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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GPT開始

n GPT
n 維基百科：基於轉換器的生成式預訓練模型（英語：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s，GPT）是一種大型語言模型（LLM），
也是生成式人工智慧的重要框架。首個GPT由OpenAI於2018年推出。
GPT模型是基於Transformer模型的類神經網路，在大型未標記文字
資料集上進行預訓練，並能夠生成類似於人類自然語言的文字。

n Emergent Abilities of LLM
n LLM+Big Data可能會出現生成式AI在其他資料量較少的領域，也能

具有相當的預測、生成能力，像某些我們認為具有語言天賦的人可以
掌握7、8種語言，除了語言的學習技巧之外，對於多種語言的掌握，
也有助於降低學習另外一種新語言的時間

n 對於技術的粗淺理解，絕對有助於法律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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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生成式AI的特性與限制

n 訓練資料限制
Ø 資料會影響生成式AI的表現，例如：以網路資料作為訓練資料的生成

式AI，各種歧視、偏見等，即令透過一定的人為校正，仍然不可避免
會發生；資料的缺漏或取樣不足等，都會影響其產出成果的可信度

n 生成式AI暫時不具真正理解能力
Ø 生成式AI可說是以關聯性取代因果關係，即令其演算法、訓練模型、

訓練資料集都透明化，仍然未必能清楚窺視其如何產出新的成果
n 人工智慧無法承擔責任

Ø 現行的法律制度架構，人才能作為各種責任的主體，也就是說，人類
不能把責任推給人工智慧，最後責任還是要由人類來承擔，通常最直
接的責任是由「使用者」作為行為人來負擔



企業如何看待導入生成式AI的著作權風險？

n 權利保護層面
n 應用生成式AI產出的成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n 將企業既有著作透過生成式AI生成其他成果，該等成果是否受著作權

法保護？
n 人類的創作+生成式AI，著作權保護的範圍如何判斷？
n 如何證明是人類的創作成果？

n 授權層面
n 生成式AI所需的大量訓練資料，若為著作，是否需要取得授權？取得
授權的成本與方式

n 開源的AI授權規範的遵守 
n 將他人著作輸入生成式AI服務進行生成，需要取得什麼樣的授權？



企業如何看待導入生成式AI的著作權風險？

n 合理使用層面
n 訓練資料的利用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基準？
n 應用生成式AI時取用他人著作作為素材，是否符合合理使用規範？
n From Data, Database to Big Data

n 侵權層面
n 訓練資料含有未經合法授權的著作，據此訓練出來的生成式AI模型，
單純導入該模型進行使用，是否會構成侵權？

n 前述生成式AI模型所生成出來的成果對外利用，是否會構成侵權？
n 生成式AI生成成果偶然的近似，是否會構成著作權侵害？是否會涉及
刑事責任（有無侵權故意）？

n 著作權侵害（抄襲）的判斷標準是否受到生成式AI影響而改變？





世界上不存在零風險，所以，需要控管風險

n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生成式AI的技術本身不會主動去違法、侵權，關鍵
還是人如何去使用生成式AI這個技術。企業導入生成式AI，著作權風險
的控管，其實就是回到「人」在使用生成式AI相關技術，從服務建置到
服務使用各階段風險評估與控管

n 基礎模型訓練、fine-tunning或單純使用他人生成式AI服務的著作權風
險都不相同

n 多數企業若僅是使用者，著作權的風險主要是來自於怎麼用
n 取代著作權侵害風險高的人類活動（ex.小編常常沒有圖需要去網路上
抓圖，用AI生成示意圖，反而降低小編侵權風險）

n 作為內部參考，而非最終成果
n 以優質的企業自有資料（著作）作為生成的素材
n 透過網路工具檢索是否有類似的著作



生成式AI對於著作權制度的衝擊

n From PGC, UGC to AIGC
n 著作大量爆發來自於創作、流通的門檻大幅下降，數位、網路相關科技

是前一波的主因，生成式AI是這一波的主因，但都跟著作權保護沒什麼
關係

n 你的創作是寫人類看的，那麼，機器拿來學習是否也要用著作權法規範？
n 著作權法保護的具體表達，與不保護的抽象思想、概念、原理、原則的
界線是否受到影響？

n 著作權制度是否仍然維持過去三百餘年來，不斷擴大著作權保護範圍的
發展趨勢？

n 或許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著作權法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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