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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現今物聯網需要的響應時間越來越短，而資料蒐集過程可能會包含私人數

據，眾多的設備將會產生非常龐大的數據，雲端計算將無法處理未來將產生的龐

大數據[1]，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和網路的傳輸成本也是一個問題。為了解決上

述這些問題，可以採用邊緣計算將雲端的模型直接放在終端裝置上，如此不但可

以解決個人資料傳輸保護的問題，網路傳輸以及雲端計算無法負荷的問題也得以

解決，在響應時間上也可以得到最短的優化。 

在本篇報告中，我設計一個參數量較多、較為龐大的模型用來模擬放在雲端

的模型，然後再設計一個參數量較少、較為小的模型用來模擬放在終端裝置上的

模型，訓練資料使用 cifar-10資料集。 

實驗結果驗證了邊緣計算在訓練模型和設計模型的時間上都比傳統雲端計

算還要快，模型正確率也比傳統雲端計算還來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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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some IoT management might require very short response time, some merge 

involved private data, and some might produce a large quantity of data which could be 

a heavy load for networks. Cloud computing is not expensive enough to support these 

Applications. [1]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 propose a method using edge computing. 

This method of edge computing can not only avoid the problem of protecting private 

data but also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network transmission, response time and 

cloud computing. 

In this paper, I design a model having more parameters and bigger size for simulating 

cloud computing and a model having less parameters and smaller size for simulating 

edge computing. I use cifart-10 dataset as training data for this experiment. 

The result of my experiment proves that edge computing is faster than traditional 

cloud computing in both training and design, and the model accuracy is also higher 

than traditional 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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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雲端運算服務的模式大致上如 Fig.1.，在雲端背後先有一個已經蒐集好的

資料庫，以此資料庫在雲端上建立模型以提供消費者使用，但是隨著資料量越來

越多，要在雲端提供服務所需要的成本就會越來越高。從資料庫來看，如果要提

供更多服務，資料庫所需蒐集的資料也就更多，其中包含許多帶有個人隱私的資

料，而如何做到傳輸過程中的保護和資料保密對雲端計算來說是一個大問題，再

來談到建立模型，越多類型的資料代表更多的資料預處理以及需要更強大的模

型，如此雲端計算才能提供預期的服務，然而龐大的資料量將會造成雲端計算無

法負荷，失去雲端計算原本的優勢。 

 

 資料量增加將影響雲端計算的效率，也增加其建置的成本，不管在建模還是

訓練模型的時間上，都會被大大的影響，所以將部分的計算移到終端裝置上將會

是未來必要的趨勢，從 Fig.2.可以看到，邊緣計算可以減少傳回雲端的資料量，

邊緣計算的好處不僅可以減少響應時間，也減少原本模型建置在雲端上需要花費

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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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Cifar-10 資料集 

此實驗使用的資料集為 Cifar-10，這是由 10種東西的影像組成的資料集，

其中包含 60000張影像，每張影像的大小為 32*32*3，總共類別有 10個類別分

別是飛機、汽車、鳥、貓、鹿、狗、青蛙、馬、船、卡車。 

 

Fig.3.cifar-10資料集 

雲端計算模型模擬設計 

在模型設計上我參考在 cifar-10有 93.63%正確率的模型[2]，我將此模型

輕量化並同時簡化以利於在個人電腦上計算，如 Fig.6.左邊的雲端計算模型架

構圖可以看到，為了達到雲端計算需要提供的服務，我設計雲端計算的模型需要

可以辨別 10個類別，其參數量多達 250萬個，而模型的正確率從 Fig.4.可以看

到，實驗最後模型的正確率為 82.93%。 

 

Fig.4. 雲端模型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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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計算模型模擬設計 

設計放在終端裝置上的模型，從 Fig.4.右邊的邊緣計算模型架構圖可以看

到，為了符合終端裝置的特性，我設計了一個相較於雲端較小的模型，其參數量

只有 150萬個，在訓練的設計上也使用較符合終端裝置特性的方法，我將

cifar-10資料集先分為動物和交通工具二類，再分別用二個邊緣計算模型去分

類動物和交通工具，例如動物類的模型就需要辨別鳥、貓、鹿、狗、青蛙、馬，

六種動物，交通工具類模型就需要辨別飛機、船、卡車、汽車，這兩個模型將會

各自放在不同的終端裝置上，從 Fig.5.可以看到動物類模型正確率為 90.42%，

交通工具類模型正確率為 92.7%。 

 

               動物                          交通工具 

  
Fig.5.邊緣計算模型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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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structure 

              雲端計算                          邊緣計算 

 

Fig. 6. 模型架構及參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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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從實驗結果可以看到，如果雲端計算需要提供 10個東西辨識的服務，其模

型正確率只有 83%左右，然而如果將辨識的工作分別交給兩個終端裝置其正確率

綜合大約有 91%左右，從這個實驗可以證明邊緣計算的優勢，從 Fig.7.中可以看

到在模型訓練速度、模型參數量、模型設計，邊緣計算都比雲端計算有著更多的

好處。 

 Cloud computing Edge computing 

Training time (each epoch) 37s 3s 

Parameters 2,501,258 1,497,540 * 2 

Model design slow fast 

Fig.7. 雲端計算和邊緣計算模型比較 

 

Cifar-10需要辨識的類別數量只有 10個，但是如果未來資料量持續增加，

以雲端計算來講，將會將所有的成本直接加在雲端上，到時雲端計算的品質、速

度、成本將無法完全負荷未來使用者的需求，但是如果將辨識的工作分散於終端

裝置，如果未來資料量增加，只需要增加終端裝置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所以邊

緣計算相較於雲端計算在未來將會有更大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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