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盟將要求大型科技公司提供學術研究人員數據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社會科學家聲稱，由於缺乏可用數據，故難以針對網路現象進

行研究。但來自布魯塞爾的壓力或許可以改變這一現狀。 

歐盟可能要求大型科技公司平臺，例如 Google 及 Facebook 開

放其數據，以利研究人員深入探究重要的網路現象，例如假新聞等

議題。 

作為對抗網路反情報運動的一環，歐盟執委會業設置一「歐洲

數位媒體觀察所」，旨在確保研究人員安全的使用平臺數據，更了

解反情報、假新聞等現象。 

這一行動受到社會科學家歡迎，但他們目前仍無法掌握網路現

象相關數據。執委會指派專家 Ravi Vatrapu教授表示：「…...這就像

是研究癌症與吸菸之間關係研究人員，但關鍵數據掌握在煙草商手

上。」他進一步表示，目前仍無法掌握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與假新

聞之間的關聯，原因是欠缺相關數據。 

雖然目前科技公司是否會配合仍呈疑問，但執委會表示將會引

入法規，對抗反情報(假新聞)威脅。 

布魯塞爾對網路反情報(假新聞)關注提升，在 2018 年 10 月，

各大網路平台 Google、YouTube 等公司簽署歐盟實踐準則，自願且

自發性打擊假訊息，並與學術界、公民組織共同研究相關現象。 

針對分享資訊的訴求，Facebook 發言人表示已經建立第一個資

訊分享設施，提供研究者數據，同時保障隱私權。Google 則未對

「泰晤士高等教育」提問有任何回應。 

Vatrapu 教授表示，隱私考量是一個廉價的藉口，大型科技公司

藉此阻擋研究人員進一步探索網路世界所發生的重大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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