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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的人工智能演算法

• 社交媒體使用人工智能演算法來決定你看到的內容。

• 2021 年，Facebook 的一份內部報告發現，社交媒體平台的演算法令源於

東歐的虛假信息在 2020 年總統大選之前滲透了近一半的美國人。

• 人們之所以看到這些內容，是因為 Facebook 的內容推薦系統將內容放

入了他們的新聞提要中。

• 民主受虛假信息破壞！



群衆的的智慧(WISDOM OF THE CROWD)

• 社媒本來是好事。

• 在 1906 年普利茅斯的縣集市上，

800 人猜測一頭牛的重量，其平

均值十分接近真正的重量。

• 三個臭皮匠，一個諸葛亮。



群衆的的智慧(WISDOM OF THE CROWD)

• 集體預測通常比個人預測更準確。

• 理論上，社交媒體容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更加鞏固民主社會

的基礎。

• 但人性充滿弱點 ，另有用心的人在社媒上利用你弱點來操控你 。



跟風效應 BANDWAGON EFFECT

• 人們做某事主要是因為其他人也

做同樣的事情。

• 該詞語起源自遊行花車，花車上

的人鼓勵其他人們跳上車，熱鬧

的音樂和慶祝活動具有很强的感

染力。



迴聲室效果 ECHO CHAMBER EFFECT

• 迴聲室效應發生在互聯網上。

• 社交媒體利用演算法向你發佈你自

己喜歡聽的訊息，你只會聽到自己

的回聲，越來越少接觸到不同的意

見，久而久之，你發展出狹隘的視

野（Tunnel vision）。



迴聲室效果 ECHO CHAMBER EFFECT

• 在印第安納大學信息學教授 Filippo 
Menczer進行的一項模擬社媒的實驗中，

參與者看了假新聞、垃圾科學、黨派觀點、

陰謀論以及主流媒體文章。

• 當參與者看到許多其他用戶點讚或者分享

來自低可信度來源的文章時，他們傾向於

也點讚或分享這些文章，但他們不會標記

這些文章以進行事實核查。



演算法的偏見是出於人為錯誤和疏忽

• 從 2013 年開始，荷蘭政府使用的演算法預測哪些人最有可能在兒童保

育福利中欺詐，但政府並沒有等到有足夠證據就處罰那些家庭，要求他

們償還多年的津貼。

• 指控那些家庭是基於低收入或雙重國籍等風險因素。

• 電腦和數據科學只可以展示數字，最終是由人去做決定，與其歸咎於演

算法， 不如說這是政府的疏忽，沒有進一步查證。



演算法的偏差是出於人為錯誤和疏忽

• COMPAS: Correctional Offender Management Profiling for Alternative 
Sanctions

• 一種用於預測犯人再犯風險從而做出保釋或假釋決定的軟件。

• 137個因素，包括囚犯的年齡、性別、犯罪史等。

• 已在紐約、威斯康星、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使用了很多年， 但最

近才檢查它的預測是否準確。



演算法的偏見

• 白人傾向於被判定為低風險，黑

人傾向於被判為高風險。

• 但實際結果和預測差距很大。



演算演算法強化偏見及刻板印象

• 2018 年，亞馬遜放棄了其人工智能

簡歷篩選工具，因為它對女性的偏

見。

• 亞馬遜的計算模型是基於過去十年

提交給公司的簡歷，但大多數申請

人都是男性，這反映了男性在整個

科技行業的主導地位。



演算法強化偏見及刻板印象

• 2021 年 1 月，OpenAI 推出了能夠製造逼真圖像的 AI 系統 DALL-E。

• 2022 年 4 月，其第二版 DALL-E2 的巨大改進震驚了世界。

• DALL-E2 從互聯網上收集了 6.5 億張圖像，學習如何根據不同的特徵去

繪畫。

• 用戶只需將描述輸入系統（例如，“畫一個像碧姬芭鐸的法國女孩”），

然後DALL-E2就可以根據輸入創造出栩栩如生的圖像。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_LD3R_Yg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_LD3R_Ygs


DALL-E2











演算法強化偏見及刻板印象

• DALL-E2 傾向於強化刻板印象，例如，當用戶要求 DALL-E2 創造一張律

師的照片時，典型的輸出是中年白種男人的照片。

• 年齡歧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反映現實？



演算法強化偏見及刻板印象

• 如果要求的是空姐的照片，典型的結果是漂亮的年輕女子。



結論

• 人工智能的演算法本來有積極的效果：群眾的智慧。

• 正如馬斯克所說，言論自由是有效民主的基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 人性的弱點：跟風效應。

• 社交媒體的演算法造成了迴聲室效應。

• 有些人工智慧演算法出現偏差，是由於人為錯誤和疏忽，例如荷蘭探測福

利欺詐的軟件、美國預測犯人再度犯罪風險的COMPAS，但沒有檢討計算

結果和真實情況的巨大落差。

• 有些人工智慧演算法產生偏見和刻板形象，是由於「反映現實」，例如大

多數從事高科技工作的人是男性，大部分空中小姐是女性。



結論

• 對別有用心在社媒上操控別人，或者在軟件設計上疏忽是需要批判的。

• 但使用激進的方法來應對無心之失，或將任何偏見歸因於邪惡意圖，將

會適得其反。

• 在發佈DALL-E 2 之前，OpenAI已經邀請了 23 名外部研究人員來盡量識

別系統中的缺陷和漏洞。儘管做出了這些努力，但刻板印象的問題仍然

存在，因為機器學習演算法會尋找現有的例子。

• OpenAI研究人員試圖修改系統，但任何新的解決方案都會導致新的問

題。例如，當研究人員試圖從訓練數據集中過濾掉色情內容時，DALL-
E2 產生的女性圖像較少。結果，女性在輸出圖片中的代表性不足。



結論

• 要求 100% 無偏差的系統與期望 100% 
無錯誤的電腦程式是同樣不切實際。

一方面，研究人員應該盡最大努力減

少偏見並儘可能多地修復錯誤，

• 斯坦福大學研究員托馬斯·索維爾
(Thomas Sowell)：「沒有解決辦法。 只

有權衡取捨。」 (There are no solutions, 
only trade-off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