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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裡的一首情詩－談 AI 對論文寫作與抄襲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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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安好，便是晴天。 ~徐志摩書信 

一、前言 

檢舉論文抄襲，在 2022 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中捲起千層浪，開端為前任新竹

市長林智堅的臺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及中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的碩士論文被指

控與他人之論文大量重複（李芯，2022；遠見編輯部，2022）。之後則幾乎所有

候選人的碩士論文都被以論文比對系統嚴格檢視。某些論文亦在比對後，相似比

例甚高而現出原形。這些候選人昔日引以為傲的碩士學位，此時反而成了任人掐

住的軟肋。而這場風波中有些候選人得以平安度過，然亦有些官員或候選人在這

場狂風暴雪下政治前途反轉直下。 

何以這個時間點論文抄襲被拿來當成攻擊政治人物的致命武器，背後有多重

因素的相互推升，然簡要而言，有三大因素值得探討，分別為傳統對學術殿堂的

尊崇、學術研究工具科技化下的資訊不對等、人工智慧（AI）霸權的興起。此三

項既是時代更迭下的因素，亦為世代交替的因素，更是典範轉移的因素。本文將

分別就這三個因素分別於第二至第四節進行探討。 

二、快雪時晴佳，想安善－關心永遠在 

第一個因素乃基於傳統對學術殿堂的尊崇，在網際網路並不發達的年代，曾

認真熬過撰寫論文的研究生都體驗過做研究及撰寫論文的艱辛。完成論文的研究

生亦會在謝誌中傾吐這段苦甜歷程中的百般滋味。時間若再拉遠，三十年前國內

的研究生應「享受」過讀研究所免繳學費且每個月享有公費的待遇。然而彼時研

究生都須跟著指導教授兢兢業業的收集資料與分析資料，研究生的歲月也幾乎都

是在實驗室與研究室中日以繼夜的案牘勞形。對於指導教授的建議與指正，都宛

若聖旨般的認真辦理。而且有時候不只要處理研究中的大小雜事，也要幫忙處理

指導教授的行政雜事，甚至是私人雜事。彼時研究生與指導教授間關係是緊密的，

許多指導教授也會將研究生視如家人般地看待。甚至畢業之後，也保持在指導教

授的門派下繼續闖蕩學術界或實務界。而指導教授常會為自己指導的研究生推薦

工作，學術職務也被當成單純又崇高的稀缺之物。 

然而象牙塔雖崇高，塔內的人終究無法不食人間煙火，況且塔外亦有許多人

渴望透過桂冠添加名聲光采。於是有如西方中古世紀之貴族的衰落與商賈的興起，

時代更迭下學術成了一門好生意。加上教育改革的呼聲與社運，大學紛紛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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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百花齊放。在職碩博士班也順勢為職場主管量身打造設立。「吳寶春條款」

更將技術與學術拉到共同的高度、給予同等的入學資格（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

標準，民 111 年 01 月 25 日）。各大學為了學術能量的維持與提升，一手向業界

及政府要錢，一手資助無財卻有才的研究生做研究。大學校長更肩負著募款重責，

以養活校內各項研究計畫的諸多研究工作者。研究所中寒門與豪門並存，使得傲

慢與偏見的劇情一幕幕的上演。 

記得早先少年時，大家誠誠懇懇，說一句是一句。 ~木心《從前慢》 

三、未果為結，力不次－研究與投稿的力不從心 

論文抄襲備受關注的第二個因素乃因學術研究工具科技化下的資訊不對等，

隨著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有非常高比率的研究工作都可以藉由新興

的科技產品來協助進行。例如協助觀察記錄的眼動儀、友善高效的統計軟體、批

量下載與管理文獻的軟體、語音辨識的文字謄寫軟體、近似自然語言的翻譯介面、

個性化的圖表生成軟體等。除此之外，更有集問卷設計、發送、收集於一體的網

路表單，讓收集問卷資料可以不需影印、裝訂、裝袋、黏貼等一堆繁雜文書工作，

僅需化指柔般的點擊螢幕，問卷便可透過網路廣發給相關對象。待資料從網路源

源流回網路表單並轉換為資料庫後，再「一鍵生成」統計報表。最後套用文字模

板和圖表模板，一份調查報告便美美亮相，許多研究生不必再苦守寒窯般的窩在

實驗室或研究室。對於出生就認識 3C 用品「數位原生族」而言，從小就與手機

與電腦等數位產品是親密玩伴，因此對軟體操作往往輕易上手，可以駕輕就熟的

藉由科技輔助來產生研究報告。若其課堂老師或指導教授忙於教學研究服務而分

身乏術，對這些具有表面效度的論文就予以放行，而這些研究生也得以瀟灑的身

騎白馬過三關。 

拜這些科技化學術輔助工具，雖然可使諸多研究生得以不需含辛茹苦般的做

研究與寫完論文。然而，象牙塔內的大學老師與研究員並沒有擺脫學術長工的運

命，縱使每年全球生產出上百萬篇的學術期刊論文，然要刊登上頂級期刊，挑戰

卻愈來愈大。而要做出好的研究並寫出優質論文，除了實力與創意，也需要經費

和人力。然而高教擴張使得研究經費補助僧益多粥益少，要想獲得研究經費補助

的門檻愈來愈高，大學老師也更難承諾提供經費讓研究生，並要求其研究指定的

主題。於是研究生紛紛改做輕薄短小的研究題目。碩士論文的水準，與學術期刊

要求的水準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而這個快速演化的學術圈，除了突變出顯性的

雞排博士（親子天下，2014），也同時突變出隱性的論文代寫產業（天下雜誌，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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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的日色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 ~木心《從前慢》 

四、漫天的雪無情－ChatGPT 對撰寫論文的衝擊 

論文抄襲被聚焦放大的第三個因素乃人工智慧霸權的興起。2022 年底

OpenAI 公司發布可免費使用的聊天機器人 ChatGPT（OpenAI, 2022）。雖然聊天

機器人並非橫空出世，然而這次 ChatGPT 彷彿投下超級震撼彈，蕈狀雲和輻射

塵有如漫天之雪讓全世界的菁英與白領都為之顫慄心寒，科技業的工程師更在這

個號稱 AI 元年的初始，逐批的被大量裁員。ChatGPT 的最大強項其實並不在與

人談心聊天，而是展現在知識性問題的回應。那種《十萬個為什麼》（Ilin 著，董

純才譯，1936）的科普問題，ChatGPT 可以在數秒內洋洋灑灑的列出令人驚豔的

答案。當老師要求學生寫讀書摘要與報告，或要求學生申論某個主張的觀點時，

ChatGPT 可以用一種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的姿態給出雄辯滔滔的論述。

於是大學老師用 ChatGPT 出考題，學生用 ChatGPT 回答問題，老師再用 ChatGPT

進行評分。一切看似有模有樣，但宛如空城計般的沒有人學習，也沒有產生出新

知識，所有對招都只在雙方的意念之間。 

對於學術論文，文獻回顧原本是做研究的基本功，要有紮實的文獻回顧，才

能對研究問題有良好的掌握。然而 ChatGPT 可以經由對話框的問答，將文獻回

顧整理得相當豐富。而且要觀點有觀點、要出處有出處、要順暢文句有順暢文句。

指導教授或期刊審查者很難辨別這些文獻回顧究竟是作者親手撰寫或是由

ChatGPT 生成的。甚至很多白目的期刊投稿者直接把 ChatGPT 列為共同作者，

讓期刊編輯為之傻眼。而這場風雲劇變，讓整個學術界長久下來的同儕審閱規則

出現最嚴重的倫理問題。 

從前的鎖也好看，鑰匙精美有樣子，你鎖了，人家就懂了。 ~木心《從前慢》 

五、結語－誰來賠這一生好光景 

ChatGPT 是否會讓從事研究的大學教師及研究員如同科技公司的工程師般

被大量棄置？畢竟學術研究也是個符合 Pareto 法則的不均衡產業，少數的頂尖科

學家產生多數的尖端成果，多數的學術長工產出灌水的平庸成果。是否 ChatGPT

會將學術論文及學術期刊的運作方式徹底砍掉重練？因為似乎只要留下部分菁

英中的菁英，剩下的就交給 AI 生成即可？相信很多大學教師及研究員也開始在

這場 AI 的漫天大雪中瑟瑟顫抖。 

筆者每年在研究所授課的「研究法」課程中，會有一章討論「撰寫研究報告」。

筆者在課堂上都會推薦 William Strunk, Jr.的《The elements of style》（Strunk, Jr. 

& Tenney, 2000）。該書裡面雖然有很多有關寫作的細節，然而筆者認為濃縮起來

最重要的就是撰寫文章時，心中要有對應的讀者（群）。不論是軟性的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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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生硬的學術論文，心中都應該有「對話的對象」。在對話的過程中，人類的

思維並不是線性的，但是 AI 卻只會依照演算法並遵守類似的模式產生文句。另

外對話之中人類是有情感的，而情感通常是複雜且無序的；但是 AI 卻只用低複

雜且有序的邏輯，列舉出與問題主旨高度相關的內容。人類撰寫的文章，可以時

而正經嚴肅，時而戲謔詼諧；可以時而慷慨譏諷，時而謙卑順從；可以時而濃情

愛意，時而恨妒神傷。況且還有非常多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隱喻和暗喻，句子

看似簡單，卻隱藏著雙方都熟知的緣深緣淺。 

或許整理和回顧類型的學術論文未來將完全由 AI 取代，論文代寫的產業也

將消失，甚至未來或許不再需要學術長工，但絕對不可缺少學術園丁。園丁雖然

做的事情雖然很多與農夫類似，但是園丁主要是細心照顧花園裡的每個花朵。花

朵看似無情，但對愛花的人而言，卻充滿著生命，可以讓人朝朝頻顧惜，夜夜不

能忘（胡適，1921）。未來可能論文作者在撰寫時都須跳脫那些冰冷的「客製化

公版」（章忠信，2023），而要用自己的情感賦予這篇論文生命。論文作者應是將

這篇論文「生」出來，而不是像 ChatGPT 將論文「生成」出來。ChatGPT 給學術

論文的衝擊或許是會是一場快雪時晴，我們就一起面對且欣賞其帶來的好光景。 

聲明：本文章的所有文句，皆非由 ChatGPT 等 AI 工具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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