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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臺灣IP領域傑出女性專訪(三) 

陳佩君技術長  

微軟台灣人工智慧研發中心  

陳佩君博士現職微軟台灣人工智慧研發中心技術長，過去曾在輝達

(NVIDIA)、英特爾(Intel)工作，也曾在美國自行創業，回臺後亦曾進

入英業達(Inventec)擔任人工智慧長。 

陳佩君擁有清華大學物理系碩士學位及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電腦

視覺博士學位，憑藉其堅實的技術背景，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大放異彩，

並透過微軟的平臺，充分發揮專業，幫助女性及更多人，同時也逐步

實現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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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技術專家到AI領域的領航者 

當前AI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生成式AI，已成為未來的趨勢。陳佩

君在美國專攻電腦視覺博士學位時，AI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相關

的討論和產品非常有限。  

在NVIDIA工作期間，陳佩君擔任架構師，這是一項非常具體且實

際的職位，主要任務是設計出令使用者最滿意、速度最快、品質最

佳的顯示卡。作為一名研究背景的工程師，轉向產品開發的過程

中，她面臨了許多挑戰，尤其是對速度的高要求迫使她使用較低階

的技術方案。由於這些工作與她的專業訓練有所不同，測試和系統

方面的工作對她來說也是一種考驗。 

隨後，陳佩君進入了創業領域，從科技專家轉變為市場導向的人

士。她的第一次創業以失敗告終，主要是因為運算資源的問題，令

投資者認為性價比不高。這讓她震驚，發現大家的期待與她的想法

有著巨大差距。  

後來，陳佩君來到了微軟，過去的經歷使她認識到，「研究」、

「系統」和「產品」三者是相輔相成的。NVIDIA的經歷讓她掌握了

系統的實際操作，而創業經歷則使她對產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

的博士研究則提供了堅實的研發基礎。憑藉這些經驗，陳佩君能更

有效地避免本位主義問題，更好地理解微軟「客戶至上」的理念，

這些都豐富了她的職業生涯。  

好奇心與持續學習 

對陳佩君來說，「好奇心」是她職涯發展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

一。在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尤其是在ChatGPT問世後，世界的快

速變化，經常使人感到不安，但陳佩君卻覺得這些變化充滿刺激和

趣味。她對這些新興事物充滿好奇，這也與她的成長思維息息相

關。她認為，這些挑戰是值得擁抱的，而面對未知時，最佳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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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就是不斷學習。 

如今，陳佩君每月閱讀的學術論文數量已超過學生時代。在享受

著探索未知的過程中，無論是與客戶溝通還是與工程師合作，皆抱

持學習的心態，迎接每一個挑戰。這種持續學習和擁抱變化的態

度，使她在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中始終保持積極和興奮的心情。 

跨界合作的挑戰與啟示 

陳佩君分享了一次令她印象深刻的經歷。在研發一個醫療相關產

品的過程中，她發現研發團隊與醫療專家之間常常存在語言上的不

一致。每當進行討論時，雙方使用的術語和表達方式都截然不同。 

研發團隊的想法很簡單，將相關數據的因果關係設定為「輸入—

輸出」的模式。然而，對醫療專家來說，這樣的劃分並不適用。所

列項目不僅彼此互為因果，還經常多個項目相互串聯，這使得系統

在電腦科學的角度上變得相當不穩定。 

最終，他們成功克服了這一挑戰，並深刻體會到需要採取「產品

思維」，換位思考以進行更有效的溝通，有時甚至需要改變整體的

思考模式。這種方法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和解決問題，促進了更有

效的合作與創新。 

時間管理及理想實踐 

時間有限下，若要兼顧工作與生活兩面向，陳佩君認為最重要的

是安排「優先順序」。如同當前生成式AI的發展，需要考慮提升速

度、降低運算資源需求、確保準確性等方面。如何在這些面向之間

取得平衡並解決相關問題，正是思考優先順序的核心，同時也是自

我平衡及時間管理的不二法門。當然，陳佩君也仍持續向公司其他

組員和上司學習，以提高自己的能力。 

談及理想，陳佩君盼能盡其所能地幫助更多的人，並且正在利用

自己的專業來實現這一目標。作為技術專家，透過微軟這個平台， 



4 

 

能更大程度地影響他人。例如，微軟的電腦配備了紅外線人臉辨識

系統，使用者可以透過電腦上的鏡頭迅速完成登入，而這個系統正

是陳佩君及其團隊共同設計的。陳佩君開心地說：「每當想到世界

上有許多人正在使用自己的設計，即使在睡覺，地球的另一端仍有

人在利用這項技術更高效地完成工作，這讓人感到特別高興。」 

陳佩君表示她非常感激也覺得很幸運，透過微軟，可以利用自己

的專業來幫助更多的人，實踐自己的理想。 

推動女性進入科技領域的力量 

陳佩君非常重視將工作環境導向包容的方向。為了讓產品能夠幫

助更多的人，她認為需要更多元化的開發者。在招聘過程中，更是

會特意強調這一點，雖然這樣的做法可能看起來有些刻意，但最終

結果證明了其價值。在性別方面，男性與女性在產品的使用需求上

有所不同，因此建立多元的開發團隊能夠帶來更多、更好的想法，

並引入不同的觀點和創意，使產品更加出色和便利。 

此 外，陳 佩 君 表 示 微 軟 公 司 也 積 極 舉 辦 活 動 從 小 扎 根，例 如

「Coding Angel」計畫，這個活動專門為女性（但男生也歡迎）設

計，旨在提供程式設計的指導，還舉辦了針對女高中生的活動，希

望能激發她們對科技領域的興趣。 

陳佩君表示，微軟在臺灣的研發部門中，女性主管的比例逐年上

升，每個部門幾乎都有女性主管。她在一些女性身上看到優秀的溝

通技巧，能從多個角度思考問題，並且在面對挑戰時展現出強大的

韌性。而「溝通」、「多面向思考」、「韌性」這些特質對於主管

的工作至關重要。 

給後進女性的話—「面對自我，善用所長」 

陳佩君希望未來的社會不再需要關注性別問題。然而，在實現這

一理想社會之前，期望大家能深入了解自己，真誠面對自我，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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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長處，並將其有效運用於社會中。 

在教育方面，陳佩君認為應重視個體發展，根據興趣和特長引導

未來方向。當前，理工科的定義不斷演變，從過去認為只有像愛因

斯坦那樣的科學家才算理工，到現在程式設計師也被視為理工專業

的一部分。隨著AI的進步，未來的發展不僅涉及數學的演算推導，

還需要跨領域的整合。掌握專業知識並充分利用AI的幫助，可使職

涯更上一層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