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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萬物互連網路 (M2M)」：產學兩大龍頭攜手 Intel-臺大共創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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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萬物互連網路 (M2M)」：產學兩大龍頭攜手 Intel-臺大共創研究中心
轉錄自台大校友電子報第65期(100年2月1日)：
http://homepage.ntu.edu.tw/~ntualumni/board/1000201.html

世界頂尖半導體公司Intel及臺灣學界龍頭臺灣大學正式攜手合作，於今日(1月26日)正式成立創新研發中心! Intel投入
數十位研究人員參與，臺大除教授外，並將聘請國外專精研究員及國內近八十位博碩士研究生，從而參與本中心之研
究團隊將高達百人。中心將以五到十年期間，挑戰未來將面臨之所有機器資訊互連等新技術。

在國科會的推動與協助之下，我國終於能有國際頂尖科技公司於校園中設置產學合作研究中心。對於臺灣而言，藉由
與國際一流公司的合作，可以汲取寶貴經驗，快速建立起國際知名的研究中心。目前Intel及臺大將攜手挑戰未來10年
最被看好的M2M(machine-to-machine)產業關鍵技術。有名的哈柏(Harbor)研究報告預測，「M2M將驅動人類商業歷
史上最大的有機成長契機。」所謂的M2M或物件網際網路(internet of thing，IOT)的意思，就是想要把所有的物件或
機器都可以彼此互相連結以交換資訊並讓其自主做出正確決定。如果我們回顧將人與人互相連結起來的網際網路，如
何全面且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那麼我們就可以想像萬物連結的M2M技術，將對我們所居住的地球之各種
層面(例如節能減碳、智慧運輸、健康照護、糧食供應、防災防恐、智慧生活空間)，做出更巨大的改善。

很明顯的，萬物互連的網路(M2M)所牽涉到的物件數量，將比現在把人們互連的網際網路所涉及的人數多上幾個數量
級，因此在往後幾十年，學界和工業界研究人員將面對極為嚴重且待解決的科學與技術上問題。換言之，為了讓幾仟
幾百億的物件或機器能彼此互連，或甚至在無需人類介入的情況下能彼此互動，人類將面對極為嚴峻的技術上挑戰。
有鑑於此，美商英特爾(Intel)與臺灣大學，在國家科學委員會的協助下，攜手合作在臺大校園內設立此一研究中心，
以探索並開發出符合未來需要的M2M新技術。研發中心主任陳良基教授表示：本中心的特色在於「(1) 前瞻研究與產
業應用兼具；(2)跨領域技術整合」另外，所有研發題目均經雙方研究人員審慎評估，以期研發成果不僅能發表於國
際頂尖學術會議中，且能很自然地對業界產生巨大影響。相信透過這種創新合作的機制，將不僅使Intel-臺大創新研
發中心能很快突破現存機器互連之技術障礙，更能透過M2M技術之應用，推動台灣及全球下一次電子產業之經濟成
長，進而改善全體人類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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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爾台大實驗室 挑戰M2M / 中央社 2011.01
（中央社記者吳佳穎台北26日電
）由國科會、台灣大學、英特爾共同出資的「Intel-台大創新研究中心」實驗室今天成立，要打造世界頂尖的「M2M
（Machine toMachine）」機器與機器間資料交換的實驗室。

「Intel-台大創新研究中心」主任由台大電機資訊學院副院長陳良基出任，副主任由台大校友、現任英特爾實驗室總
工程師陳彥光擔任。

英特爾實驗室副總裁Vida Ilderem表示，這是英特爾第 1個全球的 M2M實驗室。國科會、台大與英特爾 3方在 3到
5年內，將共同投入新台幣
7.5億元的研究資金，英特爾還會由美國實驗室派14到16位資深研究員，與台大一同合作M2M計劃。

陳彥光表示，這兩天都與工程師密集舉辦工作坊、會議，就是要討論出更具體的研究方向，以及哪一個部分由哪一方
負責最適合。

陳彥光說，未來的生活將充滿感應裝置（sensingdevice），「Intel-台大創新研究中心」實驗室要探索M2M的感測、
連結和運算，主題有4大類，分別為綠能感測平台、自主重組連結、情境分析管理，以及智慧感測應用。

由於M2M網路所牽涉到物件的數量龐大，比網際網路所涉及的人數還要多上許多。要在無人介入的狀況下，讓高達
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的物件或機器互聯、互動，技術上有相當困難度，也是「Intel-台大創新研究中心」要挑戰的目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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