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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也曾在瀏覽社群時被AI⼤頭貼洗版？隨著⼈⼯智慧技術的⽇益成熟，其應⽤及影響範疇不斷擴展，⽽娛樂媒體領域當然也不例
外。 近年來，⽣成式AI技術的崛起為娛樂市場注入了新的活⼒，⽽最貼近年輕⼀代⽣活的例⼦莫過於社交媒體上颳起的「AI⽣成式
頭像」風潮。無論是在周遭同儕，還是偶像明星的社群帳號中都可以看⾒AI⼤頭貼的影⼦。AI⼤頭貼的出現，為娛樂市場提供創新、
多樣性和互動性，不僅為個⼈提供了有趣的互動體驗，也為娛樂市場開創了嶄新的商機和風潮。

初⾒AI娛樂 韓式⼤頭貼風潮
然⽽，AI⼤頭貼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得以迅速吸引年輕⼈的⽬光？對於AI⽣成式照片，年輕⼈的第⼀印象⼜是什麼？我們採訪了幾位⺠眾，以了解年輕族
群的想法和動機。

21歲的女⼤學⽣Kelly（化名）表⽰：「剛開始看到韓式⼤頭貼，是從⾝邊的朋友發在社群上得知的，第⼀個感想是覺得很瞎。在Instagram上看⾒⼤家⼀窩蜂
地發上⾃⼰透過AI⽣成的樣⼦，我覺得那畢竟不是⾃⼰真正的樣貌，⽽是相對美化過的⾃⼰，因為不喜歡這樣不真實的樣⼦，所以剛開始對AI娛樂是採負⾯
看法。」

22歲的⾃由業男性B（化名）則表⽰：「最早也是從社群媒體中得知AI⼤頭貼，第⼀印象是覺得很厲害，驚訝於科技居然已經進步到可以透過讀取五官變成
數據後，來轉譯成新的照片。」可⾒社群媒體是年輕⼈接觸到AI娛樂⼀個很重要的媒介，AI⼤頭貼的出現也無疑在年輕族群中成為當下最流⾏的話題。⽽對
於這個新興科技的出現，存在著對AI技術的讚嘆，同時也存在著負⾯的聲⾳。

⽽年輕族群在第⼀次接觸到AI⽣成式技術時，究竟抱持著什麼⼼態去嘗試使⽤呢？

曾經使⽤過韓式、美式兩種AI⽣成式⼤頭貼的21歲女⼤⽣Lydia（化名）指出：「剛開始接觸到AI⼤頭貼感到很好奇，抱持著試試看的⼼情就去⽣成了，有點
像是看到⼼理測驗就會想跟著測看看的⼼態去試的。」B也表⽰：「之所以想使⽤是好奇⾃⼰在AI照片與不同風格中的樣貌。」由此可知，⼤家對於社群媒
體中出現的AI⽣成式照片都產⽣了⼀定的好奇，想⼀探究竟AI是如何去呈現⾃⼰的⾯貌。



▲  年輕世代在社群媒體中出現韓式AI⼤頭貼風潮。（照片來源／Line）

套上AI的你 滿意照片中的⾃⼰嗎
當前市⾯上有眾多能⽣成AI⼤頭貼的程式與軟體，無論是Line、Snow，或是最新的Epik等應⽤程式，它們在⽣成照片的過程和使⽤
⽅式基本是⼤同⼩異的，使⽤者只需匯入數張⾃拍照，輸入性別，付費後等待⽣成照片就完成了。然⽽，作為新興產業的AI⼤頭
貼，仍存在⼀些讓使⽤者不太滿意的地⽅，像是所需匯入的照片太多、等待的時間過⻑、甚⾄有售罄等問題，都是在操作過程中需
要優化及改善的地⽅。

 AI⼤頭貼⽣成出來的樣⼦究竟好不好看？⻑得像不像原本的⾃⼰？值得我花錢去體驗嗎？相信這是很多⼈在使⽤前最想知道的問
題。Kelly表⽰，「剛⽣成照片時，對照片的滿意度是低的，因為修掉了很多⾃⼰在臉部上的特徵，也不太像本⼈。」⽽Lydia則是
認為：「好像看得出是⾃⼰，像是整形或化妝後的⾃⼰，但⽣成出來的照片不⾄於讓你覺得火⼤或不值得。」B則認為：「⼤概有
⼀半⽣成出的照片是滿意的。」可⾒⼤家對於AI⼤頭貼的技術不全然滿意，⽽B也提出了建議的解⽅：「若是可以加入⽤⼾個⼈化
的篩選，或許才不會讓⼤家的樣貌過於千篇⼀律。」



▲  許多使⽤者認為AI⽣成照片還是有不如預期的地⽅。（照片來源／Pexels）

當然，AI⼤頭貼也帶給使⽤者許多意外的收穫。Lydia表⽰：「因為它提供了很多⾓度的照片，可以讓⾃⼰知道什麼拍照什麼⾓度
比較好看，或是適合什麼風格的穿搭跟造型。」B也認為：「雖然有些⾓度不太像⾃⼰，但從照片中也可以發現⾃⼰的五官適合什
麼樣風格的造型。」AI⼤頭貼為⺠眾提供新的媒介去認識⾃⼰的樣貌，也讓使⽤者不⽤透過打扮、不斷更換衣服等⽅式，就可以知
道⾃⼰適合什麼樣的⾓度、風格與穿著，也能輕鬆嘗試與以往不同的樣貌。

 

韓、美式⼤頭貼比拼 你偏好何者
AI⼤頭貼風潮⼀波⼜⼀波，從⼀開始⼤眾接觸到的韓式⼤頭貼，到近期出現的美式風格⼤頭貼，兩者在⽣成的特⾊與風格上存在明
顯差異。經過對使⽤者體驗的深入分析，發現這兩種風格最⼤的不同在於「個⼈風格的呈現與應⽤」。

 

就臉部⽽⾔，韓式⼤頭貼相對美式⼤頭貼更注重妝容，透過美⽩和磨⽪效果，塑造出使⽤者的乾淨、甜美的形象，不太會留下個⼈
臉部特徵，使整體看起來像是套上了⼀層濾鏡和模板。相比之下，美式⼤頭貼風格較強烈，透過不同的穿搭和⾓⾊設定，為使⽤者
提供多元化的外貌和形象。

https://www.pexels.com/search/free/


▲  美式、韓式AI⼤頭貼在風格上呈現明顯的差異。

（照片來源／IG:@crown_du）

 

兩種風格都有各⾃的優缺點與擁護者，Lydia說：「在韓式⼤頭貼上較有收穫，像是有很多不同的拍照⾓度、妝容、髮型可以嘗試。但在美式上要是風格不
搭，感覺套上服裝後會有點奇怪，像是學院風、運動風就覺得⾃⼰不太合適，所以比較滿意韓式照片。」⽽Kelly則提到：「個⼈比較喜歡美式風格，韓式透
過修圖軟體可以有差不多的感覺，但美式在服裝和造型上的不同相對有特⾊許多。」同樣為美式⼤頭貼擁護者的B提到：「韓系⼤頭貼看起來就好像是⼀些
看過的韓星畫報，再把我們的臉合成上去⽽已，就覺得比美式⼤頭貼看起來更突⺎。」

從以上回答可得出結論，韓式風格較適合想看⾃⼰在不同妝容、髮型、臉型、⾓度的⼈去使⽤，⽽美式風格則較適合提供給想嘗試不同穿著的⼈，但相同的
地⽅在於，使⽤者都能在韓式、美式各⾃的照片中多多少少更認識⾃⼰的樣貌，也能從中找到適合⾃⼰的風格。

AI⼤頭貼與社群媒體形象塑造
隨著AI⼤頭貼的熱度與風潮，不少⼈紛紛在社群上發布⾃⼰透過AI⽣成的樣貌。不過，這些照片能帶給使⽤者什麼樣的社群互動與反饋，⽽使⽤者⼜是以什
麼⼼態在分享這些照片？在採訪的過程中得知，⼤家對於為何會將AI⼤頭貼分享在個⼈社群媒體上，⼤多出⾃於「有趣」與「跟風」兩個因素。

Lydia表⽰：「因為⽣成照片後覺得看起來很好笑可以當作⼀個話題分享給⼤家看，所以才發布在社群上。」B也說道：「比較有趣的照片會想發在社群分享
給⾝邊的⼈。」AI⼤頭貼的出現讓不少年輕⼈感到新奇與有趣，也成為了年輕世代彼此討論的⼀個話題。此外，使⽤者也能從分享的過程中得到他⼈對⾃⼰
外貌上的⼀些反饋與評價。Lydia表⽰：「⼀開始分享時以比較⾃嘲的⽅式去說⽣成的照片很不像⾃⼰，但意外得到朋友正⾯的回饋，
回應說現實中其實也很漂亮。」這也讓她從中獲得了⼀些⾃信⼼。

然⽽，你是否真的會把AI⼤頭貼作為社群的個⼈⼤頭貼，受訪者的回答⼀致是否認的。Kelly表⽰：「覺得換成個⼈⼤頭貼很瞎，感覺很騙，畢竟那並不是真
的⾃⼰。」Lydia也同樣說道：「AI照片我是絕對不可能⽤到現實⽣活中，就連⽤在頭貼上也蠻奇怪的。」AI⼤頭貼或許能滿⾜⾃⼰



在妝容與風格上的期待，卻無法反映出個⼈的特⾊與樣貌，過於精緻的五官與⼀致性讓⼤家無法接受⽤它來代表真實的⾃⼰。從受
訪者的回答中，也可⾒⽣成AI⼤頭貼主要只是出於對這個新興娛樂的好奇，⽽非真的有什麼實質的⽤途與⽬的，也不會想將AI⽣
成的照片應⽤在個⼈形象塑造。

▲  ⼤家將AI⼤頭貼應⽤於社群媒體中，⼤多出⾃於分享與跟風兩⼤因素。（照片來源／Pexels）

AI⼤頭貼風潮的出現，也反映了社群媒體中出現的跟風現象。B表⽰，「當我們使⽤和分享時，往往會比較⾃⼰是否處於領先的地位或是跟上潮流的感
覺。」由此可⾒在年輕族群中，同儕和社交媒體的相互影響⼒極⼤，並⾃然地改變了他們對新科技和新事物的看法和態度。

AI科技雙⾯刃 你⽀持AI娛樂產業嗎
AI娛樂產業的出現，為社群媒體與娛樂市場帶來很⼤的影響與新的詮釋⽅式，對於AI⼤頭貼⼤家⼤多抱持著好奇的⼼情去嘗試。⽽除了AI⼤頭貼外，還有像
是虛擬偶像這類商業化娛樂的AI技術應⽤，年輕世代⼜是抱持著什麼⼼態去⾯對與使⽤呢？

對於AI應⽤於商業化娛樂產業，Lydia說：「覺得還不錯，AI的發展可以透過合成影像、聲⾳的⽅式，讓創作者有⼀個新的管道跟機會可
以發展。」AI科技的出現為娛樂產業帶來新的商機與氣象，不但能⽤AI達到許多⼈為無法呈現的技術，也在媒體製作與應⽤上提
供了新的管道與概念。⽽B對於AI應⽤於商業化娛樂產業的看法卻是：「不樂⾒，覺得現實⽣活中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事物，像
是AI偶像的出現，就會覺得不踏實。」可⾒⼤眾對於AI科技在不同應⽤下的接受程度還有⼀定的進步空間，⼤家都還在慢慢理解
與摸索這個新科技，也還是存在不少疑慮與擔憂。

https://www.pexels.com/search/free/


▲使⽤者在初接觸AI娛樂時，還存在許多疑慮與擔憂。（照片來源／Pexels）

「⽔能載⾈，亦能覆⾈。」運⽤AI科技⽣成「⼈」的技術有多⽅便與強⼤，就存在多少可能衍⽣的問題，像是假照片交友、AI換臉詐騙等等的出現，都成為
了年輕世代在使⽤AI⽣成式技術時卻步的原因。

Kelly表⽰：「⽬前不贊成AI⽣成式照片廣泛運⽤，除非做好相關規範，才可以試試看普及化。」儘管AI技術非常便利，但在使⽤時仍需要建立適當的法律規
範，並需要社會的持續關注和推動。⼤眾在使⽤AI⽣成式技術時，也應該先認知⾃⾝使⽤的⽬的性是否合理與安全，也需更加謹慎與⼩⼼地使⽤這個新興科
技。

AI世代下 ⼼態的調整與應對
AI世代來臨，逐漸改變了娛樂產業模式，像是影視媒體有了新的詮釋⽅式，在社群形象與塑造上也可以透過AI⽣成⼼裡所期待的種種樣⼦，更能透過使⽤AI
來與⼈建立新的情感連結與互動。⽽年輕族群對於這個科技也有許多期許與看好的地⽅，⾝為影視產業背景的Kelly說：「AI對影視有多⼀個出路，像是3D影
像。AI技術也可以應⽤在拍片上，這⽅⾯我是⽀持並相當看好的。」認為⼈⼯智慧在娛樂產業上還是有它的價值與可⽤之處，也很看好⼈⼯智慧未來能夠有
更進步的技術，帶來更便利、更多⾯向的應⽤。

AI娛樂產業正在以不同型態及模式滲入我們的⽣活，也許我們都還在觀望與嘗試的階段，但也需要開始思考如何正確地使⽤⼈⼯智慧，去幫助我們的⽣活帶
來更多正向的影響⼒。⽽AI娛樂是否適合廣泛運⽤在⽣活中，我想取決於做這件事的⽬的，以及AI技術未來的發展。當AI運⽤是為了提升⽣活品質，或帶來
新的娛樂產製⽅式時是有益與正向的；但隨著不當的使⽤⾏為與新型犯罪⽅式出現，也不乏會令⼈開始重新審視該如何以更恰當的⽅式與新興科技共存。

年輕世代⼤多對AI科技應⽤於娛樂產業持有開放的態度，儘管⼼中存在著對新科技的未知與擔憂，但也認可AI科技帶來的好處與有趣的娛樂模式，並期許AI
科技在未來能帶來更便利、更多元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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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擬相遇：AI互動下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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