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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摘要表 

學校名稱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計畫名稱 「人工智慧 x 明日社會 x 未來法律」系列課程 

計畫主持人 莊弘鈺 

主責單位 （如勾選 A類，可免填） 合作單位 （如勾選 A類，可免填） 

計畫摘要 

（650字

內） 

計畫目標 

加強法律與人社學生於資通訊、生醫科技法律之跨域學習，建構橫跨理

工、醫、法學界及實務界之學習架構，影響人工智慧政策之制定，培育出

人工智慧法律之立法者、執法者、審判者，建制完善法制環境。 

以課群重構、教材更新、場域翻轉、成果推廣等多重目標，建構前瞻法學

人才養成實務之基石，達致我國科技變遷前瞻議題之探索與人才養成。且

其效應除當下體現於實踐過程中，更可由長期傳承之系統性教材、數位課

程，複製、擴散已達長遠跨域人才培育的宏觀目標。 

計畫推動策略與作法 

藉院內制度設計、校級通識認證與跨域學程，相互整合出「10+6+1」架構

滿足學生不同階段學習動機。水平與跨領域產業（資策會、TWNIC、

TWIGF、律師事務所）、政府（行政院、法院）、學術（國衛院、生科

院）單位等共開設跨域課程、論壇、營隊，同時增幅課程模組與教師社群

能量。垂直向上提供實習機會，向下扎根消弭中學落差，並大幅推動磨課

師課程，以台聯大系統、E-want 平台為媒介，促進教學內容擴散與觸及，

並以上述各式管道傳播與推廣團隊成員學術發表（專書、論文），最終成

功實踐本計畫之長期影響目標。 

預期效益與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量化績效： 

1.「10+6+1」17堂課程模組，磨課師課程 6門。

2.總修課人數 400人以上。

3.發表 5篇論文，推廣專書 3本

4.向下扎根營隊 2次，跨領域營隊 1次。

5.國際學者講座 2場，授課 4堂

6.教師跨領域經驗分享會 4場

預期效益：短期積累前瞻跨域「政策影響」能量，彙整產官學研各方經

驗，將我國整體政策帶向更成熟而法治的道路；長期健全前瞻社會法制環



境，在中學端消弭學習斷層，在大學端透過齊全課程，持續為輸出具有前

瞻生涯規劃之學子，進而成為實務界之執法人才，培育未來前瞻社會人

才。 



計畫整體推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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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 

1、 申請單位概況 

(1) 單位成立宗旨及發展概況 

  1993 年申請單位率全國之先成立「智慧財產權學程」，復於 2000 年創立科技法律研究所。

2015 年 2 月，交通大學創設全國第一所科技法律學院，秉持十五年來以「國際化、實證化、整合

化」創設的法學教育典範，持續深化並擴大影響力。三年間，在 QS 世界大學法學院排名中拿下第

110名的評比，國內僅次於台大法學院，是 QS排名中最年輕，也是進步幅度最大的法學院。 

  於科技法律研究所創立前，交大即走在推廣資通訊科技的前瞻道路，因應政府政策與委託，

廣辦各類型全國性專業研討會。2000 年科技法律研究所正式成立後，並且首次舉辦全國科技法律

研討會（前身為全國智慧財產權研討會），係國內最大型的科技法律專業研討會，蔚為科技法學

界之年度盛事。近年來，本院更每年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例如 2017 年 ALSA「亞洲法與社會年

會」、2018 年「明日的司法制度與經濟結構：人工智慧與區塊鏈之應用」、2020 年「外國投資審

查與國家安全──敏感技術與國安產業的保護」等會議。 

  2021 年，國立陽明大學與國立交通大學正式合校，結合陽明大學向來著稱之生醫領域與交通

大學在資通訊科技領域的研發量能，強強聯手，預期將能發揮 1+1>2 之功效，期許將能把握智慧

醫療體系設立典範乃至於典範移轉的時代契機。對於本院而言，更是為原先即深耕多年之生物科

技與醫療法律學群注入一道深厚之學術量能，本院將不僅有陽明交通大學之相關系所可進行跨領

域教學、研究，原交通大學週邊的國家衛生院、工研院、竹北生醫園區、原陽明大學週邊的榮總

醫院及大台北地區衛福部，將能建構一相當規模完備之產、官、學、研支持性環境。 

  總體而言，交大科法學院設立迄今，不論於課程設計、研究方法、國際合作、專業強化、跨

領域創新等各方面，均不斷尋求精進，以切合社會脈動並提升學生的各項競爭力。此外課程近年

來亦開放大學部同學作為「跨域學程課程」及「通識課程」選修，使大學部學生得以提前加入此

一前瞻人才養成之模式。而在前瞻人才培育方面，未來更將在法律、資通訊科技、生醫科技之教

學與研究中不斷尋求跨領域之合作與創新機會，成為國內乃至於全球資通訊法律、生醫科技法律

之教學、研究重鎮。 

(2) 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特色、現況與目前人才培育問題與困境  

  我國屬於小型開放經濟體，國家發展深受國際政經局勢牽動。近年來因應美中貿易戰、

COVID-19疫情所引起的國際供應鏈重組，都促進了我國在 2030前瞻社會中所扮演角色的再思考。

科技產業之下的各個子領域，都顯現出強烈的法律服務需求，例如生醫科技、平台管制等，其國

際面向逐漸彰顯了傳統法學教育的不足處。故本院自創立以來，即注重三項發展特色，皆能妥適

妥善回應這些需求，若細繹之，可以區分為三大面向：「國際化」、「實證化」與「整合化」。 

  法律事務或者法律爭議的的工作語言，囿於科技公司多立於歐美等國家，清一色以英文為主，

所涉及的法律爭議，也經常並非本國法律。因此本院團隊對於學生在法律學習上的趨勢，不僅在

於瞭解我國法治的基本法理與原理原則，更兼顧該類法律於國際間之運作與規範現況。 

  更因為資通訊科技、產品變化之快，使得各項法領域均面臨典範轉移，人工智慧領域正進入

每個產業、每項領域，每一次的創新在爲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都同時創造了一項過往從未思

考、存在過的法律議題，這使得法律應然面與實然面之間的脫軌已成常態，法學素養的落差並未

跟上科技的指數爆炸。因此，申請單位覺察到這樣的學用落差，進而希冀透過本計畫的實踐，儘

早培養起第一波前瞻社會跨領域科際與科技整合之人才，希望培養學生實證觀察的眼光、開放的

心胸與多元的知識基礎，進而建構跨領域的觀察分析與協作能力，以便瞭解法規範之客體、對象

與法律作用間產生的實效。 

  在本計畫之困境在於，科技實用主義早已不是箭在弦上的程度，而是隨人工智慧的泛用效果

大行其道於各產業間，使得人文領域對前瞻社會的論述完整度備感壓力，而當前的法學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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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更是難以回應這些需求，目前跨域學院間的課程框架與學分限制，乃至於學生思想的既有設

限，都可能導向一個法律真空、規範真空的前瞻社會。因此：如何讓來自不同領域的學生、實務

業師、教師都能參與在這套過程中養成前瞻與跨域整合能力，就成為目前人才培育的緊要問題。 

(3) 教研能量及現行行政與教務體制配合方式 

  教研能量方面，本院教學領域除傳統法學科目，更橫跨「智慧財產權與知識創業」、「企業

法律與財經刑法」、「社會正義、性別平權與勞動權益」、「生物科技與醫療法」「跨國法律與

國際談判」、「資訊通訊與競爭法」等六大專業領域，而本計畫主持人莊弘鈺副教授與共同主持

人陳鋕雄所長更分別擔任「資訊通訊與競爭法」、「生物科技與醫療法」領域之召集人。此外，

本院並成立有企業法律中心、TPP及跨國經貿法律研究中心、金融監理與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等，彼

此間皆能於教學、研究密切合作。 

  而除了在研究所課程中，規劃六大學群之整合學習外，本院更配合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跨域

學程」之推動，於大學部推出五大跨域模組（見下圖）供大學部學生選修，以課程模組概念推動

學生跨領域學習，以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MU)所建立的 BxA 跨學院學位，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模式進行課程模組化，利用線上／混合式學習等方式，作為標竿學習對象，建立跨域學習深

度，協助學生拓展第二專長。值得注意的是，跨域學程對所有大學部學生皆開放，且與一般在畢

業學分外另行加修的「學分學程」並不相同。跨域學程之設計係讓學生在畢業學分內選擇其他第

二專長，並於畢業證書加註所選之專長，故此設計更能配合學生學習興趣和需求，在此模式下，

課程得以吸引來自不同領域，卻都對議題具高度學習動機的學生。目前在跨域學程之推動中，學

校行政與教務體系已能與系所單位密切合作，並相互提供資源，未來更期能藉由本計畫之實行，

建立前瞻人才培育之成功模式，並將改變帶入學校教研體系中。 

圖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組織架構圖 

 

2、 計畫目標 

(1) 問題意識、計畫目標及其兼具未來科技與傳統知識融合之前瞻性 

  想像 2030世界之生活圖像，5G乃至於 6G資通訊技術已然發展成熟、AI人工智慧之訓練與應

用已臻致完美、機器人、無人載具乃至於智慧醫療等各樣技術遠景，皆有可能已然成為現實，試

想在那個不遠的美好未來，現有之法治環境，將要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公法方面，基本權保障、個資隱私、經濟管制、交通管制、稅務、新科技監理、科技壟斷，

都有許多潛在的議題亟需未來科技與傳統知識融整之前瞻性思考，以個資隱私和資訊科技近年來

之蓬勃發展為例：資料數據已經愈發成為一種資產，然而，個人對於資訊的權力保護範圍應劃設

於何處？第三人是否可以大量蒐集他人資料並使用、分析？在谷歌、臉書、亞馬遜、蘋果、百度

等科技龍頭大量蒐集並利用巨量個人資訊時，如何規範方能保護個人資訊隱私權並兼具科技應用

與發展，將會是一大難題，資料技術之壟斷甚至可能影響平等權1。 

  民法方面：民事責任認定、債權關係、新型態之契約形式／履行方式都在在引發新問題。我

們可以先以民法中債之關係下的契約與侵權行為之體系架構來思考未來科技變遷下的法制新挑戰，

但首先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便是人工智慧／機器人，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新科技是否可能「承擔

                                                                 
1 參 Yuval Noah Harari著，林俊宏譯，21世紀的 21堂課，天下文化，頁 94-10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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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2？申言之，便是此類新科技應用有無可能獲得民法中的「行為能力」？又在何種情況下、

何時應該有行為能力？而當新科技在法律上被評價為有行為能力時，法治環境可能如何調整？凡

此種種，皆係未來科技變遷之際，傳統知識所需要的前瞻問題意識。 

  刑法方面：刑事責任、新型犯罪態樣、尖端敏感科技、國安、資訊安全；其他更有如程序法

上之創新，諸如遠距法庭、科技／數位證據之證據能力、科技偵查、科技之社會責任等等，現有

之法治環境，將要面臨來自於科技創新前所未有的挑戰。以近期資通訊科技變遷所引發之國安議

題為例，國安考量充分反應在各國當局的 5G 建設佈局上：在中美貿易的衝突中，美國不僅對中國

中興通訊與華為公司進行制裁，甚至要求其他盟國一同拒絕華為公司佈局 5G 建設，英國國家網路

安全中心也同樣呼籲國內電信業者切勿使用中興通訊的設備，國際間如此抵制中國的資通與科技

產業，一切係因中國當局與中方企業對於 5G 通訊標準發展以及其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掌握與使用，

被國際普遍認為可能造成其他國家的國安疑慮3。可見，5G、6G通訊技術之發展，已不再僅是科技

問題，其所涉及之政經、國安問題，亦應一併考量，此已不再如同過去 2G、3G、4G 時代之單純

技術問題，需要討論之面向愈趨複雜。而刑法部分，相對於民法中「行為能力」，亦有「責任能

力」的問題，人工智慧、機器人或其他形式之新科技，是否有責任能力，對於未來刑法法治亦將

開拓極大討論空間。此外，新科技應用於偵查，對於刑事偵查之程序亦有所影響，在美國以第四

修正案之討論為主4，而我國則有科技偵查法草案之討論。 

  融整前瞻科技變遷與法治境以觀，本計畫以「資訊通訊法律」為主軸，並於第三期加入「生

醫科技法律」相關課程，自議題之設定乃至於前瞻性即兼具跨領域與未來科技與傳統知識融合之

特性，並就此兩大議題主軸發展各細部之確切議題，形成各單一創新課程，而各單一創新課程再

累積總整而形成課群之主要架構。藉由前瞻議題設定之課程改革與課群設計，培育 2030 法治環境

中之立法者、執法者、審判者，正為本計畫之目標。 

圖二：本計畫之前瞻論述概念圖 

 

 

(2) 前瞻思維及觀點如何鏈結跨領域議題 

  本計畫跨領域議題以「資通訊法律」為主軸並新增「生醫科技法律」相關課程，首先在議題

之設定上即具備跨領域之特性。前瞻思維是通盤性的思維過程，過往以學科為分界的教學模組，

將隨著學科鑽研深化出現學科間的鴻溝。然而，前瞻議題是全面而不受學科分野限制的，科技與

人文社會的互相影響也是必然的，尤其法律作為人文社會學門中對於「權利」影響甚深的學科之
                                                                 
2 參 John Frank Weaver著，鄭志峰譯，機器人也是人：人工智能時代的法律，元照出版，頁 27-64(2018)。在本書

中，作者以美國責任法的體系架構分析人工智能之法律責任。 
3 陳在方，「5G標準必要專利之趨勢、規範與授權－以國家安全疑慮為中心」，台灣國際法學刊，第 16卷第 1期，

頁 125-131（2020） 
4 同註 2，頁 17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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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重大社會議題往往站在與大眾牽連的第一線。因此在法律運作的不同階段，都需要跨領

域的介入。學生的學習如何導入專業實證，讓規範體系架構更具邏輯與立論基礎，最終達成實務

所需的議題解決方案，都是亟需被解決的。 

  眾多議題中，本計畫以資通訊法律、生醫科技法律為主軸。資通訊法律方面，自 1990 年代網

路科技發展以降，資訊爆炸與相應的社會現象應運而生，人類開啟了全數位化的虛實整合路途，

其導致許多傳統法律所未能觸碰的問題，而資通訊科技發展，更由最初力求技術突破，到現今已

更深入思考人權、文明、法治等因素，也正是所謂"Sustainable AI"5的概念，追求全人類之共同永

續發展，如何更好地結合科技與制度？科技帶來劇烈改變時，人文的思考將更為重要。新興的科

技本身也需要進入法律體系中得到定位與價值確立，方能為產業建立健全的發展環境。因此，在

第一層議題，本計畫要關注的是科技變遷與社會的交互影響，關注放在人類社會逐漸走向全聯網

化、虛擬化的典範轉移的趨勢。在這之下發展出第二層議題，也就是資通訊科技、虛實整合、人

工智慧領域等議題，這些在未來會主宰人類各方面的科技技術，並加強關注於這些泛用性高的不

同技術在資訊流通的觀點下所扮演的角色。從上述的各項議題向下鑽研，第三層議題的設定將會

探討第二層議題在整體產業的不同階段所引發的不同效應，諸如：先於產業的科技思維（例如網

路中立性），產業前端研發與製造所應具備的侵權、維權觀點現代網路電子商務或虛擬金流的管

控議題，乃至於服務提供後的消費者保護與法律。 

  生醫科技法律方面，智慧醫療是近年世界各國醫藥創新的焦點，也是我國積極投入的領域，

由於高齡化社會以及生物醫學、資訊科技近年的重大突破，都使生醫科技之應用可能性與場景大

幅擴張，因此，在生醫領域快速沿革時，法律的參與極為重要。關於智慧醫療，其法制相關之重

要議題主要有三大面項，皆為法律與科技之跨領域交會處，而本身即與前瞻思維觀點高度鏈結，

包含：跨機構生醫資料交換之法制環境健全；遠距醫療、行動醫療與物聯網醫療之法制開放；及

醫療機構智慧醫療產品瑕疵之責任認定與風險分配三大領域。此三者如何再鏈結跨領域議題，可

由其主要論題深入探究，往往便會碰觸到其他領域之範疇，例如資料交換法制環境方面，思考資

料應用之根本來自於大數據資料庫之建置，同時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的基礎亦建立在大量面向完

整、格式整齊且經完善標記之資料，如此，則可知現各醫療機構資料蒐集格式不一、未有統一遵

循之標準，且亦未有交換資料之明確應遵循規範。此外，雖然完善之人工智慧產品之整體錯誤率

應比人類為低，但現行技術仍難保證毫無錯誤發生。若上市前無法確保產品有效性或安全性，將

致使隱含的未知或可知風險與危害發生，而此一風險與危害，該要如何分配於服務提供者與服務

使用者之間，將大大影響智慧醫療之使用場景與生態。而智慧醫材在臨床場域涉及多位權利主體

的應用，侵權責任於製造商、醫師、醫療機構的要件皆不盡相同，產生認定及舉證的困難。簡言

之，不同侵權主體間關係複雜，若再加以人工智慧技術的使用，未來責任分配與歸屬將更趨困難。

醫師責任、醫院責任及醫療器材責任，彼此間的責任認定標準不同，使其責任分配更加困難。許

多評論者都指出，若不釐清此問題，將影響臨床決策系統的普及，是迫切需要處理的議題。 

  上述議題的建構極需跨領域人才的互相碰撞激盪生成前瞻思維，不僅是因為各個專業對於各

議題的侷限性，更是因為跨領域議題本身的問題正是緣起於相異領域人才碰撞產生的結果，而其

鏈結以跨領域之知識建構，到跨領域知識應用，再到跨領域前瞻知識探索，以人文社會的觀點代

入跨領域知識之建構與應用，共同協作與探索未來世界的前瞻思維。不管是對於上述既存問題或

者未來可能產生之問題的指認、釐清，乃至於問題解方的預設、擬定，正需要跨領域人才共同的

協作、探索。透過前瞻的思維加強人才培育，藉由對議題的事後解決方案擬定與事前預防方案探

索，將跨領域議題緊密鏈結前瞻思維觀點。 

(3) 議題形成過程之描述    

圖三：陽明交通大學教師自主社群活動海報 

                                                                 
5 Stefan Larsson, et al. Sustainable AI, http://www.aisustainability.org/wp-content/uploads/2019/04/SUSTAINABLE-AI.pdf 

(Last access: 2021.3.6) 

http://www.aisustainability.org/wp-content/uploads/2019/04/SUSTAINABLE-A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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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在跨領域人才培育方面，向來耕耘已久，於 106學年即修訂院內規章，開設「智慧財產

權跨域學程」、「生醫法律跨域學程」，而後又陸續增設「資通訊法律跨域模組」、「跨國法律

與國際談判跨域模組」以及「社會正義、性別平權與勞動權益模組」，積極推動不同學科背景學

生整合法律專業，促進我國各產業，尤其科技產業與各法律議題之接合轉型。而在第二期執行本

計畫的過程中，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與計畫助理、課程助教更是多次聚集討論如何可能讓本計畫

之執行更加前瞻與推廣，課程架構，乃至於其所對應之未來社會前瞻議題，可以如何設定，從頭

至尾梳理並考量各方面問題，包含課程架構、前瞻議題設定、學生需求、教學模式與方法、評量

方式等等（參附件一）。 

  在第二期計畫之執行，團隊結合「小確幸創新教學致動器」教師社群定期共同培力、交流，

加強了對於教學共同成長的力道，並且在藉由此互動之過程實踐跨領域的雙向溝通，確立了跨領

域議題設定的方向與作法，同時也對教學方法、教學經驗、教學痛點等多有精彩的互動與展示，

以主持人作為擘劃發動該年度關鍵議題、關鍵素養之溝透橋樑，融整、連結團隊教師與業師之教

材與教法，並透過教學前階段之共同備課、教學執行階段之觀課或共時／共同授課、及教學後階

段之議課來組建共通性之教材教法，並滾動式修正，持續精進改良。（參附件三） 

 

左圖四：團隊成員 Kick-off Meeting 討論計畫之執行細節 

 

右圖五：主持人於第二期執行帶領課程助教討論本計畫執行之課程架構設計與教學規劃 

 

  在教學現場內，主持人亦不斷主動形成、探索教學議題，得益於主持人之跨域背景，在融

整、探索前瞻教研方向時，往往能別出心裁並積極在計畫執行中落實。舉例而言：在 109年上學

期「網路法」課程中，主持人不僅於課堂上邀請四位業師，就各業師專門研究之領域，請業師在

課堂上與學生們分享，學生上課時不僅可以接觸資通訊領域中各式各樣的議題，並伴隨著業師與

主持人帶領課堂上的討論，刺激同學多方思考，且能夠聽到來自各科系同學對相同議題之不同想

法與問題之發現。且業師就其專門領域的上課時間，也都以二堂或是三堂課為設計，如此，本課

程除了能為同學帶來議題上的廣度與多樣性，足夠的課程時間亦增加同學們對議題了解的深度。

課程上的學習與討論能夠促進同學們當下的腦力激盪，以及與不同科系同學碰撞的火花，然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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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亦知僅課堂上的參與對議題之學習尚顯不足，因此設計期末簡報錄影競賽的作業，讓同學們

接觸多元議題後，於課後讓同學思考其所感興趣之領域，並於期末製作簡短的簡報影片，介紹議

題的發想與目前可能的解決方向，並讓同學票選出優良作品，於最後一堂課邀請所有業師成為評

審，給予同學們可貴實用之意見，如此同學於撰寫期末報告時就能有明確之研究方向，並提出可

能的解決方向。 

 

(4) 深化跨領域教師社群對關鍵議題之教學與研究，對前瞻議題之討論 

  在持續深化跨領域教師社群對於關鍵議題之教學與研究方面，本團隊主要有三大做法：首先

便是透過緊密連結的教師社群，定期對教學研究相關各主題保持討論與交流，教師社群更能透過

本計畫之執行，實踐真實的跨領域前瞻議題教學，透過教師社群將原本困難而未知的領域、教學

模式一一釐清、探索，找出可行的方法，並不斷滾動修正。 

  再者，便是與外界業師的合作聯繫，如今年寒假期間，便與理律文教基金會合作舉辦科技與

法律跨領域營隊，在此便服務了來自全國各地優秀的法律系大學部學生，以跨領域為主軸，探索

前瞻科技變遷對於法律的種種影響。而教師、業師亦在此環境中能夠一起加入討論，深化對於前

瞻議題之討論。（參附件二） 

圖六：交通大學 X理律學堂 2021科技與法律跨領域寒假營隊/圓桌論壇：無人載具與法律 

 

圖七：【陽明交通大學科法教授學術論壇】(Faculty Workshop)跨領域之法律資料分析 

邵軒磊老師主講；莊弘鈺老師主持 

 

 

  最後，本院學習美國法學院"Faculty Workshop"傳統，此係教師社群的運作模式之一，在每周

一次的 Faculty Workshop中，以教師為主體，或邀請講者，或自行發表近期研究關注之議題，增益

並激發討論、思辨，同時增進教師間的連結。一般而言，Faculty Workshop是不開放給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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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因本院主要組成為研究生，便學習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模式，開放研究生參與，而在陽明

交通大學，更是完全對外開放，全校師生、大學部同學都能一同參與討論最前沿的法學研究議

題。在此模式中，師生得以對最先端、尚未出版的研究議題有所探討，一同摸索、深化前瞻議

題，回饋形成教學與研究的助力。 

左圖八：主持人參與本校電機系王學誠老師 2018 AI Driving Olympics暑期學校培訓課程 

 

 

 

 

 

 

 

 

 

 

右圖九：主持人與本院陳鋕雄所長、北醫

醫法所李崇僖副教授共同執行醫療人工智

慧法制研究赴日本移地研究 

 

 

 

 

 

 

 

表一：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或核心團隊教師群共同執行計畫與授課情形 

共同主持人/教師群 共同執行計畫/共同授課 

陳鋕雄教授/所長 

共同執行「醫療照護人工智慧之開發與應用法制研究──建構良性循環

的法規環境」 

共授「人工智慧與法律」、「數位經濟與資通訊法律」 

陳永平特聘教授 共授「科技與社會」 

古旻書律師 共授「資通訊科技概論」 

王學誠老師 

共同執行中科「交大 AI機器人智慧平台開發與商品化衛星基地計

畫」、教育部「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領域系列課程計畫：深化人工智

慧機器人做中學──國際競爭力與產業連結人才培育」 

黃育綸、張佳智老師 共授「科技與社會」 



8 

楊谷洋老師 
共同執行教育部「教育部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領域系列課程計畫：深

化人工智慧機器人做中學—國際競爭力與產業連結人才培育」 

李崇僖老師 
共同執行「醫療照護人工智慧之開發與應用法制研究-建構良性循環的

法規環境」 

施明遠老師 共授「人工智慧與法律」課程、「數位經濟與資通訊法律」 

陳在方老師 共授「數位經濟與資通訊法律」 

 

(5) 展望 2030年，各領域將面臨的問題、挑戰與機會 

  2020年 11月工研院舉辦「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論壇」，工研院希望藉由此論壇預見台灣的挑

戰、洞察全球之趨勢以及超前部署應對方式，期得以將困境化危機會，與本計畫所注重之前瞻性

不謀而合。2030 年，不僅科技會如大跳躍般的飛速發展，科技的快速發展也將影響我國甚至全球

的政經環境與社會生活。以新冠疫情為例，此疫情不僅造成經貿版圖重組，亦加速網路金融市場

的發展，新興產業與機會隨之崛起，可以預見的是此生活方式並不會隨著疫情減緩而消失，相反

的，我國若能緊抓此新型產業並正確預期未來生活態樣，將會是我國耀升國際舞台的機會。此論

壇認為 2030年生活圖像主要有三個痛點，即為「智慧生活」、「健康樂活」與「永續環境」6。 

  危機與機會總是相伴而生，把握機會的同時，預見危機並予以解決將是從困境中脫穎而出、

超越他國的重點所在。2030 年不論是政治、環境、經濟、科技等方面所可能產生最大的挑戰將會

是法律制定與跨領域法律人才與師資教育之不足。在 UFO 課程開設與實際運作過程，從中發現科

技領域教師對於法律並不一定了解，法律領域教師對於人工智慧技術架構的概念亦不見得完善，

顯現出不僅跨領域人才培育困難，欲建立完善的跨領域師資團隊與課程，將會是迫在眉睫的困境；

加以大專院校教師有沉重的升等壓力，若要令計畫團隊教師挪用額外時間完整學習新技能困難度

極高，更遑論將前述技能知識應用於開發新課程；而交通大學作為理工重鎮，欲爭取投注更多教

學資源仍有困難，故就科技法律學院之系所結構及現有人力而言，開發新課程門檻不可謂低7。 

  法律與人工智慧跨領域人才的重要性在於，法律除了是人民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完備與結構

健全的立法政策，不僅可以成為台灣接軌國際的跳板，更能幫助產業避免觸法而使其研究成果成

為因違法而所須支付的賠償金或罰金。展望 2030，台灣的跨領域人才應充足且專業，成為全球人

工智慧應用的典範。而在 2030 的未來圖像「智慧生活」方面，除了便利人民的生活，由此而生的

法律問題亦將漸漸浮出水面。所謂智慧生活代表以科技使人民的生活更為方便為目標，目前活在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我們，正在往第四次工業革命也就是 AI 人工智慧邁進。許多電影或小說漫畫常

常想像 AI的生活景象，例如著名電影《AI人工智慧》，及是以充滿智能機器人的未來世界做為故

事背景。而目前最受討論也最可以預見的 AI人工智慧運用，非自駕車莫屬。 

  自駕車雖如火如荼的發展中，其上路之後安全性以這兩年的發展來看，雖然出現幾件車禍事

件，但數據顯示自駕車可降低 40%的肇事率8，其安全性是否值得信賴仍具討論空間。自駕車涉及

各種法律領域之問題。行政法上，自駕車須遵守道路交通法規，然而其應遵循的法規應另而訂定

還是直接適用現行道路交通規則；另外若碰到交警已手勢指揮道路交通，人工智慧技術可否使自

駕車具有判定之能力也是一問題；還有，若駕駛人只負監督亦務實，其義務內容為何等等問題。

刑法上，自駕車是否降低駕駛人的注意義務、事故發生後，可否追究開發者的形式責任、以及自

駕車系統的安全與紀錄牽涉個資與隱私，開發者應有管理責任避免駭客入侵。民法上則有在民事

                                                                 
6 超前部署 擘畫 2030技術策略與藍圖，遠見：https://www.gvm.com.tw/article/76352(最後點閱時間：2021年 3月 20

日) 
7 參見 UFO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個案_課程模組 

8 美國研究：自駕車意外發生率少於一般車輛，iThome，https://www.ithome.com.tw/news/102986(最後點閱時間：

2021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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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上，不法行為的「過失」概念應會變動，危險承擔責任轉移的時點、如何舉證 AI 具有缺陷之

問題。另外自駕車亦有保險法上須釐清的爭議，例如車保的項目與內容是否應該隨之更新9。 

  智慧醫療方面，跨機構生醫資料交換之法制建構；遠距醫療、行動醫療與物聯網醫療之法制

開放；及醫療機構暨智慧醫療產品瑕疵之責任認定與風險分配,都將帶來機會與挑戰。遠距醫療與

物聯網醫療法制的討論，COVID-19 的出現，為人民的生活方式帶來改變，而逐漸掀起浪潮，然而

關於跨機構資料交換之法制結構卻比遠距醫療更早顯現趨勢。民國 98 年已經有了醫療電子病歷的

製作與管理辦法，也就是《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其中不僅規定電子病歷的製作

格式，便於傳遞於各醫療機構，因病歷為個人資料，辦法中亦有關於保護病人個人資料的相關規

定。個人病歷是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敏感個資，其保護要件須較一般個資之規定嚴格，統一格

式方便傳輸固有節省時間以及人力成本等便利之處，然而如何的法規制度可讓敏感資料保護與便

利性達到完美的權衡，是現在以及未來政府、立法委員以及人民須面對的挑戰，而挑戰將帶來無

限的機會。建構通暢的機構傳輸機制將為科技產業帶來新的投資可能性與意願，為生活帶來新的

科技運用；科技需求對法律制度產生的衝擊將促進法律人才與其他專業領域翹楚的對話，並帶來

法律運用的進步性與靈活度，使台灣法制能更貼近人民的生活與需求；而便利的科技產生，再加

上完善的法律制度，政府執行相關政策時，更能如魚得水帶領人們邁進 2030的「智慧生活」。 

  上述的議題還只是如今人們所面臨的問題，在資通訊科技更深化的狀況下，還可辨認與產生

出更多相關問題；例如全面泛用型的人工智慧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可能會取代傳統勞工造成全球

人力市場的大洗牌，或者隨著物聯網與區塊鏈的發展，改變人類向來以實物經濟或者美元本位為

基底的金融機制，以及銀行與會計業過往金錢與價值的理解方法，這都是在目前的學界討論中，

最有可能發生的現象，因此如何辨認出這些大方向下將會有若干子議題陸續發生，就需要理工人

才與人文社科人才的緊密結合，提供最前沿的科技發展給予人社人才了解。 

  本計畫將著重於智慧生活與健康樂活，預期與探討未來人工智慧與資通訊領域以及生物醫療

領域與法律相衝擊之下所產生的挑戰，除此之外，針對相關議題做思考如何將資源做最有效的結

合，以達成培育跨領域人才與師資課程之計畫目的，並思考如何將挑戰化為機會，以達前瞻之目

的與效果。 

 

(6) 需要什麼樣的人才解決這些問題，並迎接機會與挑戰 

  法律為人民所遵行的行為準則，不僅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人民所生活的世界之所以能夠

順利並有效地進行，法律在其中扮演著影響重大又不可或缺之角色；另外法規制定完善性與預見

準確性將成為國家經濟政治發展強大的助力，例如配合國際趨勢的立法將可使吸引外資的進入，

使台灣與國際接軌10。為使法律發生最大效益，目前我國最須要做的就是法律人才的培育，只是專

業法律領域的人才已不足以應付未來，我們應該著重於跨領域的人才培育。然同前面所述，本計

畫於培育與設計課程內容時遇到許多執行上的困難，但此正是申請本計畫之目的所在，我們現在

所遇到的問題將藉由本計畫所提供之資源，使計畫成員得討論、實施並改進，共創解決之道，於

培養大學生議題導向學習的同時，計畫成員亦以議題導向之方式進行問題解決。  

  本計畫目前之課堂規劃皆係各自獨立，由授課教師或教師群共同規劃，並非以計畫執行目標

考量而為設計；因此，學生在課堂中所習得的人工智慧技術知識並非循序漸進，而係各教師以自

身所擅長之知識切面進行教學，課堂間所學有所中斷，也可能使學生在學習時產生困惑。因此本

計畫認為解決之道為，加入計畫執行資源後，借助計畫資源邀集人工智慧產業界領頭羊與政策制

定者擔任業師，並於課程演講前與計畫團隊共同研擬教學架構，而得依照授課內容難易程度依序

安排教學架構，並融入授課教師的教材中，利於學生課前預習；除此之外，實際邀集前述業師並

針對前述課程進行模式進行實驗後，則以計畫經費聘請助理協助教師開發新課，同時藉由跨校、

跨領域之人脈資源鏈結，與全台各大專院校具有人工智慧技術與人工智慧法律教學經驗之教師進

                                                                 
9 鄭明政，「AI時代的法律規範初探」，司法週刊，第 1979 期，頁 2-3(2019)。 
10 參見林桓，「法律制度與國家競爭力」，研考雙月刊，第 256期，頁 24-34(2006)。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42542


10 

行交流，協助鏈結彼此資源，以利於優化總整課程架構當中的實習課程、參訪交流，以及期中期

末專題等教學方式與人工智慧法律議題的融合。 

  透過引入本計畫資源並嘗試前述解決方案，既有課程方面，針對既有課程中與人工智慧法律

相關之主題內容進行實驗性重整規劃，使學生於學習時得以循序漸進獲取基礎知識；針對新課規

劃，則納入新的人力資源與校外人脈鏈結，使人工智慧法律議題得以透過完整的總整課程安排，

協助學生建置完整的學習架構，作為培育人工智慧法律跨領域人才的課程模組指標；計畫執行部

分，透過與系所主管、教育部計畫辦公室的合作，亦期能影響校方對於課程資源的安排與規劃，

協助推廣本計畫課程模組，逐步培育前瞻人才並促使其成為政策、法律與科技業之間的橋樑與傳

聲筒。因此，當前教為折衷的解決方式，可為透過教師社群之知識與經驗分享，將人工智慧法律

跨領域人才所須具備的學習態度、學習能力以及專業知識架構做更完整的融合。 

資源應該盡最有效的利用，本計畫之目標為有效結合既有的資源與陽明交通大學強大技術學

養的優勢，保持已開設之課程，拓展發展可能性，於學生學科知識培育的同時，加入實務的實作

與運用，使同學能真正解決實務上發生之問題。按當前計畫團隊既有與潛在資源，計畫執行期間

所能進行的滾動調整分為三階段：課程資源調度、新課開設，以及導入實作及實習資源，主要目

的，係藉由調整礎石、關鍵與總整課程之配置，引導學生於修課路徑初期，便開始探索其所欲鑽

研之未來社會議題，並於修習關鍵課程時，得以有連貫性、具體性的成果產出。最終，當學生修

習總整課程時，則能夠將前階段的研究成果投入實作，計畫團隊亦將引入產業、政策與司法實務

等媒合資源，優先薦舉表現優秀之學生進入前述機構實習。  

  前瞻的社會議題所需要的規範體系往往是更需要高度的實證做為輔助，也就是在規範形成的

過程中，需要法律以外學科的眼界與專業對於議題是否存在、議題涉及的層面、議題影響的規模

進行辯證與輔助，以免造成阻礙台灣社會的長遠發展以及與國際的接軌難題。唯有瞭解該技術的

運作邏輯，方能應對而產生合適的法律見解，深刻地了解到技術的可能性與侷限性，才能對科技

環境有正確的期待，這同時也是符合了法律原則中對於「期待可能性」的要求。因此不管是法律

界或者是產業界人士，都需要彼此在議題設定上有密切的協作。對於資通訊技術的運行邏輯與施

作風險需要科技專才的引領與解說，對於社會環境與消費者的影響需要經濟專業背景的人才進行

影響評估與經濟分析，對於國家安全的挑戰與資訊戰的架構則需要軍事眼光的菁英，最終將上述

議題制定成具有規範效力的法律命令，就需要法律專才的對於法律原則的理解與操作。 

  不僅如此，學科之間也逐漸的在進行方法的吸納，例如法學研究開始走向實證，透過大量實

證數據的引用達到說理堅實，或者透過數據歸納出法律被應用的實際景況11。透過課程安排的重新

設計，以及教學素材的改選，不管是教學者或者學習者，都能在這樣的平台下體認到合作的優勢，

建立起跨領域間良善學習風氣，將會使得台灣在近未來的社會議題研究上搶得先機，在國際環境

中取得一席之地。為此，我們不只需要頂尖專業研究人才，我們需要的前瞻人才將是跨領域、跨

國際、並且從社會的下到上全體翻轉，在研究、執行領域都充裕的整體人才網。 

  這對於現今專才分工的學術體系無疑是一種破壞式創新的挑戰，然而這樣的危機也是人才培

育與前瞻思維創建的轉機，不同學科之間的門檻可以被科技所打破。透過網路科技與第三螢幕、

第四螢幕12的興盛，視覺化的風潮帶來資訊呈現的多元性，藉由影音分享，人們早已開始自動自發

的進行軟性科際整合。多元易得的免費或付費線上學習網站、應用程式，透過結構化的、模組化

的切分專業知識，現代人可以利用生活中的破碎時間進行有效率的學習，這樣的習慣建立是潛移

默化的卻也缺乏整體推動的力道。因此政府計畫的推動無疑是將這些分流的力量整合發揮綜效的

最好機會。藉由促進專才學者的互動，以及未來人才在學習之初就採用以議題為導向的實證學習

方法，使得台灣可以建立一套完整的體系，並且穩定產出未來國際上缺乏的議題導向人才，使得

台灣在未來可以填補國際人才的空白，成為在任何社會議題都不會缺席的關鍵角色。 

                                                                 
11 劉尚志 、林三元 、宋皇志，「走出繼受、邁向立論：法學實證研究之發展」，科技法學評論， 第 3卷第 2期，

頁 9(2006)。 
12 第三螢幕革命來了！，遠見：https://www.gvm.com.tw/article/49416(最後點閱時間：2021年 3月 20日) 

https://lawreview.nctu.edu.tw/category/%e7%a7%91%e6%8a%80%e6%b3%95%e5%ad%b8%e8%a9%95%e8%ab%96/%e7%ac%ac15%e5%8d%b7/%e7%ac%ac%e4%b8%89%e5%8d%b7-%e7%ac%ac%e4%ba%8c%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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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前述前仆後繼的科技革新，以及日益模糊的專業領域定義、人才能力邊界定位，本計

畫期許藉由「人工智慧 x 明日社會 x 未來法律」系列課程的延續，持續優化現有課程之執行績效，

並持續注入新興議題之相關課程，替未來之法律與科技社會培養具備跨領域問題解決能力之人才。

首先，係人工智慧政策制定者，渠等必須有能力掌握人工智慧與社會價值之交互影響，以推進產

業發展為思考脈絡，連同將人工智慧法制之概念納入考量，以避免產業政策推行後產生難以修正

的問題、確保政策執行後始能保有一致性、連貫性。繼完整之政策綱要提出後，則須人工智慧法

律立法者評估法規對於人工智慧產業之效益與潛在風險，其必須具備人工智慧技術發展之知識技

能，始能於參考政策方向之同時，獨立思辨產業監管之有效性。此外，人工智慧法律審判者與執

法者亦具備舉足輕重之地位，渠等將形塑未來社會面臨產業發展疑義時，業界之遵法指標，故而

除了熟稔人工智慧技術、產業之知識技能以外，也必須具備跳脫傳統法學教育框架之能力，在未

來技術快速迭代之情形下，勢必將有多種應依個案差異而為判決者，若非完整了解人工智慧技術

產業發展與法制沿革邏輯，對於法律審判與執法者將窒礙難行。 

 

(7) 如何透過議題導向之教學，培育這類人才的知識(Knowledge)、技術(Skills)、能力(Abilities) 及

態度(Attitudes) 

  議題導向之教學是一種學生透過問題解決而學習的教學策略，教師會布置問題作業，而問題

解決並沒有單一正確的答案。學生需先以合作的方式分辨學習的議題，是故此方法相當看重團隊

合作，以及與他人不同答案碰撞出新的認知與知識，之後投入自我導向學習中來解決問題，最後

則必須反思自己的學習歷程13。 在教育發展先進的芬蘭，學校裡已沒有國文、英文、數學等分科

的課程設計，而是以類似「探討全球暖化」的議題，讓學生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自動自發去學

習需要的知識，在議題導向的教學中，學生跨領域完整習得所需的知識、技術、能力及態度14。 

  然而議題導向之學習仍須對此教學模式具豐富經驗之教師團隊帶領學生進行學習，才能使學

生一改填鴨式學習而得熟悉以發現問題及討論解決問題為導向之自主性學習。在課程的開始，教

師必須進行課程的規劃與設計；課程進行當中，學生在問題的解決上，教師的引導和促進為不可

或缺的重要因素；學習結束時，教師則必須協助學生進行學習歷程的反思，以及有效評鑑學生的

學習結果15。本計畫亦將保持與更深入實踐在資通訊法律與醫療法律領域上，以議題培育人才的方

針，從課程群組的主題選定上，以跨領域議題為核心，整合前瞻人才最需要得到的跨領域、跨國

際資源，並且透過系列課群之規劃，由下自上堅實打底，培育我國前瞻人才所需的知識與素養。 

圖十：「人工智慧與法律」課程與 Google講師合作，發予相關認證 

 

                                                                 
13 紀宗志，『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與『傳統主題學習法（SBL）』 對於增進學生在學習科學概念的深度與廣

度方面的差異，交大理學院網路學習碩士論文，頁 5(2004)。 
14 參見魏妙觀，「從芬蘭小學教育看臺灣教育」，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7卷第 9期，頁 123-129(2018)。 
15 張德銳、林縵君，「 PBL 在教學實習上的應用成效與困境之研究」，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發展期刊，第 9卷第 2

期，頁 5(2016)。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89tjk/search?q=auc=%22%E7%B4%80%E5%AE%97%E5%BF%9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Uijm/search?q=dp=%22%E7%90%86%E5%AD%B8%E9%99%A2%E7%B6%B2%E8%B7%AF%E5%AD%B8%E7%BF%92%E7%A2%A9%E5%A3%AB%E5%9C%A8%E8%81%B7%E5%B0%88%E7%8F%AD%22.&searchmode=basic


12 

  在過往的執行中，本團隊即非常重視為各單一課程設定對應之主要議題，累積而成在課群中

形成一大議題群，透過融整資通訊法律及生醫法律之前瞻議題，在課程中回應與解決，修課學生

得以在各議題中探索、發展所須知之知識、技術、能力及態度，關鍵議題諸如：高齡化社會之科

技與法制、數位平台管制、自駕車法律問題（興新科技管制）、智慧醫療議題等等，在課群的礎

石、關鍵與總整課程中，由於是以科技和法律此兩大學科跨領域切入進行探討，故案例的選擇能

使教學具體化進行討論，學生在課程中仍能以所學對其他案例進行思考，並且需於課程中實作。

而教師於備課階段妥善選定重要之關鍵議題，將盡可能地涵蓋科技與法律兩大學科領域的重要前

瞻內涵及欲探索前瞻社會之關鍵素養，以此為目標發展通用之教材教法。學生能透過關鍵議題具

體習得足以探索前瞻社會之關鍵素養，並進一步在課群中找尋有興趣之議題，進行實作。 

  藉由陽明交通大學的科技學養優勢，透過與電機教師社群的密切合作，在電機系陳永平特聘

教授的領導下，達到在知識與技能上穩固學生技術基底的效果，並且讓學生了解科學研究的第一

手實況。本計畫主持人與教師多具有跨領域專長或跨領域教學經驗，莊弘鈺老師在專利法、行政

法、競爭法方面皆著有貢獻，而後跨領域投入資通訊法領域，以法學專業探索資通訊科技，開設

資通訊概論、網路法、人工智慧與智慧財產權法等結合資通訊科技與法學專業之課程；陳鋕雄所

長則專精於醫事法、法律倫理及生物科技法律，近年更結合其醫療法與科技法之專業，為國內

「智慧醫療法」的先驅，研究領域包括遠距醫療、行動醫療、AI 醫療等；施明遠老師則深入研究

區塊鏈與人工智慧法律相關議題。此外，本計畫亦邀請業師共同協作，古旻書律師將帶來實務上

的重要爭議以激盪學生的思考，使學術與實務運作互為助力。加以期末實作之競賽設計，使學生

在能力與態度上，皆能實際演練，思考人工智慧在各產業的應用與法律議題，上述舉措使本計畫

得以織就堅韌的前瞻人才網，培育出能力與視野兼備的前瞻人才。 

 

(8) 國內外可供參考之培育未來跨域人才相關研究成果或範例舉隅 

(8-1) 史丹佛大學人工智慧與法律社會組織跨領域協作與人才培養 

        史丹佛大學人工智慧與法律社會組織由法律及人工智慧技術背景之教師組成，以人工智慧法

律議題為核心，舉辦主題式講座、線上課程與相關議題著作發表之出版，引導學生以法律議題導

向為出發認識人工智慧，計畫同時提供獎學金予有志精進人工智慧法律核心能力之學生。若計畫

有機會參照其模式將課程模組項下課程申請為校內跨域學程，則對於招生宣傳統整性更高。(參：

https://law.stanford.edu/stanford-artificial-intelligence-law-society-sails/) 

         史丹佛大學亦針對電子商務、智慧財產權、資通訊、生醫等領域，提供紮實且完整的法學教

育資源。此外，其位在美國矽谷的地理優勢，使之擁有更多與知名科技公司產學合作的機會。由

於陽明交通大學以理工研究及法律人文發展著稱，且緊鄰新竹科學園區，其人工智慧法律發展方

向與學校特性近似史丹佛大學，故可將其奉為課程模組設計之主要學習典範，以期能為台灣法學

院發展注入新風貌。近期，團隊更邀請日本東北大學的翁岳暄助理教授至「人工智慧與法律」課

程演講，翁教授亦為史丹佛大學跨大西洋科技法律論壇之研究員，對人工智慧與法律相關議題有

詳實深入的研究，透過法律與機器人的跨領域專業，分享其見解。 

(8-2) 柏克萊大學法律與科技認證學程計畫 

  按學生自身所感興趣之法律議題而統整科技法律系列活動、課程與文章出版，引導學生自主

探索，並適性選擇其適合的學習方式，完成科技法律學習認證計畫。將來計畫若欲滾動修正課程

模組執行架構時，此計畫於頒發學習認證之制度與條件要求係值得學習參考者。(參：

https://www.law.berkeley.edu/academics/areas-of-study/law-and-technology/) 

(8-3) 芝加哥大學 與其他科系合作開設跨領域整合課程 

  芝加哥大學，認為透過了解法律如何影響其所約制的社會行為、法律如何反映該社會的價

值，俾使學生融會貫通法律和法學方法。 因此，該學院的教師呼籲學生們應關注社會科學、人文

科學、自然科學的見解及相關議題。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師資陣容，包含歷史學家、經濟學家、

https://law.stanford.edu/stanford-artificial-intelligence-law-society-sails/
https://www.law.berkeley.edu/academics/areas-of-study/law-and-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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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政治科學家，且每年與該大學的其他科系合作開設數個法學院課程。 (參：

https://www.law.uchicago.edu/interdisciplinary) 

(8-4) 紐約大學跨領域整合教學及學術研討會 

  紐約大學在跨學科研究及教學居於領先地位，且其在法律和哲學、經濟學、政治、歷史、社

會理論方面擁有特殊優勢。法學院的許多教職員皆有相關領域的博士學位，故跨學科的思考邏輯

和研究方法貫穿整個課程，豐富了法律領域研究，亦將其與現實世界中的議題連結在一起。此

外，智慧生活中心 (Intellectual life center)每年定期舉辦十多場跨領域整合之學術研討會，使來自紐

約大學和其他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匯聚一堂，討論法律與各領域結合的最新議題。(參：

https://www.law.nyu.edu/areasofstudy) 

(8-5) 賓州大學法學院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arey Law School)跨領域融整教學 

  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下簡稱賓大法學院）為美國頂尖法學院之一，其與哈佛法學院、哥

倫比亞法學院、以及耶魯法學院法律評論編委會共同出版之藍皮書(Bluebook)，係美國絕大多數法

學研究論文進行引註時的參考指南，也是美國絕大多數聯邦法院使用的引用格式。而近年來賓大

法學院最為著稱的特色之一，便是跨領域的融整教學。賓大法學院透過一系列整體的課程設計及

跨領域融整方法來實踐先進的法學教育，因為下一代律師將不僅是接受過法律方面高級培訓的人

才，還必須接受相關領域的培訓，例如商業、通訊、衛生、技術、國際研究、社會工作和教育等

並針對該領域增強其法律專業知識。(參：https://www.law.upenn.edu/crossdisciplinary/ ) 

圖十一：賓大法學院院長 Theodore Ruger              圖十二：賓大法學院院長 Theodore Ruger與 LLM

執行長 Elise Luce Kraemer參訪本院                    至本院演講「發現美國法學教育」                                                                                                                   

 

(8-6) 歐盟開放教育倡議 

  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估計，目前進入小學就讀的兒童，65%將從事目前並不存在

的新形態工作；另 25％的工作者未來工作機會約有 50-70％將因自動化被取代，顯示未來人才培育

除著重工作專業技能養成，更應培養運用科技解決問題的數位技能。為強化數位技能培育，打造

人才未來競爭力，歐盟提出「開放教育」(Opening-up Education)倡議，強調企業、學校與培訓機構

三方密切合作，開發多元數位技能培訓計畫以提升就業能力，其他主要國家亦相繼推出數位或技

術相關政策及法案推動數位人才培育。綜觀當前主要國家數位人才培育策略，主要透過線上課程

開發，精進教師數位專業職能及促進業界、教育與培訓機構的積極合作，以持續提升個人數位技

能，接軌未來多元變化的就業市場為主要推動方向。而其中更針對高等教育發展出一套支持架

構，值得借鑑。(參：https://ec.europa.eu/jrc/en/publication/eur-scientific-and-technical-research-

reports/opening-education-support-framework-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 

(8-7) 國立交通大學 跨域學程 

  本校以「偉大大學 Great University」的目標和價值理念為發展願景，提出「跨域學程」，以期

鼓勵學生進行跨領域學習。此跨域學程，係師法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MU)所建立之 BxA 跨學院

學位，以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模式進行課程模組化。值得一提的是，本校在不延長修業年限

https://www.law.uchicago.edu/interdisciplinary
https://www.law.nyu.edu/areasofstudy
https://www.law.upenn.edu/crossdisciplinary/
https://ec.europa.eu/jrc/en/publication/eur-scientific-and-technical-research-reports/opening-education-support-framework-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
https://ec.europa.eu/jrc/en/publication/eur-scientific-and-technical-research-reports/opening-education-support-framework-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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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幅增加修課學分數的前提下設計「跨域學程」，學生修畢所屬學系及第二專長系所或學院的

跨域模組課程（BxA），本校將於畢業證書上加註其跨域專長。藉由彈性學分的設計及系所核心

課程之模組化，提供學生完善的跨領域學習環境，也為國家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跨領域人才。(參：

https://cross.web.nctu.edu.tw/) 

 

3、 計畫推動重點、策略與方法 

(1) 執行單位透過哪些具體策略與方法來達成計畫目標 

  為了貫徹本計畫的目標，亦即「影響人工智慧政策之制定，培育出人工智慧法律之立法者、

執法者、審判者，建制完善法制環境。」同時契合第三期計畫對於擴散教學經驗的目標。本計畫

希冀能成為每一位未來資通訊科技法律人才培育的敲門磚，令 2030 年近未來的時代中，資通訊科

學大行其道進而為我國各產業面向環境引導、促發典範轉移時，富有堅實的背景且具有圓融整合

的能力。 

  在課程設計層面，以培育前瞻法律實踐者培育為主軸，本期計畫順應交通大學與陽明大學之

合校所帶來的整合效應，更聚焦生醫領域人工智慧的運用，將透過三大課群，「10+6+1」區分為

礎石、關鍵與總整課程，本課程模組將囊括前瞻社會科技法律人才所需的三種核心智識「資通訊

科技」、「生醫科技」與「通用能力」。 

  礎石課程設有十門：「資通訊科技」領域有「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系統探索」、「全球網路治理」

以及「資通訊科技概論」；「生醫科技」領域則有「生物醫學概論」與「精準健康法規科學」；

「通用能力」則包含對公權力與科技治理有重大關聯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法治」、「智慧

財產權法概論」、「憲法」、「行政法」與「科技與社會」。 

  關鍵與總整課程，則不區分領域。關鍵課程融整開授六門課程：「資通訊科技」下有「人工

智慧與法律」、「網路法」、「資訊隱私權法」、「數位經濟與資通訊法律」以及「區塊鏈與法

律」；「生醫科技」下則有「生醫科技法律」。最後由總整課程「人工智慧法律研究專題」，作

為所有學習歷程與能力之彙整。 

  透過階層式的課程設計，提供不同領域的學習者在學習上依據背景與所偏好之領域而有不同

修課選擇，且對於課程路徑之設計更貼近學生整體修課週期。礎石課程方面，藉由設為通識課程，

促進學生選課動機；關鍵課程方面，則積極引導學生立基於礎石課程之上再進一步選修有興趣之

議題，且滿足關鍵課程數量後可得取得認證。最後，學生於畢業年面臨將入社會之不安時，透過

總整課程訓練學生議題性、專案性解決問題之能力，以密接進入社會時產學間的銜接，更在總整

課程提供表現優良者實習機會，促進學生選課與修業之動力。此設計不僅能吸納大學部各領域學

生，亦可配合科技法律研究所之學生修業，讓不同專業背景及訓練之學生將透過課程期末報告之

合作及競賽，互為引導、彼此學習。除總整課程引介實習外，目前透過課程中與業師、產業之連

結，亦創造相關實習機會包含：理律法律事務所、世博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智慧財產法院

（現已改制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等。藉由實習，學生能將在課程中實作之產出應用並貢獻於產

業。 

https://cross.web.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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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本計畫之三大課群與十七門課程 

  在第二期，本計畫建立了三門礎石課程，在「科技與社會」、「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系統探

索」、「資通訊科技概論」。第二期下學期，本計畫滾動修正，為謀求學生在法學切入角度的完

整性，促進學生更為通盤檢驗前瞻科技的法律性質，特加入了「憲法」、「行政法」與「智慧財

產權法概論」。前兩門課規範了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政府高權作為產業政策引導與管制的最大

推手，無論是從今至 2030年間的前瞻議題設定，或者是 2030年往後的、更深遠的政策擘劃，公權

力的資源分配、產業治理、法規推動都應該是每個人民應思考與關心的。 

而行政法作為具體化的憲法，學習者在其中得以辨認當政府以科技為行政行為，例如：科技

執法、人工智慧分析時，作為受到國家公權力拘束的對象，政府是否實踐了正當法律程序在個案

中落實人權保障，或者以尚不穩當的科技方式為行政基準時，人民應該如何據以辨認並實踐權利

救濟？ 

「智慧財產權法概論」則為前瞻社會中各式科技治理的墊腳石。人工智慧是以大數據為燃料

發動，然而數據庫本身作為一種有價資訊，其保護應該如何實踐？而人工智慧之運行仰賴的演算

法本身，又應該以何種智慧財產權制度予以保障？更甚者人工智慧投入運行後所衍生的成果，是

否又應回歸到智慧財產權制度中評價？上述問題的解答都仰賴未來前瞻人才對於智慧財產權法的

了解。 

前述滾動修正之課程，在加入本計劃後，亦達到了彼此相輔相成的效果。首先透過本計劃之

挹注，前述課程得以採行磨課師方式並進行優化，令學生在課前得以就課程之要旨先行預習，在

課堂即能去蕪存菁，透過蘇格拉底式問答法與教師激辯出法規與社會事實間的價值判斷與利弊，

有利於學生通用能力之累積與內化。其次在課程內容上，跳脫了傳統法學事例上的窠臼，更以前

瞻社會所會發生的法律議題為依歸，使得整體課程仍扎根於堅實的法學素養中，其枝葉卻可延伸

至未來 2030年牽涉之法律議題。 

圖十四：行政法行政機關單元；智慧財產權法概論以智慧未來為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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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入第三期，本計畫將以加強對「生醫科技」之著眼，作為迎接交大與陽明兩所學校文化與

學生相互結合的起點，並且吸取第二期經驗，水平拓展學生對於「通用能力」的培養。同時對於

既有「資通訊科技」課程也有更深入的著墨，同時亦藉由教學社群在課程模組間的合作，使得本

計畫之影響力更加擴散開來。 

首先，於第一層礎石課程即有鮮明的擴增，首先增加既有課程「生物醫學概論」，並且全新

開設「精準健康法規科學」，「生物醫學概論」旨在令學子了解國內外生物醫學最新科技趨勢與

相關醫學新知，以及更重要的——相關倫理與法律規範，以奠定生醫與法律研究之基礎。其個案

囊括奈米科技、人體試驗、生物科技醫療之診斷與治療，並使用英文文獻以增強學生之國際閱聽

能力。而「精準健康法規科學」更是繼續將本計畫觸角向外延伸與生科院合作，由陽明交通大學

科法學院陳鋕雄所長與生物科技學院柯立偉教授共同開設，以宏觀的產業角度，教授學生思考生

醫科技與智慧醫療領域的產業樣貌，以培育精準醫療與科技法律之跨領域人才，其內涵囊括智慧

醫療與精準醫療產業之法規制度，尤其在產品研發、專利申請、醫學試驗與法規科學等層面有所

著重，對於志在生醫之學子，以及陽明交大體系內教師社群在生醫能量上的積累開創了先河，並

發揮引導作用，令學子得以從本課程開啟進入本計劃而著眼於智慧醫療研究的大門。 

在「通用能力」部分亦新開設「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法治」課程，教授方式將為革新的全

英文 global classroom模式，透過全線上磨課師課程，納入全國 SDGs專業之教師授課，學生得以在

線上進用本校與校外之教師社群資源。本課程之內容將帶領學生探索聯合國如何建構出前瞻社會

的 15 大目標，並探討這些議題如何形塑了全球法制，更要看到這些法制背後所帶來的法律與產業

機會。 

而計畫核心之「資通訊科技」領域所新設的「全球網路治理」課程更將本計畫之教師社群連

結開拓至全新境界。本課程將與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業師共同

開設，以全球網路治理實務運作角度，探討網際網路公共政策與法制環境之現況與建置議題，課

程內容涵蓋全球網際網路治理運作方式及前瞻之政策辯論焦點，包含 New gTLD 開放之計畫、

WHOIS因應 GDPR、DNS Abuse、ICANN之司法管轄權等等。 

緊接著進入關鍵與總整課程的深水區，此二課群將會承接學生於礎石課程中習得的背景知識，

更大程度的將課程以問題解決導向的設計，讓學生關注 2030 年後，我國在世界產業鍊重組、國際

經貿關係變動的局勢中，將面對的六大科技領域創新所帶動的社會轉型與議題，包含「網路法」、

「人工智慧與法律」與「資訊隱私權法」、「數位經濟與資通訊法律」、「區塊鏈與法律」以及

「生醫科技法律」。 

  第二期計畫中，本計畫提出三門課程，包含「網路法」、「人工智慧與法律」以及「資訊隱

私權法」。並於第二期下學期「資通訊科技」領域滾動修正加入「數位經濟與資通訊法律」，補

強了網路法與人工智慧與法律受限於教學時間而未能深入觸及的議題，並邀請更貼近議題之業師

參與，例如邀請行政院參議與教師共同教授「官民協作的立法政策」，或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心

黃執行長講授「全球網際網路之海纜佈設與管理域名」等更細緻而深刻的主題。 

  於第三期計畫，同樣承接雙校合併而以智慧醫療為主的研發趨勢，於關鍵課程中，加入「生

醫科技法律」。本課程之授課目標，乃立基於生技產品相較其他科技產業不同之特性，需經層層

事先審查，確認產品之安全性和有效性始得上市。投資回收期長，使生技產業具備高風險特性，

故此領域的法令制度與其他產業各異，包括智財、證券、併購、技轉、新藥上市許可程序、廣告、

產品責任等等，各該議題既專精亦與國際醫藥體制相連動，與我國於前瞻社會即將要面對的超高

齡化社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並且開放台聯大學生選課，並納入跨域學程學分，在在都是希望能

廣納學術體系中，對智慧醫療有興趣之學子，使其在本門課程中承先啟後，能在向後的總整課程

與實務生涯中，加強對本領域的投入，進而關懷前瞻社會以人工智慧為載具、最到來的第一波社

會議題。「資通訊科技」學群更新開立「區塊鏈與法律」課程。人工智慧在歷史上之討論已經有

數波熱潮，然而區塊鏈科技的運用卻是近十年才萌發的概念，而這二者間卻又有相互碰撞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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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本課程將教授區塊鏈之原理與各種觀點，包括經濟理論，以指導進一步思考法律專業在此

種背景下的執業景況與道德考量。 

  本計畫於第三期的重點，是將開發新總整課程：「人工智慧與法律研究專題」。本門課程秉

持總整課程所欲達成的學習能力整合目標，給予學子學習生涯之統整與認證。本門課程之修課前

提，須修畢兩門關鍵課程，以達到確認學習基礎與總整之目的。透過團隊的網路連結，本課程將

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合作，於學期初即將同學分成各小組，由資策會提出來自實際場域所

提出的最新穎、最確實的問題意識，交由各組於學習過程中研發法律意見與解方，並由教師於上

課過程中針對與該問題意識有關之領域授課，但不針對該問題意識進行解決，以求學生培養與跨

域夥伴協作之創新能力，並於學期末進行專案考核，考核評分優異者，將獲得進入資策會有薪實

習之機會。上述整體課程規劃，亦獲得同期團隊之審認，於交流會議中有幸獲獎，得到肯定。 

圖十五：本計畫之修課路徑於第二期期中交流會中獲獎 

上述課程模組之內容，皆亦符合本院辦學理念與本計畫之宗旨，滿足「國際化」、「實證

化」、「整合化」之目標。雖國際間疫情嚴峻，本計畫仍堅持引進外國師資，邀請國外著名學者，

如日本立教大學秋元奈穗子教授，或日本東北大學翁岳暄教授，以線上、實體講座方式分享國際

經驗，讓學子即便在疫情時代，亦不會自外於前瞻社會的全球化。 

此外，由於本課程模組在教學數位化方面的努力，也令師生間都收取了甜美的果實，諸如行

政法、智慧財產權法概論、資通訊科技概論等課程，透過磨課師（MOOCs）課程的建構，令蘇格

拉底式教學更能成功實踐，學生在課前透過網路即可預先學習該堂課程的教授目標，並於課前交

叉查詢對該議題的理解與疑問，於課堂間就能針對預先建構之問題與教師和同儕間達成充分的討

論。數位教材的製作經驗與數位教材本身，輔以第三期計畫的資源挹注，將可收數位教材的擴散

性與可複製性的效益，讓教師在教學上得以擺脫時空間的約束，更得以將教學能量關注在新議題

的開發與新教具的使用。對於課程模組的架構，於此僅進行簡略概述，將於下列第三點進行更加

詳盡的講解。 

  除了教學內容外，本團隊自第二期執行以來即追求跨領域學習場域的建構，除積極引入實驗

室經驗，並高密度引入業師資源，在學期間，教師將利用鏈結網絡，親自帶領學生前往業界議題

的發生地參訪。如前往法務部調查局，見證資通訊技術於刑法上的應用與反擊。而在學期終了，

則以業師競賽之方式，強化了產業間的交流，廣邀業界嘉賓擔任評審，成為科技界與人文社會界

的潤滑劑。（詳參自評報告） 

  除正規課程外，本團隊更與我國知名律師事務所合作舉辦跨領域營隊。營隊成員本身廣涵了

全台灣各大學對於跨領法律學習有興趣的學子們，除營隊本身為學子們帶來的知識上的寶貴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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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舉辦的本身更具有其象徵意義，彰顯了陽明交通大學科法學院團隊對於前瞻議題的重視與實

踐，令社會上對於跨領域教育的理解更加充實。（詳參自評報告） 

 

(2) 如何招募教師參與？如何經營教師社群？ 

  本計畫由主持人、陽明交通大學科法學院、至校外學術單位、產業單位、國家單位，交織出

綿密的多元教師社群，達到跨領域的、跨專業的、跨產業的複合式增能關係，而加入陳永平特聘

教授設立之「小確幸創新教學致動器」教師社群後，網路平台的近用令過往一對多關係得以在線

上成為多對多的協作團隊。以網路社團為資訊集散地，主持人與電機系、應用化學系、教育所等

50餘名教師間共同組成了教師增能社團，透過 O2O(Online to Offline)模式，進行教學經驗分享與

課程共授計畫之討論，再轉為線下實體實踐，達成共同擘劃的前瞻教學內容。此外，本教師社群

亦十分重視與業師的連結，在各單位皆連結、累積一定之業師關聯。（詳參自評報告：三、網路

鏈結） 

  細言之，此社團在陳永平老師之推動，以及副教務長黃育綸老師等教師之參與下，其功能讓

教師可推動前瞻課程設立計畫，並邀請校內有志同仁共同開課、授課，成為多元教師、多元課程

之創造平台；更積極促進社群內教師主辦無償分享講座，主動分享創新教學方法；同時亦分享各

該課程學生之心得反應，為其他課程之設計興利除弊，尤其在時事分享上，網路社團之即時性讓

社群內教師可以同時享有來自各自領域的最新消息。  

  藉由本期計畫的資源挹注，社團得以持續既有教學動能與資源分享的路徑，並為有能力完善

社團發展進入成熟期所需要建構的體制。預計將從下列數個方面著手： 

a.  增購對外設備並完善體制，加強向外發展： 

  透過本計畫資源的導入，透過加強舉辦活動之頻率，得令師資社群內部的連結關係更為緊密，

更能增進成員彼此間給予建議的成效。同時，不僅對內加強，對外亦將分享會透過設備開放線上

參與，增加社團整體對外的影響力。 

b. 增加科技手段使用，促進新知心態與效率建構： 

  加強 Zuvio，Slido科技應用程式教學工具的使用、訓練分享，藉由教師社群共同學習的方

式，減輕不同年齡層教師對於科技使用的困境，嗣後便能加入科技教具於課堂的使用頻率，並且

導入 Slack或其他社群通訊軟體等的使用，改善目前 Facebook社團功能對於不同主題（例如教學

內容、方法，活動等）管理的缺乏。 

圖十六：教學經驗分享活動「如何增長教學力？教授自我理解與簡易的教學與課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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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發展課程模組？   

  成功之模組設計必立基於學生學習體制的妥善建立。本計畫透過通識課程的設計、跨域學程

的連動以及實習課程的提供促進了學生自大一至畢業的完整學習模組，第二期下學期起申請單位

即滾動式修正課程模組構成，於第三期，在與申請單位教學體制更完善的協力下，開展出健全而

充分的課程模組。 

  由於本計畫課程均無先修課程之設定，因此無需有先修課程之壓力，僅有關鍵課程與總整課

程的門檻要求。首先，礎石課程多數配合通識學分之認可，因此學生在通識學分之誘因下，於本

課程模組中可以同時滿足取得學分要求與系統性學習之兩大優勢，進而促使選課人數上升。下文

中「各管道學生修課路徑圖」規劃可清晰看出，礎石課程中，學生可依本科專業或所欲培養之能

力趨向，選擇偏好之礎石課程進入本計畫，欲加強法學架構概念者，可以「憲法」、「行政法」；

欲加強資通訊能力者，可以「全球網路治理」、「機器人與人工智慧探索」課程為開端；對於生

醫科技有興趣者，則可以「生物醫學概論」為起點，隨著大一、大二的修習，學生不僅同時滿足

本計畫對於選修關鍵課程的門檻要求，同時亦已經取得跨域學程的敲門磚，基於跨域學程知識串

連與學程體系的誘因，學生將得以被鼓勵繼續選修關鍵課程，或依循礎石之偏好，或挑選不同之

領域，向「區塊鏈與法律」、「生醫科技法律」等領域延伸，最後於大四屆至畢業年現實，面臨

生涯規劃壓力，總整課程提供了學生實際操作與鍛鍊四年所學的場合，與政府智庫的合作以及課

程完成後有薪實習機會的誘因，促進學生在最後一年挑戰自己，藉由總整課程落實四年所學。更

可於四年系統性學習後，更深入於研究所後，開啟相關法律經濟分析、人工智慧專業領域或法實

證研究等相關學術領域的道路。 

  在第二期計畫中，本計畫已經提出三項手段，分別為「翻轉教室」、「個案教學」與「業師

競賽」。翻轉教室將跨域學習的場域擴張到教室以外的實驗室與實務場域，令學生得以親自接觸

到跨領域學習體驗；個案教學促進了教學內容的實證化與整合化，不同於法釋義學式的教學方法，

在前瞻科技議題的實際案例中，個案教學的方法有助於幫助推導出合邏輯且有佐證的的法律見解，

能更細就個案事實產生的多變性，協助跨領域的學習；業師競賽制度可以誘導學生具備商業思維，

在學習上更能培養出獨當一面的產業人才。 

  第三期中，本計畫除了思索將上述三項手法之實施以易於擴散的方式紀錄並推演外，藉由總

整課程的推出，將納入第四項課程方法「實作演練」即開設「人工智慧與法律研究專題」總整課

程。本課程與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合作，以高度案例實作與實習構成。資策

會科法所為我國行政院下現行科技部，與即將建立之「數位發展部」的重要政策智庫單位，與資

策會科法所的合作，將令本計畫之課程模組整體所建構的學習成效，透過本門實習課程直接輸入

政府單位，進而影響我國前瞻社會之政策制定，同時也得令修課學生藉由課程手把手的操作，一

窺政策制定的細緻考量。過往法學課程的推動，皆以模擬的案例令學生沙盤推演可能的法律效果，

但實作演練將不同於前者，將法律實可能導致的社會影響性、實效性，與前瞻社會政策推動的阻

力都納入考量，透過試圖推出可行的法制或政策方案，設身處地思考作為法律的制定者、執行者、

審判者所會面對的種種困難，使學子在實踐中鍛鍊出更務實、更貼近該產業的解決方案，在未來

投入前瞻社會時，能成為政策與產業工具最優秀的創造者、實踐者、審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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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109上學期網路法期末競賽遠距連線業師講評與頒獎

 

 

(4) 如何與各校教學發展中心、通識中心合作？課程橫向與通識中心合作 

  本計畫由三大面向與各校教學發展中心、通識中心合作。首先是跨領域教師的導入方面，藉

由本計畫所能夠達成之跨域教學、議題探索能量，與通識中心合作，將部分課程規劃為通識課程，

透過通識中心既有資源之補助，得令教學資源更加充裕，並促進跨域學生選修更加積極。「科技

與社會」、「機器人與人工智慧探索」、「行政法」、「智慧財產權法概論」、「生物醫學概論」

等課程皆開設於通識中心，透過此次計畫之合作，在前瞻教學的共同方向下更可能有其他靈活的

配合。 

  第二是實務業師的導入，主持人擬透過引介實務業師來增進前瞻議題討論的更多可能性，而

將業師引入課程有許多方式，皆可靈活與教學發展中心、通識中心合作。例如本校近期卓有成效

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創創工坊」，其主軸便是發展九大領域之專業實作課程，以創創工坊為基

地，共同打造具有前瞻性、話題性、科技性的專業實驗課程，這讓業師的引介不再只是流於蜻蜓

點水，而是能夠真槍實彈的深入實作，透過如此創新的合作模式，未來更有可能發展成為大學教

育的前瞻人才培育模式。 

  第三是水平與垂直教學能量的整合，在本計畫自第二期以來，致力於擴散課程模組之觸及範

圍，對業師選擇、學習風氣建構與跨域議題的探索，皆不斷探索與不同單位的合作，並在合作的

過程中再次鞏固教學社群。從第二期開始，在校內與電機系、應化系等系所合作，如今於第三期

更延伸至生科院以及甫合併的陽明大學教學能量，在校外產學單位，與中研院、工研院合作，於

第三期更緊密與資策會科法所開展課程。此外更近一步深化向下扎根，透過高中生營隊與講座延

伸影響力。未來在執行計畫的過程中，計畫團隊仍會滾動式探索合作機會，在過程中不斷跨領域、

跨課程、跨單位的多方合作，以整合教學能量，發揮最大效益。 

 

(5) 如何與同期其他人才培育計畫搭配？ 

  主持人過去已有過執行諸多教育部教學計畫之經驗，包含「教育部 107年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

學創新計畫：大數據下的智慧財產權法」、「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院校辦理人工智慧系列課

程」、「教育部 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理工人的第一門法律課：智慧財產權法」等。而主持人

目前亦正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王學誠助理教授共同執行「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人工智

慧技術與應用領域系列課程計畫：深化人工智慧機器人做中學 - 國際競爭力與產業連結人才培育

（下簡稱 109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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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過往計畫所開設課堂之教學評鑑紀錄 

年度 計畫名稱 開設課程 修課人

數 

教學評鑑 

(5為滿分) 

109下 109年度教育部補助人工智慧技術 

與應用領域系列課程 

人工智慧與智

慧財產權法 

29 進行中 

108下 107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院校辦理人

工智慧系列課程 

人工智慧與法

律 

30 4.39 

108 教育部 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理

工人的第一門法律課：智慧財產權法 

智慧財產權法

概論 

上學期

28 

下學期

25 

上學期 4.84 

下學期 4.78 

107

下 

教育部 107年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

創新計畫：大數據下的智慧財產權法 

大數據下的智

慧財產權法 

21 4.85 

 

       109 計畫承接「107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院校辦理人工智慧系列課程」計畫，主持人持續與理

工科系團隊維繫密切的互動關係。本次 109年計畫，依然強調人工智慧與機器人之實作教學，透過

機器人設計與產業 AI連結追求機器人技術在產業間的擴散與應用。 

  109 計畫中，主持人與理工系所的合作，累積了校內教學社群的網路連結，使得本期 UFO 計

畫在課程設計與師資來源上，得以取得來自資通訊科技最前瞻研究單位的協助，此種合作關係一

旦建立，就能夠向後開展出更長遠的、教學或研究上的合作可能。 

  本計畫期能透過國際資源之鏈結深化跨領域國際交流之永續性，因此過往即透過執行團隊於

院內執行之 Faculty Workshop、國際教師資源鏈結、國際實習機會與跨國合作等手段，促使學生能

於課程場域外，持續應用所學於實務進行交流討論。首先，就本院之 Faculty Workshop籌畫而言，

過往為促進法律知識之流通，本院便長期進行對外講座之推動，並於每學年之初即事先公布各月

份之講座主題與講者。本計畫執行以後，本院之 Faculty Workshop講座主題更以本院之國際化、實

證化、整合化特色為基礎，持續發展結合跨領域、跨國界之法律議題，並邀集各國專家學者主講，

執行團隊亦透過教師社群網絡於課堂中宣傳此系列講座。 

圖十八：過往 Faculty Workshop之國際講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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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院長期與國際姊妹校、各校跨領域教師維繫良好關係，並藉此淵源持續規劃國際講

師之客座演講、系列課程，本計畫期以此為基礎，於往後執行時聯動課程模組之課程議題規劃。

舉例而言，本院過往即邀請華盛頓大學法學院（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Law）之 Jane K. 

Winn 教授於國際電子商務法進行授課，課堂中採蘇格拉底式教學方式，教授除善用 Case Study 帶

領學生思考本質問題外，更善於借由課堂互動提升學生學習效率；在資訊隱私權法課程執行中，

本計畫亦邀請秋元奈穂子教授進行演講，二位教師之國際觀點皆有助於學生融整本土與國際，從

不同國家之多元法制觀點探討新興法律議題。 

 

圖十九：Jane K. Winn與秋元奈穂子教授過往分別於國際電子商務法與資訊隱私權法授課 

 

  為促使學生在課餘時間能有機會運用課堂所學於實務，過往本院便持續推動國際實習計畫供

優秀學子申請；計畫執行團隊之金孟華老師為本校國際事務處副國際長，長期著力於推動國際實

習計畫，過往已有許多學生藉此前往日本、新家坡等國進行實習，亦有學生自行依照個人研究興

趣撰寫研究計畫而成功申請獎學金至國外實習之案例；持續將過往個案與成果報告作為誘因於課

堂中宣傳，將可提升學生自主探索之意願。 

  本院過往亦積極與各國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包括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新加坡管理大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以及瑞士納莎泰爾大學等；本院期待

透過計畫課程模組之推行，能於大學生就學初期同步院內豐富之國際交流資源，進一步增加學生

修畢本計畫課程或跨域學程後就讀本院所，並且爭取前述資源之意願，以此提升未來社會法律人

才之國際觀點。 

 

(6) 將本計畫之執行經驗與階段性成果，轉換成可公開、可供長期轉載與保存之形式，並進行出版、

推廣工作之具體規劃 

  本團隊自 109年伊始執行第二期計畫，雖僅實際執行歷程僅有一期，然於參與計畫前即長年關

注跨領域研究與教學，透過本計畫之挹注，成功化零為整，建構起教學模組與教師社群。對於一

路經營之經驗，本團隊將透過不同的媒材與通路進行拓展。 

  自第三期開始，教學內容的擴散與推展將著眼於磨課師課程經驗的分享與期末競賽影片的輸出，

磨課師課程體現了跨域教學的內容，而期末競賽影片則彰顯了跨域教學的評鑑與成效，此二者皆

透過教師社群對自我與學生的詳實要求而得以保存，前瞻社會首重資料的視覺化呈現以及行動裝

置的取用容易度，因此上述影音形式的呈現適宜透過網際網路通路予以分享，實際操作可能性包

含校內 E-want 平台，以及 YouTube 等。校內平台的優勢在於陽明交通大學台聯大系統學生的取用

的容易度，而 YouTube 系統則將可能性擴張到全球的網路使用者，惟具體操作尚須評估製作者之

授權程度、範圍而定。 

圖二十：申請單位與我國著名律師事務所共同開設之專業論壇已在線上平台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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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主持人所開設之行政法與智慧財產權法概論課程皆已製作為磨課師線上課程影片 

 

  邁入第四期後，除前述產出的繼續推廣外，累積兩期的執行經驗，將會令個案書寫的撰寫完

整度更加完善、豐富，以此聚焦 UFO 計畫本身，將計畫執行歷程透過時間線加以編排，將預計

可以產出「人工智慧 x明日世界 x未來法律」跨領域教學課程手冊一本。使全台法律學系乃至於

全球相關領域之研究、教學者，皆能儘速理解前瞻社會將臨之科技法律問題，共謀 2030 前瞻社

會之全。 

 

(7) 簡述前期執行成果，並說明與本期規劃之差異。 

  於前期計畫中，本團隊在初次參與本計畫之情況下，建整了國立交通大學內部橫跨法、理工

學界、實務界之資訊通訊法律學習架構。透過本計畫的挹注，除了成功滿足計畫內 KPI 之量化標

準，穩定開設了原訂計畫之 6門課程，更滾動式修正，依據學生們的學習需求增設至 10門課程。 

前期計畫更成功將計畫影響力擴散至教室外。調查局參訪等對外演講，一方面增加學子的務

實力，更讓本計畫與政府單位產生連動關係。並且前期計畫更與我國最大律師事務所共同舉辦

「大學生跨域營隊」，將本計畫的能量拓展到全國大學生之中。教師社群部分，則成功吸引了原

本社群外教師參與，於質與量上都有討論程度上的顯著提升。因此本計畫將持續推動前期已經發

展的機制，並予以增幅。包含社群分享會的擴大舉辦，校外參訪形成擬定，並與律所展開更密切

的講座、營隊等聯繫。 

前期之計畫執行期間，亦針對課程內容、學習方式與調整建議向修課同學進行問卷調查，總

體而言，本計畫所使用的翻轉教學模式，包含影片觀看、問題討論、課程競賽與報告，以及業師

合授等，對於跨領域學習新興科技法律議題的學生而言皆屬有效，並且，透過此模式，學生亦建

立起自主學習的框架脈絡，培養自動吸收相關領域知識之習慣，並對於本計畫課程往後講授之核

心議題提出建議。 

  而第三期在規劃上與前期的最大差異，分別為「課程模組的再強健」、「教學社群的再擴

大」、「教學資源的再擴散」。在第二期中，礎石課程滾動修正拓展出「通用能力」領域，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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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法治」將拓展學生對於前瞻社會的宏觀視野，瞭解聯合國在 SDGs領

域設定與創造的里程碑，並且確知各該目標與法律議題的連動關係。 

且順應與陽明大學併校，承接頂尖醫療資源，因此本計畫在課程模組上更把握機會新增生醫

科技專精領域，增加了生醫科技法律課程，與國衛院、台大醫院、陽明交通大學生科學院（柯立

偉老師）、陽明交通大學陽明校區教師（楊秀儀老師、雷文玫老師）合授課程與各式論壇、講座、

工作坊，在課程模組上完善滿足了學子的學習慾望與本計畫對前瞻社會的各種切入角度，同時也

擴張了計畫教學社群的豐富程度；除生醫科技外，在核心的資通訊領域，第三期中，申請單位與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共同開設「全球網路治理」課程，更加深

了與校外產學領域的深度合作，更加開總整課程「人工智慧與法律研究專題」，與資策會科法所

的合作，向上使整體修業路徑趨於完善，鋪設大四畢業生生涯發展的最後一哩路程，將四年內學

生不同階段的學習動機加以滿足。第三期將繼續透過向下扎根的延伸，從演講升級為「電機科技

與社會高中一日營」，擴展與中學教學社群的在地連結，透過搶先建設中學學生對前瞻社會的想

像，鞏固並擴散本團隊的經營實效，在可見的短期未來，中學生將能在選擇大學與生涯方向的分

水嶺，將前瞻社會納為做出選擇的重點指標。 

本團隊亦加強了第三期之重點——擴散，在課程模組內，盡可能實施不同程度磨課師課程的

設計、推動與導入，將可以為學生帶來更充分的學習效果，並且將觸及對象擴展至台聯大系統內

的所有學校（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中央大學） 

以及 E-want 平台近 90 所簽約合作大學之中，第三期中「網路法」、「數位經濟與資通訊法

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法治」課程皆會逐步推行。在課程模組外的學習風氣推動，計畫

團隊亦與我國著名律所合作開展跨領域論壇、營隊，除實體活動當下將本計畫影響力擴散至全台

大學生外，更會將論壇與營隊內容剪輯錄影，放置於 Youtube等通用平台上，令所有網路使用者皆

能進用與了解到本計畫所催生的前瞻社會跨領域知識。而在教學以外，第三期計畫亦投入資源推

廣計畫成員之文字出版品、專書、論文等，以達成系統性的知識傳輸，其具體方法將藉由與課程

模組的相互合作，以及在各該學習場合中推廣，該出版品將得觸及到全台灣的各個教學團隊與學

生。 

上述所有在課程模組與教學社群上的推進，將能有效健全整體學習環境與機制，進而達成本

計畫最終創造長期社會影響力的確切目標。 

 

(8) 教師社群與課程規劃之聯動規劃 

本計畫為使教師社群作為重要的網絡資源，持續擴散其於跨領域法治教育之影響力，因此亦

欲於第三期計畫執行期間將課程模組之設計納入教師社群之例行會議，以此增進各領域教師對於

人工智慧法律、生醫科技與資通訊法律之交流，並持續為計畫課程注入培力，且擴大跨領域教學

方法之應用。 

本計畫教師社群向來透過每月例行會議進行執行規劃報告與進度更新，並且同時邀請對於跨

領域教學具備熱忱之教師加入教學團隊之行列；承此傳統，本計畫將於第三期沿用例行會議之形

式，並於期中、期初、期末分別進行前階段課程共備、執行階段觀課，以及執行後議課之交流。 

就前階段之課程共備，申請人過去便曾於教師社群之「跨領域動起來--教學計畫申請經驗分享」

講座中，分享本計畫之申請經驗與課程規劃模式。在本次交流當中，更因此鏈結教育所、電機系

之教師加入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系統探索以及科技與社會之課程團隊，使本計畫所能探討之議題多

元性更為豐富。本學年度計畫亦由林珊如老師進行「如何增長教學力？教授自我理解與簡易的教

學與課堂分析」講座，並因此邀請到對電機系教師加入科技與社會課程之共授。 

計畫團隊過往即透過教師社群之師資鏈結，建立課程群組以提升本計畫之溝通效率，進而討

論關於本計畫課程模組之課程議題選定、教學模式以及各課程議題之授課教師安排；目前科技與

社會以及全球網路治理之課程皆以此模式進行授課主題編排，自已執行之科技與社會課程之期中



25 

期末課程問卷調查中，可得知學生對於課程議題之規劃尚屬滿意、亦有認為教學方式有助於其深

入挖掘感興趣之新興議題；故而，於往後執行規劃中，本計畫預期將此模式應用於各項課程之教

學議題規劃，以利於促進議題與教學師資之資源鏈結。 

在計畫執行期間，為利於跨領域教學方法之擴散，計畫課程模組之現有課程亦皆開放各領域

教師進行觀課，並於教師社群進行宣傳，以此除了持續推動跨領域教學之觀念，亦有助於本計畫

在過程中持續接觸跨領域師資、擴大課程執行團隊之編制與資源鏈結；舉例而言，計畫共同主持

人陳永平老師授課期間，陳俊太老師亦到場觀課，並於課後共同討論課程優化之可能性。 

本計畫亦於每學期課程結束時，透過教師社群之課程群組進行執行後議課；有鑑於基礎、關

鍵與總整課程之師資編制、課程編排皆有所不同，執行情形亦將依各教師之主導方式而有所不同，

故而本計畫相當重視期中與期末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並將學生之反饋意見進行分類、逐一就教

學核心事項之優點與待改進之處進行討論。過往本計畫於科技與社會群組中已建立出良好之溝通

配合模式，此相當有助於計畫依照學生反饋為適當調整，因此本計畫亦預期在往後執行期間，持

續將此方法應用於課程模組之課程中。 

圖二十二：藉由教師社群探討教學意見調查中有助於優化課程之事項 

 

 

目標與執行內容摘要表 

發展目標 執行項目 執行策略 具體執行方法 與前期規劃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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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展能

培養瞻遠

融整人文

社會與科

技人才的

環境機制 

（B類必

填） 

課程結構 

調整 

透過模組再建

構，加強學生

於「通用能

力」、「生醫

科技」、「資

通訊科技」之

齊全前瞻能

力，以達跨域

人才培育目

標。 

將整體課程模組擘畫為

「10+6+1」之完善型態，

並更新教學案例與業師選

擇。 

既有課均依據學生學

習反饋給予調整，並

全新開設課程，補足

學生切入角度，同時

增強教師網路連結。 

場域與學習

風氣營造 

藉由參訪、跨

領域營隊、磨

課師課程之推

廣，加強學生

於校外之自學

能力與動機。 

與產業單位實務化開設跨

域營隊與參訪行程，同時

推廣磨課師課程設計，促

進學生於課堂充分討論。 

強化跨領域營隊與磨

課師元素，促進學生

於校外環境持續學

習。 

產學合作 

教學與實習 

延續實驗室與

業師導入課

程，同時新增

校外實習機會

以符合學生不

同時期之學習

動機。 

與實驗室及業師合作授

課，增進學生對實務界的

理解，並藉由校外實習機

會更激勵強學生匯總能力

提出具體方案的實力。 

與資策會科法所共開

總整課程，以校內總

整學習及校外實習機

會為誘因，以成就感

及未來生涯目標鼓勵

學生參與。 

2. 養成研

教合一之

跨域師資 

（A、B

類必填） 

教師專業增

能 

教師線上線下

社群 

 開放區域乃至於全台教

職員以實體或線上方式參

與分享會。 

 藉由資源投入，擴大

舉辦分享會，尤其以

線上同步方式令全台

教師皆能與會，交流

意見。 

跨域教師社

群、多重網

絡發展 

專業互助與業

師競賽、論壇

開設、向下扎

根。 

透過與實務界、理工科系

合作產出（如專利合

作），帶來更緊密的合作

關係；開設論壇得以令教

師社群間開展公開發表學

術見解之機會，向下扎根

則可解決學習階段間的斷

層。 

加強論壇開設與向下

扎根之幅度，從單場

演講擴張為寒暑假一

日營隊。 

前瞻議題 

共學研究 

教師線上線下

社群 

透過對於議題之形塑，教

師社群間得以互相請益進

而構成彼此間學術研究上

的助力。 

延續前期計畫，並透

過增加課程整體前瞻

議題與研究之完善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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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發跨

域教法/

教材/教

案/教具 

（A、B

類必填） 

開發前瞻議

題教學模組 

磨課師教學、

實作實習 

透過磨課師教學，學習內

容將可以在時空間上擴

展，令學生於教室內更充

分與講師討論該議題；實

作實習則令學生更能體會

未來法律運作時所面臨的

實效性、成本效益等務實

考量，令學生更能貼近議

題本身。 

前期強調個案教學、

業師競賽等模式，本

期計畫除延續前期教

學模組外，著重磨課

師與實作實習的參

與，透過更深入的討

論與操作議題，更能

進入前瞻社會的思維

邏輯中。 

4. 促進國

際教學交

流 

（選填） 

與國外跨域

教學單位或

教師社群經

驗交流 

邀請國外講師

以實體或線上

方式為授課。 

藉由團隊之網路連結，在

國外疫情尚未緩解下亦堅

持設備維新與持續聯絡，

邀請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

學 Jane Winn教授、日本

東北大學翁岳暄教授（實

體）進行講授。 

前期囿於國際疫情關

係，因此於邀請國際

講師訪台上尚有難

處，本期吸取前期經

驗，與國際講師商談

採取線上授課方式，

預先規劃完善的教授

內容與學習體驗互

動。 

5. 執行經

驗之記

錄、彙整

與推廣 

個案撰寫 課程模組與教

師社群兩類個

案書寫 

透過個案書寫模式，紀錄

課程模組與教師社群之發

展過程，以及所面臨之困

境、利害關係人等因素，

客觀覺察在計畫執行時能

夠更加改善的各個層面。 

本計畫將延續前期之

內容，擴寫既有之個

案書寫。 

論文 學術論文發表 藉由跨域研究論文於學術

期刊發表，促進學術界對

於前瞻社會跨域議題有更

具體而深入的認知。 

新增項目 

專書 推廣專書： 

1. 智慧醫療與

法律(翰蘆出

版) 

2. 羅伯特玩真

的（陽明交通

大學出版社出

版） 

3. 教學小確幸

（陳永平撰）  

透過推廣團隊成員所出版

之專書，以推動本計畫之

跨領域教學擴散目標，同

時亦推廣陳永平教授於跨

域教學 30 年來教學心

得，協助他校教師社群建

構跨域教學基礎。 

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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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出版品  磨課師課程 磨課師課程於校級平台上

線，令陽明交通大學所屬

的台聯大系統學子得以近

用，使教學成果得以擴

散。 

新增項目 

其他形式之

紀錄與推廣 

學生業師競賽

之影音成果 

學生期末競賽之簡報內容

均有錄影，詳實紀錄後即

可以多元形式上傳或散佈

於不同的線上平台，達成

彈性而效率的擴散。 

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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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管道學生修課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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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群內外相關課程關聯圖  

 

跨領域學生修課成果統計 

  交大科法學院歷年開設多種跨領域法律學程供各領域之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修讀，以下為本

院自 107學年度起至今針對各跨域學程之修課人數統計： 

表三：107至 109學年度上下學期跨域學程修課情形 

跨域生 

修課人數 

107上學期 107下學期 108上學期 108下學期 109上學期 109下學期 

礎石課程 14 19 37 39 39 36 

智財 8 10 7 17 1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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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 2 0 3 1 0 0 

資通訊 － － 0 3 8 8 

跨國 － － 1 1 1 2 

社會 － － － 2 2 0 

  其中，「人工智慧 x未來法律」系列課程計畫培育人文社會領域學生具備法律科際整合之能

力，本計畫於執行期間亦持續追蹤交大跨域學程以及計畫課程之選修成效。本計畫自 109學年度

開始執行，經過一學期之課程推動，可自跨域修課學生人數分布中顯見本計畫之課程主幹－－智

財與資通訊學群跨域生人數相較 108學年度提升，修課人數分別提升 10人、13人。 

  此外，本計畫亦期能透過課程模組之持續推動，提高大學部各科系曾修習本院跨領域學程之

學生就讀科技法律研究所之意願；自過往修畢本院生醫法律跨域學程與智慧財產權法跨域學程之

學生中，來自理工與人文社會學系之學生皆有成功修讀完成者，並且有一半之學生透過考試或推

甄入學申請進入科技法律研究所就讀。本計畫預期以此為基礎，將基礎、關鍵與總整課程之課程

議題與學習心得分別於課程中對理工與人文社會領域之學生進行宣傳，以期能提升長期本所之申

請與就學率，以助於本計畫培養人工智慧社會下之法律人才。 

表四：歷年跨域學程學生修課人數統計 

 

表五：歷年跨域學程學生進入本院修讀之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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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108、109學年度上下學期跨域學程學生修課人數統計 

跨域學程修課生各課程修課人數 

跨域模組 108上下學期選課人數 109上下學期選課人數 

礎石課程 87 75 

智財 24 34 

生醫 4 0 

資通訊 3 16 

跨國 2 3 

社會 2 2 

人工智慧 x未來法律系列課程歷年修課人數統計 

本計畫核心與關鍵/總整課程過去三學年之修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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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課群修課人數現況統計（以修課學生背景區分） 

 人社領域學生 理工領域學生 

修課情形 大學部 研究所 大學部 研究所 

修過 1門 145人 145人 272人 10人 

修過 2門 82人 72人 28人 2人 

修過 3門與以上 33人 36人 12人 0人 

總計 260人 253人 312人 12人 

 

課程屬性與特色摘要表 

(A

類)

課群/  

(B

類)

課程

架構

名稱 

課

程 

序

號 

課程 

名稱 

開

課

單

位 

屬性 定位 操作方式 學

分

數 

修課 

年級 

開

設

學

期 

授課教師 是

否

為

原

有

課

程

? 

預

計 

修

課 

人

次 

校

必

修 

院

系

必

修 

選

修 

核

心 

關

鍵 

總

結

式 

議

題

導

向 

業

師

參

與 

共

時

授

課 

礎石

課程 

1-1 科技

與社

會 

共

同

教

育

委

員

會 

    Ｖ Ｖ     Ｖ Ｖ Ｖ 2 大學部

一至三

年級

（不

限） 

上 陳永平 

黃育綸 

莊弘鈺 

張佳智 

是 25 

1-2 機器

人與

人工

智慧

系統

探索 

共

同

教

育

委

員

會 

    Ｖ Ｖ     Ｖ Ｖ   2 大學部

一至三

年級

（不

限） 

下 陳永平 是 25 

1-3 資通

訊科

技概

論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2 大學部

一至三

年級

（不

限）、

研究所 

上 莊弘鈺 

古旻書 

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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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憲法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2 大學部

一至三

年級

（不

限） 

上 郭詠華 是 25 

1-5 行政

法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3 大學部

一至三

年級

（不

限） 

下 莊弘鈺 是 25 

1-6 智慧

財產

權法

概論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2 大學部

一至三

年級

（不

限） 

上 莊弘鈺 是 25 

1-7 全球

網路

治理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Ｖ     大學部

一至三

年級

（不

限） 

上 陳鋕雄 

蔡志宏 

吳國維 

黃勝雄 

莊弘鈺 

否 25 

1-8 聯合

國永

續發

展目

標與

法治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Ｖ     大學部

一至三

年級

（不

限） 

上 施明遠 否 25 

1-9 精準

健康

法規

科學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V Ｖ     Ｖ Ｖ     大學部

一至三

年級

（不

限） 

上 陳鋕雄 

柯立偉 

否 25 

1-

10 

生物

醫學

概論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2 大學部

一至三

年級

（不

限） 

下 柯政昌 

陳豐奇 

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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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課程 

2-1 人工

智慧

與法

律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Ｖ Ｖ V 2 大學部

三、四

年級、

研究所 

下 陳鋕雄 

莊弘鈺 

施明遠 

是 25 

2-2 網路

法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Ｖ Ｖ   2 大學部

三、四

年級、

研究所 

上 莊弘鈺 

蕭奕弘 

黃于珊 

王自雄 

是 25 

2-3 資訊

隱私

權法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Ｖ Ｖ   2 大學部

三、四

年級、

研究所 

上 陳鋕雄 

郭詠華 

秋元奈穂

子 

是 25 

2-4 數位

經濟

與資

通訊

法律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Ｖ Ｖ 2 大學部

三、四

年級、

研究所 

下 陳在方 

莊弘鈺 

施明遠 

是 25 

2-5 區塊

鏈與

法律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大學部

三年

級、四

年級、

研究所 

下 施明遠 否 25 

2-6 生醫

科技

法律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2 大學部

三年

級、四

年級、

研究所 

下 陳鋕雄 

何建志 

秋元奈穂

子 

是 25 

總整

課程 

3-1 人工

智慧

與法

律研

究專

題 

科

技

法

律

學

院 

    Ｖ     Ｖ Ｖ Ｖ Ｖ 2 大學部

三年

級、四

年級、

研究所 

上 待定 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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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修訂對照表 

序

號 

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 原課程大綱、 

主要教材與教學

方法 

新課程大綱、 

主要教材與教學

方法 

修訂理由說明 

1 機器人與人工

智慧探索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教師授課 廣邀業師 增加業師以促進學生了解

業界經驗。 

憲法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文獻授課 個案教學 加強以個案授課，促進學

生之理解。 

行政法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教師授課 磨課師教學 藉由磨課師之事前閱覽，

促進課堂間充分討論 

智慧財產權法

概論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教師授課 磨課師教學 藉由磨課師之事前閱覽，

促進課堂間充分討論 

全球網路治理 預計 110學年開

設 

新設課程 新設課程 新設課程 

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與法治 

預計 110學年開

設 

新設課程 新設課程 新設課程 

精準健康法規

科學 

預計 110學年開

設 

新設課程 新設課程 新設課程 

生物醫學概論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教學內容以生物

及醫學並重 

教學內容更側重

人本醫學 

承接本計畫對前瞻科技對

於智慧醫療之著重，調整

課程內容。 

科技與社會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跨域教師授課 開放外師觀課、

業師競賽 

強化邀請外師觀課增進教

學經驗分享，增加業師競

賽促進學生互動。 

資通訊科技概

論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業師授課 業師背景更多

元、採用科技教

具 

利用科技教具增加學生互

動程度，並強化業師來

源。 

2 網路法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文獻授課 個案教學、業師

競賽 

加強以個案授課，並增加

業師競賽促進學生互動。 

數位經濟與資

通訊法律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業師授課 調整教學領域 調整所屬業師領域，更貼

近本計畫前瞻社會與科技

之目標。 

區塊鏈與法律 預計 110學年開

設 

新設課程 新設課程 新設課程 

生醫科技法律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教學內容以生物

及醫學並重 

教學內容更側重

人本醫學 

承接本計畫對前瞻科技對

於智慧醫療之著重，調整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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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與法

律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簡單競賽 數位講義、業師

競賽 

藉由過往課程講義，使學

生有效預習課程內容，並

加強期末競賽之強度。 

資訊隱私權法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本校教師授課 業師、外師 藉由業師、外師經驗加強

學生對隱私權法制全球化

的理解。 

3 人工智慧與法

律研究專題 

預計 110學年開

設 

新設課程 新設課程 新設課程 

 

4、 預期成果及效益評估 

(1) 預期質性成果 

  藉由本計畫透過網路連結所開展出的 Outcome（結果/短期效益）在於政策影響，即創造社會

上對於人工智慧 X 未來法律的了解與重視，藉此在 2030 年以前就陸續積累政策影響的能量。具體

方法包含透過與我國著名律所的合作舉辦跨領域營隊；與其他學術機構共同舉辦議題性論壇；與

智庫或企業進行產學合作等。透過舉辦活動本身對與會者的影響，以及公開活動本身附帶的象徵

意義，本計畫將作為一種平台，聚合各方意見並加以放大、傳遞，使得公眾得以觀察到前瞻社會

法律議題之重要，在過程中將將我國整體政策帶向更為成熟而符合法治的道路。 

  在 Impact（影響/長期效益）部分，本計畫的目的在於創造健全的法制環境，整體可分為垂直

與水平兩條路徑。垂直路徑中，向上，本期計畫與資訊工業策進會進行合作開設總整課程，在課

程模組中學子堅實的學習基礎得以透過總整課程加以驗證，藉由實習機會的提供，對學子而言有

了初入社會的保障與經歷，對於產業而言更得以取得第一手的優秀人才化為即戰力；向下，本計

畫教學社群透過對中學教學社群的互動與講座，將可以令高中端逐漸了解大學所擔負的教育目標

的轉移，使得人才培育更趨一致，減少斷層的發生。而水平路徑，則見於本計畫的擴散性，本計

畫的數位教材得以將教學經驗複製擴散於全台各院校，而計畫團隊與他大專院校社群、產業單位，

乃至於執法單位（如法院、檢察署等）之間的互動，更能化解各單位傳統上對於科技法律的躊躇，

更得以促進產學間的學用落差，成功形塑台灣的前瞻社會。 

(2) 預期量化績效（第三期執行期程內） 

項目 數量 預期亮點說明 

課程 

開設創新或前瞻課程門

數 
5 

開設全新前瞻課程與總整課程，將能在

充分運用陽明交大的資通訊科技與生醫

能量，補足學生對前瞻社會的切入角度

與基礎能力，最後透過總整課程輸出能

量於實務業界，成功培育前瞻社會執法

者的各項能力。 

人社領域學生修課人數

達 1/2以上之課程門數 
8   

師資 
參與課群授課教師總人

數與教學時數 
15人 

45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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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師資總人數與教學

時數 
40人 

150

小時 
  

國際師資總人數與教學

時數 
 2人 

8 

小時 
  

學生 

課群修習學生總人次  13人   

修畢三門以上課程之學

生總人數 
 50人   

教學助理培育總人數  8人   

跨域教

法 / 教

材 / 教

案 / 教

具 

研發跨域教法種類數及

創新處（例如：建構式

教學） 

 1處 業師競賽 

研發跨域教材單元數及

創新處（例如：教科

書、文章、PPT） 

 1處 

磨課師課程的設計將得已從現在開使，

將教學能量延伸至未來，並促進學生於

課堂之充分討論，加強學生表述意見與

構成論述之能力 

研發跨域教案單元數及

創新處 
 1處 

實作實習令學生得以在學院期間就理解

實務工作者所會碰到的各式實務問題，

進而催生以更宏觀的視野以面對未來前

瞻社會的多元社會因素間的連動關係。 

研發跨域教具單元數及

創新處 
 1處 數位教學應用程式運用 

場域與

學習風

氣營造 

校園實驗室經驗導入  3門 藉由參訪校園實驗室之人工智慧實作產

出，令學生了解並設想前瞻社會的運用

可能。 

向下扎根：電機系科技

與社會中學營隊 
2次 

與中學端的合作，得以弭平中學與目前

大學教學目標間的斷層與落差，將人才

培育的前端延長，令中學生抉擇未來生

涯規劃時能以前瞻社會為選擇依歸之

一，健全長期法治人才環境培養。 

全國性跨領域營隊  1次 

與律師事務所的合作將可以以更為實務

的眼光將跨領域教學概念水平拓展至全

台學子，並透過律所之知名度加強本計

畫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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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

效評估

方法 

問卷調查 17次   

期中報告 17份   

發展跨域學習成效評估

方法 
4次 業師競賽 

完成學習成效評估之課

程佔總課程數之比例 
50%   

業界合

作 

業界參訪次數與總人數 3次 60人   

業界見習總人次與總時

數 
1次 3人 

與資策會科法所合作提供實習，將可以

總整學生學習階段能並即時輸出至政策

制定機構，影響政策制定，同時實習經

驗的傳承也可建構後續學子的參與動

機，達成長期影響人才培育的目的。 

教師社

群 

前瞻及跨領域教學研究

團隊數與參與教師總人

數 

1組                50人 

除前期團隊成員外，本期新開課程與各

式合作均廣納了更多網路連結，例如國

衛院、生科院、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台

灣網路治理論壇等，在產官學研界均擴

張本計畫之影響力。 

跨校教學研究團隊數與

參與教師總人數 
1組 3人 台北醫學大學研究互助 

教師社群成果及影響力* 1處 教學經驗分享會線上分享之紀錄。 

交流研

習 

辦理教師研習會/工作坊

總場次數 
4場   

參與教師研習會/工作坊

總人數及比例 
50人 25%   

交流研習成果及影響力 1處 
透過邀請外聘專家，增添師資對跨域教

學理解與社群互助方式之學習增進。 

國際教

學合作 

邀請外國學者線上或實

體授課 
4堂 

日本立教大學秋元奈穗子教授與日本東

北大學翁岳暄教授 

邀請外國學者線上或實

體講座 
2堂 

日本立教大學秋元奈穗子教授與日本東

北大學翁岳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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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彙整與

推廣 

分享計畫執行所遇之難

題與解決方式（第三期

起始填寫） 

    

 

個案撰寫 

課程模組與教

師社群兩類個

案書寫 

課程模組與教師社群兩類個案書寫，將

得以詳實紀錄申請單位一路走來如何在

院、校級單位積累能量，如何整合院校

資源與體制並吸引有志之教師、業師共

同進入團體內開設課程，共謀研究與發

展。可作為未來後進單位之參照與省

思。 

論文 
學術論文發表

5篇 

學術論文之發表將可以確證本計畫所凝

聚教師社群之教研能量，說明前瞻社會

與跨領域教學議題之研究與教學潛能，

吸引更多後進單位投身參與。 

專書 

推廣專書： 

1. 智慧醫療與

法律(翰蘆出

版) 

2. 羅伯特玩真

的（陽明交通

出版） 

3. 教學小確幸

（陳永平撰） 

專書推廣將得以令各方參與之成員，包

含學生與教師社群吸納系統性的前瞻教

育與研究方向，將可以與閱覽者之自身

研究內容互相映照，形塑更精確的前瞻

社跨域教學、研究議題。 

影音出版品 磨課師課程 

磨課師課程的設計與推廣具備兩層意

義，其一是在教學地點不再受限於實體

教室，可為學生帶來時空間上的擴張，

令學生的課堂論述更去蕪存菁，培養學

生自我學習的動機與習慣；其二是在課

程結束後能在台聯大系統與 E-want等平

台推廣，將教學能量延伸擴散。 

其他形式之推廣(請自行

增列；例如：鼓勵學生

修課之相關配套措施之

推動歷程紀錄) 

學生業師競賽

之影音成果 

業師競賽與跨域營隊之影音成果，得以

在剪輯後，傳輸至線上通用影音平台，

藉由合作單位之影響力，使得所有網路

使用者皆能進用跨域議題與知識。 

 

5、  當期計畫推動進度規劃 

月次 

工作項目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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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統整與分配 
            統合計畫第一年執行期間之

授課教材與業師、校外參訪

資源。 

礎石課程－憲法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礎石課程－資通訊科技概論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礎石課程－科技與社會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礎石課程－智慧財產權法概

論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礎石課程－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與法治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礎石課程－精準健康法規科

學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關鍵課程－網路法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關鍵課程－資訊隱私權法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總整課程－人工智慧與法律

研究專題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邀請國外學者針對資訊隱私

權法議題進行線上主題講座 

            邀請秋元奈穗子博士等開設

隱私權法講座 2場。 

行政機關參訪             調查局校外參訪，計 1次。 

科技與社會冬令營 
            舉辦全國性跨領域冬令營營

隊共計 1場。 

課內業師交流             
引入業師資源與學生進行課

堂議題及職涯規劃之交流。 

辦理教師研習工作坊             
結合教師培力社群既有資源

與計畫執行成果，於第一年

舉辦 2場教師研習工作坊。 

課程期末競賽     
        授課教師、業師與跨校團隊

教師共同擔任期末競賽評

審。 

期中期末課程問卷調查     
        課程問卷調查各課程乙份，

彙整本計畫議題內容之優化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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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成果與教材彙整     

        人工智慧法律講義彙編，建

立內容格式以利授課內容得

以更有效率統整。並網路

法、資通訊科技概論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法

治與智慧財產權法概論 

授課投影片、影音內容預計

彙整為線上教材。 

參與/舉辦教師研習工作坊     
        參與教育部於大專院校舉辦

之研習工作坊 2場。 

期中考核－期中報告      ■ ■ ■     計畫期中報告書 1份。 

礎石課程－行政法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礎石課程－機器人與人工智

慧系統探索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礎石課程－全球網路治理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礎石課程－生物醫學概論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關鍵課程－人工智慧與法律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關鍵課程－數位經濟與資通

訊法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關鍵課程－區塊鏈與法律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關鍵課程－生醫科技法律 
        

    
課程詳細請參酌前述課程屬

性與特色摘要表。 

實驗室參訪 
        

    
預計參觀本校資工或化學系

之實驗室。 

邀請國外學者針對人工智慧

與法律議題進行線上主題講

座 

        

    

邀請東北大學翁岳暄博士等

開設人工智慧與法律講座 2

場。 

參與/舉辦教師研習工作坊            
 

於第二年舉辦 2場教師研習

工作坊。 

課內業師交流 
           

 
引入業師資源與學生進行課

堂議題及職涯規劃之交流。 

企業參訪            
 

創業家兄弟、微軟校外參訪

共 2次。 

課程期末競賽 

           
 

授課教師、業師與跨校團隊

教師共同擔任期末競賽評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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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整課程期末成果展示          

           

 

由資策會提出業界案例供修

課學生進行實戰演練並於期

末進行成果展示；表現良好

者將獲得暑期實習機會。 

總整課程業界實習 
           

 
案例研習成果表現優異之同

學至資策會進行暑期實習。 

期中期末課程問卷調查 

           
 

課程問卷調查各課程乙份，

彙整本計畫議題內容之優化

建議。 

課堂成果與教材彙整 

           

 

人工智慧法律講義彙編，建

立內容格式以利授課內容得

以更有效率統整。並全球網

路治理與行政法授課投影

片、影音內容預計彙整為線

上教材。 

參與/舉辦教師研習工作坊             參與研習工作坊 2場。 

科技與社會夏令營 
           

 
舉辦全國性跨領域夏令營營

隊共計 1場。 

期末考核－期末報告           ■ ■ 計畫期末報告書 1份。 

計畫結案成果報告書             計畫結案成果報告書 1份。 

工作項目               

月次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6、 執行團隊成員分工情形 

序

號 

成

員

類

型 

姓

名 

本兼

職一

二級

單位/

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為篇幅考量，本表僅列出最重要之部

分，詳細請參附件五） 

1 計

畫

主

持

人 

莊

弘

鈺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科技

法律

研究

所/副

教授 

1.借助過往計畫執行累積之成果，

替各項課程制定授課與學習方法

論，並針對科技與網路法律課程內

容進行規劃。 

2. 10+6+1 課群之整合設計，包含

「全球網路治理」、「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與法治」、「精準健康法

規科學」、「智慧財產權法概

論」、「科技與社會」、「機器人

與人工智慧探索」、「資通訊科技

概論」、「生物醫學概論」、「憲

專長： 

智慧財產權法、專利布局、競爭與公平交易

法、行政法 

經歷： 

1.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智慧財產研究中心研

究員 

2.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智慧財產研究中心教

學助理 

學歷：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博士 

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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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政法」、「區塊鏈與法

律」、「人工智慧與法律」、「網

路法」、「資訊隱私權法」、「數

位經濟與資通訊法律」、「生醫科

技法律」、「人工智慧與法律研究

專題」。 

3.翻轉教學、個案練習以及業師競

賽等授課資源彙整與調度。 

4.教師社群之資源統籌。 

1.教育部－「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領域系列課程

計畫：深化人工智慧機器人做中學—國際競爭

力與產業連結人才培育」計畫協同主持人 

2.科技部－「醫療照護人工智慧之開發與應用法

制研究-建構良性循環的法規環境」計畫共同主

持人 

3.科技部－「無人載具監管之研究-以自駕車及

無人機為中心」計畫主持人 

4.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院訪問研究員 

5.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2 共

同

主

持

人

(一

) 

陳

鋕

雄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科技

法律

研究

所/教

授兼

所長 

1.以過往計畫執行之經驗為基礎，

提供人文社會相關課程之具體執行

建議。 

2.借助工程與法律倫理素養個案教

學經驗，協助計畫達成統合人文與

科學專業教育之目標。 

3.引入法律業界資源，提升業師競

賽之豐富度與專業度。 

專長： 

醫療法律與政策、生物科技法律、法律倫理與

專業責任 

經歷： 

1.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2.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學歷：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 

相關經驗： 

1.衛生福利部優生保健諮詢會委員 

2.台灣法律科技協會理事 

3.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律師學院委員 

3 共

同

主

持

人

(二

) 

陳

永

平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電機

與控

制工

程系/

特聘

教授 

1.提供專業之機器人學課程內容與

規劃。 

2.轉介實驗室資源，使學生得以在

課堂之外實際操作、進一步了解實

驗成果如何與產業需求進行配合，

同步整合個案與翻轉教學之需求。 

3.引入工程業界資源，提升業師競

賽之豐富度與專業度。 

專長： 

智慧型法則、非線性控制、影像處理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系教授兼副系主

任 

2.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研究所特聘教授 

學歷： 

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電機系博士 

相關經驗： 

1.童伴機器人之嵌入式系統研發計畫參與人 

2.自走式仿人眼機器人之立體影像對應與類神經

網路控制器之研發計畫參與人 

3.導護與運輸機器人於智慧型路口安全防護之研

究-總計畫：導護與運輸機器人於智慧型路口安

全防護之研究計畫參與人 

4 協

同

主

持

人

(一

) 

施

明

遠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科技

法律

研究

所/助

理教

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提供計畫課程模

組之執行建議。 

2.借助過往研究及教學經驗提供科

技、社會人文與法律課程之整合性

觀點、提升課程內容之豐富度與深

度。 

3.引入法律業界與國際講師資源，

以提升業師競賽之豐富度與專業

度。 

專長： 

人工智慧與法律、區塊鏈與法律、國際商業交

易 

經歷： 

1.美國印第安納州執業律師 

2.台灣外國法事務律師 

學歷：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麥肯尼法學院法律博士 

相關經驗： 

1.人工智慧與法律授課教師 

2.人工智慧、區塊鏈、科技和法律、醫藥和生技

產品的跨境流動，以及設計思考與法律服務等

領域之整合性研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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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

同

主

持

人

(二

) 

古

旻

書 

大眾

聯合

法律

事務

所律

師 

1.借助數位經濟與資通訊法律專長

與工程背景，提供人文與工程整合

課程內容之建議。 

2.將實務觀點注入教學場域，以多

元面向切入資通訊法律課程內容。 

3.引入法律與工程業界資源，提升

業師競賽之豐富與專業度。 

專長： 

資通訊科技、刑法、訴訟實務 

經歷： 

1.大眾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2.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平民法律扶助律師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相關經驗： 

1.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第 30屆副秘書長 

6 團

隊

成

員

(一

) 

張

文

貞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科技

法律

學院/

教授

兼院

長 

1.借助過往教學研究與實務經驗提

供人文社會相關課程之質性建議。 

2.借助豐富之國際經驗引入接軌國

際之教學方法。 

3.引入具備多元背景之業師師資與

國際講師。 

專長： 

憲法、國際人權法、行政法、環境法、法律與

社會分析 

經歷： 

1.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 

2.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 1分組委員 

3.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環境永續政策與法律中

心主任 

學歷：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 

相關經驗： 

1.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研究發展司法律學門複審會

複審委員 

2.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中華民國初次報

告國際審查會秘書處」諮詢委員 

7 團

隊

成

員

(二

) 

陳

在

方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科技

法律

研究

所/副

教授 

1.以過往計畫執行之經驗為基礎，

提供計畫課程模組之執行建議。 

2.借助實務與教學經驗將多元觀點

注入資通訊法律課程之教學場域。 

3.引入法律業界與國際講師資源，

以提升業師競賽之豐富度與專業

度。 

專長： 

國際經濟法、國際商務仲裁、國際投資法、專

利法與授權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2.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諮詢顧問 

3.禾同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學歷：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法學院博士 

相關經驗： 

1.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 

2.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 

3.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計畫主持人 

8 團

隊

成

員

(三

) 

張

兆

恬 

國立

臺灣

大學

國家

發展

研究

所/副

教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提供計畫社會人

文課程模組之執行建議。 

2.借助過往研究、教學與實務經驗

提供科技與法律課程之整合性觀

點。 

專長： 

生命倫理與法律、醫療法、老年法、憲法、行

政法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2.永信法律事務所律師 

學歷： 

美國賓州大學法學博士 

相關經驗： 

1.科技部人體生物資料庫治理之公民參與：理論

與制度設計之法制面研究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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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團

隊

成

員

(四

) 

金

孟

華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科技

法律

研究

所/副

教授 

1.以過往計畫執行之經驗為基礎，

提供人文社會相關課程之執行建

議。 

2.借助人才培育計畫之執行經驗，

針對本計畫不同之授課模式予以具

體建議。 

3.借助國際化學術交流經驗，規劃

國際學者之專題演講。 

專長： 

刑事訴訟法、刑法、證據法、冤獄研究、性別

與法律、司法心理學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 

2.國立交通大學國際處副國際長兼學術交流組長 

3.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學歷： 

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博士 

相關經驗： 

1.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展國際共同人才培育

計畫計畫主持人 

2.國際共同人才培育計畫－擴大推動學術合作交

流計畫計畫主持人 

1

0 
團

隊

成

員

(五

) 

郭

詠

華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科技

法律

研究

所/助

理教

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提供計畫社會人

文課程模組之執行建議。 

2.借助過往研究、教學與實務經驗

提供科技與法律課程之整合性觀

點。 

專長： 

災害治理法、法律史、原住民族法 

經歷：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學歷：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相關經驗： 

1.Outstanding Dissertation Award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Law (2019) 

2.ASPAC-Mori Graduate Student Paper Prize –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 (2018) 

3.Graduate Student Paper Award – Asian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2017) 

1

1 
團

隊

成

員

(六

) 

楊

谷

洋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電機

系/教

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提供計畫課程模

組之執行建議。 

2.引入實驗室，豐富科技領域課程

之參訪資源 

3.將執行機器人相關計畫之經驗注

入教學規劃、降低學用落差。 

專長： 

機器人學習控制與力控制、機器人路徑規劃與

校正、VR/機器人整合、生物控制系統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學院副院長 

2.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系系主任 

學歷： 

美國西北大學電機計算機博士 

相關經驗： 

1.執行國科會產學合作計劃高階飛行動態模擬器

之研製  

2.執行經濟部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劃，擔任子計

劃主持人 以視覺為基礎之智慧型環境的建構  

3.工研院機械所業界計畫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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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團

隊

成

員

(七

) 

黃

育

綸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電機

系/副

教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提供計畫課程模

組之執行建議。 

2.借助過往研究、教學與實務經驗

提供科技與法律課程之整合性觀

點。 

3.引入科技業業界資源，以提升業

師競賽之豐富度與專業度。 

專長： 

嵌入式作業系統、網路安全 、網路語音通訊 、

程式語言、軟體模糊化保護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副教務長 

2.第十屆資訊安全會議最佳論文獎 

3.2006德州儀器 TI亞洲區 DSP 應用競賽台灣區

分賽優等獎。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相關經驗： 

1.下世代智慧型公車運輸系統之研發 -子計畫

一：影像辨識技術應用於智慧型公車運輸系統

之設計與研發計畫參與人 

2.下世代智慧型公車運輸系統之研發 -子計畫

四：智慧型系統平臺之系統規劃、網路資訊監

測與協調控制研究計畫參與人 

1

3 
團

隊

成

員

(八

) 

王

學

誠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電機

系/助

理教

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提供計畫課程模

組之執行建議。 

2.引入實驗室，豐富科技領域課程

之參訪資源。 

3.將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之經驗注入

於課程內容安排，提升課程實用

性。 

專長： 

機器人技術、輔助技術、網絡物理系統、擴增

現實、認知科學和眼動追蹤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2.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學歷： 

麻省理工大學波士頓分校計算機科學博士 

相關經驗： 

1.工研院－AI-Robotics 領域國際交流與國際競

賽選手培訓計畫計畫主持人 

2.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於立體視覺與

深度學習之隨機式取放揀料系統計畫主持人 

1

4 
團

隊

成

員

(九

) 

張

佳

智 

國立

陽明

交通

大學

應用

化學

系/助

理教

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提供計畫課程模

組之執行建議。 

2.引入實驗室，豐富科技領域課程

之參訪資源。 

專長： 

高分子化學、前瞻自適性材料、響應型高分

子、表面改質技術 

經歷： 

杜克大學化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學歷： 

麻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高分子科學與工程

博士 

相關經驗： 

1.科技部年輕學者養成計畫-愛因斯坦培植計畫 

1

5 
團

隊

成

員

(十

) 

李

崇

僖 

臺北

醫學

大學

醫療

暨生

物科

技法

律研

究所/

副教

授 

1.以過往跨域授課經驗提供計畫人

文、科技領域課程模組之執行建

議。 

2.借助營運 AI 法律評論網之經驗引

入多元課堂競賽議題：由學生角度

出發設計能引起討論之課堂議題。 

專長： 

生物科技法、研究倫理、轉譯醫學法制 

經歷： 

1.中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2.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學歷：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法學博士 

相關經驗： 

1.AI法律評論網網站創辦人 

2.智慧財產權法、科技法、生命倫理、專業倫理

等多元專業領域之授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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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團

隊

成

員

(十

一) 

黃

于

珊 

長慧

法律

事務

所主

持律

師 

1.以實務經驗提供計畫課程內容之

建議，協助提升資通訊概論及網路

法課程之課程豐富度。 

2.借助過往之技術背景與法律實

務、教學經驗提供科技與法律課程

之整合性觀點。 

3.引入科技業業界資源，以提升業

師講座之主題多元性。 

專長： 

專利法、營業秘密法、公平交易法、個人資料

保護法、網路犯罪、資訊安全技術 

經歷： 

1.長慧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2.台灣科技法學會理事 

學歷： 

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碩士 

相關經驗： 

1.聖島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2.台灣科技大學專利所兼任講師 

3.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專利工程師 

1

7 
團

隊

成

員

(十

二) 

蕭

奕

弘 

台灣

台北

地方

檢署

檢察

官 

1.引入實務案件觀點提升課程內容

之科技與法律整合性觀點。 

2.引入法律業業界資源，以提升業

師講座之主題多元性。 

專長： 

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智慧財產權 

經歷： 

1.台灣台北地方檢署檢察官 

2.台灣嘉義地方法院候補法官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相關經驗： 

司法院資訊處調辦事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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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二期計畫自評報告 

  前期計畫成果，茲整理歸納如下： 

一、課程開設 

  第二期設計「6+4」課群，修課情形如下： 

圖一：第二期核心/礎石課程歷年修課情形 

 

圖二：第二期關鍵/總整課程歷年修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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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修課同學之質性意見回饋概覽 

項目 內容 

授課模式 「讓不同老師來上課的方式很棒因為可以由不同角度學習。」 

「討論的形式應該是我至今參與過最有效果的翻轉教室!」 

「上課內容深入淺出，讓人感覺很有興趣，其後邀請講者來分

享經驗的部分也很難能可貴。」 

課程內容 學生反饋中，逾 20%學生期望新增之課程主題如下，亦將作為

將來課程內容調整方向： 

● 網路隱私權 

●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於金融科技、人臉辨識技術之應用與

人工智慧機器人對於法律問題的處理能力 

● 通訊偵查 

● 專利訴訟實務案例 

 

表二：課群修課人數現況統計（以修課學生背景區分） 

 人社領域學生 理工領域學生 

修課情形 大學部 研究所 大學部 研究所 

修過 1門 145人 145人 272人 10人 

修過 2門 82人 72人 28人 2人 

修過 3門與以上 33人 36人 12人 0人 

總計 260人 253人 312人 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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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社群 

圖三：應用化學系陳俊太副院長舉辦公開教學經驗分享會 

 

  目前由陽明交通大學教師社群起步，在過去已經舉辦數次社群內部、外部的分享活動，

過往一年，更吸引清華大學等地區其他學校參與社群活動。本計畫資源之挹注，將有望將

社群經驗與智識再向外擴散到更大範圍的目標群眾之中。申請人與本社群的目標，不僅是

在短期內打造適合跨領域學生的彈性課程，中長期目標更是培育教師社群、建構完善師資、

擴散社群影響力。因為唯有將師資均質提升，才能提供穩定而優質的大學教育，社團的組

成將同時鞏固專業性與社交性，不止專注在硬知識的領域，同時也藉由社員的情感連結，

加強社團的向心力。 

 

圖四：社群內部舉辦計畫申請經驗分享會         圖五：社群向外分享跨域教學經驗 

 

  在過程中，教師社群秉持 3C 原則－好的教學內容（Content），激發學生的好奇心

（Curiosity），教師、學生、教材彼此互相連結（Connection），鼓勵教師們在教學生涯中

進行點點滴滴的創新，長期下來即可累積豐碩的果實。透過教師社群彼此的線上的切磋，

線下討論會的分享，建構富有力量與前瞻性的教學創新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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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鏈結 

  陽明交通大學科法學院自創辦起即與業界以及理工系所保持緊密的互動關係，年年主

辦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吸引國內外優秀之跨領域學者蒞臨發表論文。且於教學方面堅持

建構優良教學品質，進而吸引社會中堅份子近入就讀，並且於畢業後再次投入尖端職場環

境之中。除主持人與團隊成員外，陽明交通大學科法學院更以院級能量協助本計畫執行與

教學體制的建置，因此於學術與業界資源上，主持人在團隊之人脈網絡外，更得以利用陽

明交通大學科法學院之資源廣邀社會菁英能人擔任業師。而主持人亦積極與外校保持良好

關係，累積跨校研究能量，將觸角延伸至臺灣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如今更相較過往增添

了陽明大學之生醫能量。 

  而於校園外之學習空間，主持人亦與更多實務單位合作，例如與我國最大規模之律師

事務所合作，共同舉辦大學生跨領域營隊，令本計畫乃至於陽明交通大學之能量，能與實

務結合更輻射到全國各大學之間，或與法務部調查局、檢察署、法院等法律實踐之第一線

單位進行各式參訪、授課之協作，增進學子與我國第一線審判者、執行者、造法者之互動

機會。 

  圖六：網路法課程帶領學生參訪法務部調查局，探索資訊安全與法律相關議題 

 

表三：實務界業師多元背景 

課程名稱 開課

學期 

課程業師/(曾)服務單位 

人工智慧與法律 109下 ● 黃博士/工業技術研究院 

智慧財產權法概論 109上 
● 林律師/工業技術研究院 

● 毛助理研究員/國立故宮博物院 

網路法 109上 

● 蔡庭長/士林地方法院 

● 蕭檢察官/台北地方檢察署 

● 洪調查官/法務部調查局 

● 黃律師/長慧法律事務所/精誠資訊主任系統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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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科技概論 

109上 

108上 

107上 

● 郭總經理/創業家兄弟 

● 蔡總監/Airbnb 

● 許工程師/Appier 

● 王經理/友達光電 

● 白總監/ ADisON 

● 李律師/弘正聯合法律事務所/茂達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資深工程師 

● 黃律師/長慧法律事務所/精誠資訊主任系統工程師 

數位經濟與資通訊法律 

109下 

107下 

105暑 

● 詹主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 簡參議/行政院 

● 蔡法官/智慧財產法院/士林地方法院 

● 蕭檢察官/台北地方檢察署 

● 蔡檢察官/法務部 

● 黃執行長/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 蘇調查員/法務部調查局 

● 陳經理/Facebook 

● 陳主任/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 徐律師/明毓律師事務所/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四、國際交流 

  國際交流方面，第二期原計劃邀請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院 Jane K. Winn教授、日本立

教大學秋元奈穂子教授來台進行授課與就前瞻議題進行交流、討論，惟本期計畫受到

COVID-19疫情影響，故滾動修正為以線上同步方式進行授課，得力於本所原先即設置有相

當充分之遠距離同步教學設備與軟體介面，故仍能無受阻礙地與國際講者進行互動、交

流。 

 

圖七：日本立教大學秋元奈穂子教授於陽明交通大學科法學院教授資訊隱私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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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領域營隊 

  本計畫宗旨中，設定之目標對象即為人文領域大學部學生，而本次計劃執行中，得力

於主持人、團隊教師與校外業師的連結，能有幸與理律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交通大學 x 

理律學堂 2021科技與法律跨領域寒假營隊」，其招收對象即為全台法律系所現籍或應屆畢

業學生，而又以大學生為主。透過本次營隊之執行，主持人更是將本計劃的課程規畫精神

運用其中，將前瞻人文培育能量擴散於全台法律系學生，形成正向的循環。 

 

圖八：與理律文教基金會共同舉辦跨領域營隊 

 

 

六、講座論壇 

  正如計畫書中所述，本期計畫執行，除教師社群中之講座，亦有其他培力活動如「陽

明交通大學科法教授學術論壇(Faculty Workshop)」、「理律學堂」講座、圓桌論壇等，此

類活動皆能促進教師激發跨領域前瞻思維，同時亦擴張教師連結與增進教師社群緊密度。 

圖九：理律學堂講座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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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版發表 

  本團隊目前團隊成員在跨領域議題層面已有專書兩本：智慧醫療與法律(翰蘆出版)、

羅伯特玩真的（陽明交通出版），而跨領域教學方面亦有教學小確幸（陳永平撰）一本，

團隊內亦預計於第三期計畫執行期間持續撰寫人工智慧法律、資通訊法律相關論文，以

進行論文集之出版。對上述產出的推廣，除透過原有通路外（書局、期刊），並同時於

跨領域營隊或實驗室參訪等擴大學習場域風氣營造之活動中進行推廣。 

 

圖十：《智慧醫療與法律》及《羅伯特玩真的》書影 

 

 

八、向下扎根 

  本計畫執行中，計畫共同主持人陳永平特聘教授更數次前往國中端進行向下扎根，包

含新竹地區東興國中、成功國中、大崙國中、博愛國中等校，其目的在於增進國中端前瞻

思維的能量，並彌補偏鄉國中與都市地區學校間學習資源之差距，並將前瞻思維教學能量

帶入國中端教學現場。 

 

圖十一：陳永平老師至國中端演講「控制科技之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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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會議記錄 
時間：2020/9/25；地點：MB1068 

會議簡介，老師簡介，助教簡介 

 
課程路徑圖，單一課程與課程助教介紹。 

 
@說明楊菀容助教的工作地點 工五622 

 
教學架構屆，希望能帶出新課程的開設。 

 
KPI計算著重人文領域大學生，目前有大學部的學生選課情形概況。（是否

把我們定位為JD） 

 
智財法概論的吸引程度。 

 
目前已經達標，可以考慮加開新課程。ex:區塊鏈與法律、跨境傳輸資訊跨國

交易。 

 
所長：生物醫學概論已請陳豐奇老師重組，生醫法律也有大學部學生

（12:10）左右。 

 
@未來計畫書可以考慮以陽明交大為亮點，加深生醫部分 

 
希望可請在方老師在數位經濟與資通法律上課。 

 
所長：下學期江老師要上醫療法律與政策 

 
院長：可以在醫療的課程中強化一兩門課在AI智慧醫療，例如防疫，所以公

衛政策也會用到。也許不一定馬上，不要讓人家覺得衝KPI，就是自然延

伸，讓課程可以在典型以外延伸，過度到明年的時候，加上與陽明合校，具

有發展優勢。我們原本就生醫專長，下學期點出有專長，下學年再放入。 

 
所長：已有規劃生醫AI法律課，期程規劃中。 

 
明年的題目可以設計「人工智慧X明日社會X未來法律」 

 
院長：人工智慧Ｘ智慧政策X未來法律。 



 
修課人數簡介，有關KPI人社會1/2的標準可能有困難，至少有兩門課程有達

到。 

 
所長：是否要放入跨域學程，可以促進學生誘因。 

 
院長：要把本計畫納入資通訊跨域學程。 

 
可以與訪視團隊交換意見 

 
院長：科技、人社同學要了解，必然要從基礎法學起。因此把基礎法學放

入，再進階。 

 
所長：或許可以講分類分得更仔細。 

 
院長：缺少的是一個觀念，從學生的觀點，不分大一大二，而是用課程地

圖。助教們也可以給一些同學時間。可以做課程廣告，有種跨域觀念，這個

計畫也對他有些安排。 

 
所長：跨域導生會，計畫的課程地圖跟說明，讓跨域學生比較能跨得成，希

望可以讓這些課程地圖，計畫可議設計標章。如果搜集三個，可以讓他有有

什麼誘因。拿到資源，可以去promote。如果可以設計可成地圖，可以給你

什麼認證。跨域學程教大推很多，但學生因為學分壓力，所以如果修不完，

但有地圖也會比較好溝通跟底氣。 

 
之前有去受訓，計畫事情很多。26計畫簡介。 

 
計畫未來短期時程安排。 

 
著重向下扎根，永平老師：常常在國中演講，莊有合作。 

 
馬克：因為教網路課程，網路課程2.0是智慧網路課程，網路課程是fixed，

智慧課程是個人性的，上課會考試，考試成績會影響力的教材。 

 
可以開發教具 

 
院長：與麥金尼大學有合作，因為全球教育設備提升，此種教育的智慧化可

以成為我們的特色與亮點。 

 



所長：網路法期末報告的建議，較大的困難點。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教育目標

不同。因此對於品質，對研究生要有要求，比賽是否放在期中？ 

 
本次分流競爭比較避免上次的狀況發生。本次的計分是錄影互評與成績。期

末報告是個人式，獎金可以用李老師的計畫支出。 

 
在方：研究計畫成果如何評價。 

 
永平：教育部計畫的重點，培育師資。小確幸就是希望培育師資。學生的問

卷調查一定都會有，課程的長相都是很重要的，有寫進去成果應該算不錯。

我們注重學生的培育，才會成為領域的中堅。 

 
院長：有時候KPI確實也是提醒，例如課程地圖的設計。我們不要受計畫年

限影響，自己做建制，大家會跟隨。陽明交大大學生都很棒。我們可以做一

些平台，讓老師社群永續。獎金可以幫忙。 

 
所長：會把重點議題請助理先研究，放E3，讓同學有基礎可以進入，一方面

學習一方面研究，期末報告可以出成專刊，或者做成網頁，計畫網站成果可

以做成累積。 

 
在方：合作專刊後，可為科法出版社。 

 
院長：如果期末報告前三名可以放在AILI做宣傳作用，同學報告可以做成專

刊，或做成科法電子報，比較好的可以過審查。 

 
所長：應該自己建置網站。 

 
在方：選案是很有價值的。 

 
所長：影片也可以放在網站連結。 

 
院長：資源分享，減少溝通成本，向下連結，可以讓高中國中生去看。 

 
院長：NCC5G有助於解決數位落差，privacy by design 因為傳輸設計者自己

就有隱私概念，如果在科技發展過程中有想到，就不用法律後設規範。這些

都是新時代議題，將來AI醫療科技，如果一開始就有想到，有問題意識與

無，與發展科技的效果有無差異。5G宣稱可以解決人權、數位落差等問題。

前陣子國際學會在開會時，許多國際會議雖然線上舉行，反而第三世界國家

變多了，因為可以到線上。以前在很貴的地方過不來，所以國際會議的補



助，是要補助第三世界的通訊設備，不是飛機，加上SDGs的 

指標，所以學會目前已經在做0碳排。給非洲機票不如給他連上無線衛星，

即使所在社會場域無網路，但可以用無線衛星參與國際社會，因此做到解決

數位落差，發展永續目標。一開始的mindset就是基於解決社會目標。（@類

似性別主流化，戴上SDGs的眼鏡） 

 
所長：以前是法律解決科技的問題，現在是用科技解決法律的問題。去年日

本取經時，privacy agent，成為個人的代理人，與他機構交流時，偵測對方

資安條件，可以做與物聯網合併，因此加強知情同意的方便度。因此科技人

在設計時，就要加上人權的要素，因為政府也有要求。技術專家做的時候沒

有想到政府會管制。 

 
院長：是聯合國的主推方向。希望下一代跨領域。 

 
永平：大家都在吵架。因為科技人都很死版，科學訓練與哲學訓練之間很難

match的。因為科技彼此溝通很好，但談到應用面時，基本都是退縮。目前

很多科技就應該要有合作思維。例如綠色科技與橘色科技。 

 
院長：人不可能避免帶來科技的便利，但歐盟對科技的監理也回不去了。接

下來與陽明的合作還蠻有觀念的，討論會越來越多。 

 
永平：上科技的課跟皇帝一樣，社會的課就是聽學生講。情況不錯。黑盒子

的問題，連科技人自己真的都不知道。科技現在也不是說一是一。因為過去

太死板了，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動因素更多。 

 
所長：期末的要求有何？ 

 
在方：要看教育部要求什麼，然後提醒一下大家。例如馬克的線上課程，留

下來會變成計畫的一部分。 

 
下次碰面可能是訪查的時候，討論一下網路法期末報告評審。 

 
 



美國與德國之自駕車規範競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技法律學院

莊弘鈺 副教授

交通大學x理律學堂 
2021科技與法律跨領域寒假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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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告大綱

•前言

•規範競爭

•美國自駕車規範

•德國自駕車規範

•美德兩國自駕車規範競爭

•結論與建議



前言

• AI 3波熱潮：1960前後、1980-1990、2010前後

• AlphaGo vs. 棋王李世石、柯潔 🡺AI發展

• AI應用：自動駕駛、智慧金融、智慧醫療、智慧生活 

•自駕車廠商：科技巨擘、傳統車廠、新創公司

•自駕車法制研究：美國(技術先進、產業多元)、德國(法制先進)

•規範競爭(regulatory competition)為架構，新興科技規範



全球AI車用影像產業鏈資訊

資料來源：世博科技，107年度專利檢索加值服務計畫



規範競爭

• law as a product 

• vote with feet 

• race to the bottom/ race to the top

•地方政府、州政府、國家

•自駕車規範內容：核心概念、道路測試、導入市場 、導入後監管

•規範方式：政府（法律、行政指導）、私部門（產業自律規範） 



美國自駕車規範

•由下而上、市場驅動

•聯邦規範不具法律拘束力

• 2017.9 SELF DRIVE Act, 2017.10 AV Start Act，參議院均未通過

•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 頒布2016.9 Federal 
Automated Vehicle Policy, 2017.9 Automated Driving Systems 2.0: A Vision for Safety、2018.10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of Transportation: Automated Vehicles 3.0, 2020.1 Automated 
Vehicles 4.0: Ensu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utomated Vehicle Technologies (2020). 

• AI技術變動、地方分權、產業自律



美國自駕車規範

•州際間彼此規範競爭
州別 時間 自駕車駕駛資格 保險要求 資料安全

內華達州 2017 允許全自動化車輛，自駕車上不須載有
駕駛人

5百萬鎂
 

無規範

亞利桑那
州

2015、2018 允許全自動化車輛，自駕車上不須載有
駕駛人

未明確規範與一般汽車
之差異

無規範

佛羅里達
州

2016 允許全自動化車輛，自駕車上不須載有
駕駛人

2016年時刪除5百萬鎂的
要求

無規範

喬治亞洲 2017 免除操作自駕車之駕駛人需有駕照的規
定；在特別情形下（如保險、登記、裝備）
，允許自駕車不需有駕駛人

傳統汽車的250%
 

無規範

伊利諾州 2018 自駕車上需有駕駛人，且駕駛人需有駕
照

要求州交通部應會同其
他機關確定最佳實踐之
方法

要求州交通部應會同其他機
關確定最佳實踐之方法

華盛頓特
區

2012 自駕車上需有駕駛人，並須隨時可接手
車輛

無規範 無規範

加利福尼
亞州

2018 允許全自動化車輛，自駕車上不須載有
駕駛人

5百萬鎂
(測試或部署皆相同)

要求以書面揭露蒐集之資料
與其用途，資料匿名化，以
及非因安全必要之資訊蒐集
時，乘客之同意權



美國自駕車規範

•產業自律規範具影響力

•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 SAE J3016 

•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Ethically Aligned Design (EAD)

•小結：產業廠商多元、規範保有彈性、適應變動環境



德國自駕車規範

•由上而下、政府領導

•聯邦法律規範明確

• 歐盟2016.3 Vienna Convention on Road Traffic 修正

• 德國聯邦議會2017.3通過Änderung des Straßenverkehrsgesetzes (道路交通法)

• 隨時可以由駕駛人接手，非真正無人

• 安裝黑盒子，嚴格規範資料保存及利用



德國自駕車規範

•聯邦行政指南規制倫理爭議

• 聯邦交通與數位基礎設施部自動駕駛倫理委員會2017.6公布《自動駕駛系統規劃指

引》

•  總結20項倫理規範：風險正平衡 、生命保護第一優先、電車難題回歸駕駛人、明確

紀錄行車資訊、駕駛人有權決定資訊利用

•小結：產業依賴汽車工業、傳統車廠技術待突破 



全球AI車用影像產業鏈資訊

資料來源：世博科技，107年度專利檢索加值服務計畫



美德兩國自駕車規範競爭

• 美方式：由下而上

• 聯邦規範不具法律拘束力

• 州際間彼此規範競爭

• 產業自律規範具影響力

• 美內容：多元彈性但執行成效?

• 各州規範競爭

• 產業規範彈性接地氣

• 聯邦&產業規範執行成效?

• 產業組成、利益多元

• 德方式：由上而下

• 聯邦法律規範明確

• 聯邦行政指南規制倫理爭議

• 德內容：明確但保守

• 聯邦規範明確具法律拘束力

• 政府政策明確

• 駕駛人、資訊規範保守 

• 以傳統車廠出發



美德兩國自駕車規範競爭

• 美國規範

• 聯邦法律立法進程加快 (2017.9, 2017.10)

• 聯邦行政指南連續更新 (2016.9, 2017.9, 
2018.10, 2020.1)

• IEEE EAD正式定案前先二度公佈並徵求意

見(2016.12, 2017.12)

• 德方式：由上而下

• 聯邦法律規範明確 (2017.3)

• 聯邦行政指南規制倫理爭議 (2017.6)

• 德內容：明確但保守

• 聯邦規範明確具法律拘束力

• 政府政策明確

• 駕駛人、資訊規範保守 

• 以傳統車廠出發



美德兩國自駕車規範競爭
• 美方式：由下而上

• 聯邦規範不具法律拘束力

• 州際間彼此規範競爭

• 產業自律規範具影響力

• 美內容：多元彈性但執行成效?

• 各州規範競爭

• 產業規範彈性接地氣

• 聯邦&產業規範執行成效?

• 產業組成、利益多元

• 德國規範：

• 聯邦議會要求2019年底重新評估科技發
展與立法規範

• 聯邦政府與汽車工業協會(Verbandes der 
Automobilindustrie)合作研擬政策 

• 聯邦政府參與研討會並徵求意見(e.g.資料
主體未來論壇)



結論與建議

•美國：州際間規範競爭、產業自律規範

•德國：聯邦政府制定規範

•規範內容或受限於立法傳統與產業組成

•美德間規範競爭與彼此牽動

•美國加速聯邦規範制定與更新、加強產業自律規範影響力

•德國檢討法規開放程度、推動官民合作與交流

•我國未來法令修訂之借鏡



謝謝聆聽與指教
聯絡資訊

hyjuang@g2.nctu.edu.tw

mailto:hyjuang@g2.nctu.edu.tw


附件三 

109年度教師社群 

   9   月小確幸創新教學致動器活動紀錄表 
 

本月份共計辦理   1   場活動，分述如下： 

第   1   場 

活動主題 期初九月會議 

活動性質 社團例行會議討論 

活動時間 109年 9月 17日 

活動地點 人社一館 HA219教室 

活動內容 

⚫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ㄧ、活動內容： 

本次會議主要透過小確幸創新教學致動器的社群教師與夥伴們，共

同討論社團 109學年上學期的各項活動、與方向以及社團經費核銷。以

下為會議討論內容： 

1. 10月活動： 

將邀請莊弘鈺教授進行「教學計畫經驗傳承」的演講活動，時

間暫定 10/26 (一)。 

主辦方：教師社群-小確幸教學致動器與教發中心，9/28開始宣

傳(電子海報)，10/12開始報名。 

2. 11m月活動： 

將邀請陳俊太教授進行「小確幸大豐收」的演講活動，內容為

教學法的分享，時間暫定 11/23(一)。 

3. 經費核銷：確認目前已使用經費之狀況以及規劃剩餘經費使用

的規劃。 

4. 其他：課程規劃討論與交流，目前已開設「科技與社會」、

「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系統探索」兩門課程，未來將以專題為導

向，籌備開設第三門課程。 

二、活動內容： 

期初例行會議討論本學期例行事項外，老師與夥伴們也一同討論與

交流教學經驗，分享對於社群的期盼與期待，以及後續課程籌備開設的

想法與理念，期盼可以藉由老師們的交流與分享，創造更多跨領域的合

作。而陳俊太老師將於下半年舉行演講，分享自身的教學方法與經驗，

本社群的老師與夥伴們將會參加與交流。  



 

⚫ 活動成果 

1. 確定 109上學期間各個活動舉辦的時間。 

2. 邀請莊弘鈺教授於 10/26進行演講，並籌備演講海報製作等相關事宜。 

3. 邀請陳俊太教授於 11/23進行演講，並籌備演講海報製作等相關事宜。  

4. 本學期活動規劃與剩餘經費規劃。  

活動照片 

  

 



109年度 

   10   月小確幸創新教學致動器活動紀錄表 

 
                         

本月份共計辦理   1   場活動，分述如下： 

第   1   場 

活動主題 莊弘鈺教授演講-跨領域動起來~教學計畫申請經驗交流 

活動性質 創新教學經驗分享 

活動時間 109年 10月 26日 12時 10分 至 13時 10分 

活動地點 人社一館 HA219教室 

活動內容 

⚫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一、演講分享： 

主題：由莊弘鈺教授分享近幾年執行與申請的教學計劃經驗，老師本身具有

工程/商學/法律之跨領域背景，現正執行教育部資科司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

人才培育計畫，為全國入選的 13團隊之一。會中更特別安排電機系陳永平

老師、通識中心陳仁姮老師分享多年來跨領域及通識課程教學之寶貴經驗，

期在交流及分享中激蕩出跨領域教學的火花。 

 

二、教師交流： 

莊弘鈺教授對於教學充滿熱忱，透過分享教學計畫申請經驗以及相關內容，

與老師們互相切磋交流。讓與會老師們對於教學計畫申請有更進一步的認

知，老師們也分享各自的願景並且相互切磋。 

 

 

本次活動

執行成效 

⚫ 活動成果 

本次活動透過莊弘鈺教授分享跨領域教學計畫經驗，讓與會老師們更了解教

學計畫的申請內容與方向，包含介紹相關的經費來源，如何尋找共同理念的

老師進行跨域合作。同時，在教學上透過教育部的經費能製作更好的教學教

材，學生也能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果，教師若能將研究與教學結合，也可發表

對實務有所幫助的研究內容。本活動提供交流平台讓與會老師們一同分享相

關教學計劃申請的經驗，彼此學習、分享願景，期望未來能夠有更多老師一

同參與及分享，讓交大跨領域教學得以更加茁壯。 

活動照片 

  



 

  

 



109年度 

   12   月小確幸創新教學致動器期末會議紀錄表 

 
本月份共計辦理   1   場活動，分述如下： 

第   1   場 

活動主題 期末 12月會議 

活動性質 社團例行會議討論 

活動時間 109年 12月 22日 

活動地點 人社一館 HA219教室 

活動內容 

⚫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ㄧ、活動內容： 

本次會議主要透過小確幸創新教學致動器的社群教師與夥伴們，共

同討論社團 109 學年下學期的各項活動與方向以及社團經費核銷。以下

為會議討論內容： 

1. 未來的例行會議將以線上討論的方式進行，方便各位老師與夥伴

們參與。 

2. 109 學年下學期的演講活動將邀請黃美鈴教授來分享教學經驗，

將以線上同步視訊的方式進行。 

二、活動內容： 

老師們一同討論與交流教學經驗，分享對於社群的期盼與期待，以及

後續課程籌備開設的想法與理念，期盼可以藉由老師們的交流與分享，創

造更多跨領域的合作。 

 

⚫ 活動成果 

1. 擬定 109下學期間各個活動舉辦的內容。 

2. 邀請黃美鈴教授進行演講，並籌備演講海報製作等相關事宜。 

3. 本學期活動規劃與剩餘經費規劃。  

活動照片 

  

 



 

科技法律學院暨科技法律研究所 108學年度 

第 12次院務、所務暨第 10次院課程聯席會議紀錄(節錄) 

會議時間：2020年 4月 15日(三)14:15 

會議主席：張文貞院長 

出席人員：陳鋕雄老師、王敏銓老師、林建中老師、陳在方老師、江浣翠老師(線上)、金孟

華老師、張兆恬老師、邱羽凡老師、莊弘鈺老師、施明遠老師、林志潔老師(離校

研修)、倪貴榮老師(離校研修)。 

列席人員：游靜茹行政專員、鄭玉佩行政專員、徐莉雯行政專員、王珮瑜行政專員、邱筠媛

行政專員、孔祥榮同學。 

記  錄：鄢嫚君行政專員。 

一、 主席致辭：略。 

二、 所長報告：略。 

三、 其他報告事項：無。 

四、 討論事項 

案由一~四：略。  

案由五︰修正本院跨域學程實施要點暨必修科目表，請審議。 

說 明︰(一)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跨域學程實施要點暨必修科目表，如附件 5。 

        (二)配合新開設課程調整五個跨域模組必修課目表。 

決 議︰照修正後通過。 

案由六~十三︰略。 

決 議︰照修正後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16:45 



 

科技法律學院暨科技法律研究所 109學年度 

第 2次院務、第 1次所務暨第 3次課程聯席會議紀錄(節錄) 

會議時間：2020年 10月 21日(三)14:00 

會議主席：張文貞院長 

出席人員：陳鋕雄老師、林志潔老師(請假)、倪貴榮老師、王敏銓老師、林建中老師、陳在

方老師、江浣翠老師(線上)、金孟華老師、邱羽凡老師、莊弘鈺老師、施明遠老

師。 

列席人員：游靜茹行政專員、徐莉雯行政專員、王珮瑜行政專員、碩士班陳瑞遠同學、在職

專班林宜禛同學。 

記  錄：鄢嫚君行政專員。 

一、 主席致辭：略。 

二、 所長報告：略。 

三、 其他報告事項：略。 

四、 討論事項 

案由一~二：略。 

案由三︰修正本院跨域學程實施要點暨必修科目表，請審議。 

說 明︰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跨域學程實施要點暨必修科目表，如附件 3。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案由四~十三：略。 

五、臨時動議 

案由一：略。 

六、 散會（17:00） 

 



附件五 

執行團隊成員詳細學經歷介紹 

序

號 

成

員

類

型 

姓

名 

本兼職一二級

單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1 計

畫

主

持

人 

莊

弘

鈺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 /副教

授 

1.借助過往計畫執

行累積之成果，替

各項課程制定授課

與學習方法論，並

針對科技與網路法

律課程內容進行規

劃。 

2.六門課程之整合

設計，包含「科技與

社會」、「機器人與

人工智慧系統探

索」，「資通訊科技

概論」、「人工智慧

與法律」、「網路

法」、「資訊隱私權

法」。 

3.翻轉教學、個案練

習以及業師競賽等

授課資源彙整與調

度。 

4.教師社群之資源

統籌。 

專長： 

智慧財產權法、專利佈局、競爭與公平交易

法、行政法 

經歷： 

1.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智慧財產研究中

心研究員 

2.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智慧財產研究中

心教學助理 

3.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商學院教學助理 

4.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智慧財產研究中

心亞洲法中心研究助理 

5.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助理 

學歷： 

1.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博士 2.西雅圖華

盛頓大學法學院智慧財產法學碩士 

3.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商學碩士 

4.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法學士 

5.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工學士 

相關經驗： 

1.科技部－「醫療照護人工智慧之開發與應

用法制研究-建構良性循環的法規環境」計

畫共同主持人 

2.教育部－「人工智慧技術與應用領域系列

課程計畫：深化人工智慧機器人做中學—國

際競爭力與產業連結人才培育」計畫協同主

持人 

3.科技部－「無人載具監管之研究-以自駕車

及無人機為中心」計畫主持人 



4.科技部中科管理局－「交大 AI 機器人智

慧平台開發與商品化衛星基地」計畫協同主

持人 

5.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學院訪問研究員 

6.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2 共

同

主

持

人

(一) 

陳

鋕

雄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 /教授

兼所長 

1.以過往計畫執行

之經驗為基礎，提

供人文社會相關課

程之具體執行建

議。 

2.借助工程與法律

倫理素養個案教學

經驗，協助計畫達

成統合人文與科學

專業教育之目標。 

3.引入法律業界資

源，提升業師競賽

之豐富度與專業

度。 

專長： 

醫療法律與政策、生物科技法律、法律倫理

與專業責任 

經歷： 

1.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 

2.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3.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治理

中心主任 

4.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

者 

5.福田法律事務所律師 

學歷： 

1.美國聖路易大學法學博士 

2.美國聖路易大學法學碩士 

3.國立臺灣大學法學碩士 

4.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學士（法律系輔系） 

相關經驗： 

1.衛生福利部優生保健諮詢會委員 

2.台灣法律科技協會理事 

3.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律師學院委員 

4.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慧應

用管理審議會委員 

5.最高法院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 

6.Asian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Annual 

Book Award Review Committee Reviewer 

7.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中心－遠距醫療器材

之產品責任：以手術機器人為例計畫主持人 

8.科技部－遠距醫療的隱私權保護計畫主持

人 

3 共

同

主

持

陳

永

平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電機與控

制工程系 /特

聘教授 

1.提供專業之機器

人學課程內容與規

劃。 

專長： 

智慧型法則、非線性控制、影像處理 

經歷： 



人

(二) 

2.轉介實驗室資

源，使學生得以在

課堂之外實際操

作、進一步了解實

驗成果如何與產業

需求進行配合，同

步整合個案與翻轉

教學之需求。 

3.引入工程業界資

源，提升業師競賽

之豐富度與專業

度。 

1.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系教授兼副

系主任 

2.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研究所特聘

教授 

學歷： 

1.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電機系博士 

2.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電機系碩士 

3.台灣大學電機系學士 

相關經驗： 

1.童伴機器人之嵌入式系統研發計畫參與人 

2.自走式仿人眼機器人之立體影像對應與類

神經網路控制器之研發計畫參與人 

3.導護與運輸機器人於智慧型路口安全防護

之研究-總計畫：導護與運輸機器人於智慧

型路口安全防護之研究計畫參與人 

4.導護與運輸機器人於智慧型路口安全防護

之研究-子計畫一：結合車路人之車路資通

整合服務研究計畫參與人 

4 協

同

主

持

人

(一) 

施

明

遠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 /助理

教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

提供計劃課程模組

之執行建議。 

2.借助過往研究及

教學經驗提供科

技、社會人文與法

律課程之整合性觀

點、提升課程內容

之豐富度與深度。 

3.引入法律業界與

國際講師資源，以

提升業師競賽之豐

富度與專業度。 

專長： 

人工智慧與法律、區塊鏈與法律、國際商業

交易 

經歷： 

1.美國印第安納州律師執照 

2.台灣外國法事務律師 

3.「Real World Problem-solving in the Digital 

Classroom, 51 IND. L. REV. 413 (2018) 」作

者 

學歷： 

1.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麥肯尼法學院法律博士 

2.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學碩士 

3.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音樂碩士(BFA)、藝術

學士(MM) 

相關經驗： 

1.國際商業交易法授課教師 

2.人工智慧與法律授課教師 

3.人工智慧、區塊鏈、科技和法律、醫藥和生

技產品的跨境流動，以及設計思考與法律服

務等領域之整合性研究經驗。 



5 協

同

主

持

人

(二) 

古

旻

書 

大眾聯合法律

事務所律師 

1.借助數位經濟與

資通訊法律專長與

工程背景，提供人

文與工程整合課程

內容之建議。 

2.將實務觀點注入

教學場域，以多元

面向切入資通訊法

律課程內容。 

3.引入法律與工程

之業界資源，提升

業師競賽之豐富與

專業度。 

經歷： 

1.大眾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 

2.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平民法律扶助律師 

3.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新竹分會扶助律

師 

4.新竹市政府法律扶助顧問律師 

5.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兼任講師 

學歷： 

1.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2.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畢業 

3.新竹律師公會、清華大學、工研院合辦之首

屆科技律師學苑結業 

相關經驗： 

1.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第 30 屆副秘書長 

2.大眾聯合法律事務所法務專員 

3.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資訊通訊科技法

律課程講師 

6 團

隊

成

員

(一) 

張

文

貞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

學院 /教授兼

院長 

1.借助過往教學研

究與實務經驗提供

人文社會相關課程

之質性建議。 

2.借助豐富之國際

經驗引入接軌國際

之教學方法。 

3.引入具備多元背

景之業師師資與國

際講師。 

專長： 

憲法、國際人權法、行政法、環境法、法律與

社會分析 

經歷： 

1.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 

2.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董事 

3.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 1 分組委員 

4.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第 9 屆委員 

5.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環境永續政策與法

律中心主任 

學歷： 

1.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 

2.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學士 

相關經驗： 

1.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研究發展司法律學門複

審會複審委員 

2.國立臺灣大學寫作教學中心教學諮詢委員

會委員 

3.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中華民國

初次報告國際審查會秘書處」諮詢委員 



7 團

隊

成

員

(二) 

陳

在

方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 /副教

授 

1.以過往計畫執行

之經驗為基礎，提

供計劃課程模組之

執行建議。 

2.借助實務與教學

經驗將多元觀點注

入資通訊法律課程

之教學場域。 

3.引入法律業界與

國際講師資源，以

提升業師競賽之豐

富度與專業度。 

專長： 

國際經濟法、國際商務仲裁、國際投資法、

專利法與授權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2.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諮詢顧問 

3.禾同國際法律事務所實習律師與律師 

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市場

研究處專員 

5.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 

(WARF)法務長助理 

6. 荷 蘭 馬 斯 垂 克 大 學 （ University of 

Maastricht）法學院智慧財產權法碩士班講座 

學歷： 

1.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法學院博士 

2.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 法學碩士 

3.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民商法組法學

碩士 

4.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組法學學士 

相關經驗： 

1.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 

2.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 

3.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計畫主持人 

8 團

隊

成

員

(三) 

張

兆

恬 

國立臺灣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

所/副教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

提供計劃社會人文

課程模組之執行建

議。 

2.借助過往研究、

教學與實務經驗提

供科技與法律課程

之整合性觀點。 

專長： 

生命倫理與法律、醫療法、老年法、憲法、

行政法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2.永信法律事務所律師 

3.交大法學評論執行編輯 

4.東亞法學（East Asia Law Review）編輯委

員 

5.北美台灣研究學會秘書、籌備委員 

學歷： 

1.美國賓州大學法學博士 

2.美國賓州大學法學碩士 

3.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公法組） 

4.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財經法學組學士 



相關經驗： 

1.科技部人體生物資料庫治理之公民參與：

理論與制度設計之法制面研究計畫主持人 

9 團

隊

成

員

(四) 

金

孟

華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 /副教

授 

1.以過往計畫執行

之經驗為基礎，提

供人文社會相關課

程之執行建議。 

2.借助人才培育計

畫之執行經驗，針

對本計畫不同之授

課模式予以具體建

議。 

3.借助國際化學術

交流經驗，規劃國

際學者之專題演

講。 

專長： 

刑事訴訟法、刑法、證據法、冤獄研究、性別

與法律、司法心理學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副教授 

2.國立交通大學國際處副國際長兼學術交流

組長 

3.國立交通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4.國立交通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5.智慧財產法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

會委員 

6.司法院犯罪被害人訴訟參與法案研議委員 

學歷： 

1.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博士 

2.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碩士 

3.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4.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財經法組學士（雙主

修） 

5.國立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 

相關經驗： 

1.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展國際共同人才

培育計畫計畫主持人 

2.國際共同人才培育計畫－擴大推動學術合

作交流計畫計畫主持人 

3.科技部－心理學觀點下的證據交互影響

論：以刑事證據法為中心計畫主持人 

10 團

隊

成

員

(五) 

郭

詠

華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科技法律

研究所 /助理

教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

提供計畫社會人文

課程模組之執行建

議。 

2.借助過往研究、教

學與實務經驗提供

科技與法律課程之

整合性觀點。 

專長： 

災害治理法、法律史、原住民族法 

經歷：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學歷： 

1.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 

2.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院亞洲與比較法碩

士 

3.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學碩士 



4.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學學士 

相關經驗： 

1.Outstanding Dissertation Award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Law (2019) 

2.ASPAC-Mori Graduate Student Paper Prize –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 (2018) 

3.Graduate Student Paper Award – Asian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2017) 

4.Honorable Mention, Second Annual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Disaster Law 

Essay Contest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2017) 

5.法學實證研究、美國憲法、法學雜誌編輯、

資訊隱私權法授課教師 

11 團

隊

成

員

(六) 

楊

谷

洋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電機系 /

教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

提供計劃課程模組

之執行建議。 

2.引入實驗室，豐富

科技領域課程之參

訪資源 

3.將執行機器人相

關計畫之經驗注入

教學規劃、降低學

用落差。 

專長： 

機器人學習控制與力控制、機器人路徑規劃

與校正、VR/機器人整合、生物控制系統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學院副院長 

2.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系系主任 

3.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系教授 

學歷： 

1.美國西北大學電機計算機博士 

相關經驗： 

1.執行國科會產學合作計劃高階飛行動態模

擬器之研製  

2.執行經濟部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劃，擔任

子計劃主持人 以視覺為基礎之智慧型環境

的建構  

3.工研院機械所業界計畫審查委員 

4.太空計畫室計畫審查委員 

5.擔任機器人領域相關業界技術諮詢 

12 團

隊

成

員

(七) 

黃

育

綸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電機系/

副教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

提供計劃課程模組

之執行建議。 

2.借助過往研究、教

學與實務經驗提供

專長： 

嵌入式作業系統、網路安全 、網路語音通

訊 、程式語言、軟體模糊化保護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副教務長 

2.第十屆資訊安全會議最佳論文獎 



科技與法律課程之

整合性觀點。 

3.引入科技業業界

資源，以提升業師

競賽之豐富度與專

業度。  

3.2006 德州儀器 TI 亞洲區 DSP 應用競賽台

灣區分賽優等獎。 

4.2008 網路通訊軟體與創意應用競賽值得注

目獎 

5.私人企業、國家安全局、中科院等部門之技

術移轉經驗 

學歷： 

1.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相關經驗： 

1.下世代智慧型公車運輸系統之研發-子計畫

一: 影像辨識技術應用於智慧型公車運輸系

統之設計與研發計畫參與人 

2.下世代智慧型公車運輸系統之研發-子計畫

四：智慧型系統平臺之系統規劃、網路資訊

監測與協調控制研究計畫參與人 

13 團

隊

成

員

(八) 

王

學

誠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電機系/

助理教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

提供計劃課程模組

之執行建議。 

2.引入實驗室，豐富

科技領域課程之參

訪資源。 

3.將執行產學合作

計畫之經驗注入於

課程內容安排，提

升課程實用性。 

專長： 

機器人技術、機器感知、輔助技術、網絡物

理系統、擴增現實、認知科學和眼動追踪 

經歷： 

1.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

委員  

2.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3.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4.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青年講座教授 

學歷： 

1.麻省理工大學波士頓分校計算機科學博士 

2.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碩士 

3.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士 

相關經驗： 

1.工研院－AI-Robotics 領域國際交流與國

際競賽選手培訓計畫計畫主持人 

2.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基於立體視覺與深度學習之隨機式取放揀料

系統計畫主持人 

14 團

隊

成

張

佳

智 

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應用化學

系/助理教授 

1.以過往授課經驗

提供計劃課程模組

之執行建議。 

專長： 

高分子化學; 前瞻自適性材料; 響應型高分

子; 表面改質技術 

經歷： 



員

(九) 

2.引入實驗室，豐富

科技領域課程之參

訪資源。 

1.科技部年輕學者養成計畫-愛因斯坦培植計

畫 

2.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助理教授 

學歷： 

1.麻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高分子科學與

工程博士 

2.科羅拉多礦業學院化學學士 

相關經驗： 

1.杜克大學化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15 團

隊

成

員

(十) 

李

崇

僖 

臺北醫學大學

醫療暨生物科

技法律研究所

/副教授 

1.以過往跨域授課

經驗提供計劃人

文、科技領域課程

模組之執行建議。 

2.借助營運 AI 法律

評論網之經驗引入

多元課堂競賽議

題：由學生角度出

發設計能引起討論

之課堂議題。 

專長： 

生物科技法、智慧財產權法、 

研究倫理、轉譯醫學法制 

經歷： 

1.中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2.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副教授 

學歷： 

1.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法學博士 

2.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法學碩士 

3.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士 

相關經驗： 

1.AI 法律評論網網站創辦人 

2.智慧財產權法、科技法、生命倫理、專業倫

理等多元專業領域之授課經驗 

16 團

隊

成

員

(十

一) 

黃

于

珊 

長慧法律事務

所主持律師 

1.以實務經驗提供

計劃課程內容之建

議，協助提升資通

訊概論及網路法課

程之課程豐富度。 

2.借助過往之技術

背景與法律實務、

教學經驗提供科技

與法律課程之整合

性觀點。 

3.引入科技業業界

資源，以提升業師

講座之主題多元

性。 

專長： 

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公

平交易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家事案件、一

般民刑事訴訟 、網路犯罪、資訊安全技術 

經歷： 

1.長慧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2.台灣科技法學會理事 

3.婦女新知協會理事 

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裁決委員會裁決委員 

學歷： 

1.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碩士（智慧財產權法） 

2.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 

3.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資訊管理學系雙

學位 

相關經驗： 



1.聖島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2.台灣科技大學專利所兼任講師 

3.台灣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4.萬國專利商標事務所專利工程師 

5.時達科技系統工程師/法務 

6.精誠資訊主任系統工程師 

17 團

隊

成

員

(十

二) 

蕭

奕

弘 

台灣台北地方

檢署檢察官 

1.引入實務案件觀

點提升課程內容之

科技與法律整合性

觀點。 

2.引入法律業業界

資源，以提升業師

講座之主題多元

性。 

專長： 

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智慧財產權 

經歷： 

1.台灣台北地方檢署檢察官 

2.台灣嘉義地方法院候補法官 

學歷： 

1.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2.國立中央大學電機所碩士 

3.國立中央大學電機系學士 

相關經驗： 

1. 司法院資訊處調辦事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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