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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AI科技的⽇新⽉異，臺灣蓬勃發展的影視業在此同時會遭遇哪些影響？AI能否取代⼈類的創意？本篇將以創作者的⾓度探討AI
技術與藝術之間的可能性和發展。

ChatGPT的問世標誌著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發展探討的進⼀步⽩熱化，⼈們驚異於AI進程的迅猛發展，超越了傳統的電腦運算，更在⽣活
中甚⾄⼯作場域發揮卓越作⽤，開始被⼤量應⽤在各種領域。到了2023年AI的⾓⾊已經超越了傳統的電腦運算，成為⼈們⽇常⽣活的⼀部分。
在GPT-3.5問世後，⼈們開始尋求AI⾃⾝遇到的困難，並期待從AI的智慧中獲得解答。AI不僅僅是冰冷的程式碼，更像是⼀位可以交談、提供
建議的助⼿。

然⽽，AI並非萬靈之藥。2023年5⽉，好萊塢編劇⼯會發動罷⼯，原因不僅僅是薪資糾紛，更是對⼈⼯智慧（AI）崛起的回應。隨著AI進入劇
本創作領域，劇本被⽤來訓練AI學習後，⼀時間AI所⽣成的作品是否能被視為原創、著作權歸屬的問題變得極為複雜。

回顧臺灣蓬勃發展的影視產業中，我們好奇詮釋劇本的導演與創作劇本的編劇對於AI創作劇本的態度，導演是否能夠接受AI成為編劇，台灣的
影視⾏業現在是否因為有AI的加入開始發⽣變化⽽開始討論創意從業⼈員的可取代性。

但是要想了解AI能為影視圈造成的影響，我們認為應該先透過為了瞭解創意⼯作者對於AI應⽤的態度以及AI於影視創作範疇的能⼒。於是我們
邀請到使⽤全AI⽣成作品《粉紅軍艦》的新媒體藝術家郭佩奇，探討使⽤AI創作的可能以及AI作品藝術性的核⼼概念。

▲  郭佩奇全AI創作作品《粉紅軍艦》

郭佩奇⾸先介紹了她在創作中使⽤的多種AI⼯具，其中包括DALL‧E、Midjourney、Leonardo等，這些⼯具涵蓋了圖像⽣成、影片創作以及⾳效
⽣成等多個層⾯。郭佩奇指出⽬前AI的應⽤範疇已經擴展到能夠從腳本到⾳樂、⾳效再到影像的全⽅位協作。她以⾃⼰的作品《粉紅軍艦》為
例，強調這是⼀⽀完全由AI創作的影片，呈現了AI在多媒體創作上的廣泛應⽤，因此郭佩奇對於AI在影視⾏業的應⽤持樂觀態度，特別是在提
⾼創意轉化速度和提案效率⽅⾯的貢獻。



▲  郭佩奇AI課程教學（郭佩奇提供）

「藝術是⼀種表達的形式，⽽藝術家的⼯作就是將⾃⼰的想法透過創作帶到現實，⽽當代藝術的主流是觀念藝術，最終是在闡述⼈的中⼼思想
以及⼈性。」

⽽在談到AI對藝術性的影響與質疑時，郭佩奇明確表⽰不擔⼼AI會使藝術性被磨滅。她以攝影的例⼦來說明，當相機剛被發明時，⼈們也質疑
其是否能被視為藝術，但隨著時代演變，攝影被廣泛認同為⼀⾨藝術形式。她相信AI⽣成的藝術也將經歷相似的演變，並表⽰AI降低了創作⾨
檻，但卻不會取代藝術家的創意和情感表達。

郭佩奇於回應AI是否會取代某些職業時，她認為⽬前AI的發展還無法完全取代⼈類在藝術創作中的⾓⾊。AI雖然能夠產⽣雛形，但在細部和想
像⼒⽅⾯仍追不上⼈類。他指出，在⽬前的AI發展⽔平下，藝術創作者仍然需要進⾏⼤量的修改和深入的創作⼯作，⽽這是AI所無法替代的。

經過對擁有實際AI創作經驗的藝術家郭佩奇進⾏訪談後，我們可以確定AI在影視⾏業的應⽤能⼒已經相當強⼤，幾乎能夠完成圖像創作與影片
的⽣成。然⽽，在精細度⽅⾯，AI仍存在⼀定的差距，尚未能與⼈類持平。值得注意的是，儘管AI在藝術與影視領域展現強⼤潛⼒。

但實際上，在經過郭佩奇對AI能⼒的介紹與說明後，我們僅可得知於現今發展的脈絡下，AI可以做到的事情，和影視圈中許多的職位有所重
疊，⽽是否被台灣導演或是影視創意⼯作者所採納使⽤卻不得⽽知。為了深入了解台灣是否有追上這股AI潮流，開始將⼈⼯智慧運⽤到影視作
品中，以及在台灣影視圈對AI的接受程度，記者進⼀步邀請到沉默老兵電影有限公司負責⼈的游智傑與⾕汩文化 的視覺科技跨域導演林思翰，
來探討台灣影視⾏業的實際狀況。

應⽤與範疇
從2023年開始，林思翰的作品幾乎都已經融入了AI的元素，他在⼯作中主要使⽤AI來提案和前期發想，以節省時間和⼈⼒。然⽽，他也強調⽬
前AI的技術尚未完全成熟，，⽬前仍需要真⼈進⾏調整，尚未達到無需修改即可使⽤的程度，還需要⼀⾄兩年的時間才能夠發展到能夠只進⾏
少量修改並作為商業⽤途的幫⼿。

林思翰進⼀步談到AI在他的導演⼯作中的應⽤。他分享了使⽤AI的好處，尤其是在提⾼創作效率⽅⾯。由於他是導演，以前需要將⼀個想法落
實需要與文案、插畫師和設計師進⾏多次討論，花費⼀週的時間才能完成⼀個企劃。然⽽，有了AI後，他可以⼤幅縮短這個過程，同時克服了
⾃⼰不擅⻑繪畫的困難。



這也突顯了AI在創意產業中的實際應⽤，並且顯⽰其在提⾼效率和克服個⼈弱點⽅⾯的優勢。他認為，AI將成為創作的協作者，讓創作過程更
⾼效。然⽽，林思翰也提到比起製作出作品的初版，修改其實才是最耗時的部分，⽽這也是AI的⼀個弱點，因為⽬前的Midjourney或是很多的
AI圖像⽣成AI都沒有可以透過指令輸入以外的修改功能，所以才會停留協助給客⼾模擬作品的階段。

⽽游智傑則AI對他來說是⼀個有⽤的⼯具，能夠協助拓展製作的可能性。他指出，AI可以應⽤在文稿的校對和企劃的整理上，這樣可以快速、
簡單地提⾼效率。⽽游智傑與林思翰所使⽤的AI有⾼度的重疊性，都是使⽤Midjourney與ChatGPT等⼯具，在企劃以及圖像⽣成的兩⼤AI旗艦
的應⽤上，可以看出整理資訊與製作樣板對於來⾃兩個廣告與電影圈的兩位導演，有著同樣的重要性。但兩位導演在AI的應⽤上幾乎沒有提及
其他五花八⾨的AI⼯具們，較少在整理資訊與製作樣板之外的功能有更多的利⽤。

從業者態度

▲  游智傑電影拍攝⼯作照（游智傑提供）

「我覺得到頭來還是必須先經過個⼈的思考去想到這個IDEA，透過這個想法去運轉這個AI，來讓AI把你的想法放⼤！」



▲  林思翰百⼈講座教學AI應⽤（林思翰提供）

針對AI在電影製作中的應⽤，游智傑表達了對AI的正⾯態度。他分享了⾃⼰在片場中使⽤AI進⾏分場，並在劇本和分鏡⽅⾯詢問AI的意⾒，以
獲得更好的解決⽅案。游導演強調，他並不排斥接觸AI，且對於AI在創作中的潛⼒給予了積極的評價。在談到AI是否會取代⼈類的部分時，游
智傑提到，雖然AI可以加速⽣成作品，但在修改與感情表達⽅⾯仍然追不上⼈類。他認為，⼯作⼈員的勞動⼒是無法被取代的，且強調了情感
在影視製作中的不可或缺性。

「AI的出現對產業是很有幫助的⼀件事情，但你說會不會導致⼀些⼈失業，肯定是會的。過去汽⾞發明後很多⾺伕失業了，但他同時也創造出
了很多新的職業。」

林思翰表達了在AI成為協作者後對產業可能分化的看法。他相信未來的趨勢會趨向極端，⼀⽅⾯是追求⽣產速度的極致，另⼀⽅⾯是追求⾼品
質、精緻的極致。他強調，處在中間的⼈可能會因為既不夠快⼜不夠好⽽被淘汰。

對於AI焦慮，林思翰認為焦慮的根本來源是對社會變⾰的不確定性和對競爭的擔憂。他指出，焦慮是與⼼態有關，並表⽰⼈類總是需要⼀個理
由來感到焦慮。他強調了對社會變⾰的正確認知，以及對競爭的適應和調整是緩解焦慮的關鍵。

「很多⼈問我說為甚麼要推廣AI，AI已經在搶⼤家的⼯作，你還開課程跟開社團教⼤家怎麼使⽤AI⼜讓⼤家知道這麼多新技術。但是，如果我
不開這個課程，不開這個社團，AI風潮就不會來嗎？」

林思翰成立AIGC社團的初衷是希望台灣能夠跟上AI的發展，減少被國際社會淘汰的機會。他呼籲⼤家不要對AI持保留態度，⽽是要共同將AI
應⽤在更有益的⽅向上，認為若台灣不能跟上AI的發展，可能會被國際社會淘汰。他對AI的期望是能夠讓⼤家⼀起將⼀切推向更好的地⽅，強
調了共同探索AI對未來的潛在影響。在教學⽅⾯，林思翰強調他教授的不僅是具體的AI⼯具，更是⼀種⼼法。他指出，技術進步快，但具備良
好的基本溝通和設計思考能⼒是持久的。

法規、智慧財產權問題
「Midjourney跟ChatGPT都有商業模式，⽽AI本⾝沒有⼈性，以法律來說他並不是⼀個法⼈。」

當談及AI在作品中的智慧財產權時，游智傑指出，AI本⾝並不是法⼈，但AI的商業模式可以被使⽤。他舉例了Midjourney和ChatGPT等AI有商
業模式，表⽰如果使⽤這些AI的東⻄，就必須⽀付相應的費⽤。⽽在台灣對AI的法規⽅⾯，游智傑表⽰，⽬前在台灣AI相關的法律規範還相對
不明確。雖然政府有在進⾏相關的規劃，但進展似乎有些緩慢。他表達了對⾃由創作的期望，認為應當⽀持⾃由創作，⽽不是過度限制。此
外，他提到AI在電影製作中的潛在應⽤，例如換臉在〈⿊客任務〉中的運⽤，以及恢復年輕版本的演員。



在AI加入作品的產出⽅⾯，林思翰認為在未來兩三年內，⼈們可能難以分辨出是由AI還是⼈類創作的作品。他強調AI是否參與創作在未來可能
不再成為討論的焦點，⽽更注重作品本⾝的質量和影響。在法律層⾯，他提到法律難以跟上科技發展，⽽AI的版權問題也在逐漸得到解決，例
如Adobe提出的創作者分潤機制。

未來發展趨勢與展望
游智傑指出，中國⼤陸在AI上的應⽤相對開創，已能夠使⽤AI創作劇情片。他還提及，近年來的影視展覽中，結合AI科技的作品越來越受歡
迎，其中就有⼀部使⽤AI編劇的影片甚⾄在LEXUS的活動中獲獎。對於未來，他期望台灣的影視圈能更積極地運⽤AI技術，推動產業發展。
同時，他希望政府能夠制定更明確的法規，促進AI技術在影視領域的合理應⽤。

當新紀元來臨…
雖然AI在好萊塢引發了⼀場關於創意⼈失業的焦慮，但⽬前台灣影視產業中尚未看到類似情況的浮現。台灣的影視業界相對保守，且AI的應⽤
尚未普及，但是台灣導演和創意⼈⼠對於AI的接受度較⾼，並將其視為有益的⼯具，所以在未來AI還是有望成為創意⼯作者們的得⼒助⼿。

透過訪談了導演游智傑和林思翰，了解他們對於AI的應⽤持開放態度，認為AI是⼀個有⽤的合作夥伴，能夠提⾼創作效率並拓展創意空間。然
⽽，同時也強調了⼈性、情感等⽅⾯是AI難以取代的優勢。在影視產業中，追求最新穎的創意、最前衛的科技應⽤以及時代當下的話題話題熱
潮，同時是最貼近普通⼤眾的產業特⾊，使推測⼈性與洞察情感時常成為創意⼯作者們的課題。

⽽經過兩位導演的訪談，可以得知以上兩者恰好是AI所不能及⼈類的短處，所以在創作上，⼈類終究直⾯的是⾃我，⽽不是AI所⽣成的華美內
容，所以在藝術性以及⼈性之前，AI可能可以成為⼈類的協助者，卻不會真正的取代⼈類。

「當全世界都在使⽤AI的時候，台灣跟不上，就代表國外的⼈可以⽤⼗分之⼀的時間就把我們的⼯作搶過去做，就是我們被國際社會淘汰
掉。」

就像任何技術進步⼀樣，AI的發展雖然帶來了便利，但也引發了⼀系列的問題，包括著作權爭議、法規不明確以及勞權問題等。然⽽，AI在未
來也不可避免的將逐漸成為台灣影視創作的⼀部分，對產業發展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如何平衡AI的應⽤和保護創作者的權益仍然是⼀個值得
深入探討的課題，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台灣影視⼈才需要持續更新⾃⼰的技能，與時俱進，以更好地應對未來的挑戰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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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上⼯，編劇罷⼯？

https://castnet.dcat.nycu.edu.tw/elementor-20317/ai-%e4%b8%8a%e5%b7%a5%e7%b7%a8%e5%8a%87%e7%bd%b7%e5%b7%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