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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自2020年初開始，全球陷入新冠肺炎的陰霾，迄今都

沒有完全解除。新冠肺炎衝擊世界政經格局，也影響人民

生活，更奪走許多人的生命與健康；但是，新冠肺炎並沒

有阻止人類科技文明的發展，反而加速科技與普羅大眾生

活的連結。譬如，在這段期間，資通訊科技的進步飛快，

助長遠距辦公、會議、醫療及教育等普及。同時，AI科技

也在這段時間成長，也有更廣泛的應用，為人類生活帶來

更多的便利。 
隨著AI的發展與應用，除了為人類生活帶來更多便

利，同時也逐漸產生相應的法律問題。有鑑於此，「財團

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國際研究基金會」除了邀集諸多專精於

人工智慧法律的實務菁英、學者專家，共同耕耘人工智慧

法律問題之外，每年均舉辦為期二日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集合海內外人工智慧法律的研究者，共襄盛舉。希望本會

能夠作為臺灣AI法律研究的平台，促使AI法律的進步。 
本書主要是集結2019年底，本會於臺北與高雄所舉辦

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文章。該次學術研討會的主題相當豐

富，有：AI倫理規範的國際趨勢、AI人格能力、自駕車與

機器人，乃至於AI與人類學、民刑法、智慧金融及區塊鏈

等議題。當時的研討會，也獲得產官學界的關注，行政院

鄧振中政務委員、內政部徐國勇部長、法務部蔡清祥部長

與陳明堂政務次長、司法院資訊處王金龍處長等政府要員

參與，給予許多鼓勵；科技產業的鴻海集團方光宇法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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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微軟施立成全球助理法務長等參與，給予許多幫助；

臺灣海洋大學張清風校長、東海大學王茂駿校長、      
高雄大學王學亮校長、全國律師聯合會林瑞成理事長、   
高雄律師公會蘇俊誠理事長等參與，給予許多支持。 

本書的論文集結，精彩可期，發表者對於AI法律問

題，均有深厚的研究，並關注AI法律的發展脈動，提出諸

多值得深思的AI法律意見，以及法制改革建議。本書收錄

的臺灣AI法律學者專家有（按文章順次）：高雄大學張麗卿

特聘教授，提出AI倫理準則對法制影響的檢討，並以自駕

車為例，用以說明AI倫理於法制上的體現。東海大學資訊

工程學系蔡清欉教授等、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吳志宏  
教授等，以理工角度，討論AI的人格問題，思辨AI是人類

的幫手或威脅。東海大學法律學系范姜真媺教授、高雄大

學財經法律學系陳月端教授，深入討論AI與個人資料保護

的問題。高雄大學法律學系陳正根教授，探究自駕車的交

通違規的行政責任歸屬與行政處罰。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

律研究所王服清副教授，剖析警務應用AI可能產生的危險

責任。 
又，台灣智慧駕駛股份有限公司陳維隆董事長，分享

台灣自駕車發展的技術架構與運行經驗。東海大學法律學

系張凱鑫助理教授，對於AI得否運用在裁判外紛爭解決機

制的爭論，提出探討。目前，AI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廣泛，

智慧金融涉及如金融監理、去中心化金融等重要議題，臺

灣大學法律學系楊岳平副教授，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財經法

律學系徐珮菱副教授，以及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陳弘益

助理教授，都有發表專文評述。AI的刑事法問題，向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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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界關注，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王紀軒副教授，對於

自主型AI事故的刑法評價表示看法；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

研究所溫祖德副教授，提出大數據偵查的問題；前臺北地

檢署檢察官蕭奕弘律師，則提出AI能否讓刑事司法更為公

平的探討。近年AI的發展快速，涉及AI的法律問題越來越

多，AI法律也越來越受法界關注。本書集結豐富的臺灣AI
法律學者與實務家的著述，廣闊多元。 

同時，本書收錄許多國際學者的大作，如德國伍茲堡

（Würzburg）大學希爾根多夫教授（Eric Hilgendorf）發表

二篇論文，一是對於科技數位化、虛擬化挑戰的因應之

道，並介紹歐盟《可信賴人工智慧倫理準則》（臺灣海洋

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陳俊榕助理教授翻譯），其二是討論

自動駕駛的倫理與法律問題（德國伍茲堡大學法學博士生

劉暢翻譯）；日本明治大學川口浩一教授，也發表二篇論

文，除了探討AI倫理規範，剖析日本AI網絡社會推進會議

的「利用、活用AI的指導方針」之外，也對於日本學界對

於AI刑事責任論的討論，進行詳細介紹（中原大學財經法

律學系洪兆承副教授翻譯）。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前教授瑪麗

亞（Maria W. Chee）博士，則以人類學角度暢談AI，討論

AI逐漸取代人類功能時，對人類社會將產生何等影響，並

由人類生活的二大方面「工作、居家」，進行剖析，深具

啟發。從人類學的角度觀察，在職場上，AI確實已經承擔

很多工作，幫助甚至取代人類，對我們而言，是機遇，也

是挑戰（辦桌星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陳敬堯創始人翻

譯）。另外，在AI電子人格的問題上，德國奧斯納布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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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nabrück）大學葛祥林（George Gesk）教授、日本  

松尾剛行律師，均對此直接以中文發表高見，分別以德日

視角探討相關問題。中國大陸北京大學江溯副教授，則是

針對大數據在刑事司法體系的應用上，進行深入探討。 
承襲本會第一本AI法律專書《人工智慧與法律衝擊》

的研究碩果，相信本書《人工智慧與法律挑戰》的問世，

能夠讓關心AI法律議題的產官學研，有志研究AI法律的學

生，或對AI法律有興趣的社會大眾或科技人員，能有更豐

富的探索空間。 
基金會的運作，耗費可觀，在此特別感謝本會許宗賢

董事長，以及楊銀明、陳敏純、邱昌其、陳照、葉坤城、

朱萬鈞、潘永豐、吳建慶、陳志銨董事們的慷慨奉獻，以

及基金會顧問群的費心指導。此外，基金會的成長與茁

壯，也需要各界支持，我們對於熱心贊助的社會各界，敬

表謝忱。本書能夠出版問世，仰賴元照出版公司不計得失

的全力協助，在此一併致上由衷感激之意。 

財團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國際研究基金會執行長 
高雄大學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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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第三次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簡稱AI）浪潮，最

讓人矚目的是演算法決策的興起。AI的深度學習開啟AI能夠自

我學習、自我程式設計的學習演算法，不需要程式設計者一步

步對電腦進行程式設計，因此可以用來解決更複雜的任務。此

外，計算能力的提升，包括現在的量子電腦，以及越來越普遍

的大數據，都成就了更複雜的演算法，實現了更多無限的可

能。 
AI發展迅速，AI可以帶來更便利的生活、更高效的工作、

更美好的未來；但是，發展AI未必一切都是樂觀的。已故的知

名科學家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曾表示「全面發

展AI的話，人類恐自取滅亡1。」如何在發展AI的過程裡，人

類能夠享有AI對人類生活的助益，並避免AI脫離人類掌控，甚

至反噬人類，成為不可忽略的問題。AI倫理的建構，便成為相

當重要的議題。基本倫理準則的建構，也就成為法律政策的基

本原則。 
AI倫理就是AI的道德標準，是當前熱衷發展AI的國家，在

關注科技之外，也十分關注的議題。為了避免AI造成人類的悲

劇，必須事先建構一套足以因應AI研發與應用的倫理準則，並

依此形成法律政策的原則。每個國家可能因需求不同，而有不

同觀念，所以要建立放諸四海的倫理準則，並不容易。但是，

找出多數國家應該遵循的倫理準則，應該可能。 
為因應高速發展的AI科技對於歐盟法律、倫理及社會發展

的衝擊，歐盟執委會於2018年設立五十二個專家成員的「AI高

                                                        
1  參照，中時電子報，霍金辭世 生前曾警示：「小心AI毀滅人類」，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315000234-260202?chdtv 
 （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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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專 家 群 組 」 （ 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Expert Group”），凝聚關於「值得信賴的

AI」（Trustworthy AI）的法律與倫理的共識。其後於2019年4
月 發 布 值 得 信 賴 的 AI 倫 理 指 南 （ 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2。仔細檢視這些AI的基本倫理準則，與許多

國家或地區所陸續發布的倫理內涵，極為相似；如AI首先應當

尊重基本人權、倫理規則和社會價值，即追求「倫理目標」；

在保持技術創造性的同時，需要反思和加強AI的可靠性。 
歐盟以外，許多具有代表性的科技公司也紛紛倡議發布AI

倫理，以保證AI的合理發展。如2018年IBM Watson提出了IBM 
AI開發的三大原則：信任、尊重與隱私保護3；同時，微軟也

提出了六大原則：公平、可靠和安全、隱私和保障、包容、透

明、負責 4；中國的騰訊在2019年提出AI的四可（可知、可

控、可用和可靠）準則，對AI的問題做出了回應5。Facebook也

在2019年初出資與慕尼黑技術大學合作建立AI倫理研究所，希

望在AI的研究中引入更多倫理思考6。台灣在這方面，不落人

後，2019年9月科技部推出「AI科研發展指引」。可以預見的

是，這些AI倫理準則的發布與影響，勢必成為AI法律政策的思

                                                        
2  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9)（以下簡稱Expert 

Group), 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 詳 參 https://ec.europa. 
eu/futurium/en/ai-alliance-consultation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9 年 11 月 4
日）。 

3  參照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tech/ganqmoy.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19年11月24日）。 
4  參照中國時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108000380-

260203?chdtv（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11月20日）。 
5  參照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tech/am2x5eg.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9年11月24日）。 
6  參照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tech/mp4jbn2.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19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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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資源。 
本文擬以實例說明AI倫理準則的訂定，應當注意的幾個重

點，再敘述國際上較具有代表性的AI倫理原則，然後說明台灣

AI倫理法制的現況及發展。台灣AI倫理規範的實踐，主要呈現

於2018年底公布的「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以及科技

部發布的「AI科研發展指引」。此外，2019年5月立法院一讀

通過的「AI發展基本法草案」，也值得介紹。最後，以自駕車

為例，舉出AI倫理於自駕車發展的主要體現，說明法律政策如

何實踐AI基本倫理準則。 

貳、AI倫理準則的制訂與重點 

一、國際上AI倫理準則的制訂與內涵 

如何對於AI設定一些倫理規範，已經引起許多國家以及跨

國 性 企 業 的 重 視 ， 如 歐 盟 、 德 國 、 英 國 、 美 國 、 OECD 、

G20、IEEE、谷歌、微軟等。目前國際上提出AI倫理基準者，

以 歐盟提 出 可 信 賴 的 AI 倫 理 準 則 （ 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較具有完整性。歐盟的AI倫理準包括了七大

原則，分別是：應由人類監督AI、AI應穩健與安全並值得信

賴、重視隱私和數據管制、使AI具有透明及可追溯性、AI應確

保多元和公平、尊重社會和環境維護、建立完善究責制度7。 
德國是歐盟的核心成員，德國的AI倫理準則主要是以歐盟

的「可信賴AI倫理準則」為指導原則。例如，德國電信根據歐

盟的指導原則，通過了九個具有約束力的準則，用來定義AI倫
理框架：責任，該準則定義了電信公司與AI之間的責任問

                                                        
7  參照，https://ec.europa.eu/futurium/en/ai-alliance-consultation（最後瀏覽

日期：20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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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謹慎，電信公司需要謹慎的在法律框架內發展AI；支

援，以客戶為中心簡化AI並豐富客戶的生活；透明，告知客

戶何時與AI通信以及如何使用客戶資訊；安全，電信公司有

責任保障客戶資料的安全，不被洩露；可靠，通過審查、評

估，篩選可靠資料開發和改進AI系統；信任，電信公司對AI
系統控制權加以保留，以便發生問題時可以隨時干預AI系統避

免傷害；合作，堅持以人為本進行人機交互；解釋，通過

AI來提高知識和技術能力，並使其易於使用8。 
英國AI倫理的制訂，於2018年4月由上議院發布的報告中

確立五大AI倫理規範，包括：發展AI是為了人類的共同利

益；AI應當保證公平，並且讓人容易理解；AI不應當用來

侵犯人們的隱私；所有公民都有權利接受教育，使他們能在

精神、情感與經濟上和AI一起繁榮發展；AI不應被賦予傷

害、破壞或欺騙人類的自主能力9。 
美國為了確保AI發展的倫理和社會意識，於2016年、2017

年，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 先 後 發 布 了 兩 版 AI 倫 理 設 計 準 則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Version II」10。從技術角度在三個

方向設立AI的發展標準，分別是機器化系統、智慧系統和自動

系統的倫理推動標準；自動和半自動系統的故障安全設計標

準；道德化的AI和自動系統的福祉衡量標準11。 

                                                        
8  參 照 ， https://www.telekom.com/de/konzern/digitale-verantwortung/details/ 

ki-leitlinien-der-telekom-523904（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12月1日）。 
9  參照，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201719/ldselect/ldai/100/100.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12月1日）。 
10  參 照 ， https://ethicsinaction.ieee.org/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9 年 12 月 1

日）。 
11  參照，https://tech.qq.com/a/20190711/00497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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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國微軟公司提出的AI倫理規範很有代表性。微

軟甚至成立AI倫理道德委員會，以檢視研發的產品是否符合AI
的倫理準則：「公平、可靠安全、隱私保障、多元包容、

透明責任。12」美國Google公司亦提出該公司所認同的AI準 
則13，並認為AI應當遵守七大原則，分別是：「對社會有助

益；避免製造或加深歧視與不公平，於開發時即應確保安全；

AI應對人類負責；注重隱私原則；堅守並嚴謹的對卓越科學的

追求；於應考量使用目的、特徵及規模。」此外，有四點原則

不容牴觸，分別是：當整體技術存在安全的風險時，應確保

利大於弊原則，並且落實確保安全機制；AI不得用來製造武

器及開發傷害人類的產品；不使用AI收集個資或使用資料，

以違背國際規範的監視行為；不得將AI運用及開發於違反國

際法及人權公約。 
除此之外，美國政府更為關注AI在軍事方面的倫理原則。

美國國防部於2019年10月30日推出世界上首個回應軍事AI應用

所導致倫理問題的倫理原則──「AI原則：國防部AI應用倫理

的若干建議」（AI Principles: Recommendations on the Ethical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該

建議對美國國防部在戰鬥和非戰鬥場景中設計、開發和應用AI
技術，提出了「負責、公平、可追蹤、可靠、可控」的五大

原則14。 
中國的百度公司於2018年也提出關於AI指導原則，並認

                                                        
12  參照，https://www.ithome.com/0/441/965.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11

月27日）。 
13  參照，https://ai.google/principles/（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11月27日）。 
14  參 照 ，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Oct/31/2002204458/-1/-1/0/DIB_AI_ 

PRINCIPLES_PRIMARY_DOCUMENT.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12
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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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AI首重的最高原則即是「安全及可控」，AI的創新願景是

促進人類更平等地獲取技術和能力；AI存在的價值是教人學

習，讓人成長，而非超越人、替代人；AI的終極理想是為人類

帶來更多的自由與可能15。此外，2019年騰訊研究院和騰訊AI 
Lab聯合發布AI倫理報告，指出：就AI技術自身而言，AI需
要價值引導，應做到可用、可靠、可知、可控，從而讓人們

可以信任AI，讓AI可以給個人和社會創造價值；就AI與個人

的關係而言，幸福是人生的終極目的，需要構建和諧共生的人

機關係，保障個人的數位福祉和幸福工作權利，實現智慧社會

人機共生，讓個體更自由、智慧、幸福地生活和發展；就AI
與社會的關係而言，AI所具有的巨大「向善」潛力，是歷史上

任何時候都無法比擬的，AI可以協助經濟社會健康，包容可持

續發展。簡言之，該份AI準則，從AI技術、AI與人類關係、AI
與社會關係三個維度提出新的技術倫理（technology ethics），

探索AI、個人、社會三者之間的平衡16。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 的 「 Princip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準 則 ） 」 ，即認為AI應具有包容

性發展，並且有助於增進人類福祉及對地球有益；AI系統的設

計應尊重法治及人權、民主價值觀及多樣性，並應包括適當的

保障措施，例如在必要時允許人為干預，以確保社會公平公

正；AI應當具有透明性及負責性，以確保人類理解AI並得以向

其挑戰。此外，AI也應當足夠安全及可靠，並且應當不斷自我

評估及管理其潛在風險；最後，相關AI開發、執行等人員，應

                                                        
15  參照，https://www.iyiou.com/p/8151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11月

27日）。 
16  參照，https://tech.qq.com/a/20190711/00497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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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AI負責17。 
2019年二十國集團（G20）貿易和數字經濟部長會議確定

了「G20AI原則」，該原則第一部分列出了五條需遵守的AI原
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stewardship of trustworthy AI）。

包容性增長、可持續發展及福祉；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及公

平性；透明度和可解釋性；穩健性、安全性和保障性；

問責制18。 
綜觀國際AI倫理趨勢，可以發現有個特色，那就是傾向於

「以人為本」的AI藍圖，尤其以OECD之AI倫理準則，嗣後也

於聯合國G20會議中受到青睞，並於會議中提出「以人為本」

的價值觀19。同時，日本也提出「以人為本」的AI社會原則

（人 間 中 心 の AI社 会 原 則 ） 」 20。 同 樣 地 ， 這 個 觀 點 也 在

台 灣 立 法 院 一 讀 通 過 的 「 AI發 展 基 本 法 草 案 」 21， 以 及 科

技 部 的 「 AI科 研 發 展 指 引 」 22所 吸 納 。 

                                                        
17  參 照 財 經 頭 條 ： 李 彥 宏 提 出 AI 倫 理 四 原则， https://t.cj.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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