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讓假消息更氾濫 

學者︰守住新聞真相 才能守護民主 

    瑞典哥德堡大學二○二一年的報告指出，台灣連續九年是接受境

外假消息侵擾最頻繁的國家，台灣事實查核基金會昨舉辦高峰論壇，與

會學者指出，AI 讓假消息製作更為輕鬆，台灣要提升民眾媒體識讀、

強化公共媒體、改革媒體，才能讓新聞守住真相，而守住新聞，才能守

護民主、人權。 

    台灣大學新聞所退休名譽教授張錦華表示，ChatGPT、AI算圖、深

偽（Deep Fake）都可以迅速生成假訊息，假消息也造成迫切的國安問

題，需要透過事實查核打擊假訊息，而民眾的媒體識讀能力是最重要的 

，但教育需要時間，緩不濟急。 

    台灣事實查核基金會董事長羅世宏指出，除了媒體識讀外，主流媒

體、事實查核中心及數位平台加強合作，一同守住真相、守住民主也很

重要，新聞是與民主共進退、相輔相成的，若新聞崩壞，「何以自由？」 

    羅世宏表示，台灣對於新聞媒體的投資太少，公共媒體的預算也不

夠，法國政府每年投資十二億歐元給需要的媒體，台灣也應該學習，因

為媒體改革才是唯一使民主免受不實資訊所擾的長久之計。 

    AI生成的科技難以防堵，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指出，

AI 讓製造虛假消息的能力大增，一條假訊息能在幾秒鐘之內產生，且

假消息如今還能配上造假的圖片、影片甚至是聲音，一般人無法分辨真

假。目前正利用科技手段來抓放出假消息的網軍，杜奕瑾以網路論壇

PTT為例，他發現有些使用者的上線時間非常固定，一天八小時、每週

上線五天，明顯是網軍在上班。 

    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沈伯洋表示，台灣民主的時間不算

長，還是有「黨國、威權的幽靈作祟」，台灣外要面對中國的假訊息攻

擊，內還要抵擋威權的幽靈復辟，這些都是台灣所面臨的威脅，台灣轉

型正義也做得不夠。                 112/03/25丁奕／臺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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