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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AI繪圖談起













Sony世界攝影大賽得獎AI作品









Photoshop新版本可輕鬆生成假圖像

https://www.cbc.ca/news/world/photoshop-ai-generated-images-1.6859130


⚫您擔心AI繪圖以假亂真嗎？



請看看哪裡有問題？



請看看哪裡有問題？



AI繪圖的資料庫問題

⚫ AI可能造成性別歧視與種族
主義問題。如在ImageNet之
類的大型影像資料庫上傳穿
著白紗的美國新娘照片，會
得到新娘、婚禮、禮服等描
述。若上傳印度傳統新娘禮
服照片則會得到表演藝術、
戲服等描述。

⚫ 45%資料來自美國，中國與
印度資料僅佔3% 。

來源：Nature官網



AI繪圖的資料庫問題

⚫ 運用Stable Diffusion作圖，描述詞分別為Tsai Ing-wen 

、Taiwan president 及 Joe Biden、 U.S. president



辨識AI作圖的數位工具

https://hivemoderation.com/
https://www.aiornot.com/


小玉製作深偽影片

來源：天下雜誌



深偽(Deepfake)影片問題

澤倫斯基命令部隊投降

普丁呼籲俄軍投降

https://www.dailydot.com/debug/hackers-zelensky-deepfake-surrender-ukraine-war/


新科技與媒體

⚫ 媒體業向來與科技變革關係密切，既承受衝擊，亦從中
取利，AI只是最新的科技衝擊之一而已。

⚫ 創新科技往往正負面作用俱存。例如AI可以幫助新聞工
作者搜尋與發現故事、分析與消化材料、加速與精準傳
播；可以協助新聞業提高生產力，讓新聞工作者有更多
時間專注於採訪與報導原創內容，但也可以被用來簡化
查證、複製偏見、扭曲事實，以及貶低勞動價值、壓抑
人的尊嚴。

⚫ 我們可以從過往經驗中得到何種啟示，來降低科技運用
的負面作用?



全球電視產業生態



全球娛樂與媒體總營收統計及預測

來源: PwC’s Global Entertainment & Media Outlook 2023–2027



全球娛樂與媒體總營收統計及預測

⚫ 2022年全球娛樂暨媒體業(E&M)營收年增5.4%，總額2.3兆
美元，即使全球經濟和各大產業逐漸從疫情中復原，但
2022年E&M產業營收年增率仍較2021年的10.6%明顯收斂。

⚫ 全球E&M產業未來五年營收將持續成長，並於2027年站
上2.8兆美元。不過，受消費者支出縮水影響，未來五年
E&M的營收年增率仍有逐年下滑趨勢。

⚫ E&M業者開始透過新興科技的使用來探索新機會，其中
又以運用人工智慧（AI）作為提升娛樂、媒體內容創作
效率的工具，為最主要的突破之一

來源: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美國電視市場
◼ 根據尼爾森市調公司統計，美國串流媒體(streaming)在今
年7月已佔美國人電視總觀看時間的38.7%，創歷史新記錄
，而聯播網及有線電視的收視佔有率則首次跌破 50％。

來源：Nielsen



美國電視市場

來源：Nielsen



美國有線電視衰退情形
◼ 2016至2021年間，美國有線電視失去超過25%的美國家庭
。2022年，訂閱傳統付費電視服務的美國家庭比例首次降
至一半以下。根據Insider Intelligence預測，2027年底，比
例將下降至三分之一稍多。

來源：Insider Intelligence



台灣電視產業生態



台灣娛樂與媒體總營收統計及預測

⚫ 2022年臺灣娛樂暨媒體市場營收年增5.3%，總額186億美
元，比2021年11.1%的年增率降溫許多。

⚫ 2022年臺灣規模最大的E&M產業為網際網路服務，占整
體E&M營收31.5%，其他依序為電玩遊戲與電競(18.0%)、
網路廣告(15.1%)、傳統電視(14.6%)及OTT影音(9.1%)，
這五大E&M產業合計貢獻臺灣整體E&M營收近90%。

⚫ 2022年臺灣成長最快的E&M產業為OTT影音(營收年增
51.5%)。展望未來，2023年臺灣娛樂暨媒體業營收預估將
年增4.1%，未來五年的年複合成長率為3.1% 。

來源: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台灣娛樂與媒體總營收統計及預測

來源: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台灣媒體涵蓋率變化

來源:  MAA 台灣媒體白皮書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媒體涵蓋率

網路 電視 報紙



台灣廣告量變化

來源:  MAA 台灣媒體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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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線與無線電視占有率變化

來源:  MAA 台灣媒體白皮書    



台灣民眾收視來源

⚫ NCC「111年傳播市場調查結果報告」顯示，台灣民眾收
視來源最大宗為有線電視（57.2%），OTT（15.3%）則
首度超過中華電信MOD（13.9%）、無線電視（13.3%），
成為第二大收視來源。OTT平台付費訂閱上，前2名分別
為Netflix（44.8%）與Disney+（15.2%）。

來源:NCC官網



台灣有線電視衰退情形
◼ 自2017年第3季524.8萬餘戶高峰後，逐年呈現下降趨勢，
已連續23季下滑。2023年第2季總訂戶數為459.3萬餘戶。

◼ NCC表示，下滑幅度約年減2到3%，跟其他國家的剪線潮

(cord-cutting)相比，下滑不算特別明顯。

來源：NCC



科技與電視業
⚫ 串流服務(Streaming services) 

⚫ 聲控遙控器(Voice-activated Remotes)/智慧型電視(Smart TV)

⚫ 8K/5G/VR/AR

⚫ 全IP化(All-IP) 

⚫ 人工智慧(AI)

➢ 科技改變消費者與內容的互動方式，並讓閱聽眾享
有更為沉浸式的觀賞體驗。

➢ 閱聽眾享有愈來愈大的主動性，呈現選擇自由
(freedom-of-choice)的趨勢。



變遷中的電視業商業模式

⚫ 傳統以廣告為基礎的商業模式面臨衝擊

⚫ 訂閱模式的多元運用成為重要經營策略

⚫ 智慧型廣告(smart advertising)/第二屏廣告(second-screen 

advertising)

⚫ 合作、聯盟、多角化經營（Joint production、joint distribution 

models、joint platforms …）

⚫ 國際/全球市場的開展

➢ 原創性、具吸引力內容乃市場競爭的利器

➢ 個性化產品能提供差異化價值



無冕王 文化流氓

科技掛帥、數位轉型中的媒體生態

信任商品 信任重建



變遷中的電視業商業模式

⚫ 數位科技崩解商業模式的時代，許多媒體業者高呼不轉
型就滅亡，甚至為了轉型，不惜貶抑媒體提供公共服務
的角色。……數位轉型就不能兼顧公共服務？追求信賴
就不能永續經營？

⚫ 面對市場競爭的挑戰，信任商品的媒體特質並非過時概
念，相對的，利字掛帥，短視近利，才是媒體被大眾捨
棄的關鍵。新聞媒體要克服種種挑戰誠然不易，但展現
新聞服務的專業，贏得閱聽大眾的信賴，終究是新聞媒
體永續經營的王道。

來源：卓新基金會官網



AI與媒體



AI主播好嗎？

人民日報AI主播

台灣媒體AI主播

https://www.cna.com.tw/news/ait/202303130147.asp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6CTQgQ04jE&t=3s


AI與新聞業

⚫ 近年來各項調查都顯示，新聞業負責人及高階主管都將
AI視為影響新聞發展的最重要元素之一。OpenAI 的 

ChatGPT在 2022 年底崛起之後，AI及生成式人工智慧 

(Generative AI, GenAI)更被越來越多的新聞業者視為改變
遊戲規則的科技（game-changing technology)。

⚫ 世界新聞出版協會（WAN-IFRA）於2022年發布的調查顯
示，超過 75% 的出版商表示，AI將在未來三年對其業務
的成功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來源:世界新聞出版協會



AI與新聞業

⚫ 世界新聞出版協會於今年4 月底至5 月初所進行的一項全
球性調查則顯示，已經有半數左右的新聞媒體使用生成
式人工智慧工具（如ChatGPT）。

⚫ 這項與SCHICKLER Consulting 合作
進行的調查亦發現，業界對生成
式AI的態度非常積極。七成受訪
者希望生成式 AI 工具對他們有
所幫助，僅2% 的人認為短期內
沒有價值，10% 的人不確定，另
有18% 的人認為該技術還需要進
一步發展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來源:世界新聞出版協會



AI與新聞業

⚫ 調查發現，新聞工作者使用GenAI 工具主要是借助其消化
與濃縮資訊的能力，例如協助做摘要及要點。其他則包
括簡化研究/搜尋、文本校正和改善工作流程。實際上使
用 GenAI 工具創作文章的情形相對較少。

來源:世界新聞出版協會



AI與新聞業

⚫ 世界新聞出版協會的調查也發現，只有二成左右新聞單
位對於如何使用GenAI制定了指導準則。具體顯示，AI，
特別是GenAI雖然「勢不可擋」，但是新聞業所湏要的AI

素養卻還沒準備好。

來源:世界新聞出版協會



AI準則:BBC/Machine Learning Engine Principles

來源:BBC官網



AI準則:BBC/Machine Learning Engine Principles

價值

• 體現BBC的信任、
多樣性、品質、
物有所值及創造
力的價值

閱聽眾

• 代表閱聽眾保有
他們創建的資料，
並使用它來改進
閱聽眾對BBC的
體驗。

• 清楚解釋資料搜
集與使用方式

責任

• 符合BBC編輯價
值，拓展閱聽眾
視野

• 定期審查，確保
資料安全與演算
法公正運作

• 由人負責內容監
督



AI準則:CBC / guidance on journalism

來源:CBC官網



AI準則:CBC / guidance on journalism

⚫ 底線：閱聽眾永遠不必懷疑CBC的新聞報導、照片、音檔或
影片是真實的或AI生成的。

⚫ 具體實踐準則，例如：

➢ 我們絕不會傳播未經CBC新聞人員審查或擔保的廣電或網路內容。 

➢ 在未完全揭露的情況下，我們不會使用或向閱聽眾展示AI生成的內容。
➢ 未經新聞標準辦公室的事先同意，我們不會在調查報導中使用AI驅動的
識別工具（即臉部識別、聲音配對）。

➢ 我們不會使用AI來重新創建任何CBC記者或知名人士的聲音或畫像，除
非是為了說明該科技的運作原理，而且只有在特殊情況、獲得標準辦公
室事先批准，以及被創建者同意下才會使用。

➢ 我們不會使用AI來為試圖保護其身份的機密消息來源生成聲音或畫像。
➢ 我們不會以任何理由將保密或未發布的內容輸入生成式AI工具。



AI準則:英國衛報、路透社、美聯社

來源:The Guardian, Reuters, AP官網



AI時代來臨，您準備好了嗎?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投影片 15
	投影片 16: AI繪圖的資料庫問題
	投影片 17: AI繪圖的資料庫問題
	投影片 18
	投影片 19: 小玉製作深偽影片
	投影片 20: 深偽(Deepfake)影片問題
	投影片 21: 新科技與媒體
	投影片 22
	投影片 23
	投影片 24
	投影片 25: 美國電視市場
	投影片 26: 美國電視市場
	投影片 27: 美國有線電視衰退情形
	投影片 28
	投影片 29
	投影片 30
	投影片 31
	投影片 32
	投影片 33
	投影片 34
	投影片 35: 台灣有線電視衰退情形
	投影片 36
	投影片 37
	投影片 38
	投影片 39
	投影片 40
	投影片 41: AI主播好嗎？
	投影片 42
	投影片 43
	投影片 44
	投影片 45
	投影片 46
	投影片 47
	投影片 48
	投影片 49: AI準則:CBC / guidance on journalism
	投影片 50
	投影片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