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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院空間》（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是Jason Allen在2022年時，使⽤⽣成AI Midjourney創作出的作品，並在當年美國科羅拉多州博覽會美術
競賽中，奪得數位藝術類別的冠軍。賽後Allen也在當年九⽉向美國著作權局替該作品申請著作權，然⽽著作權局卻認為Allen輸入的指令無法完全
讓Midjourney⽣成出該作品，⽽是仰賴Midjourney⾃⾏處理⽣成，因此拒絕讓Jason Allen完全擁有《歌劇院空間》的著作權。

▲  Jason Allen，《歌劇院空間》（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2022

著作權只保護「⼈」
       中華⺠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對於著作權所保護的要件解釋如下：「著作權法的保護對象是⼈類精神文明的智慧成果，因此必須是有⼈類精神⼒灌注其中
所完成的作品才受保護，否則即不成為『創作』。」

       此外，智慧財產權的設立初衷，乃因「⼈類」智慧創意的提出，將會使得社會、產業達成進步及提升，進⽽造福⼈群，因此政府為⿎勵並追求⼈類福
祉，賦予發明或創作者各種特權，作為有效的獎勵及酬勞，以⿎勵創作、促進發明。

       從引文中的案例中可以了解到，儘管Jason Allen在創作《歌劇院空間》時，是經過624次修改指令後才使機器⽣成出此作品，然⽽美國著作權局要求，只
有在Allen願意放棄Midjourney 所創造的部分圖像，才能具備著作權保護的資格。因為美國著作權局認為根據⽬前的《著作權法》規範，⼈類作者是受著作權
法保護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基於保護⼈類創作的⽬的⽽設立，因此駁回利⽤著作權來保護非⼈類創作的各種企圖。

       如上述所敘，就現⾏法律規範⽽⾔，著作權是針對「⼈的創作」進⾏⿎勵及保護，然⽽⽣成式AI沒有⼈格權，也不是⼀個權利的主體，因此⽣成式AI所
創作出的作品並不受著作權保護。不過若是⼀項作品中有⼈為創作精神，屬於⼈為創作部分便會受到著作權保護。舉例來說，⼀本由⼈類意志向⽣成式AI下
指令後所寫出的書籍，若是經過⼈為重新編輯、安排、潤飾，其最後成品仍受著作權所保護。

▲  美國著作權局旗幟 copyright office seal flag（圖片來源：Hughes Hubbard & Reed）

拷⾙和重製，哪樣才算是違法？



       不論是Midjourney或是Stable Diffusion等，這類AI圖像⽣成⼯具都是運⽤⼤量原創者的藝術作品進⾏分析、訓練，以獲取詳細藝術作品的細節，進⽽⽣成
出新的藝術作品。然⽽，這些AI公司在未經過原作者的同意，就將藝術作品⽤於訓練AI模型，這樣⽣成出的作品是否有侵害原創者的著作權？

       國立陽明交通⼤學科技法律所所⻑陳在⽅教授說明，法律界在看待⼀項作品是否有侵害原作品的著作權時，通常會先判斷該作品是否有針對原作品重
製，若有，則再以個案判斷是否符合合理使⽤（Fair Use） 規範。因此，在AI的訓練過程中，若是該AI公司是將藝術作品從網路上儲存下來並存在伺服器
裡，便已經涉及重製的問題。不過該⽣成作品是否有真正侵害到原創作之著作權，則是必須要去綜合⼀切情形，以判斷個案是否符合合理使⽤，包括重製的
⽬的、作品的性質、原作的佔比、對於社會及市場的影響等。

       有趣的是，在Midjourney的付費⽅案中，⽤⼾可將⽣成出的圖片作為商業⽤途，然Midjourney的服務條款主要在規範Midjourney與付費使⽤者之間的作品
使⽤權利，條款上也只標明付費使⽤者將擁有該⽣成作品的所有權利。但Midjourney並未說明處理⽣成作品也許會侵害到原創作品的問題，⽽是讓付費使⽤
者⾃⾏承擔，換⽽⾔之，將⽣成出來的作品拿去做商業使⽤，若是有涉及著作權侵害要件，原創作者仍有權利向使⽤者提告，然Midjourney無須對此負責。

AI也有著作權？衍⽣著作看AI
       在訪談中，陳在⽅也從衍⽣著作的⾓度，將AI⽣成式圖像類比於改編同⼈誌，與我們分享衍⽣創作者所會碰到的著作權議題，以及原創作者可能持有的
態度。

       同⼈誌屬於衍⽣創作的作品，就是拿已有的其他故事（例如正式出版的漫畫），進⾏再創作或改編，包括改變故事情節、改換部分⼈物、合併數個故事
等。⽽根據著作權法第⼗條規定，「著作權是以其有無智慧之投入為依據，⽽非以有無獲得授權為判斷。因此利⽤他⼈著作，是否構成侵害著作權，與其享
有著作權之事實無關，⽽是應負有無侵害他⼈著作權之責。」由此可知，同⼈誌題材是取於現成的故事，且含有原作者的創作，雖然若是衍⽣著作創作者在
未合理取得原作者的授權情況下，有可能會侵害到原作者的著作權，但基本上同⼈誌作者本⾝仍可以取得衍⽣著作的著作權。

       同樣的道理，若是使⽤⽣成式AI⽣成出與某原創作者風格、主視覺相似的畫作，是有可能侵害到原創作者的著作權。不過由⽣成式AI所⽣成出的作品與
衍⽣著作的意義相似，即不論是否有得到原創作者（藝術作品被⽤於訓練⽣成式AI模型之作者）授權，就算違反原著作的著作權，只要符合具備著作權保護
的資格，該⽣成式作品仍會保有衍⽣著作的著作權。⾄於原創作者是否會強硬地向未經授權的衍⽣創作者針對違反著作權的部分進⾏提告，陳在⽅表⽰其實
不然。因為很多時候同⼈誌的出現是基於原作的⾼⼈氣，或同⼈誌的發⾏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讓原作更廣為⼈知，因此對於原作者⽽⾔，同⼈誌並不⼀定是與
⾃⼰對立的存在，有時反⽽會因此獲得利益。同樣地，AI⽣成式圖像的出現，並不⼀定只會損害原創作者利益，也可能因此讓藝術原創者的作品更廣泛地被
認識，進⽽得到更多的好處。

▲  圖解著作權規範（圖片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好萊塢⼤罷⼯—著作權歸屬對於⼯作者的影響
       從2023年五⽉初爆發的美國編劇協會⼤罷⼯就可以知道，著作權歸屬將會對⼯作者造成極⼤影響。對於好萊塢資⽅來說，若是可以只請編劇修改⽣成AI
所創作出的劇本，或是讓AI修改編劇所寫的故事，不僅能夠有效提⾼劇本的產出，還能⼤幅減少原創劇本的⽀出。只因⽣成出的劇本並不完全屬於編劇，⽽
資⽅所需⽀付的版權費也能夠降低許多。此外，若是未來AI訓練完善，資⽅便像是擁有⼀台無敵印鈔機，不僅能夠不斷印製⽣成出完美劇本，還能夠減少編
劇薪⽔的⽀出，⽽他們只需待在家中等待獲利即可。

       ⽽對於⼯作者（也就是編劇）來說，由於著作權的規範，若是在創作上使⽤⽣成AI創作，他們不能完全擁有該作品的著作權，編劇販售劇本的收入也會
因此被迫⼤幅度地降低，進⽽影響⼯作者的⽣活。影響編劇更多的是，為使⽣成式AI訓練得宜，AI公司將會需要⼤量的作品以訓練AI模型，好讓⽣成AI能夠
創作⽣成出完美的劇本。但就⽬前AI公司的做法，他們並不會向創作者⽀付費⽤，創作者也無法從AI⽣成出的劇本中獲得著作權或報酬。於此，⽣成式AI在
劇本創作的進步，將會造成作品著作權的歸屬難題，⽽有極⼤地可能影響到編劇等⼯作者的收入及⽣活。





▲  2023年5⽉2⽇，於加州好萊塢，電影和電視編劇⾛上糾察線在 Netflix 前舉⾏罷⼯。(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如果可以，⼈機合作
       就⽣成式藝術⽽⾔，國立陽明交通⼤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李界昇教授表⽰，與其讓傳統藝術創作者與⽣成式AI總是站在對立⾯的⾓度去競爭，倒不如試著
讓雙⽅以互相學習幫助的⾓度合作。李界昇談及，從過去⽣成式AI開始發展⾄今，⼈們對於該技術影響傳統藝術創作者的看法，多是傾向害怕⼈類被機器替
代、擔⼼科技主宰世界等較負⾯觀點，因此總是認為需極⼒制定法律規範以保護傳統創作者。

       不過若是能夠設立完整分潤機制，使得原創作者能因為提供作品給AI公司進⾏AI訓練，⽽從與⾃⾝作品有關的⽣成式藝術中得到分潤，那或許便會⼤幅
度地降低傳統藝術創作者對於AI訓練的排斥感。此外，若是分潤機制可⾏，傳統藝術創作者或許會希望機器⽣成出的作品是可以被著作權所保護，因為這某
種程度是保護傳統藝術創作者衍⽣著作的概念。⽽這樣的做法不僅能夠提⾼傳統藝術創作者對於⾃⾝作品納入AI系統中訓練的意願，降低他們對於⽣成式藝
術的排斥感，還可以有效促進⽣成式AI的發展，何嘗不是種雙贏的局⾯。

▲  ⽣成式AI將會在各⽅⾯提供⼈類很⼤的幫助（圖片來源：什麼是ChatGPT？⽣成式詳盡⼤解析）

AI⽣成式藝術的展望與價值
       對於⽣成式AI的展望，陳在⽅談及，現在AI的技術發展就如同過去發明電、發明汽⾞等各式各樣的機器⼀樣，科技必然會衝擊某些原本存在的⾏業。然
⽽即使是這樣⼦， AI恐怕還是沒有辦法完全取代⼀些藝術創作，因為⼈類的創意是無限的。相反的，⽣成式藝術的進步，或許反⽽會讓某⼀些AI無法觸及的
藝術創作價值變得更⾼、更珍貴。

       在訪談的最後，陳在⽅及李界昇不約⽽同地表⽰，他們對於⽣成式AI保有⾼度地期待。因為AI⽣成式藝術最⼤價值在於它可以讓藝術創作普及化，還能
讓沒有接觸過藝術領域的⼈，也能在稍微學習之後，透過指令創造出品質非常好的的圖片跟藝術作品。此外，撇除掉這些作品在⼯作或商業上等經濟價值的
應⽤，最值得注意的是⼈們可以藉由這項科技，滿⾜⾃我表現的需求，⽽這在⼼理健康或者⾃我實現等地⽅都有很⼤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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