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 應用將無所不在，投資 AI 應長期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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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人工智慧概念股不畏詭譎多變的地緣政治風險，高通膨、高利率以及庫存

調整的多重夾擊，在算力之王輝達營收、獲利超乎市場預期下，於 2023/5 月

下旬後領先突圍，並帶領美國四大指數扭轉空頭劣勢，重回多頭軌道上，尤以

蘋果、微軟、輝達等七大 AI 技術巨擘組成的美股 7 雄，年度股價平均大漲逾 7

成，跟標普 500 其餘 493 家成份股不到兩成的漲幅，形成 AI 與非 AI 兩個投資

世界，漲幅差距與集中化程度前所未見，因而市場有不少警告聲浪，認為 AI 泡

沫化的風險不小。 

確實現在的 AI 已經紅到發紫、熱到發燙，但是不代表股價已經進入泡沫化階

段，因為從產業發展條件而言，AI 齊聚了「國家力、創新力、商業力」三大要

素： 

國家力：大國競爭，決勝 A I  

AI 技術攸關國力興衰與龐大商業，吸引大國競相加入這場技術爭奪戰，美、

中、日、歐盟四大強權，陸續發佈相關發展計畫。如美國為提升半導體生產

量，一手通過 2800 億美元的晶片及科學法，其中 527 億美元直接補助半導體

製造商設廠經費，並計畫在 5 年內授權超過 1700 億美元預算，以促進科學研

究。另一手，對中國發動科技冷戰，聯合日本、荷蘭、南韓等國家，限制先進

半導體設備與晶片輸入中國，藉以遏止中國彎道超車的機會，以利鞏固世界霸

權。 

為了強國夢，中國當然不會束手就縛，將 AI 列為國家發展戰略，並積極籌措

1500～3000 億人民幣之大基金，來挹注晶片及 AI 相關產業，但美國「小院高

築」的策略似乎奏效，大陸發展人工智慧與高階晶片運算能力面臨研發製造成

本高、效能低的『卡脖子』窘境，且短期內難以突破此封鎖線。 

美中競逐 AI 人工智慧的意義在於，以國家之力指引產業發展方向，讓民間勇

於投入更多資金、人才，同步揭開產業商業化應用的盛世之門。 

創新力：Chat GPT，熱潮引爆 



  前兩次 AI 熱潮是由學術機構主導，試圖說服政府、企業投錢，但當時缺乏半

導體、晶片、網路、雲端等關鍵創新性技術，難以轉化成商業用途，使得投資

行動難以為繼，熱度皆曇花一現。 

這次最大差別在於創新技術萬事俱備，且由商業需求主導！【人工智慧來

了】作者李開復曾說：「今天的人工智慧，是〝有用〞的人工智慧。」以目前

最夯的生成式 AI 為例，已廣泛應用於各行各業，進而改變工作模式、商業型

態、生活場景及學習方式等，如它可以輕鬆處理文字、語音、圖像、視訊等，

快速完成一篇文章、撰寫論文、新聞、故事，也會造創虛擬人物、影片、音

樂、廣告、編劇、繪畫、程式設計等，也能運用到工業機器、車用語音助理、

PC、智慧醫療影像、新藥開發等，跨全球、跨產業、跨領域的潛力，獲得驗

證。 

》商業力：名人背書，巨頭領航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談及未來產業發展認為：「人工智慧將會像智慧型手機一

樣，改變數十億人生活」。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近期再次重申：「AI 的發展和微

處理器、個人電腦、網路、手機等發明一樣重要，將改變人們工作、學習、旅行、

獲得醫療服務，以及溝通交流的形式。」 

NVIDIA 執行長黃仁勳更直言：AI 市場正經歷所謂的「iPhone 時刻」。如同

當年初代 iPhone 問世時，各方技術成熟帶領全球進入智慧型手機時代，如今 AI

技術成熟也創造新一波商機。 

有鑑於 PC、網路、智慧手機的崛起，對全球經濟產生天翻地覆的改變，產業

龍頭與投資主流同步更迭起落。這波由 ChatGPT 引爆的 AI 浪潮，讓全球科技巨

頭更加賭定地大手筆加碼，築起難以攻破的護城河。 

以微軟為例，2023 年初對 OpenAI 追加 100 億美元投資，直接搭上了 AI 高

速列車，試圖拉開與競爭對手的差距。另一霸主谷歌先前已投資 OpenAI 最大競

爭對手 Anthropic 5 億美元，而在亞馬遜答應注資 40 億美元後，也再加碼 15

億美元至 20 億美元。巨頭不惜鉅資加碼，點燃併購的熊熊烈火，也讓相關公司

估值節節升高。 



另外，根據高盛研究報告，AI 的投資在迅速增加，預估到 2025 年有近 2000

億美元。Morgan Stanley 針對全球資訊長的最新調查亦顯示，高達 43％的企業

在 2024 年可能全面開始投入 AI 生產應用。 

從最重要的商機來看，AMD 執行長蘇姿丰高調指出，AI 是 50 年來單一最具

轉變性的技術，預計到 2027 年時，整體潛在市場規模上調 1.66 倍，從原估的

1500 億上看 4000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衝破 70％，令市場咋舌。 

另有女版巴菲特之稱的方舟投資創辦人伍德大膽預測，AI 軟體的總支出將從

現在不到 1 兆美元，到 2030 年暴增至 14 兆美元，7 年複合年成長率高達 42

％。 

若上述名人所述之改變及商機預測成真，那 AI 的應用場景，從現在開始將越

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廣，同時帶來降低成本、驅動獲利成長的效益。對金融市

場而言，這將是繼網路及智慧手機後，未來幾年最具爆炸性的趨勢投資。 

》產業走向 AI 化，AI 走向產業化，趨勢投資看長不看短 

  趨勢投資週期，大致分為隱密、覺醒、瘋狂、幻滅四個階段，最佳的投資時

機，通常在覺醒走向瘋狂的那段黃金期。 

  以 30 年前網際網路為例，1989～1994 年網際網路告別學院，但獲利營運模

式還模糊不清時，投資機會隱密不悔，相信敢參與的人不多；當 1995 第一檔

網路公司網景上市後，半性半疑的投資市場，勇於天馬行空想像其願景，在有

夢最美驅動下，上演 6 年的狂飆行情，直至 2000 年網路泡沫化為止。 

  2007 年，蘋果推出智慧手機，開啟萬物聯網、行動世代的黃金年代，全球股

市在美國科技巨頭帶領強漲下，快速揮別金融海嘯陰霾，蘋果締造全球第一個

市值破兆、2 兆、3 兆美元企業的輝煌紀錄，而這個記錄還在進行中。 

  評估現在的 AI 發展階段，為產業走向 AI 化的基礎建設鋪建期(晶片、資料中

心)，並預期會以超越以往各項技術普及化的時間走向 AI 產業化(萬物 AI 化)，因

此在投資市場，不知者已寥寥可數。套用前 Google 董事長 Eric Schmidt 的名

言：「在網景上市這天前，沒什麼事跟網路相關，這一天後，所有事都跟網路有

關。」同樣地，未來所有事物很可能都跟 AI 有關，它的爆發不會只有今年、明

年或後年，可能長達 10 年，甚至 20 年之久。故以投資週期研判，2023 年可界



定為 AI 的瘋狂期，這股趨勢會走多遠，端看其改變的威力(商機大小)、範圍與時

間長度，同時是否有新的殺手級技術取而代之，因此現在說泡沫化，言之過早。 

》預測股市漲跌，不如長期投資趨勢 

邁入新的一年，各大研究機構莫不積極對全球政經環境演變、貨幣政策、通

貨膨脹，乃至景氣榮枯進行全方位預測，以作為投資佈局的依據。其實預測短

期金融市場方向，因突發變數太多，需亦步亦趨、且戰且走，較適合研究資源

豐富的專業機構。對一般投資人而言，與其勞心勞力猜測，不如採放長線釣大

魚策略，佈局科技大趨勢。 

誠如一位中國很著名的成功學大師之言：「趨勢就像一匹馬，如果在馬後面

追，你永遠都追不上，你只有騎在馬上面，才能和馬一樣的快，這就叫馬上成

功！」若投資人相信未來 AI 技術，將無所不能，應用，無所不在，效應，無遠

弗屆，它將牽動世界經濟、產業版圖、企業生存、你我生活，乃至財富重新分

配之機會，那 AI 這班投資列車，絕不可缺席。 

或許投資人會想，我又不懂 AI，該怎麼投資呢？很簡單，選擇技術含金量高

的產業龍頭(美國)，抑或在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的企業(台灣)；若擔心單一公

司因競爭對手超車或分蝕市占的風險，可買進一籃子 AI 公司的股票型基金或

ETF，並採取單筆搭配定時定額之長線保護短線的紀律投資，時間跟趨勢將成

為你累積財富最好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