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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實現智慧國家願景之推動策略 

邱錦田 

摘 要 

新加坡身處第四次工業革命以物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進展，

融合網路與實體空間發展為基礎，帶動產業經濟和社會結構轉型的新世代，面對

數位經濟與「工業 4.0」新科技的挑戰與機會，務實地選擇適合城市型國家特

色與立基自身優勢領域的途徑打造「智慧國家」發展策略，提出「智慧國家 2025」

計畫，採取政府組織重組、完備全國資通訊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科技創新研發、

人工智慧計畫以及法規制度鬆綁與更新等面向推動策略，致力實現「全球第一個

智慧國家」的願景目標。我國也正面臨經濟轉型，借鏡新加坡打造「智慧國家」

的推動策略經驗，提出我國面對數位經濟與「工業 4.0」新世代挑戰與機會的

政策建議。 

一、前言 

新加坡是一個開放經濟的城市型國家，也是全球實踐智慧城市建設的標竿國

家，擁有完善的資通訊基礎設施，充足的高教育水準人才，而且一直以政治和社

會穩定，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高效、相對廉潔的公共服務著稱，透過不同階

段的科技創新政策作為促進產業結構轉型與國家發展的主導策略，並充分利用

地理樞紐優勢，槓桿國際創新創業資源，成為小型經濟體轉型創新型國家之典範

(Wong, and Singh, 2008)。 

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以物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進展，融合

網路與實體空間發展為基礎，帶動產業經濟和社會結構轉型的新世代，新加坡以

積極的態度面向數位經濟與「工業 4.0」的挑戰與機會，與德國「工業 4.0」、

美國「先進製造」、「中國製造 2025」等大國專注製造業的推動策略不同，新加

坡務實地選擇適合城市型國家特色與立基自身優勢領域（金融、服務業）的途徑

打造「智慧國家」發展策略，於 2014年提出新加坡「智慧國家 2025（Smart Nation 

2025）」計畫，透過數位與人工智慧等新科技創造新就業機會與新商機，

並透過更有效率的政府和企業流程，使生活更加便利，使經濟更有生產力，凝

聚政府、大學、科研機構與產業界力量共同創造創新解決方案，實現人們未來

的生活、工作和娛樂方式的新經濟社會，新加坡政府正加快腳步推動各項智

慧國家執行計畫與推動措施，冀望到 2025 年實現「全球第一個智慧國家」

的願景目標。  

二、「智慧國家 2025」計畫 

新加坡近年來以智慧國家(Smart Nation)做為國家發展目標，很務實地規劃智

慧求生的國家發展策略，於 2014年提出「智慧國家 2025（Smart Nation 2025）」

的 10年計畫藍圖，此計畫為延續之前「智慧國 2015（iN2015）」計畫的升級版，

在透過發展具全球競爭力的資通訊(ICT)產業，應用 ICT 技術提高關鍵領域的競

爭力，將新加坡建設成為一個以資通訊(ICT)驅動的智慧化國度和全球化都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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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進程的既有成果基礎上，聚焦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新一代新興技術

進展，透過深化科技創新與社會關係，以智慧方式解決本身主要社會議題（地狹

人稠、老齡化、交通擁塞）的國家發展計畫，攸關新加坡是否能透過先進科

技創新塑造未來生活與工作環境，並充分利用網路、數據與科技為新加

坡人創造未來產業就業機會與新商機，突破先天不足劣勢，以提高國家

競爭力。  

「智慧國家2025」計畫聚焦打造未來發展智慧型產業所需的軟硬體基礎建設，

並聚焦數位技術對公民和社會有重大影響的五個關鍵領域：智慧交通、生活與

環境、企業生產力、健康與增能老齡化與公共服務等領域，期望公民和企業共

同創造有影響力的解決方案來應對新加坡本身複雜的經濟社會議題挑戰，推動實

現全球第一個「智慧國家」的願景目標，進一步提升網絡化智慧化能力，透過

協調整合不同領域（例如：能源、交通、製造、醫療、服務）的獨立系統來擴大

網絡化和智慧化的範圍，進行社會、經濟部門與政府三方的全面轉型，在社會各

行各業不斷創造新價值和新服務，創造世界級競爭力。 

三、「智慧國家 2025」推動策略 

「智慧國家2025」計畫的推動策略，依政府組織重組，完備全國資通訊基礎

設施建設，資通訊媒體2025計畫，投入科技創新研發，人工智慧計畫，法規制

度鬆綁與更新等面向，概要分述如下： 

（一）政府重組加速智慧國家進程 

為全面推動智慧國家願景，新加坡政府於 2017 年 5 月進行組織重組，正式

成立智慧國家及數位政府工作團(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Group, 

SNDGG)，由新加坡副總理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擔任主席的部長級委員

會掌管，任務將加強星國政府各方運作，包括策劃、集中資源、跨部門協調合

作及確保從策劃至執行緊密進行，以便更有效推動「智慧國家 2025」計畫，把

握數位科技迅速變化所帶來的機會。屬下將設置新加坡智慧國家及數位政府辦公

室(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 SNDGO)和新加坡政府科技局

(GovTech)等 2 個法定執行機構（參見圖 1），負責執行各項專案計畫，將協助新

加坡更順利落實國家數位身份認證系統、安全電子付款以及全國物聯網（IoT）/

感測器系統等三項平台。至於建構物聯網（IoT）和感測器網路則須將不同運作

系統整合，同時兼顧網路安全，不僅需要整體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的跨部

會跟分工合作實施策略，亦須政府與民間共同協力落實（GovTech，新加坡聯合

早報，2017）。 

http://outlook.stpi.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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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新加坡總理公署智慧國家及數位政府工作團組織圖 

資料來源：GovTech ,Singapore(2017a)。 

（二）智慧國家平台（Smart Nation Platform） 

新加坡政府將「智慧國家平台（Smart Nation Platform ,SNP）」視為推動智慧

國家的核心策略之一，自 2017年 5月起，已更名為「智慧國家感測器平台（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 ,SNSP）」，是政府科技局(GovTech)為新加坡政府打造下一

代資通訊基礎設施的核心措施，建設覆蓋全國數據收集、連接和分析的基礎設施

與智慧國家操作系統(SN-OS)，其作法將透過連結(Connect)、蒐集(Collect)、理

解(Comprehend)三大核心架構，強化國家硬體、軟體基礎設施，共享政府機

構部署的感測器（安裝在遍佈全國的智慧照明基礎設施）和蒐集的感測器數

據，以提供更好、更方便、更即時的公共服務，建立跨系統和跨部門蒐集多

元數據整合應用的有效共享機制，透過數據戶分析預測民眾的需求提供更好的

公共服務（參見圖 2）。GovTech 將聚焦逐步擴展 SNSP 基礎設施以及通用的技

術架構進一步增強新加坡在普及連接方面的能力和共用服務的範疇，以實現智

慧國家相關各領域的應用，包括：移動（交通、物流），安全可靠的城市，都

市居住環境，永續能源，教育，老齡化人口的健康照護，智慧生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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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新加坡智慧國家平台概念 

資料來源：IDA ,Singapore(2015)。 

（三）資通訊媒體 2025（Infocomm Media 2025） 

資通訊媒體2025（ Infocomm Media 2025）是由資通訊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MCI）委託專家成立指導委員會，在「智慧國

2015」綱要計畫和「新加坡媒體融合計畫」的指導和過去10年計畫面的基礎上，

討論形成共識的資通訊媒體領域總體規劃藍圖，其主要願景為透過建立一個具

備全球競爭力的資訊通信媒體生態系統，作為實現智慧國家願景提供增強與補

充的支撐角色，這個生態系統支持人民和企業利用資通訊媒體進行經濟和社會

轉型，透過世界一流的網路連接，引人注目的內容和技術，使資通訊媒體能夠為

新加坡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使日常生活更便捷，將成為企業家、成長型公司

和跨國公司不斷進行實驗和創新的生活實驗室，為永續和優質的經濟成長做出貢

獻，是推進達成「智慧國2025」目標的重要策略之一。其實施透過三個策略推

動力的建議行動方案，以充分發揮新興技術和商業趨勢的潛力，第一個推動力

是利用大數據，先進的通訊和雲端運算技術，帶動新加坡經濟競爭力的飛躍進

展，方向包括：(1)建立依靠先進通訊技術的敏捷、無所不在且可信賴的資通訊

媒體基礎建設，(2)在整個經濟領域進行一系列轉型，每個領域都建立在應用大

數據洞察(data insights)分析能力以及雲端運算技術的基礎之上轉型及發展新能

力。第二個推動力是培育一個鼓勵冒險和持續實驗的資通訊媒體生態系統，方

向包括：(1)對於勞動力，是引導引導符合新加坡技能的個性化人力開發計畫，

為各領域資通訊媒體勞動力提供新的知識和技能，培養對資通訊媒體作為青年

事業生涯的熱情，鼓勵冒險創新精神的創新創業生態；(2)對於企業，是為資通

訊媒體新創企業提供更有針對性和量身定製的協助，激勵整個產業發現宏偉挑

戰目標解決大問題，建立實體空間，探索新的技術和測試概念驗證。第三個推

動力是透過資通訊媒體來連結民眾，提升新加坡人的生活品質，培育更強大的

新加坡人的身份，方向包括：(1)以人為本的方式發展資通訊媒體技術，改善日

http://outlook.stpi.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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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的智慧健康醫療、智慧教育、智慧交通、智慧社區服務等領域方面，可

以透過這些領域的措施來實現；(2)確保所有新加坡人可以共享資通訊媒體的利

益，並帶給具有共同身份族群的更緊密社群連結。在科技研發創新方面，指導

委員會提出6項資通訊媒體技術領域的技術路線圖將在促進提出許多解決方案

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方向包括：(1)強調相關新興科技之基礎研發與產業連結之

重要性；(2)需要國家投資策略研究計畫幫助推進達成「智慧國家2025」與「資

通訊媒體2025」的目標，研發投入推薦的跨技術能力領域，包括：大數據與分

析、物聯網、認知運算及先進機器人、未來溝通與整合科技、網路安全、沉浸式

媒體等新興技術領域（MIC,2015）。 

（四）投入科技創新研發－研究創新與創業2020計畫(RIE 2020)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科技創新在國家發展策略中的重要地位，從

1991年起，為了提升新加坡的科技水準，推動五年一期的國家科技發展計畫

（National Technology Plan, NTP），2016年起啟動第6期(2016-2020年)「研究、創

新與創業2020計畫（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20 Plan，RIE 2020 Plan）

明確宣示,在未來五年將投資190億新元，實施四項主要策略推力：鼓勵跨領域與

多方利益相關者協同研究更緊密整合，更強動力支持最好的新創團隊和創意，更

重視從科研到創新到創業的價值創造，更好地優化研究、創新與創業人力；為了

最大限度地發揮影響力，資助將優先聚焦投入在新加坡具有競爭優勢和/或國家

重要需求的四大策略重點領域，包括：先進製造技術與工程，健康與生醫科學，

城市解決方案與永續發展，服務與數位經濟等四大策略重點領域的活動將得到學

術研究、人力、創新與創業等三個跨領域計畫的支持，以確保卓越科學，強大的

技術人才管道和價值創造。新加坡政府承諾持續投入科技創新研發研究，增強企

業創新能力，推動經濟增長，槓桿利用科技創新解決社會議題，提升人民生活品

質，將新加坡轉變為智慧國家(NRF, 2017d)。 
在建設智慧國家平台網路的同時，網路安全問題也是這個生態系統中不可缺

少的關鍵要素，新加坡政府於 2016 年啟動國家網路安全研發計畫，旨在為新加

坡開發展網路安全研發技術和能力，提高網路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可靠性、彈性

和可用性。此計畫由國家安全協調中心（NSCS）、國家研究基金會（NRF）、

網路安全局（CSA）、國防部（MINDEF）、民政部（MHA）、新加坡資通訊

媒體發展局（IMDA）和經濟發展局（EDB）共同推動的跨部會國家型研發計畫，

以促進產官學研之間的合作，創造更安全的網路空間，在 RIE 2020 的 5年期程

編列 1.3 億新元，用於支持網絡安全的技術和人文科學方面的研究發展

（NRF,2017e）。 

機器人技術也是新加坡實現「智慧國家」未來經濟的支柱之一，政府在 2016

年國家預算書中，以國家機器人計畫（National Robotics Programme）的形式在

未來 3年編列超過 4.5億新元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推動各種產業擴大發展並採用革

命性的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以應對諸如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足等國家議題挑

戰，這些能力還將支持企業的商業模式轉型和服務轉型，強化新加坡的產業競爭

力。此外，RIE 2020 優先聚焦投入國家重要需求的策略重點領域中，包括科技

研發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A*STAR)的工業機器人研究

計畫，致力推動 A*STAR 轄屬研究機構與大學之間的合作研發，旨在提高製造

http://outlook.stpi.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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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以及開發下一代機器人，增強人機互 動和技能操作能力

（A*STAR ,MOF,2016)。 

（五）人工智慧（AI.SG）計畫 

新加坡政府為促進新加坡整體人工智慧能力，在2017年至2022年間，將由新

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NRF)投資1.5億新元(約33億

新台幣)，致力推動人工智慧（AI.SG）計畫，作為實現「智慧國2025」願景的重

要策略之一，聚焦發展人工智慧（AI）及數據科學，以期新加坡能成為亞洲人

工智慧先驅，更好地掌握數位經濟帶來的增長機遇，提升新加坡經濟競爭力。

AI.SG是新加坡跨部會合作的人工智慧（AI）國家型計畫，由新加坡國家研究基

金會(NRF)、智慧國家及數位政府辦公室(SNDGO)、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新加坡資通訊媒體發展管理局(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新加坡創新機構(SGInnovate)以及隸屬於衛福部

的整合醫療資訊系統機構(Integrated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s)等6個公部門單

位合作推動。「AI.SG」計畫的目標有三：一為解決社會與產業面對的問題，

如交通與人口老化的健康照護；投資人工智慧精深技能，趕上下一波科學創

新的浪潮；普及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在產業界的使用，利用人工智慧提高生

產力、創造新產品，並促使來自實驗室的解決方案的商業化應用。初步目標

是在五年內促成100項可快速解決現實問題的有意義人工智慧專案計畫，並會

先著重於金融、健康照護及城市管理解決方案等三個領域（NRF,2017a）。AI.SG

還將與新加坡數據科學聯盟密切合作，協調使用數據深化AI技術和工具，以

及使用人工智能來自動化和開發更深入、可操作的數據科學洞察（Data insight）

應用。 

另一項研發計畫是由新加坡國家研究基金會(NRF)啟動新加坡國內學術研

究機構與民間企業共同組成的新加坡數據科學聯盟（Singapore Data Science 

Consortium ,SDSC）計畫，集結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管理大

學及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在數據科學領域的專家學者，深化新加坡的數

據科學及分析技術的現有優勢。SDSC將加強高等教育機構，研究機構和產業之

間在數據科學研發方面的合作研究聯結，旨在促進產業採用最新的尖端數據科學

和分析技術來應對現實世界的挑戰，也將培養具有深厚數據科學能力的本地人才，

並與經濟發展局(EDB)、資通訊媒體發展管理局(IMDA)合作，特別強調共同致力

於創建金融、醫療照護、客戶和零售、製造業、物流和運輸等6個產業本地企業

的數據科學能力（NSF,2017b）。 

（六）法規制度的鬆綁與更新 

政府和民間部門都將在實現智慧國家的願景中發揮重要作用，政府的主要功

能是制定標準與法規，以及保障數位安全。為實現「智慧國家」推動物聯網普及

應用的目標，包含交通、醫療照護、生產製造、金融等領域，必須完備統一感測

器數據交換標準，以達到數據資源集中應用的綜效，政府有時需協助克服私部門

不願意共享數據資料的障礙。法規制度的鬆綁與更新方面，重點在於建立「監

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機制，以營造靈活監管空間讓企業進行試驗，

鼓勵企業創新與創業。以智慧交通領域為例，由陸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LTA）制定自駕車的標準與法規，放寬自駕車與無人機相關法律法規，

http://outlook.stpi.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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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緯壹科技城（One-North）劃定自動駕駛車試行區，允許自駕車在規定區域內

測試和上路，打造友善的交通法規環境（MOF,2017），有助自駕車技術的發展，

目前還參考美、德等自駕車先進國家作法設置適合新加坡本身需求之規範事故責

任歸屬、保險和安全督導等相關法規，期許成為第一個自駕車商用化的國家。 

在金融領域方面，產業界可透過智慧國家平台（SNP）共享政府部署的感測

器且可以使用公共部門衍生支付系統，嘉惠開發人員創建與銀行產品和服務相結

合的應用和程式；同時，為促進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鼓勵創新和金融

科技新創進入市場的金融產品或服務之技術實驗，新加坡政府已於2016

年11月公布「金融科技監理沙盒政策方針（FinTech Regulatory Sandbox 

Guidelines)」，由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S）

統籌辦理金融科技監理沙盒的相關事宜（MAS,2016)。新加坡從政策主導、

動員產官學研全力支持、充裕資金來源、吸引國內外人才投入和監理沙盒等政策

工具多管齊下，營造數位金融發展的環境，推動金融科技快速茁壯成長，成功轉

型為亞洲金融科技重鎮（王妍文，2017）。 

五、結語 

新加坡是一個天然資源有限、幅員狹小的城市型國家，很務實地透過不同

階段的科技創新政策作為促進產業結構轉型與國家發展的主導策略，現階段面

向數位經濟與「工業 4.0」新興科技的挑戰與機會，選擇適合城市型國家特色

與立基自身優勢領域（金融、服務業）的途徑打造保有城市國家核心價值的「智

慧國家」。我國也正面對數位經濟與「工業 4.0」新世代挑戰與機會，借鏡前

述新加坡打造「智慧國家」的推動策略經驗，提出政策建議如下： 

（一）政府開放態度與貫徹政策主導力：新加坡依靠政治和社會穩定，以及更集

中與更具規模方式貫徹可以延續地引導、適應和精進的政策措施，完成國

家發展目標，政府面對新世代挑戰必須審時度勢帶頭規劃國家發展藍圖，

集中資源、跨部門協調合作及確保貫徹政府引導槓桿民間投入的計畫措施

執行，且成果和目標必須明確地傳達給所有利益相關者，唯有公民協力才

能加速實現國家發展目標的進程。 

（二）完備全國資通訊基礎設施建設：數據資料是數位經濟的重要資源，想要打

造智慧化國家（或城市），必須先完備可提供安全、高速、經濟、安全且

具擴展性的全國（城市）資通訊基礎設施，以及遍布全國（或城市）的感

測器進行數據資料蒐集，在政府保障網路安全及管理下，做適當的數據分

享，並透過蒐集的即時數據分析，預測民眾需求，提供不同智慧應用領域

更全面且完善的服務（羅鈺珊，2015）。 

（三）法規制度的鬆綁與更新快速跟上科技創新步伐：新加坡以整體經濟社會層

面的前瞻性和策略性思維建立創新創業生態系統，從法規制度、人才培育、

產學研合作投入智慧科技創新研發等面向推動多項措施，鼓勵企業創新技

術與創業人才建立新創事業，激發創新應用的解決方案，其中重要一環就

是及時跟上科技創新步伐的法規制度鬆綁與更新，才能加速激發不同智慧

應用領域的世界領先技術創新與問題解決方案。  

http://outlook.stpi.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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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基於既有優勢領域發展新一代智慧科技的創新應用：新加坡的製造業非

其優勢領域，聚焦打造未來發展智慧型產業創新應用所需的軟硬體基礎設

施，以及數位技術對公民和社會有重大影響的關鍵領域，成功轉型為亞洲

金融科技重鎮，即為立基於既有金融服務業優勢領域發展智慧型產業創新

應用的一個範例。我國也應務實地盤點認清我國發展智慧型產業的優劣勢，

建議應盤點我國發展新一代智慧科技的優劣勢，以及朝向經濟社會轉型所

需的政策工具，整合產官學研力量有層級與系統性展開達成產業轉型與社

會發展目標的資源配置與必要措施，從硬體代工模式跨入智慧科技創新應

用領域，布局與扎根關鍵核心技術，積極吸引國內外人才投入並著重跨領

域人才培育，激發解決問題的創新應用方案，開發在地化應用及服務，俾

為台灣經濟的轉型與社會發展注入永續成長動能。 

  

http://outlook.stpi.nar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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