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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時代對董事會的新挑戰

◼ AI科技快速發展的挑戰

◼ 對於AI科技本身及其對企業經營可能產生的影響難以即時掌握

◼ AI科技牽動整體社會發展，法規將迎來大幅度變動

◼ 跨域門檻降低，無論是個人智識或產業競爭

◼ LLM（大型語言模型）巨量、多元的訓練資料，只要是透過語言表達
的知識，均可能為生成式AI所處理，本身即具有跨域的潛在能力

◼ 董事會成員中，即令缺乏某些特殊專業領域的成員，仍可能借助生成
式AI由不同專業領域角度提供意見參考，決策能力可能較諸專業能力
更為重要

◼ 產業跨域競爭風險加劇，傳統的各種產業門檻可能在不知不覺間被AI
科技降低，來自不同產業新材料、新方法一夕之間改變產業的競爭態
勢的風險遠高於過往



AI時代對董事會的新挑戰

◼ 企業經營是否導入AI科技將成為無法閃避的議題

◼ AI科技的導入有其相當的成本與資源的需求，企業難以無痛進入AI時
代，但何時、如何做以及何種程度或規模的導入，則是董事會必須面
臨的挑戰

◼ 競爭對手、AI相關技術發展、國際法規均可能帶來不同的壓力與機會

◼ 決策品質與資料治理將日益透明化

◼ AI工具可大幅提高董事會決策品質，但前提在於董事會成員掌握AI工
具的能力也隨之提升，不會落入過度依賴AI的陷阱

◼ 決策所需的企業資料及產業資訊，高度依賴企業資料治理的品質，AI
工具可提高董事會成員掌握決策所需資料的能力，但前提在於資料正
確、完整且具可用性

◼ 不當的決策更容易被檢視出來



AI時代對董事會的新挑戰

◼ 不僅是科技，而是兼具價值與倫理的挑戰
◼ AI科技的導入不僅是對研發、生產線等偏技術面的領域，而是整體企業數位

轉型，即可能對於企業既有價值觀產生衝擊

◼ 例如：即令是目前最強大的AI公司—OpenAI，董事會之間即曾經發生多次
不同的意見衝突，先前來自馬斯克的訴訟（非營利、開放路線之爭）、
2023年董事會解聘Sam Altman又在員工反彈下快速回聘，改組董事會、
OpenAI與微軟間的關係等，究其根源都與企業的「核心價值」有關

◼ AI應用可能性廣，但技術愈強大，倫理面的挑戰則更大。

◼ 例如：AI應用於生產線的品質或效率控管，可能同時遇到員工認為自己受到
監控，失去個人在職場環境的隱私；AI應用在對消費者端的商品或服務，可
能具有潛在難以預期的風險，但深受消費者喜愛？為了蒐集更多更完整的資
料，擴大對不合法資料來源的蒐集？

◼ 傳統管理的問題可能升級為治理的問題，即董事會可能需要更多決策參與





公司治理與智慧財產權管理

◼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37條之2，「董事會對上市上櫃公司智慧財
產之經營方向與績效，宜就下列構面進行評估與監督，以確保公司以
「計劃、執行、檢查與行動」之管理循環，建立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 一、制訂與營運策略有關連之智慧財產管理政策、目標與制度。

◼ 二、依規模、型態，建立、實施、維持其智慧財產取得、保護、維護
與運用管理制度。

◼ 三、決定及提供足以有效實施與維持智慧財產管理制度所需之資源。

◼ 四、觀測內外部有關智慧財產管理之風險或機會並採取因應措施。

◼ 五、規劃及實施持續改善機制，以確保智慧財產管理制度運作與成效
符合。

◼ 智慧財產權既是無形資產，也是無形風險，須納入企業經營管理的範疇





智慧財產權侵權的風險

◼ 刑事責任

◼ 法人（公司）無法自行犯罪，所以，必然會處罰自然人，而實際從事
侵權行為之人，與指示或未盡防免侵權行為之主管，甚至是負責人，
均可能被認定屬於應負責之行為人

◼ 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對於法人設有兩罰規定，處罰金刑

◼ 民事責任

◼ 登報：著作權法第89條：被害人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用，將判決書
內容全部或一部登載新聞紙、雜誌。

◼ 損害賠償：一般損害賠償（所受損害、所失利益）、特別損害賠償
（法定損害賠償、懲罰性損害賠償）

◼ 侵權防免：禁止從事特定侵權行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智慧財產權侵權的風險

◼ 跨國交易的智慧
財產權風險
專利、商標、著
作權等法律，因
為國際條約的關
係，各國幾乎均
設有邊境保護措
施，若在邊境遭
查扣，亦可能因
此而產生與買家
間違約的爭訟風
險



企業智慧財產權管理基本思維

◼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 並不是只要企業或個人從事創作活動，國家就當然給予保護，若涉及
跨國保護的需求，別的國家更不可能主動、積極給予外國人創作保護

◼ 專利、商標需要各國逐一註冊、營業秘密需要事先的管理，等到可能
的爭議發生再思考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問題可能就來不及

◼ 開源與節流

◼ 開源：對外授權、訴訟、與他人合作、行銷是智慧財產權管理的核心

◼ 節流：IP重複利用、避免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也是智慧財產權管理的
重點



企業智慧財產權管理基本思維

◼ 縱向深化智權管理

◼ 針對單一的智慧財產權，設法使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可以最嚴密、完整、
甚至向後延伸，不要因為忽略法律規定而致無法取得完整保護

◼ 橫向連結不同智權法律

◼ 產品或服務可能可以取得不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包括不同階段不同
保護，或同時由多數不同的權利保護不同的範圍，可以注意：營業秘
密與專利的整合、商標與著作權的整合、專利與著作權的整合等

◼ 智慧財產權管理先從文件著手

◼ 智慧財產權產出、權利證明、交易或授權的文件，應做基本管理

◼ 依據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期間，規劃適延長或擴大保護的可能性



生成式AI如何協助董事會深入智財法遵事宜？

◼ 智財管理政策與營運策略的連結

◼ 生成式AI可以大量消化既有資料，包括企業本身、競爭對手及整體產
業資訊，更有利於董事會將智慧財產視為公司競爭策略的一環，主動
參與制定與企業中長程營運策略緊密連結的智財管理政策與目標

◼ 協助評估以智慧財產權為目的的投資

◼ 智慧財產權不一定只能透過自行研發，對外取得授權、受讓、投資、
併購等，都是可行的方式。生成式AI跨域的解讀資料的能力，可降低
公司跨出熟悉產業領域投資的風險

◼ 智財管理相關風險與機會的監測與因應

◼ 透過流程、文件的檢視，降低內部與外部合作方侵權風險

◼ 國內外競爭者相關智慧財產權、投資新聞監測與分析



AI時代董事會角色與責任

◼ 治理（Governance）：決策品質與風險控管

◼ 訂定AI導入政策，要求管理階層對AI技術導入過程中的法規遵循、設
備安全、營運效率等定期報告

◼ 督導AI系統是否確實強化風險預警、環保與品質管控，降低營運中斷
或違規罰款風險

◼ 透明（Transparency）：資訊揭露與溝通

◼ 要求公司將AI在營運（如碳排放管理、能源效率）上的成果，及可能
出現的失誤或風險，主動揭露於年度報告或ESG報告中

◼ 督促管理層與投資人、社區及監管機關溝通AI資料來源、演算法透明
度與其決策基礎



AI時代董事會角色與責任

◼ 數位（Digital）：資訊系統整合與預警能力

◼ 督導公司建立數據治理制度，確保AI資料來源符合規範、系統串接
ERP/BI等企業資源規劃平台，並能即時產出預警報告給高層決策參考

◼ 關注AI系統資訊安全，避免遭駭客入侵造成營運或資料外洩損失

◼ 創新（Innovation）：經營模式與長期價值

◼ 鼓勵管理階層將AI用於尋找新市場（如低碳水泥、海外基建）、優化
製程、創造差異化產品，同時要求風險評估與回饋機制

◼ 督促創新專案不僅追求新技術導入，更須結合營運目標與永續發展
（如減碳、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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