） 

A01 主動積極 ：不需他人指示或要求能自動自發做事，面臨問題立即採取行動加以解決，且為達目標願意主動承擔額外責任。 

A02 自我管理：設立定義明確且實際可行的個人目標；對於及時完成任務展現高度進取、努力、承諾及負責任的行為。 

A03 應對不確定性：當狀況不明或問題不夠具體的情況下，能在必要時採取行動，以有效釐清模糊不清的態勢，完成任務。 

A04 謹慎細心：對於任務的執行過程，能謹慎考量及處理所有細節，精確地檢視每個程序，並持續對其保持高度關注。 

A05 追求卓越：會為自己設定具挑戰性的工作目標並全力以赴，願意主動投注心力達成或超越既定目標，不斷尋求突破。 

A06 風險管理：因應選制定的方案之優劣勢，進行專案風險評估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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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補充事項 

⚫ T3屬擔任技術開發者所需之工作職責。 

⚫ 建議擔任此職類/職業之學歷/經歷/或能力條件：（建議具體以下至少1項） 

• 大專以上畢業或同等學力。 

• 具1年以上從事演算法設計、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商業智慧等技術應用的工作經驗。 

• 具3年以上程式開發或專案管理經驗，並曾參與大型專案及具協助專案管理經驗。 

• 擔任主管職務1年以上。 

• 了解 no code/ low code、chatGTP、生成式工具。 

• 此項職能基準範圍為跨產業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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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I應用規劃師能力鑑定 

 

依據國發會「人工智慧應用服務產業 2024-2026 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查報告」，與經濟部產業發

展署「產業創新人才加值推動計畫」訪談調查，經綜整分析，我國產業對於 AI 人才的需求，主要可

分為基礎應用、開發實務及規劃架構等三類型人才，其中基礎應用人才為運用 AI 提升生產力，並能

夠善用工具找到對的問題，跨部門協調並推動 AI 技術的導入與應用於日常工作中；開發實務人才主

責 AI 相關開發任務，以落實 AI 技術應用；規劃架構人才主責制定 AI 技術導入與應用架構規劃，以

確保技術應用合規與長期效益。 

 

為因應 AI 產業發展趨勢及專業人才需求，依據「AI 應用規劃師」職能基準及產業 AI 人才能力

需求，規劃「AI 應用規劃師」能力鑑定制度，並分別定義出初、中、高級能力鑑定的定位與對應能力

表現，如下表 1。 

表 1 AI 應用規劃師能力鑑定制度 

能力

鑑定 
初級（Associate） 中級（Specialist） 高級（Expert） 

定位 基礎應用者 開發實務者 規劃架構者 

目標

對象 

1. 對 AI 應用與規劃議題有

興趣 

2. 熟悉 AI 工具導入日常工

作者 

1. 具資通訊相關技術能力者 

2. 具備 AI 相關軟硬體開發

經驗，曾參與企業 AI 應用

專案的導入開發與實施的

人員 

1. 具資通訊相關技術能力者 

2. 具備 AI 相關軟硬體開發

經驗，曾參與企業 AI 應用

專案的導入開發與實施的

人員 

能力

表現 

可掌握AI基礎技術和使用工

具，進行初步資料處理，參與

基礎 AI 應用工作 

可落實 AI 技術的應用，進行

AI 工具或技術導入開發、設

計等 

可制定AI技術導入與應用架

構規劃，確保技術應用合規

性與長期效益 

 
為協助大專校院或相關培訓單位能夠更加聚焦培育產業所需的 AI 應用人才，特提供「AI 應用規

劃師」初級與中級課程規劃書，作為能力鑑定培訓的參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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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初級課程規劃 

(一) 課程規劃 

課程

目的 

經濟部為培育產業升級轉型所需的AI應用專業人才，邀集產官學研多位專家，完成AI

應用規劃師能力鑑定制度規劃並辦理考試，期透過考試引導教學，促進產學接軌。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員掌握AI應用規劃師所需之關鍵能力，課程內容涵蓋iPAS AI應用

規劃師關鍵能力、鑑定重點、輔助教材說明等，以增進學員對AI技術的知識與實務應用能

力、培養即戰力，為學員在AI相關領域奠定堅實基礎。 

課程

對象 

■有意報考iPAS AI應用規劃師能力鑑定之人員 

■從事AI應用規劃相關職務之人員 

■有意了解AI應用與規劃之人員 

課程

目標/ 

效益 

■習得AI基礎概論與原理、生成式AI應用規劃實務等專業知識 

■促進參與者能了解產業實務需求以及本鑑定規劃方向 

□其他：   

課程

內容 

■鑑定考試重要內容說明 

□實作考科示範 

□鑑定項目產業新知及實務技術分享 

□其他：   

課程

模組 

■科目1：人工智慧基礎概論 

■科目2：生成式AI應用與規劃 

課程

時數 
40小時 

課程

活動

議程

規劃 

內容說明： 

課程(Curriculum)：特定學程(Program)項下，依時間別，對象別，難易度，傳授交付的型

態，或其他市場機能考量等不同構面定義的特定學習內容。 

模組(Module)：以Curriculum所定義範圍，依學習順序，內容特性，或難易度等不同構面

切割而成的模組學習單位。 

單元(Unit)：每一教學模組中所涵蓋的教學主題，依據內容與教學長度劃分而成之學習單

位。據此可排定每年度之訓練課題。 

教學活動設計：含講授法、小組討論、個案研討、遊戲教學(模擬競賽)、角色扮演、技

巧演練、實際操作、CD/錄影帶教學、遠距操作(Remote-Lab) 、自學教材、觀摩教學、實

地考察、心得報告、多媒體輔助數位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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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活動

議程

規劃 

課程地圖： 

課程   課程模組  課程單元 

       

課程 

名稱 
時數 模組名稱 時數 

 單元名稱 時數 

AI
應 
用 
規 
劃 
師 
︵  
初  
級  
︶  

40 

人工智慧基礎概論 22 

 
人工智慧基礎概念與演進 4 

 
資料基本概念與分析 6 

 
機器學習基本原理 6 

 鑑別式 AI 與生成式 AI 原

理與應用 
6 

生成式 AI 應用與規

劃 
18 

 No Code / Low Code 的基

本概念 
6 

 生成式 AI 應用領域與常見

工具 
6 

   
生成式 AI 導入評估與規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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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設計 

依據 AI 應用規劃師職能基準中的主要職責，包含評估與分析 AI 技術、提出 AI 應用策略及建議、

負責 AI 應用開發與部署規劃及執行 AI 應用發展與持續優化，針對非技術開發相關的職能，結合對

應的工作任務與行為指標進行課程規劃並設計教學目標，教學訓練目標與職能內涵如下表 2。 

 

表 2 教學訓練目標與職能內涵 

課程教學訓練目標 引用/分析職能內涵 

課程單元  教學/訓練 

目標 
對應行為指標 知識(K) 技能(S) 

名稱 職能
級別 

人工智慧

基礎概念

與演進 

3 

能掌握人工智

慧的基本概念

與應用領域，瞭

解人工智慧的

定義、基本理論

和核心目標，及

AI技術在隱私、

安全性與倫理

層面可能面臨

的挑戰。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4.2.1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新發展，

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

議，以滿足組織需求。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0 AI 治理概念（含

倫理、偏見防範等）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K13 資訊安全概念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2 產業趨勢分

析能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資料基本

概念與分

析 

4 

具備基本的資

料處理知識，包

括資料收集、清

洗、分析和視覺

化等過程，並能

夠理解資料在

AI 模型中扮演

的角色與作用。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3.2.1持續監控開發進

度，能發現並解決開發

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確

保專案按計劃推進，並

提供解決方案以應對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4 資料庫原理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1 資料處理與分

析概念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8 資料整合與

分析能力 

S09 資料視覺化

能力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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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訓練目標 引用/分析職能內涵 

課程單元  教學/訓練 

目標 
對應行為指標 知識(K) 技能(S) 

名稱 職能
級別 

各種技術挑戰。 

機器學習

基本原理 
4 

理解機器學習

的基本原理及

其在 AI 中的作

用，並熟悉常見

的機器學習方

法及其應用。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3.2.1持續監控開發進

度，能發現並解決開發

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確

保專案按計劃推進，並

提供解決方案以應對

各種技術挑戰。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8 資料整合與

分析能力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鑑別式 AI

與生成式

AI 原理與

應用 

4 

能夠區分鑑別

式 AI 和生成式

AI的特性，並理

解生成式 AI 的

概念、基本原理

及其相關應用。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4.2.1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新發展，

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

議，以滿足組織需求。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K15 AI準則與規範知

識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2 產業趨勢分

析能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S15 系統思維與

設計能力 

No Code / 4 理解 No Code /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K01 AI 技術基本原 S01 資料蒐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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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訓練目標 引用/分析職能內涵 

課程單元  教學/訓練 

目標 
對應行為指標 知識(K) 技能(S) 

名稱 職能
級別 

Low Code

的基本概

念 

Low Code 工具

的基本概念與

應用，掌握其在

生成式 AI 應用

中的功用和優

勢，並能運用工

具進行 AI 解決

方案的設計與

測試。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3.2.1持續監控開發進

度，能發現並解決開發

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確

保專案按計劃推進，並

提供解決方案以應對

各種技術挑戰。 

P4.2.1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新發展，

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

議，以滿足組織需求。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6 商業智慧概論 

K08 專案管理知識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3 資訊安全概念 

K18 技術部署流程

知識 

K19 效能分析方法 

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4 需求分析能

力 

S05 問題解決能

力 

S07 專案管理能

力（含時間管理、

資源分配、風險

應對與 KPI 監控

等）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S14 效益評估能

力 

S15 系統思維與

設計能力 

S20 成本效益分

析能力 

生成式 AI

應用領域

與常見工

具 

4 

熟悉生成式 AI

常見工具的基

本操作，瞭解其

應用領域及適

用場景，能有效

選擇與應用。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4.2.1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新發展，

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3 市場研究與分

析方法 

K07 企業管理知識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K13 資訊安全概念 

K15 AI準則與規範知

識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2 產業趨勢分

析能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4 需求分析能

力 

S05 問題解決能

力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S14 效益評估能

力 

S15 系統思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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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訓練目標 引用/分析職能內涵 

課程單元  教學/訓練 

目標 
對應行為指標 知識(K) 技能(S) 

名稱 職能
級別 

議，以滿足組織需求。 K18 技術部署流程

知識 

K19 效能分析方法 

設計能力 

S20 成本效益分

析能力 

生成式 AI

導入評估

與規劃 

5 

掌握生成式 AI

導入的初步規

劃要領，包含需

求確認、資源分

配及試用測試

等步驟。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2.1依據單位營運目

標，掌握高階決策者意

見，蒐集跨部門產品、

流程、或執行痛點，聚

焦 AI 應用發展需求。 

P1.3.1 根據目標與需

求，運用各類分析方法

（如 SWOT、五力分

析、資料統計分析等），

進行 AI 技術應用或發

展之優勢、劣勢與限

制、商業效益及識別風

險等評估，並向經營管

理者說明分析結果，從

而選擇適合的應用或

發展項目範疇。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2.1.1依評估決定後確

定之 AI 應用發展項目

範疇及目標，進行跨部

門溝通與協調，制定詳

細的 AI 技術應用或發

展專案計畫，涵蓋時程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3 市場研究與分

析方法 

K06 商業智慧概論 

K07 企業管理知識 

K08 專案管理知識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0 AI 治理概念（含

倫理、偏見防範等）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K13 資訊安全概念 

K15 AI準則與規範知

識 

K20 人力資源管理

概念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2 產業趨勢分

析能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4 需求分析能

力 

S05 問題解決能

力 

S06 協調溝通能

力 

S07 專案管理能

力（含時間管理、

資源分配、風險

應對與 KPI 監控

等） 

S08 資料整合與

分析能力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S11 實驗設計與

分析能力 

S13 報告與規範

撰寫能力 

S14 效益評估能

力 

S20 成本效益分

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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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訓練目標 引用/分析職能內涵 

課程單元  教學/訓練 

目標 
對應行為指標 知識(K) 技能(S) 

名稱 職能
級別 

表、人力資源規劃、資

源分配、風險應對策略

與管理，並確保計畫的

可行性，滿足組織需

求。 

P4.2.1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新發展，

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

議，以滿足組織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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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進行 AI 應用導入評估與規劃，其相關必要的知識及技能尚包括了人工智慧基本概念、核

心技術與應用發展及生成式 AI 應用工具等，依據其必要的知識及技能規劃課程大綱，如下表 3。 

 

表 3 課程大綱 

單元名稱 
單元

時數 
大綱內容 

人工智慧基礎概念與

演進 
4 

1. 人工智慧的定義與範疇及發展演進 

2. 人工智慧的核心技術與應用（如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資料

處理分析、自然語言處理、電腦視覺、生成式人工智慧等） 

3. AI 治理與倫理概念 

資料基本概念與分析 6 

1. 資料基本概念（定義與分類） 

2. 資料處理的基本方法 

3. 資料分析流程與統計方法 

4. 資料分析工具簡介與應用案例 

5. 資料隱私與安全 

機器學習基本原理 6 

1. 機器學習基本原理與架構 

2. 機器學習類型與常見的模型 

3. 資料處理及模型訓練與評估 

4. 機器學習應用案例 

鑑別式 AI 與生成式

AI 原理與應用 
6 

1. 鑑別式 AI 與生成式 AI 基本原理與比較 

2. 鑑別式 AI 與生成式 AI 基本核心技術介紹 

3. 鑑別式 AI 與生成式 AI 整合應用案例分享 

No Code / Low Code

的基本概念 
3 

1. No Code / Low Code 基本概念與比較 

2. 生成式 AI 與 No code/Low code 的整合應用場景 

3. No code/Low code 平台的選擇與評估 

生成式AI應用領域與

常見工具 
3 

1. 生成式 AI 基本概念與核心技術 

2. 生成式 AI 工具應用發展與常見生成式 AI 工具介紹 

3. 生成式 AI 於各領域應用發展 

4. 生成式 AI 應用時面臨挑戰與風險管理 

生成式AI導入評估與

規劃 
4 

1. 生成式 AI 的商業價值與應用前景 

2. 生成式 AI 導入評估框架與標準 

3. 生成式 AI 導入的規劃流程 

4. 生成式 AI 導入實施與運營 

5. 生成式 AI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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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發展 

針對人工智慧基礎概念與演進、資料基本概念與分析、機器學習基本原理、鑑別式 AI 與生成式

AI 原理與應用、No Code / Low Code 的基本概念、生成式 AI 應用領域與常見工具及生成式 AI 導入

評估等課程，授課講師透過系統性的課程架構，聚焦關鍵概念、關鍵原則，講授人工智慧專業知識及

最新技術訊息，另配合學員背景及經驗適切調整教材內容，進行生成式 AI 應用實務探討，另可採用

小組討論及上台報告，講師可以透過學員報告，了解是否觀念正確及建議回饋，或採用模擬測驗，確

認是否達到學習目標。教學方法及教學資源如下表 4、表 5。 

 

表 4 教學方法 

課程單元名稱 

講
述
教
學 

協
同
教
學 

專
題
教
學 

個
案
教
學 

角
色
扮
演 

示
範
教
學 

說明 

(簡要說明所選取之

教學方法) 

人工智慧基礎概念與

演進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資料基本概念與分析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機器學習基本原理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鑑別式 AI 與生成式 AI

原理與應用 
V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No Code / Low Code 的

基本概念 
V     V 

講師以實際執行教學

動作，使學生了解教

學上之現象或原理。 

生成式 AI 應用領域與

常見工具 
V     V 

講師以實際執行教學

動作，使學生了解教

學上之現象或原理。 

生成式 AI 導入評估與

規劃 
V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表 5 教學資源 

課程單元名稱 
教材與教學資源 

教材 教具/設備 其他 

人工智慧基礎概念與

演進 

AI 應用規劃師初級能力鑑

定考前指引 
  

資料基本概念與分析 
AI 應用規劃師初級能力鑑

定考前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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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單元名稱 
教材與教學資源 

教材 教具/設備 其他 

機器學習基本原理 
AI 應用規劃師初級能力鑑

定考前指引 
  

鑑別式 AI 與生成式

AI 原理與應用 

AI 應用規劃師初級能力鑑

定考前指引 
  

No Code / Low Code

的基本概念 

AI 應用規劃師初級能力鑑

定考前指引 
  

生成式 AI 應用領域與

常見工具 

AI 應用規劃師初級能力鑑

定考前指引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

業 AI 人才培訓教材 

生成式 AI 導入評估與

規劃 

AI 應用規劃師初級能力鑑

定考前指引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

業 AI 人才培訓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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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級課程規劃 

(一) 課程規劃 

課程

目的 

經濟部為培育產業升級轉型所需的AI應用專業人才，邀集產官學研多位專家，完成AI

應用規劃師能力鑑定制度規劃並辦理考試，期透過考試引導教學，促進產學接軌。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員掌握AI應用規劃師所需之關鍵能力，課程內容涵蓋iPAS AI應用

規劃師關鍵能力、鑑定重點、輔助教材說明等，以增進學員對AI技術的知識與實務應用能

力、培養即戰力，為學員在AI相關領域奠定堅實基礎。 

課程

對象 

■有意報考iPAS AI應用規劃師能力鑑定之人員 

■從事AI技術應用或導入相關職務之人員 

■有意了解AI技術應用與導入規劃之人員 

課程

目標/ 

效益 

■習得AI技術原理、AI應用規劃導入與開發實務等專業知識 

■促進參與者能了解產業實務需求以及本鑑定規劃方向 

□其他：   

課程

內容 

■鑑定考試重要內容說明 

□實作考科示範 

□鑑定項目產業新知及實務技術分享 

□其他：   

課程

模組 

■科目1：人工智慧技術應用與規劃 

■科目2：大數據處理分析與應用 

■科目3：機器學習技術與應用 

課程

時數 
70小時 

課程

活動

議程

規劃 

內容說明： 

課程(Curriculum)：特定學程(Program)項下，依時間別，對象別，難易度，傳授交付的型

態，或其他市場機能考量等不同構面定義的特定學習內容。 

模組(Module)：以Curriculum所定義範圍，依學習順序，內容特性，或難易度等不同構面

切割而成的模組學習單位。 

單元(Unit)：每一教學模組中所涵蓋的教學主題，依據內容與教學長度劃分而成之學習單

位。據此可排定每年度之訓練課題。 

教學活動設計：含講授法、小組討論、個案研討、遊戲教學(模擬競賽)、角色扮演、技

巧演練、實際操作、CD/錄影帶教學、遠距操作(Remote-Lab) 、自學教材、觀摩教學、實

地考察、心得報告、多媒體輔助數位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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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 

課程   課程模組  課程單元 

       

課程 

名稱 
時數 模組名稱 時數 

 單元名稱 時數 

AI
應 
用 
規 
劃 
師 
︵  
中  
級  
︶  

70 

人工智慧技術應用與

規劃 
16 

 
AI 相關技術原理與應用 4 

 
AI 導入評估規劃 6 

 
AI 技術應用與系統部署 6 

大數據處理分析與應

用 
26 

 
基礎機率與統計 6 

 大數據處理技術及分析分

法與工具 
16 

   
大數據在 AI 之應用 4 

  

機器學習技術與應用 28 

 
機器學習基礎數學 6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概論 6 

機器學習數據解析與模型 12 

機器學習治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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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設計 

依據 AI 應用規劃師職能基準中的主要職責，包含評估與分析 AI 技術、提出 AI 應用策略及建議、

負責 AI 應用開發與部署規劃及執行 AI 應用發展與持續優化，結合對應的工作任務與行為指標進行

課程規劃並設計教學目標，教學訓練目標與職能內涵如下表 6。 

 

表 6 教學訓練目標與職能內涵 

課程教學訓練目標 引用/分析職能內涵 

課程單元  教學/訓練 

目標 
對應行為指標 知識(K) 技能(S) 

名稱 職能
級別 

AI 相關技

術原理與

應用 

3 

熟悉 AI 相關技

術框架，具備根

據需求選擇合

適技術進行應

用開發的能力。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4.2.1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新發展，

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

議，以滿足組織需求。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2 產業趨勢分

析能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AI 導入評

估規劃 
5 

能夠根據業務

需求分析適合

的 AI 技術，進

行技術可行性

評估，設計符合

需求的應用架

構，並綜合考慮

資源配置、技術

適配性與實施

可行性。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2.1依據單位營運目

標，掌握高階決策者意

見，蒐集跨部門產品、

流程、或執行痛點，聚

焦 AI 應用發展需求。 

P1.3.1 根據目標與需

求，運用各類分析方法

（如 SWOT、五力分

析、資料統計分析等），

進行 AI 技術應用或發

展之優勢、劣勢與限

制、商業效益及識別風

險等評估，並向經營管

理者說明分析結果，從

而選擇適合的應用或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3 市場研究與分

析方法 

K06 商業智慧概論 

K07 企業管理知識 

K08 專案管理知識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0 AI 治理概念（含

倫理、偏見防範等）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K13 資訊安全概念 

K15 AI準則與規範知

識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2 產業趨勢分

析能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4 需求分析能

力 

S05 問題解決能

力 

S06 協調溝通能

力 

S07 專案管理能

力（含時間管理、

資源分配、風險

應對與 KPI 監控

等） 

S08 資料整合與

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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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訓練目標 引用/分析職能內涵 

課程單元  教學/訓練 

目標 
對應行為指標 知識(K) 技能(S) 

名稱 職能
級別 

發展項目範疇。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2.1.1依評估決定後確

定之 AI 應用發展項目

範疇及目標，進行跨部

門溝通與協調，制定詳

細的 AI 技術應用或發

展專案計畫，涵蓋時程

表、人力資源規劃、資

源分配、風險應對策略

與管理，並確保計畫的

可行性，滿足組織需

求。 

P4.2.1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新發展，

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

議，以滿足組織需求。 

K20 人力資源管理

概念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S11 實驗設計與

分析能力 

S13 報告與規範

撰寫能力 

S14 效益評估能

力 

S20 成本效益分

析能力 

AI 技術應

用與系統

部署 

5 

熟悉 AI 模型的

訓練流程，包括

數據處理、模型

調參與效果評

估等，確保模型

性能符合應用

要求，並能夠針

對實際情況進

行必要的優化

與改進。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3.2.1持續監控開發進

度，能發現並解決開發

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確

保專案按計劃推進，並

提供解決方案以應對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8 專案管理知識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1 資料處理與分

析概念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K13 資訊安全概念 

K14 敏捷管理開發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5 問題解決能

力 

S06 協調溝通能

力 

S07 專案管理能

力（含時間管理、

資源分配、風險

應對與 KPI 監控

等） 

S08 資料整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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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訓練目標 引用/分析職能內涵 

課程單元  教學/訓練 

目標 
對應行為指標 知識(K) 技能(S) 

名稱 職能
級別 

各種技術挑戰。 

P3.3.1 將 AI 應用開發

與現有系統整合，及確

保技術部署過程順利

進行，並能與開發人員

共同處理部署過程中

可能遇到的系統整合

問題。 

方法 

K16 軟硬體架構知

識 

K17 系統整合方法 

K18 技術部署流程

知識 

K19 效能分析方法 

分析能力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S15 系統思維與

設計能力 

S16 程式語言能

力 

S17 系統整合能

力 

S18 技術部署能

力 

S19 整合測試能

力 

基礎機率

與統計 
3 

瞭解機率與統

計的基礎知識，

並能將其應用

於數據分析過

程，以確保數據

處理與分析結

果的準確性。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1 資料處理與分

析概念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8 資料整合與

分析能力 

S09 資料視覺化

能力 

大數據處

理技術及

分析分法

與工具 

4 

具備使用大數

據處理技術與

分析方法的能

力，熟悉如何使

用工具進行數

據視覺化，並能

深入挖掘數據

中的洞察。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3.2.1持續監控開發進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1 資料處理與分

析概念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K16 軟硬體架構知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8 資料整合與

分析能力 

S09 資料視覺化

能力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S15 系統思維與

設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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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訓練目標 引用/分析職能內涵 

課程單元  教學/訓練 

目標 
對應行為指標 知識(K) 技能(S) 

名稱 職能
級別 

度，能發現並解決開發

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確

保專案按計劃推進，並

提供解決方案以應對

各種技術挑戰。 

P4.2.1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新發展，

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

議，以滿足組織需求。 

識 

K17 系統整合方法 

S16 程式語言能

力 

大數據在

AI 之應用 
4 

具備評估大數

據在 AI 應用中

的效益的能力，

能夠規劃如何

利用大數據優

化與增強 AI 模

型的應用效果。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4.2.1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新發展，

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

議，以滿足組織需求。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K15 AI準則與規範知

識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2 產業趨勢分

析能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S15 系統思維與

設計能力 

機器學習

基礎數學 
3 

熟悉機器學習

中所需的基本

數學知識，包括

線性代數、微積

分、機率和統計

等，能夠理解算

法的運作原理

並正確應用於

模型開發。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1 資料處理與分

析概念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8 資料整合與

分析能力 



 

25 
此文件屬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業創新人才加值推動計畫」版權，需經同意後方可提供相關培訓業者、學校或產業公協會使用。 

課程教學訓練目標 引用/分析職能內涵 

課程單元  教學/訓練 

目標 
對應行為指標 知識(K) 技能(S) 

名稱 職能
級別 

效益。 

機器學習

與深度學

習概論 

4 

機器學習與深

度學習的基礎

概念與技術原

理，掌握常見演

算法與模型訓

練方法及其運

作機制。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3.2.1持續監控開發進

度，能發現並解決開發

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確

保專案按計劃推進，並

提供解決方案以應對

各種技術挑戰。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1 資料處理與分

析概念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8 資料整合與

分析能力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機器學習

數據解析

與模型 

4 

具備建構、訓練

與調校模型的

能力，能依據問

題需求選擇合

適的演算法，進

行特徵工程，並

優化模型參數，

以提升模型的

精確度與效能。 

P1.3.2 針對已選擇之

AI技術、工具或解決方

案進行施測，評估其應

用效果並適時調整 AI

技術發展方案，以提升

技術的可行性與執行

效益。 

P3.2.1持續監控開發進

度，能發現並解決開發

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確

保專案按計劃推進，並

提供解決方案以應對

各種技術挑戰。 

P4.1.2 持續追蹤 AI 應

用發展專案的執行進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5 機器學習概論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1 資料處理與分

析概念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K16 軟硬體架構知

識 

K17 系統整合方法 

K19 效能分析方法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8 資料整合與

分析能力 

S09 資料視覺化

能力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S15 系統思維與

設計能力 

S16 程式語言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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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訓練目標 引用/分析職能內涵 

課程單元  教學/訓練 

目標 
對應行為指標 知識(K) 技能(S) 

名稱 職能
級別 

度與成果，確保其與原

定計畫一致，並確認效

能提升率、準確率、人

工成本降低等 AI 應用

發展指標之達成情形。 

P4.2.1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新發展，

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

議，以滿足組織需求。 

機器學習

治理 
5 

理解數據隱私

法規、數據安全

技術與合規性

要求，能識別機

器學習演算法

中的偏見與風

險，並運用公平

性評估技術與

方法，確保模型

的公正性與可

靠性。 

P1.1.1有持續瞭解與評

估 AI 技術發展趨勢，

並分析其應用之可行

性。 

P1.2.1依據單位營運目

標，掌握高階決策者意

見，蒐集跨部門產品、

流程、或執行痛點，聚

焦 AI 應用發展需求。 

P2.2.1 參考國內外 AI

應用發展規範，並摘錄

適用內容，撰寫組織AI

技術規範準則，經取得

經營管理者同意後發

佈實施。 

P3.2.1持續監控開發進

度，能發現並解決開發

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確

保專案按計劃推進，並

提供解決方案以應對

各種技術挑戰。 

P4.2.1持續掌握與評估 

AI 技術的最新發展，

並觀察未來技術趨勢，

提供具價值的優化建

議，以滿足組織需求。 

K01 AI 技術基本原

理 

K02 AI應用場景知識 

K03 市場研究與分

析方法 

K09 人工智慧概論

（含鑑別式與生成式

AI） 

K10 AI 治理概念（含

倫理、偏見防範等） 

K12 風險管理概念

（含 AI 技術、模型偏

見、法律合規等） 

K13 資訊安全概念 

K15 AI準則與規範知

識 

S01 資料蒐集能

力 

S02 產業趨勢分

析能力 

S03 技術評估與

分析能力 

S04 需求分析能

力 

S05 問題解決能

力 

S08 資料整合與

分析能力 

S10 AI技術/工具

應用能力 

S11 實驗設計與

分析能力 

S13 報告與規範

撰寫能力 

S14 效益評估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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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進行AI技術開發與應用導入，其相關必要的知識及技能尚包括了人工智慧基本技術概念、

演算法與模型評估與調校及系統整合與導入評估規劃等，依據其必要的知識及技能規劃課程大綱，如

下表 7。 

表 7 課程大綱 

單元名稱 
單元

時數 
大綱內容 

AI 相關技術原理與應

用 
4 

1. 人工智慧的定義與範疇及發展演進 

2. 人工智慧的核心技術與應用（如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資料

處理分析、自然語言處理、電腦視覺、生成式人工智慧等） 

3. AI 治理與倫理概念 

AI 導入評估規劃 6 

1. AI 的商業價值與可行性分析 

2. AI 技術選型與解決方案規劃 

3. AI 導入規劃流程 

4. AI 導入風險與合規管理 

AI 技術應用與系統部

署 
6 

1. AI 技術應用評估與準備（如 AI 應用的場景分析、模型選擇、

數據處理與準備等） 

2. AI 技術系統開發與部署（如系統架構設計、模型優化、應用

整合與 API 開發等） 

基礎機率與統計 6 

1. 敘述性統計與資料摘要技術 

2. 機率分佈與資料分佈模型 

3. 假設檢定與統計推論 

大數據處理技術及分

析分法與工具 
16 

1. 數據基本概念（定義與分類） 

2. 數據處理的技術與方法 

3. 數據分析流程與統計方法 

4. 數據分析工具介紹與使用（如 Python、Tableau 等） 

大數據在 AI 之應用 4 

1. 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基本技術概念 

2. 大數據在 AI 應用發展案例 

3. 大數據隱私安全與合規性 

機器學習基礎數學 6 

1. 機率/統計之機器學習基礎應用 

2. 線性代數之機器學習基礎應用 

3. 數值優化技術與方法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

概論 
6 

1.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基本原理與框架 

2. 常見的演算法與模型 

3.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應用案例 

機器學習數據解析與

模型 
12 

1. 機器學習數據處理流程（如數據特性、數據清洗與前處理、

特徵工程等） 

2. 機器學習模型與演算法應用 

3. 模型訓練、評估與優化 

4. 模型部署與應用案例 

機器學習治理 4 

1. 機器學習治理概述與相關規範 

2. 數據隱私與安全性管理 

3. 模型訓練與偏差控制 

4. AI 倫理與負責任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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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發展 

針對 AI 相關技術原理與應用、AI 導入評估規劃、AI 技術應用與系統部署、基礎機率與統計、大

數據處理技術及分析分法與工具、大數據在 AI 之應用、機器學習基礎數學、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概

論、機器學習數據解析與模型及機器學習治理等課程，授課講師透過系統性的課程架構，聚焦關鍵概

念、關鍵原則，講授人工智慧技術專業知識及最新技術應用，另配合學員背景及經驗適切調整教材內

容，進行 AI 技術與應用導入實務探討，另可採用小組討論及上台報告，講師可以透過學員報告，了

解其觀念是否正確並給予建議回饋，或採用模擬測驗，確認是否達到學習目標。教學方法及教學資源

如下表 8、表 9。 

 

表 8 教學方法 

課程單元名稱 

講
述
教
學 

協
同
教
學 

專
題
教
學 

個
案
教
學 

角
色
扮
演 

示
範
教
學 

說明 

(簡要說明所選取之

教學方法) 

AI 相關技術原理與應用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AI 導入評估規劃 V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AI 技術應用與系統部署 V  V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基礎機率與統計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大數據處理技術及分析分

法與工具 
V     V 

講師以實際執行教學

動作，使學生了解教

學上之現象或原理。 

大數據在 AI 之應用 V     V 

講師以實際執行教學

動作，使學生了解教

學上之現象或原理。 

機器學習基礎數學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概論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機器學習數據解析與模型 
V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機器學習治理 
V 

     
搭配教材以口述形式

傳授學員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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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教學資源 

課程單元名稱 
教材與教學資源 

教材 教具/設備 其他 

AI 相關技術原理與應用 
AI 應用規劃師中級能力

鑑定考前指引 
  

AI 導入評估規劃 
AI 應用規劃師中級能力

鑑定考前指引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

業 AI 人才培訓教材 

AI 技術應用與系統部署 
AI 應用規劃師中級能力

鑑定考前指引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

業 AI 人才培訓教材 

基礎機率與統計 
AI 應用規劃師中級能力

鑑定考前指引 
  

大數據處理技術及分析分

法與工具 

AI 應用規劃師中級能力

鑑定考前指引 
  

大數據在 AI 之應用 
AI 應用規劃師中級能力

鑑定考前指引 
  

機器學習基礎數學 
AI 應用規劃師中級能力

鑑定考前指引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概論 
AI 應用規劃師中級能力

鑑定考前指引 
  

機器學習數據解析與模型 
AI 應用規劃師中級能力

鑑定考前指引 
  

機器學習治理 
AI 應用規劃師中級能力

鑑定考前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