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TIMTOS 2025）剛落幕，緊

接著就是美國聖荷西的 NVIDIA GTC（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2025會議。GTC抓住了全球相關科技人的目

光，NVIDIA提出的解決方案，也正引領全球向前。或者我們

也可以思考一下臺灣機械設備設計製造如何借用GTC的概念，

創造加值的設備解決方案。

從產品本身，TIMTOS 與 GTC 的展覽內容都是生財工具。今

年 TIMTOS 的展品有幾項亮點：

（1）工具機的增能與多樣，看到許多不再是標準型的工具機。

（2）直球對決少人化，看到機器手或機構穿梭於機台進行上下

料。

（3）感測與影像的應用增多。

（4）機器手 / 類機器手的應用增多，不僅只是用於上下料，也用

於檢測。

（5）廠區設備的戰情看板成為標配。

（6）AI-based 即時加工分析。

而綜觀 GTC 的重點，除了 GPU 算力與 AI 軟體的增強，矽光

子網路交換器、自駕車解決方案，與人形機器人是吸睛的重點。

這些新技術在未來有可能被臺灣機械設備設計製造所採用嗎？為

什麼可以？

NVIDIA 的技術路徑有二大重點，一是代理人 AI（Agent AI），

另一個是 Physical AI（實體 AI）。二者分別代表虛擬與實體，卻

是串聯。Agent AI 強調的是擬真與 AI 判斷，而 Physical AI 強調

的是邊緣計算與 AI。這次黃仁勳展示的機器人 Blue 固然微妙微

翹，更重要的是背後 Isaac GR00T N1，是全世界第一個人形機

器人的開源模型，用以加速機器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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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臺灣機械設備設計製造主要是在

Physical AI 的層次。儘管以 IoT 為要角，透

過感測器取得資料，再去分析數據從而瞭解，

以提出因應，在過去幾年間已經為多數人所熟

悉。然而，在未來，臺灣機械設備設計製造若

少了 Agent AI，其 Physical AI 的連結性與智

慧化就會褪色不少。

若說臺灣機械設備設計製造有甚麼可以借鏡

GTC 進行提升，我想一個重點是需要全方位

重新定義設備。想像設備就是黃仁勳在 GTC

的演示機器人 Blue，我們用 TBlue 來稱呼它。

TBlue 有一個虛擬的夥伴叫 ABlue，客戶的加

工需求，不是直接給 TBlue，而是客戶透過與

ABlue 互動產生加工概念。想像將客戶的圖檔

輸入給 ABlue，ABlue 不僅指導了加工的程式，

甚至連最佳材料需求，時間與成本都計算出

來。在獲得授權下，ABlue 就請求 TBlue 生產

出來了。

此外，TBlue 也能即時監控自己，把數據傳

輸給 ABlue，讓 ABlue 能規劃必要的維修。

ABlue 在虛擬的世界，也已經連結了眾多的

Agent AI（如無人搬運車，貨運公司，機器人，

供應商，員工的休假系統等），務必確保相關

的 Physical AI 能配合 TBlue 的產出，把生產

的浪費（閒置、等待，搬運）降到最低。

行文至此，或者臺灣機械設備商需要用一

個新的 Physical AI 眼光來看待自己提供的設

備，同時也戮力於發展相關的 Agent AI；甚至

是發展一個開源的 Agent AI 模型給眾多使用

者去模擬與規劃 Physical AI 的動作。初期可

以不用太躁進，目標在於透過 Agent AI 智慧化

Physical AI。然後逐步擴展 Agent AI 間的合

作，接著再進行 Physical AI 間的合作。這是

一個機會，也是不得不走的機會，因為可以想

見的未來，一定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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