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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I�遇上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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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IntegrityArtificial�Intelligence

重點內容

§ 生成式�AI�工具（ChatGPT）
§ ChatGPT、學術研究、學術倫理
§ 生成式�AI�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的六個關鍵
§ 師生因應生成式�AI�的建議
§ 機構因應生成式�AI�的建議
§ 相關參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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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openai.com/blog/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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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工具（ChatGPT）

生成式 AI�工具（ChatGPT）

§ 美國 OpenAI 實驗室推出的聊天機器人，全名為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 介面是一個聊天對話框，透過人類（眞人）與其對
談，ChatGPT 會學習人類語句的組成，並累積至其
大型語言模組（large language model，LLM）。

§ 透過對談作為訓練，ChatGPT� 已能產出近似人類撰
寫的稿件、回答問題，甚至能修改程式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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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AI�工具（ChatGPT）的特色

§ 搜尋與彙整網路上的資訊與知識（來自過去群體的經驗）。
§ 根據輸入的問題，自動生成答案。
§ 針對使用者所提供的文稿，進行摘要或重點整理 。
§ 進行不同語言間的改寫、翻譯，以及編修等。
§ 具備編寫和除錯（偵錯）程式碼的能力。

對學術研究而言（優勢）：
§ 減少投入於研究的時間與心力（做研究更方便了？） 

§ 有助於加速研究的過程，包括縮短研究從開始執行到發表的時間。
§ 讓研究者的寫作更具效率、更優質，且更能跨越因語言產生的不便利性。
§ 讓科學研究更具平等性、普及性，以及開放性。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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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AI�工具（ChatGPT）的限制

§ 資訊與知識的準確度不足（看似文句通順，且邏輯合理；詳讀後，內容不一定正確）。
§ 生成的內容僅限於資料與知識的彙整，深度可能不足，且缺乏創意與創新。
§ 生成的內容未能與時更新，可能產出過時的資訊。
§ 生成的內容可能被網路上的假新聞、假訊息所誤導。
§ 對於中文資訊的整理能力不比英語資訊好，比較容易出錯。

對學術研究而言（限制）：
§ 原創性不足，易衍生學術倫理的問題。
§ 資訊來源不明，易衍生著作權的爭議。
§ 若研究者過度仰賴生成式AI�工具，可能會阻礙科學研究的發展與創新？
§ 若學生過度仰賴生成式AI�工具，可能不利於學習一些必要的研究技能？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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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AI�工具（ChatGPT）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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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學術研究、學術倫理



生成式�AI�工具潛藏的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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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AI 工具可能看起來
像擁有與人類一樣的自我
意識，但其實它只是一個
在大型且存在偏見的資料
庫中進行過訓練的系統。

生成式� AI� 工具可能隱含著
偏見，因此不適用於進行
倫理思考和道德決策。生
成式 AI 工具雖能提供決策
方案，但這些方案可能不
會顧及情境脈絡，包括文
化與社會情境等因素。

生成式 AI 工具無法眞正判
斷什麼是眞的、什麼是假
的。因此其所提供的生成
資料可能被假新聞、偽科
學等所誤導。

生成式 AI 工具傾向使用標
準美式英語（ Standard
American English）。這代
表其他文化和族裔群體在
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因採
用的生成內容偏向特定族
群的書寫風格而受到質疑。

參考資料：University of Michigan. (n.d.). Considering the ethics of using GenAI. https://genai.umich.edu/guidance/students

生成式�AI�工具潛藏的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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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 AI 工具能提供不錯的決
策方案，但不易於協助思辨與
解決道德困境。



ChatGPT、學術研究、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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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燈：原則上不會有學術倫理相關疑義的行為。
黃燈：有潛在違反學術倫理的風險，建議謹愼行事。
紅燈：會違反學術倫理的研究行為，不能這麼做。

ChatGPT協助�學術研究的範例

§ 計畫撰寫：根據關鍵詞生成研究主題、摘要等，且確實查核生成內容的精確性。
§ 文獻回顧：蒐集、彙整文獻資料等，且確實查核與引用資料來源。
§ 資料分析：利用大型資料庫進行數據分析、建置模型等，且確實查核與引用資料來源。
§ 寫作協助：進行文字摘要、編修與調整段落結構等。
§ 翻譯文字：進行多國語言的翻譯。
§ 引用管理：將文獻依特定引文格式（如APA�7th）生成參考文獻。

14參考資料：Currie,�G.�M.�(2023).�Academic�integrity�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Is�ChatGPT hype,�hero�or�heresy? Seminars�in�Nuclear�Medicine, 53�(5),�719‒730.



ChatGPT協助�學術研究的範例（續）

§ 知識傳播：根據研究成果，生成各式的媒體宣傳文宣。
§ 決策支援：針對使用者的提問給予決策方向與意見。
§ 教學培訓：提供學習資源、問題解決方案，以及給予學習反饋等。

15參考資料：Currie,�G.�M.�(2023).�Academic�integrity�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Is�ChatGPT hype,�hero�or�heresy? Seminars�in�Nuclear�Medicine, 53�(5),�719‒730.

正確應該是：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學會

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
育資源中心呢？

生成式AI�工具還能如
何協助學術研究呢？

ChatGPT誤用�於學術研究的範例

§ 學術抄襲：抄錄生成的文本內容，卻沒有提供資料來源。
§ 過度依賴：利用 ChatGPT�取代人類智慧（如批判性思考、綜合評鑑等）。
§ 具有偏見：生成的資訊可能帶有對特定族群的偏見、歧視，以及刻板印象等。
§ 不當詮釋資料：生成的預測或結論（predictions�or�conclusions）不一定有證據支持。
§ 得出錯誤結果：根據過時、不正確的資料生成預測或結論，以致研究結果無法正確呈現。
§ 誤用專業術語：ChatGPT�可能會生成連研究人員都不理解的專業術語或「行話」。
§ 不當作者列名：研究人員不應該將任何生成式�AI�工具列為論文的共同作者。

16參考資料：Currie,�G.�M.�(2023).�Academic�integrity�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Is�ChatGPT hype,�hero�or�heresy? Seminars�in�Nuclear�Medicine, 53�(5),�719‒730.



ChatGPT誤用�於學術研究的範例（續）

§ 缺乏原創性：若過度依賴生成的文本，可能會降低學術著作的原創性與新穎性。
§ 缺乏課責性：生成的文本可能被認為比由眞人作者撰寫的文本更不需要負責。
§ 缺乏透明度：有使用生成式 AI�工具協助做研究，但沒有在論文中淸楚揭露。

17參考資料：Currie,�G.�M.�(2023).�Academic�integrity�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Is�ChatGPT hype,�hero�or�heresy? Seminars�in�Nuclear�Medicine, 53�(5),�719‒730.

課責（Accountability）
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皆應確保其研究符合法規、協議、條款和規範等，且皆應有
妥當的管理。研究人員須省察自身應承擔的個人及社會責任，並遵守相關領域、
所屬專業機構或社群，及研究資助機構或其他相關組織所提出的倫理規範和守則。

透明（Transparency）
透明是指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應該確保他人能淸楚瞭解研究，包括所蒐集的資料
或數據、採行的研究方法、獲得的結果，以及外部利益相關者所扮演的角色等。

生成式�AI�工具最無法做到的兩項學術研究核心原則

ChatGPT違反�學術倫理的範例

18參考資料：臺灣研究誠信守則起草委員會（2020）。臺灣研究誠信守則。台灣聯合大學系統。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book/detail/38/

嚴重違反研究誠信者，主要有以下三項（定義）：

造假（Fabrication）
虛構研究資料、數據或結果，記錄或發表虛構的研究成果。

變造（Falsification）
不實變更研究資料、設備、研究過程，改變或忽略研究資料或結果，
導致研究紀錄無法正確呈現。

抄襲（Plagiarism）
援用他人的文字、構想、研究過程、發現或著作，而未適當註明出處
以承認其原創。



ChatGPT違反�學術倫理的範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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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違反研究誠信者，主要有以下三項（範例）：

造假（Fabrication）
利用�ChatGPT�生成不存在的研究資料、結果或論文。

變造（Falsification）
利用� ChatGPT� 過度美化或修飾研究資料、圖像或研究結果等。此舉
會影響學術研究的發展、誤導其他研究者，並違反學術倫理。

抄襲（Plagiarism）
若師生使用�ChatGPT 生成學術著作與書面作業，但未正確引用資料
來源，便可能涉及抄襲行為，也可能衍生著作權的相關爭議。

利用生成式�AI�工具完成的學術著作或作業，您認為是抄襲嗎？或是代寫？其他？

您想得到利用生成式AI�工具違反學術倫理的其他行為嗎？

ChatGPT、學術研究、學術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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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燈：原則上不會有學術倫理相關疑義的行為。
黃燈：有潛在違反學術倫理的風險，建議謹愼行事。
紅燈：會違反學術倫理的研究行為，不能這麼做。



小結：生成式�AI�工具潛藏的倫理議題

§ 存在關於個人用戶資料的隱私和保密性問題。
§ 生成的內容具有存在偏見的潛在風險。
§ 生成的內容可能與假訊息、假新聞，以及假造的參考文獻（如 phantom data）有關。
§ 生成的內容可能有著作權和抄襲的問題。
§ 生成的內容可能缺乏多樣性觀點（ lack of diverse voices ）。
§ 存在 「付費高牆」（paywalls）後的公平取用議題（access issues）。
§ 維運與應用生成式 AI 工具所需的能源（和有害排放物）可能對環境造成損害。
§ 存在應用上的道德議題，生成式 AI 工具現階段仍是一個未受有效監管的產業。

21參考資料：International�Center�of�Academic�Integrity.�(2023).�Statement�on�academic�integrity�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

在教學環境中謹愼、深思熟慮地使用 AI�工具，能有效增強學生的學習。
隨著這些技術的發展與精進，我們與學生、學者、教師和機構進行溝通的方式，也應該跟著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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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AI�工具
應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時的關鍵



留意生成式�AI�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時的�6�個關鍵

23資料與圖片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3）。留意生成式人工智慧（AI）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時的�6�個關鍵〔海報〕。

目前�ChatGPT 的知識資料僅限於�2021 年�
9 月以前的內容，無法查詢�2021 年�9 月以
後才有的內容，尤其是時事資訊。

留意生成式�AI�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時的�6�個關鍵（續）

24資料與圖片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3）。留意生成式人工智慧（AI）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時的�6�個關鍵〔海報〕。

利用生成式�AI�工具完成的學術著作或作業，
您認為是抄襲嗎？或是代寫？其他？



留意生成式�AI�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時的�6�個關鍵（續）

25資料與圖片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3）。留意生成式人工智慧（AI）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時的�6�個關鍵〔海報〕。

Nature、Science、Taylor & Francis、Wiley 等出版商，近期都已在其出版倫理聲明中強調，作者有責
任揭露其曾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輔助研究，而且生成式� AI 工具不能擔任論文作者，因為它們無法為論文
內容負責。（待解問題：使用幅度到何種程度才需要揭露？文獻蒐集？編修？協助生成論文內容？）

留意生成式�AI�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時的�6�個關鍵（範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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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責
Accountability



留意生成式�AI�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時的�6�個關鍵（範例二）

27

課責
Accountability

留意生成式�AI�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時的�6�個關鍵（範例三）

28

投稿系統要求揭露 AI 工具的使用情形，
並請作者聲明會為整個研究負全責。

您覺得這樣就夠了嗎？
如果不揭露，會被發現嗎？

透明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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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因應生成式�AI�的建議

師生因應生成式�AI�的建議

30資料與圖片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3）。教師因應生成式AI�的教學指引〔海報〕。

學生必須具備驗證�AI 工具生成內容之真偽優劣的能力



師生因應生成式�AI�的建議（續）

31資料與圖片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3）。教師因應生成式AI�的教學指引〔海報〕。

• 將生成式�AI�工具應用於教學或學習時，師生應留意個人隱私與資訊安全。
• 避免在生成式�AI�工具中輸入自己或他人之隱私資訊（如身分證字號、醫療與財務資訊
等），以降低個人資料外洩的風險。�

• 避免在生成式�AI�工具中輸入具有偏見、歧視等的言論。
• 生成式 AI�工具的開發者一般皆會發布使用者條款與政策（如�Terms of Use），並於
其中提供關於生成內容之著作權、合理使用範疇，以及使用限制等資訊。

• 師生使用生成式�AI�工具前，應詳讀相關的條款與政策，以避免違反使用條款之規定。

師生因應生成式�AI�的建議（續）

32資料與圖片來源：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3）。教師因應生成式AI�的教學指引〔海報〕。



師生因應生成式�AI�的建議（範例）

33

如何偵測一篇學術著作是否有使用生成式AI�工具？

34

機構因應生成式�AI�的建議



訂定使用�AI�工具之學術倫理規範或教學指引

35

訂定使用�AI�工具之學術倫理規範或教學指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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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使用�AI�工具之學術倫理規範或教學指引（續）

37

師生多方交流與互惠

38

理解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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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Key�Takeaways

§ 讓生成式AI�工具成為學習與研究的得力助手。
§ 適時使用生成式�AI�工具，提升學習與研究的效率與品質。
§ 保持高度批判力，務必針對生成內容的正確性與合宜性進行驗證。

§ 秉持高透明度（transparency）的原則使用任何生成式�AI�工具。
§ 投稿前，查閱出版社或研討會主辦方對於生成式�AI�工具的使用與揭露規範。
§ 如果有使用生成式�AI�工具，就應該於論文或作業中揭露。
§ 生成式�AI�工具不能成為任何學術著作的共同作者。
§ 身為作者，要為自己的學術著作負起全責。

§ 不要讓生成式AI�工具成為學習與研究的絆腳石。
§ 不要利用生成式�AI�工具進行任何可能違反學術倫理的行為。
§ 留意生成式�AI�工具的資料來源，務必仔細查核、驗證，以及正確引用。
§ 不要讓帶有偏見、歧視或錯誤資訊等之生成內容傷害到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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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3）。留意生成式人工智慧（AI）用於學術與研究活動時的 6 個關鍵！〔海報〕。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er/poster_25.jpg
§ 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2023）。教師因應生成式 AI 的教學指引〔海報〕。

https://ethics.moe.edu.tw/files/resource/poster/poster_24.jpg

§ 臺灣研究誠信守則起草委員會（2020）。臺灣研究誠信守則。台灣聯合大學系統。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book/detail/38/
§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學會（2023年2月23日）。人工智慧技術對學術倫理的影響及因應建議。

https://www.taaee.org.tw/docs/20230223_conclusion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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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vier. (n.d.). Publishing ethics: Duties of authors.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policies/publishing-ethics#Authors
§ Elsevier. (n.d.). The use of generative AI and AI-assisted technologies in writing for Elsevier. https://www.elsevier.com/about/policies/publishing-

ethics-books/the-use-of-ai-and-ai-assisted-technologies-in-writing-for-elsevier
§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Academic Integrity. (2023). Statement on academic integri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academicintegrity.org/images/ICAI_Statement_on_Academic_Integrity__Artificial_Intelligence.pdf
§ Taylor & Francis. (2023, February 17). Taylor & Francis clarifies the responsible use of AI tools in academic content creation. 

https://newsroom.taylorandfrancisgroup.com/taylor-francis-clarifies-the-responsible-use-of-ai-tools-in-academic-content-creation/
§ Tools such as ChatGPT threaten transparent science; here are our ground rules for their use [Editorial]. (2023). Nature, 613,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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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of Michigan. (n.d.). Considering the ethics of using GenAI. https://genai.umich.edu/guidance/students
§ Wiley Author Services. (2023).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on research integrity and publishing ethics.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ethics-

guidelin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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