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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Introduce

Hsuanlei Shao
Associate Prof. 

Dept. East Asia Studies, NTNU
Python, R, Social Science Based

1. Text Mining, NLP on Chinese Text
2. One year research in Hokkaido Univ. 

and Tokyo Univ. another.
3. Riesling wine,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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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ory Intro:

Lab. 
Legal Analytics

1. Resolve Legal Problem with Digital 
way. 

2. Cross Field Collaboration.
3. Lead by Prof. Siehchuen Huang (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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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法官





工作量大

社會觀感OO

結果之不確定性



Legal Analytics

法律資料分析



機器取代法官

機器與法官
一起做事



三部曲



三部曲

電腦能模
仿人類做
決策

電腦能告
訴人類他
為什麼做
這些決策

電腦能記
住大量資
訊並提供
人類不知
道的資訊



電腦能模仿人類做決策



要怎麼下判決





判決的本質



電腦讀判決



電腦讀判決對不對



黃詩淳、邵軒磊，〈運用機器學習預測法院裁判：法資訊學之
實踐〉，《月旦法學》，270期（2017年10月），頁95

test accuracy: 98.55%

test F1 score: 0.9910 

可以的





怎麼做？

 放進資料

 做一個模型

 叫模型算答案



資料處理

 標註判給
父 母

 從理論提
供法律要素



Neural Network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運用機器學習預測法院裁判：法資訊學之實踐〉，《月旦法
學》，270期（2017年10月），頁94



突破

 在法學領域中證明判決是「可能被計算」

 也嘗試計算法律「判決結果」

 並且在實務上「可被驗證」



困難點

 還是需要重勞動

 適合單一任務

 這個模型是否有說服力？



電腦能告訴人類
他為什麼做這些決策



如果我們想要給一個理由？





誰比較亂？



H(X)=−∑iP(xi)logbP(xi)H(X)

實際是對隨機變量的位元量
和
發生機率相乘再總和的
數學期望。





https://medium.com/jameslearningnote









https://stat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2305

81/decision-tree-too-large-to-interpret





EX: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Analytics: Focused 

on Decisions Regarding Child Custody 

(Huang Siehchuen & Shao Hsuanlei, 

forthcoming, NTU Law Journal)

1. Corpus ~700 “Child 

Custody“ Real Legal Cases

2. Code factors and 

ML them 

3. Find the Weights of

the Key Factors



突破

 證明「法學構成要件」是可以計算
（ ）

 在判決實踐上，有重要的因素，也有不那
麼重要的。

 資訊科學與法學結合更多。



困難點

 在法哲學上，是不是僅能夠有單一模型
解釋單一法學問題？

 多模型整合的可能性

 「機器理解 」（人類對自我理解的理解）
：黃詩淳、邵軒磊，〈酌定子女親權之重要因素：以決

策樹方法分析相關裁判〉，《臺大法學論叢》（ ）， 卷 期
（ 年 月），頁



電腦能記住大量資訊並提供人類不
知道的資訊



問題：如果我們想知道毒品的流向？

查資料（一般沒有）

潛入調查（ ）

買一包（不可以）



如果我們想知道毒品的流向？

Legal Backward Propagation



思考方式：

時間：

地點：

毒品種類：

犯罪方式：

、、、

、、、



思考方式

時間：

地點：基隆

毒品種類：愷他命

犯罪方式：持有

、、、

、、、



思考方式

 犯罪時間： 、 、

 犯罪地點：基隆、台北

 毒品種類：愷他命、海洛
因、愷他命

 犯罪方式：持有、轉讓、
運輸

 、、、

 、、、



如果我們想知道毒品的流向

案件一：從香港到
台北，機場夾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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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想知道毒品的流向

案件一：從香港到
台北，機場夾帶。

案件二：從廈門到
高雄，貨物走私。



如果我們想知道毒品的流向

案件一：從香港到
台北，機場夾帶。

案件二：從廈門到
高雄，貨物走私。

案件三：從香港到
高雄，貨物走私。



如果我們想知道毒品的流向

案件一：從香港到
台北，機場夾帶。

案件二：從廈門到
高雄，貨物走私。

案件三：從香港到
高雄，貨物走私。



REFENRENCE：邵軒磊、吳國清，法律資料
分析與文字探勘：跨境毒品流動要素與結構
研究，《問題與研究》，58卷2期（2019）。



如果我們想知道毒品的流向

REFENRENCE：邵軒磊、吳國清，法律資料
分析與文字探勘：跨境毒品流動要素與結構
研究，《問題與研究》，58卷2期（2019）。



突破點

大量法律判決做為資訊來源。

巨量中文文字資料的處理（ 判決
有效長文本）

複雜中文文本所提供的關聯式訊息（回答多問題）。

：邵軒磊、吳國清，法律資料分析與文
字探勘：跨境毒品流動要素與結構研究，《問題與研
究》， 卷 期 （ ）。



這些資料可以回答

請問：近年台灣最多販賣的毒品是什麼？（案件數）

：一級毒品

：二級毒品

：三級毒品

：四級毒品



這些資料可以回答

請問：如果在機場破獲了旅客夾帶毒品闖關，比較可
能是？為什麼？

：一級毒品

：二級毒品

：三級毒品

：四級毒品





困難點

 技術問題。

 問題 從跨
領域合作到跨領域腦袋

：邵軒磊、吳國清，法律資料分析與文字探
勘：跨境毒品流動要素與結構研究，《問題與研究》，
卷 期 （ ）。



 邵軒磊、吳國清、黃詩淳，〈大數據與法資訊學：機器提取裁判內容要素之實
踐〉，《月旦裁判時報》，71期（2018年5月），頁46-52

 黃詩淳、邵軒磊，〈酌定子女親權之重要因素：以決策樹方法分析相關裁判〉，
《臺大法學論叢》（TSSCI），47卷1期（2018年3月），頁299-344

 黃詩淳、邵軒磊，〈運用機器學習預測法院裁判：法資訊學之實踐〉，《月旦法
學》，270期（2017年10月），頁86-96

 胡珮琪、黃詩淳，〈以實證方法分析法院選定監護人與輔助人之實態〉，《萬國
法律雜誌》，218期（2018年4月），頁2-17

 邵軒磊、吳國清，法律資料分析與文字探勘：跨境毒品流動要素與結構研究，
《問題與研究》，58卷2期（2019）。



UFO資訊科技時代的司法心理學課群

（秋季學期）
台師大 數位人文學邵軒磊週二13:20~16:20

台大法律系身分法實例演習黃詩淳週二 10:10~12:10

（春季學期）
台大法律系法律資料分析 黃詩淳時間未定

台師大數位人文學研究室

台大法律資料分析研究室



THANKS

台師大數位人文學研究室

台大法律資料分析研究室

hlshao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