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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縮寫為 AI）影

響我們的工作和娛樂方式，它正在改變我們生活！它

幫助解決氣候變遷和獲得優質醫療服務等全球議

題，同時，人工智慧也為政府和社會帶來了許多挑戰

（OECD, 2023）。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於 2019 年 5 月通過人工智慧原則，提倡使

用創新、值得信賴、尊重人權和民主價值的人工智慧（OECD, 2019）。2023

年 11 月 1 日及 2 日，人工智慧安全峰會在英國召開，英、美、歐盟，和中

國等 28 國政府代表，共同簽署「布萊切利宣言」（Bletchley Declaration），

誓言強化全球合作，因應 AI 安全議題。這也是第一個針對監管 AI 的國際

宣言（公視新聞網，2023），象徵關於 AI 安全監管已進入跨國合作時代，

必須制定跨國政策以降低 AI 所造成風險。 

  除了各國政府制定 AI 安全政策，面對人工智慧時代來臨，企業應該如

何進行數位轉型以確保公司能永續經營及提升獲利，已成為攸關企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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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存亡之重要議題，而領導者的決策及公司的競爭策略，更是企業數位轉

型能否成功的關鍵。《領導者的數位轉型》（Competing in the Age of AI）

一書，藉由不同產業的數位型公司轉型歷程及與傳統型公司的策略對照，

實際的公司個案分析，以及人工智慧時代的資訊倫理課題探討，提供欲帶

領組織進行數位轉型之領導者決策參考。 

 

貳、本書架構與分析 

  本書的兩位作者馬可．顏西提（Marco Iansiti）、卡林．拉哈尼（Karin 

R. Lakhani）為哈佛商學院教授，都曾擔任微軟、臉書、亞馬遜、富達投資、

萬豪酒店…等多家公司的顧問或輔導工作，作者以人工智慧時代為背景貫

穿全書，將長年鑽研「數位轉型」與「創新管理」領域的研究與觀察，加

上各國不同產業「數位轉型」的企業實戰案例寫成本書，內容共十章，筆

者認為就內容而言，可分為下述三大架構： 

一、人工智慧時代下的公司新定義 

  公司成長不受限~數位型公司擴大組織規模、範疇與學習，邊際成本趨近 0 

  作者將「人工智慧時代」定義為：為因應數位網路、數據分析與人工

智慧所共同形塑的商業環境變化，企業轉型成為的嶄新組織型態。這種組

織型態的主要特徵是採取一種橫向連結的營運結構，從而實現規模、範疇

與學習式的指數型成長。本書第一章闡述「人工智慧時代」來臨之現象及

競爭型態的改變，以數位攝影技術對傳統攝影的衝撞為例，最終壓垮柯達

公司的不是富士軟片或數位相機製造商，而是智慧型手機和社群網路公司

的崛起。由人工智慧驅動的數位流程比傳統流程更容易擴大規模，且包括

更大的範疇，因為它們更容易與其他數位化事業相互連結，也創造強大的

學習與改進機會，因此有能力產生比以往更準確、複雜、精細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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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重新定義公司」，作者分析公司的價值取決於公司的「商業

模式」和「營運模式」，商業模式是公司承諾創造價值和攫取價值的方式，

營運模式則是公司為其顧客遞送價值的方式。過往傳統營運形式公司擴大

公司規模或開發不同範疇的產品時，需投入高額成本，管理工作也愈來愈

困難；而「人工智慧時代」下，當企業轉型成為嶄新的組織型態-數位型公

司，以軟體、資料及人工智慧作為首要的營運基石，透過數位技術（例如

軟體及演算法）去除人工作業瓶頸，擴大規模時，邊際成本趨近於零，並

將最重要的流程數位化，因而突破傳統營運模式的成長限制。本章探討使

用數位營運模式而快速擴張的三個案例： 螞蟻集團（金融服務）、奧凱多

（零售服務）、派樂騰（健身服務），螞蟻集團建立傑出的資料分析與人

工智慧能力，讓系統以自動化的方式驅動金融服務及其他服務；奧凱多則

擁有能夠運用先進人工智慧的營運模式，以演算法為基石，驅動高度的可

規模化，促進持續學習與創新，且特別重視演算法與人力的整合；派樂騰

倚重的驅動力是網路及社群，以人才創造的內容為基礎，以數位服務方式

將價值傳遞給不斷成長的顧客群體，與奧凱多相同的是，人力已轉移至設

計、生產等方面，由數位技術負責傳遞及維持顧客的核心體驗。這三家公

司都是將重要的流程數位化，因而成功突破傳統營運模式的成長限制，並

產生革命性的影響，顯示把價值傳遞數位化、促進商業模式創新以及驅動

產業轉型的三種方法。 

二、人工智慧時代下的公司競爭策略  

  企業轉型新契機~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數位轉型將為組織創造出新的機會 

  人工智慧不僅取代過去人力所做的事，也改變經營公司的概念，本書

第三章到第七章分析數位轉型過程中的組織調整與改造策略，並透過實際

公司案例，探討人工智慧時代下不同產業組織的競爭策略。 

  第三章從決策面思考：作者將「人工智慧工廠」（AI factory）定為數

位營運模式決策的核心，探討人工智慧工廠如何以「資料匯流、開發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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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驗平台、軟體基礎設施」這些重要組件，將資料蒐集、分析與決策

予以工業化，以得到「更多的資料、創造更好的演算法、更好的資料平台

服務、更高的使用量」，進而形成一個可規模化的「決策工廠」，協助公

司做出最適決策。本章作者以網飛（Netflix）為主要案例，該公司的核心

是以人工智慧驅動的營運模式，由軟體基礎設施蒐集資料，用這些資料來

訓練演算法，讓演算法去執行種種流程。例如在開發演算法部分，網飛

（Netflix）在各個不同情境中，善用機器學習三類型：監督式學習、非監

督式學習、強化學習，開發統計模型來增加準確預測能力，可以看到演算

法的影響力幾乎涵蓋網飛（Netflix）每個層面，包括用戶體驗的個人化，

為客戶推薦影片、協商內容合約…等。 

  第四章從營運結構思考：由於傳統「封閉塔型公司架構」不利於組織

合作，因此新世代人工智慧導向公司將營運結構調整為以資料為中心的「平

台型架構」，並提倡模組化及再利用已開發的軟體及演算法來執行各種營

運工作，而這樣的營運結構，需要具有科學、工程及產品管理的敏捷團隊

擔任重要執行者，以在建立功能性方面採行一致的框架（共同開發及開放

原始碼），達成結合軟體、資料及分析來驅動規模、範疇及學習，並能透

過學習改善績效。但是，傳統的公司常裹足不前，因為以資料為中心的營

運架構，技術是容易的部分，組織變革才是真正困難的部分！這新型的組

織改變了管理的角色，經理人須是設計師、創新者、整合者、監督者。 

  第五章制定數位轉型步驟：公司要進行數位轉型，千頭萬緒且成敗難

料！作者以微軟公司轉型為一家雲端及人工智慧型公司為例，檢視部署一

個數位型營運模式的轉型歷程；在人工智慧和用戶及顧客的互動方面，微

軟也指出六個人工智慧原則：「公正、可靠與安全、隱私與安全、包容、

透明、當責」。本書作者則結合研究與實務，提出有成效的轉型過程之五

個原則：「有策略、釐清架構、聚焦在產品的敏捷組織、能力基石、多專

業治理」。有步驟的部署數位型營運模式後，公司的新機會開始浮現，公

司面臨全面的、廣泛的形塑其商業模式的策略選擇，因此必須用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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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評估這些策略選擇。 

  第六章提出數位轉型策略：本章探究數位網路及人工智慧崛起的策略

意涵，並透過策略性網路分析，改變公司創造價值與攫取價值的方式，以

系統性分析商機。例如：當公司匯集各種資料流時，公司就聚積了網路效

應與學習效應，資料流量愈大，人工智慧及整體學習的機會愈多，強網路

及學習效應帶來規模報酬遞增；而雖然多歸屬及去中介會影響網路型事業

的獲利，但網路橋接在原本不相連的經濟網路之間建立新連結，則可解決

以上問題以創造綜效。 

  第七章「策略型衝撞」效應：本章聚焦於當採數位型營運模式的公司

和傳統型公司競爭時可能發生的狀況，並檢視各產業競爭態勢，進一步探

討數位轉型的策略意涵。以旅遊業為例，Airbnb 累積網路與學習效應，快

速驅動規模、範疇與學習，不到十年就擴大規模到供應超過四百五十萬間

客房，比萬豪酒店在百年歷史中建立起的住房數量多三倍，迫使傳統型公

司也要思考數位轉型議題。 

三、人工智慧時代下的領導者影響力 

  領導者的新使命~具備確保 AI 安全監管及公司數位轉型成功的領導力 

  雖然規模化的人工智慧工廠可以提供領導者決策參考，但隨著價值與

資訊的集中，不僅創造出機會，也帶來新問題。 

  第八章探討「數位型營運組織的倫理課題」，由於數位型營運模式引

發新的倫理考量，例如新的數位系統的核心學習演算法可能被濫用製成不

實且有害的資訊、訓練與增強人工智慧所需的龐大資料庫也容易遭到網路

攻擊，威脅到消費者隱私…，作者將這些挑戰分為「數位擴增力、演算法

偏誤、網路安全性、平台控管、公平與公正性」五大類，這些挑戰形成的

問題會在各種組織中發生。 

  第九章提出面對人工智慧時代形塑的「新賽局」，領導者應注意以下

改變共同未來的新規則：「1.變化不再是局部性，而是系統性 2.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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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跨部門且通用 3.傳統的產業分界逐漸消失，重組當道 4.從受限的營

運模式到無摩擦系統帶來的影響 5.集中化與不均等問題可能更加惡化」，

以避免完全不受限的數位型營運模式創造出的種種挑戰。 

  第十章統整本書內容，建議人工智慧時代的領導者必須找到領導日益

數位化公司的方法，及管理組織不斷創造及部署的新資產與新功能，更須

能從「轉型、創業、監管、社群」四個關鍵領域發揮領導者使命。轉型必

須由組織最高層級開始，激勵並培養領導幹部共同投入艱苦的組織轉型工

作；除了轉型，人工智慧時代的挑戰，也提供更多創新與創業機會；隱私

監管需政府與企業合作；在制衡數位型公司方面，社群成為愈來愈重要的

輔助監管力量。採用數位營運模式的組織擁有巨大的潛力與機會，也必須

考慮可能造成的潛在威脅，而要引領走過這些變動時期，領導者需要新型

的管理智慧。 

 

參、本書對教育之啟示 

  本書雖是以企業為研究個案，但書中對組織在數位轉型中面臨的衝

擊，以及不同產業競爭策略之分析，亦有許多值得教育界省思之處，筆者

試述如下： 

一、人工智慧時代，對學校組織與數位治理的思考 

  建構學校的人工智慧工廠進行數位治理、達成行政減量並提升行政效能 

  傳統型學校的組織型態，教務、學務、總務、輔導各處室壁壘分明，

猶如一個個獨立封閉塔，無法發揮合作綜效；校長可爭取外部資源、善用

政府已建置之平台，並放入學校資料、數據，減少各自為政，重複建置資

料的時間，建立以資料為中心的「平台型架構」，將資料蒐集、分析與決

策予以工業化，並提倡模組化及再利用已開發的軟體及演算法來執行各種

營運工作，去除人工作業瓶頸，形成學校的人工智慧工廠，以得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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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創造更好的演算法、更好的資料平台服務、更高的使用量」，讓

資料成為有價值的工具，從資料變成智慧；帶領學校轉型為數位型組織，

不僅有助於學校做出更好決策，也使得行政業務因資料整合、共享而減量，

提升行政效能。 

二、 人工智慧時代，前瞻學生學習與學校競爭優勢的策略

省思 

（一）推動人工智慧及跨域人才之課程教學，以培養學生面向未來世界能力 

  當世界已從數位化邁向智慧化，單純只是將文件、課程數位化，並無

法發揮精進學生學習效應暨擴大學校的規模、範疇及學習之影響力。人工

智慧時代的課程與教學需要政府的政策指引及學校的推動。以鄰近國家南

韓為借鏡，南韓教育部長宣布從 2025 年開始，將通過應用智慧輔導系統、

元宇宙和對話式人工智慧等前沿技術來開發「人工智慧數位教科書」，學

生將能夠參與各種教學方式，與現有的數位教科書只是數位化的書本式教

科書不同（이유진 기자,2023）。 

  此外，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組織，需要具有科學、工程及管理的敏捷

團隊擔任重要執行者，以在建立功能性方面採行一致的框架，並能成功打

造跨部門的橫向架構，協調整合不同部門的複雜資訊、展現前所未有敏捷

性。因此學校課程應從小涵聿學生對人工智慧的了解，並培育學生跨領域

素養及解決複雜問題能力。 

（二）善用「軟體、資料及人工智慧」促進個人化學習與個人化學習診斷 

  學校的核心價值是學生學習成效，現有的學習技術非常注重診斷學生

的知識並調整回饋、任務和課程。而由人工智慧驅動的技術設備和解決方

案，也越來越多地用於協助課堂上的教師或學習者在家中的學習。目前教

育部「因材網」就是運用人工智慧平臺來協助學生個人化學習。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 2021 年數位教育展望一書提出：發展人類和人工智慧相互增強

的混合系統，以結合人類和人工智慧的優勢來完成個人化學習（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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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學校應善用結合人工智慧技術的個人化學習支持平台，促進個人

化學習與個人化學習診斷，讓每位學生的學習更適性、更有效。 

三、人工智慧時代，重視學校領導者帶動團隊數位化的影

響力 

（一）精進校長對人工智慧時代組織的數位領導力，以成功帶領學校數位轉型 

  校長為學校經營之舵手！在人工智慧時代，為使學校得以永續發展，

校長需要具備以資料為中心、以分析為領導的領導態度，並能充分明白資

料分析的價值，了解資料平台、數位網路及人工智慧的技術與經濟效益，

以提出促進學生適性學習、造福親師生的策略，引領組織變革及數位轉型。

更重要的是校長必須具備數位營運模式所需的倫理觀念，以保護學生隱

私，並避免錯誤的轉型方向為學校帶來負面影響。因此主管當局應重視校

長數位領導知能之精進。 

（二）學校領導者與教師、學習者充分合作、建構一個人工智慧學習生態系統 

  衡量 2023 年教育創新一書提出：以數據驅動行動和改進的工具和方

法，並將創新包括三個面向：教育制度創新、教育機構文化創新、教育公

平創新（Vincent-Lancrin, 2023）。結合 AI 發展協作工具和數據豐富的技

術，可以幫助教師更有效地教學，教育系統更有效、更公平地運行（OECD, 

2021）。 

  運用一個人工智慧學習生態系統，整合學生、教師、行政之需求，使

促進教與學及提升行政效能的各種人工智慧技術相互合作，讓老師可以很

清楚的了解學生學習歷程與成效，學生也可以進行個人化的學習與評量，

行政服務更趨向智能化，讓人工智慧促進學校制度、文化的創新，並為學

生學習提供更公平、更個人化的支持，以精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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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引領數位轉型、造福整個世界 

  如何確保人工智慧造福整個社會？是現今社會的重要議題，所有產業

都應正視。而實踐以人為本、造福世界的數位轉型，領導者的視野、決策

及帶領至為關鍵！ 

  與其抗拒人工智慧時代，不如去了解它、擁抱它、進而創新它，在工

作上創造出新機會，為世界帶來美好新生活！ 無論是數位型組織或傳統型

組織，數位營運模式的崛起都賦予領導者一個新的使命：在這個數位潛在

影響力近乎無限的時代，必須更加了解如何管理、轉型及管控我們的組織。

本書以公司實例讓讀者了解人工智慧時代下公司性質的轉變、應該具備的

架構與技術，及嶄新的競爭環境結構，為尋求轉型的傳統型公司提出指引，

也幫助新型公司應付它們面臨的新機會與挑戰，更可運用於教育場域，提

供學校數位轉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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