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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智慧的快速發展，各式各樣的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軟體推陳出新，這些程式不只影響⼈們⽣活，也在各種層⾯上給予
⼈類實質上的幫助。除了時下熱⾨的ChatGPT以外，還有很多不同的軟體也可以協助使⽤者快速達成⾃⼰的需求，以往需要耗費許
多時間才能完成的⼯作，如今在AI的輔助下得以⼤幅提升⼈們的⼯作效率。

也正是因為AI的⾼效率、⾼產出，讓「AI會取代⼈類」的議題被廣泛討論，AI的強⼤讓⼤家開始擔憂⾃⼰的專業技能會不會被AI超越。事實
上，在遙遠的另⼀端，已經有⼀群⼈們因為AI對⾃⾝產業所造成的改變，對資⽅發起罷⼯抗爭。

好萊塢編劇⼯會在2023年5⽉展開⼤罷⼯，除了表達對於薪資結構的不滿之外，編劇們也提出限⽤AI的訴求，他們預期片商將會在短期內開始
使⽤AI所創作之品質堪憂的初稿，接著以較低的薪資請編劇們潤飾。由此可知，AI已經對美國的影視產業造成實際影響，雖然台灣⽬前還沒有
類似的情形發⽣，但我們不由得開始好奇AI在台灣的創意產業中扮演著什麼樣的⾓⾊以及AI所創作之作品的版權歸屬問題。因此此篇報導邀請
到麥瑟創意策略有限公司的經營總監李昭勳來分享⾃⼰對於AI⼈⼯智慧的觀點。

資⽅眼中的AI創作限制
李昭勳與妻⼦在20多年前共同創立麥瑟創意，麥瑟創意曾經⼿國內外各⼤品牌的廣告影片，⽬前主要業務是協助客⼾經營社群媒體帳號以及製
作文字、圖像或影像內容的產出。⾝為公司代表⼈的李昭勳在廣告業⼯作經驗已有三⼗餘年。

他對於AI也有⼀定的了解，當問到公司未來有哪些業務會考慮運⽤AI技術時，他說：「其實我們⼀直都有在思考這個問題，但是AI的技術，舉
例像圖像AI⽣成的部分，我們之前有測試過，不是不能⽤，但是會有版權的考量。」他提到因為通常AI的⽣成會去網路上蒐集各種可能的素
材，再去拆解並整合，這樣的模式很容易產⽣版權上的爭議，如果著作權⼈主張某⼀個畫⾯裡的素材是他的創作，那麼情況就會變得極為複
雜。尤其他們從事的是商業⾏為，對於版權上的考量會更加嚴肅，所以⽬前還處在觀望的狀態。

▲  AI⽣成之作品容易產⽣版權爭議（圖片來源：Pixabay）

「AI的創作就會有⼀定的限制。我舉例像是有很多插畫家會有很多種插畫的風格，那這點AI⽬前就還沒有看到有突破的部分。這個是我覺得⽬
前來說，AI這塊會有差異的地⽅。」

https://pixabay.com/illustrations/protected-copyright-a-notice-design-267353/


在談到對於AI創作之看法時，李昭勳覺得雖然AI可以⽣成精緻漂亮的畫⾯，但⼈類在圖像設計的調性上仍更加多元，例如麥瑟創意裡有擅⻑似
顏繪的員⼯，他覺得以現今的⼈⼯智慧技術還很難做到相同的程度與彈性，且AI的創作風格還是少了點「⼈味」。從這點來說我們可以看出AI
⽬前還較缺乏作品的獨特性，這點便是⼈類的⼀個優勢。

對於完全由AI所創作之作品的接受度，李昭勳認為這個問題的回答不會是接不接受的說法，他解釋因為每個⼈的創意都不太⼀樣，設計師⾃⼰
親⼿畫出來的作品和AI⽣成的作品各有千秋，沒有⼀定的好或不好。對創意的感覺是主觀的，你的不喜歡在別⼈眼中也許是喜歡，所以這個問
題的答案他覺得比較偏向是個⼈喜好的問題。

雖然⽬前AI尚無法完全取代⼈類，台灣相關業界的環境也還沒有開始⼤量使⽤AI創作，但AI的持續發展還是為創意產業的從業⼈員帶來威脅與
挑戰。李昭勳表⽰不管是勞⽅還是資⽅都得去思考該如何應對，以及針對每⼀個⼈的能⼒，去想他可以往哪個⽅向再去位移。此外他也提到由
於AI的便利性，創意的價值可能會逐漸減損，因為⼀般⼈可能會覺得可以使⽤AI替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就勢必得從另⼀個⾓度去思考該
怎麼去⾯對這樣的問題和挑戰。

▲  AI⽣成之圖像已具備⼀定⽔準（圖片來源：cgfaces）

AI在台灣創意產業中的現況與未來
就李昭勳的觀察，對於AI的使⽤，很多同業⽬前都處在測試的階段，已經實際運⽤在影像部份的還很少，但是有不少⼈會在文字的部分上使
⽤，例如文字腳本或者是文案的撰寫，包括他們公司的員⼯也會⽤來做⼀些文案參考。文字的部分相較起來比較不容易引發爭議，所以很多⼈
都會⽤AI先做⼀個初步的模擬，模擬出來後再去做修正與校對。

談到⽬前AI對台灣製片產業造成的改變，李昭勳覺得AI尚未帶來過多的變化，像是製片流程，⽬前並沒有因為AI改變作業過程，也不太會影響
片商的選片模式或⾏銷策略。他認為AI在台灣製片產業中還位在⼀個比較初期的階段，由於AI影像⽣成是最近才掀起的風潮，雖然在消費者端
的使⽤上有造成⼀些話題，但在商業影像上還沒有太⼤的影響。這點除了與先前提到的版權考量有關，也是因為⽬前影像⽣成技術還未成熟，
沒有辦法完全滿⾜片商需求。

雖然AI技術還沒有辦法實際協助片商⽣成⼀部完整的影片，但是依照⽬前⼈⼯智慧的發展速度，李昭勳相信未來AI可以簡化他們的⼯作模式，
取代他們部分⼯作項⽬，⽽這也可以使公司需要的⼈⼒資源減少，進⽽降低製作成本。對於資⽅來說，這當然不是件壞事，但事實上這個現象
也引發⼀個新問題，那就是⼈⼒該怎麼去做調整，這也是屆時每個公司需要解決的事。另外，李昭勳也提到，當未來使⽤AI創作成為趨勢時，
那麼各家公司就必須要思考⾃⼰的競爭優勢在哪，否則如果⼤家都⽤⼀樣的⽅式創作，那麼做出來的作品就會很雷同，所以仍需要做⼀些轉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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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灣未來是否也會因為AI發⽣罷⼯，李昭勳認為是有可能的，特別是文字作者的部分。就像好萊塢編劇罷⼯事件⼀樣，由於⽬前業界最廣
泛運⽤的AI技術便是文字⽅⾯的⽣成，所以他們可能會是這波AI風潮裡⾸當其衝的⼀個職業。

智慧財產權究竟如何劃分
「如果它擷取的部分是50個⼈的素材，那未來可能就有50個⼈要求版權授權，所以我覺得會蠻複雜的，到底是屬於誰。如果到時候發展到⼀個
程度的時候，可能政府這邊要有⼀個法規，或者是⼀個做法，我覺得⼤家才會敢⽤。」

如同李昭勳提到的，AI可能會擷取網路上許多創作者的數據去形成⼀個資料庫，並以此為來源進⾏圖像、影像的⽣成，這樣的做法很容易引發
版權上的爭議。特別是在從事商業⾏為上，創作者更需謹慎地看待這個議題，以免牽扯到法律問題。他也說到，如果現今真的想要使⽤AI創作
的作品，可能要對其進⾏重製，才能比較避免掉版權的問題。

那麼由AI創作的作品的智慧財產權究竟如何劃分呢？李昭勳認為以⽬前的條件來說，還沒有辦法有⼀個定論。據他所知，政府尚未對此情形發
表新的法律限制和解釋，業界也還沒有對AI創作有任何的共識或規範。但如果未來政府有制定更明確的法規，⼈⼯智慧技術就可能會更進⼀步
的進入創意產業，屆時這也會成為⼀個值得業界共同討論的議題。

在著作權法的第⼀條中有提到此法是為了保障著作⼈之著作權益，臺灣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也曾指出著作必須出於⾃然⼈或法⼈，才能受到著作
權的保護。也因此，如果是由機器或是⼈⼯智慧技術所⽣成的作品，原則上是沒有辦法享有著作權。雖然如此，但AI的創作可能會帶有他⼈的
靈感元素，那麼儘管AI獨立創作不受著作權保護，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輕易地發表使⽤AI所創作之作品。

這個問題也許很難在短時間內解決，如果我們想要看到更多的AI創作被直接運⽤商業上，可能還會有很⻑的⼀段路要⾛。政府在制定法律時也
應該思考該如何擬定出⼀個不做過多限制，同時也能保障著作者權益的規則，以免⼲預創作⾃由和抑制產業發展。相信在適當的規範下，AI能
夠帶給創意產業更多的可能性，讓觀眾可以享受更多樣的視覺體驗。

▲  AI在創意產業的發展需透過規範推動（圖片來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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