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CTS & 
CONTEXTS
MATTER  MED IA  L ITERACY 

   IN  EAST AS IA 
  AND EUROPE

2023年 10月 28日
08:00 UTC+2 •  14 :00 UTC+8 •  15 :00 UTC+9



議程

下午2:00 (UTC+8) 開幕 劉羿雯（Ai-Men Lau），社會參與負責人，「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

下午2:15 《東亞和歐洲的錯誤資訊與造假資訊的動態》 

主持人： 
劉羿雯（Ai-Men Lau），「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

珍妮特‧霍夫曼（Jeanette Hofmann），「媒體與傳播研究所」教授，
「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鍛治本正人（Masato Kajimoto），「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
「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下午3:00 中場休息 

下午3:15 《生成式人工智慧如何改變資訊環境與媒體素養介入？》 

主持人：
游知澔（Chihhao Yu），「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
（IORG）共同主持人
 

洪性旭（音譯）（Sungook Hong），「科學研究系」教授，
「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侯宜秀（Isabel Hou），「台灣人工智慧學校」（Taiwan AI Academy）秘書長

安東尼奧・克呂格（Antonio Krüger），「德國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German Research Center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DFKI）執行長兼科學主任

下午4:00 《談論政治：國家監管與意識形態》

主持人：
珍妮特‧霍夫曼（Jeanette Hofmann），「柏林自由大學」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毛里裘斯・多恩（Mauritius Dorn），「戰略對話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簡稱：ISD）資深數位政策暨教育經理

古田大輔（Daisuke Furuta），「日本事實查核中心」
（Japan Fact-Check Center；簡稱：JFC）主編

下午4:45 中場休息

下午5:00 《分組講座：四個國家實地處理錯誤資訊與仇恨言論的情況》 
  
主持人：
劉羿雯（Ai-Men Lau），「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

鄭秀璟（音譯）（Sookeung Jung），政策委員會主席，「民主媒體公民聯盟」
（Citizens’ 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Media；簡稱：CCDM）

長澤江美（Emi Nagasawa），研究員，「SmartNews媒體研究所」（SmartNews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坂本旬（Jun Sakamoto），「終身學習暨職涯研究學院」
教授，「法政大學」（Hosei University）

西蒙妮・拉法埃爾（Simone Rafael），數位專案負責人，「阿馬杜・安東尼奧基金
會」（Amadeu Antonio Foundation）

游知澔（Chihhao Yu），「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共同主持人

下午6:00 《應對造假資訊與網路仇恨言論：利用全球視角尋求集體解決方案》

主持人：
鍛治本正人（Masato Kajimoto），「香港大學」（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毛里裘斯・多恩（Mauritius Dorn），「戰略對話研究所」（ISD）

鄭秀璟（音譯）（Sookeung Jung），「民主媒體公民聯盟」（CCDM）

侯宜秀（Isabel Hou），「台灣人工智慧學校」（Taiwan AI Academy）

下午7:00 閉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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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霍夫曼是「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所屬「媒體與傳播研究
所」的教授。她也是「柏林社會科學中心」
（Berlin Social Science Center；簡稱：W-
ZB）「數位化政策」研究小組的負責人、「
洪堡德網路與社會研究所」（Alexander von 
Humboldt Institute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
簡稱：HIIG）的共同主任，以及「維增鮑姆網
絡社會研究所」（Weizenbaum Institute for 
the Networked Society）的首席研究員。民主
與數位化是她主要的研究領域，她則把重心擺
在技術的社會形塑以及它們對於社會的變革性
影響。此外，她也研究歐洲對於數位平台的監
管。

鍛治本正人博士（社會學）是「香港大學」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副教授。他專
注於新聞素養教育、事實查核實踐、不實訊息
生態系統研究以及亞洲的新聞自由。他於2019
年創立了非營利教育組織「亞洲新聞與資訊教
育聯盟」（Asian Network of News and Infor-
mation Educators；簡稱：ANNIE），致力開
發側重區域的教學及學習的材料。它的旗艦企
劃則是由學生所主導的事實查核編輯台「亞洲
新聞與資訊教育聯盟研究室」（Annie Lab）
；「Annie Lab」目前為「國際事實查核聯
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簡稱：IFCN）認證的簽署成員。

（珍妮特・霍夫曼）
JEANETTE HOFMANN MASATO KAJIMOTO

（鍛治本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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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羿雯是「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
社會參與團隊的負責人，也是「加拿大香港
聯盟」（Alliance Canada Hong Kong；簡
稱：ACHK）的顧問。在任職於「民主實驗
室」期間，她曾針對外國的跨國鎮壓與流離海
外的華人進行研究。她擁有「卡加利大學」
（University of Calgary）頒授的公共政策碩
士學位及社會工作學士學位。目前居住於台灣
台北。

（劉羿雯）
AI-MEN LAU

講者



侯宜秀是位資深律師，專注於科技創新的法律
議題，於2019至2023年期間擔任專門工作組
「零時政府揪松團」（g0v jothon）的主席。
她是「台灣人工智慧學校」（Taiwan AI Acad-
emy）的秘書長，也是人工智慧公民論壇計畫
（「風火輪計畫」）的推手。2019至2022年
期間，她曾擔任台灣的「立法院開放國會委員
會」民間委員。此外，她也是「零時小學校」
（Sch001）計畫的共同發起人；該計畫則旨
在促進年輕世代之間的公民技術合作。

洪性旭是韓國「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所屬「科學研究系」的教授。他
也曾任教於「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
ronto）（1995~2003）。2015年時，他在「
首爾大學」開設了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的跨領域
副修科目，其後又於2022年成為新成立的「科
學研究系」的系主任。他曾撰寫許多關於科技
災難的論文和書籍，近年來也致力於人工智慧
在社會、倫理與法律等各種面向的研究。

（侯宜秀）（洪性旭〔音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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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奧・克呂格是「德國人工智慧研究中
心」（German Research Center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DFKI）的執行長兼科學
主任，也是該中心所屬「認知助理」部門的負
責人。他是「薩爾蘭大學」（Universität des 
Saarlandes）所屬「電腦科學系」的正教授（
自2009年起）暨該校「普及媒體科技研究室」
（Ubiquitous Media Technology Lab）的負責
人；同時也是「德國人工智慧研究中心」所屬
「創新零售研究室」（Innovative Retail Lab-
oratory；簡稱：IRL）的科學主任。克呂格教
授是國際知名關於人機互動與人工智慧方面的
專家。

（安東尼奧・克呂格）
ISABEL HOU ANTONIO KRÜGERSUNGOOK HONG

講者



古田大輔是位獨立記者，也是「日本事實查核
中心」（Japan Fact-Check Center；簡稱：-
JFC）的主編。他曾任職於《朝日新聞》在日
本與東南亞的分社，其後轉往《BuzzFeed》
擔任其日本版的創辦人兼主編。2019年，古田
先生成立了他自己的公司「媒體合作」（me-
dia-collab），藉以支持日本新聞媒體的數位
轉型。2020到2022年期間，他曾在「谷歌新
聞實驗室」（Google News Lab）擔任助教，
培訓了兩萬多名記者和學生。此外，古田先生
還是「數位記者教育研究所」（Digital Jour-
nalist Education Institute；簡稱：D-JEDI）
與「日本事實查核推廣協會」（Fact-Check  
Initiative Japan；簡稱：FIJ）的理事。

（古田大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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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里 裘 斯 ・ 多 恩 是 德 國 「 戰 略 對 話 研 究
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簡
稱 ： I S D ） 的 資 深 數 位 政 策 暨 教 育 經 理 。
他負責協調數位政策建議並主持「前方」
（AHEAD）計畫（這是一個資訊與對話的系
列，旨在提供對於造假資訊的全面理解）。
他也支援該所所屬「數位政策研究室」（Dig-
ital Policy Lab；簡稱：DPL），更是許多
報告的共同作者。他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
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簡稱：LSE）與上海「復旦
大學」的全球媒體與傳播的雙碩士學位。

（毛里裘斯・多恩）

鄭秀璟直到不久之前都在「國際法律經營大
學」（Trans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Uni-
versity）所屬「國際研究系」擔任助理教授，
教授全球媒體文化。她還身兼「民主媒體公民
聯盟」（Citizens’ Coalition for Democratic Me-
dia）的政策委員會主席；該聯盟是一個以韓國
為本、專門從事媒體監督與公民媒體教育的非
政府組織，她在其中致力於促進韓國媒體業的
民主和擴大韓國公民的媒體權利。自1990年代
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她曾在韓國國家公共廣
播網「文化廣播公司」（Munhw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MBC）擔任電視編劇，
參與時事與歷史紀錄片的製作。其後，她創辦
了一家獨立製作公司，也製作了關於資訊和文
化的系列節目。鄭秀璟於2019年獲得美國「喬
治亞州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頒授的傳播學博士學位。

（鄭秀璟〔音譯〕）
DAISUKE FURUTA SOOKEUNG JUNGMAURITIUS DORN

講者



游知澔是軟體工程師暨資訊設計師，也是
「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原名Infor-
mation Operations Research Group；簡
稱：IORG）的共同主持人；該法人註冊
於台灣，總部設於台北。知澔負責協調
「IORG」的科學研究、數據工程、社區
參與和國際交流，此外，他也致力於引導
組織能力打擊資訊操縱、維護選舉的公正
性以及增強台灣的民主韌性。知澔也是台
灣公民黑客社群「零時政府」（g0v）的
眾多貢獻者之一、「零時政府」國際交流
工作小組的共同發起人之一，還是西太平
洋公民黑客網絡「面海松」（Facing the 
Ocean）的組織者之一。

西蒙妮・拉法埃爾是「阿馬杜・安東尼奧基金
會」（Amadeu Antonio Foundation）所屬新
聞網站www.belltower.news的主編。該基金
會致力於，藉由強化與提升德國的民主行動
者及組織的能力，去對抗極右極端主義、反
猶太主義和種族主義。西蒙妮・拉法埃爾同
時也是「數位民主」部門的專案負責人，負
責在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Tik-
Tok、Steam或Twitch等平台上開展活動、訓
練論述與執行關於反仇恨的企劃。

（游知澔）
CHIHHAO YU

（西蒙妮・拉法埃爾）
SIMONE RAF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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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旬是「法政大學」（Hosei University）
所屬「職涯設計學院」的教授，主要負責圖書
館管理課程。他是「亞太媒體資訊素養教育中
心」（Asia-Pacific Centre for Media Informa-
tion Literacy Education）和「福島永續發展教
育聯盟」（Fukushima ESD Consortium）的
代表，後者則是旨在傳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媒體資訊素養計畫。

（坂本旬）
JUN SAKAMOTO

長澤江美是「SmartNews媒體研究所」
（SmartNews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的研究員，專門負責媒體素養教育方面。
從「愛知教育大學」（Aich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的「教育學院」畢業後，她加
入了「時事通信社」。自2020年12月起，
她開始任職於「SmartNews」。長澤女士
目前的工作包含有負責媒體素養教材的開
發、進行客座講座、指導關於衡量媒體素
養教育之有效性的計畫等。

（長澤江美）
EMI NAGASAWA

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