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執行總報告摘要表 

內容摘要： 

一、預定工作目標 

• 解決供應鏈串流不易 

建立區塊鏈食品安全生產履歷，提高食品安全和供應鏈透明度，確

保訊息的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 

導入智慧感測器和物聯網技術進行供應鏈監控，優化生產排程，提

高生產效率和交付率。 

• 提升品質管理 

引入微波真空乾燥技術，提高乾燥效率和產品品質，降低次品率和

生產成本。 

使用 AI 技術進行品質檢測，提高品質檢測準確率至 95%以

上，實現堅果原料智能識別與分級，降低人工辨識誤差。 

• 改善人力短缺問題 

開發果乾加工智慧人機協作方案，提升生產效率，減少人力需求。 

• 提升銷售需求預測 

整合各平台消費者數據，建立特徵標籤資料庫和元素拆解分析 

API，進行精確的 

需求預測。 

利用機器學習模型提高需求預測準確度至 90%以上，降低庫存成

本約 30%。 

• 提升資訊安全 

建立資訊安全管理組織，引入區塊鏈資料安全運算系統，確保數

據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提升公司整體資訊安全程度。 

二、重要成果與目標達成情形 

• 供應鏈資訊整合與協同 

為了提升食品安全和供應鏈透明度，計畫將建構區塊鏈生產履歷，

涵蓋兩項不同產品的資料建置，並整合供應鏈生產回報系統。透過區塊

鏈技術的導入，所有的生產資料將具備不可篡改性和完整性，以確保

產品的品質和安全性。驗證資料的採集範圍將被精確規劃，並建立多

個數據來源，包括網路行銷數據及實體店行銷數據，以提供更全面的

市場洞察。預期藉由此方案導入，整體效益提升的信心指標將達到 90%

以上 

在技術實施方面，計畫也引入智慧感測器和物聯網技術，對供應鏈

進行實時監控 

，改善生產排程與物流管理，進而提升生產效率和交付準時率。此外，



將設計資料庫結構以支持區塊鏈架構，解決供應鏈資訊串流不易的問

題，確保從原料到成品的每一個環節都能被準確追溯和監管。透過這

些措施，期望全面優化食品生產過程，確保食品安全的高標準，並提升

整體供應鏈的運作效率。 

建立一個透明且可靠的食品生產履歷系統，讓消費者能即時查詢

食品來源、加工過程與安全檢驗結果，提升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任，

並確保食品企業生產流程的合規性與數據完整性。 

• 智慧製造與自動化設備 

提升堅果加工自動化與智能化程度，結合智慧人機協作技術與

堅果原料智能識別與分級系統，達到生產效率的最佳化。透過機台聯

網技術，實現對設備啟動、停止 

、蒸煮時間等資訊的即時傳輸，確保資料可依設定的間隔時間準確更

新，並在監控平台上動態顯示。藉此提升設備總體效率（OEE）達 15%

以上。同時，計畫將調整電磁波的輸出頻率、振幅及相位，以創造最佳

的加熱場型，從而大幅提高受熱物品的均勻度。 

為了優化生產流程，將進行人機協作的規劃和導入步驟設計，

使操作員能夠與 AI系統無縫互動。AI 系統將能夠自動檢測食品原料

的品質（包括果乾和堅果的大小、顏色、形狀及表面瑕疵），並進行

即時分類，幫助人員進行判斷。此外，根據原料品質或生產環境的變

化，AI 系統可自動調整加工參數或配方，以確保最優的產品質量 

在加工期間，協助指導廠商申請產銷履歷加工驗證，以突顯與其他

廠商的差異化 

，增加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透過這些技術措施，能大幅降低生產人員

的平均搬運工時 

，達到 87.5%的減少目標，同時提升整體生產效益，促進智慧製造的

發展。 

• 人工智慧驅動生產鏈優化 

透過固定模組建置，實現堅果照片的自動化取樣與收集機制，優

化 AI 影像分級系統。首先，導入固定式影像擷取機構取代傳統的人

工照片收集，並建立標準化的照片收集流程，確保影像數據的質量與

一致性。計畫預計蒐集 100 張堅果照片，並將這些數據分為訓練集

（ 70%）、驗證集（20%）和測試集（ 10%）。訓練集將用於訓練 AI模型，

驗證集調整模型的參數，而測試集則評估模型的準確性與穩健性，以

達到分級精確度 90%以上的目標。 



在優化過程中，將擴大標註數量，結合人員即時分類，不斷改進 

AI 影像分級模型，使其具備上線應用的穩定性與精確性。此外，計畫

對產線設備進行全面的感測器布建規劃，針對溫度、溫溼度及火力等物

理參數，安裝適當的感測器以進行即時監控 

。透過物聯網技術對設備狀態進行監控，系統能自動偵測並回報異常

情況，提高生產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研究將進一步分析溫度、濕度及其他環境數據的布件位置，並將所

收集的數據應用於設備運行優化和 AI 模型的調整，確保整個生產流

程的精度和效率。最終，這些技術措施有助於提升生產線的自動化水

平，實現智慧製造的目標。 

• 全方位資安防護 

為企業構建全方位的資安防護，整合多種安全服務和功能於單一設備

中，避免依賴分散獨立的安全系統，進而簡化資安管理流程。透過單

一管理控制台，企業能更快 

、更高效地監控系統安全和威脅，確保網路環境的穩定性與資料的安

全性。資安規劃將涵蓋多個層面，包括應用程式控制、入侵防護系統、

防毒、防垃圾郵件、以及網頁過濾等功能，為企業提供多重的防護。 

為了進一步加強資安，將依據資安檢測規範進行網路架構的詳細

檢視與系統弱點分析，並提供改善建議，以降低潛在風險。此外，密碼

認證管理和資料儲存管理規範將被建立，確保敏感資訊的妥善保護，

防止未經授權的存取。 

針對公司內部網路，所有連網的電腦、行動裝置及其他設備都將被

視為端點。這些端點在存取公司網路和資料時，會被納入資安監控範圍。

透過統一的管理控制台，系統能夠持續監控端點安全性，實施存取政

策，並及時回報可疑活動，幫助解析存取操作是否構成威脅，從而阻止

未經授權的第三方接觸公司敏感或有價值的資料。 

這些措施以整體企業角度進行規劃，強化企業內部的網路資安架

構，提升資安事件的應對能力，為公司創造更安全的營運環境。 



三、計畫執行架構 

四、研究成果達成情形 

• 區塊鏈導入技術盤點與資料蒐集規劃成果： 

✓ 提升產品透明度與追溯能力 

建立兩項產品的區塊鏈生產履歷，確保關鍵生產資訊的不可

篡改紀錄， 

增強產品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 增強供應鏈管理效率 

實現即時數據回報，支持快速決策，避免資料遺漏和人

為錯誤，減少監管和合規成本。 

✓ 創造長期營運效益與競爭優勢 

提高生產效率和縮短交付時間，提升客戶對產品品質的信

任，增強公司 

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 區塊鏈導入的生產履歷效益評估 

通過消費者對食安透明化信心問卷調查，評估區塊鏈技術導

入對提高消費者信心的影響，目標信心指標達到 93.33%，保消

費者對產品的信任感明顯增 強，提升市場接受度和品牌形象。 

 
 



• 消費者行銷數據分析智能平台規劃成果 
✓  建立消費者行銷數據分析智能平台 

整合來自網路及實體店的行銷數據，進行全面的數據分析。

資料庫設計將確保數據的組織與管理高效，支持即時數據查詢與

報告生成，使公司能針對不同消費群體制定精確的行銷策略，提

升行銷活動的投資報酬率。 

✓  RFM 分析提升專櫃表現 

利用 RFM 分析評估專櫃的銷售金額與交易客次，針對高頻

高金額專櫃進行集中行銷推廣或提供 VIP 服務，提升市場地

位；對低頻低金額專櫃設計促銷活動以刺激消費。 

✓  時間序列分析引導行銷策略 

當銷售趨勢上升時，透過強化顧客互動、提升忠誠度及即時

推廣促銷，進一步推動銷售；當趨勢下降時，需調整策略進行精

準行銷與收集顧客反饋，增強品牌形象與信任度。 

✓  提高行銷活動的成本效益 

整合多支付方式與強化電子支付推廣，降低行銷成本的同時

提升營收，實現業務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長期目標。 

✓  強化食安管理體系與業務表現 

透過提高消費者信任度和數據驅動的行銷優化，公司可強化

食安管理體系，創造差異化優勢，推動業務增長，提高品牌的長

期競爭力，實現可持續發展。 

• 機台聯網： 
✓  提升生產效率與數據化管理 

透過技術提升與設備優化，實施機台聯網技術，涵蓋設備的

啟動、停止、蒸煮時間等關鍵資訊，實現自動化數據收集與管

理，並在監控平台動態顯示。批次式微波設備應用於果乾生產，

結合全流程數據化與資訊化，精確調整加熱時間、功率和環境控

制參數，確保烘焙均勻性，減少不合格品。 

✓  節能減碳與降低運營成本 

利用即時環境感測和自動調節系統，根據生產條件調整功率

和環境參數，提高設備能效，降低能源消耗，同時達到節能減碳

的永續經營目標。 

✓  顯著縮短製程時間與提升 OEE 

將大象山果乾的製程時間從 6-12 小時縮短至 0.5-1 小

時，提升設備總體效率(OEE)約 15%，大幅提高生產效益。 

✓ • 人機協作： 

 優化人機協作流程，提升自動化水平進行詳細設計及導

入先進自動化設備，使人工操作與機器運作高效配合，實現生產



流程的標準化與最佳化，降低生產人員平均挑選堅果工時達 

83%/次以上，顯著提升勞動效率 

✓ 安裝、調試與人員培訓 

包括人機協作設備的安裝、調試及操作指導，幫助員工快速

適應新流程， 

減少重複性工作，提高生產一致性和產品品質，降低人力成本。 

✓ 促進數位化轉型，增強市場競爭力 

透過減少人工干預和提高資源利用率，提升生產效益及市

場應變能力，為企業未來的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 影像資料收集： 

✓ AI 影像辨識分級規劃，提高自動化精確度與效率 

建置固定照片取樣模組，設計標準化的影像收集流程，蒐

集 100 張堅果照片用於 AI 模型訓練與測試，目標將分級精

確度提升至 90%以上。 

✓ 減少人工誤差與成本，縮短生產週期 

自動化分級提升準確性和一致性，減少人為因素影響，節省

人力成本，加 

快分級速度，提升整體生產效率。 

✓ 推動智慧製造發展，增強市場競爭力 

應用 AI 技術建立透明的品質標準，提升產品客觀分級和

市場信任度，同時降低成本，增強產品品質及營運效益，奠定技

術創新基礎。 

• 堅果製成感測器設置 

✓ 感測器布建規劃，提升生產線智能化與精準度 

設置高精度感測器監控關鍵製程中的溫度、濕度、火力等參

數，確保生產 

條件穩定，並提供精確數據作為生產決策依據。 

✓ 結合物聯網技術，自動化資料收集與設備預防性維護 

實現即時回報與異常偵測，減少設備故障及停工損失，提

高運行效率，降低維護成本，並延長設備使用壽命。 

✓ 提升產品品質一致性與市場競爭力 

精確控制生產條件，靈活應對市場需求，確保產品高品質，

增強品牌信任 

度，同時推動智能製造發展，為技術升級與創新奠定基礎。 

• 設備監控與資訊安全： 



✓ 建立資訊安全管理體系與政策規範 

制定資訊安全政策，明確資安目標與責任，為員工提供行

為準則，涵蓋資安檢測、密碼認證管理及資料儲存規範等內

容，以提升系統與設備的安全性。 

✓ 實施定期資安檢測與網路架構評估 

定期進行全面資安檢測，及時修補漏洞，並評估網路架

構以識別安全盲點，提出改善建議，確保公司資安風險降低

和防護能力增強。 

✓ 提升資安防護能力與客戶信任感 

強化資安管理框架，提高對資安風險的應對能力，降低

資安事件發生機率，增強企業競爭力，並為未來的數位轉型

與創新提供保障。 

• 系統安全強化 

✓ 系統弱點掃描與風險評估 

對公司 IT 基礎設施進行全面掃描，涵蓋軟硬體與網路設

備，識別未更新系統、配置錯誤及已知漏洞等潛在風險，並量化

其對業務運營的影響。 

✓ 改善建議與安全防護強化 

根據掃描結果，提出系統更新、配置強化及安全策略調整等

具體建議，增強防護體系並提升抵禦新興資安威脅的能力。 

✓ 建立弱點管理流程與持續發展保障 

建立系統性的安全評估與管理框架，減少資安事件風險，提

升客戶信任度， 

並促進業務持續運營及數位轉型。 

五、重要檢討與建議 

針對本次計畫內容，提出重要的檢討與建議，以提升公司的整體

效率、資訊安全及市場競爭力： 

檢討 1：資安防護的全面性 

對於資安健檢及漏洞弱點掃描的報告，需特別注意在不同層面（如

系統、網路、應用程式等）的全面防護。資安策略不應僅聚焦於單一方

面，而是需構建多層次的防禦體系。 

檢討 2：人員資源配置與技能培訓 

多個報告中提到的自動化及 AI 技術的應用，需考慮員工的技

能水平與資源配置。如果員工對新技術的掌握不足，可能影響計畫

的推進及效益的實現。 



檢討 3：持續改進與回饋機制缺乏 

雖然已提出改善建議，但若缺乏持續的改進與回饋機制，則無法

有效評估措施的成效。應建立定期檢討和改進的流程，確保策略的動

態調整。 

建議 1： 

1. 加強資安防護的多層次策略 

建議定期審核資安政策，結合風險管理框架（如 ISO 27001），

以全面性地識別和緩解潛在的安全風險。 

2. 重視員工的資安意識 

定期舉辦資安意識宣導及培訓，提升全體員工的資安防護能力，

確保在日常工作中能夠自覺遵循資安政策，減少潛在的安全風險。 

建議 2： 

針對新技術的導入，應定期開展技能培訓或是教育訓練，提升員

工的技術能力，同時根據需求適當調整人力資源配置。 

建議 3： 

實施持續改進與回饋機制：建立一個定期檢討的機制，針對各項

計畫的執行效果進行評估，根據反饋結果及時調整策略，以確保公司

能夠快速適應市場變化。 

 

透過以上檢討與建議的實施，公司將能夠更有效地推進各項計

畫，提升整體運營效率與市場競爭力，並在日益複雜的市場環境中保

持穩定增長。 

 

 

 

 

 

 

▲ 計畫執行摘要 



註： 

1. 全表至少3,000字以上，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加列使用。 

2. 請單獨提供具代表性之成果照片5張(請以JPG檔案，解析度300dpi或檔案大小1MB以上) 

3. 以上資料將列入當年度計畫成果對外公開 

 

▲ 計畫執行效益 

▲  大象山區塊鏈運作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