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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選風人人有責─
淺析選罷法修正

◆ 新竹市政府政風處副處長 ─ 李志強

我國於 2023年 6月 9日修正公布《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選罷法》），並適用於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

《選罷法》修法目的主要是貫徹掃除

黑金、防杜境外勢力介入選罷活動，同時

促進選罷廣告資訊透明公開，另遏止深度

偽造影音影響選罷結果，藉此營造乾淨選

風，以下將歸納解析修法重點。

新增排黑條款

由於黑道不肖分子介入選舉時有所

聞，民眾多認為對於候選人之資格應制定

更嚴格之限制。經綜合考量犯罪行為態樣、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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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處罰刑度及侵害社會法益嚴重性等因

素，本次候選人消極資格（亦即不得參選）

修正如次：

一、曾犯《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

護法》、《國家情報工作法》、《反

滲透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或《洗錢防制法》相

關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含受緩

刑之宣告者）。

二、曾犯前述以外之罪，其最輕本刑為 7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並經判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確定者；或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

執行未畢、於緩刑期間或行刑權因罹

於時效消滅者。

三、受死刑、無期徒刑或 10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判決尚未確定。

綜上，本次修法主要是杜絕黑金槍毒

不法勢力介入選舉，避免不法之徒取得候

選人身分甚至當選，強化選賢與能。

保障相關權利

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範》，

並加深選民瞭解不同政黨理念，本次修法

刪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無選舉權之規

定。另明訂中央選舉委員會應以公費在全

國性無線電視頻道，供登記之政黨從事競

選宣傳或發表政見；個人或團體經登記之

政黨三分之一以上同意，得舉辦全國性無

線電視辯論會，電視臺應予受理，以保障

政黨發表政見權利。另鑑於數位科技普及，

本次修法將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

體（依據立法說明，此指任何公眾瀏覽之

網站、網路應用程式，包括社群網路、廣

告聯播網或搜尋引擎等）一併納入規範。

此次修法新增排黑條款，杜絕不法勢力介入選舉；另明訂中央選舉委員會應以公費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供登記

政黨從事競選宣傳或發表政見。（圖片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https://web.cec.gov.tw/central/cms/112amendment/39705）

MJIB



29No.48 NOV. 2023

防杜境外勢力

隨著新興網路科技及社群媒體發展，

資訊流通一日千里，以惡意、虛假不實或

具有損害效果之資訊（即假訊息）打擊特

定政黨或候選人，藉以影響選舉結果之「介

選」議題，亦逐漸受到各界關注。民主國

家為保障言論自由，對於媒體管制較為寬

鬆，民眾容易取得及傳遞訊息，造成散布

假訊息亂象日益嚴重。

為遏止境外勢力藉由委託播送廣告影

響我國選情，經參酌《政治獻金法》有關

禁止外、陸、港、澳資捐贈政治獻金之規

定，本次修法課予報紙、雜誌、廣播電視

事業、利用網際網路提供服務者或其他媒

體業者，刊播競選或罷免廣告應進行查證，

且不得接受外、陸、港、澳資直接或間接

於我國刊播廣告；受他人委託刊播廣告者，

亦負查證經費來源之義務，委託者並應出

具切結書供媒體業者留存。若違反關於廣

告應留存紀錄事項或內容之規定者，最高

處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或該廣告費 2
倍之罰鍰。

法務部經盤點近年妨害選舉態樣，發

現境外勢力介選影響甚鉅，且依過往偵查

經驗，其極具隱密性，偵查難度高，可能

動搖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故修正《鼓勵

檢舉妨害選舉要點》（2023年 8月 22日
生效），境外勢力介選最高檢舉獎金達

2,000萬元，以提高檢舉誘因，期阻絕境外
勢力滲透。

遏止深偽技術

2023年 8月間，發生部分媒體接獲
名為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抨擊副總統

賴清德訪美之會議錄音檔案件，經法務部

調查局以檢測軟體鑑別結果，其深度偽造

（Deepfake）可能性極高。因應近年人工
智慧技術發展趨勢，為避免深偽技術干預

隨著網路科技及社群媒體發展，資訊流通一日千里，以惡意、虛假不實或具損害效果之資訊打擊特定政黨或

候選人，藉以影響選舉結果之亂象日益嚴重；圖為中國大陸社群平臺流傳關於臺軍演習總統逃跑的假訊息。（圖

片來源：台灣事實查核中心，https://tfc-taiwan.org.tw/articles/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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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影響選罷結果，本次修法，將「深度偽

造」納入規範，界定此行為是指以電腦合

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本人不實之言行，

並足使他人誤信為真之技術表現形式；另

增訂選舉公告發布或罷免案宣告成立之日

起至投票日前一日止，擬參選人、候選人、

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知有於

廣播電視、網際網路刊播其本人之深度偽

造聲音、影像，得填具申請書表並繳納費

用，向警察機關申請鑑識。

且為免經警察機關鑑識具深度偽造情

事之影音內容持續散布，致侵害擬參選人

等權利及影響選罷結果，規定前揭人員應

檢具鑑識資料，以書面請求廣播電視事業、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應用服務

提供者處理所刊播之聲音、影像，並副知

主辦選舉委員會。業者於接獲請求 2日內，
依傳播媒介屬性，應採取停止刊播、限制

瀏覽、移除或下架等方式，違者最高處

1,000萬元罰鍰，並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為利檢調機關查察散布深偽影音者有

無違法情事，廣播電視事業、網際網路平

臺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應自

接獲請求之日起 6個月內，留存所刊播聲
音、影像之電磁紀錄或網頁資料，及委託

刊播者資料、網路使用紀錄資料；發生訴

訟時，應延長留存至裁判確定後 3個月。
違者，最高處 200萬元或該廣告費 2倍之
罰鍰。

另若以深偽技術偽造選罷活動相關特

定對象之聲音、影像者，最重處 7年有期
徒刑，而意圖營利者，則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最高得併科 1,000萬元罰金。

2023年 8月，部分媒體接獲名為民眾黨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抨擊副總統賴清德訪美之會議錄音檔案件，經

法務部調查局以檢測軟體鑑別結果，其深度偽造可能

性極高。（圖片來源：截自華視新聞，https://youtu.be/
Br6JPRmjCuY?si=3fe7Ac_f88E3YhMj）

為使競選或罷免廣告資訊更透明公開，除原定印發以

文圖從事競選、罷免之宣傳品須具名外，修法增列報

紙、雜誌、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所刊登或

播送之廣告，應載明刊播者、出資者及其他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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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廣告實名

為使競選或罷免廣告資訊更透明公

開，修法增列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

際網路或其他媒體所刊登或播送之競選或

罷免廣告，應於該廣告中載明或敘明刊播

者、出資者及其他相關資訊，違者最高處

200萬元或該廣告費 2倍之罰鍰。

《選罷法》原即明定政黨及任何人

印發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罷免之宣傳

品（指含有競選宣傳內容之文字、圖畫為

主體，並使用紙類印刷方式呈現之文宣物

品），應親自簽名。為便聯繫查證，本次

新增宣傳品之印發者如非候選人、罷免案

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應於宣傳品

上載明其住址或地址，印發者如為法人或

團體則須載明其地址。此外，政黨及任何

人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

競選或罷免廣告物均應具名，懸掛或豎立

之地點則須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

規範民調發布

《選罷法》已規範政黨及任何人自選

舉公告發布或罷免案成立宣告之日起，至

投票日 10日前所為有關候選人、被罷免
人或選舉、罷免民調資料之發布，應載明

負責調查單位、主持人、辦理時間、抽樣

方式、母體數、樣本數、誤差值及經費來

源。另為防杜任意發布候選人或選舉民調

資料，避免以不實民調誤導、影響選民判

斷之考量，本次增訂未載明前項應載事項

及其他各式具民調外觀之選罷資料，於前

項期間均不得發布、報導、散布、評論或

引述，但參選之政黨、候選人、提議人之

領銜人或被罷免人自行推估者，不在此限。

政黨及任何人自投票日前 10日起至投
票時間截止前，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引述前

開民調資料；政黨、候選人、罷免案提議

人之領銜人、被罷免人及其受僱人、代理

人或使用人違反前述規定者，最高處 200
萬元罰鍰，前述以外之人，最高則處 100
萬元罰鍰。

加重賭博刑責

參與賭博或經營選舉賭盤者原本僅觸

犯《刑法》賭博罪，考量其罪質內容不能

與一般賭博同視，且為防堵利用選舉賭盤

賠率或輸贏影響選舉結果，本次增訂參與

以選罷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最重處

6月有期徒刑或科 1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
營利，以選舉、罷免結果為標的，供給賭

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財物者，最重處 5年有
期徒刑，得併科 50萬元以下罰金。

法令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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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鑑於賭盤亦為影響選舉結果常見手

法，為贏得賭金，賭眾除改變自身投票意

向外，更可能煽動或影響其他選民，嚴重

危害選舉之公平性與公正性，故修正《鼓

勵檢舉妨害選舉要點》，因檢舉查獲經營

選舉賭盤者，檢舉獎金依選舉賭盤規模大

小，最高核予 500萬元，期以澈底斷絕賭
盤效應。

擴大政黨連坐

為使政黨妥慎推薦並恰當約束候選

人，另鑑於部分候選人經政黨推薦前，已

有逼迫他人惡意讓賢情事，本次修法擴大

政黨連坐處罰規範。如獲黨內提名之參選

人觸犯「搓圓仔湯」罪，經判刑確定者，

按其確定人數，推薦之政黨最高處 500萬

元罰鍰。政黨推薦之候選人，若有加害其

他候選人或已獲政黨黨內提名之參選人

（如殺人、傷害、妨害自由等），經有罪

判決確定者，同依前項規定連坐處罰推薦

之政黨。

結語

《選罷法》修法目的主要是杜絕黑金

政治，並防止不當外力介入選罷活動，進

而確保清廉參政，此固屬全民共識。然面

對大幅度修法，如何協助社會大眾在龐雜

的法條中掌握重點以維自身權益，應屬政

府相關單位努力之目標，而促使參選人及

政黨清楚瞭解相關規範並實際遵行，不僅

是當前要務，如此也才能真正落實《選罷

法》之立意。

至投票日 10日前有關候選人、被罷免人或選舉、
罷免民調資料之發布，應載明詳細調查背景資訊及

經費來源。（圖片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https://
web.cec.gov.tw/central/cms/112amendment/39705）

為防堵利用選舉賭盤賠率或輸贏影響選舉結果及危

害選舉之公平性與公正性，加重賭博刑責。（圖片

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https://web.cec.gov.tw/central/
cms/112amendment/3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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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取代人力的那一天

談AI 技術革新下的法律挑戰
◆ 大學助理教授 ─ 趙萃文

GPT創辦人馬斯克與人工智慧專家曾公開呼籲：暫停訓練比 GPT-4更強大
之 AI模型至少 6個月，因為它們帶來潛在倫理風險。

有圖有真相？

生成式 AI被應用在越來越多產業領
域，透過技術與服務創新讓人類生活品質

不斷提升；然而，在 AI生成技術科技日臻
進化之現代社會，無數以假亂真之 AI圖片
和影像在社群媒體流竄，甚至出現美國前

總統川普被捕、俄羅斯總統普丁向中共領

導人習近平下跪求援等畫面。由於擬真程

度高，在無法及時查證下，社會大眾很容

易在「有圖有真相」的直覺下，受到假訊

息影響，誤信資訊內容。

假訊息氾濫與言論自由

科技介入人們生活的方式，愈趨向無

形且天羅地網，大數據科技對用戶的電子

法令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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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電話通訊及網上聊天紀錄進行大規

模挖掘、疊加與整合，解讀出非常驚人的

個人身分特徵，對人民隱私與資安造成相

當程度侵蝕，現有法律護衛資訊隱私之保

障功能，恐將漸次喪失；而網路平臺

的特性，讓假訊息對個人與公共

利益的破壞更形巨大，也讓政

府產生管制網路平臺假訊息的

動機與壓力。

美國喬治城大學古德斯坦

教授指出，假新聞大量散布，不

僅需要有說服力的內容，發布這些內容還

需要透過大型網路平臺，相互擴大聲量。

假新聞透過社群媒體演算法在同溫層內散

播，形成所謂過濾泡，在言論市場藉由理

性思辨而淘汰錯誤訊息之功能發揮前，即

已造成大規模傳布與傷害。在大眾無法區

辨之情況下，過往市場理論中以「言論制

衡言論」法則難以沿用，更遑論發揮效益。

管制假訊息， 
避免民眾陷入中共認知作戰

現今數位時代，數位極權國家藉由 AI
系統，從事分眾標記、微目標定位，或藉

由意見領袖、圖文迷因、深偽技術與社交

網傳俄羅斯總統普丁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下跪求援的畫面，實為 AI生成圖片，由細節可見普丁頭部比例怪異
與牆面變形扭曲的破綻，亦可從雙方會面現場照片的穿著、場地布景等處看出差異性。（Photo Credit: MyGoPen, 
https://www.mygopen.com/2023/03/ai-xi.html）

假新聞透過社群媒體演算法在同溫層內散播，形成過

濾泡，在言論市場淘汰錯誤訊息之功能發揮前，即已

造成大規模傳布與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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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等，透過運算宣傳操弄資訊，影響

社會大眾心理，激化社會分歧，並干預民

主選舉。中共運用在地協力者對我統戰滲

透、政治傳播，滲透策略及手法推陳出新，

期達深化融臺之統戰成效。

中國大陸對我進行大量假訊息、假新

聞之認知作戰從未間斷，政府雖已禁止公

部門使用抖音等具資安疑慮的軟體，惟就

推動《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卻因部分

條文爭議而未能通過。我國的自由民主面

臨外部及內部雙重挑戰，民主轉型有賴政

治及經濟條件支撐，但針對假訊息氾濫之

國安危機時，仍需讓公民社會理解言論自

由的界線，妥善拿捏言論自由與國家安全

的界線，讓 AI應用可以更加安全，而不會
造成侵害民眾隱私，抑或形成對立、不信

任等情況。

針對中共對臺統戰之防範，探討民主

數位轉型，如何防制威權主義的干預破壞，

能否參考《德國基本法》第 18條基本權利

的剝奪，增訂有關言論自由與表意自由的

規制，用以強化防衛性民主的內涵，將是

臺灣民主的新課題。

假訊息會讓人做出錯誤決定，侵害個

人權利，並破壞社會互信，使公共利益遭

受侵害；我國已連續 10年蟬聯接受境外假
消息侵擾最頻繁國家，在社會及媒體兩個

領域被中國大陸認知作戰侵入最深，其影

響國人的認知，包含對民主的信心，與國

際合作交往的信心，要如何揭露並讓民眾

知悉，避免陷入對岸認知作戰，至關重要。

AI治理應受官方監督

生成式 AI結合大型網路平臺已是最新
趨勢，在 AI治理上，不能再完全仰賴科技
產業自治，應受到一定程度官方監督，以

促進良性之科技發展進程。歐盟於 2021年
《人工智慧法律調和規則草案》，進行以

風險為基礎的法制框架，就高風險 AI擬定
管理機制，針對 AI管理，立法例上或可參

2022年 NCC提出《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然而，許多人認為監管法案將打擊網路的自由與多元，甚至嚴
重影響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因此爭議不休，未能通過。（圖片來源：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FB，https://
www.facebook.com/mediawatch/posts/1015976964894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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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歐盟《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第 9、10條規定，原則上平臺
業者自我管理，惟政府若發現平臺上資訊

明顯違法時，仍然可以介入，並以命令方

式要求平臺將違法內容資訊取下；另於法

院裁決或行政機關依法責令中介服務者提

供相關協助，亦必須盡快配合。同時 DSA
針對用戶數超過 4,500萬人之超大型平臺
業者，設計諸多行政檢查義務，如透明報

告義務、具公信力之檢舉人機制，均值得

我國效仿推行。期望立法者能模仿歐盟

DSA精神，結合當前國安情勢，以更開放
多元的態度，將部分爭議條文暫時擱置或

刪除，則剩餘的《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

條文仍值得政府和立法院繼續推動。*

ChatGPT能迅速在幾秒鐘內 
生成假訊息

AI讓製造虛假消息的能力大增，製
作也更為容易，ChatGPT、AI算圖、深偽
（Deep Fake）均能迅速於幾秒鐘內生成假
訊息，配上造假圖片、影音，一般人無法

分辨真假，造成國安問題，需要透過事實

查核打擊假訊息，並利用科技手段來抓取

放出假消息之網軍；例如 2016年的美國總
統大選就因為科技技術影響選情走向，美

國政府 2022年 10月即已公布《人工智慧
權利法案》規劃方向，期藉由協助指導科

技業者設計、開發與部署人工智慧，以及

其他自動化系統，藉此保護美國公民權利

與安全。

我國已連續 10年蟬聯全球接受境外假消息侵擾最頻繁國家，在社會及媒體兩個領域被中國大陸認知作戰侵入最
深，嚴重影響國人對事實的認知。（Source: Varieties of Democracy, https://v-dem.net/data_analysis/MapGraph）

 
* 趙萃文，〈GPT假新聞資訊戰〉，《自由時報》，2023年 4月 2日，A14版。

MJIB



37No.48 NOV. 2023

GPT創辦人馬斯克與 AI專家曾公開呼
籲：暫停訓練比 GPT-4更強大之 AI模型至
少 6個月，因為它們帶來潛在倫理風險，
未來之 AI系統應進行獨立審查，開發和實
施一套由外部專家嚴格審計和監督，先進

AI設計和開發的共享安全協議，確保 AI技
術不會偏離「智慧向善」原則。

用 AI「監理」的正當性

時至今日，數位發展潮流及轉變快速，

讓法規及政策時常在後面追趕，當戰爭武

器、國安情資，乃至政治選舉都在朝 AI發
展，AI平臺自然需要健康有序之政策與法
律，包括管理組織、資訊蒐集運用、資料

安全、虛偽資訊、平臺監管及法遵倫理等，

如何對其有適當的法律規制，確保其能遵

守法律規則，重視倫理精神公平透明，或

係非常困難的議題，但實為重中之重。

目前將 AI真正運用在識別假訊息之工
作，除以法律規範技術發展之準則外，應

引進或研發相對應之偵測技術，讓管制者

能有同等武器去對抗被濫用之新興科技與

AI。假訊息之「監理科技」，其本身對於
社會以及人民的言論自由等基本權，是否

亦產生一定程度風險？考諸《歐盟人工智

慧草案》立法核心在於基本權保障與風險

評估，因此若認為政府使用特定之 AI將會
侵害人民基本權，該 AI便很有可能被歸類
在「高風險」或「不可容許」類別，僅許

在對抗關涉疫情之假訊息、國安之境外資

訊戰、選舉不實資訊等「特別有害的」之

假訊息，將之歸類為「高法益侵害」，或

防止與偵查特定重大犯罪等幾類具重大公

益性例外下，具備更堅強之正當性基礎，

才允許執法單位使用；至若人臉識別系統

這類大規模監控人民之技術，該法案便嚴

格禁止。

歐盟《數位服務法》要求平臺管理非法與不當內容、提升演算法透明度、加強監理定位廣告和線上商店等，

藉此保障用戶的數位人權、強化用戶在數位環境的控制權。（圖片來源：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FB，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watch/posts/7050886183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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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監管 AI法制 
人類將面臨嚴峻風險

雖然科技本身不容易監管，但許多科

學家已預見先進 AI將對社會造成負面衝
擊，因是，科技要能維持運作，還是需要

立法監管。缺乏監管的 AI，人類的能動性、
尊嚴及所有人權，均處於嚴重風險。承此，

理性、純樸、善良的人文思維，亦應隨著

科技進展而愈加深厚，才能帶來更多正向

意義與價值，裨益社會進步。針對後疫情

時代數位化發展，法律制度對科技變革不

僅應有所回應，更應以「前瞻性」之法律

改革來驅動科技快速發展。

隨著軟體之功能愈加強大，有人擔心

AI取代人力的那一天，終究會來臨，人類
飯碗不保。其實 AI之開發與運用，應從技
術與法律兩個維度強化應用安全，科技創

新與風險預防才能同步推進，共創安全、

穩健、可信任的 AI環境，方能避免 AI帶
來的風險，並享受 AI所帶來更美好優質的
生活。

ChatGPT、AI算圖、深偽均能迅速於幾秒鐘內生成假訊息，配上造假圖片、影音，一般人無法輕易分辨真假；左
圖為網傳泰坦號觀光潛水艇的殘骸照，右圖為人類與機器人對打乒乓球的影片截圖，兩者皆為 AI生成的假訊息。
（Photo Credit: MyGoPen, https://www.mygopen.com/2023/06/titan.html; https://www.mygopen.com/2023/07/table-tennis.html）

《歐盟人工智慧草案》指出，若政府使用特定之

AI會侵害人民基本權，該 AI便可能被歸類在「高
風險」或「不可容許」類別，如人臉識別系統這

類大規模監控人民之技術，該法案便嚴格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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