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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研討會肇因於我於這學期休假，趁著在東北大學電氣與通信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Communication, RIEC）訪問之際，提議一同舉辦人

工智慧和人類研究相關的研討會。有幸的是，除了獲得到該單位主管 Satoshi 

Shioiri 的支持，以及本校新成立的人工智慧與前瞻機器人中心傅立成主任的支持，

得以於 2017 年 12 月 23 號在台大心理系舉辦首屆的台大暨東北大學人工智慧與

人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一次由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和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

中心主辦，透過東北大學和臺大跨領域學者的五場共十個主題演講和一場 Panel 

Discussion 的專題研討，共邀請了 14 位講者（兩校各七位）。感謝這些講者積極

參與，而底定所有講題之後，開放報名沒多久就額滿，這種意料之外的熱門，反

映了大家對人工智慧時代人類何去何從有著各種期待和焦慮。 

 

 此次研討會主題訂為人工智慧在人文科學的應用，特別希望強調人類相關研

究和人工智慧的關聯，因此講者的主題雖也有硬調的人工智慧硬體，仍希望和人

類的研究有所關聯。由於人工智慧的使用觸及廣泛，藉這次跨團隊跨領域的國際

交流，希望能促成了台日人工智慧和人類相關研究的交流與更多可能合作的方

向。 



 

圖 1：研討會宣傳海報 

 

  

 

圖 2：參與者們踴躍發問 



 
圖 3：簽到 

 知識交流的饗宴 

  在研討會一開始的議程中，分別由東北大學與台灣大學不同領域的學者，

針對人工智慧與其專業領域的內容進行報告分享。本次邀請的講者背景多元

性，如人工智慧與前瞻機器人中心傅立成主任分享如何優化人機互動，仿造

人類實際交流情形，讓機器人在行走與對話上更為自然與人性化。也請到生

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岳修平教授分享人工智慧在教育上的運用，增進教師

與學生們在課堂上的互動，並記錄與回饋學習成果。並邀請台大醫院何奕倫

教授分享雲端醫療在偏遠地區的應用，藉由家庭配置醫療檢測器材並定時將

資料傳輸至醫院，讓院方得以掌握患者每日的健康情形，並早期發現病變風

險，除降低患者死亡率也為醫院節省了大量的醫療支出。利用人工智慧探討

人類特有的心智活動也是本次研討會的特點，台大語言所謝舒凱教授利用自

然語言處理研究同理心，開發智能化聊天機器人。而台大心理系黃從仁教授

從認知科學的角度探索神經網路模型，並分享大數據研究的案例。當初規劃

此研討會，就是希望涵蓋心理、語言、醫學、機器人、以及人工智慧等等主

題的專題演講，台大和東北大學的教授們分別在此主題上有匹配的主題，例

如帶領東北大學團隊來台的 RIEC 主任 Shioiri 教授，講的主題是 AI Chrone，

和岳修平教授排在第一場。下圖為五個場次中各場次的兩位講者。 

 

  



圖 4：講者 Shioiri 教授 圖 5：講者岳修平教授 

 

圖 6：講者 Inui 教授 

 

圖 7：講者謝舒凱教授 

 

圖 8：講者 Oouchida 教授 

 

圖 9：講者何奕倫教授 

 

圖 10：講者傅立成教授 

 

圖 11：講者 Kitamura 教授 

 

圖 12：講者黃從仁教授 

 

圖 13：講者 Horio 教授 

 Panel Discussion 分享 

  下午最後的場次則是邀請四位講者分別用 15 分鐘介紹特定主題後，最後

半小時齊聚在講台上進行 Panel Discussion，探討人工智慧的道德倫理問題，

透過參與者和講者們的交流互動，腦力激盪對人工智慧的看法。 



 

圖 14：講者 Tokuyama 教授 

 

圖 15：講者黃榮村教授 

 

圖 16：講者翁岳暄教授 

 

圖 17：講者許永真教授 

 

圖 18：Panel Discussion 

 

 會後回饋 

  本次研討會報名踴躍與現場發問交流熱絡，而在研討會結束後的參與回

饋中（見圖 19），可以看到參與者對於本次會議的整體評價及期待符合度都

非常良好。尤其在最後的 panel discussion 環節更是被許多與會者所稱讚，希

望能多增加類似模式的議程安排，這也將會做為後續本系列研討會的參考。 



  
圖 19：會後回饋結果 

 

 結語 

  在本研討會結束後隔天，我們邀請了此次蒞臨與會的東北大學教授們於心

理系與其他特別邀請來的台灣學者共同規劃未來的合作計畫與模式。在確立接下

來的合作關係之餘，日本也將帶著這次的研討會的成功經驗，以及其他與會者提

出的建議，將於 2018 年 11 月於日本仙台東北大學舉辦第二屆的研討會，一方面

討論人工智慧與人文研究相關的學術現況與展望，也希望能夠對外發表兩校間階

段性的合作成果。 

  本研討會是一個臺灣和日本合作的開始，希望透過這樣的交流能夠更加深化

我們在學術上的交流和合作機會。 最後要特別感謝東北大學電氣與通信研究所

的所長 Shioiri 教授大力支持並帶領東北的團隊來台，以及曾加蕙副教授協助籌辦

研討會，同時也感謝心理學系與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中心的同仁們的支持與協

助，以及我實驗室助理以及十多位學生的鼎力相助。兩個月以來的努力，讓第一

次兩校的合作有了一個好的開始，期盼未來有更多的交流合作，並朝能增進人類

生活福祉和生命品質的目標邁進。 

 

圖 20：參與者與貴賓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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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會場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