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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出國係參加 2025 年度西部決策科學學會年會（WDSI 2025），會議於 4 月 8 日至 

4 月 11 日於美國夏威夷威基基地區之萬豪酒店舉行。本人除帶領博士生江灃栩同學發表研

究成果並參與學術討論外，亦受邀擔任論文發表場次主席，實際參與會議主持與學術交流的

活動。期間與多位來自世界各地之學者進行深入對話，除拓展研究視野與合作契機外，亦邀

請太平洋大學學者 Albert Huang 教授來臺擔任本所研究生之學位口試委員，實質促進國際

學術互動。 

江灃栩同學於本次會議中強化簡報與臨場應對能力，並獲得多元建設性的回饋，有助於

後續研究修正與職涯規劃。整體而言，本次出國參與具高度代表性之國際研討會，對提升本

所師生之國際學術參與推動研究所國際化發展具有積極成效，建議未來可持續支持學生出國、

強化學術合作機制，藉以提高學術參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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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目的 

本次出國係參加 2025 年度西部決策科學學會研討會（Western Decision Sciences In-

stitute Annual Conference, WDSI 2025），會議於美國夏威夷檀香山舉行。此次出行之主要

目的為繼續深化本人與國際學者的互動關係、保持密切聯繫並帶領博士生江灃栩同學參與國

際學術交流和共同發表所撰寫之研究論文，也藉以協助學生提升國際視野與實務發表經驗。

本人亦受邀擔任論文發表場次的主席（Session Chair），協助主持會議討論與意見回饋，促

進跨國學者間之學術交流與合作。 

二、過程 

  本次西部決策科學學會研討會（WDSI 2025）於 4 月 8 日至 4 月 11 日於美國夏威夷

檀香山威基基地區之萬豪酒店(Waikiki Beach Marriott)舉行，為期四天。本人於 4 月 8 日

自臺灣出發，經東京羽田機場轉機抵達夏威夷，當日晚間即參加主辦單位舉辦之歡迎茶會，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久別重逢，亦結識不少新朋友。茶會後，並與部分與會者一起共進晚

餐，進一步交流研究近況。 

  本次研討會的會議期間共劃分成許多個主題場次，本人所主持之場次是開幕後的第一場

次，於 4 月 9 日上午 8 時至 9 時 40 分舉行，該場次主題聚焦於組織議題

（Organizational Issues）。會中個人除了擔任場次的主席之外，亦帶領本所博士生江灃栩

同學發表共同研究成果。會後與多位與會學者針對該研究議題進行深入討論，獲得不少具建

設性的回饋，對學生而言亦為相當寶貴的學術洗禮經驗。 

  此次會議採開放式參與形式，與會者可依個人研究興趣自由選擇場次聆聽。整體議程規

劃妥善，各場次間皆設有茶敘交流時間，提供茶飲與點心，營造輕鬆互動之對話氛圍。本人

亦藉此機會與不同領域之學者交換意見，拓展跨領域合作之可能性，也選擇了幾個有興趣的

場次去參與旁聽，包括：4 月 9 日 PM 3:00 的 Advances in Analytical Techniques 場次

以及 4 月 11 日 AM 10:00 的 Ethical Issues in Education, and Quantitative Models 

場次等等。 

  4 月 10 日晚間，參與由大會安排之晚宴活動，席間除與多位長年合作之學者寒暄聯繫

外，亦向國際同儕介紹本所博士生江灃栩同學，藉此也廣拓其國際人脈的起點，希望江灃栩

同學可以依此基礎來發展她未來即將開始的學術生涯。翌日中午舉辦之商業午餐作為本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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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閉幕活動，期間頒發多項學術獎項，並由主辦單位簡介下一屆年會之地點與規劃方向，

隨著餐敘結束，本次研討會亦順利落幕。 

三、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本次參與 WDSI 2025 年會，不僅再次體認國際學術交流之重要性，亦進一步拓展與來自

各地學者之合作契機，會議期間與多位來自不同國家與地區之研究學者進行學術對話，不僅

對本人之研究方向有所啟發，亦有助於掌握國際間之研究脈動與趨勢。與諸多學者對談的最

重要心得是，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以及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ML)和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DL)的領域發展實在太驚人了，如不努力不懈很快就會落後，

尤其我們國家的產業目標是要朝著尖端先進之領域發展，所以人工智慧的技術及其周邊產業

更是重中之重，也被政府列為重點支持對象。事實上，政府近年來透過專案計畫與科專在人

工智慧的領域上一直投入龐大的資源，更何況我們在人工智慧運算伺服器、人工智慧晶片設

計、GPU 製造和許多必要設備製造的能力在全世界是屬於執牛耳的地位，所以發展人工智慧

相關演算法及應用應該會駕輕就熟，因此政府產業政策如果能夠呼應的話，將會有事半功倍

的效果，所以我們建議國家應該加強重點補助頂大的人工智慧研究，並且針對不同產業的應

用都應有所著墨，例如：醫療大語言模型、金融大語言模型、智慧製造大語言模型等等。 

本次參與國際研討會所發表論文的主要研究標為：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企業協同運作系

統來降低管理熵值－中小企業管理案例研究，這個研究是個初探，我們預計將目前關於人工

智慧資訊系統應用於組織管理的先期結果，進一步拓展為具有實證基礎之研究計畫。該議題

結合企業實務應用與 AI 科技創新，亦為近年國際資訊管理領域中受到高度關注之研究方向。 

目前本所博士生江灃栩同學已在發展相關主題的結構方程（SEM）研究模型與問卷設計，未來

可望以更具體、量化之實證資料驗證其因果關係，並據以提出管理意涵與理論貢獻。基於此

潛力，建議系所及學校層級可協助整合資源，提供研究設備、資料來源或研究經費之支持，

亦可視情況爭取國科會等單位之補助計畫。此研究議題不僅具備高度應用價值，亦可發展成

國際頂尖期刊的論文。若能在此基礎上深化研究，除可提升本所研究能量與國際能見度，亦

有助於強化研究生之論文品質與跨領域研究的能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會議期間，本人亦邀請長期合作之美國太平洋大學 (Univer-

sity of The Pacific) 學者 Albert Huang 教授訪臺期間，擔任本所碩士班研究生之畢業論

文口試委員，Albert Huang 博士擁有北德克薩斯大學商業電腦資訊系統博士學位以及金融和



 

3 

工程學位，Albert Huang 教授在使用者介面、最終使用者培訓、網路訊息傳遞和教育軟體系

統等研究領域撰寫了許多知名的研究論文，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在 Decision Support Sys-

tems、 Information & Management、Communications of AIS、 Communications of ACM 以

及許多其他資訊管理領域知名的研究期刊上，此外他也是一名獲得認證的網路工程師。本人

相信對學生而言，不僅能獲得具國際視野之建設性回饋，亦有助於提升論文之品質與國際可

見度。藉由本次會議所搭建之交流平台，進一步促進實質合作，對本所推動國際化發展也具

積極助益。 

此外，本次亦帶領博士生江灃栩同學參與論文發表，學生透過實際簡報與會後討論，進

一步強化其表達能力與臨場應對技巧。本人擔任該場次主席，亦協助促進與會學者間之交流

互動。討論過程中，學生得以從多元視角審視自身研究，進一步掌握其學術工作於國際脈絡

中的定位，對後續研究發展與職涯規劃均有所裨益。 

（二）建議 

1. 建議國家加強重點補助頂大的人工智慧研究 

我國在人工智慧運算伺服器、人工智慧晶片設計、GPU製造和許多必要設備製造的能力

在全世界是屬於執牛耳的地位，所以發展相關演算法及應用應該會駕輕就熟，所以政府

產業政策如果能夠呼應的話，將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們建議國家應該加強重點

補助頂大的人工智慧研究，並且針對不同產業的應用都應有所著墨，例如：醫療大語言

模型、金融大語言模型、智慧製造大語言模型等等。 

2. 對人工智慧資訊系統應用於組織管理研究的支持 

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企業協同運作系統來降低管理熵值－中小企業管理案例研究是個初

探，我們預計將目前關於人工智慧資訊系統應用於組織管理的先期結果，進一步拓展為

具有實證基礎之研究計畫。該議題結合企業實務應用與 AI 科技創新，亦為近年國際資

訊管理領域中受到高度關注之研究方向，如能獲得學校協助進一步的繼續研究的話，相

信可以投稿至國際知名學術期刊。 

3. 持續鼓勵學生參與國際研討會並強化與海外學者之合作機制 

國際會議除有助於提升學生之簡報能力與學術視野，亦能透過實際交流過程，培養跨文

化溝通與應對能力，建議學術單位可提供更多經費與行政支持，協助學生參與具代表性之國

際研討會。透過國際會議建立之人脈資源，可進一步延伸為合作研究、論文共同撰寫、或口

試委員邀請等具體合作作為，未來可考慮建立合作學者名單與交流紀錄，以制度化推動研究

所之國際合作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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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研討會現場照片之一 

 

研討會現場照片之二 

 

研討會現場照片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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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論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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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參採情形 

（請條列上述「建議」相關事項於下） 

出國人建議 單位主管覆核 

建議 

採行 

建議 

研議 

同意立

即採行 

納入 

研議 
不採行 

不採行 

原因 

1. 建議國家加強重點補助頂大的人工智

慧研究 

V      

2. 對人工智慧資訊系統應用於組織管理

研究的支持 

V      

3. 持續鼓勵學生參與國際研討會並強化

與海外學者之合作機制 

V      

 

連絡人：  江灃栩           單位主管（審核）簽章： 

分機： 57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