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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在亞瑟‧李‧塞謬爾（Arthur Lee Samuel）於1950  

年代以機器學習方式讓IBM 701電腦執行跳棋程式後，   

人工智慧開始展露頭角；其後歷經 1997年 IBM電腦    

「深藍」（Deep Blue）擊敗世界西洋棋冠軍加里‧    

基莫維奇‧卡斯帕羅夫（Garry Kimovich Kasparov）、

2016年AlphaGo擊敗韓國職業棋士李世乭，乃至2022年

11月Open AI研發的ChatGPT問世，AI技術已不斷突破， 

相關應用逐漸深入日常生活各個面向，成為社會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有關AI法制相關議題，早期圍繞對AI倫理及道德議題

的探討，如歐盟於 2019年公布之「可信賴之AI倫理     

指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21年制定之「人工智慧 

倫理建議書」等。伴隨AI技術發展，目前常見AI法制議題

包括：機器學習蒐集大量資料之行為，可能侵害他人   

著作權、隱私或個資；AI生成物是否享有智慧財產權 

保護；AI對於勞動權益之衝擊等等，不一而足。 

有鑑於AI對社會各領域帶來之衝擊與影響，各國均 

紛紛提出不同的監管策略，期能以順應國情的監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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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技術及整體產業的發展。在AI浪潮席捲而來的現代 

社會，如何對其進行規範才能平衡創新與風險，誠為重大

挑戰。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作為「數位轉型化     

育者」，將持續關注AI法制議題，以協助政府進行立法或

政策推動，提升AI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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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科技日新月異，人工智慧為目前各國重點發展項目 

之一，各國亦就AI定有不同的監管方案。如歐盟刻正   

針對《人工智慧法》草案進行研商，希望最快可於    

2023年底前通過；美國總統拜登在2023年10月30日發布

「總統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確保美國可在 

「掌握AI發展前景」及「AI風險控管」上，處於世界領先

地位；我國亦研擬《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並已於2023

年8月31日公布「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使用生成式AI

參考指引」，顯示我國對此議題之重視。 

近年來，AI因其可於短時間內蒐整及條列資訊的   

特性，常被用於改善工作流程及進行決定支援，已對   

現代人日常生活領域帶來一定的「數位創新」。本書亦 

介紹與資料流通、資料治理有關的規範，如歐盟《資料 

治理法》、《資料法》草案及〈健康資料空間規則〉   

草案，期能對我國資料整體經濟價值的促進，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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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身為國內 

最大法制智庫單位，長期研析並觀測國際新興科技法律 

議題，期透過本書整理AI法制三大議題，從AI監管方向、

可信賴之AI及資料活用出發，協助產業了解其進行AI化的

創新轉型階段所可能面臨的挑戰，並將隨著AI的發展， 

持續關注AI法制議題。 

再請各位先進不吝撥冗指教，以共同創建可信賴、 

負責任且風險可控之AI生態系。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謹誌 
中華民國1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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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單元 全球第一部AI法：歐盟AI法案
 

“ 
全球第一部AI法： 

歐盟AI法案 
” 

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組長 周晨蕙 

壹 前 言 

有關人工智慧監管議題，早期世界各國聚焦於對AI倫理

及道德議題的探討，在經過一段時間討論及發展後，已逐步

演進到針對特定領域利用AI之行為加以規範。澳洲於2023年6

月1日公布「支持負責任之AI：意見徵詢」文件（Supporting 

responsible AI: discussion paper），便指出目前世界各國主要

透過一般性法規（如消費者保護法）或特定領域之現行法規

（如醫療、金融服務等），以及自願性倡議或協議等作法來

規範AI1。 

在2022年底ChatGPT橫空出世後，其強大的功能和表

現，引發民眾強烈的不安。近期好萊塢爆發之罷工潮中，編

劇和演員便十分擔心資方會利用AI生成劇本或角色，主張應

限制片廠運用AI取代勞工2。在上述背景之下，各國進一步展

                                                      
1  Supporting responsible AI: discussion paper,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https://consult.industry.gov.au/supporting-
responsible-ai/submission (last visited Aug. 25, 2023). 

2  〈好萊塢罷工僵局若持續：AI 會完全取代真人的編劇和演員

嗎？〉，端傳媒，2023年7月28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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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是否全面性規範AI產品及服務之討論。由此可知，人工智

慧監管議題不再只停留於紙上談兵階段，而是伴隨著技術發

展，正式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之一。 

為落實AI監管，歐盟執委會於2021年4月21日公布「人工

智慧共同規則建議草案（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亦即《人工智

慧法》（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AI Act）草案（以下簡

稱AIA），以風險為基礎，將AI應用分為不同等級，並給予

不同的監管密度，嘗試建立AI監管框架。 

由於AIA為全球首部針對AI之立法，世界各國均十分關

注AIA進展，而我國目前亦刻正研擬《人工智慧基本法》草

案3，並已於2023年8月31日公布「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

使用生成式AI參考指引」4，故本文擬以歐盟AIA為對象，簡

介草案重點及立法最新進度，以供我國後續立法參考。 

貳 AIA立法背景及規範重點 

歐盟執委會於2021年4月21日提出AIA，旨在確保歐盟市

場AI系統之安全性及符合歐盟價值、基本權和現行法規，並

                                                                                                             
30728-culture-ai-and-hollywood（最後瀏覽日：2023/10/18）。 

3  草案目前因考量AI技術發展快、應用面太廣而延後時程，詳細可參

考：〈鄭文燦：考量技術發展快應用廣 AI基本法延後提出〉，中

央社，2023年8月1日，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3080102 

28.aspx（最後瀏覽日：2023/10/18）。 
4  〈行政院通過AI參考指引草案 十大指引方向一次看〉，經濟日

報，2023年8月31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7307/7406 

794?list_ch2_index（最後瀏覽日：202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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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適法、安全且可信賴之AI應用發展5。以下本文將簡要整

理AIA立法背景及沿革，以及草案中有關AI之定義、不同風

險等級及對應規範，以及AIA最新進展和討論。 

一、立法背景與沿革 
近年AI技術快速發展，常被用於改善工作流程、支援決

策、提供個性化服務及資源分配等事項，雖有助於提高各產

業競爭力，卻也同時為個人和社會帶來新的風險和負面影

響。有鑑於此，為確保技術發展符合歐盟價值觀、基本權和

現行法規，並維持歐盟在技術上之領導地位，歐盟於2020年2

月19日發表「AI白皮書：邁向卓越與信賴之歐洲路徑」

（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European approach to 

excellence and trust），指出未來將兼顧「監管」與「投

資」，促進人工智慧之應用並同時解決該項技術帶來之風

險6。 

上開白皮書提到未來將制定明確之歐洲監管框架，而歐

洲議會及歐洲理事會亦表明應立法規範安全、可信賴之AI開

發，並兼顧AI風險與利益衡平。在白皮書發表後，歐洲議會

亦陸續於同年10月達成多項與AI有關之決議，包括倫理、法

                                                      
5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 
en/library/proposal-regulation-laying-down-harmonised-rule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st visited Oct. 22, 2023). 
6  European Commission, 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European approach to excellence and trust (Feb. 19, 2020), https://ec. 
europa.eu/info/publications/white-paper-artificial-intelligence-european- 

 approach-excellence-and-trust_en (last visited Aug. 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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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責任及著作權；並於2021年作出AI刑事相關之決議，以及

教育、文化和視聽覺相關之決議；與此同時，歐洲委員會亦

針對立法提案，提出應注重AI及機器人技術開發、發展和利

用之倫理原則之勸告7。 

在上述背景下，歐盟執委會於2021年4月21日提出AIA

（下稱執委會版），希望能達成確保歐盟市場使用之AI系統

安全性，以及AI系統符合歐盟價值觀、基本權和現行法規；

促進AI投資和創新之法安定性；強化有關AI治理、基本權及

適用AI系統之安全性要件；促進合法、安全且可信賴之AI應

用於單一市場之發展等目的8。 

在執委會版草案提出後，歐盟理事會於2022年12月達成

共通立場（common position/general approach），提出理事會

版本之AIA（下稱理事會版）；2023年6月14日，歐洲議會達

成協商立場（negotiating positon）並公布議會版本之AIA（下

稱議會版）。由於理事會版、議會版及委員會版草案內容略

有差異，故目前歐盟理事會、歐洲議會及執委會刻正針對草

案內容進行三方協商，草案預計最快於2023年底公布9。 

                                                      
7  轉引自：總務省，《人工知能に関する調和の取れたルールを定め

る 規 則 の 提 案 》 ， 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826 

706.pdf，頁2-3（2021）。 
8  同前註。 
9  MEPs ready to negotiate first-ever rules for safe and transparent AI,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
room/20230609IPR96212/meps-ready-to-negotiate-first-ever-rules-for- 

 safe-and-transparent-ai (last visited Aug. 1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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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慧之定義 
執委會版AIA第一章規範AIA適用對象、範圍及AI定

義，其對AI採取正面表列之定義方式，並考量到AI技術及市

場快速發展特性，需要保留一定彈性，將AI定義為「使用附

件1所列之特定技術或方法10，根據人類定義之目標，產出內

容、預測、建議或影響互動環境之決策。」11 

在執委會提出草案後，歐洲經濟和社會委員會、區域委

員會、歐洲中央銀行等陸續提出對AIA之意見，其中由於執

委會版採用之定義過於廣泛，使AI定義成為討論重點。為回

應各界意見，執委會隨後提出妥協版本，除微調AI定義外，

並指出AI系統應得以附件所列技術和方法進行學習、推理或

模擬，決定如何達成人類定義之目標，以避免將通常不被認

為是AI之傳統軟體納入監管範圍12。 

有鑑於執委會版對於AI定義過於廣泛而引發之爭議，理

事會版將AI定義限縮為「透過機器學習方法，以及基於邏輯

和知識方法開發的系統」13。2023年3月3日，歐洲議會就AI

                                                      
10  包括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邏輯式智慧式方法論（logic- 

and knowledge-based approaches ） 、 統 計 方 法 （ statistical 
approaches）、貝氏推論（Bayesian estimation）、搜尋與優化方法

等。 
11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39, COM (2021) 206 final (Apr. 21, 2021). 
12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laying down harmoniz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and amending certain 
Union legislative acts, at 3, 2021/0106 (COD) (Nov. 29, 2021). 

13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Council calls for promoting safe AI that 
respects fundamental rights, European Council, https://www.consilium. 
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12/06/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 

購書請上：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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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達成政治協議，同意採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

（OECD）對於AI之定義，以結束有關定義之爭論14。OECD

將AI定義為「一種基於機械的系統，旨在針對特定目標，輸

出影響環境的預測、建議、或決策。其透過機器或以人為主

之資料和輸入，用以感測真實或虛擬環境、以自主方式或手

動方式將感測資料化為模型，並使用模型推演出結果選

項。」確保類似ChatGPT之生成式AI不會成為監管上的漏

洞15。 

因應生成式AI發展，議會版更進一步將生成式AI定義為

「一種具有不同程度自主性，專門用於生成複雜文本、圖

像、音訊或影片等內容之基礎模型（foundation model）」並

要求生成式AI供應商應揭露AI生成的內容、設計模型避免AI

產出違法內容，以及公開訓練AI所用受著作權保護資料的摘

要等，以避免生成式AI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以及利用生成

式AI產出操縱性內容16。 

綜觀上述定義，可以發現議會版和理事會版對於AI之定

義較為相近，均將範圍予以限縮。此種定義方式反映出輿論

對AI定義過於廣泛之擔憂，惟定義太過明確亦可能失去彈

                                                                                                             
 council-calls-for-promoting-safe-ai-that-respects-fundamental-rights/ (last 

visited Aug. 12, 2023). 
14  EU lawmakers set to settle on OECD defini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uractiv,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news/ai-
act-meps-extend-ban-on-social-scoring-reduce-ai-office-role/ (last visited 
Mar. 17, 2023). 

15  OECD AI Principles overview, OECD.AI, https://oecd.ai/en/ai-principles  
(last visited Oct. 17, 2023). 

16  European Parliament, supra no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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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法律難以跟上技術變革之腳步。有鑑於此，最終歐盟

會採用何種版本之定義，仍需持續關注。 

三、人工智慧應用依風險高低分級 
AIA依照風險高低，將AI分為禁止使用之「不可接受風

險」（Unacceptable risk）、上市前需符合嚴格規範之「高風

險」（High risk）、負有一定程度透明性義務之「有限風

險」（Limited risk），以及不受規範之「小或低風險（Low 

or minimal risk）」AI等4種，針對AI使用容許性、使用規範

等面向，給予不同程度之規範17。本文將先以執委會版為

主，簡述各類型AI之規範重點，再補充理事會版及議會版調

整之處。 

不可接受風險之AI 
所謂「不可接受風險之AI」，亦即被禁止使用之AI。此

種類型之AI應用包括：利用年齡或缺陷操縱特定人或弱勢群

體的認知或行為、利用AI進行社會信用評分，以及在公眾場

所以執法為目的之遠端生物辨識系統等，其目的在於避免AI

被用於操控人類及監控社會，以保障基本權及弱勢族群權

益18。 

                                                      
17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 
en/library/proposal-regulation-laying-down-harmonised-rule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st visited Feb. 22, 2023). 
18  EU AI Act: first regulat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headlines/society/20230601STO
93804/eu-ai-act-first-regulation-on-artificial-intelligence (last visited Aug. 

 12,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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