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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屋本實料表

計畫名稱 「 AI 跨域社會治理」諜群務展計畫

■A 類：前贍人才跨領域課群發展計畫
申請類別 □B類：前贍人才跨領域學習環境與課程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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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也已經做出對許多人産生影零的決策。因此，安訥認為，各國政府應該將目前對於民眾

資料蒐禁的狀況透明公開；演算法治理的合法性，以及介入政策的程度，也需要公開討論與

辯論6。

即使我們面對的社會也許還沒有 「 演算法冶理」加上 「 專制政府」那麼駭人，然而，全

球上億的人用 Facebook 交朋友進行社交互動；用 Apple 與 Netflix 享受娛樂；用 Google 搜

尋、建構其認知與資訊的概念；用 W加media 了解國際情勢與古今歷史；我們還是可以同

意，社會、政治、文化與知識生活完全自動化與旦且卫L的威脅，的哦已經開始萌芽的階段

(Foer, 2017)。因此，在 AI 不斷被發展的同時，帶入人性價值與社會思考，發展與妍究 AI 在

政治、社會、文化、 日當生活後之棓闢影零，堢保 AI 是否朝向以人或社會整體福祉，並監督

控制其發展方向之重要條件 (Campolo et al.,2017 ; The IEEE Standards Association, 2018)• 

本妍究強調，科技技術發展的棓間判斷不應僅是科技技術進步與市場價值本身，而是能回歸

人性思考與社會整體福祉來進行判斷。

許多學者開始疾呼，我們要讓 AI 作為增進社會福祉之用。2018 年 Mc和nsey Global 

Institute 提出了赧告指出，應該將 Al 為工具，來處理當今世界面對的許多問題，例如健康與

飢餓；教育；安全與正義；平等與融合。這份報告分析了 160 種 AI 技術用在 Social Good 的

個案上，發現 AI 可以用在解決健康與飢餓的問題有 28 個個案；用在環境議題（例如氣候變遷

偵測與動植物保護）有 21 個個案；危機回應（例如疾病散佈或是自然災客的牧難）有 17 個；安

全與正義（例如警政或逮捕罪犯）有 16 個；公共與社會部門的穩定與維持有 16 個；經濟成長

有 15 個；教育使用有 13 個；平等與包容（例如協助身心狀況人事與邊喙族群）有 11 個等。這

些議題都可以協助當今世界面對的許多挑戰，解決社會問題；AI 與人社妍究者的跨域合作更

形重要。

五、需妻什麼楳的人才厚決這些問題，並迎接槭會與批戰？

目前各國持續投入人工智慧技術的珊發創新，對人工智慧的發展與開切已成為各國的共

識，但如何降低人工智慧在未來引發的風險、導正民眾對人工智慧的期望與認知，促使人工

智慧發展走向正堢的道路，不只台灣，也是世界各國必須面對的問題。AI 治理，以及建立於

冶理之上的、如何去分析、評估 AI 技術開發後形成的倫理、社會風險與影零的相闢妍究，顔

然非當重要。更進一步，本趼究想要指出的，AI 與社會妍究的關係非當密切，社科人才除了

AI 開發進行社 － 影 分才 、 低風險、建立倫理與法制規範之外，AI 也可以 社 解決

許多問題。Al 技術是中立的，可以為善也可能為惡，社科人才的投入可以協助 AI 開發來解

決社會問題。我們需要很多可以處理這些社會議題的人才，但這些人是誰？他們在哪裡？

以台灣而言，這樣的人才（非指個人，可能還要困隊），需要理解 AI 演算法、深度學習丶

AI 被運用的技術領域（例如醫療還是金融）、社會影零分析調查、倫理學與法治概念，最後，

還要形成治理的法令與機制，提供政府或是企業形成決策。面對 2030 年 AI 可能已經高度發

展，台灣的人才在哪裡？因此，本困隊希望能夠進行跨領域的學習，共構共創 AI 治理與社

6資料來源 https://www.goethe.de/i ns/tw /cn/ku I/ dos/ mue/21435440. htm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