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線上測驗-眼見不為憑？認識 Deepfake技術 

1.下列哪一些是以 Deepfake(深偽)技術製作合成影片的必要資料或設備？ans：a 

a.換臉者以及被換臉者的照片或影片    b.高解析度的數位攝影機 

c.專業的剪輯設備                    d.以上都有需要 

2.目前常見的 Deepfake(深偽)技術的犯罪類型，下列何者為非？ans：c 

a.網路性暴力    b.詐騙取財    c.煽惑犯罪    d.造謠影片 

3.在台灣，若將他人臉部移植至某部影片，所侵害到的當事人權益，不包含以下何者？ans：a 

a.財產權    b.肖像權    c.著作權    d.人格權 

4.如何盡量避免自己成為 Deepfake(深偽)技術影片的主角？ans：b 

a.不要下載 Deepfake影片的製作軟體       b.不要在網路上散布自己的高解析度照片與影片 

c.不要閱覽包含 Deepfake影片的影音網站   d.不要安裝使用趣味短片的拍攝與後製 app 

5.如何辨識 Deepfake(深偽)技術造假影片？ans：c 

a.肢體動作是否順暢   b.畫面是否清晰   c.髮絲及背景跟臉的交界處是否清晰   d.以上皆是 

6.製作並散布他人的 Deepfake(深偽)技術合成影片，可能會觸犯什麼法律刑責？ans：d 

a.個人資料保護法    b.散布猥褻物罪    c.著作權法    d.以上皆是 

7.如果朋友成為了 Deepfake(深偽)技術的受害者，應該建議他依序採取哪些行為?ans：d 

a.諮商輔導->冷靜->截圖存證->申訴->報警    b.諮商輔導->申訴->冷靜->截圖存證->報警 

c.截圖存證->報警->冷靜->申訴->諮商輔導    d.冷靜->截圖存證->申訴->報警->諮商輔導 

8.以下何者非 Deepfake(深偽)技術影片的素材要素？ans：c 

a.各種拍攝角度     b.各種表情     c.多種字體     d.高解析度 

9.關於 Deepfake(深偽)技術受害者的處境，下列描述何者錯誤？ans：c 

a.即使是合成的假影片也是侵害受害者的肖像權   

b.不要直接與影片的製作或散布者爭執，以免刺激他將影片流傳得更廣   

c.電信警察無法找出家用網路動態 IP的使用者     

d.境外網站上的內容無法強制要求他們刪除 

10.下列哪一類人很可能成為被以 Deepfake(深偽)技術合成影片的主角？ans：d 

a.政治人物或候選人   b.知名的網紅或明星   c.一般社會大眾   d.以上都很有可能 

11.下列哪一項是網路上下載的 Deepfake(深偽)技術軟體就能做到的事情？ans：c 

a.將現有影片的背景換成其他的虛擬環境     b.讓影片中的人物依照另外的劇本演出   

c.將影片中的人物換臉成其他人             d.以上皆能做到 

12.在網路上發現有人製作散布你或他人的 Deepfake(深偽)技術合成影片，向哪個機構申訴最為

適當？ ans：b 

a.165反詐騙專線 b.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c.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d.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13.惡意使用 Deepfake(深偽)技術的犯罪類型，目前以哪一種最為氾濫？ans：c 

a.製造假新聞、偽造候選人談話以影響選舉       b.偽裝成企業高層人士，進行財物的詐騙 

c.偽造特定人士的色情影片，販售或進行性侮辱   d.盜用知名人士肖像，偽造影音以代言商品 

14.網路上的影片哪個不可能是 Deepfake(深偽)技術影片？ans：d 

a.影音網站上的電影片段      b.非事先錄影的直播畫面  

c.交友軟體上的自我介紹      d.以上都有可能是 Deepfake影片 

15.下列哪一類人有足夠的 Deepfake技術能力，能利用網路上下載的軟體製作合成影片？ans：d 

a.大學裡研究 AI(人工智慧)的學者或研究生     b.影視或網路傳播媒體業的工作人員 

c.一般的個人電腦使用者                      d.以上都有足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