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慧在醫療運用上之民事責任探討 

 

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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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哈佛大學健康政策博士（2001-2005） 

哈佛大學法學碩士（2000-2001） 

台大法學院法學碩士（1998-2000） 

台大夜間部法學士（1992-1996） 

台大醫學院醫學士（1983-1990） 

      

 

現職: 

日期 職稱 

2019/11-迄今 臺灣精神醫學執行編輯 

2019/11-迄今 台灣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 

2019/09-迄今 衛生福利部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儲備評鑑委員 

2019/09-迄今 台灣精神專科教育醫學會常務監事 

2018/02-迄今 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臺灣藥物濫用防治策略之行動綱領與

方案規劃」議題委員 

2017/11-迄今 台灣精神醫學會司法精神醫學學術委員會召集人 

2017/11-迄今 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理事長 

2017/01-迄今 臺大醫院臨床神經暨行為醫學中心副主任 

2017/01-迄今 臺大醫院院外機關委託鑑定案審查工作小組委員 

2016/08-迄今 臺灣大學醫學院出版委員會工作小組委員 

2016/06-迄今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醫事法律智庫」委員 

2015/12-迄今 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精神科合聘副教授 

2015/09-迄今 臺大醫院倫委會標準化作業程序工作小組委員 

2015/08-迄今 臺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臨床教師 

2014/12-迄今 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統計應用管理審議會」法規研析

組專家學者 

2014/08-迄今 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研究所副教授 

2014/08-迄今 臺灣大學醫學院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2014/08-迄今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2014/08-迄今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2014/01-迄今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諮詢顧問 

2013/09-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生醫倫理中心副主任 

2013/07-迄今 司法院法官學院講座 



 

 

2013/07-迄今  司法院核發專業法官證明書審查委員 

2013/01-迄今 Injury Prevention 編輯委員 

2012/03-迄今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委員 

2011/01-迄今 臺灣精神醫學會倫理委員會委員 

2010/07-迄今 台灣醫事法律學會理事 

2010/01-迄今 勞保局勞工保險失能給付審查醫師 

2010/01-迄今 臺大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委員 

2009/08-迄今 臺大醫學院教學發展委員會通識教育推展小組委員 

2009/04-迄今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講座 

2006/08-迄今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 

 

經歷: 

日期 職稱 

2018/05-2019/04 臺大醫院住院醫師服務優異獎評審委員會委員 

2017/11-2019/11 台灣精神醫學會監事 

2017/08-2019/07 臺大醫院健康醫院委員會委員 

2016/09-2017/01 臺灣大學「頤賢講座－臺灣政經社問題與對策」講席 

2016/08-2017/07 臺灣大學醫學院課程委員會委員 

2016/06-2017/07 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自我評鑑委員會」委員 

2016/04-2017/07 臺大醫院「台大醫療體系長期照護委員會」委員 

2015/11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Advances in Neuroethics 

2015/08-2018/07 臺灣大學醫學院精神科主任 

2015/08-2018/07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主任 

2015/08-2018/07 臺灣大學醫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2015/08-2018/07 臺大醫院醫療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2015/08-2018/07 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系務工作小組委員 

2015/08-2017/07 臺大醫院健康促進委員會委員 

2015/08-2016/07 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系務工作小組執行秘書 

2015/04 Advisory Committee, Montreal Neuroethics Conference 

2014/01-2016/1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副主席 

2013/11-2015/10 臺北市政府心理健康委員會委員 

2013/07-2015/07 衛生福利部精神疾病防治諮議會委員 

2012/01-2014/12 Foreign Research Collaborator, Philosophy of Psychiatry: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ental illness, JSPS 

Grant-in-Ai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No. 24300293), Tokyo, 

Japan 

2012/01-2017/12 衛生福利部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小組委員 

2011/08-2014/07 臺灣大學醫學院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合聘助理教授 

2010/08-2014/07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合聘助理教授 

2009/08-2009/12 臺大醫院研究倫理委員會副執行秘書 

2009/08-2014/07 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社會醫學科助理教授 

2009/08-2014/07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合聘助理教

授 

2008/08-2010/07 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委員 

2007/11-2013/11 臺灣精神醫學會司法精神醫學學術委員會召集人 



 

 

2007/08-2019/07 臺大醫院臨床倫理政策研議與教育小組委員會工作小組成

員 

2007/03-2008/03 衛生福利部醫事倫理委員會委員 

2006/08-2009/07 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社會醫學科講師 

2006/03-2012/12 臺灣精神醫學執行編輯 

2005/10-2006/0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主治醫師 

2003/06- 2003/10 哈佛大學公衛學院研究助理 

2002/09- 2003/06 哈佛大學醫學院醫事倫理學 Fellow 

2001/09- 2002/01 哈佛大學助教 

1998/01- 2000/06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1997/01- 2002/06 臺灣衛生署立桃園療養院主治醫師 

1997/01- 2000/06 臺灣法務部臺北監獄顧問醫師 

1992/07- 1996/12 臺灣省立桃園療養院住院醫師 

1990/10- 1992/05 警備總部流氓感訓隊中尉醫官,臺北縣,臺灣 

 

研究專長: 

 生命倫理（含醫事倫理）及科技倫理 

 醫事法、公共衛生法、精神衛生法 

 一般醫療政策、精神醫療政策 (法律、經濟與倫理分析) 

 藥物管制政策分析 

臨床專長： 

 一般精神醫學 

 司法精神醫學（含性侵害加害人、家暴加害人之診療） 

 

榮譽 

1. 臺灣大學 2019 年優良導師 

2. 臺大醫學院 2019 年優良導師 

3. 臺大醫學院 2018 年優良導師 

4. 臺灣大學 2018、2019 年優良教師提名 

5. 臺大醫院 2017 年度教材著作優良獎《正常與瘋狂的天秤-談精神疾病與司法鑑定》 

6. 臺灣大學 2017 年優良教師 

7. Top selected abstracts, Travel Stipend awar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Neuroethics Society 2016 
Annual Meeting 

8. 臺灣大學 2017 年資深優良教師 

9. Top selected abstracts, Lundbeck Travel Stipend awar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Neuroethics 
Society 2015 Annual Meeting 

10. 臺灣大學 2015 年優良教師 

11. 臺灣大學 2013 年優良教師 

12. 臺灣大學 2009 年優良教師 

13. 臺灣睡眠醫學會年會口頭論文優選獎（2006） 

14. Harvard Medical School Medical Ethics Fellowship (2002-2003) 
15. Harvard Law School Landon H Gammon Fellowship (2000-2001) 
16. 獲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醫事法」學門獎學金（2000-2003） 
 

碩博士論文指導 



 

 

1. 張維庭，讓醫師說抱歉：臺灣與國外道歉相關法令之分析，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

研究所，107 年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張文貞、吳建昌。 

2. 蔣偉成，論台灣人體生物資料庫的利益分享：一個科技民主理念的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法

律學研究所，106 年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李茂生、吳建昌。 

3. 林欣慧，台灣醫師面對醫療糾紛的困境與教育需求，國立臺灣大學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研

究所，105 年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吳建昌。 

4. 黃稚倫，自閉症患者的不正常腦迦馬振動波，國立臺灣大學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105 年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吳建昌、高淑芬。 

5. 曾勤博，從醫師通報制度論公共衛生與病患資訊隱私權之平衡，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98 年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黃昭元、吳建昌。 

6. 滕西華，兩家精神科專科醫院之專科醫師與精神分裂症病人對於人體試驗「知情同意」之

經驗，國立臺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97 年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丁志音、吳建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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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大學醫學院，臺中市，臺灣。(Nov. 4, 2018 工作坊主持人) 

9. 吳建昌，精神衛生法與重大社會議題實務探討。2018 年 11 月 3-4 日，臺灣精神醫學會第

57 週年年會，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臺中市，臺灣。(Nov. 3, 2018 專題討論主持人) 

10. 吳建昌。2018 年 8 月 25 日，精神衛生法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研討會，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松德院區，臺北市，臺灣。(Aug. 25, 2018 綜合討論主持人) 

11. 吳建昌。2018 年 7 月 21 日，國軍高雄總醫院精神科-高屏雙月會，國軍高雄總醫院，高雄

市，臺灣。(Jul. 21, 2018 綜合討論主持人) 

 

研究計畫列表 

計畫名稱 

計畫內 

擔任工

作 

經費 計畫補助機關 起迄年月 

1. 民法總則編監護及輔

助宣告規定有無修正

必要之研究 

共同主

持人 
60 萬元 法務部 

2020/04~ 

2020/10 

2. 阿茲海默症及相關神

經退化症的血液診斷

研究-建立新指標與演

算 法 則 之 子 計 畫

（4/4）：阿茲海默症與

相關神經退化症患者

之診斷、治療與照顧─

倫理法律與社會的跨

文化關照 

共同主

持人 
700 萬元 

科技部 

(MOST 

109-2321-B-002-029-) 

2020/01~

2020/12 

3. 藥物濫用及共病型態

之世代與年齡效應評

估 

共同主

持人 
125 萬元 

食藥署 

(MOHW109-FDA-D

-114-000632) 

2020/01~

2020/12 

4. 人工智慧在醫療的倫

理, 法律與社會議題研

究(2/4) 

共同主

持人 
500 萬元 

科技部 

(MOST 

109-2634-F-002-024-) 

2020/01~

2020/12 

5. 自殺防治之法律與政

策措施：質量性混合研

究 

共同 

主持人 
280 萬元 

科技部 

(MOST 

108-2314-B-532-007-

2019/08~

2021/07 



 

 

MY2) 

6. 人工智慧在醫療的倫

理, 法律與社會議題研

究(1/4) 

共同主

持人 
727 萬元 

科技部 

(MOST 

108-2634-F-002-023) 

2019/01~ 

2019/12 

7. 108 年度精神衛生法修

正及法律政策研究 
主持人 265 萬元 

衛生福利部 

M08B8038 

2019/01~ 

2019/12 

8. 藥物濫用者之身心疾

患及相關影響因素分

析 

共同主

持人 
125 萬元 

食藥署 

(MOHW108-FDA-D

-114-000634) 

2019/01~ 

2019/12 

9. 阿茲海默症及相關神

經退化症的血液診斷

研究-建立新指標與演

算 法 則 之 子 計 畫

（3/4）：阿茲海默症與

相關神經退化症患者

之診斷、治療與照顧─

倫理法律與社會的跨

文化關照 

共同主

持人 
1104 萬元 

科技部 

(MOST 

108-2321-B-002-002 -) 

2019/01~ 

2019/12 

10. 107 年度精神衛生法修

正及法律政策研究 
主持人 192 萬元 

衛生福利部 

M07B3255 

2018/05~ 

2018/12 

11. 阿茲海默症及相關神

經退化症的血液診斷

研究-建立新指標與演

算 法 則 之 子 計 畫

（2/4）：阿茲海默症與

相關神經退化症患者

之診斷、治療與照顧─

倫理法律與社會的跨

文化關照 

共同主

持人 

1000 

萬元 

科技部 

(MOST 

107-2321-B-002-007 -) 

2018/01~ 

2018/12 

12. 疫苗研發與應用之倫

理法律社會影響延續

計畫二、臺灣預防接種

受害救濟制度之評估

與改革建議 

主持人 
210.2 

萬元 

科技部 

(MOST 

106-2511-S-002 -011 

-MY2) 

2017/08~ 

2020/07 

13.莊子哲學在腦科學、生

命科學與精神醫學的

基礎整合研究 

共同主

持人 
175 萬元 

科技部 

(MOST 

106-2410-H-010 -014 

-MY3) 

2017/08~ 

2020/07 

14. 精神與行為問題者強

制治療之多層次系統

探討：從世界看臺灣 

主持人 94.3 萬元 
臺灣大學 

(CPPL 106-03) 

2017/04~ 

2017/12 

15. 阿茲海默症及相關神

經退化症的血液診斷

共同主

持人 

1100 

萬元 

科技部 

(MOST 
2017/01~ 



 

 

研究-建立新指標與演

算 法 則 之 子 計 畫

（1/4）：阿茲海默症與

相關神經退化症患者

之診斷、治療與照顧─

倫理法律與社會的跨

文化關照 

106-2321-B-002-018 -) 2017/12 

16. 陌生者間(含隨機)殺人

之犯罪特性與防治對

策 

共同主

持人 
109 萬元 

法務部 

(106-A-006) 

2017/01~ 

2017/12 

17. 心智科學、法律與多層

次治理政策：以自殺、

成癮及心理病質之探

討為核心 

主持人 
288.4 

萬元 

科技部 

(MOST 

105-2410-H-002-027-S

S3) 

2016/08~ 

2020/07 

18. 疫苗研發與應用之倫

理法律社會影響延續

計畫一、研發倫理、風

險溝通與政策環境建

置 

共同主

持人 
276 萬元 

科技部 

(MOST 

105-2511-S-002 -001 

-MY2) 

2016/08~ 

2019/07 

19. 醫事人員對於醫療傷

害訴訟之態度調查 
主持人 26 萬元 

台大醫院 

(NTUH.105-S3129) 

2016/01~ 

2017/12 

20. 食品安全、正義與責任 

II 
主持人 

103.3 

萬元 
臺灣大學 

2016/01~ 

2016/12 

21. 運用政府巨量資料探

討毒藥品濫用之防制 

子計畫 

主持人 
333 萬元 

科技部 

(MOST 

104-3011-F-002

-008-) 

2015/09~ 

2016/11 

22. 健康產業的巨量資料

建構: 以勞動人口為例

整合型計畫—(子計畫

三)精神健康、生醫科技

與法律資料分析規劃 

子計畫 

主持人 
90 萬元 

科技部 

(104-2321-B-002-059-) 

2015/04~ 

2015/12 

23. 食品安全、正義與責任 

I 
主持人 

103.3 

萬元 
臺灣大學 

2015/01~ 

2015/12 

24. 疫苗研發與應用之倫

理、法律、社會影響整

合型研究計畫－子計

畫二-疫苗研發、試驗與

應用之法律套討(2/2) 

主持人 140 萬元 
科技部 

(104-2321-B-002-016-) 

2015/01~ 

2016/10 

25. 疫苗研發與應用之倫 主持人 140 萬元 
科技部 

(103-2321-B-002-055-) 
2014/01~ 



 

 

理、法律、社會影響整

合型研究計畫－子計

畫二-疫苗研發、試驗與

應用之法律套討(1/2) 

2014/12 

26. 道德判斷與憂鬱症：事

件關聯電位之研究 
主持人 

35.25 

萬元 

台大醫院 

(NTUH.103-S2454) 

2014/01~ 

2015/12 

27. 建構及測試臺灣本土

化的癌症病情告知教

育模式:長期性研究 

共同 

主持人 
45 萬元 

國科會 

(102-2511-S-182 -004) 

2013/08~ 

2014/07 

28. 心靈、因果、與責任：

以臺灣為基地建構具

東亞學術主體性的全

球網絡--(子計畫四)人

文神經科學的全球化

與其在地之省思：以道

德責任能力之判斷為

例 

主持人 
215.3 

萬元 

國科會 

(102-2420-H-002-012-

MY3) 

2013/01~ 

2016/07 

29. 「疫苗研發與應用之

倫理法律社會影響」整

合型研究計畫-總計畫

與子計畫一-疫苗研發

與應用之倫理、法律、

社會影響整合型研究

計畫 

共同 

主持人 
90 萬元 

國科會 

(101-2321-B-002-099) 

2012/12~ 

2014/02 

30. 醫療傷害無過失補償

制度之分析及臺灣民

眾態度初探 

主持人 80 萬元 臺灣大學 
2012/4~ 

2012/12 

31. 司法精神鑑定作業指

引研究計畫 
主持人 64.3 萬元 行政院衛生署 

2012/4~ 

2012/10 

32. 臺灣家事案件兒童意

願之調查與鑑定 
主持人 35.8 萬元 

司法院 

(S10005178) 

2011/12~ 

2012/11 

33. 某綜合醫院精神科病

人、腫瘤科末期病人及

內科病人同意治療能

力之比較研究 

主持人 22 萬元 
台大醫院 

(NTUH.101-S1893) 

2012/01~ 

2013/12 

34. 建構精神衛生護理人

員持續性照顧能力--個

案管理能力要項之發

共同 

主持人 
70.4 萬元 

國科會

(101-2511-S-227-008-) 

2012/08~ 

2013/07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https://nscnt12.nsc.gov.tw/RS09/Modules/Personal/Personal_Researcher_index.aspx


 

 

展培訓及成效研究

-Part II 

35. 某綜合醫院精神科住

院病人意思能力之評

估 

主持人 29 萬元 
台大醫院 

(NTUH.100-N1698) 

2011/01~ 

2011/12 

36. 神經科學與法律：責任

能力與意思能力之探

討 

主持人 
332 

萬元 

國科會 

(99-2410-H-002-137-MY

3 ) 

2010/08~ 

2014/03 

37. 某綜合醫院精神科病

房  約束與隔離之使

用：風險與倫理之探討 

主持人 
20.6 

萬元 

台大醫院 

(NTUH.99-N1455) 

2010/01~ 

2010/12 

38. 建立精神疾病強制鑑

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

會暨強制住院、強制社

區治療模式計畫 III 

主持人 
125 

萬元 

行政院衛生署 

(DOH98-B-1196) 

2009/02~ 

2010/02 

39. 醫療過失之建構：臺

灣、中國、及美國之比

較（II） 

主持人 
56.6 

萬元 

國科會 

(97-2410-H-002-058) 

2008/08~ 

2010/07 

40. 酒癮病人自殺行為相

關因子之探討 

共同 

主持人 

258.4 

萬元 

國科會 

(96-2314-B-532-004-MY

3) 

2007/08~ 

2011/07 

41. 台北地區精神病患

者、其家屬及社會大眾

對於死後捐腦之態度 

協同 

主持人 
73 萬元 

台北市衛生局 

(96002-62-060) 

2008/08~ 

2010/01 

42. 建立精神疾病強制鑑

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

會暨強制住院、強制社

區治療模式計畫 II 

主持人 
135 

萬元 

行政院衛生署 

(DOH97-B-1173) 

2008/02~ 

2008/12 

43. 臺灣醫療傷害訴訟中

醫療過失與因果關係

之建構 

主持人 7.5 萬元 
台大醫院 

(NTUH.97-000814) 

2008/01~ 

2008/12 

44. 建立精神疾病強制鑑

定、強制社區治療審查

會暨強制住院、強制社

區治療模式計畫 

主持人 66 萬元 
行政院衛生署 

(DOH96-B-6264) 

2007/11~ 

2007/12 

45. 醫療過失之建構：臺

灣、中國、及美國之比

較（I） 

主持人 
39.8 

萬元 

國科會 

(96-2414-H-002-003) 

2007/08~ 

2008/07 

46. 臺灣終末病人預立醫

囑之法律倫理、政策探

討與執行 

主持人 96 萬元 
行政院衛生署 

(DOH96-TD-M-113-024) 

2007/04~ 

2008/10 



 

 

47. 酒醉後暴力犯罪者之

刑事責任與處遇－臺

灣法院判決文之實證

研究 

主持人 
26.3 

萬元 

國科會 

(96-2414-H-002-001-) 

2007/01~ 

2008/07 

48. 臺灣醫療訴訟案件之

描述性研究 
主持人 30 萬元 

台北市衛生局 

(95002-62-044) 

2007/01~ 

2008/04 

49. 從倫理、法律與社會層

面看自殺防治政策 
主持人 50 萬元 

臺灣大學醫學院新進

教師創始研究基金 

2006/10/~ 

200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