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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的下一階

生成式 AI 的轉化應用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open-data-ai-what-now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open-data-ai-what-now


  

文學寫作實作的角度
淺探生成式 AI 與著作權利的正確認知及

相關產出素材的資源應用與學倫引註



  

大綱
1. 著作權法的權利保障
2. 倫理克責的揭露之道



  

1. 著作權法的權利保障



  

1.1 著作權保護標的

僅止於著作的表達 ( 形式 )



  
FAIR USE @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951825/

錢人豪 -2009 構思、 2017 《無法無天》，黃精甫 -2010 、《復仇者之死》， 2023.12 台北地院民事起訴， 2024.3 繳交擔保金假扣押，案件持續審理中。

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951825/


  

著作權 Copyright
是保護創作表達成果的法律



  

創作保護主義
作品於創作完成時自動取得著作權

利相關保護、毋須登記、毋須申請

著作權法第 10 條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 , 從其規定。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1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10


  

著作權是如何產生和歸屬的？
人為的獨特創意表達產生著作，就可以產生著作
權！而基本上依著作權法的預設，創意由誰而
生，該人便為該著作之著作人，享有其著作財產
權與著作人格權。

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openglam-copyright/#faq-copyright-ownership-and-assignment

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openglam-copyright/#faq-copyright-ownership-and-assignment


  

著作權保護

客體很廣



  

語言 音樂 戲劇 舞蹈
美術 攝影 圖形 視聽
錄音 建築 電腦程式

其他 .......................



  

只要是人類的精神創作



  

詩、詞、書、畫

影音、多媒體



  

眼耳感知

五官欣賞



  

帶有創意的獨特人類精神的表達

文學、科學、藝術、學術範圍

都受到著作權法保護



  

重製、散布、出租、改作、公開口述、公開

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

開展示、再公開傳達 ; 公開發表。
取得書籍後載入 NotebookLM 進行各項應用？

未經授權、內部使用或主張合理使用之抗辯。



  

著作權法

並不保護「點子」！
#除非您去申請專利或是把它當營業秘密！

著作權法第 10-1 條 :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1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10-1


  

著作權法第 10-1 條
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
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
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
現。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1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10-1


  

17 U.S. Code § 102(b) – Subject matter of copyright: In general

In no case does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an original work of 
authorship extend to any idea, procedure, process, system, 
method of operation, concept, principle, or discovery, regardless 
of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described, explained, illustrated, or 
embodied in such work.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USCODE-2021-title17/html/USCODE-2021-title17-chap1-sec102.htm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USCODE-2021-title17/html/USCODE-2021-title17-chap1-sec102.htm


  

ChatGPT撈美國公開資料的三本柱

17 U.S. Code § 102(b)
- 著作權保護不涵蓋思想、程序、方法

17 U.S. Code § 103(b)
- 編輯著作保護其編輯性、內含純事實資料仍能被個別抽離使用

Feist v. Rural (1991)
- 資料庫裡之事實資訊本身，不具著作保護性。



  

1.2 著作權框架下

重新創作 ≠ 抄襲改作



  
Fair Use at: http://web.metro.taipei/img/all/metrotaipeimap.jpg

Public Domain for the text at law at: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116/34773133/

http://web.metro.taipei/img/all/metrotaipeimap.jpg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116/34773133/


  HIMAWARI 設計事務處， " 日式台灣鐵路路線圖 "--2024 Ver.7.0 @ https://47rail.jp/get-routemap/taiwan/, CC-BY-NC-SA 4.0 .

https://47rail.jp/get-routemap/taiwan/


  

日式台灣鐵路路線圖 "--2024 Ver.7.0
1 、僅包括高鐵、台鐵、阿里山森林鐵路、捷運、輕軌

2 、這路線圖是非官方的，請不要與鐵路公司聯繫以獲取此處的內容。

3、這路線圖採用創用 CC 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4.0 國際 

授權條款，不能用於盈利目的。

HIMAWARI 設計事務處， " 日式台灣鐵路路線圖 "--2024 Ver.7.0 @ https://47rail.jp/get-routemap/taiwan/, CC-BY-NC-SA 4.0 .

https://47rail.jp/get-routemap/taiwan/


  

不論是誰、都有地位

重新畫一張自己的捷運圖
著作權法第 10-1 條 :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10-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10-1


  

個別依概念重新繪圖
沒有著作權上的抄襲

抄 – 重製權、襲 – 改作權
(1) 接觸
(2) 實質相似

最高法院 81 年台上字第 3063 號判決。

認定抄襲之要件有二 ,即 ( 一 ) 接觸 , ( 二 ) 實質相似。



  

1.3 著作權個案上

有機會主張合理使用



  

著作權法第 65 條 : 著作之合理使用 , 不構

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權法第 65 條 :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5


  

Fair Use→ 無權使用→合乎界限→合理使用 / Fair & Just / 不必受罰→通說 :

抗辯權 / 著作權法 §44-63 、 65 / 美國著作權法 §107→ 調合公益 vs. 私

益→報導 / 評論 / 教學 / 研究 / 其他正當目的→私益退讓的領域 / 學習→概

念 / 界限→條件 / 範圍→著作權法 §65 / 四大要點→ 1. 利用的目的與性質 / 

公益 / 眾人的需求→ 2. 著作之性質 / 公益 / 史書、字典 / 必需品→ 3. 利用

之質量比例 / 微罪不舉→ 4. 對市場價值之影響 / 無體財產權 / 取代效應。

著作權法第 65 條 :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5


  

不是有賺錢一定不能合理使用
Google Book

也不是不賺錢一定能主張合理使用
谷阿莫 - 《腦漿炸裂少女》

而是這樣用會不會造成原作者財產利益折損



  

直觀核心的理解合理使用
1 、沒有損害原作者著作財產權利

2 、小幅影響原作者著作財產權利、然有更高的公益理由

3、若是產生經濟利益的取代效益，相應風險升高。



  

AI 合理使用的爭議難題
1 、一個輸出涉及上百上千作品

2 、幾乎都是通案利用、非傳統概念理解的個案

3、不是個別影響一篇文章、一幅畫，而可能洗滌汰換整

個職涯和世代。



  

1.4 工具性的使用

輔具性的分工



  

Sweat of the brow doctrine
# 純辛勤原則已被否定 #著作權保護的是原創表達並非勞務過程 #Feist 

Publications, Inc.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 # 歐盟資料庫特別權利立法



  

要得到著作權保護

必須是人類的精神創作



  

AI 作品要受著作權保護
#人為創意在前、機器修潤在後

# 機器亂數產生在前、人為創意修潤在後



  



  



  

美學不歧視
Minimal requirement of creativity

# 只要是人做的！



  



  



  

美學不歧視
Minimal requirement of creativity

#著作權適格的判斷、必須是人做的

著作權論「有 /無」、不論「高 /低」



  

By Self-portrait by the depicted Macaca nigra female. See article. - Wtop.com (archive; cropped and 
denoised by uploader),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6464057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6464057


  

Quoted under Fair Use doctrine, original attribution as:

CC BY-SA 3.0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key_selfie_copyright_dispute

Public Domain for the photo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Macaca_nigra_self-portrait_large.jp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key_selfie_copyright_disput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Macaca_nigra_self-portrait_large.jpg


  
Copyright does not protect content produced by Generative AI (GenAI): Thaler v Perlmutter

https://barrysookman.com/2023/08/19/copyright-does-not-protect-content-produced-by-generative-ai-genai-with-no-human-involvement-thaler-v-perlmutter/

https://barrysookman.com/2023/08/19/copyright-does-not-protect-content-produced-by-generative-ai-genai-with-no-human-involvement-thaler-v-perlmutter/


  

動物自發的行為

人工智慧全自動、半自動的混搭

沒有人類精神的注入



  

AI 作品要受著作權保護
#人為創意在前、機器修潤在後

# 機器亂數產生在前、人為創意修潤在後



  https://www.copyright.gov/policy/artificial-intelligence/

https://www.copyright.gov/policy/artificial-intelligence/


  https://www.copyright.gov/ai/Copyright-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Part-1-Digital-Replicas-Report.pdf

https://www.copyright.gov/ai/Copyright-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Part-1-Digital-Replicas-Report.pdf


  https://www.copyright.gov/ai/Copyright-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Part-2-Copyrightability-Report.pdf

https://www.copyright.gov/ai/Copyright-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Part-2-Copyrightability-Report.pdf


  

即使只是 1％的人類創意注入
當 AI在寫作過程中提供了實質性的內容或結構建議，究竟誰應該被視為真正的「作者」？

AI 本身無法取得權利、唯有人能取得權利、唯有人能成為作者



  

The ones on the left two, Public Domain at: https://www.edvardmunch.org/

The one on the right one, Fair Use at: https://i.pinimg.com/originals/f1/64/32/f1643293e8ed619f41077558f64d1f05.jpg

https://www.edvardmunch.org/
https://i.pinimg.com/originals/f1/64/32/f1643293e8ed619f41077558f64d1f05.jpg


  

使用 AI 參與寫作
# 工具： AI亦步亦趨受人類指揮

-- 著作權利歸於人

# 輔具： AI 自動化補充人類創意之不足
-- 著作權利仍歸於人、然應標註協力狀態

# 悲劇： AI 產出物不受任何預見
-- 著作權利仍歸於無



  

# 工具：指令 AI將本課程錄音內容完整謄錄為逐字稿。

-- 創意表達仍為原講者

# 輔具：指令 AI將本課程錄音內容整理為 3000-5000

字報導，分為五章節，並就講者反覆說明之事採粗體表示。

-- 創意表達已混雜、建議洽原講者取得改作之授權。



  

# 工具：
1. AI為人類手、腳、畫筆等工具之延伸—全有

2. 人類完全無法預見或調校 AI 產出物的表達—全無



  

# 輔具：得主張著作權利然必須具體標示 AI 協力狀態

1. 人為創意在前、機器修潤在後

2. 機器亂數產生在前、人為創意修潤在後



  

進一步說、考究人類就 AI Output

在「表達形式」上的「掌控能力」

在 AI輔助生成內容的情境下，如何從智慧財產權的角度界定原創性？
重覆施作測試、還原施作測試



  

詠唱為何不能受到著作保護
"sweat of the brow" doctrine"sweat of the brow" doctrine

#著作權保護著作表達
除非詠唱者能主張其對詠唱結果具有表達控制力

不然亂數或然率產生的自動化成果不得直接受著作權保護

當爭議發生時的檢測原則：操作者能不能於合理環境重現該表達？



  
FAIR USE @ https://ai.iias.sinica.edu.tw/copyright-of-ai-generated-image-china/

https://ai.iias.sinica.edu.tw/copyright-of-ai-generated-image-china/


  FAIR USE @ https://www.suzhou.gov.cn/szsrmzf/szyw/202503/be045c6eed3948e59f56116eaaa0d2cc.shtml

https://www.suzhou.gov.cn/szsrmzf/szyw/202503/be045c6eed3948e59f56116eaaa0d2cc.shtml


  

Attribution 4 AI © 2024 by Jon Spike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4.0

http://attribution4ai.org/
https://gamestormedu.com/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ref=chooser-v1


  

2. 倫理克責的揭露之道



  

多數的 AI平台
1. 不主張產出物著作權

2. 操作者要就拿去主張

3. 後續責任主張者自負

4. 然必須註明是 AI 產生 

5.  且不能與原平台競爭或對原平台商展有不利影響



  

部份平台禁止未付費會員商用

非主張著作權之分潤，而是透過額外契約條件限制相關成果之使用！



  

免責聲明
免費→無償；收費→承擔訴訟 + 協力義務

當因 AI 生成內容導致著作權糾紛或內容錯誤時，如何明確劃分法律責任？



  

2.1 避免產生實質近似
Substantial similarity



  https://techcrunch.com/2025/03/26/openais-viral-studio-ghibli-moment-highlights-ai-copyright-concerns/

https://techcrunch.com/2025/03/26/openais-viral-studio-ghibli-moment-highlights-ai-copyright-concerns/


  
FAIR USE @ https://theinitium.com/opinion/20250412-culture-ai-arts-ethics-ghibli

https://theinitium.com/opinion/20250412-culture-ai-arts-ethics-ghibli


  



  

著作權法保護的標的為「表達的形式」

不及於背後的概念、思想

Coding Style, Painting Style, Writing Style

不受著作權保護

技法學習是能被學習的 ○

但累積式的抄寫程式碼或文句、圖畫片段 ╳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503310155.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503310155.aspx


  

盡量不要構成著作表達形式

的直接承襲、傳襲！



  FAIR USE @ https://www.facebook.com/filmophile.96/posts/pfbid02cCbiMj5nVwsBHfpTwvo2MQo4swobkvgGZzant479574W81JCXHwprbY8BU3KsS6vl

https://www.facebook.com/filmophile.96/posts/pfbid02cCbiMj5nVwsBHfpTwvo2MQo4swobkvgGZzant479574W81JCXHwprbY8BU3KsS6vl


  

2.2 採合理方式註引出處



  

著作權法第 65 條 : 著作之合理使用 , 不構

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權法第 65 條 :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5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5


  

著作權法第 64 條 :採合理使用立場利用他人著作

者，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者外，應以合理

之方式，明示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

著作權法第 64 條 :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4


  

合理之方式與資訊—釐清
1.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
2. 被利用著作性質
3. 利用的質量比例
4. 對原作潛在或現有價值影響
當 AI 生成內容與現有資料高度相似時，如何進行合法引用並防範可能的侵權風險？

合理披露、紀錄過程



  

個別依概念重新繪圖
沒有著作權上的抄襲

抄 – 重製權、襲 – 改作權
(1) 接觸
(2) 實質相似

最高法院 81 年台上字第 3063 號判決。

認定抄襲之要件有二 ,即 ( 一 ) 接觸 , ( 二 ) 實質相似。



  

2.3 尊重遵守遊戲規則



  https://petapixel.com/2023/04/14/artist-refuses-prize-after-his-ai-image-wins-at-top-photo-contest/

https://petapixel.com/2023/04/14/artist-refuses-prize-after-his-ai-image-wins-at-top-photo-contest/


  https://petapixel.com/2024/06/12/photographer-disqualified-from-ai-image-contest-after-winning-with-real-photo/

https://petapixel.com/2024/06/12/photographer-disqualified-from-ai-image-contest-after-winning-with-real-photo/


  https://petapixel.com/2024/06/12/photographer-disqualified-from-ai-image-contest-after-winning-with-real-photo/

https://petapixel.com/2024/06/12/photographer-disqualified-from-ai-image-contest-after-winning-with-real-photo/


  

維持公共事務的公平性
以任何合理方式為之

若把 AI當工具、完全操作過程和結果的創作表達，那它就是工具。

然若把 AI當輔具，則應適當披露其輔助事實以得到公平評價。



  



  

若是假的、不能讓人信以為真
若非自撰、不能讓人誤為評價



  

重點不是用 AI

重點是用了 AI沒有揭露

而讓人誤會該等表達皆為原創



  

AI到底能不能用？
用到什麼程度？

平台或組織的規則

如果 AI 生成的內容出現錯誤或偏見，應如何承擔最終的責任？誰應對這些問題負責？
AI工具的免責聲明 +期刊徵稿規則→操作者負完全責任



  

投稿國內外期刊或公開發表時

使用生成式 AI工具的注意事項

如何劃分和界定個人思考與 AI協助之間的界限，確保學術貢獻認定的公平性？
工具性的應用可、輔具性不涉及主論點



  

Where authors use generative AI and AI-assisted technologies in the 
writing process, these technologies should only be used to improve 
readability and language of the work and not to replace key 
authoring tasks such as producing scientific, pedagogic, or medical 
insights, drawing scientific conclusions, or providing clinical 
recommendations. Applying the technology should be done with 
human oversight and control and all work should be reviewed and 
edited carefully, because AI can generate authoritative-sounding 
output that can be incorrect, incomplete, or biased. The authors are 
ultimately responsible and accountable for the contents of the work.
項
如何劃分和界定個人思考與 AI協助之間的界限，確保學術貢獻認定的公平性？

工具性的應用可、輔具性不涉及主論點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policies-and-standards/the-use-of-generative-ai-and-ai-assisted-technologies-in-writing-for-elsevier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policies-and-standards/the-use-of-generative-ai-and-ai-assisted-technologies-in-writing-for-elsevier


  

Elsevier
1. 研究過程可、寫作過程原則不可，除非僅用於提升語言或可讀
性，不涉及主論點的修潤工作。
2. 錦上添花或可、雪中送炭不可，主要結論、要點不能仰賴 AI 生
成，圖表盡量求真求實，除非僅用在光影、對比的微調。
3. 單純工具可、輔具分工看狀況，並應配合三項要點的揭露與備
存。
如果 AI 的建議直接融入我的論述，該如何確保最終作品仍符合學術對原創性的要求？

事實性的整理、修潤性的調整



  

研究方法、致謝、聲明
The authors used ChatGPT-4o (OpenAI, San Francisco, CA, USA) to 
assist with translating the manuscript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The 
authors reviewed and revised the AI-generated output to ensure 
accuracy, clarity, and adherence to academic standards.

如何在學術或出版物中明確揭露 AI 的參與程度，以符合法律規範和倫理要求？是否需要在
致謝或方法部分明確說明 AI 工具在文稿生成中的具體貢獻？

純工具性的使用、輔具性的分工、不一定適用於文學表達！



  

Elsevier
1. How the generative AI or AI-assisted tools were used.

2. The name of the model or tool and the manufacturer.

3. Could be asked to provide pre-AI-adjusted versions of 

materials.



  

Elsevier
1. 生成式人工智慧或人工智慧輔助工具的使用方式。

2. 模型或工具的名稱及製造商。

3. 可能會要求提供未經人工智慧調整前的素材版本。



  

版本控制— Version Control
版本控制（英語： Version control）是維護工程藍圖的標準

做法，能追蹤工程藍圖從誕生一直到定案的過程。此外，版本

控制也是一種軟體工程技巧，藉此能在軟體開發的過程中，確

保由不同人所編輯的同一程式檔案都得到同步。
https://zh.wikipedia.org/zh-tw/版本控制

面對可能引發的學術質疑，如何確保評審或讀者能夠清楚了解我的寫作流程與 AI 的輔助角色？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89%88%E6%9C%AC%E6%8E%A7%E5%88%B6


  

2024 臺北生成藝術節競賽規則
參賽者使用的素材，若為第三方素材必須得到合法授權或符合《著作權法》第 65條第 2項的要求，

即素材需為公開或合法授權的資源。所有使用的數據集和素材必須具有合法使用權，並在參賽文件中

提供相應的授權證明和來源說明。參賽者需確保素材不侵犯他人的著作權，並遵守相關的法律規範；

若經評審提示，參賽者亦應提供第三方素材表單及向評審揭露原始素材以利評審工作之進行。

理由：競賽作品是否有用到第三方素材為表達基礎，經過 AI 的轉譯之後有時很難被觀測或察覺，比照

各國 AI監管法制的演變，若有疑問發生時， AI 產製者應能夠揭露其生成所賴之基礎素材與清單，以

利評審進行公平判斷。



  

使用工具來審驗

提交素材是否涉及 AI 生成？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58661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58661


  https://gizmodo.com/ai-detectors-inaccurate-freelance-writers-fired-1851529820

https://gizmodo.com/ai-detectors-inaccurate-freelance-writers-fired-1851529820


  

浮水印（ watermark)/

數位浮水印 (digital watermark)

1. 將特定的資訊嵌入物件或數位格式中

2. 浮現式和隱藏式

3. 隱藏式的浮水印 (Steganography) 是以數位資料的方式加

入音訊、圖片或影片中，但一般的狀況下無法被看見。



  https://helpx.adobe.com/tw/firefly/using/content-credentials.html

https://helpx.adobe.com/tw/firefly/using/content-credentials.html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61227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61227


  



  

推定≠確定

推定結果可暫作如此，但必須

留有補充資料反證的機會。



  

學期報告繳交規則
1. 鼓勵使用生成式 AI工具，然必須具體標示其使用方案與使

用方式。

2. 備存作業撰寫與準備之各項原始資料與建立變動紀錄之版本

控制系統，於需要時應提出相關資料供查驗確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onKtRrw7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NonKtRrw7Q


  

2.4 建議的妥適標示元素



  

生成式 AI工具使用的標示
1 、多數期刊 --文章之研究方法、致謝、或聲明

2 、具體可區隔的物件進行合理範圍之標示



  

CC授權條款 / 放話條款

我的創作可以借你抄、給你用 , 但是你必

須按照我預先設定的遊戲規則。



  

公眾領域標章

PDM ， Public Domain Mark
將不受著作權限制之作品以簡單、標準化的形式標示，使其

易於被他人發現並提供使用。



  

公眾領域貢獻宣告

CC0 / CC Zero / CC零
權利人拋棄對著作的利益 , 以釋出到公眾領域 ,讓其他人可

以不限任何目的地自由使用著作 , 從事創作、提升或再使用

等行為 , 而不受著作權或是資料庫相關法律的限制。



  

CC BY
姓名標示 / Attribution

依原作者指定或依要項標示必要的出處與顯名聲明



  

CC NC
非商業性 / Non-commercial

素材不得被用於金錢的換取或其他商業營利行為



  

CC ND
禁止改作 / No derivatives

作品在被利用過程中的原創作內涵不能被改變



  

CC SA
 相同方式分享 / Share alike

不論是否改作、後續作品都必須依完全一致的授權方

式被利用



  

CC四大元素



  

CC六套組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M6AQIzJZG_s-haM45OKUnU0lkgvQFU4/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M6AQIzJZG_s-haM45OKUnU0lkgvQFU4/view?usp=sharing


  2022 CC0 by Ramus Lin & Lucien Lin



  
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2021/11/27/making-collection-and-derivative-work-with-cc-materials/

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2021/11/27/making-collection-and-derivative-work-with-cc-materials/


  
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2021/11/27/making-collection-and-derivative-work-with-cc-materials/

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2021/11/27/making-collection-and-derivative-work-with-cc-materials/


  
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2021/11/27/making-collection-and-derivative-work-with-cc-materials/

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2021/11/27/making-collection-and-derivative-work-with-cc-materials/


  https://en.unesco.org/open-access/creative-commons-licenses

https://en.unesco.org/open-access/creative-commons-licenses


  https://wiki.creativecommons.org/wiki/Recommended_practices_for_attribution

https://wiki.creativecommons.org/wiki/Recommended_practices_for_attribution


  

CC姓名標示 -TASL四要素
(1) T = Title（作品名稱）
(2) A = Author（作者 / 創作者）
(3) S = Source（作品來源）
(4) L = License（授權條款）

還有修改註記！



  

CC姓名標示 -TASL四要素
(2) A = Author（作者 / 創作者）人
(1) T = Title（作品名稱）              物
(4) L = License（授權條款）        授權
(3) S = Source（作品來源）         來源

還有修改註記！



  

CC姓名標示 -TASL四要素
(2) A = 真名、筆名、別名、 ID   人
(1) T = 作品名稱、若無可省略      物
(4) L = 授權條款的組合與版本      授權
(3) S = 原物件的出處或來源          來源

還有修改註記！



  

[Title], [Author], [Name of AI tools], [AI Tag] , 
[License], [Date], [Source or How the 
generative AI or AI-assisted tools were used].



  

[物件名稱 ]， [操作者真名、筆名、或可被辨識
之別名 ]， [使用的生成式 AI 方案 ]， [AI 協力的
標註 ] ， [物件的授權狀態 ]， [生成日期 ]，以
及 [作品來源或生成式 AI工具的使用方式 ]。



  



  

「測試 ChatGPT 4o對中英字顯示的正確性與可調整性」，操
作者：林誠夏 (Lucien C.H. Lin)， AI 生成圖片，採 CC0-1.0
發布，操作日期： 2025.4.8，使用 2 張操作者自拍照片，輸
入詠語「轉換為吉卜力風格，並留意原圖裡中英文字的正確呈
現，銀灰毛色貓那張圖，請轉換時將影像的左右反轉，然原照
片顯示之中英數字，不被反轉。」



  

CC姓名標示 - 合理標示
in any reasonable manner requested by the Licensor

in any reasonable manner based on the medium, means, 
and context



  

2.5 案例模擬的試驗分析
工具、輔具、自主權利、他人權利、事實性參考、表達性承襲

主要表達與閱讀提升之差異



  

生成式 AI工具用於翻譯
1. 簡中 /繁中 -單純字體代換、不算改作 → 工具
2. 挑出錯別字或文法建議調校處、自行調校 → 工具
3. 一字一詞一句一段一篇的翻和校正、翻譯機 → 工具
4. 基於原著作增刪內容潤飾全文翻譯 -工具 / 輔具 → 增進閱讀性
可、調整論點或發現不可！ (不一定適用於文學作品 )



  
https://webshop.elsevier.com/language-editing/

https://webshop.elsevier.com/language-editing/


  https://www.ucas.com/applying/applying-university/writing-your-personal-statement/guide-using-ai-and-chatgpt-your-personal-statement#tips-for-using-ai-and-chatgpt-with-your-personal-statement

https://www.ucas.com/applying/applying-university/writing-your-personal-statement/guide-using-ai-and-chatgpt-your-personal-statement#tips-for-using-ai-and-chatgpt-with-your-personal-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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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openglam/

https://tw.creativecommons.net/openglam/


  

CC Taiwan授權討論室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forum/cctw-discussion

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forum/cctw-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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