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 能斷家務事？ 

清華開發監護權判決預測系統 

 

本校跨領域研究團隊於 20日發表國內第一套使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 AI

人工智慧協助家事判決預測系統，試用者只要輸入夫妻雙方有利跟不利的條件，

就可以預測如果打離婚官司，小孩的監護權會判給哪一方，預測準確率可達 9

成以上。 

  

這套 AI判決預測系統是由本校國家理論中心副主任暨物理系王道維教授與科技

法律研究所林昀嫺副教授所領導的團隊研發，20日在本校舉辦的「人工智慧對

人文社會帶來的挑戰與機會」工作坊發表，系統網址為：

https://custodyprediction.herokuapp.com/，20日起開放一周供民眾體驗，

蒐集相關意見作為系統改善的參考依據。 

 

王道維老師表示，團隊使用 2015-2017年的兩千多篇判決書作為學習資料，讓

AI模型學會人類法官的判決模式。 

 

林昀嫺老師指出，這套系統的研發主要是因家事案件牽涉了家人長年累積的恩怨

情仇，訴訟不見得是最好的爭端解決方式。如果能建立 AI判決預測的輔助工具，

協助雙方先了解可能的結果，也許可以減少對簿公堂，提高達成協議的機會。 

  

王道維老師表示，國外已有案例使用 AI來協助法官判決，如分析罪犯的再犯率，

或處理信用卡糾紛等。本校團隊目前專注的是家事判決，尤其是監護權判決部

分，未來也可以拓展到其他領域。 

  

王道維老師解釋，民法規定夫妻離婚後子女監護權判給誰，要按照「子女最佳利

益」來衡量，但該如何判斷「最佳利益」須考量許多不易量化的因素，如監護意

願、子女意願、經濟狀況、工作職業、與孩子相處的關係、有無支持系統，甚至

居住環境等，如果全放在一起考慮，一般人很難判斷哪一方才有優勢。 

  

本校團隊研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就像 Apple手機的 Siri能聽懂人講話一樣。」

王道維老師表示，使用者不須太深入了解法律條文或填寫繁複表格，可直接勾選

網頁上的選項，或用一般語法描述雙方情形，AI模型即可預測判決結果。 

  



王道維老師舉例，春嬌因為丈夫志明外遇而擔憂若打離婚官司可能無法取得孩子

的監護權。她可以在網頁上勾選各種條件或自行輸入相關描述，例如：「本人目

前為孩子之主要照顧者，能提供穩定生活及正向發展，孩子與本人互動情形亦良

好。」對丈夫志明的有利條件則是：「丈夫有正當工作，經濟能力可提供本人與

孩子生活所需。」 

  

填完雙方條件送出後，春嬌幾秒鐘內就可看到預測結果，發現孩子判給自己的機

率是 72%，判給志明則是 13 %，另 15%的機率是判給雙方共同監護。如果春嬌能

夠提出其他有利條件，如春嬌的媽媽就住在附近，可以幫忙照顧孫子，得到監護

權的機率就會再提升。 

  

團隊首席資料科學家李亞倫指出，這組 AI模型除了採用正在申請專利的特殊標

註方式與資料擴增技術以外，也運用「類神經網路演算法」來提升效能，這是仿

造人類神經設計出的程式，可模擬人腦的資訊接收、分析方式，是公認最適合處

理自然語言的演算法。 

  

林昀嫺老師表示，研究團隊未來會積極與更多法律學者、律師、司法人員，甚至

社福人員討論，研擬完整的使用方法與配套措施，讓這套系統可以更貼近當事人

的需求。 

  

由本校科技法律研究所舉辦的「人工智慧對人文社會帶來的挑戰與機會」工作

坊，20日發表了 9篇 AI研究成果，探討人工智慧應用於藝術創作、法律倫理、

自駕車、國際人權等領域。 

  



 
本校團隊研發 AI輔助監護權判決預測系

統。 

 

本校物理系王道維教授(左排前)與團隊研

發 AI輔助監護權判決預測系統。 

 

本校科法所林昀嫺副教授（左三），與團

隊致力研發 AI 輔助監護權判決預測系統。 

 

本校科法所林昀嫺副教授(中)，與團隊致

力研發 AI輔助監護權判決預測系統。 

 

本校物理系王道維教授（右）與團隊採用

特殊標註方式與多項技術，開發 AI輔助監

護權判決預測系統。 

 

 

本校團隊所研發的 AI輔助監護權判決預

測系統，預測準確率可達 9成以上。 



 

本校 AI 輔助監護權判決預測系統示意

圖，使用者可測試輸入文字意向為有利或

不利。 

 

本校 AI輔助監護權判決預測系統示意

圖，使用者可參閱過往案例資料。 

 

本校 AI 輔助監護權判決預測系統示意

圖，使用者可自行補充案情相關敘述。 

 

清華科法所副教授林昀嫺於「人工智慧

對人文社會帶來的挑戰與機會」工作坊

發表 AI輔助監護權判決預測系統。 

 

清華物理系教授王道維於「人工智慧對人

文社會帶來的挑戰與機會」工作坊發表 AI

輔助監護權判決預測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