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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新聞傳播侵權的發生，與數據的應用有關，其
法律救濟規則也是數據的保護規則相關。根據卡-梅框
架理論，現行法為承載著人格權、知識產權等法益的數
據，提供了財產規則與責任規則的混合保護，其中商業
秘密的保護還兼具管制規則功能，為相關法益提供了較
為全面、合理的侵權救濟途徑。對於不承載任何法益的
網路流覽記錄等零散數據，法律應維持不予賦權的現
狀。對於數據商主體收集與整理的去身份化的大數據
集，未來立法應提供財產規則與責任規則的混合保護，
以平衡大數據的利用者與數據商主體之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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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結 論

根據卡-梅框架理論，現行立法為承載著人格權、
知識產權等法益的數據，提供了財產規則與責任
規則的混合保護，其中商業秘密的保護還兼具管
制規則功能，為相關法益提供了較為全面、合理
的侵權救濟途徑。對於不承載任何法益的網路流
覽記錄等零散數據，法律應維持不予賦權的現狀。
對於數據商主體收集與整理的去身份化的大數據
集，未來立法應提供財產規則與責任規則的混合
保護；以平衡大數據的利用者與數據商主體之間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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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法教義學研究方法、法律史研究方法和比較法研究
方法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在新聞傳播業，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使得新聞傳播的生產流程，
傳播途徑、模式、載體以及呈現方式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
中，機器人寫作革新了新聞生產流程，算法推薦迎合了受眾需求，
智能分發提高了傳播效率。然而，任何技術的發展都像㇐把“雙
刃劍”,人工智慧在為新聞傳播提速增效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
法律上的新問題、新挑戰，如隱私權、肖像權、著作權、商業秘
密等的保護與安全。這些問題促使立法者從法律層面給予回應並
加以解決。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課題針對現行法律中有關人工智慧新聞傳播侵權的救濟規則，
嘗試以法經濟學中經典的“卡-梅框架”理論為分析工具，分析
現行救濟規則的正當性與不足，以期為人工智能新聞傳播侵權法
律救濟規則的完善提供理論支持。

The occurrence of infringements in news disseminatio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rrelat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and the legal
remedies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alabresi-Melamed framework theory, the current laws provide a
hybri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ules and liability rules for data that embody
legal interests such as personality righ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mong these, the protection of trade secrets also integrates regulatory
rules, offering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and reasonable pathway for
infringement remedies of related legal interests. For scattered data, such as
internet browsing records, that do not carry any legal interests, the law
should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of not granting rights. For de-identified big
data sets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by data businesses, future legislation
should provide hybri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ules and liability rules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between the users of big data and the data business
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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