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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第三篇摘要說明 
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為國土資訊系統規範之國家最大比例尺

之標準基本地形圖，以其嚴密資料結構及高精度規範而成為國家基本

建設之應用基本圖形資料，然於恪守如此嚴格的規範之下，其建置時

程勢必較為漫長且經費需求甚鉅，對於臺灣地區各項公共工程、國土

規劃、國土保育、防救災及商業民生用途之需求及應用上緩不濟急，

因此本計畫提出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以縮短應用基本底圖建置時

程，達到高效率、低成本且精度可為未來國土規劃、國土復育、防救

災及民生活動上的全方面應用，達成國家整體競爭力之提升。 

通用版電子地圖係透過重新建置與資源整合方式，建立一套具全

國性、共通性、一致性、定期更新為特點之電子地圖，並兼具最新正

射影像及向量式的內容。故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之目的包括： 
l 解決都會區域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建置經費高、時程冗
長、更新頻率緩慢，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整涵蓋全臺灣地區之

困境。 
l 在合理範圍內降低圖資建置所需經費及時程，進而提高更新
頻率、維持內容之可用性。 

l 作為政府、民間單位衍生加值應用之基本底圖。 
l 圖資內容與精度滿足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間 85%以上需求。 

通用版電子地圖以 GIS分層套疊概念規劃，包括道路、鐵路、水
系、行政界、區塊、建物、重要地標、控制點及彩色正射影像等九大

類圖層，並制定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通用版電子地圖內容規

範、通用版電子地圖品質檢核作業規範，作為後續建置之基準。 

本計畫規劃並實作三種方式來產製通用版電子地圖，包括重新產

製電子地圖、現有一千分之ㄧ地形圖縮編及現有電子地圖資訊整合，

並評估不同方式所需之經費與達到的資料精度，亦配合實作經驗回饋

修正通用版電子地圖相關規範，使其更符合實際應用所需。同時制定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策略，包括營運模式訂定、建置經費預估、期程

規劃、更新維護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等，以作為後續推動通用版電子

地圖之依據，期使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效益達到極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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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三篇成果彙整表 
主

題 主題項目 專案範疇 交付成果 合約期限 辦理狀況及報告書
章節對照索引 

l 「評估現有電
子地圖產品應

用於建置一千

分之一數值地

形圖及門牌位

置資料建置作

業之可行性」報

告。 

96/2/13 

第三篇第一章、第二

章、第三章、第六章 

l 通用版電子地
圖作業規範、內

容規範、品質檢

核作業規範、電

子檔各 2份。
（依據第 4次
工作會議決議

辦理，96年 1
月 31日前完
成） 

96/2/13 

第三篇第四章 

l 通用版電子地
圖實際範例 2
幅。 

96/4/19 

第三篇第五章。 

二 建立通用版電
子地圖分級製

作規範及實例 

l 評估現有電子地圖
產品應用於建置一

千分之一數值地形

圖及門牌位置資料

建置作業之可行

性。 
l 以應用面考量測製
成本及時間等因

素，配合產官學對

GIS需求，訂定通
用版電子地圖作業

規範、內容規範及

品質檢核作業規

範。 
l 研訂推動策略評估
推動之經費、時間

以及提出相關配套

作業。 
l 以台中市已完成標
準版作業一千分之

一數值地形圖為評

估比較基準，評估

通用版電子地圖版

試作之自動化程

度、時間、成本、

技術，並建立台中

市區內 2幅一千分
之一通用版電子地

圖之實際範例，其

中一幅應為建物較

密集區，以為後續

推廣輔導縣市政府

製作通用版電子地

圖之參考。 

l 交付「建立通用
版電子地圖分

級製作規範及

實例」工作成

果、評估報告

書、電子檔各 2
份。 

96/5/28 

第三篇第一章、第二

章、第三章、第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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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為善用資訊與通信科技，以提升行政效率、加強服務品質，行政

院於民國 90 年 4 月訂頒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將在政府網際服務網
的基礎上連通各級機關各種連線作業形成網路化政府。在這股力量

下，國土資訊系統應用也不例外。有鑑於電子地圖在許多主要用途如

交通、建設、救災、旅遊等所需之圖資內容往往具有其共通性，但綜

觀目前國內各政府、民間單位卻常各自重複建置，不但浪費成本，且

其精度、品質參差不齊，因此政府有必要推動通用版電子地圖，並建

立通用版電子地圖製作規範及品質檢核作業規範，使其適用政府及民

間單位之需求，藉此杜絕資料重複建置與管理之不便，加速電子化政

府推動方案並且與世界接軌。 

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為國土資訊系統規範之國家最大比例尺

之標準基本地形圖，以其嚴密資料結構及高精度規範而成為國家基本

建設之應用基本圖形資料，然於恪守如此嚴格的規範之下，其建置時

程勢必較為漫長且經費需求甚鉅，對於臺灣地區各項公共工程、國土

規劃、國土保育、防救災及商業民生用途之需求及應用上緩不濟急，

因此本計畫提出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以縮短應用基本底圖建置時

程，達到高效率、低成本且精度可為未來國土規劃、國土復育、防救

災及民生活動上的全方面應用，達成國家整體競爭力之提升。 

本計畫從詳細比較國內外電子地圖的現況著手，勾勒出通用版電

子地圖的定義、目的和適用範圍，並確定了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的精

度要求、坐標系統、圖層內容以及後續的作業規劃和品質檢核規劃，

對通用版電子地圖未來的營運模式和更新維護問題，也訂定相對應之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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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子地圖現況分析 

第一節  國土資訊系統資料庫 
民國 93 年內政部資訊中心『建立國土資訊系統法制體系及

推動組織架構』及『國土資訊系統資料流通共享相關標準制度規

劃建置作業(第二年)』計畫，研提未來國土資訊系統資料庫分類
如下： 

核心資料庫乃是最基本的資料庫，包括了地形圖、航遙測正

射影像、地籍圖、門牌地址、行政界線。 

一、常用資料庫則是在核心資料庫之基礎上所建置之資料庫而經

常為多數使用者所需要者，至少應包括交通路網、城鄉土地

使用計畫、國土利用現況、公共管線、公共工程、自然環境、

生態資源、環境品質等。 

二、重點資料庫係各部會根據業務所需，配合業務應用系統之開

發，且大量應用核心及常用資料庫者。例如，為支援國土計

畫作業所建置之國土綜合規劃資料庫，必須由核心資料庫及

常用資料庫中，擷取相關之土地、交通、環境、門牌位置等

資料，並蒐集其它之人口、產業、社會等資料，進一步加值

整合，俾供規劃人員分析使用。 

民國 95 年內政部資訊中心『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整體推動
策略及短中長程實施計畫（草案）』計畫，研提之未來國土資訊

系統資料庫分類主要分為核心圖資及基礎圖資，分述如下： 

一、核心圖資為國土資訊系統高度共用之基本底圖，包括有各比

例尺之基本地形圖、數值地形模型、影像資料（含航照影像

資料與衛星影像資料）、門牌位置資料、地籍圖與臺灣地區通

用版電子地圖。 

二、基礎圖資，針對各單位權責負責產製具共通性、重要性與國

家整體發展所需之基礎環境資料。基礎圖資定義之基礎核心

資料共有九大種類，分別為核心底圖、自然生態資料、公共

管線資料、自然環境資料、國土規劃資料、社會經濟資料、

交通資料、土地資料與環境品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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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地方政府一千分之一數值航測地形圖 
民國 87 年行政院核定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計畫，期

以六年時間建置地理資訊系統的基礎資料，或稱為核心資料，這

些資料包括地形圖、都市計畫圖、地籍圖及門牌位置資料等。且

近年來內政部更積極推動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建置計畫，補助

地方政府建置一千分之一地形圖、門牌號碼、公共管線資料庫及

都市計畫圖等資料作業；另外亦有許多縣市以其自籌款來執行建

置。雖然其比例尺皆號稱為一千分之一，但由於各縣市政府在相

關執行經驗、效率及人力上有相當之落差，因此建置成果、圖層

數、以及品質亦存在極大之差距。 

臺灣地區面積約 362萬 6千餘公頃（含臺灣本島，以及澎湖、
小琉球、綠島、蘭嶼、龜山島、金門、馬祖等離島），如按每幅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涵蓋 48公頃（800x600公尺）粗估，圖幅數約
計 7 萬 5 千多幅，若建置費用以每幅 30 萬元估算，所需經費將
高達 226億 6千多萬元。但在實際應用上僅有都市地區或都市計
畫區才需要用到如此高精度的地圖，而山區由於人工建設不多，

1/5000 或是 1/25000 即足敷使用，因此並不需全面建置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 

根據民國 96 年 1 月由內政部資訊中心發文給各縣市政府，
確認該縣市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建置狀況，如表 3-1 所示（面
積單位為公頃，經費及單價為仟元）。 

總計已建置完成的面積僅占臺灣地區總面積的 5.89%、已建
置完成的面積占臺灣地區都市計畫區總面積之 45.32%。各縣市總
經費已投入 14 億 8630 萬元，由中央及各項基金補助 5 億 367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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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各縣市政府ㄧ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建置情形 
 

縣市政府 主辦單位 執行
年度 

總經費

(千元) 

中央補

助經費

(千元) 

縣市總面積

(公頃) 
A 

都市計畫

區面積 
(公頃) 

B 

已建置面

積(公頃) 
C 

已建置面

積佔全縣

比例(%) 
C/A 

已建置面

積佔都市

計畫區比

例(%) 
C/B 

臺北市 都發局 80~84 - - 27,179.97 27,179.97 27,179.97 100.00% 100.00% 
基隆市 都發局 83 120,000 - 13,275.89 7,473.73 13,275.89 100.00% 177.63% 
新竹市 都發局 86~90 113,935 - 10,409.64 4,455.59 10409.64 100.00% 233.63% 
臺中市 都發局 87~89 223,500 223,500 16,342.56 16342.56 16342.56 100.00% 100.00% 
嘉義市 工務局 93~94 68,742 48,600 6,002.56 5,457.69 6,002.56 100.00% 109.98% 
臺南市 都發局 83-86 132,780 - 17,564.56 17,564.45 17,564.45 100.00% 100.00% 
高雄市 都發局 88~91 140,000 - 15,359.27 14,468.83 15,359.27 100.00% 106.15% 
臺北縣 城鄉局 93~98 97000 23,800 205,256.67 120,987.10 33,943.00 16.54% 28.06% 
桃園縣 城鄉局 85~95 135,275 4,700 122,095.40 32,290.48 13,527.56 11.08% 41.89% 
新竹縣 計畫室 93~94 23,230 23,230 142,759.31 5,363.10 6,942.00 4.86% 129.44% 
苗栗縣 工商局 86~93 - - 182,031.49 6,985.19 1,785.00 0.98% 25.55% 
臺中縣 建設局 86~96 - - 205,147.12 33,312.59 4,455.64 2.17% 13.38% 
南投縣 流域局 93~94 28,400 28,800 410,643.60 12,928.12 1,977.00 0.48% 15.29% 
彰化縣 城鄉局 85~95 24,000 11,400 107,439.60 12,788.63 5,200.00 4.84% 40.66% 
雲林縣 城鄉局 94 - 11,400 129,083.26 9,780.08 6,313.00 4.89% 64.55% 
嘉義縣 城鄉局 94 1,480 1,080 190,167.50 16,461.63 2,000.00 1.05% 12.15% 
臺南縣 資訊中心 93 19,820 18,000 201,600.75 34,694.00 2,225.00 1.10% 6.41% 
高雄縣 建設局 92~94 39,360 - 279,267.44 26,979.25 3,825.00 1.37% 14.18% 
屏東縣 地政局 93~94 15,776 7,720 277,560.03 16,515.00 1,760.00 0.63% 10.66% 
宜蘭縣 資訊室 93~94 35,658 33,700 214,362.51 7,638.04 3,588.00 1.67% 46.98% 
花蓮縣 計畫室 94 12,000 12,000 462,857.14 12,330.91 2,432.00 0.53% 19.72% 
臺東縣 城鄉局 94 20,900 13,700 351,525.26 8,796.43 2,227.00 0.63% 25.32% 
澎湖縣 建設局 95 - - 12,686.41 1,047.79 - 0.00% 0.00% 
金門縣 計劃室 95 234,450 71,370 15,630.00 15,247.17 14,795.00 94.66% 97.03% 
連江縣 工務局 - - 3,700 2,932.00 3,189.54 - 0.00%   
總計 - - 1,486,306 536,700 3,619,179.94 470,277.87 213,129.54 5.89% 45.32% 

資料來源：各縣市政府，民國 96年 2月 
註 1：縣市總面積來源，為主計處公布民國 94年統計資料 
註 2：都市計畫區面積來源，為營建署公布民國 94年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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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單位電子地圖產品簡介 
一、內政部 1/25000（經建版）數值地形圖 

1/25000（經建版）數值地形圖包含測量控制點、行政界
線、建物、交通系統、水系、公共事業網路、植被、地貌、

數值地形模型、圖幅整飾及註記等 10大類，並細分為 425種
圖式。由於路網不完整，道路屬性非常少，加上製作年代已

久遠，與現況差距相當大。其涵蓋的圖幅如圖 3-1所示。 

 
圖 3- 1 1/25000（經建版）地形圖出版通報 

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 

(一)臺灣本島 1/25000交通路網數值地圖 1.0版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製作電子地圖自民國 86年起，當年
經由「軍民通用科技專案」委外製作完成 87年版臺灣本島
1/25000交通路網數值地圖，製作方式係數化當年最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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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00經建版地形圖，以純文字格式儲存，應用上需自行
轉換為 GIS格式。 

(二)新世紀臺灣地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 1.0版 

由於交通建設成長迅速、道路總長度每年約以 2.8%在
成長，為使數值地圖資料更為接近現況，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於民國 89年 6月即著手進行更新前版數值地圖之計畫，
並於民國 90年 10月完成「新世紀臺灣地區交通路網數值
地圖 1.0版」。 

(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路網數值圖 1.1版 

為了促進交通路網數值地圖的共享與利用，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持續進行路網數值圖的資料維護更新。以「新世

紀臺灣地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 1.0版」為基礎，針對各縣市
之一般道路、一般鐵路、捷運、行政區界、河流、湖泊、

一般道路節點、地標地物…等十二個圖層進行更新，同時
提供三種坐標系統(TWD67 TM2、TWD97 TM2、TWD97 經
緯度)及三種資料格式(MapInfo、ArcView、純文字格式)，
方便資料之使用。另導入高解析度影像及車輛衛星定位系

統等兩項科技，協助空間資料更新的進行。 

(四)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路網數值圖 1.2版 

為了維持地圖的正確性與可信度，建立道路異動回報

系統與提高道路資訊的正確性，包括透過資料查證與現地

調繪提高正確性，以及選擇數個相關單位（如公路總局、

鄉鎮公所…等）試行道路異動回報系統。 

(五)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路網數值圖 1.3版 

以民國 94年 7月發行之路網數值圖 1.2版為基礎，就
既有圖層資料（包括道路節點、行政區界、河流湖泊、鐵

路捷運、地標地物）進行更新維護，並於民國 95年 8月正
式對外發行。其電子地圖內容如圖 3-2所示。 

有關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歷年發行電子地圖，相關資訊

彙整如表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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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電子地圖 

 
表 3- 2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歷年發行電子地圖彙整表 

版本 87 1.0 1.1 1.2 1.3 1.4 

資料時間  90/02 92/06 93/06 94/06 95/06 

發行時間 87/10 91/01 93/11 94/07 95/08 - 

比例尺 1/25000 1/25000，部分地區 1/5000 

圖層數量 2 8 12 

道路 21萬 5千筆 23萬 3千筆 

 

縣轄市以上都

市地區含八米

以上道路，國道

以交流道分段 

37萬 9千筆 

 

縣轄市以上都

市地區含六米

以上道路，國道

再以收費站及

服務區分段 

，巷弄欄位獨

立，新增路寬車

道數速限，更新

花東高屏地區

至 1/5000 

40萬 6千筆 

 

提供都市單行

道與轉向限制

資料，更新嘉南

地區至 1/5000 

，建置道路異動

回報系統 

50萬 2千筆 

 

更新桃竹苗嘉

義東部至

1/5000 

51萬 4千筆 

 

更新高鐵聯外

道路，增加金門

連江 2縣 

節點 14萬 8千筆 15萬 6千筆 27萬 6千筆 29萬 3千筆 37萬 4千筆 增加金門連江 2
縣 

臺鐵 無 分為三個圖層 依車站位置分段 

高鐵 無 ″ ″ 

捷運 無 

單一圖層 

″ ″ 增加高雄捷運 

縣市界  分為二個圖層 增加金門連江 2
縣 

圖

層

內

容

異

動 

市鄉鎮區

界 
無 

單一圖層 

臺灣本島澎湖

等 23縣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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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87 1.0 1.1 1.2 1.3 1.4 

村里範圍

參考界 
無 無 增加村里範圍參考界 ″ 

水系 無 河流湖泊 更新高雄、屏

東、花蓮、臺東 
更新嘉南地區 更新桃竹苗地

區 
″ 

地標地物 無 4大類 24細類 6大類 48細類 ″ 

橋樑中心

點 
無 道路圖層上所有橋樑中心點坐標資料 ″ 

隧道中心

點 
無 道路圖層上所有隧道中心點坐標資料 ″ 

計畫經費  1250萬 474萬 313萬 450萬 450萬 

銷售金額 96.5萬 384.5萬 84萬 105.5萬   

建置商 九福科技 康訊科技 銳俤科技 九福科技 九福科技 九福科技 

三、聯勤第 401廠數值軍圖 

聯勤第四 Ο一廠除了紙張地圖產品外，並開發數值地圖
項目；其中「數值軍圖光碟系統」，原於民國 86年開發完成，
並於後續持續開發其他作業系統版本，以加速推廣數值地圖

於國軍的應用層面，提升數值地圖於國軍戰備整備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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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民間單位電子地圖產品簡介 
一、中華電信─圖資系統（CHTGIS）市街基本圖 

中華電信電子地圖是委託測量公司赴現地實測後繪製比

例 1/500 的原圖，再數化建置成為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自
民國 70年代開始建置並持續更新。中華電信 1/500市街基本
圖，包括建物及門牌資料，可供管線資料管理應用。其市街

基本圖內容如圖 3-3所示。 

 
圖 3- 3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 

二、群立科技－VMap數位向量地圖 

VMap 採用高精度航空測量製圖與空間資訊技術建立電
子地圖，其資料涵蓋範圍包括臺灣本島範圍及綠島、蘭嶼等

外島區域，並建置六大項十六類的分層資訊。所有資料經過

彩色影像資料實際校正並能符合實際位置，並達到影像與數

化資料完整套疊的效果，資料精度正負 2.5公尺。其電子地圖
內容如圖 3-4所示。 

 
圖 3- 4群立科技－VMap數位向量地圖 

三、勤崴科技－縱橫電子地圖 

勤崴科技製作之電子地圖，以農林航空測量所出版之 1/5000
像片基本圖(山區 1/10000)為基礎，並以地理資訊、衛星影像、航
空測量等更新技術，輔以現地調查，所建置而成。使用 TM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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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帶地理坐標系之向量式地圖，範圍含蓋臺灣全島及澎湖、綠

島、蘭嶼等離島，並依圖形型態(點、線、面)與應用需求為根據
分層建置(共 31層圖層)。目前已建立的 1/5000、1/25000、1/100000
等不同比例尺，各比例尺間之道路街廓、圖形內容皆可緊密套

疊，並提供多種常用之圖檔格式，包括： ESRI-SHP、
MapInfo-TAB、Autodesk-DWG 和坐標系統 TWD67、TWD97、
WGS84等。其電子內容如圖 3-5所示。 

 
圖 3- 5勤崴科技－縱橫電子地圖 

四、九福科技－ShowMap 

九福科技的電子地圖是以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

地圖為基礎進行加值，地圖涵蓋範圍包括臺灣、澎湖、金門、馬

祖、蘭嶼、綠島等地區，並配合一千分之一、1/5000地形圖及遙
測資料、現地測量調查等方式，以確保地圖之地標位置、道路線

形、位相關係的正確性。目前提供不同坐標系統（TWD67、
TWD97）、不同地圖投影（橫麥卡脫 2度、3度、6度，麥卡脫投
影，蘭伯特投影等）及不同的資料格式（ArcView、MapInfo、
AutoCAD，等），如圖 3-6所示。 

 
圖 3- 6九福科技－ShowMap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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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銳俤科技－霹靂勁爆電子地圖 

銳俤科技之電子地圖分成電子地圖及 POI(Point of Interest)資
料庫。電子地圖係依據內政部之臺灣地區像片基本圖數化，地圖

比例尺於海拔一千公尺以下之平地及丘陵地區為 1/5000，於一千
公尺以上之中央山脈地區為 1/10000。POI資料庫主要包含政府機
構、各級學校、醫療院所、飯店旅館、金融機構、觀光旅遊、休

閒娛樂、逛街購物、餐飲小吃、行車服務、交通設施、民間機構

等類別。其電子地圖內容如圖 3-7所示。 

 
圖 3- 7銳俤科技－霹靂勁爆電子地圖 

六、康訊科技 

康訊科技之電子地圖，除了一般的街道圖外，還包括導航地

圖、電信專用圖、門牌資料庫等類別，比例尺分成 1/500、1/5000
與 1/25000。其電子地圖內容如圖 3-8所示。 

 
圖 3- 8康訊科技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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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內主要電子地圖產品規格比較 
表 3-3係針對國內 7家已商品化的電子地圖主要供應單位圖

層規格作一簡單比較，其中各家圖資的內容豐富度及精確度各有

優劣，須另行參閱詳細的技術規格，有些供應單位會把同類型合

併在一個圖層（如臺灣鐵路、高速鐵路）有些則予以細分成多個

圖層，因此無法單純以項目多寡來決定。另外，由表 3-4 可發現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的內容由於偏重在地區性都市建設所需，因此

對於一般應用仍有不足之處，例如一千分之一圖層內就未包含常

用的鐵路(線)及捷運，公共事業網路內僅有電力桿而無電力線。 
表 3- 3國內主要電子地圖供應商規格比較表 

供應商 
比較項目 

交通部

運輸研

究所 

中華 
電信 群立 勤崴 九福 銳俤 康訊 

內政部地形圖   √  √ √  
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路網圖 
√    √ √  

農林航空測量所

像片基本圖 
   √ √ √  

地籍圖  √   √ √  
群立航照圖 √  √ √ √ √  
其他航照  √   √ √ √ 
衛星影像    √ √ √  
平版測量  √      

資

料

來

源 

GPS地測  √  √ √ √  
1/500  √     √ 
1/5000 √ √ √ √ √ √ √ 
1/25000 √   √ √ √ √ 

比

例

尺 
1/100000    √ √   
GEO √       
MIF ◎ √  √ √ √  
TAB  √ √ √ √ √ √ 
SHP ◎ √ √ √ √ √ √ 
DXF  √ √ √ √   

圖

檔

格

式 

DWG  √  √ √   
TWD67TM2 √ √ √ √ √ √ √ 
TWD97TM2 √ √ √ √ √ √ √ 

坐

標 
WGS84經緯度 √   √ √ √  

更新頻率 不固定 1/5000
半年 
1/500
即時 

每年春

秋 2季 
每年兩

次(3、9
月) 

半年 每年

3、9月 
不固定 

最近更新時間 2006/6 2006/10 2006 2006/9 2006/6 2006/12 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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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比較項目 

交通部

運輸研

究所 

中華 
電信 群立 勤崴 九福 銳俤 康訊 

最新版本 1.3版 95年版
1/5000 

2006春
季版 

V11  3.1 V6.1 

售價(全省完整圖資) 0~30萬 1/5000:
75萬 
1/500: 
1億 4
千萬 

65~195
萬 

15~ 
312.5
萬 

 75萬 48萬起 

註：『◎』符號，表示須另透過轉檔程式轉換。 
表 3- 4臺中市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國內主要電子地圖供應商圖層 

數量比較表 
交通部

運輸研

究所 

中華 
電信 群立 勤崴 九福 銳俤 康訊 

分

類 圖層名稱 
型

態 
12圖層 27圖層 10圖層 33圖層 11圖層 27圖層 18圖層 

三角點 點        
精密導線點 點        
導線點 點        
中心樁 點        
一等水準點 點        
水準點 點        
航測控制點 點  √      

測 
量 
控 
制 
點 

衛星定位點 點        
縣、省轄市、直

轄市區等界 
面 √ √  √ √ √ √ 

鄉、鎮、縣轄

市、省轄市區等

界 
面 √ √ √ √ √ √ √ 

行 
政 
界 
線 
村里界 面 √ √ √ √   √ 

建 
物 
永久建物及臨

時建物 
面  √  √ √  √ 

重要地標(17類)（註
1） 

點 √ √ √ √ √ √ √ 

道路圖(含路口
切割) 

面        

道路中線 線 √ √ √ √ √ √ √ 

交 
通 
系 
統 道路面(無路口
切割) 

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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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運輸研

究所 

中華 
電信 群立 勤崴 九福 銳俤 康訊 

分

類 圖層名稱 
型

態 
12圖層 27圖層 10圖層 33圖層 11圖層 27圖層 18圖層 

道路面(高架道
路、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地下

道、高鐵、鐵路) 

面    √  √  

道路中線交叉

路口點 
點 √ √  √  √  

水系 面 √ √  √ √ √ √ 水 
系 水系中線 線  √ √   √  
公共事業網路 (12
類)（註 2）         

植物覆蓋(25類)（註
3） 

面    √    

等高線 線  √ √ √   √ 地 
貌 獨立標高點 點      √  
數值地形模型         
圖幅整飾及註記     √  √ √ 
都市計畫樁 點        

學校  學校 學校 
公園  公園 公園 
工業區    
政府   政府 

都市計畫圖 面    

  港口  

都

市

計

畫 
市區道路 (現
況) 

面        

門牌號碼圖 點  √  √   √ 門 
牌 門牌起訖 線    √    
地籍圖 (原始
檔)         

地籍圖 面        

地 
籍 
圖 
地籍圖根點 點        

正射影像         
臺灣鐵路 線 √ √ √ √ √ √ 
高速鐵路 線 √ √ 

√ 
√ √ √  

捷運 線 √ √ √ √ √ √ √ 
點 √   √    
線    √  √  橋樑 
面  √      

非

千

分

之

一

圖 
層 隧道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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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運輸研

究所 

中華 
電信 群立 勤崴 九福 銳俤 康訊 

分

類 圖層名稱 
型

態 
12圖層 27圖層 10圖層 33圖層 11圖層 27圖層 18圖層 

線      √ √ 
面  √  √    

高壓電線 線    √ √   
電信線路 線  √      
道路隔線 線  √  √    
高架隔線 線    √    
道路標誌 面  √  √    
水庫湖泊 面  √  √ √ √  
漁塭水池 面  √  √  √  
水流方向 面  √線  √    

線    √  √  
涵洞溝渠 

面      √  
河流名稱 點  √線  √  √  
道路名稱 點  √線  √  √ √ 
國道里程 點    √  √  
國道資訊(休息
站收費站) 

點  √  √  √  

註 1：重要地標包含下列 17大分類：文教機構、政府機關、公共設施、民
間單位、警消單位、飯店(餐飲)、加油站、醫療保健、育樂場所、民
代服務處、百貨公司、金融機構、社福機構、24小時便利商店、宗
教機構、行車服務、其他建物。 

註 2：公共事業網路包含下列 12種：高壓線塔、電力桿、電信桿、路燈、
水管、油管、瓦斯管、電力人孔、電信人孔、排水人孔、電力方人孔、

電信方人孔。 
註 3：植物覆蓋分為下列 25種：地類界、獨立樹、防風林、行道樹、針葉

林、闊葉林、針闊葉混合林、灌木林、竹林、草地、水田、旱作地、

蔗田、果園、香蕉園、鳳梨園、檳榔園、茶園、菜園、花園、苗圃、

魚池、魚塭、養蚵場、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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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國外電子地圖產品分析比較 
電子地圖也可稱為數值地圖（Digital Map）。一般而言，電子

地圖的資料屬性可分為簡易型和複雜型，簡易型的資料屬性可作

為簡單查詢和展示等功能，而複雜型的資料屬性可作更進一步的

查詢分析，例如作路徑導引或最短路徑選取等功能。 

在國外所稱之電子地圖，通常是指街道路網圖，較偏向於商

業使用，如導航、路徑規劃、登山航海用等。電子地圖內容大致

包括路網、重要地標、行政區界等，圖層屬性內容多著重在導航、

路徑規劃應用時所需的資訊，包括道路名稱、道路等級、單向/
雙向行駛限制、轉彎限制、車道數等。表 3-5 為國外著名電子地
圖供應單位的資料，強調資料的更新速度與地圖涵蓋的資料量，

另外亦可發現這些電子地圖供應單位從原本 2D 電子地圖的呈
現，逐漸朝向 3D模擬展示的表現，藉以引起使用者的注意。 

表 3- 5世界著名電子地圖供應單位一覽表 
地圖供應商 地圖供應

地區 
供應檔案格式及

比例尺 
產品種類 特色 

ZenRin公司 
(http://www.z
enrin.co.jp/) 

日本 比例尺有

1/2500、1/25000、
1/200000等 

分成 DVD全國版、全
國版、首都版、東日本

版、西日本版等五種類

型 

1.具有 3D模擬及
360視景環繞的效果 
2.1/2500比例尺的地
圖中，可以居住者的

名稱來進行地圖的

查詢 
TeleAtlas公
司 
(http://www.te
leatlas.com） 

美國、加拿

大、巴西、

阿根廷、中

國 

支援格式 
l GDFAS 
l GDFAR(祇限
歐洲) 

l ESRIShapefil
e 

l OracleSpatial 
l RMF(祇限美

國) 
l 其他格式，例
如MapInfo 

 

分成 Dynamap與
MultiNet兩種類型 
1.圖層內容 
l 線圖層-街道、鐵
路、河流 

l 面圖層-湖泊、土
地覆蓋、行政區

域、郵遞分區 
l 點圖層-城市中
心、交叉路口點、

地標點 
2.圖層屬性 
l 行政區域-國家、
州 

l 街道-街道名稱、
替代道路名稱、門

牌號碼範圍、郵遞

區號、門牌地區、

道路分級、車道

1.地圖涵蓋國家眾多 
2.支援多種GIS格式 
3.道路資料非常豐富 
 
 

http://www.z
http://www.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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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供應商 地圖供應
地區 

供應檔案格式及

比例尺 
產品種類 特色 

數、路徑號碼、行

徑方向(單向/雙
向/高架)、道路狀
況、收費道路 
 

DeLORME公
司 
(http://www.d
elorme.com） 

美國、加拿

大 
1.ArcView Shp 
2.Mapinfo Tab 
3.ESRI ArcInfo 
E00 
4.UBD MAP 
Images 
(Geo Tiff- 
TIF&TFW) 
比例尺 1/20000 
 

分成 Street 
AtlasUSA、Topo USA
兩種產品 

1.支援多種GIS格式 
2.有 3D登山地圖 
 
 

NAVTEQ公
司 
(http://www.n
avteq.com） 

美國、歐

洲、 
加拿大、中

國 

略 包括道路路網、重要地

標點等 
1.道路的屬性約達
160個項目，例如轉
彎限制、單行道、道

路高度等 
2.北美著名之 AAA
公司選擇 NAVTEQ
公司做為該公司於

美國、加拿大的地圖

供應商 
C-MAP公司 
(http://c-map.
com） 

全球地區

（電子海

圖） 

略 分成航海使用、商業使

用、航空使用、美國國

內使用等類型 

1.通過 ISO-9002認
證 
2.世界上最大的商業
性航海圖供應商 

OrdnanceSurv
ey
（http://www.
ordnancesurve
y.co.uk/osweb
site/） 

英國 路網圖-GML 
v2.1.2. 
門牌圖-GML 
v2.1.2. 
影像圖

-JPEG,TIFF,ECW
MrSID 
比例尺 1/2500 

門牌圖層、路網圖層、

地形圖層、影像圖層、 
1.可應用於不動產管
理、風險評估、財產

修復分析等 
2.同時提供向量與影
像資料 
3.每一圖徵賦予唯一
辨識碼，方便資料分

析與分享 
4.屬性包含累積歷史
與描述分類 

StarVision公
司

（http://www.
starvision.com
.hk/） 

世界、中

國、香港 
1.ArcView Shp 
2.Mapinfo Tab 
3.其他格式 
提供多重的比例

尺圖資資料，從

點、線、面圖層 1.在中國地區，其圖
層細分到 44個圖層 
 

http://www.d
http://ww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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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供應商 地圖供應
地區 

供應檔案格式及

比例尺 
產品種類 特色 

1:10000到
1:1000000，不同
城市的詳細度不

同 

第七節  小結 
在製圖技術方面，有鑑於遙測技術已趨成熟，如今透過衛星

或航空攝影，即可快速取得大量、最新的現地影像資料。有別於

向量式電子地圖通常需要大批人力進行數化，影像則具有美觀、

節省人力的優勢，可快速展現應用成果。例如國外 Google公司的
Google Map、Google Earth，以及微軟的 Live Local皆是以影像為
主的地圖展示及加值應用，目前儼然已成為一大趨勢。環顧現今

國內外較為先進的圖資建置及供應單位，亦多是以衛星影像或航

照為底圖來進行圖資數化工作。 

在圖資內容方面，綜觀國內、外電子地圖，其比例尺由 1/500
至 1/1000000 不一而定。其圖層內容及屬性亦因地圖之製作成
本、使用目的及對象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其中最常用的圖層類別

大都包含行政界、交通路網、地標點、水系等項目。 

故為解決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所需經費較高且建置時程

過長，以致無法在短時間內建立一套可完整涵蓋全臺灣地區電子

地圖之情形下，亟需規劃以較少成本及較短時程之方式，建置ㄧ

套可符合大都數應用之精度需求的通用版電子地圖，且一旦國內

所有的圖資都是根據同一套底圖所衍生出來，將可有效解決目前

版本紛亂、無法相互套疊的問題，並兼具快速建置及更新維護之

便利性。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3-19 

第三章  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定義 

第一節  定義與目的 
一、定義 

通用版電子地圖係透過重新建置與資源整合方式，建立

一套具全國性、共通性、一致性、定期更新性為特點之電子

地圖，並兼具最新正射影像及向量式的內容。 

二、目的 

(一)為解決都會區域一千分之一 GIS 數值地形圖建置經費龐
大、時程冗長、更新頻率緩慢，以致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整

涵蓋全臺灣地區之情形。 

(二)在合理範圍內降低圖資建置所需經費及時程，進而提高更
新頻率、維持內容之可用性。 

(三)作為政府、民間單位加值應用之基本底圖。 

(四)圖資內容與精度滿足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間 85%以上需求。 

三、定位 

通用版電子地圖為具有全國性、共通性、一致性、定期

更新性為特點之電子地圖，可供政府、民間等單位加值應用，

並依據人口密集與經濟活動集中分區不同資料精度的圖資資

料。 

第二節  城區與鄉區劃分原則 
考量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建置須符合實際需求與經濟效益，針

對人口密集與經濟活動集中的地區，應建置資料精度較高的電子

地圖，而對於人口稀疏與經濟活動不熱絡的地區，則建置資料精

度較低的電子地圖，以節省建置成本。 

依據上述因素，擬將臺灣地區分別劃分為城區(urban area)與
鄉區(rural area)兩大區域。為有效劃分城區與鄉區範圍，並藉以估
算建置經費，必須擬訂一套合理的劃分原則，以下先就高度與人

口密度來分析臺灣地區狀況，最後再訂定城區與鄉區劃分原則。 

一、依高度分析臺灣地區狀況 

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路網數值圖 1.2 版的縣市圖層來計
算，臺灣地區（含臺灣本島，以及澎湖、小琉球、綠島、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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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龜山島、金門、馬祖等離島）面積為 364萬 9872公頃。
由於地形關係，大部分是屬於交通不便、居住人口稀少的山

區。表 3-6是利用全省 DTM產生的等高線依幾個主要高程之
面積與臺灣本島（不含離島）總面積來計算百分比，其中高

度 500公尺以上即約占了臺灣本島一半的面積。 
表 3- 6臺灣地區高程與所占面積比例統計表 

高度(公尺) 面積(公頃) 百分比 高度(公尺) 面積(公頃) 百分比 

0 3618128 100.00% 1500 754248 20.85% 

50 2806681 77.57% 2000 425267 11.75% 

100 255949 70.70% 2500 184157 5.09% 

200 2236558 61.82% 3000 41569 1.15% 

500 1683268 46.52% 3500 2314 0.06% 

1000 1147934 31.73%    

目前農林航空測量所的圖幅框即以一千公尺左右的高度

採二分法區分為平地 1/5000 及山區 1/10000 兩種比例尺，並
儘量採連續圖幅範圍。1/5000 圖幅框範圍包含澎湖、綠島、
蘭嶼、龜山島等離島，但不含金門馬祖地區，總計 517 幅，
每幅寬高為 2560*2760公尺（約 706公頃），其中平地為 3292
幅(59.67%)，山區為 2225幅(40.33%，換算 1/10000圖幅框為
2225/4≒556幅）。如圖 3-9所示，藍色框為 1/10000圖幅框，
綠色框為 1/5000圖幅框，紫色線條則為一千公尺等高線，可
見其圖幅框劃分與一千公尺等高線範圍非常接近。 

 
圖 3- 9圖幅框(1/5000、1/10000)與一千公尺等高線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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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方式雖可簡單、快速地劃分出城區與鄉區，但平地

1/5000 圖幅框所涵蓋的範圍太大，可能還存在許多居住人口
不多的山區地形。因此，進一步用 DTM展繪的彩色地形圖為
底，以便更清楚地分辨地形起伏，再分別套疊 1/10000 圖幅
框，以及不同高度的等高線。由圖 3-10 可以發現，1/10000
圖幅框並未完整涵蓋到山區，雖然 200 公尺等高線以上地區
似乎可以涵蓋所有的山區，但這一段介於 200到 1000公尺之
間的範圍，可能有些仍是屬於人口密集區（例如苗栗大湖、

卓蘭，南投埔里、竹山…等），綜合上述，因此無法單純以高
度作為劃分城區與鄉區之依據。 

   
套疊 1/10000幅框 套疊 200公尺等高線 套疊 500公尺等高線 

   
套疊 1000公尺等高線 套疊 2000公尺等高線 套疊 2500公尺等高線 
圖 3- 10DTM展繪地形圖與圖幅框(1/10000)及等高線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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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人口密度分析臺灣地區狀況 

按現行“地方制度法”第四條規定：「直轄市、市、縣轄市
之設立：人口聚居達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

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得設直轄市。

人口聚居達五十萬人以上未滿一百二十五萬人，且在政治、

經濟及文化上地位重要之地區，得設市。人口聚居達十五萬

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且工商業發達、自治財源充裕、交通

便利及公共設施完備之地區，得設縣轄市。」。另外，參照“臺
中市里鄰編組及區域調整自治條例”第二條：「里之編組，依
下列規定辦理：一、交通方便、人口集中地區，每里戶數為

九百戶至二千五百戶，超過二千五百戶之里，應適當劃分，

劃分後每里戶數應在一千戶以上；里之戶數未滿九百戶者，

應與相鄰之里合併調整。二、交通不便、人口分散地區，每

里戶數為三百戶至九百戶，超過九百戶之里，應適當劃分，

戶數未滿三百戶者，應與相鄰之里合併調整。」 

由此可知，行政區域與人口密度有密切關係，且行政區

界的劃分是以客觀的人口數為改制的依據。但縣市鄉鎮的幅

員遼闊，人口居住密度差異很大，故不適合以縣市鄉鎮界來

劃分。至於村里界由於面積較小，相對而言其面積與人口密

度有較強的關連性，且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路網數值圖中就有

村里界圖層可作為資料來源。統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路網數

值圖之村里圖層，臺灣本島總共有 7532個村里，各村里的面
積從最小 0.01公頃到最大 639.17公頃，其中 1公頃以內的有
3508 筆就佔了近一半（46.57%）。另計算所有面積的標準差
為 21 公頃，而面積在 21 公頃以下的村里則有 7290 筆
（96.79%）。 

由圖 3-11 左可知，面積小於 21 公頃之村里（如圖 3-11
左淺黃色範圍）代表人口較密集，大多都位在農林航空測量

所的山區 1/10000 圖幅框範圍外。另外由於建物圖及都市計
畫圖亦與經濟活動息息相關，因此再套疊勤崴公司的建物圖

（如圖 3-11右深綠色部分）以及都市計畫圖（如圖 3-11右深
黃色部分，不含農業區、河川、保護區），由圖 3-11 可見亦
大多集中在面積小於 21公頃的村里範圍內，因此可以小於 21
公頃的村里範圍作為人口密度與經濟活動熱絡與否範圍劃定

的參考基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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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面積小於 21公頃之村里、圖幅框(1/10000)、建物與都市計畫

圖套疊 
 

接著再分別套疊 500及 1000公尺（如圖 3-12深藍色線
條及紫色線條）等高線圖，可發現 500公尺等高線與面積
小於 21公頃的村里範圍比較接近，如圖 3-12所示。 

 
圖 3-12面積小於 21公頃之村里與等高線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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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區與鄉區劃分依據 

本計畫套疊下列六種圖層，藉以進一步找出城區與鄉區

精確的分界，分別包括： 

1、等高線圖(DTM) 

2、1/5000及 1/10000圖幅框(農林航空測量所) 

3、縣市及村里界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4、省道以上路網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5、都市計畫圖(內政部營建署) 

6、建物圖(勤崴公司) 

綜合上述，選定以村里面積小於 21公頃之村里界及 500
公尺等高線，並同時參考都市計畫圖、建物圖與省道以上路

網圖，作為城區與鄉區之劃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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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精度要求 
考慮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建置時程冗長、成本龐大，以及

政府單位及民間公司所完成之 1/5000 相關圖資之內容又無法滿
足大部分之使用需求，分析目前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間及

學術單位等方面對於圖資精度的需求，並可作為門牌資料建置的

底圖，建議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圖資精度設定為城區 1.25公尺、鄉
區 2.5 公尺，但考量鄉區因人工建設不多，故其資料精度要求不
如城區。 

通用版電子地圖主要包括彩色正射影像資料與向量資料兩

部分，依據資料型態分別說明其相關之規範如下： 

(一)彩色正射影像解析度要求 

城區的影像解析度為 25公分；鄉區的影像解析度為 50
公分。該要求符合內政部民國 92年制定的彩色正射影像鑲
嵌圖製作規範草案與臺灣地區數值像片基本圖測製規範草

案（五千分之ㄧ像片基本圖），同時略高於美國所制定的

Aerial Mapping and Orthophoto Standards，如表 3-7所示。
若就MMU(Minimum Mapping Unit，最小繪圖單元)觀點來
看，因通用版電子地圖要作為繪製單棟建物的基礎，以國

內一般最小的建物單元為 3 公尺*3 公尺為例，影像的空間
解析度祇需達 1.5公尺即可，但還需要考慮到一些地物邊界
的解譯，故以影像解析度 25公分而言，對於單棟建物與相
關地物邊界的辨識並無問題。 
表 3-7不同地圖比例尺對應的正射影像的解析度 

正射影像解析度(feet) 地圖比例尺 

0.5(約 15cm) 1:1200 

1.0(約 30cm) 1:2400 

2.0(約 61cm) 1:6000 

資料來源：Aerial Mapping and Orthophoto Standards 

(二)彩色正射影像幾何品質檢核規範 

為能以較少成本及較短時程方式完成通用版電子地

圖，且可做為後續價值應用的基礎，通用版電子地圖將以

彩色正射影像為底圖，所有的圖資都是根據同一套影像底

圖所衍生，故訂定彩色正射影像資料的幾何品質檢核，如

表 3-8所示，以確保後續的應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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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彩色正射影像幾何品質檢核規範 

地區 正射影像幾何品質檢核 比例尺 

城區 檢核平面無高差移位的地物點，如道路邊緣交
點、田埂交點等的位置，其圖面位置相對於實

際位置的誤差不得超過 1.25公尺 

1/2500 

鄉區 檢核平面無高差移位的地物點，如道路邊緣交
點、田埂交點等的位置，其圖面位置相對於實

際位置的誤差不得超過 2.5公尺 

1/5000 

(三)向量資料精度要求 

美國聯邦地理數據委員會(FGDC)所訂定之空間資料精
度國家標準（NSSDA），並未明確規定具體的製圖精度值，
而是建議應根據不同的應用目的確立不同的標準，並推薦

使用國家製圖精度標準(NSSA)或大比例尺製圖精度標準
(ASPRS)（參見表 3-9）。而國家製圖精度標準(NSSA)是由
Bureau of the Budget於 1947年發布，其標準中說明當比例
尺大於 1:20000時，被檢測明顯地物點中點位圖面誤差大於
0.8mm的不得超過其數量的 10%；而 ASPRS則更明確依據
使用目的不同，訂定三級的圖面精度標準，其中第一級是

最高精度要求，適用於建設點位配置規劃(site plans for 
construction)；第二級是第一級精度的一半，主要可應用於
挖掘工程、道路建設等方面，第三級精度要求是第一級精

度的三分之一，主要用於大區域的城市規劃或土地利用圖

製作，詳細內容如表 3-9所示。 

由於數位資料並無比例尺的概念，祇有資料精度的概

念，但考慮到銜接傳統紙質地圖時代、方便測量人員理解

以及日後外業檢核使用，將資料精度轉換至比例尺形態（對

測量而言，不同的精度以及資料內容的詳細程度即對應不

同的比例尺），故根據 ASPRS 第二級規範予以轉換，即城
區資料精度為 1.25公尺，為 1/2500精度要求，而鄉區資料
精度為 2.5公尺，為 1/5000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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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向量資料精度要求彙整表 
ASPRSAccuracyStandard單位：英呎 精度要求 

比例尺 

NSSA 

單位：英吋 Class1 Class2 Class3 

1：1200 1/30(約 1.02m) 1(約 0.30m) 2(約 0.61m) 3(約 0.91m) 

1：2400 1/30(約 2.03m) 2(約 0.61m) 4(約 1.22m) 6(約 1.83m) 

1：4800 1/30(約 4.06m) 4(約 1.22m) 8(約 2.44m) 12(約 3.66m) 

註 1：NSSA：National Standard for Spatial Data Accuracy，指圖面精度 

註 2：ASPRS：指實際精度 

註 3：表中括號內的數值皆已經過換算，表示資料實際精度 

資料來源：1.Bureau of the Budget,1947； 2.American Society for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ASPRS) Spec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Committe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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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城區與鄉區圖幅框劃分結果 
圖幅框是圖資數化及經費估算的重要基礎，為便於計算及後

續套疊整合，通用版電子地圖參考農林航空測量所 1/5000圖幅框
之大小及圖幅位置，重新製作 1/2500圖幅框，範圍涵蓋臺灣本島
與所屬離島(小琉球、綠島、蘭嶼、龜山島、外傘頂洲)，以及澎
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外島地區，以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發行之

交通路網路值地圖 1.2 版所含縣市界圖為範圍，並根據本章第二
節城區與鄉區劃分原則以及第三節精度要求，城區採 1/2500比例
尺之圖幅框、鄉區則採 1/5000比例尺之圖幅框。且考量製圖經濟
效益，同一圖資資料精度儘量以連續圖幅範圍來劃定，以利航拍

及數化作業。 

臺灣本島城區與鄉區係沿 21 公頃以下之村里界與都市計畫
區、建物圖密集區、以及 500公尺等高線之邊緣逐一篩選，城區
（1/2500圖幅框）共計 9420幅，鄉區（1/5000圖幅框）共計 2984
幅（圖 3-13左深綠色網格部分）。 

其中鄉區包括原農林航空測量所 1/10000 圖幅 2200 幅（圖
3-13 右深綠色網格部分）；而城區因有部分地區已建置一千分之
一範圍，面積有 213129公頃，換算為 1/2500圖幅框數約 1210幅
（213129公頃/176公頃）。 

在澎湖除馬公市區部分有 16 幅可劃分為城區，其餘地區有
91幅劃分為鄉區。另外金門縣及連江縣由於近年已陸續完成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且考量軍事管制區域重新拍攝航照不易，因此將

沿用已建置完成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資料，經後處理後納入

1/2500城區範圍。圖 3-14為金門縣、連江縣與澎湖縣城區與鄉區
劃分結果，而表 3-10為城區與鄉區圖幅數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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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臺灣本島城區與鄉區劃分成果圖 

 

   
金門縣             連江縣            澎湖縣 

圖 3- 14金門縣、連江縣與澎湖縣城區與鄉區劃分成果 
表 3-10城區與鄉區圖幅統計表 

城區 1/2500 鄉區 1/5000 範圍 

圖幅 已建置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地區 
未建置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地區 
1/5000 
地區 

原 1/10000 
地區 

臺灣本島(含離島) 1210 8210 784 2200 

澎湖縣 0 16 91 0 

金門縣、連江縣 211 0 0 0 

總計圖幅數 1421 8226 875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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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圖層內容規劃 
依據國內外電子地圖的回顧與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定義

與目的，規劃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圖層類別包括道路、鐵路、水系、

行政界、區塊、重要地標與彩色正射影像，有關詳細的圖層內容

如表 3-11所示，其中重要地標涵蓋的項目如表 3-12所示。 
表 3-11通用版電子地圖圖層內容 

 圖層名稱 型態 
道路中線 線 
道路節點 點 道路 
道路 面 
臺鐵路線 線 
高鐵路線 線 鐵路 
捷運路線 線 

面 
河流 

線 水系 
水庫湖泊 面 
縣市界 面 

行政界 
鄉鎮市區界 面 

區塊 區塊 面 
建物 建物 面 
重要地標 點 
控制點資料 點 
彩色正射影像 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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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重要地標內容 
地標類型 項目 

政府機關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警察局隊(含派出所)、消防
局隊 

文教機構 

學校（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高級職校、

完全中學、大專院校）、博物館、美術館、文化中

心、音樂廳、公立圖書館、社教館、紀念堂（館）、

古蹟（第一級古蹟與國定古蹟，由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審查指定） 

公共設施 國家公園、國家森林遊樂區、國家風景區、公園、

綠地、廣場、公有市場、體育場(館) 

醫療保健 醫學中心、地區醫院、區域醫院 

交通服務 臺鐵站、高鐵站、捷運站、機場、公有停車場、國

道及快速道路交流道、國道休息站及收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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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適用範疇 
由於電子地圖可應用的範疇非常廣泛，各種應用所需的圖層

內容與資料精度不盡相同，勢必無法同時滿足所有的需求。以下

針對電子地圖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間及學術單位三方面，

可以此為底圖進行加值應用的項目予以說明： 

一、在中央政府方面 

通用版電子地圖於國土規劃應用包括國土資源管理、環

境品質資料管理、自然資源管理、水資源管理、國土復育、

基礎建設資料、全國景觀資源、環境地質資料等應用，茲將

詳細說明說下： 

(一)國土資源管理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國土資源規劃、土地資源管

理、地質調查管理之應用基礎。 

(二)環境品質管理 

透過通用版電子地圖為底圖，可以標示出每個地區之

環境品質資訊，包括：水質、空氣、噪音、紫外線、機車

定檢站、資源回收場等訊息，進行環境品質資料應用管理。 

(三)自然資源管理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農業資源管理、林業資源管

理、石油天然氣資源管理、海洋資源管理、水利、測繪、

氣象、環境保護等管理上的應用。 

(四)水資源管理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管理水資源位置及其資訊與管

理之底圖，水資源位置及相關工程管理資訊包括：魚塭、

水池、沙洲、沙石、沼澤地、蓮池、湖泊、水庫、渡口、

攔沙壩、防水壩、引水槽、水閘、蛇籠、小土堤、河川、

單線水溝、水溝、瀑布、河川流向、時令河等位置及工程

資訊管理等加值應用。 

(五)國土復育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應用於國土復育，包括國土利用監

測、國土利用調查等加值應用。 

(六)基礎建設管理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應用於國家基礎建設資料，如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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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網路節點部署調查管理之底圖，以進行通訊網路基礎建

設之加值應用。 

(七)全國景觀資源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全國景觀資源之加值應用，全

國景觀資源應用包括：景觀道路、景觀工程管理、景觀規

劃管理、景觀復育、生態保育、戶外遊憩發展等應用。 

(八)環境地質管理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應用於環境地質資料，包括：環境

地質、危險坡地、土地利用潛力、山崩潛感、地質災害、

敏感區風險評估、坡地災害和坡地老舊聚落等加值應用。 

(九)國防軍事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應用於國防軍事之兵棋推演、軍事

管理等基本底圖。 

(十)鄉村規劃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鄉村規劃之底圖及加值應用。 

(十一)中央防救災應用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應用於防救災規劃(減災規劃、災前
準備、災時搶救、災後復建救濟、水資源災害)之加值應用，
以及防救災事故發生應變管理之加值應用，災難事故應用

包括輻射彈事故、危險化學品事故、礦山事故、特種設備

事故、軌道交通運轉突發公共事件、道路突發事故、橋樑

突發事故、人防工程事故、道路交通事故、火災事故、建

築施工突發事故、城市公共供水突發公共事件、城市排水

突發公共事件、重大電力突發公共事件、燃氣事故、環境

污染和生態破壞突發公共事件、核事件、輻射事故（事件）、

通信線路和通信設施事故、地下管線事故、資訊安全事故

與高技術犯罪、超高層建築大樓事故、旅遊場所突發公共

事件等災害管理之加值應用。 

(十二)公共設施規劃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公共設施規劃之加值應用，公

共設施包括醫院、中大型公園、風景遊憩區之規劃設計與

管理加值應用。 

二、在地方政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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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用事業管理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用於電信管線、電力管線、自來水

管線、雨水管線、瓦斯管線、污水、油氣與警訊等公用事

業業務管理應用，但公用事業資料建置應用需要較高的圖

資精度要求。 

(二)消防警政業務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犯罪案件空間化管理與救災水

源(如消防栓、水源)、警勤區劃分、戶口管理等消防警政業
務之應用。 

(三)戶政業務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戶政資訊、戶籍統計及門牌資

料建置等業務管理應用。 

(四)社政業務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社會救助、老人服務及身心障

礙服務等業務管理應用。 

(五)民政業務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行政區域劃分、寺廟及宗教團

體等業務管理應用。 

(六)地方防救災應用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防颱、防洪、地震、火災、醫

療救助、救災資源調派等業務管理應用。 

(七)公共衛生管理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公共衛生安全監管、植物病蟲

害、環境醫學、疫情流行地區管理等業務管理應用。 

(八)財政與建設業務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財產管理、工廠設立與登記管

理、工業管理及商業管理等業務應用。 

(九)運輸管理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公車運輸路線規劃、運輸資料

蒐集分析、路邊停車格之規劃與管理、公路工程管理等業

務管理應用。 

(十)都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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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作為都市規劃、不動產、人口統計(人
口調查、地理統計)、稅務管理、電子商務。但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或細部計畫規劃需要較高的圖資精度要求。 

三、在民間及學術單位方面 

(一)學術研究 

通用版電子地圖於學術研究方面，可應用於各類研究

主題空間資訊分析與展示。 

(二)網際網路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為底圖於網際網路的加值應用上非

常廣泛，其中包括社區安全(設施、防空安全避難室)網路化
管理、線上購物等應用提供強大之支援能力。 

(三)觀光旅遊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應用於景點、旅遊路線規劃之加值

應用。 

(四)交通運輸 

通用版電子地圖可應用於交通管理、智慧型運輸系統

（ITS）、GPS導航、車輛派遣等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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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應用項目、圖層類別、與資料精度對照表 
圖資 
應用

單位 

通用版電

子地圖之

應用項目 
該應用項目所需使用的圖層 

對圖層資

料最低精

度之要求 
國土資源

管理 
□ 道路中線 
□ 道路節點 
□ 臺鐵路線 
□ 高鐵路線 
□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 建物 
□ 重要地標 
R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2.5公尺 

環境品質

管理 
□ 道路中線 
□ 道路節點 
□ 臺鐵路線 
□ 高鐵路線 
□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 建物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 區塊 

2.5公尺 

自然資源

管理 
R 道路中線
□ 道路節點 
□ 臺鐵路線 
□ 高鐵路線 
□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 建物 
□ 重要地標 
R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2.5公尺 

水資源管

理 
R 道路中線
□ 道路節點 
□ 臺鐵路線 
□ 高鐵路線 
□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 建物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 區塊 

2.5公尺 

國土復育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 臺鐵路線 
□ 高鐵路線 
□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 建物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2.5公尺 

全國景觀

資源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 建物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 區塊 

2.5公尺 

鄉村規劃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2.5公尺 

中 
央 
政 
府 

基礎建設 R 道路中線 R 河流(線) R 建物 1.2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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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 
應用

單位 

通用版電

子地圖之

應用項目 
該應用項目所需使用的圖層 

對圖層資

料最低精

度之要求 
管理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面)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環境地質

管理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 臺鐵路線 
□ 高鐵路線 
□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 建物 
□ 重要地標 
R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國防軍事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R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公共設施

規劃 
□ 道路中線 
□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 建物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中央防救

災應用

80%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R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中央防救

災應用

20%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R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0.5公尺 

公用事業

管理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地 
方 
政 
府 

消防警政

業務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1.2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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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 
應用

單位 

通用版電

子地圖之

應用項目 
該應用項目所需使用的圖層 

對圖層資

料最低精

度之要求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戶政業務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 臺鐵路線 
□ 高鐵路線 
□ 捷運路線 

□河流(線) 
□河流(面)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社政業務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 臺鐵路線 
□ 高鐵路線 
□ 捷運路線 

□ 河流(線) 
□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民政業務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地方防救

災應用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R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公共衛生

管理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 臺鐵路線 
□ 高鐵路線 
□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財政與建

設業務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 河流(線) 
□ 河流(面) 
□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運輸管理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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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 
應用

單位 

通用版電

子地圖之

應用項目 
該應用項目所需使用的圖層 

對圖層資

料最低精

度之要求 
都市管理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都市管理

(都市計畫
主要或細

部計畫規

劃)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R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0.5公尺 

公用事業

管理(資料
建置應用)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 河流(線) 
□ 河流(面) 
□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 重要地標 
R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0.5公尺 

學術研究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R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網際網路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觀光旅遊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民 
間 
及 
學 
術 
研 
究 

交通運輸 R 道路中線
R 道路節點
R 臺鐵路線 
R 高鐵路線
R 捷運路線 

R 河流(線) 
R 河流(面) 
R 水庫湖泊
R 縣市界 
R 鄉鎮界 

R 建物 
R 重要地標 
□ 控制點 
R 彩色正射影像 
R 區塊 

1.25公尺 

本計畫依據應用項目、圖層類別與資料精度之對照，藉以了

解目前所規劃的通用版電子地圖是否可符合大部分中央政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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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民間及學術單位對於圖層之需求。分析各應用項目對於

滿足該業務執行所需使用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圖層以及該應用對

於圖層資料的最低精度要求，如表 3-13所示，根據表中所列應用
項目，得出對圖資資料最低精度要求為 0.5 公尺之應用項目，其
所需使用的圖層數量為 41 項、對圖資資料最低精度要求為 1.25
公尺之應用項目，其所需使用的圖層數量為 235項、對圖資資料
最低精度要求為 2.5 公尺之應用項目，其所需使用的圖層數量為
63 項。通用版電子地圖可同時滿足所需圖資資料精度為 1.25 公
尺及 2.5 公尺之需求，由此可推估通用版電子地圖可滿足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民間及學術研究等三方面約 87.9%對圖資資料的
需求。 

依據上述適用範疇分析，可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要求比例尺

為 1/1200，比通用版電子地圖資料精度高，所以不適用該項應用；
而公共管線的建置通常是從實地量測，故通用版電子地圖對於公

共管線而言，僅能適用於公共管線資料的管理維護，無法應用於

公共管線資料的建置。故對於都市計畫細部規劃或公共管線建置

應用而言，其所需之資料精度高，非通用版電子地圖之精度所能

替代。因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之目的係建立一套具全國性、共通

性、一致性、定期更新性為特點之電子地圖，以滿足 85%以上公、
私部門需求，但並非要取代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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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坐標系統 
通用版電子地圖其坐標系統以 TWD97 TM 二度為主，可透

過坐標系統轉換至 TWD67 TM 二度，方可應用於臺灣大部分地
區已建置完成之資料。 

 

第八節  建置方案 
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建置可採重新製作及資源整合兩種方式

來進行。重新製作雖然可藉此取得最新資料，消除舊有資料的包

袱，但此一方式無論是在經費、人力、或所需時程上都甚為可觀，

且對於已建置千分之一地形圖的縣市地區將造成投資上的浪費。 

 
建置方案 經費 人力 時程 

重新製作 ▲高 ▲高 ▲長 

資源整合 ▽低 ▽低 ▽短 

至於資源整合則是直接利用現有圖資加以整併，除可大幅縮

減所需經費、人力及時程外，也可保有原投資之成果，但若原有

圖資的品質不佳或差異過大，整合有時反而比重新製作還費時，

因此必須慎選圖資來源。採資源整合方式時，對於圖資的取得方

式必須詳加規範，其方式包括購買、贈與、互惠交換…等，若屬
政府相關單位者亦可以行文方式免費取得。例如根據”內政部補助
地方政府辦理國土資訊系統相關推動業務補助作業要點”第十條
第三款：「補助經費建置之相關資料或設施，地方政府應免費或

優惠提供中央各機構使用，且地方政府應交付補助經費建置完成

之相關資料或著作，並以書面聲明同意本部共同享有相關資料或

著作之完整著作財產權。」依此規定即可直接取得由內政部所補

助縣市之一千分之一圖資，至於其他已完成一千分之一圖資建置

之縣市則另協調提供方式。 

通用版電子地圖完成後，對於資訊回饋及交流方式也須訂立

完善的辦法，例如引用臺北市與臺北縣的一千分之一圖資時，其

縣市界之間的道路經過銜接修正後，原單位須以修正後的圖資加

以取代。另外若原單位圖資又再次修正，則通用版電子地圖也須

跟著更新。 

為能善用上述兩種方式的優點，故建置方案建議採用混合

型，即包括重新建置與資源整合兩種建置方式，以下為混合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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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方案的執行策略： 

一、符合或超過通用版電子地圖資料標準之圖資 

直接納入通用版電子地圖，如各縣市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其中縣市界之間需銜接的部分圖資（如道路、縣市區界）

則須進一步修正，修正後如何將資料回饋給原單位也是一項

重要的課題。所納入之圖資若精度較高，則建議該地區通用

版電子地圖精度也隨之提高，不須再透過簡括化等方式將該

地區降低至通用版電子地圖的精度標準。 

二、低於通用版電子地圖資料標準之圖資 

需要修正至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始能納入通用版電

子地圖。 

三、無通用版電子地圖所需圖資 

需要通用版電子地圖的資料標準重新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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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規範制定 

第一節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 
為建置臺灣地區通用版電子地圖，使其作業標準化，以確保

成果品質並便於各界應用，特訂定本規範。 

一、總則 

(一)本作業規範聲明策略為「測製一次，通用加值」(Produce 
Once, Use Often)。 

(二)通用版電子地圖的範圍，涵蓋臺北市、基隆市、新竹市、
臺中市、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臺北縣、桃園縣、新

竹縣、苗栗縣、臺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

縣、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二十五個縣市。 

(三)通用版電子地圖依據經濟活動熱絡程度分為城區與鄉區，
如圖 3-15所示。 

   
臺灣本島          金門縣         連江縣         澎湖縣 

圖 3- 15城區與鄉區劃分成果 

(四)量度單位： 

1、長度單位，採用公尺制。 

2、面積單位，採用公頃（10000平方公尺）。 

(五)測量基準： 

以採用 1997年臺灣地區大地基準（TWD97，以下簡稱
本基準）為原則，其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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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 基 準 建 構 於 國 際 地 球 參 考 框 架 (International 
Terrestrial Reference Frame，簡稱 ITRF)。ITRF為利用
全球測站網之觀測資料成果推算所得之地心坐標系統，其

方位採國際時間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 I’Heure，簡
稱 BIH）定義在 1984.0時刻之方位。 

2、本基準之參考橢球體採用 1980年國際大地測量與地球物
理 學 會 （ International Union of Geodesy and 
Geophysics，簡稱 IUGG）公布之參考橢球體（GRS80），
其橢球參數如下： 

(1)長半徑：a=6378137公尺。 

(2)扁率：f=1/298.257222101。 

3、臺灣、綠島、蘭嶼及龜山島等地區之地圖投影方式採用橫
梅式（Transverse Mercator，亦稱橫麥卡托）投影經差 2
度分帶，中央子午線尺度比為 0.9999，坐標原點為中央子
午線與赤道之交點，橫坐標向西移 250000公尺。臺灣本
島、綠島、蘭嶼及龜山島等地區之中央子午線定於東經

121度，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之中央子午線定於東經
119度。 

二、作業細則 

(一)通用版電子地圖為 GIS 圖檔，各項圖層應採用相同坐標系
統，圖形資料亦符合位相（Topology）關係，且圖形與屬
性資料須採一對一方式連結。 

(二)通用版電子地圖應建立其詮釋資料，每ㄧ圖層皆有其相對
應之詮釋資料，並採用內政部資訊中心推行之詮釋資料標

準（TWSMP 1.0）。 

(三)本規範所稱之執行機關，為委外辦理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
計畫之政府機關。本規範所稱之建置單位，為承接通用版

電子地圖建置計畫之民間公司或團體。 

(四)圖層規劃 

1、道路 

道路包括道路中線、道路節點與道路(面)三個圖層。 

(1)道路中線 

道路中線圖為道路中線連線圖層，城區為寬度 3公
尺以上、鄉區為 6公尺以上之道路，以線圖元方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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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圖檔內，路段應以鄉鎮市區界分割。此外並以屬性方

式，將道路等級、名稱、路寬等資料紀錄於資料欄位內，

連結至圖元上。 

道路寬度定義原則上以量至兩側臨街建築線位置

為準、道路線形以平順為原則；若無建築線，則依道路

之地形地物邊界(不含明渠)繪製，並考慮道路線形平
順，私設巷道不列入數化範圍。 

(2)道路節點 

道路節點以點圖元方式紀錄於圖檔內，道路節點為

道路線段的起訖點、道路交叉路口或鄉鎮市區交界處，

以屬性方式將相交之道路名稱資料紀錄於資料欄位

內，連結至圖元上。道路交叉路口以一個節點為原則。 

(3)道路(面) 

以面圖元表達道路實形，城區為寬度 3公尺以上、
鄉區為 6公尺以上之道路面應連貫且圖元應封閉。 

道路寬度定義原則上以量至兩側臨街建築線位置

為準、道路線形以平順為原則；若無建築線，則依道路

之地形地物邊界(不含明渠)繪製，並考慮道路線形平順。 

2、鐵路 

鐵路包括臺鐵、高鐵與捷運三個圖層。 

(1)臺鐵 

臺鐵若為多軌道則以鐵路中線方式繪製，以線圖元

方式紀錄於圖檔內，並依車站分段。此外並以屬性方

式，將路線名稱、路線類型等資料紀錄於資料欄位內，

連結至圖元上。 

(2)高鐵 

高鐵若為多軌道則以鐵路中線方式繪製，以線圖元

方式紀錄於圖檔內，並依車站分段。此外並以屬性方

式，將路線名稱、路線類型等資料紀錄於資料欄位內，

連結至圖元上。 

(3)捷運 

捷運若為多軌道則以鐵路中線方式繪製，以線圖元

方式紀錄於圖檔內，並依車站分段。此外並以屬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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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路線名稱、路線類型等資料紀錄於資料欄位內，

連結至圖元上。 

3、水系 

水系包括河流與水庫湖泊兩種圖層。 

(1)河流 

河流以河流面圖層及河流線圖層兩種方式標示。下

列圖層資料以參考主管機關現有之圖資資料為原則。 

A、河流(面) 

以面圖元表達寬度 2公尺以上之河流、雨水排
水道幹線及水道等明渠，產生方式是數化河川、溝

渠、排水道及水道等圖層資料，圖元應封閉。若河

流兩岸有明顯堤防或河床有明顯範圍，以此認定河

流寬度；若無明顯河流範圍，則以河川流域面認定

河流寬度。 
若因遭遇水利構造物或遮蔽等因素導致河流

不連貫，仍需配合實際狀況使河流合理連貫。此外

並以屬性方式，將河流類型代碼、河流名稱等資料

紀錄於資料欄位內，連結至圖元上。 

B、河流(線) 

以線段表示寬度 2公尺以上之河流、雨水排水
道幹線、及水道等明渠，將所屬之河流線，以單一

之線段，相互連接，成為樹狀之河流圖。河流線之

繪製原則，若河流兩岸有明顯堤防或有明顯範圍，

則取其中心值；若河流無明顯河川範圍，則以河川

面取其中心值為原則。河流流向為河流線數化方

向。 
若因遭遇水利構造物或遮蔽等因素導致河流

不連貫，仍需配合實際狀況使河流合理連貫之。此

外並以屬性方式，將河流類型代碼、河流名稱等資

料紀錄於資料欄位內，連結至圖元上。 

(2)水庫湖泊 

水庫湖泊以面圖元方式紀錄於圖檔內，其中池塭、

乾池、沼澤、濕地、蓄水池之面積須大於 3 公尺*3 公
尺，面圖元應封閉。此外並以屬性方式，將水庫湖泊類

型代碼、水庫湖泊名稱等資料紀錄於資料欄位內，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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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圖元上。 

4、行政界 

行政界包括縣市界及鄉鎮市區界二個圖層。下列圖

層資料以參考主管機關現有之圖資資料為原則。 

(1)縣市界 

縣市界以面圖元方式紀錄於圖檔內，圖元應封閉。

此外並以屬性方式，將縣市名稱等資料紀錄於資料欄位

內，連結至圖元上。 

(2)鄉鎮市區界 

鄉鎮市區界以面圖元方式紀錄於圖檔內，圖元應封

閉。此外並以屬性方式，將鄉鎮市區名稱等資料紀錄於

資料欄位內，連結至圖元上。 

5、區塊 

以目視方式區分重要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包括學校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高級職校、完全中

學、大專院校）、博物館、美術館、文化中心、音樂廳、

公立圖書館、社教館、紀念堂（館）、公園、綠地、廣

場、體育場(館)及公有室外停車場等公共設施。公共設
施用地若有明顯範圍界線，如圍牆、道路等，以明顯範

圍界線為準；若無明顯範圍界線，得以參考都市計畫圖

分區界線或自然界線為準。區塊以面圖元方式紀錄於圖

檔內，圖元應封閉。 

6、建物 

建物圖為其對面積大於 3 公尺*3 公尺之單一獨立
建築物之圖元敘述，將所屬之線段連結成單一主體建築

物之圖元（主體建物係指主結構體滴水線投影面，不含

陽台及遮雨台或棚等附屬結構體，在 1個門牌或 1完整
的獨立使用空間下，其中任何 1個或多個建築實體，如
果同時消失時，相關的門牌也會有同時消失的效果），

並依戶別個別獨立分開，如連棟透天厝亦逐戶依據分戶

線分割，以面圖元方式資料紀錄於圖檔內，圖元應封

閉。其中建物分戶線可參考使用地籍圖。 

7、重要地標 

重要地標以點圖元的方式儲存，並以屬性方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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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名稱及分類資料。重要地標的分類分為政府機關、

文教機構、公共設施、醫療保健及交通服務。 

政府機關分類：總統府、中央政府公署、省政府、

直轄市政府、縣政府、省轄市政府、鄉、鎮、縣轄市、

區公所、中央民意機關、省議會、直轄市議會、縣議會、

省轄市議會、警察局隊(含派出所)及消防局隊。 

文教機構分類：學校（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

中學、高級職校、完全中學、大專院校）、博物館、美

術館、文化中心、音樂廳、公立圖書館、社教館、紀念

堂（館）、古蹟（第一級古蹟與國定古蹟，由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審查指定）。 

公共設施分類：國家公園、國家森林遊樂區、國家

風景區、公園、綠地、廣場、公有市場、體育場(館)。 

醫療保健：醫學中心、地區醫院、區域醫院（行政

院衛生署認定）。 

交通服務分類包括臺鐵站、高鐵站、捷運站、機場、

公有停車場、國道及快速道路交流道、國道休息站及收

費站。 

8、控制點 

控制點以點圖元的方式儲存，並以屬性方式紀錄控

制點分類及坐標資料，其類別包括基準點（大地基準

點、絕對重力點、天文點、水準原點、標準基線端點、

衛星定位追蹤站）、平面控制點（三角點、精密導線點）、

高程控制點（一等水準點、水準點、驗潮站水準點）、

其他（重力點、航測控制點、衛星定位點）。 

9、彩色正射影像 

利用數值地形模型(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資
料進行位移修正，並將成果投影在設定之地圖坐標系統

上產生彩色正射影像(Orthophotography)。影像解析度在
城區應達 25公分以內，在鄉區應達 50公分以內。 

彩色正射影像資料的取像時間，城區應符合建置計

畫合約簽訂前六個月以後拍攝的影像為原則，鄉區應符

合建置計畫合約簽訂前十八個月以後拍攝的影像為原

則，並由建置單位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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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金門縣與連江縣的彩色正射影像，因考量其地

理位置特殊性、戰地安全性等因素，規劃暫不執行金門

縣與連江縣的航拍作業，直接採用金門縣與連江縣近年

完成之航拍資訊或地測資訊，作為金門縣與連江縣之通

用版電子地圖資料來源；至於未來是否重新執行航拍作

業，則視當時實際情況而訂。 

(五)圖檔格式製作 

1、向量資料圖檔格式 

完成之向量資料圖檔，應包括常用地理資訊系統檔

案格式為主，包括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簡稱
OGC)之 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簡稱 GML)、ESRI
之 SHP、Mapinfo之 TAB等格式以利運用。其中 GML
格式應為 3.1.0 版本以上，主要係考量該版本為目前國
土資訊系統標準規範訂定時所採行的版本。 

2、彩色正射影像資料圖檔格式 

完成之彩色正射影像圖檔資料格式，應包括 TIFF、
JPEG等格式。 

(六)資料精度 

1、向量資料精度 

城區之向量資料圖面位置絕對位置誤差不得超過

1.25公尺。 

鄉區向量資料圖面位置絕對位置誤差不得超過 2.5
公尺。 

2、彩色正射影像資料精度 

(1)彩色正射影像解析度 

彩色正射影像解析度，在城區應達 25 公分以內，
在鄉區應達 50公分以內。 

(2)彩色正射影像幾何品質 

檢核平面無高差的地物點，如道路邊緣交點、田埂

交點等的位置，城區其圖面位置相對於實際位置的誤差

不得超過 1.25 公尺，而鄉區其圖面位置相對於實際位
置的誤差不得超過 2.5公尺。 

彩色正射影像必須清晰、色調均勻、色彩真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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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地物的色彩應於其原本天然色彩一致。 

彩色正射影像資料圖幅接合處不能有色差，且影像

接合誤差，在城區不能超過 1.25 公尺、鄉區不能超過
2.5公尺。 

(七)作業程序 

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之作業程序，可分成重新產

製、縮編處理與資源整合等方式，建置單位可自行規劃

作業流程。鄉區通用版電子地圖之製作，則以整合內政

部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圖資為原則。 

1、重新產製 

重新產製係利用重新取得航照影像，配合地面控制

點資料進行空三平差、影像數化、立體測圖、正射影像

產製、外業調繪、圖資編輯等程序以完成通用版電子地

圖。可利用空中三角測量平差成果檢核，以確保其資料

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其作業流程如圖 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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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

航空攝影影像取得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

各圖層數值立體測圖

數值圖檔編繪

正射影像糾正及
無縫拼接處理

●Airborne GPS解算
●控制點選設及測量
●像片連接點量測

圖層數化

拓樸資料結構處理

外業調繪與圖層建置

完成通用版電子地圖
(SHP、TAB、GML)

 
圖 3- 16重新產製作業流程圖 

 
2、縮編處理 

針對已建置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地區，可以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為來源，透過航照取得、空三平差、正射影像

產製、圖資補編繪等程序產製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

的電子地圖，可利用空中三角測量平差成果檢核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以確保其資料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其作

業流程如圖 3-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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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

航空攝影影像取得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

正射影像糾正及
無縫拼接處理

●Airborne GPS解算
●控制點選設及量測
●像片連接點量測

圖層數化(補編繪)

拓樸資料結構處理

外業調繪與圖層建置

完成通用版電子地圖

(SHP、TAB、GML)

圖資彙整及坐標系統整合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編繪處理

 
圖 3- 17縮編處理作業流程圖 

3、資源整合 

尚未建置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地區，除了可採重新產

製方式外，亦可採資源整合方式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

即以市售電子地圖產品為基礎，透過航照取得、空三平

差、正射影像產製、圖資補編繪等程序產製符合通用版

電子地圖規範的電子地圖。故依據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

進行評估與調整；若仍有缺少之圖層，依據「重新產製」

方式補足不足的圖層，可利用空中三角測量平差成果檢

核市售電子地圖，以確保其圖資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

採用此方式需確保通用版電子地圖之所有權歸屬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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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所有。其作業流程如圖 3-18所示。 
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

航空攝影影像取得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

正射影像糾正及
無縫拼接處理

●Airborne GPS解算
●控制點選設及量測
●像片連接點量測

圖層數化與編繪

拓樸資料結構處理

外業調繪與圖層建置

完成通用版電子地圖
(SHP、TAB、GML)

判斷既有彩色正射影像
是否符合規範

圖資彙整及坐標系統整合

既有圖資處理

否

是

 
圖 3- 18資源整合作業流程圖 

4、檢核點 

針對上述三種作業流程，其檢核項目如表 3-14 所
示，得依據實務需要再另行增加檢核項目與檢核標準，

或依據建置單位所提之作業流程，另訂檢核項目與檢核

標準，但其成果檢核標準，仍應以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

規範、通用版電子地圖內容規範及通用版電子地圖品質

檢核作業規範為最低檢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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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4檢核項目 

檢核項目 檢核標準 

空中三角測量平差

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品質檢核作業規範_通用版電

子地圖測製作業規範_空中三角測量 

彩色正射影像解析

度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_作業細則_資料精度 

彩色正射影像幾何

品質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_作業細則_資料精度 

彩色正射影像取像

時間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_作業細則_圖層規劃 

彩色正射影像格式

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_作業細則_圖檔格式

製作 

向量資料圖檔格式

檢查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_作業細則_圖檔格式

製作 

向量資料圖檔命名

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內容規範_圖層命名規則 

向量資料坐標系統

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_總則_測量基準 

向量資料屬性欄位

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內容規範_向量圖層名稱及其

屬性結構 

向量資料精度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_作業細則_資料精度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_作業細則_圖層規劃 向量資料資料完善

性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品質檢核作業規範_通用版電

子地圖成果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_作業細則_圖層規劃 向量資料資料邏輯

性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品質檢核作業規範_通用版電

子地圖成果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_作業細則 詮釋資料檢核 

通用版電子地圖品質檢核作業規範_通用版電

子地圖成果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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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通用版電子地圖內容規範 
通用版電子地圖是透過整合既有相關圖資及目視解譯彩色

正射影像資料獲取各圖層而來，按資料格式可分成向量式及網格

式兩種，為保證成果的一致性及正確性，特制定本內容規範。本

規範規定了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圖層劃分、空間幾何資料與屬性資

料的結構，具體內容如下： 

一、圖層命名規則 

為了便於索取識別成果文件，各縣市圖資應該按如下規

則命名，各縣市名稱代碼及圖層名稱代碼請參閱表 3-15及表
3-16： 

 
FILENAME.GML 

 
 
 
 
 
 

表 3- 15各縣市名稱代碼 
縣市名稱 檔名 縣市名稱 檔名 
臺北市 A 彰化縣 N 
臺中市 B 新竹市 O 
基隆市 C 雲林縣 P 
臺南市 D 嘉義縣 Q 
高雄市 E 臺南縣 R 
台北縣 F 高雄縣 S 
宜蘭縣 G 屏東縣 T 
桃園縣 H 花蓮縣 U 
嘉義市 I 臺東縣 V 
新竹縣 J 金門縣 W 
苗栗縣 K 澎湖縣 X 
臺中縣 L 連江縣 Z 
南投縣 M   

 
 
 
 
 

包括所屬縣市別及圖層名

稱，例如：A_ROAD 
資料檔格式，例如：

GML、SHP、TAB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3-56 

表 3- 16圖層名稱代碼 
類別 圖層名稱 型態 檔名 

道路中線 線 ROAD 
道路節點 點 RDNODE 道路 
道路 面 ROADA 
臺鐵 線 RAIL 
高鐵 線 HSRAIL 鐵路 
捷運 線 RT 

面 RIVERA 
河流 

線 RIVERL 水系 
水庫湖泊 面 LAKE 
縣市界 面 COUNTY 

行政界 
鄉鎮市區界 面 TOWN 

區塊 區塊 面 BLOCK 
建物 建物 面 BUILD 
重要地標 點 MARK 
控制點 點 CONTROL 
彩色正射影像： 
城區 25公分 
鄉區 50公分 

網格 ORTHO 

 

二、向量圖層名稱及其屬性結構 

(一)道路中線圖層屬性結構（ROAD）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線段序號 數字 10 
與路段空間資料檔之線段序號

對應 

ROADID 線段識別碼 文字 8 縣市碼(1碼)+流水號(7碼) 

ROADTYPE 道路等級碼 文字 8 

編碼 道路等級 備註 

94211 國道 
含匝

道、服務

區 

94212 
省道快速道

路 
含匝道 

94214 縣道   
94215 鄉道   
94200a 產業道路   
94213 市區道路 含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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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路、街)  

COUNTY 縣市名稱 文字 8 該路段所屬的縣市名稱 

TOWN 鄉鎮名稱 文字 10 該路段所屬的鄉鎮市區名稱 

ROADSTRUCT 道路結構碼 數字 2 
0：一般道路2：隧道 
1：橋樑3：匝道 

ROADNUM 道路編號 文字 8 

此欄位儲存路段所屬國道、省

道、縣道、鄉道、市區道路、

產業道路等道路等級與編碼，

如："國1"、"台3"、"縣187"等。 

ROADNUM1 道路編號1 文字 8 

若同時有兩種道路等級發生共

線時，於此欄位儲存第二個所

屬之省道、縣道、鄉道、市區

道路、產業道路等道路等級與

編碼，如："台3"、"縣168"、"
市1"等。 

ROADNUM2 道路編號2 文字 8 

若同時有三種道路等級發生共

線，於此欄位儲存第三個所屬

之省道、縣道、鄉道、市區道

路、產業道路等道路等級與編

碼，如："台3"、"縣187"、"市
1"等。 

ROADNAME 路段名稱 文字 20 

此欄位儲存路段所屬國道、省

道、縣道、鄉道、市區道路、

產業道路等道路名稱，至於圓

環則該圓環名稱。 

RDNAMESECT 段名 文字 8 
此欄位儲存路段所屬段別，

如："一段"、"二段"等。 

RDNAMELANE 巷名 文字 20 
此欄位儲存路段所屬巷名，

如："新光巷"、"19巷"等。 

RDNAMENON 弄名 文字 16 
此欄位儲存路段所屬弄名，

如："1弄"、"2弄"等。 
WIDTH 路寬 數字 4.1 此欄位儲存路段實際寬度 

FNODE 起節點識別碼 文字 8 
可對應道路節點屬性檔之節點

識別碼 

TNODE 訖節點識別碼 文字 8 
可對應道路節點屬性檔之節點

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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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節點圖層屬性結構（RDNODE）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節點序號 數字 10 
與節點空間資料檔之節點序號對

應 
NODEID 節點識別碼 文字 8 縣市碼(1碼)+流水號(7碼) 

NODETYPE 節點代碼 數字 2 

1：道路與高快速公路匝道交點 
2：道路與行政界交點 
3：道路端點 
4：圓環 
5：丁字路口(三叉路口) 
6：十字路口 
7：五叉路口 
8：六叉路口 
N+2：N叉路口 
0：路名變更二叉路口、橋樑起
訖點、囊底路 

(三)道路(面)圖層屬性結構（ROADA）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數字 10 
與道路空間資料檔之多邊形序號

對應 

(四)臺鐵圖層屬性結構(RAIL)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線段序號 數字 10 
與臺鐵空間資料檔之線段序號對

應 
RAILNAME 路線名稱 文字 20 例如縱貫線、花東線、集集支線 
RAILTYPE 類型 文字 8 高架、平面、隧道、地下化 

(五)高鐵圖層屬性結構(HSRAIL)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線段序號 數字 10 
與高鐵空間資料檔之線段序號對

應 
HSNAME 路線名稱 文字 20  
HSTYPE 類型 文字 8 高架、平面、隧道、地下化 

(六)捷運圖層屬性結構(RT)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線段序號 數字 10 
與捷運空間資料檔之線段序號對

應 
RTNAME 路線名稱 文字 20  
RTTYPE 類型 文字 8 高架、平面、隧道、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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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河流(面)圖層屬性結構(RIVERA)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數字 10 
與河流空間資料檔之多邊形序號

對應 

RIVERATYPE 河流類型代碼 文字 8 

編碼 河川類型 
95111 江、河、川 
95112 時令河 
95113 乾河 
95114 小河 
95115 運河 
95117 溝、渠  

RIVERACODE 河流等級 文字 8 分中央管河川、縣管河川 
RIVERANAME 河流名稱 文字 20  

(八)河流(線)圖層屬性結構(RIVERL)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線段序號 數字 10 
與河流空間資料檔之線段序號對

應 

RIVERLTYPE 河流類型代碼 文字 8 

編碼 河川類型 
95111 江、河、川 
95112 時令河 
95113 乾河 
95114 小河 
95115 運河 
95117 溝、渠  

RIVERLCODE 河流等級 文字 8 分中央管河川、縣管河川 
RIVERLNAME 河流名稱 文字 20  

(九)水庫湖泊圖層屬性結構(LAKE)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數字 10 
與水庫湖泊空間資料檔之多邊形

序號對應 

LAKETYPE 水庫湖泊類型代碼 文字 8 

編碼 水庫湖泊類型 
95211 湖泊 
95212 池塘 
95213 乾池 
95214 沼澤 
95215 濕地 
95216 水庫 
95217 蓄水池  

LAKENAME 水庫湖泊名稱 文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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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縣市界圖層屬性結構(COUNTY)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數字 10 
與縣市界空間資料檔之多邊形序

號對應 
COUNTYNAME 縣市名稱 文字 8  

(十一)鄉鎮市區界圖層屬性結構(TOWN)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數字 10 
與市鄉鎮界空間資料檔之多邊形

序號對應 

COUNTYNAME 縣市名稱 文字 8  

TOWNNAME 鄉鎮市區名稱 文字 8  

(十二)區塊圖層屬性結構(BLOCK)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數字 10 
與區塊空間資料檔之多邊形序號

對應 

BLOCKTYPE 區塊分類代碼 文字 8 

編碼 區塊類型 

96320 

學校（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高級中

學、高級職校、完

全中學、大專院校） 

96362 

博物館、美術館、

文化中心、音樂

廳、公立圖書館、

社教館、紀念堂

（館） 
96371 公園綠地廣場 
96373 體育場(館) 
96374 公有室外停車場  

(十三)建物圖層屬性結構(BUILD)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數字 10 
與建物空間資料檔之多邊形序號

對應 

BUILDTYPE 建物類型 文字 8 

編碼 建物類型 

93110 
永久性房屋

(建築區) 
93120 建築中房屋 
93130 臨時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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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地標點屬性結構(MARK)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節點序號 數字 10 
與地標點空間資料檔之節點序號

對應 

MARKTYPE 地標點分類代碼 文字 8 

編碼 地標類型 項目 

99100 政府機關 

總統府、中央

政府公署、省

政府、直轄市

政府、縣政

府、省轄市政

府、鄉、鎮、

縣轄市、區公

所、中央民意

機關、省議

會、直轄市議

會、縣議會、

省轄市議

會、警察局隊

(含派出所)及
消防局隊 

99110 文教機構 

學校(國民小
學、國民中

學、高級中

學、高級職

校、完全中

學、大專院

校)、博物
館、美術館、

文化中心、音

樂廳、公立圖

書館、古蹟

（第一級古

蹟與國定古

蹟） 

99130 公共設施 

國家公園、國

家森林遊樂

區、國家風景

區、公園、綠

地、廣場、公

有市場、體育

場(館) 

99150 醫療保健 醫學中心、地
區醫院、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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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醫院 

99190 交通服務 

臺鐵站、高鐵

站、捷運站、

機場、公有停

車場、國道及

快速道路交

流道、國道休

息站及收費

站  
MARKNAME 地標點名稱 文字 20  

(十五)控制點(CONTROL)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欄位型態 長度 內容說明 

ID 點序號 數字 10 
與控制點空間資料檔之節點序號

對應 

CTYPE 控制點類別代碼 文字 8 

編碼 控制點類型 備註 
91110 大地基準點 

91120 絕對重力點 
91130 天文點 
91140 水準原點 
91150 標準基線端點 

91160 
衛星定位追蹤

點 

基準點 

91210 三角點 
91220 精密導線點 

平面控

制點 
91310 一等水準點 
91320 水準點 
91330 驗潮站水準點 

高程控

制點 

91910 重力點 
91920 航測控制點 

其他 

CNAME 控制點名稱 文字 20  

XCOORD_97 TWD97 X坐標值 數字 11.3 紀錄 TWD97坐標系統之 X坐標
值 

YCOORD_97 TWD97 Y坐標值 數字 11.3 紀錄 TWD97坐標系統之 Y坐標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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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通用版電子地圖品質檢核作業規範 
一、通則 

(一)建置單位應依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通用版電子地圖
內容規範建置，而各項成果品質檢核應依本規範相關規

定，就各項工作項目作成檢核紀錄備查。 

(二)執行機關得委託專家學者或相關單位對通用版電子地圖各
項成果，依本規範相關規定實施品質檢核，檢核合格後始

完成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程序。 

(三)成果受檢核，若有錯誤或不合精度者，應由建置單位改正
後，再送複查。 

二、圖層品質檢核作業規範 

(一)品質檢核作業為通用版電子地圖圖層建置程序的檢查步
驟，以確保通用版電子地圖成果。 

(二)本規範制定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檢核數量、檢核內容及通
過標準。 

(三)檢核作業方法可包括書面查核、內業查核與外業查核，可
採人工檢核或程式檢核。 

三、通用版電子地圖測製作業規範 

(一)地面控制測量 

1、作業說明 

(1)本規範僅提出特別注意遵行之要點。其餘一般習用之規
則，悉依內政部相關規範執行。 

(2)平面控制系統採用內政部公布之TWD97二度分帶TM
坐標系統，高程控制系統採用內政部最新公布 TWVD 
2001 高程系統。 

2、已知點及控制點測量 

(1)可引用內政部一、二等衛星控制點、土地測量局三等、
四等控制點、內政部一等水準點，但引測之前必須對原

有點位進行檢測，檢測證明該點位未經移動後方得引

用。如未通過檢定之點，必須通知執行機關並敘述，以

免日後誤用。 

(2)已知平面控制點之檢測以檢測相鄰三個點位間之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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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邊長為原則，水平角實測值與反算值比較差值不得大

於±15秒，實測邊長與反算值比較差值之比數不得大於
1/20000(含化歸至平均海水面及尺度比改正)。 

(3)水準點之檢測以檢測相鄰二點位間之高程差為原則，使
用二等或以上之自動水準儀以往返觀測，其往返觀測之

閉合差不得大於±8mm√k(k 為水準路線距離之公里
數 )。 

(4)以三角高程測量方法檢測控制點高程，其檢核可用單線
閉合方式或可用光線法方式，單線閉合之閉合差不得超

過三角高程測量精度標準之 1.5倍，所測高程差與原測
高程差之差值，一般之點不得超過 5cm，用數點推算一
點取平均值，數點之值與平均值之較差不得超過 10cm。 

(5)若採用 eGPS作為控制測量作業方法，則建置單位無需
提供已知點檢測報告。 

3、控制測量 

(1)平面控制測量 

A、主控制點(不含檢測合乎精度要求之已知點、衛星控
制點或其它控制點等)應選擇通視良好，不易毀損之
處。 

B、控制點之選擇應沿測區計畫航線以間隔二至四基線
為原則，於航線兩側佈設。全控或平面控制點沿測

圖區之外緣佈設，高程控制點均勻分佈於測區內，

以確保測區內之精度。 

C、控制測量可採用經緯儀、電子測距儀、或衛星定位
儀器等合併施測。 

D、水平角以一秒讀經緯儀觀測時，觀測三測回，並加
讀垂直角(正倒鏡)兩測回，記錄儀器及覘標(覘板等)
高，水平角測回差不得逾±5秒，垂直角測回差不得
逾±10秒，距離量測使用標準誤差小於 5mm±5ppm
之電子測距儀以對向觀測，照準讀數不得少於四

次，各讀數與平均值之差值比數不得大於 1/50000。 

E、控制測量以衛星定位測量方式施測時，其相關規定
詳見「衛星定位控制測量」。 

F、控制網系進行自由網或最小約制平差計算時，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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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單位權中誤差應小於 1.5，否則應檢核估計觀測
量中誤差是否合理或觀測量是否有錯誤。平差後對

原觀測值中誤差之估計在邊長不得大於五公分，角

度不得大於十秒，點位之絕對誤差橢圓之長軸不得

大於十公分，相鄰點位間之相對誤差橢圓之長軸不

得大於水平距離的一萬分之一。強制附合平差後，

上述誤差之增加量不得超過上值之 30%，否則應重
新檢核已知控制點之正確性。 

(2)高程控制測量 

A、主水準路線沿測區附近主要道路為原則，約每五個
基線距離佈設一水準點，水準路線不得迂迴，如遇

寬闊河流繞越橋樑過遠時，得用渡河對向水準測量

方法施測，由已知水準點引測閉合至另一已知水準

點，並以往返觀測，水準測量使用附圓盒氣泡水準

標尺及二等精密水準儀，前後視距應約略相等，且

不得大於六十公尺，標尺讀數最低不得小於三十公

分，並加讀視距，平差前各測段及累計測段閉合差

不得大於±8mm√k(k為公里數)。 

B、高程控制水準網必須環環相連，以最小二乘方法做
整體嚴密平差，不可分段單線平差，先平差的先固

定，後平差的強制附合於其上之方式平差計算。各

觀測值必須依測線長短及使用之儀器給予適當之

權數，平差後單位權中誤差應小於 1.5mm 及各測
線改正數必須小於±8mm√k(k 為公里數)。強制附
合平差後，上述誤差之增加量不得超過上值之

30%，否則應重新檢核已知控制點之正確性。 

C、高程控制網若採用三角高程測量時，垂直角觀測二
測回，同站同日指標差不得超過二十秒，並以對向

觀測。除起站及末端必須附合至水準點上外，測站

數不可太多。單線式網系測站數不得超過五個，複

式網系應使相對多餘觀測數勿小於 0.2(對向觀測不
算網系之多餘觀測)，平差前各高程差觀測值須先做
大氣折光及地球曲率改正，各測段閉合差不得超過

三角高程測量精度，平差後單位權中誤差應小於

1.5。強制附合平差後，上述誤差之增加量不得超過
上值之 30%，否則應重新檢核已知控制點之正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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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高程控制網若採 GPS 高程測量時，相關規定詳見
「衛星定位控制測量」。 

E、三角高程測量自一水準點閉合至另一水準點時，其
閉合差界限如后： 

(A)平均邊長為 100公尺時，閉合差應小於 2√N cm(N
為所經邊數)。 

(B)平均邊長為 300公尺時，閉合差應小於 5√N cm。 

(C)平均邊長為 500公尺時，閉合差應小於 9√N cm。 

(D)平均邊長為 1000公尺時，閉合差應小於 17√N cm。 

F、控制點之高程值若以衛星定位測量方式施測求得
時，其成果應符合上述三角高程測量相關規定。 

(3) 衛星定位控制測量 

A、採用內政部公告之 TWD97 二度分帶 TM 坐標系

統，相鄰兩點之主控制點應儘量相互通視。 

B、全球衛星定位控制測量採用之接收器應具備雙頻
P-CODE、載波相位及電碼等訊號接收處理能力。 

C、靜態衛星定位測量，控制點至少應儘量在測區內外
選擇適當數量之已知平面及高程控制點加以聯

測，且聯成網狀，以相對定位靜態基線測量方式施

測，即相鄰二測站各設置天線及接收器，同時接收

仰角十五度以上之四顆以上及分佈良好(至少三顆
衛星分別分佈於三個象限)之衛星訊號，接收衛星訊
號時段長度至少 40 分鐘以上，時段中任一衛星有
效觀測時間至少 15 分鐘以上，觀測後之點位精度
因子值(PDOP)應小於 10。若點位有遮蔽情況（仰
角超過 40 度時）或較難到達者，應酌量延長觀測
時間。 

D、靜態衛星定位測量，GPS觀測視測區範圍的大小，
必要時可實行分區觀測，當分區觀測時，兩觀測時

段間相鄰分區間至少有二個(含)以上的共同點，不
同時段間最少共同測站數至少二個，不同時段最少

基線重覆觀測率至少 5%。 

E、GPS接收器在開始觀測前，應進行熱機及靜置。每
時段觀測前後應各量取天線高一次，兩次量測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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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應大於 3mm，取平均值作為天線高。 

F、觀測時應按規劃的時段進行作業，同步觀測同一組
衛星。接收器啟動前與作業中，應隨時逐項填寫測

量手簿。當經檢查所有規定作業項目均已完成，記

錄與資料完整無誤，並符合要求，方可遷站。 

G、所有觀測量必須經過週波脫落、對流層、電離層(單
頻)修正處理，計算同一時段觀測值的數據剔除率應
少於 10%，經基線計算、自由網形平差或最小約制
平差計算後，基線相對中誤差應少於σ，σ為      
√[100+(25*S)^2]mm，或基線改正數不得大於三倍
相對中誤差，其中 S 為相鄰兩點間距離公里數
(km)，重複觀測之基線重現性應小於接收器精度的
2√2倍。若干個獨立觀測邊組成閉合環時，各點位
坐標分量閉合差應小於 3√n*σ，n為閉合環中之邊
數。 

H、衛星定位控制測量點位坐標需分別以平面、高程平
差計算至臺灣 TWD97二度分帶 TM坐標及一等水
準系統上，成果應符合前述平面及間接高程控制測

量精度要求。 

4、原始影像資料解析度 

原始影像之地面解析度須優於正射影像地面解析

度，且原始影像若有雲、模糊、陰影過長及其他因攝影

或沖洗不良、或不能完全消除視差等因素致無法用於量

測及製圖，應予以排除。 

5、空中三角測量 

(1)空中三角測量應利用值航測影像工作站，量測已知控制
點及待測點位之模型坐標或像片坐標。 

(2)空中三角點像片連接點應分布每一像片九個標準點位
上，每一個位置二個，即每一像片十八點，每一像對十

二點為原則．空中三角平差偵錯後，每一標點位至少留

存一點。 

(3)空中三角平差可採用光束法或獨立模型法計算，最小約
制平差後所得之後驗觀測值中誤差，以光束法計算時不

得超過十微米，以獨立模型法計算時，平面中誤差不得

超過十五微米，高程中誤差不得超過二十微米．強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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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至地面控制點後，中誤之增加量不得超過上述值之百

分之三十，否則應重新檢核地面控制點之正確性。 

(4)航測控制點平面中誤差不得超過 8公分，高程中誤差不
得超過 13公分。 

四、通用版電子地圖成果檢核 

(一)通用版電子地圖資料精度檢查，得包括內業查核與外業查
核各階段作業之檢查，應於業務進行中，或業務告一段落

後行之。 

(二)建置單位須於建置過程中，依據建置計畫期程分批交付成
果，以確保通用版電子地圖之質與量。成果交付時，分成

分幅成果交付與全幅成果交付，分幅成果交付為建置過程

中由建置單位依據計畫期程分批檢送；全幅成果交付為建

置單位最終交付之成果。上述成果須由執行機關確認是否

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與內容規範。 

(三)上述成果檢核分成內業檢核及外業檢核兩階段，成果須符
合內業檢核後始得進行外業檢核。 

(四)成果檢核規範須遵循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通用版電
子地圖內容規範及通用版電子地圖品質檢核作業規範。 

(五)內業檢核 

1、全面性檢核 

全面性查核須全數檢查並達 100%正確率，否則視
為不合格。 

(1)第一階段查核 

主要以針對查核下列項目是否符合規範，並與建置

單位所列之清單項目進行詳細比對，是否有缺漏，以確

認初步檢核成果。 

A、向量與影像資料之項目。 

B、向量與影像資料名稱。 

C、向量與影像資料數量。 

D、向量與影像資料涵蓋區域。 

E、向量與影像資料檔案格式。 

F、向量與影像資料之詮釋資料（適用於全幅成果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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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2)第二階段查核 

A、投影坐標系統是否為 TWD97坐標系統。 

B、檔案資料需可完整開啟，非錯誤檔案或空資料檔
案。 

C、向量與影像資料，是否皆有其相對應之詮釋資料，
並是否符合內政部資訊中心推行之詮釋資料標準

（TWSMP 1.0）（適用於全幅成果繳付）。 

D、向量資料之圖形是否有依據不同圖元類型，採分層
建置。 

E、向量資料是否依通用版電子地圖內容規範，建置該
圖層之屬性資料及格式（含：欄位名稱、欄位型態

及欄位長度）。 

F、彩色正射影像資料取像時間是否符合規範。 

(3)第三階段查核 

A、空中三角測量查核 

(A)檢查空中三角平差報表，其空中三角點之點位分布
及平差成果是否符合規定。 

(B)檢核應依測製作業規範之空中三角測量相關規定實
施。 

B、航測影像查核 

(A)檢核物件是否有漏繪情形。 

(B)檢核彩色正射影像精度是否符合規範。 

(C)檢核彩色正射影像地面解析度是否符合規範。 

 
2、抽驗性查核 

係指需做詳細查驗或調查的項目，包括圖形資料與

屬性資料，其查核作業主要以抽驗性詳查為主，查驗樣

本數量以抽驗母體數之百分比資料量為基準，其中母體

數為每次交付之圖幅總數，樣本數量為抽驗母體數之百

分比資料量，以抽取百分之五為原則。檢驗內容包括： 

(1)向量資料（含點、線、面圖元）之圖形錯誤或破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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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形重疊、間隙產生、懸掛節點、自我相交、漏繪等。 

(2)向量資料之屬性資料是否完整。 

(3)各向量資料間，其圖形關係是否符合邏輯一致性。 

(4)各向量資料間，物件是否有錯置情形。 

(5)向量資料之空間位置幾何精確度。 

(6)影像資料之空間位置幾何精確度。 

(7)詮釋資料欄位內容是否正確。 

每個圖幅合格率的計算，是以圖幅抽驗物件錯誤數

量來計算。若抽驗圖幅之圖層總物件數少於 200個，其
錯誤數量須小於等於 20 個；若抽驗圖幅之圖層總物件
數為大於 200個並小於等於 400個，其錯誤數量須小於
圖層總物件數之 10%；若抽驗圖幅之圖層總物件數為大
於 400個，其錯誤數量須小於 50個。 

該批成果之正確率計算，係以合格圖幅與抽驗圖幅

總數量之百分比，須達 90％以上，則視為合格檢核。
檢查正確率未達 90％，則另行抽樣檢查相同數量；累
積兩次檢查總數量，正確率超過 90％，則檢核合格。
若累積兩次檢查總數量，正確率未達 90％，則檢核不
通過，或應否退回重驗。 

(六)外業檢核 

母體數為每次交付之圖幅總數，以抽取百分之五為樣

本數進行外業檢核，外業查核的圖層包括道路(面)、建物、
區塊及地標點等圖層。城區之抽驗圖幅，每幅圖抽驗點數

不得小於 30點；鄉區之抽驗圖幅，每幅圖抽驗點數不得小
於 20點。檢核內容包括： 

1、向量資料之屬性資料正確性。 

2、向量資料之空間位置幾何精確度。 

3、地標點空間位置之正確性。 

4、影像資料之空間位置幾何精確度。 

檢查合格率的計算，是以合格抽驗點數與抽驗點數總

數之百分比，檢查正確率達 90％以上，則檢核合格。檢查
正確率不達 90％，則另行抽樣檢查相同數量；累積兩次檢
查總數量，正確率超過 90％，則檢核合格。若累積兩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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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總數量，正確率未達 90％，則檢核不通過，或應否退回
重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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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通用版電子地圖與國內主要電子地圖產品規格評量 
有關國內主要電子地圖產品製作歷程，請參閱本篇附件三，

以下分別針對基本規格、圖層內容、重要地標內容，以整體評析

方式說明通用版電子地圖與國內主要電子地圖產品之規格，以進

一步了解國內現有圖資產品是否可作為通用版地圖的資料參考

來源。 

在基本規格方面，目前現有電子地圖產品圖檔格式為便於流

通及使用，因此多以 Mapinfo 或 ESRI ArcView 為主，若要符合
GML則必須另外轉檔；在詮釋資料上則都不提供。 

表 3-17為國內主要電子地圖產品規格評量結果，其中「○」
符號表示完全符合，「△」符號表示部分符合，而「×」符號表示
完全不符合。 

表 3- 17基本規格 

 通用版規範  交通

部運

輸研

究所 

中華 
電信 

群立 勤崴 九福 銳俤 康訊 

坐標

系統 
TWD97TM2。 

○ 

△ 

員林

地區

符合 

○ ○ ○ ○ ○ 

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G
ML) 3.1.0 版
本以上 

× △ × △ × × × 

ERSI SHP ○ ○ ○ ○ ○ ○ ○ 

向量

資料

圖檔

格式 

Mapinfo TAB ○ ○ ○ ○ ○ ○ ○ 

正射

影像

圖檔

格式 

應包括

TIFF、JPEG 
(壓縮比 75)，
含World File 
(TFW, JGW) 

× × ○ × × × × 

詮釋

資料 
每ㄧ圖層皆

有其相對應

之詮釋資料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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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版規範  交通

部運

輸研

究所 

中華 
電信 

群立 勤崴 九福 銳俤 康訊 

並採用內政

部資訊中心

推行之詮釋

資料標準

(TWSMP 1.0) 
註：「○」表示完全符合，「△」表示部分符合，「×」表示完全不符合 

在圖層內容方面，除了群立公司有供應影像檔之外，其餘皆

祇有向量圖檔，且另外大部分皆缺乏建物及控制點圖層。 

表 3-18為國內主要電子地圖圖層內容評量結果，其中「○」
符號表示完全符合，「△」符號表示部分符合，而「×」符號表示
完全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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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8通用版電子地圖圖層內容評量 

圖層 型態 
交通部

運輸研

究所 

中華 
電信 群立 勤崴 九福 銳俤 康訊 

道路中線 線 
△ 

△ 
屬性部分

符合 
○ 

△ 
屬性部分

符合 

△ 
屬性部

分符合 
○ ○ 

道

路 道路節點 點 
○ × × 

△ 
屬性部分

符合 
× ○ × 

臺鐵路線 線 

○ 

△ 
屬性部分

符合 
 

○ 
△ 

屬性部分

符合 

△ 
屬性部

分符合 
○ ○ 

高鐵路線 線 
○ 

△ 
屬性部分

符合 
○ 

△ 
屬性部分

符合 

△ 
屬性部

分符合 
○ × 

鐵 
路 

捷運路線 線 
○ 

△ 
屬性部分

符合 
○ 

△ 
屬性部分

符合 

△ 
屬性部

分符合 
○ ○ 

面 
○ ○ × 

△ 
屬性部分

符合 

△ 
屬性部

分符合 
○ ○ 

河流 
線 

○ ○ ○ 
△ 

屬性部分

符合 
× ○ ○ 

水

系 

水庫湖泊 面 ○ ○ × ○ ○ ○ ○ 
縣市界 面 ○ ○ ○ ○ ○ ○ ○ 行

政

界 鄉鎮市區界 面 ○ ○ ○ ○ ○ ○ ○ 
區塊 面 × ○ × ○ ○ ○ ○ 
建物 面 × ○ × △ × ○ × 
重要地標 點 ○ ○ ○ ○ ○ ○ ○ 
控制點資料 點 × × × × × × × 
彩色正射影像 網格 

× 

購自農林

航空測量

所及群立

公司 

○ × × × QuickBird 

註：「○」表示完全符合，「△」表示部分符合，「×」表示完全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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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用版電子地圖的重要地標規劃係以較常用的項目為

主，因此大部分的產品皆符合通用版地圖之規格，但各單位的資

料筆數則落差甚大。 

表 3-19為國內主要電子地圖重要地標評量結果，其中「○」
符號表示完全符合，而「×」符號表示完全不符合。 

表 3- 19重要地標內容 

大

分

類 
小分類 

交通

部運

輸研

究所 

中華 
電信 

群立 勤崴 九福 銳俤 康訊 

中央政府 ○ ○ ○ ○ ○ ○ ○ 
地方政府 ○ ○ ○ ○ ○ ○ ○ 
警察局隊

(含派出所) ○ ○ ○ ○ ○ ○ ○ 

政

府

機

關 
消防局隊 ○ ○ ○ ○ ○ ○ ○ 
學校(國民
小學、國民

中學、高級

中學、高級

職校、完全

中學、大專

院校) 

○ ○ ○ ○ ○ ○ ○ 

博物館 ○ ○ ○ ○ ○ ○ ○ 
美術館 ○ ○ ○ ○ ○ ○ ○ 
文化中心 ○ ○ ○ ○ ○ ○ ○ 
音樂廳 ○ ○ ○ ○ ○ ○ ○ 

公立圖書館 ○ ○ ○ ○ ○ ○ ○ 

文

教

機

構 

古蹟 ○ ○ ○ ○ ○ ○ ○ 
國家公園 ○ ○ × ○ ○ ○ × 
公園 ○ ○ ○ ○ ○ ○ ○ 
廣場 × × × × × × × 
公有市場 ○ ○ × × ○ ○ × 

公

共

設

施 
體育場(館) ○ ○ ○ ○ ○ ○ ○ 
醫學中心 ○ ○ ○ ○ ○ ○ ○ 
地區醫院 ○ ○ ○ ○ ○ ○ ○ 

醫

療

保

健 區域醫院 ○ ○ ○ ○ ○ ○ ○ 

臺鐵站 ○ ○ ○ ○ ○ ○ ○ 
高鐵站 ○ ○ ○ ○ ○ ○ ○ 

交

通

服 捷運站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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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分

類 
小分類 

交通

部運

輸研

究所 

中華 
電信 

群立 勤崴 九福 銳俤 康訊 

機場 ○ ○ ○ ○ ○ ○ ○ 
國道交流

道、快速道

路交流道 
× ○ ○ ○ ○ ○ ○ 

休息站 × ○ ○ ○ ○ ○ ○ 
收費站 × ○ ○ ○ ○ ○ ○ 

務 

公有停車場 × ○ ○ ○ ○ ○ ○ 

註：「○」表示完全符合，「×」表示完全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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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通用版電子地圖實作 

第一節  前言 

通用版電子地圖的作業成本與生產的方法、作業的精度要求

有密切關係，為實際了解目前規劃之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之可行

性，以期能符合未來大部分使用者的需求及精度檢核標準，特選

定臺中市七期重劃區新市政中心附近四幅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圖

幅號為 6554、6553、6654、6653）範圍，該範圍之建成區比例約
占 60%、植被約 23%、道路約 17% (如圖 3-19)，作為通用版電子
地圖實作評估樣區，並選擇三種不同生產方式評估所需經費及精

度，評估各圖層建置成本及精度資訊，以供內政部辦理後續通用

版電子地圖建置之委辦經費編列及作業規範擬定的參考。 

本計畫選擇三種生產方式來產製通用版電子地圖，包括重新

產製電子地圖、現有一千分之ㄧ地形圖縮編及現有電子地圖資訊

整合，並評估不同方式所需之經費與達到的資料精度。以下分述

三種生產方式： 

一、重新產製電子地圖實作評估 

選擇採用三種不同影像資料來源進行實作案例，包括： 

(一)農林航空測量所於民國 95年 10月所拍攝像比例尺 1/18000
航照影像 

(二)民間公司於民國 96年 1月拍攝 20cm解析力數位影像 

(三)臺中市政府委託民間公司於民國 94年 10月拍攝之像比例
尺 1/10000航照影像 

將上述三個來源的航照影像配合相同地面控制點資料進

行後續空三平差、正射影像數化及立體測圖數化產製通用版

電子地圖各圖層所需資料之作業成本及精度評估。 

二、現有一千分之ㄧ地形圖縮編實作評估 

將樣區四幅一千分之一地形圖，透過圖幅縮編或抽取整

合使其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藉以評估上述程序所需之

作業成本。 

三、現有電子地圖資源整合實作評估 

整合既有市售電子地圖，包括政府單位及民間業者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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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電子地圖，確認將市售電子地圖產製成通用版電子地

圖，並評估其所需之作業成本及其達到的精度評估。 

 

 

 

 

 

 

 

 

圖 3- 19實作評估作業範圍 

第二節  重新產製之實作 

一、製作方式選定 

重新產製電子地圖可選擇數種不同測量方式為之，例如： 

(一)地面數值地形測量方式 

此種地圖產生方式依照實際經驗可知，雖然精度是最

佳但是生產速度及作業成本應是最高的一種方式。 

(二)航空數值地形測量 

目前是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測量地圖產製的主流方式。

生產精度高，可適用於不同地圖比例尺(1/1000~1/5000)，成
本比起地面數值地形測量方式要低許多，尤其面積愈大效

益愈顯著。 

(三)高解析力衛星影像製圖 

目前只適合產製小比例尺地圖(1/5000~1/100000)，作業
精度恐不符 1/2500通用版電子地圖要求。 

綜合以上，本次重新產製電子地圖在成本及時效考量下

以航測方式為以下評估方案作業技術主軸。 

二、航照影像取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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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可獲取的三種不同像比例尺航照影像為本樣區評估

之航照影像來源： 

(一)案例一範圍 

農林航空測量所於民國 95 年 10 月使用 ZEISS 
RMK-TOP f=15cm拍攝像比例尺 1/16000航照影像共 3張，
地面解析力約 22cm。如圖 3-20所示。 

 

圖 3- 20農林航空測量所拍攝像比例尺 1/16000航照影像 

(二)案例二範圍 

民間公司於民國 96 年 1 月使用 Vexcel UltraCam 
f=10cm拍攝像比例尺 1/21000(約 20cm地面解析力)數位影
像共 14張。如圖 3-21所示。 

 

圖 3- 21民間公司拍攝約 20cm地面解析力數位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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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三範圍 

臺中市政府因業務所需，委託民間公司於民國 94年 10
月使用 ZEISS RMK-TOP 15cm 拍攝像比例尺 1/10000航照
影像，地面解析力約 20cm共 6張。如圖 3-22所示。 

 

圖 3- 22臺中市政府委託民間公司拍攝像比例尺 1/10000航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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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新產製作業流程說明 

重新產製評估作業流程如圖 3-23所示。 

 

 

 

 

 

 

 

 

 

 

 

 

 

 

 

 

 

 

 

 

圖 3- 23重新產製作業流程圖 

四、評估項目與結果 

(一)三種不同比例尺影像空三平差精度評估 

空三量測採用 Z/I Isat自動空三平差軟體量測各連接點
(tie point and pass point)並以相同的實測地面控制點
(97001~97022)進行自由網平差及強制套合平差比較，根據
一千分之一航測製圖作業規範空三量測平差規定，強制套

數值地貌(含DEM及DSM) 

GIS圖檔製作 

拓樸資料結構處理 

光束法(GPS)空三測量平差 

數值圖檔編繪 
正射影像糾正 
及無縫拼接處理 

樣區控制點選設 

各圖層數值 
立體測圖 

通用版電子地圖 
規範 

航空攝影影像取得 

lAirborne GPS 解算 
l控制點量測 
l像片連接點量測 

圖層數化 

品質查核 

品質查核 

生產成 
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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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平差 sigma 值不得高於自由網平差 30%。茲將各案例平
差成果說明如下： 

1、案例一 

 

圖 3- 24案例一自由網平差成果（RMS=1.8, 3.5um） 

 

圖 3- 25案例一強制套合平差成果（RMS=1.8, 3.6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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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二 

 

圖 3- 26案例二自由網平差成果（RMS=1.9, 1.5um） 

 

圖 3- 27案例二強制套合平差成果（RMS=2.0, 1.5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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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三 

 

圖 3- 28案例三自由網平差成果（RMS=2.9, 3.3um） 

 

圖 3- 29案例三強制套合平差成果（RMS=3.0, 3.5um） 

將上述三個案例的空三平差成果整理如表 3-20所示。
由表中地面均方根誤差可知，三種航照影像空三平差後地

面點平面精度均小於 10cm（半個 pixel值），高程精度以案
例三最高（0.129m），案例二最低（0.276m），最主要原因
在於案例二為常角相機（焦距 10cm，像面積為
10.35x6.75cm），基高比較差所致。原則上，由檢核點 RMS
值可知三種案例所獲取的空三精度，平面誤差<15cm，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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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誤差<25cm，符合平面精度要求。 

表 3- 20三種航照影像案例空三精度比較表 

像比例尺 項目 

地面解析力 

航片數/控
制點數/檢
核點數 

空三觀測

量中誤差 
sigm (um) 

平差後地面

均方根誤差 
Mean Std Dev 
Obj (m) 

檢核點 
RMS Check (m) 
X,Y,Z 

1/16000 案例一 
22cm 

3/11/2 5.1 0.094,0.083, 
0.172 

0.101,0.124, 
0.198 

1/21000 案例二 
20cm 

14/16/3 2.4 0.076,0.063, 
0.281 

0.081,0.084, 
0.241 

案例三 1/10000 6/16/3 5.3 0.068,0.063, 
0.129 

0.144,0.045, 
0.173 

(二)三個案例產製彩色正射影像之成果精度評估 

以臺中市現有 5m x 5m DEM進行彩色正射影像圖製
作，將各案例產製的正射影像成果，選擇 4 處無高差位移
及 2 處有高差位移的地點（如圖 3-30 所示），與現有一千
分之ㄧ地形圖為基準進行比較，藉以確認各案例產製的彩

色正射影像之精度，有關各案例之彩色正射影像精度評估

如表 3-21所示，而圖 3-31至圖 3-33分別為三個案例六處
檢核點放大圖。 

表 3- 21三個案例之彩色正射影像成果精度評估表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圖號 類別 

於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位置 誤差(m) 誤差(m) 誤差(m) 

6553 
X =212928.4386 
Y = 2671803.7863 

0.79 0.98 1.03 

6554 
X = 213286.6878 
Y = 2672659.5140 

0.91 0.87 0.71 

6653 
X = 214083.8590 
Y = 2671788.8181 

0.78 0.74 0.47 

6654 

道路 
(面) 

 

X = 214089.1577 
Y = 2672321.3889 

1 0.95 0.75 

X = 212883.6860 
Y = 2671755.5907 

20.65 9.65 24.54 
6553 

建物 
(13F) X = 212879.5858 

Y = 2671753.4410 
20.41 9.68 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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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圖號 類別 

於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位置 誤差(m) 誤差(m) 誤差(m) 

X = 213792.7909 
Y = 2672210.5734 

5.06 3.01 2.63 
6654 

建物 
(4F) X = 213783.5505 

Y = 2672210.7436 
4.61 3.69 2.32 

 

 

 

 

 

 

 

 

 

 

圖 3- 30檢核點選取示意圖（六處） 

   

   

有高差位移 

無高差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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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1案例一檢核點（六處）放大圖 

   

   

   

圖 3- 32案例二檢核點（六處）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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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3案例三檢核點（六處）放大圖 

由表 3-21可知: 

1、三個案例於無高差位移地區(道路(面))，平面精度均優
於 1.25m。 

2、三個案例於有高差位移地區(建物)，平面精度均高於
2.5m。 

(1)高樓區（13F，約樓高 42m）平面精度，以案例二誤差
最小（<10m），案例三誤差最大（>24m） 

(2)低樓層區（4F，約樓高 13m）平面精度，以案例三誤
差最小（<3m），案例一最大（>4.5m） 

由上述可知，有高差位移的建物區，其正射影像之建

物平面位置精度，不論是 4F或 13F幾乎不符合通用版電子
地圖規範之平面精度要求。因此，建議後續將有高差位移

的建物、橋樑、道路等列入立測數化成本評估項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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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設施則仍採用以彩色正射影像為基礎數化。 

(三)通用版電子地圖生產成本評估 

成本的評估應包含重新影像航拍或購置成本、影像空

三量測及計算成本、正射影像圖製作、電子地圖數化(立體
數化或正射影像數化)、地面調查、GIS 建檔及轉檔、詮釋
資料製作及資料品質檢核等項目。各項目以實作後成本如

下所列： 

1、重新影像航拍或購置成本 

表 3-22 為三個案例航拍成本評估，從表中可知以
案例一的單位成本最低，只須 4.07元/公頃。 

表 3- 22重新影像航拍或購置成本評估表 

像比例尺 項目 拍攝單位 
地面解析力 

航片數 有效涵蓋
範圍 

單價 成本(不
含稅) (元) 

單位成本

(元/公頃) 
1/16000 案例一 農林航空測

量所 22cm 
3 885公頃 1200元/張 3600 4.07 

1/21000 案例二 民間公司 
20cm 

14 710公頃 7500元/公里 3.4*7500
=25500 

35.92 

1/10000 案例三 臺中市政府
委託民間公

司 
20cm 

6 1388公頃 7500元/公里 3.4*7500
=25500 

18.4 

2、影像空三量測及計算成本 

根據實際作業所需量測模型數、工時、人事成本及

設備使用成本，評估本項作業成本如表 3-23。 

表 3- 23影像空三量測及計算成本評估表 

項目 涵蓋範圍 模型數 觀測量數 工時(hr) 單價(元/hr) 成本(不含
稅) (元) 

單位成本

(元/公頃) 
案例一 885公頃 2 143 1.2 2000 2400 2.71 
案例二 710公頃 10 772 1.5 2000 3000 4.23 
案例三 1388公頃 4 231 1.8 2000 3600 2.59 

3、彩色正射影像製作成本 

採取 5m x 5m DTM/DSM產製正射影像圖，正射影
像圖製作包含單片正射糾正、影像平衡色處理、影像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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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及切圖輸出等工作。成本評估如表 3-24。 

表 3- 24彩色正射影像製作成本評估表 

項目 涵蓋 模型數 工時(hr) 單價(元/hr) 成本(不含稅) (元) 單位成本
(元/公頃) 

案例一 885公頃 2 3.5 4000 14000 15.82 
案例二 710公頃 10 3 4000 12000 16.9 
案例三 1388公頃 4 4 4000 16000 11.53 

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製作，在能符合規範所訂定之

標準為前提下，以作業成本最低者為後續數化之基準。

彙整重新影像航拍或購置成本、影像空三量測及計算成

本與彩色正射影像製作成本等三項作業成本，如表 3-25
所示，由表中可知案例一的單位成本最低，因此，後續

各項電子地圖數化及 GIS建置評估，將以案例一為計算
通用版電子地圖生產成本之基準。 

表 3- 25各案例階段性成本評估表 

項目 重新影像航拍或
購置成本單位成

本(元/公頃) 

影像空三量測及

計算成本單位成

本(元/公頃) 

彩色正射影像

製作成本 
(元/公頃) 

單位成本小

計(元/公頃) 
城區單幅作業成

本(不含稅)(元) 

案例一 4.07 2.71 15.82 22.6 3977.6 
案例二 35.92 4.23 16.9 57.05 10040.8 
案例三 18.4 2.59 11.53 32.52 5723.52 

4、立體測圖數化成本 

有高差位移的圖層，如建物、高架道路等，若以彩

色正射影像為基準直接進行數化，會發生超出通用版電

子地圖所訂定之規範標準，故將該部分採用立測數化，

其他部分則以彩色正射影像數化。該部分的成本評估如

表 3-26所示。 

表 3- 26立體測圖成本評估表 

圖層 工時(hr) 單價(元/hr) 成本(不含稅) 
(元) 

1/2500圖幅
面積 

單位成本

(元/公頃) 
建物 20 2000 40000 176公頃 227.3 
註：立體測圖，係使用可觀看立體模型並可使用 3D滑鼠的設備進行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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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彩色正射影像數化成本 

無高差位移的圖層，如道路中線、道路(面)、區塊、
水系等列入正射影像數化工作。成本評估如表 3-27。 

表 3- 27彩色正射影像圖數化成本評估表 

圖層 工時(hr) 單價(元/hr) 成本(不含稅)(元) 1/2500圖幅面積 單位成本(元/公頃) 

道路中線 4.5 300 1350 
道路(面) 18 300 5400 
區塊 1.5 300 450 
水系 0.5 300 150 
合計 7350 

176公頃 41.76 

6、地面調查成本 

地面調查包括重要地標調查、分戶線及道路補調繪

等工作項目。其作業成本評估如表 3-28所示。 

表 3- 28地面調查成本評估表 

項目 工時(hr) 單價(元/hr) 成本(不含稅) 
(元) 

1/2500圖幅
面積 

單位成本

(元/公頃) 

地面調查 5 800 4000 176公頃 22.73 

7、GIS建檔及轉檔成本 

依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建置各圖層之屬性資

料、進行資料位相關係處理、資料結構處理等處理。其

作業成本評估如表 3-29所示。 

表 3- 29 GIS建檔及轉檔成本評估表 

項目 工時(hr) 單價(元/hr) 成本(不含稅) 
(元) 

1/2500圖幅
面積 

單位成本

(元/公頃) 
GIS建檔
及轉檔 

3 500 1500 176公頃 8.52 

8、詮釋資料製作及資料品質檢核成本 

包含建置 TWSMP 1.0格式的詮釋資料及 GIS成果
品質檢核等工作。其成本評估如表 3-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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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0詮釋資料製作及資料品質檢核成本評估表 

項目 工時(hr) 單價(元/hr) 成本(不含稅) 
(元) 

1/2500圖幅
面積 

單位成本

(元/公頃) 
詮釋資料建置與資

料品質檢核 
1 500 500 176公頃 2.84 

9、整體成本評估 

繪製圖資的作業成本與各圖層數化面積、長度及數

量有密切關係。由於本次實作區座落於臺中市七期地

區，建物及道路所占比例最高。茲將各圖層數化成果統

計如表 3-31。而整體的作業成本，包括重新影像航拍或
購置成本、影像空三量測及計算成本與彩色正射影像製

作、立體測圖、地面調查、GIS建檔、詮釋資料建檔及
品質檢核等八項作業總成本，表 3-32 為本次實作整體
作業總成本。 

表 3- 31各圖層數化面積、長度及數量統計 

圖層 數量 面積(公頃) 長度(公尺) 面積比例 備註 
建物 2211筆 52.96  30.10% 
道路(面) 1筆 53.11  30.20% 
道路中線 331筆  31180.0248 
道路節點 179筆   
水系 8筆 0.91  
水系中線 8筆  983.341985 
重要地標 47筆   
區塊 101筆 102  
控制點 16筆 - - 

 

作業總面積 
176公頃 

表 3- 32城區單幅重新產製經費概估 

項目 單位成本

(元/公頃) 
城區單幅作業成本(不
含稅)(元) 

經費百分比

(%) 
(1)重新影像航拍或購置成本 4.07 716.32 1.25 
(2)影像空三量測及計算成本 2.71 476.96 0.83 
(3)彩色正射影像製作成本 15.82 2784.32 4.86 
(4)立體測圖數化成本 227.3 40000 69.77 
(5)彩色正射影像數化成本 41.76 7350 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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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單位成本

(元/公頃) 
城區單幅作業成本(不
含稅)(元) 

經費百分比

(%) 
(6)地面調查成本 22.73 4000 6.98 
(7)GIS建檔及轉檔成本 8.52 1500 2.62 
(8)詮釋資料製作及資料品質檢核 2.84 500 0.87 
合計 325.75 57327.6 100 

依據本次測試結果，單幅城區（1/2500比例尺）的
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總成本為 57327元，但若以該單幅
費用推估全省城區之建置經費，會有高估之疑慮，其原

因乃在於繪製圖資的作業成本與各圖層所占的面積、長

度及數量有密切關係，其中因建物圖層採用立體測圖方

式數化，繪製成本相較於以彩色正射影像資料為基準的

數化成本較高，本次實作範圍中建物區與道路面所占的

比例，分別高達 30%。以建物區而言，若以臺灣本島為
例，從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基本地形圖擷取建物區

圖層，其面積占全省面積的 3.3%（如圖 3-34 所示）；
以民間（勤崴公司）所繪製的建成區，其占全省面積的

5%，不論採用哪一種資料來源，皆顯示臺灣地區建物
密集地區的比例，比實作區域低。若以此單價推估城區

未建置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地區的費用，顯有高估的疑

慮，故需重新調整單幅費用。 

 

圖 3- 34臺灣本島建物區塊分布圖 

資料來源：縣市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建物圖-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基本地
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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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表 3-32 第(4)項立體測圖成本應可調
降，若採較保守的推估方式，假設建物區占臺灣地區面

積的 5%比例，故可調降為原作業經費的 1/6
（5/30=1/6），約 6667元/幅。而道路在本次實作區域的
比例高達 30%，比例偏高，故建議表 3-32第(5)項彩色
正射影像數化成本可提降為原作業經費的 1/4，約
1837.5 元/幅，其它作業項目成本不變。調整後的產製
經費如表 3-33所示。 

表 3- 33修正後城區單幅重新產製經費概估 

項目 單位成本

(元/公頃) 
城區單幅作業成本(不含稅)(元) 

(1)重新影像航拍或購置成本 4.07 716.32 
(2)影像空三量測及計算成本 2.71 476.96 
(3)彩色正射影像製作成本 15.82 2784.32 
(4)立體測圖數化成本 37.88 6667 
(5)彩色正射影像數化成本 10.44 1837.5 
(6)地面調查成本 22.73 4000 
(7)GIS建檔及轉檔成本 8.52 1500 
(8)詮釋資料製作及資料品質檢核 2.84 500 

合計(不含稅) (元) 18482.1 
稅金(5%)(元) 924.11 
總計(元) 19406 

註：本次實作費用並無納入控制點量測費用，該部分建議後續採用既有控制點進

行實作 

10、山坡地道路高差位移評估 

本計畫為能加強評估山坡地地區之道路是否會因

為地形導致位移而影響數化精度，選擇由臺中市政府委

託民間公司拍攝的影像來源，即案例三所產製的彩色正

射影像，以臺中市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圖幅號 8157 為
例，進行山坡地道路高差位移評估。 

該圖幅座落於臺中市大坑地區（海拔高程起伏約

190 公尺至 260 公尺之間），將以現有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為基準，針對其中 10 處比較兩者的差異，結果如表
3-34，其 10處地點如圖 3-35所示。由此評估結果可發
現，山區有高差位移的道路，其正射影像之平面精度雖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3-95 

然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但考量數化時會產生數化

誤差，數化成果恐會超出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故建議

該部分可採立體測圖方式建置。 

表 3- 34大坑山區彩色正射影像之道路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比較表 

座落位置 
編號 

x y z 
差距(m) 

1 225033.2105 2674702.038 239 1.4445 
2 224854.6614 2674432.929 224 1.4927 
3 225170.5704 2674608.149 231 2.2807 
4 225225.1609 2674465.326 238 1.9714 
5 225318.4475 2674472.67 234 2.3842 
6 225303.4038 2674630.277 251 1.3171 
7 225329.2578 2674751.892 260 1.3233 
8 225421.072 2674424.625 220 1.155 
9 225483.4926 2674245.922 207 0.6775 
10 225107.5745 2674228.376 194 1.2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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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5山坡地道路彩色正射影像成果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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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縮編處理之實作 

一、整體作業流程說明 

針對已建置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地區，可依據通用版電子

地圖相關規範，以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為來源，縮編產製符合

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的電子地圖，並進行生產成本評估，其

作業流程如圖 3-36所示。 

 

 
 
 
 
 
 
 
 
 
 
 
 
 
 
 
 
 

圖 3- 36縮編處理作業流程圖 

(一)圖資蒐集及坐標系統整合 

本計畫以臺中市七期重劃區新市政中心附近四幅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圖幅號為 6554、6553、6654、6653）範圍，
作為通用版電子地圖實作評估樣區，故先蒐集四幅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 GIS 圖檔，並確認坐標系統為 TWD97 坐標系
統。 

(二)彩色正射影像取得 

取得彩色正射影像資料，以作為圖層套疊之依據。 

通用版電子地圖
作業規範

圖資蒐集及坐標系統整合

彩色正射影像取得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縮編處理

GIS圖檔製作 品質查核

生產成本
評估

圖層數化及編繪

拓樸資料結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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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縮編處理及拓樸資料結構處理 

將該地區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GIS 圖檔，經由圖層縮
編及拓樸資料結構處理，以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 

1、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縮編處理 

將國內常用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GIS圖檔，依通用版
電子地圖相關規範縮編處理，其圖層對應如圖 3-37 所
示。 

 

 

 

 

 

 

 

 

 

 

 

 

 

 

 

 

圖 3- 37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通用版電子地圖圖層對應 

2、拓樸資料結構處理 

依據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將取得的圖資資料欄位

內容調整或修正，使其符合規範，同時包括圖元處理與

其拓樸資料處理等程序，若有欄位資料內容不足之處，

則需透過補調繪方式補齊資料。圖 3-38 為圖層欄位與

道路

鐵路

水系

行政界

區塊

重要地標

控制點

建物

彩色正射影像

通用版電子地圖

圖層分類 (9類 )

測量控制點

行政界線

建物

交通系統

水系

植物覆蓋

地貌

公共事業網路

圖幅整飭及註

記

國內常用一千之一地形圖
GIS圖層分類 (11類 )

重要地標

彩色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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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資料結構處理畫面。 

 

圖 3- 38欄位資料結構處理畫面 

3、成果畫面 

依據上述程序，完成經由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縮編至

通用版電子地圖的成果，如圖 3-39所示。 
 
 
 
 
 
 
 
 
 
 
 
 
 

圖 3- 39縮編處理成果 

二、評估項目與結果說明 

將已建置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之地區，依據本計畫所研擬

通用版電子地圖相關規範縮編成通用版電子地圖，以下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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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實作所需的經費及時程，提出成本評估結果。 

(一)圖層內容評估 

針對本次實作區域各圖層的處理狀況，如表 3-35 所
列。其中有關鐵路、水庫湖泊，因實作區域無該類資料並

無處理；而道路(面)部分，因既有資料部分為線資料型態，
需將其轉換為面的資料型態，其他圖層則可直接擷取自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依據本次實作經驗，透過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縮編成通用版電子地圖應無問題。 

表 3- 35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縮編處理圖層分析 

圖層名稱 圖層有無 備註 

道路中線 有  
道路節點 有  

道路 
道路(面) 有 

部分資料為線資料，須經圖面處理才

能轉換為面資料 
台鐵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高鐵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鐵路 
捷運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河流(面) 有  
河流(線) 有  水系 
水庫湖泊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縣市界 有  

行政界 
鄉鎮市區界 有  

區塊 有  
建物 有  
重要地標 有  
控制點 有  
彩色正射影像 有  

在欄位部分，依據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將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既有資料轉換至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表

3-36 顯示各欄位資料取得狀況，在表中若註記「是」者，
表示該欄位資料可從既有資料取得；註記「否」者，表示

須彙整其他資料來源或透過現地調查方式補足所需資料；

註記「-」者，乃因實作區域無此圖層故無處理。 

從表 3-36可知，幾乎大多數的屬性資料皆可從既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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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分之一地形圖直接擷取，僅有少部分資料需要再從其他

來源獲得。 

表 3- 36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縮編處理欄位內容分析 

圖層名稱 圖層欄位 是否可取得 備註 
ID  是  
ROADID  是  
ROADTYPE  否  
COUNTY  是  
TOWN  是  
ROADSTRUCT  否  
ROADNUM  否  
ROADNUM1  否  
ROADNUM2  否  
ROADNAME  是  
RDNAMESECT  是  
RDNAMELANE  是  
RDNAMENON  是  
WIDTH  是  
FNODE  是 需利用程式抓取 

道路中線 

TNODE  是 需利用程式抓取 
ID 是  
NODEID 是  道路節點 
NODETYPE 否  

道路 

道路(面) ID 是  
ID - 
RAILNAME - 臺鐵 
RAILTYP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 
HSNAME - 高鐵 
HSTYP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 
RTNAME - 

鐵路 

捷運 
RTTYP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是  
RIVERATYPE 否  

水系 河流(面) 

RIVERACODE 否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3-102 

圖層名稱 圖層欄位 是否可取得 備註 
RIVERANAME 是  
ID 是  
RIVERLTYPE 否  
RIVERLCODE 否  

河流(線) 

RIVERLNAME 是  
ID - 
LAKETYPE - 水庫湖泊 
LAKENAM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是  
縣市界 

COUNTYNAME 是  
ID 是  
COUNTYNAME 是  

行政界 
鄉鎮市區界 

TOWNNAME 是  
ID 是  

區塊 
BLOCKTYPE 否  
ID 是  

建物 
BUILDTYPE 否  
ID 是  
MARKCODE 是  重要地標 
MARKNAME 是  
ID 是  
CTYPE 否  
CNAME 否  
XCOORD_97 是  

控制點 

YCOORD_97 是  

(二)作業經費評估 

將原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縮編成通用版電子地圖，所需

處理的工作包括圖層縮編、拓樸資結構處理與補調繪處理

等步驟，但若以上述程序來推估其建置經費，會有高估的

情形，其原因乃在於有些處理程序可以一次同時處理多張

圖幅，但本次實作為四幅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約一幅 1/2500
比例尺圖幅，若一次僅處理一個圖幅，效率不彰且不符合

實際作業情況。故依據實務作業流程調整後推估單幅的作

業費用，如表 3-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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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7城區單幅縮編處理經費概估 

項目 工時(日/人) 單價(元/人) 
成本 

(不含稅)(元) 
備註 

圖幅整併動作及圖

元合併動作 
34 1500 

51000 102幅/3(幅/日人)= 34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圖層縮編 
6.4 1500 

9600 102幅/16(幅/日人)=6.4 

位相關係與資料結

構處理 
17 1500 

25500 102幅/6(幅/日人)=17 

補調繪 25.5 2000 51000 102幅/4(幅/日人)=25.5 

合計(不含稅)(元) 137100 
平均單幅成本(不含稅) (元) 1344 

稅金(5%)(元) 67.2 
總計(元) 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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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源整合之實作 

一、整體作業流程說明 

尚未建置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地區，除了可採重新產製方

式外，亦可採資源整合方式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即以市售

電子地圖產品為基礎，以期建置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

故依據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進行評估與調整；若仍有缺少之

圖層，依據「重新產製」方式補足不足的圖層。採用資源整

合方式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仍需確保產製之通用版電子地

圖所有權歸屬為政府所有。整個作業流程如圖 3-40所示。 

 
 
 
 
 
 
 
 
 
 
 
 
 
 
 
 
 
 
 

圖 3- 40資源整合作業流程圖 

本計畫規劃選擇市售電子地圖占有率較高或主要的產

品，包括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

數值地圖及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進行評估，針對通用版電

子地圖作業規範中所訂定之各圖層要求，詳細評估各圖層是

否適用及精度是否符合要求，以及所需的作業經費，以提出

符合精度及成本最低方案之建議。 

通用版電子地圖
作業規範

圖資蒐集及坐標系統整合

市售電子地圖產品及彩色
 正射影像取得

不同圖層類別精度規範

圖層數化及編繪

拓樸資料結構處理

GIS圖檔製作 品質查核

精度評估

生產成本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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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項目與結果說明 

(一)圖層內容評估 

圖層內容的評估方法，係以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為基

準，確認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

網數值地圖及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所提供的圖層內容與

欄位內容，是否可符合規範，即市售電子地圖是否有相對

應的圖層與欄位、圖層內容是否與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所

定義的一致及欄位內容是否需要經過轉換或可直接取得等

分析，以確認各市售電子地圖與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之差

異。 

1、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 

取得實作區域的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以通用版電

子地圖規範為基準，確認圖層內容是否符合通用版電子

地圖所需的項目。其圖層內容的評估如表 3-38 所示。
其中因鐵路與水庫湖泊圖層在本次實作區域沒有該類

資料（註記「-」者），尚缺少控制點與彩色正射影像資
料。 

其他圖層資料部分，發現有些圖層尚需修正，例如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的河流(面)圖層，是以不連續之線
段表示河流範圍，並無完整的面資料；而建物圖層則發

現少數建物為面的資料型態，其餘均僅繪製建物範圍

線，且與道路共邊處未繪建物線，為不封閉的建物範圍。 

表 3- 38資源整合方案_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圖層分析 

圖層名稱 圖層有無 備註 

道路中線 有  

道路節點 有 
但該道路節點與通用版電子地圖定義之

道路節點不同 
道路 

道路(面) 無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無此圖層 
台鐵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高鐵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鐵路 
捷運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河流(面) 
有(部分) 僅以不連續之線段畫出河流範圍，無完

整面資料 
水系 

河流(線)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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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名稱 圖層有無 備註 

水庫湖泊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縣市界 有  

行政界 
鄉鎮市區界 有  

區塊 有  

建物 
有(部分) 僅少數建物為面資料，其餘均僅繪建物

範圍線，且與道路共邊處未繪建物線 
重要地標 有  
控制點 無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無此圖層 
彩色正射影像 無  

在欄位部分，依據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將中華電

信市街基本圖既有資料轉換至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規

範。表 3-39 註記「是」者，表示該欄位可從既有資料
取得；註記「否」者，表示彙整其他資料來源或需透過

現地調查方式補足所需資料；註記「-」者，表示實作
區域無此圖層。從表中可知，幾乎大多數的屬性資料可

從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直接擷取，僅有少部分資料需要

再從其他來源獲得。 

表 3- 39資源整合方案_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欄位內容分析 

圖層名稱 圖層欄位 是否可取得 備註 
ID  是  
ROADID  否 需利用程式擷取 
ROADTYPE  是   
COUNTY  是   
TOWN  否   
ROADSTRUCT  否   
ROADNUM  是   
ROADNUM1  是   
ROADNUM2  否   
ROADNAME  是   
RDNAMESECT  是   
RDNAMELANE  是   
RDNAMENON  是   
WIDTH  否   
FNODE  否 需利用程式擷取 

道路 

道路中心 

TNODE  否 需利用程式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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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名稱 圖層欄位 是否可取得 備註 
ID 是  
NODEID 是 需利用程式擷取 道路節點 
NODETYPE 否   

道路(面) ID 否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無

此圖層 
ID - 
RAILNAME - 臺鐵 
RAILTYP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 
HSNAME - 高鐵 
HSTYP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 
RTNAME - 

鐵路 

捷運 
RTTYP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是 
RIVERATYPE 否 
RIVERACODE 否 

河流(面) 

RIVERANAME 是 

僅以不連續之線段畫出

河流範圍，無完整面資

料 

ID 是  
RIVERLTYPE 否  
RIVERLCODE 否  

河流(線) 

RIVERLNAME 是  
ID - 
LAKETYPE - 

水系 

水庫湖泊 
LAKENAM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是  
縣市界 

COUNTYNAME 是  
ID 是  
COUNTYNAME 是  

行政界 
鄉鎮市區界 

TOWNNAME 是  
ID 是  

區塊 
BLOCKTYPE 否  
ID 是  

建物 
BUILDTYPE 否  
ID 是  重要地標 
MARKCODE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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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名稱 圖層欄位 是否可取得 備註 
MARKNAME 是  
ID 否 
CTYPE 否 
CNAME 否 
XCOORD_97 否 

控制點 

YCOORD_97 否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無

此圖層 

2、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 

本計畫以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為基準，確認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圖之圖層內容是否可符合通

用版電子地圖所需項目，其圖層內容評估如表 3-40 所
示。因本次實作區域沒有鐵路與水庫湖泊圖層該類資料

（註記「-」者），並無處理，另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
路網數值圖尚缺少道路面圖層、河流線圖層、區塊圖、

建物圖、控制點與彩色正射影像資料。 

表 3- 40資源整合方案_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圖圖層分析 

圖層名稱 圖層有無 備註 

道路中線 有  
道路節點 有  道路 
道路(面) 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圖無此圖層 
台鐵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高鐵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鐵路 
捷運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河流(面) 有  
河流(線) 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圖無此圖層 水系 
水庫湖泊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縣市界 有  

行政界 
鄉鎮市區界 有  

區塊 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圖無此圖層 
建物 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圖無此圖層 
重要地標 有  
控制點 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圖無此圖層 
彩色正射影像 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圖無此圖層 

在欄位部分，依據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將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圖既有資料轉換至符合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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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電子地圖規範。表 3-41 註記「是」者，表示該欄位
可從既有資料取得；註記「否」者，表示可彙整其他資

料來源或需透過現地調查方式補足所需資料；註記「-」
者，表示實作區域無此圖層。 

表 3- 41資源整合方案_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圖欄位內容

分析 

圖層名稱 圖層欄位 是否可取得 備註 
ID  是   
ROADID  否 需要用程式擷取 
ROADTYPE  是   
COUNTY  否   
TOWN  否   
ROADSTRUCT  是  
ROADNUM  是  
ROADNUM1  是  
ROADNUM2  是  
ROADNAME  是  
RDNAMESECT  是  
RDNAMELANE  是  
RDNAMENON  是  
WIDTH  否   
FNODE  否 需要用程式擷取 

道路中心 

TNODE  否 需要用程式擷取 
ID 是  
NODEID 否  道路節點 
NODETYPE 是   

道路 

道路(面) ID 否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

路網數值圖無此圖層 
ID - 
RAILNAME - 臺鐵 
RAILTYP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 
HSNAME - 高鐵 
HSTYP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鐵路 

捷運 ID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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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名稱 圖層欄位 是否可取得 備註 
RTNAME - 
RTTYPE - 
ID 是 
RIVERATYPE 否 
RIVERACODE 否 

河流(面) 

RIVERANAME 是 

 

ID 否 
RIVERLTYPE 否 
RIVERLCODE 否 

河流(線) 

RIVERLNAME 否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

路網數值圖無此圖層 

ID - 
LAKETYPE - 

水系 

水庫湖泊 
LAKENAM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是  
縣市界 

COUNTYNAME 是  
ID 是  
COUNTYNAME 是  

行政界 
鄉鎮市區界 

TOWNNAME 是  
ID 否 

區塊 
BLOCKTYPE 否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

路網數值圖無此圖層 
ID 否 

建物 
BUILDTYPE 否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

路網數值圖無此圖層 
ID 是  
MARKCODE 否  重要地標 
MARKNAME 是  
ID 否 
CTYPE 否 
CNAME 否 
XCOORD_97 否 

控制點 

YCOORD_97 否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

路網數值圖無此圖層 

3、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 

本計畫以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為基準，確認勤崴公

司縱橫電子地圖之圖層內容是否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

所需項目，其圖層內容評估如表 3-42 所示。因本次實
作區域沒有鐵路與水庫湖泊圖層該類資料（註記「-」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3-111 

者），並無處理，另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尚缺少河流

線圖層、控制點與彩色正射影像資料。 

其他圖層資料部分，發現有些圖層尚需修正，例如

建物圖層為建築區範圍，非單棟建物範圍。 

表 3- 42資源整合方案_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圖層分析 

圖層名稱 圖層有無 備註 

道路中線 有  
道路節點 有  道路 
道路(面) 有  
台鐵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高鐵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鐵路 
捷運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河流(面) 有  
河流(線) 無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無此圖層 水系 
水庫湖泊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縣市界 有  

行政界 
鄉鎮市區界 有  

區塊 有  
建物 有 與通用版電子地圖定義不一致 
重要地標 有  
控制點 無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無此圖層 
彩色正射影像 無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無此圖層 

在欄位部分，依據通用版電子地圖的規範，將勤崴

公司縱橫電子地圖既有的資料轉換至符合通用版電子

地圖規範。表 3-43 註記「是」者，表示該欄位可從既
有資料取得；註記「否」者，表示可彙整其他資料來源

或需透過現地調查方式補足所需資料；註記「-」者，
表示實作範圍無此圖層，並無處理。 

表 3- 43資源整合方案_以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欄位內容為例 

圖層名稱 圖層欄位 是否可取得 備註 
ID  是  
ROADID  否 需要用程式擷取 
ROADTYPE  是  

道路 道路中心 

COUNTY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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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名稱 圖層欄位 是否可取得 備註 
TOWN  是  
ROADSTRUCT  否  
ROADNUM  否  
ROADNUM1  否  
ROADNUM2  否  
ROADNAME  是  
RDNAMESECT  是  
RDNAMELANE  是  
RDNAMENON  是  
WIDTH  否  
FNODE  否 需要用程式擷取 
TNODE  否 需要用程式擷取 
ID 是  
NODEID 否 需要用程式擷取 道路節點 
NODETYPE 否  

道路(面) ID 是  
ID - 
RAILNAME - 臺鐵 
RAILTYP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 
HSNAME - 高鐵 
HSTYP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 
RTNAME - 

鐵路 

捷運 
RTTYP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ID 是 
RIVERATYPE 否 
RIVERACODE 否 

河流(面) 

RIVERANAME 是 

 

ID 否 
RIVERLTYPE 否 
RIVERLCODE 否 

河流(線) 

RIVERLNAME 否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

無此圖層 

ID - 
LAKETYPE - 

水系 

水庫湖泊 
LAKENAME -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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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名稱 圖層欄位 是否可取得 備註 
ID 是  

縣市界 
COUNTYNAME 是  
ID 是  
COUNTYNAME 是  

行 
政 
界 鄉鎮市區界 

TOWNNAME 是  
ID 是 

區塊 
BLOCKTYPE 否 

 

ID 是 
建物 

BUILDTYPE 否 
 

ID 是  
MARKCODE 是  重要地標 
MARKNAME 是  
ID 否 
CTYPE 否 
CNAME 否 
XCOORD_97 否 

控制點 

YCOORD_97 否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

無此圖層 

(二)資料精度評估 

資料精度評估方法，係以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為基準，

確認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

值地圖及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之圖層精度，是否可符合

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之精度要求。 

本計畫挑選三個較為重要且具顯著加值性的圖層進行

資料精度評估，包括道路中線、道路(面)與建物圖，以確認
後續以市售電子地圖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的適宜性。 

1、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 

(1)道路中線 

圖 3-41 為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道路中線與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比對畫面，在實作區域中，挑選四處地點進

行資料精度評估，其評估結果如表 3-44 所示，發現有
一個檢核地點誤差小於 1.25公尺，符合資料精度規範，
其餘皆不符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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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1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道路中線精度分析畫面 

表 3- 44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道路中線精度評估結果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 
地點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第一點 212953 2672321.2 -- 212952.1 2672320.6 1.08 
第二點 213140 2671846.8 -- 213137.2 2671851 5.03 
第三點 214104.3 2671941.7 -- 214101.7 2671941.3 2.65 
第四點 214116.4 2672618.9 -- 214114.4 2672622.4 4.05 

(2)道路(面)圖 

圖 3-42 為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道路(面)圖與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比對畫面，在實作區域中挑選四處地點進

行資料精度評估，其評估結果如表 3-45 所示，發現有
三處檢核地點的誤差小於 1.25 公尺，符合資料精度規
範。 

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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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2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道路(面)圖精度分析畫面 

表 3- 45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道路(面)圖精度評估結果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 
地點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第一點 213264.7 2672580.6 -- 213263.6 2672581.3 1.31 
第二點 213127 2671827.7 -- 213126.5 2671827.7 0.5  
第三點 214080.3 2671950 -- 214078.6 2671949.2 1.89  
第四點 214132.2 2672598.8 -- 214131.1 2672599.4 1.23  

(3)建物圖 

圖 3-43 為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建物圖與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比對畫面，在實作區域中挑選四處地點進行資

料精度評估，其評估結果如表 3-46 所示，發現有三處
檢核地點的誤差小於 2.5公尺，符合資料精度規範。 

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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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3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建物圖精度分析畫面 

表 3- 46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建物圖精度評估結果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 
地點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第一點 213272 2672750.4 -- 213269.6 2672752.1 2.96 
第二點 213365.9 2671857.5 -- 213365.2 2671859.2 1.83 
第三點 214035.2 2672025.3 -- 214033.7 2672026.3 1.82 
第四點 214231 2672715.1 -- 214229.1 2672714.5 2.03 

 

2、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 

因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缺少道路

(面)與建物圖，無法進行資料精度評估，故本計畫僅就
道路中線評估其資料精度。 

圖 3-44 為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道
路中線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比對畫面，在實作區域中挑

選四處地點進行資料精度評估，其評估結果如表 3-47
所示，發現四處檢核地點的誤差皆大於 1.25 公尺，不
符合資料精度規範。 

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3-117 

 

圖 3- 4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道路中線精度分析畫面 

表 3- 47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道路中線精度評估結果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 
地點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第一點 213272 2672750.4 -- 212941.9 2672320.4 11.17 
第二點 213365.9 2671857.5 -- 213136 2671849.1 4.65 
第三點 214035.2 2672025.3 -- 214102 2671939.7 3.02 
第四點 214231 2672715.1 -- 214110.5 2672620.6 6.09 

3、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 

考量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的建物圖與通用版電

子地圖定義不一致，故無法進行資料精度評估，以下就

道路中線、道路(面)圖評估其資料精度。 

(1)道路中線 

圖 3-45 為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道路中線與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比對畫面，在實作區域中挑選四處地點進

行資料精度評估，其評估結果如表 3-48 所示，發現四
處檢核地點的誤差皆大於 1.25 公尺，不符合資料精度
規範。 

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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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5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道路中線精度分析畫面 

表 3- 48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道路中線精度評估結果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 
地點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第一點 212953 2672321.2 -- 212943.4 2672325.8 10.65 
第二點 213140 2671846.8 -- 213135.4 2671850.8 6.09 
第三點 214104.3 2671941.7 -- 214100.7 2671940.8 3.71 
第四點 214116.4 2672618.9 -- 214111.5 2672621.3 5.42 

(2)道路(面)圖 

圖 3-46 為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道路(面)圖與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比對畫面，在實作區域中挑選四處地點

進行資料精度評估，其評估結果如表 3-49 所示，發現
四處檢核地點的誤差皆大於 1.25 公尺，不符合資料精
度規範。 

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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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6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道路(面)圖精度分析畫面 

表 3- 49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道路(面)圖精度評估結果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 
地點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第一點 213264.7 2672580.6 -- 213266.1 2672585.8 5.36 
第二點 213127 2671827.7 -- 213123.7 2671832 5.43 
第三點 214080.3 2671950 -- 214083.8 2671949 3.60 
第四點 214132.2 2672598.8 -- 214125.6 2672601.5 7.1 

4、小結 

將上述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

通路網數值地圖及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與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評比，包括道路中線、道路(面)圖與建物圖綜
合評估結果，彙整如表 3-50至表 3-52所示。 

從表中可發現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與通用版電子

地圖相對應的圖層較多，且其資料精度相較於其他兩者

為佳，故後續的作業經費評估，將以中華電信市街基本

圖為基礎評估所需之作業經費。 

 

 

 

 

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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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0道路中線綜合評估結果 

第一點 第二點 
名稱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212953 2672321.2 -- 213140 2671846.8 --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

圖 
212952.1 2672320.6 1.08 213137.2 2671851 5.0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交通路網數值地圖 
212941.9 2672320.4 11.17 213136 2671849.1 4.65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

地圖 
212943.4 2672325.8 10.65 213135.4 2671850.8 6.09 

 

第三點 第四點 
名稱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214104.3 2671941.7 -- 214116.4 2672618.9 --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

圖 
214101.7 2671941.3 2.65 214114.4 2672622.4 4.05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交通路網數值地圖 
214102 2671939.7 3.02 214110.5 2672620.6 6.09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

地圖 
214100.7 2671940.8 3.71 214111.5 2672621.3 5.42 

表 3- 51道路(面)圖綜合評估結果 

第一點 第二點 
名稱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213264.7 2672581 -- 213127 2671828 --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 213263.6 2672581 1.31 213126.5 2671828 0.5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

路網數值地圖 
無此圖層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 213266.1 2672586 5.36 213123.7 2671832 5.43 
 

第三點 第四點 
名稱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214080.3 2671950 -- 214132.2 2672599 --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 214078.6 2671949 1.89 214131.1 2672599 1.2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

路網數值地圖 
無此圖層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 214083.8 2671949 3.60 214125.6 267260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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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2建物圖綜合評估結果 

第一點 第二點 
名稱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213272 2672750 -- 213365.9 2671858 --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 213269.6 2672752 2.96 213365.2 2671859 1.8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

路網數值地圖 
無此圖層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 為建築區範圍，非建物本體，無法比對 
 

第三點 第四點 
名稱 

X Y 距離(m) X Y 距離(m)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214035.2 2672025 -- 214231 2672715 -- 
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 214033.7 2672026 1.82 214229.1 2672715 2.0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

路網數值地圖 
無此圖層 

勤崴公司縱橫電子地圖 為建築區範圍，非建物本體，無法比對 

(三)作業經費評估 

在作業經費評估方面，所需的工作項目包括圖資資料

購置、圖資資料處理與數化、補調繪與資料檢核等工作項

目，其各項工作項目所需經費如表 3-53所示，若以城區單
幅圖幅範圍為例，含圖資購置所需之建置費用約需 21728
元，不含圖資購置之建置總經費約需 14963 元，其中圖資
資料購置費用，仍有彈性調整空間；在資料精度方面，中

華電信市街基本圖資料精度並未完全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

規範，故後續採用資源整合方式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仍

需進行全面性資料檢核工作，以確保產製的圖資精度符合

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 

表 3- 53城區單幅資源整合處理經費概估 

 單價(元/人) 工時(日/人) 成本（不含稅）(元) 備註 
圖資購置費用 - - 6443 全省圖資售價為一

億四千萬 
圖資資料處理

與數化 
1500 2.5 3750 含資料檢視、圖層套

疊及欄位處理 
圖層補建置 - - 7500 彩色正射影像及控

制點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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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價(元/人) 工時(日/人) 成本（不含稅）(元) 備註 
補調繪與資料

檢核 
2000 1.5 3000  

合計(不含稅)(元) 20693  
稅金(5%)(元) 1034.65  

含圖資購置之總經費(元) 21728  
不含圖資購置之總經費(元) 14963  

第五節  綜合評估說明 

本計畫針對重新產製、現有一千分之ㄧ地形圖縮編及現有電

子地圖資源整合等三種方式來產製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可行性。 

在資料精度部分，透過重新產製及以現有一千分之ㄧ地形圖

縮編處理兩種方式，可符合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以現有電子地

圖資源整合方式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仍有部分圖資精度不符合

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建議需進行全面性資料精度檢核工作以確

保資料品質。 

在作業經費部分，利用重新產製、一千分之ㄧ地形圖縮編處

理及現有電子地圖資源整合方式實作通用版電子地圖，預估單幅

城區建置費用分別為 19406元、1411元及 14963元（不含圖資購
置費用，含圖資購置費用為 21728元）。 

本計畫除透過實作確認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之可行性與作

業經費估算之合理性外，亦配合實作經驗回饋修正通用版電子地

圖規範，使其更符合實際應用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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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策略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策略之工作重點包括有：訂定營運模

式、建置經費預估、期程規劃、更新維護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等。

以下是各項工作重點之細部說明。 

第一節  訂定營運模式 

通用版電子地圖之作業項目包含建置維護、品質監審、以及

流通服務等，可採指定機關自辦、機關委外招標、成立法人或基

金會、以及促進民間參與等四種營運模式擇一執行。 

一、指定機關自辦 

政府以品質及進度控管為優先考量，自行設立或指定一

專責機關辦理。由於必須訓練一批專業人員來實際執行各項

工作，若非長期性工作，往往容易造成政府人力及財政上的

負擔，且相較於民間公司的彈性，所產出的圖資內容及服務

方式也較缺乏競爭力。 

二、機關委外招標 

在政府人力有限的情況下，常由政府權責機關編列預

算，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委由民間廠商或專業機構執行。目前

國土資訊系統相關地理資料如內政部基本圖、經建版地形

圖、區域計畫圖或各縣市的地籍圖、一千分之一地形圖、門

牌位置、都市計畫圖等重要圖資之建置多採此種方式。 

採委外招標方式雖然可節省些許人力，政府對於圖資內

容及時程的掌握度也較高，但此種方式所需經費較高，且常

會面臨得標廠商專業能力不一而造成圖資品質良莠不齊的情

形。 

三、成立財團法人或基金會 

近年來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形下，相對於民間由於高度

商業化所帶來的嶄新技術、資金與人力，可思考如何善加運

用民間資源，以加速推動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資料庫的建

置及更新維護工作，例如採取成立財團法人或基金會之模式。 

此一模式可發揮整合業界、學術單位及政府資源，本著

互惠發展的合作夥伴理念，加速推動國土資訊系統基礎環境

建置作業。此單位可由政府協助成立，也可以由民間具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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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知識、專業技術、實際經驗的成員所組成為主體。該單位

將同時具有行政能力與專業監審之角色，並負責發包各項建

置與維護計畫。 

一旦劃分出去成為獨立單位後，將由該單位自負盈虧，

如此雖可節省政府預算及人力支出，但民間單位常以獲利為

優先的情形下，恐無法有效監督通用版電子地圖之產出品

質，因此後續更新維護及流通收費服務亦需有良好的配套措

施，才能確實控管該單位可提供大眾優質又平價的通用版電

子地圖。 

四、促進民間參與 

根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所列之民間參與
方式，可將電子地圖之建置及營運交由有專業技術的廠商，

在一特定期間內，廠商可透過圖資流通（銷售）及提供加值

服務作為穩定的獲利來源，並持續擴充及維護以隨時回饋已

更新之圖資給政府，期滿後政府得以無償或部分有償取得圖

資的所有權，以達到使用者、廠商、政府三贏的局面。 

採用促進民間參與的模式與成立財團法人或基金會所衍

生的問題雷同，必需有良好的配套措施，才能有效監督通用

版電子地圖之產出與流通服務品質。民間參與方式分述如下

與表 3-54所示： 

(一)新建-營運-移轉（Build-Operate-and- Transfer, BOT）： 

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

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二)新建-移轉-營運（Build-Transfer-Operate, 無償 BTO）：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

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

府。 

(三)新建-移轉-營運（Build-Transfer-Operate, 有償 BTO）：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

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

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四)擴建-營運-移轉（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 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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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

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

運權歸還政府。 

(五)營運-移轉（Operate-Transfer, OT）： 

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

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六)新建-擁有-營運（Build-Own-Operate，BOO）： 

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

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 

表 3- 54民間參與方式彙整表 

模式 建置 營運 擁有權 通用版電子地圖適用營運模式 

BOT 民間 民間 政府 新建置圖資並於營運後取得 

無償 BTO 民間 民間 政府 新建置圖資並於營運前無償取得 

有償 BTO 民間 民間 政府 新建置圖資並於營運前有償取得 

ROT 政府 民間 政府 整合既有圖資並予擴充 

OT 政府 民間 政府 委由民間提供圖資加值及銷售 

BOO 民間 民間 民間 鼓勵民間自行發展自有圖資 

五、各種營運模式優缺點比較 

上述四種模式依政府所需支出之經費及人力成本等優缺

點比較如表 3-55所示： 

表 3- 55各種營運模式優缺點比較表 

營運模式 
政府支出

經費 
政府投入

人力 
所需時程 

政府圖資掌

握度 
指定機關自辦 △高 △高 △長 ▲高 
機關委外招標 △高 ▼低 ◆中 ▲高 
法人或基金會 △高 ▼低 ◆中 ▽低 
促進民間參與 ▼低 ▼低 ◆中 ▽低 

註：實心▲ ▼◆ 符號表示優點，空心△▽符號表示缺點 

綜合上述方案，雖然促進民間參與模式對於政府的負擔

較輕，但由於通用版電子地圖實為國家重要的基礎資訊建

設，考量政府必需擁有通用版電子地圖之絕對主導權，因此

仍以一權責機關委外招標方式，才能在最節省人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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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效控管計畫進度。 

第二節  建置經費預估 

依據地區經濟活動的熱絡程度，劃分成城區與鄉區以建置不

同資料精度的通用版電子地圖（詳細內容請參閱本報告書第三

章），以下分別針對城區（二千五百分之一圖幅框）與鄉區（五

千分之一圖幅框）估算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費用。 

本計畫依據實作經驗估算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費用，分成航

拍費用與後處理費用；其中航拍費用係指航空攝影拍攝或航拍影

像購置費用，後處理費用係指影像空三量測、正射影像製作、向

量資料數化與調查等費用。 

另外若能充份運用國內現有圖資資源，其精度可符合通用版

電子地圖之需求且可以較低的成本取得時，將可進一步降低通用

版電子地圖之建置費用。若將各縣市已建置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區

域的圖資納入，粗估其後處理費約僅需 10%。而原農林航空測量
所山區一萬分之一圖幅框範圍，由於近期已有全面更新為五千分

之一的圖資，粗估後處理費僅需 20%。但無論向量圖資是否取用
現有或重新數化，影像部分皆必須重新取得最新資料，因此仍需

估算航拍費用。 

根據本報告書第三章的圖幅框劃分結果，估算所需經費如表

3-56所示，其中金門縣、連江縣已建置 1/1000地形圖地區，由於
考量軍事管制區航照拍攝不易，可直接採用現有航照，因此不再

加計航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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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6建置經費估算 

城區 1/2500 鄉區 1/5000 

項目 

金門縣、連江縣

已建置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地

區 

已建置一

千分之一

地形圖地

區 

未建置一

千分之一

地形圖地

區 

1/5000地
區 

原

1/10000
地區 

每幅面積 176公頃 706公頃 
圖幅數 211 1210 8226 875 2200 
每幅後處理

單價(仟元) 
5.5 19 22 9.2 

每幅航拍單

價(仟元) 
0 1 4 

總計 
(仟元) 

不含航拍小

計(仟元) 
1160.5 6655 156294 19250 20240 203599.5 

含航拍小計

(仟元) 
1160.5 7865 164520 22750 29040 225335.5 

 

第三節  期程規劃 

在有限的時間及經費考量下，必須妥善規劃分階段來完成通

用版電子地圖之建置。若以一般交通或公共建設約一至二年會有

較大的變化來推算，圖資資料的更新也必須跟上此一速度，才能

保有可用性與正確性，因此初估以三年為一個週期，以三年的時

間完成全國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建置。當建置完成後該區域隨即又

進入另一期（三年）的維護期，持續循環更新。 

由於各縣市之面積差距頗大，若單純以縣市數量來分配，每

一階段所要完成的面積可能會不成比例。為能確保目前提出經費

估算的正確性，故第一年可先選定一個已完成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的地區，加上一個相鄰且尚未建置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的地區，率

先進行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建置作業。後續二年即可以第一年實際

建置所獲得的經驗與成果來編列預算，依據各縣市面積與空間之

區域性來分配未來兩年各階段執行的縣市。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3-128 

第四節  更新維護機制規劃 

由於真實世界的地形地物會不斷地改變，尤其是在各項公共

交通與工程建設持續進行之下，圖資必須不斷地更新維護，並透

過確立權責單位、更新維護範圍、更新維護方法及更新維護頻率

等相關機制，才能保持正確性與可用性。 

一、確立權責單位 

目前無論是各地方政府所建置的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或者

是內政部的地形圖，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置完成後，往往

會面臨後續更新無以為繼的窘境，因此更新維護權責單位的

確立更顯得格外重要。以下分述三種資料更新維護權責單位。 

(一)由單一專責機關集中維護 

由單一的中央專責機關集中負責維護所有圖資，缺點

除了對該單位的工作量負載較高之外，一方面更新維護費

用龐大，可能導致政府經費編列不易，另一方面維護的權

責過於集中在一個單位，若未做好適當的規劃，也容易使

維護更新速度變慢。 

但也由於事權統一，位階較高，因此這種方式擁有諸

多優點，例如對於全國及地區性圖資資料來源的取得掌握

度較高，容易貫徹政策編列足夠經費及人力在短時間迅速

完成並持續進行維護，各圖層的圖資整合度、內容一致性、

分幅接合及分層套疊也都比較沒有問題。 

(二)由各權責機關分層維護 

依各圖層性質交由相關權責機關自行編列預算分層維

護，例如目前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負責交通路網圖、農林航

空測量所負責航照圖之維護。此一方式除了因事權過於分

散可能導致各層圖資的整合度上比較差之外，將可有效分

攤各單位的工作負載量，各權責單位專注在所屬專業領域

之圖層資料維護上，對於圖資掌握度高。與全面更新通用

版電子地圖的龐大費用比較起來，各單位只需編列較低的

費用即可完成所屬圖層的更新維護，有助於維護作業的持

續性。同一圖層由同一單位採相同的標準來製作，因此可

確保內容的一致性，也沒有分區圖幅接合的問題，而在不

同權責單位所屬圖層套疊則必須透過規範來減少無法相互

套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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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各地方政府分區維護 

目前已建置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的地方政府，大多由其

自行編列預算持續進行圖資更新維護，由於地方政府財源

有限，有時會因預算排擠致使圖資更新無以為繼。地方政

府對其所屬轄區最為清楚，因此其地區性圖資掌握度最

高，可做最迅速正確的更新，但僅限在轄區範圍內。一旦

各地方政府所訂的圖資標準不一，也容易造成各區圖資內

容不一致、跨區之間的圖幅接合困難等問題。 

上述三種的方式優缺點評比，如表 3-57所示，考量通用
版電子地圖係屬國家重大基礎建設之一，建議採單一專責機

關來負責執行，才能有效掌握各項資源並在短時間內迅速完

成。 

表 3- 57不同更新維護權責單位優缺點比較表 

權責單位\優缺點 
工作

負載 

所需

經費

編列 

更新

速度 

維護

持續

性 

全國性

圖資掌

握度 

地區性

圖資掌

握度 

圖資

整合

度 

內容

一致

性 

分區圖

幅接合

難度 

分層圖

層套疊

難度 

單一專責機關 
集中維護 

△高 △高 ◆中 ▲高 ▲高 ◆中 ▲高 ▲高 ▼低 ▼低 

各權責機關 
分層維護 

▼低 ▼低 ◆中 ◆中 ▲高 ◆中 ▽低 ◆中 ▼低 △高 

各地方政府 
分區維護 

◆中 ▼低 ◆中 ◆中 ▽低 ▲高 ◆中 ◆中 △高 ◆中 

註：實心▲ ▼◆ 符號表示優點，空心△▽符號表示缺點 

二、確立更新維護範圍 

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範圍涵蓋全國及各離島地區，後續

進行更新維護時，可分成全面更新、分層更新、分區更新或

局部更新等四種方式。 

若採全面同時更新，雖可一次獲得最新圖資，但所需經

費較高，時程較長，連帶會降低更新頻率，且許多變化不大

的區域重新製作亦不符經濟效益。 

分層更新係指一次針對部分圖層資料進行資料內容更

新，若針對不同圖層分批更新，但考量不同圖層更新時仍需

要以航拍資料為基礎，容易造成同一區域重複進行航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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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高航拍費用成本。 

分區更新則是以連續的圖幅或行政區界為範圍，一次更

新該區域內的所有圖層。此一方式所需經費較全面更新來得

低，作業方式也比分層更新單純。 

局部更新與分區更新的方式類似，只是範圍更加縮小，

可以圖幅框為單位，每次僅挑選變動較大或不連續的圖幅區

域進行更新，如此可大幅降低經費支出，提高更新頻率，但

必須有良好的版本控管，同時也要明確定義挑選出變動較大

區域的原則。 

上述四種更新維護範圍各有利弊，如表 3-58所示，在時
程及經費的多重考量下，建議可採分區或局部更新的方式來

進行，優先針對變化較大的區域進行更新。 

表 3- 58不同更新維護範圍評析表 

更新維護範圍\優缺點 經費編列 作業複雜度 更新頻率 
全面更新 △高 ▼低 ▽低 
分層更新 ▼低 △高 ◆中 
分區更新 ◆中 ▼低 ◆中 
局部更新 ▼低 ◆中 ▲高 
註：實心▲ ▼◆ 符號表示優點，空心△▽符號表示缺點 

 

第五節  配套措施 

一、專案管理機制建置 

無論採行哪一種營運模式，專案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一

環，有良好的監督才能確保品質。因此建議可委由專案管理

單位進行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專案管理、資料品質檢核、資

料流通供應、推廣行銷與加值應用等事務。 

為能確保圖資的品質，建議可甄選具專業背景及豐富經

驗之專案管理廠商，除協助政府單位有效掌控進度及查核通

用版電子地圖之建置品質，亦可協助進行通用版電子地圖流

通供應推行，以期發揮通用版電子地圖之最大效益，以下分

述其內容： 

(一)協助建置進度管控與品質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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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規劃建置作業時程，並訂定進度管控方式、建置

單位作業審核方式與資料品質檢核方式。 

委由專案管理廠商協助督導建置廠商之作業計畫及進

度管控，協助審查所繳交之作業計畫書內容，如作業時程

規劃、進度管控方式之合理性、每月進度查定，督導及確

認建置廠商工作進度，於其作業進度落後時，確實督促檢

討，並於必要時要求提出趕工計畫。 

(二)研擬流通推廣計畫 

協助政府訂定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計畫、行銷計畫與

流通供應計畫，其中推動計畫包括後續建置經費估算、資

料維護機制規劃等方面；行銷計畫包括行銷策略、行銷策

略效益評估等；流通供應計畫包括流通機制規劃建立、流

通規範等項目的制定，藉以擴展通用版電子地圖通路，使

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效益達到極大值。 

二、制訂法源依據 

由單一專責機關來負責通用版電子地圖的維護工作時，

需配合訂定通用版電子地圖專屬法源，明確賦予該專責機關

合法位階，以及可要求其他單位或縣市政府配合提供資料的

權利，以解決目前圖資資料之製作及管理呈現多頭馬車的情

況，尤其是以往在跨單位之間的資料提供，由於無強制性，

因此只能被動請求其他單位配合，而造成工作推動上的障礙。 

 

第六節  小結 

本計畫提出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策略，包括營運模式的訂

定、建置經費推估、時程規劃與更新維護機制規劃與相關配套措

施訂定等項目。 

在營運模式部份，經評估後建議採用機關委外招標方式，以

確保政府對圖資的掌握度、縮短所需要的建置時程及降低政府人

力投入。 

在建置經費與建置時程規劃部分，初估以三年為一個週期，

以三年的時間完成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建置，當建置完成後隨即又

進入另一期（三年）的維護期，持續循環更新。整個通用版電子

地圖的建置經費，若不含航拍費用約需 20359萬，若含航拍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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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需 22533萬元。其中不含航拍費用係指由政府部門無償提供彩
色正射影像供建置單位使用，藉以降低建置經費。 

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之更新維護機制，目前規劃建議由單一

機構集中維護，以確保具有圖資整合度、內容一致性及維持較高

頻率之圖資維護並能持續進行等優勢，並建議採分區或局部更新

方式，以降低作業複雜度及提高更新頻率。 

為能確保資料品質檢核與有效掌握進度管控，通用版電子地

圖推動策略之配套措施包括委由專案管理單位與制定法源依

據。其中委由專案管理單位協助辦理，係由專案管理單位協助機

關辦理資料品質檢核、進度管控與流通推廣作業，期使通用版電

子地圖建置效益達到極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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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本計畫分析國土資訊系統與一千分之ㄧ地形圖建置狀況、政

府及民間電子地圖發展現況及國內外電子地圖產品發展，以

作為通用版電子地圖發展基礎。 

二、本計畫明確規範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定義與目的，以進行通用

版電子地圖可行性評估。 

三、本計畫依據應用需求與經濟效益考量，將臺灣地區劃分城區

(urban area)與鄉區(rural area)。城區係指人口密集與經濟活
動集中地區，需要資料精度較高的圖資；鄉區係指人口稀疏

與經濟活動不頻繁之地區，可使用資料精度較低的圖資。 

四、通用版電子地圖以 GIS分層套疊概念規劃，包括道路、鐵路、
水系、行政界、區塊、建物、重要地標、控制點及彩色正射

影像等九大類圖層，以最基本且經常使用的圖層為主，可作

為公、私部門加值應用之基本底圖。 

五、本計畫制定通用版電子地圖作業規範，使其作業標準化，以

確保成果品質並便於各界應用。 

六、本計畫制定通用版電子地圖內容規範，以保證成果的一致性

及正確性，規範內容包括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圖層劃分、空間

幾何資料與屬性資料結構。 

七、本計畫制定通用版電子地圖品質檢核作業規範，依此規範實

施品質檢核，以確保通用版電子地圖成果品質。 

八、本計畫透過三種生產方式來產製通用版電子地圖，包括重新

產製電子地圖、現有一千分之ㄧ地形圖縮編及現有電子地圖

資訊整合，並評估不同方式所需之經費與達到的資料精度。 

九、本計畫除透過實作確認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之可行性與作業

經費估算之合理性外，亦配合實作經驗回饋修正通用版電子

地圖規範，使其更符合實際應用所需。 

〇一 、本計畫制定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策略，包括營運模式訂

定、建置經費預估、期程規劃、更新維護機制及相關配套措

施等，以作為後續推動通用版電子地圖之依據，期使通用版

電子地圖建置效益達到極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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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通用版電子地圖為具有全國性、共通性、一致性、定期更新

性為特點之電子地圖，並以 GIS角度規劃建置圖資資料，有
助於政府、民間等單位之加值應用；而地政司之基本圖資料

亦為加值應用之基本圖資，但其以 CAD角度建置圖資資料，
使加值應用的範疇受到限制。考量基本圖之資料精度與通用

版電子地圖鄉區的資料精度要求一致，建議未來應可將兩者

予以合併辦理。 

二、通用版電子地圖為解決都會區域一千分之一 GIS數值地形圖
建置經費龐大、時程冗長、更新頻率緩慢，以致無法在短時

間內完整涵蓋全臺灣地區之情形，各地方政府有迫切需求，

建議應儘速推動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計畫。 

三、為能在合理範圍內降低圖資建置所需經費及時程，進而提高

更新頻率、維持內容之可用性，建議透過重新建置與資源整

合方式，建立一套具全國性、共通性、一致性、定期更新性

為特點，且兼具最新正射影像及向量資料之電子地圖。 

四、通用版電子地圖為重要基礎圖資，為確保圖資建置之質與

量，建議可委由專案管理單位協助建置計畫之進度管理、資

料品質檢核、資料流通供應、推廣行銷與加值應用等事務。 

五、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完成後，可與國土資訊系統流通供應服

務平台整合，提供各界高品質及一致性的服務。 

六、應切實進行維護更新以提升通用版電子地圖的有效性。 

七、建議進行通用版電子地圖在未來應用之效益評估，以作為投

資報酬率（Return on Investment, ROI）分析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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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一章地理資訊：社會、 科學與系統 CH 1，網站 
http://140.120.93.203/地理資訊系統理論與實務/01_GIS20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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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環境地理資料庫─圖資調閱查詢系統，網站
http://edb.epa.gov.tw/gis/func1/frame.asp 

 
 
8. 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圖層表，網站 
http://www.udd.taipei.gov.tw/PlanWeb/FiRoger/NermicalChart1000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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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台北市建設局環境地質資訊系統，網站
http://gisweb.dortp.gov.tw/gis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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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地理資訊應用─台灣鷹圖，網站： 
http://www.intergraph.com.tw/sgi/industries/utilities.asp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網站 
http://www.mlr.gov.cn/GuotuPortal/appmanager/guotu/index 
 
12. 北京市民眾政府關於實施北京市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的決定 
http://www1.cei.gov.cn/rei/doc/DQBJZC/200510273330.htm 

http://www.intergraph.com.tw/sgi/industries/utilities.asp
http://www.mlr.gov.cn/GuotuPortal/appmanager/guotu/index
http://www1.cei.gov.cn/rei/doc/DQBJZC/2005102733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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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共設施管線管理─九福科技，網站 
http://www.geoinfor.com.tw/pages/projects-6.htm 

 
14. 臺北縣政府為配合國土資訊系統推動作業 
http://www.gis.tpc.gov.tw/02_01.html 

http://www.geoinfor.com.tw/pages/projects-6.htm
http://www.gis.tpc.gov.tw/02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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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桃園縣政府為配合國土資訊系統推動作業 
http://www.tycg.gov.tw/cgi-bin/SM_theme?page=444f43ba 

http://www.tycg.gov.tw/cgi-bin/SM_theme?page=444f43ba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附件 3-14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附件 3-15 

 
 
16.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http://www.ncdr.nat.gov.tw/chinese/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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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內政部營建署 
http://gisapsrv01.cpami.gov.tw/gis/I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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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國土資訊系統 
http://ngis.moi.gov.tw/index.aspx 

 

http://ngis.moi.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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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 
http://fema.swcb.gov.tw/main/index_01.asp 
 

 
 
20. 台北縣防救災資訊系統 
http://www.dsc.tpc.gov.tw/dsc/ 
 

 

http://fema.swcb.gov.tw/main/index_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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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台中市環保局空間資訊化便民查詢系統 
http://info.tcepb.gov.tw/index.asp 

 
22. 基隆市門牌查詢系統 
http://gis.klcg.gov.tw/default.htm 
 

 

http://info.tcepb.gov.tw/index.asp
http://gis.klcg.gov.tw/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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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SRI 
http://www.esri.com/industr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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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OS MasterMap: Case Studies 
http://www.ordnancesurvey.co.uk/oswebsite/business/casestudies/index.html 

 
 
25. USGS: Science Topic 
http://www.usgs.gov/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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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National Biolog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http://www.nbii.gov/portal/server.pt 

 
 
27. TerraServer: contains 3.3 tera-bytes of high resolution USGS aerial 

imagery and USGS topographic maps. 
http://terraserver-usa.com/ 

 
 
28. Aerial Photographs 
http://edc.usgs.gov/products/aerial.html

http://www.nbii.gov/portal/server.pt
http://terraserver-usa.com/
http://edc.usgs.gov/products/aeri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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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Local Training Courses 
http://gis.wustl.edu/GIS/Lists/Local%20Training%20Courses/AllItem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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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內主要電子地圖製作歷程介紹 
※交通部運研所_新世紀台灣地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 

一、製作歷程 

新世紀台灣地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 1.0 版之製作圖源包括： 

(一)實地外業調查資料 

取得道路路網線形軌跡、地標地物點位坐標以及相關屬性

資料，調查時間為民國 88年 12月至民國 90年 5月。 

(二)內政部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與數值檔 

作為行政區界、鐵路以及河流湖泊線形數化編修依據。 

(三)內政部五千分之一像片基本圖 

作為道路路網編修參考以及非縣轄市地區之路網精度檢核

依據。 

(四)農航所航空照片 

用以比對縣轄市以上都市地區八米以上路網。 

(五)IKONOS 衛星影像圖 

作為澎湖馬公市道路路網編修參考。 

(六)已定線規劃國道(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及快速道路(交
通部公路總局、內政部營建署)之道路線形資料 

(七)縣市政府通報之道路異動資訊 

(八)其地標地物資料來源 

主要配合道路實地外業調查作業，以 DGPS記錄該地標地
物點之位置坐標。輔以下列各地標地物資料來源： 

1、警察局：內政部警政署網站 

2、消防隊：內政部消防署網站 

3、郵局：郵政總局提供 

4、醫院：中央健保局網站 

5、風景遊憩區：觀光局提供 

6、政府機關以及客運車站、停車場部份：中華電信最新版電
話簿 

(九)都市地區門牌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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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市鄉鎮行政區域圖 

(十一)鄉道清查資料內之公路編號 

(十二)員警協助現地調查資料 

二、更新維護辦法初擬 

(一)定期更新計畫 

以五年時間為主，每年配合實地外業調查工作，以及參考

內政部分年分期完成之基本圖修測成果、台灣地區像片基本

圖、農航所之航空照片，或另行購買衛星影像圖等各項圖源，

進行數值地圖之定期編修工作，逐步更新路網至 1/5000 比例
尺。 

(二)機動更新計畫 

配合路網更新通報制度，請國工局、高公局、公路局及其

他公路監理或養護單位於道路規劃定線及完工通車、現有道路

發生路形變更或拓寬之異動時，主動將該道路之圖形及屬性資

料提供予運輸研究所，並參考使用者之回饋資訊，以進行道路

路網維護更新。 

三、資料精度 

路網資料精度在縣轄市以上都市地區之路網精度應達到 5公
尺，其他地區之路網精度應達到 12.5公尺。 

四、圖層內容 

圖層分類 圖層名稱 圖元類型 比例尺 屬性內容 筆數 
道路  道路 線  1/5000 包括道路各路段之道路分

級碼、公路編碼、道路結

構碼(一般道路、橋樑、隧
道、匝道)、橋樑編碼、隧
道編碼、道路名稱(分為路
或街、巷、弄)、道路共線
關係、起迄節點代碼以及

原路段編碼  

502485 

道路節點 道路節點 點  1/5000 節點代碼（如圓環、丁字

路口、十字路口…等  
374635 

鐵路/捷
運  

臺鐵、高

鐵、捷運 
線  1/5000 臺鐵、高鐵以及捷運各路

段之代碼(依車站分段)以
及路線名稱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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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分類 圖層名稱 圖元類型 比例尺 屬性內容 筆數 
行政區  縣市界、

鄉鎮市區

界、村里

參考界  

多邊形  1/5000 行政區名稱及所屬縣市及

鄉鎮別  
9325 

河流/湖
泊  

河流湖泊 多邊形  1/5000 河流與湖泊之類型代碼、

名稱  
3413 

地標地物 地標地物 點  1/5000 政府機關、文教機構、運

輸場站、其他公共設施、

風景遊憩以及飯店旅館等

地標地物之中文名稱，並

依地標地物類別給予不同

代碼  

28454 

橋樑/隧
道  

橋樑隧道 點  1/5000 橋樑名稱及隧道名稱  13550 

 

五、地標點內容 
大分類 小分類 

中央單位 
省級單位 
縣(市)府單位 
稅捐機關 
地政機關 
戶政機關 
警察局、消防隊 

政府機關 

鄉鎮市區公所 
大專院校 
高中職 
國中、國小 
公立圖書館 
博物館 
文化中心 

文教機構 

美術館 
火車站 
客運車站 
停車場 
航空站 
碼頭 
捷運站 

運輸場站 

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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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類 小分類 
高快速道路設施 
醫院 
電信局 
臺灣電力公司 
自來水 
加油站 
公園 
百貨公司 
郵局 

其他公共

設施 

農會 
國家風景區 
國家公園 
風景特定區 
森林遊樂區 
遊樂園區 
休閒農場 
古蹟 
溫泉 
海水浴場 
高爾夫球場 
觀光夜市 

風景遊憩 

旅遊服務中心 
國際觀光旅館 
一般觀光旅館 
一般旅館 
合法民宿 

飯店旅館 

其他 
 

六、向量資料屬性結構(含地標點圖層) 

(一)道路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路段序號 與路段空間資料檔之路段序號對應 

AA BBBBBBBB 
  

ROADID 路段識別碼(10
碼) 

縣市碼 流水號   
分級碼 道路等級 備註 ROADTYPE 道路分級碼(2

碼) HW 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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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HU 國道附屬道路 含匝道、服務區 

1E 省道快速道路 含匝道 

1W 省道 1U為省道共線 

2W 縣道 2U為縣道共線 

3W 鄉道 3U為鄉道共線 

4W 產業道路   
RE 市區快速道路 含匝道 

RD 市區道路(路、
街) 

含圓環 

AL  市區道路(巷、
弄) 

  

OR 有路名但無法

歸類 
  

OT 無路名   
AAA B   ROADCODE 公路編碼(4碼) 
公路主

碼 
公路附碼 

  

0：一般道路 2：隧道 ROADSTRUCT 道路結構碼(1
碼) 1：橋樑 3：匝道 

BRIDGEID 橋樑識別碼(8
碼) 

此欄位儲存 200公尺以上橋樑之識別碼，此識
別碼與橋樑點圖層之橋樑識別碼對應 

TUNNELID 隧道識別碼(8
碼) 

此欄位儲存 200公尺以上隧道之識別碼，此識
別碼與隧道點圖層之隧道識別碼對應 

ROADDIR 通行方向(1碼) 此欄位儲存國道、快速道路之通行方向代碼，
1：南下/東向，2：北上/西向 

ROADNAME 主要路段名稱 此欄位儲存路段所屬國道、省道、縣道、鄉道、

市區道路、產業道路等道路名稱，至於圓環則

紀錄交會至該圓環之各路段名稱，如："國 1"、
"台 7"、"縣 187"、"忠孝東路三段"、"忠孝東路
三段 248巷"、"敦化北路-仁愛路圓環"、"建國
高架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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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ROADALIASN 路段別名 此欄位儲存本路段之別名以及匝道所屬交流道

名稱或所屬快速道路名稱，例如國 1之別名為"
中山高速公路"，台 68之別名為"南寮竹東線快
速道路"，國 1之匝道有"臺北交流道"、"圓山
交流道"…等。 

ROADCOMNUM 共線路段數 此欄位儲存本路段之共線道路數目(不含本身) 

ROADNAME1 共線路段一名稱 這些欄位用來儲存多個共線道路名稱。若共線 

ROADNAME2 共線路段二名稱 

ROADNAME3 共線路段三名稱 

路段數為 2，代表共線路段名稱一與共線路段
名稱二欄位有路段名稱資料。當路段為兩條（或

以上）道路所共用時，其對應屬性資料之正確

紀錄方式如下：同級道路間(省道與省道；縣道
與縣道；鄉道與鄉道)共線者，該路段之主要路
段名稱為道路編號較小者，共線路段名稱為道

路編號較大者。不同級道路間(省道與縣道/鄉
道/市區道路；縣道與鄉道/市區道路；鄉道與
市區道路)共線者，其主要路段名稱為前者，共
線路段名稱為後者。 

RDNAME 路名(路、段、街)   

RDNAMELANE 巷名   

RDNAMENON 弄名   

FNODE 起節點識別碼 可對應道路節點屬性檔之節點識別碼 

TNODE 迄節點識別碼 可對應道路節點屬性檔之節點識別碼 

OLDROADID 原路段編碼 指該路段在 1.0版中對應之路段編碼 

 

(二)道路節點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節點序號 與節點空間資料檔之節點序號對應 
NODEID 節點識別碼(10碼) 與道路屬性檔之 Fnode、Tnode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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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1：道路與高快速公路匝道交點 
2：道路與行政界交點 
3：道路端點 
4：圓環 

5：丁字路口(三叉路口) 
6：十字路口 
7：五叉路口 
8：六叉路口 
N+2：N叉路口 

NODETYPE 節點代碼 

0：路名變更二叉路口、橋樑起迄點、囊底路 
 

(三)橋樑點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橋樑序號 與橋樑點空間資料檔之橋樑序號對應 

AA BBBBBBBB BRIDGEID 橋樑識別碼(8碼) 
縣市碼 流水號 
此欄位儲存各座橋樑之名稱，其中橋樑

名稱若有疑慮，依下列順位採用之： 
(1)橋樑上所嵌屬之橋名牌。 
(2)當地民眾慣用之稱呼。 

BRIDGENAME 橋樑名稱 

(3)無名橋。 
AA BB BRIDGEADMI 行政區碼(4碼) 
縣市碼 鄉鎮碼 

 

(四)隧道點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隧道序號 與隧道點空間資料檔之隧道序號

對應 
AA BBBBBBBB TUNNELID 隧道識別碼(8碼) 
縣市碼 流水號 

TUNNELNAME 隧道名稱 此欄位儲存各座隧道之名稱，若隧

道名稱有疑慮，同橋樑名稱方式處

理之。 
AA BB TUNNELADMI 行政區碼(4碼) 
縣市碼 鄉鎮碼 

 

(五)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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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路段序號 與臺鐵空間資料檔之路段序號對應 

AA BBBB RAILID 路段識別碼(6碼) 
縣市碼 流水號 

RAILCODE 路線名稱(20碼)   
RAILPLAN 規劃路線 Y/N 
 

(六)高鐵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路段序號 與高鐵空間資料檔之路段序號對應 

AA BBBB HSRAILID 路段識別碼(6碼) 
縣市碼 流水號 

HSRAILCODE 路線名稱(20碼)   
HSRAILPLAN 規劃路線 Y/N 
 

(七)捷運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路段序號 與捷運空間資料檔之路段序號對應 

AA BBBB MRTID 路段識別碼(6碼) 
縣市碼 流水號 

MRTSYS 系統名稱(20碼)   
MRTCODE 路線名稱(20碼)   
MRTPLAN 規劃路線 Y/N 
 

(八)縣市界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與縣市界空間資料檔之多邊形序號對應 

AA BBB      COUNTYID 多邊形識別碼(5
碼) 縣市碼流水號         

63 臺北市 7 彰化縣 15 花蓮縣 
64 高雄市 8 南投縣 16 澎湖縣 
1 臺北縣 9 雲林縣 17 基隆市 
2 宜蘭縣 10 嘉義縣 18 新竹市 
3 桃園縣 11 臺南縣 19 臺中市 
4 新竹縣 12 高雄縣 20 嘉義市 
5 苗栗縣 13 屏東縣 21 臺南市 

COUNTYNAME 縣市名稱 

6 臺中縣 14 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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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市鄉鎮界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與市鄉鎮界空間資料檔之多邊形序號

對應 
AA BBB TOWNID 多邊形識別碼(5

碼) 縣市碼 流水號 
AA BBB 
縣市碼 流水號 

TOWNCODE 行政區碼(4碼) 

有關鄉鎮碼所代表之市鄉鎮區名稱對

照請參考附錄。 
COUNTYNAME 縣市名稱   
TOWNNAME 市鄉鎮區名稱   
 

(十)村里範圍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與村里範圍界空間資料檔之多邊形序號對應 

AA BBB   VILLAGEID 多邊形識別碼(6
碼) 縣市碼 流水號   

AA BB CCC 
縣市碼 鄉鎮碼 村里碼 

VILLAGECODE 行政區碼(7碼) 

有關村里碼所代表之村里名稱請自行參考主計

處編碼。 
COUNTYNAME 縣市名稱   
TOWNNAME 市鄉鎮區名稱   
VILLAGENAME 村里名稱   
 

(十一)河川湖泊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多邊形序號 與河流湖泊空間資料檔之多邊形序號對應 

AA BBB RIVERID 多邊形識別碼(6
碼) 縣市碼 流水號 

RIVERTYPE 多邊形類型代碼 1：湖泊 2：河流(含時令河) 
RIVERNAME 多邊形名稱   
 

(十二)地標地物點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ID 節點序號 與地標地物點空間資料檔之節點序號對應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附件 3-43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AA BBBBBBBB 

  
LANDMARKID 節點識別碼(10

碼) 
縣市碼 流水號   
代碼 大分類 小分類 
101 中央單位 

102 省級單位 
103 縣(市)府單位 
104 稅捐機關 
105 地政機關 
106 戶政機關 
107 警察局、消防隊 
108 

政府機關 

鄉鎮市區公所 
201 大專院校 
202 高中職 
203 國中、國小 
204 公立圖書館 
205 博物館 
206 文化中心 
207 

文教機構 

美術館 
301 火車站 
302 客運車站 
303 停車場 
304 航空站 
305 碼頭 
306 捷運站 
307 高鐵站 
308 

運輸場站 

高快速道路設施 
401 醫院 
402 電信局 
403 臺灣電力公司 
404 自來水 
405 加油站 
406 公園 
407 百貨公司 
408 郵局 
409 

其他公共設

施 

農會 
501 國家風景區 
502 國家公園 

LANDMARKCO 節點分類代碼 

503 

風景遊憩 

風景特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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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504 森林遊樂區 
505 遊樂園區 
506 休閒農場 
507 古蹟 
508 溫泉 
509 海水浴場 
510 高爾夫球場 
511 觀光夜市 
512 旅遊服務中心 
601 國際觀光旅館 
602 一般觀光旅館 
603 一般旅館 
604 合法民宿 
606 

飯店旅館 

其他 
LANDMARKNA 地標地物名稱   

AA BB   LANDMARKAD 行政區碼(4碼) 
縣市碼 鄉鎮碼   

ADDRESS 地址   
TEL 電話   
Update 備註 1 地址或電話正確 8 本身無地址或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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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_市街基本圖 

一、市街基本圖概述 

(一)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自民國 74年起，分由北中南三區進行圖資
測量及數化作業，建置迄今已完成共 213萬餘公頃之市街基本
圖，佔全國面積約 59%。 

(二)北部地區(含台北縣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等），除了大
台北地區採 1/1000航照地形圖套繪及宜蘭縣部分地區採 1/1000
平板地面測量繪製之外，其餘地區均在早期以 1/5000航照像片
圖套繪完成，精度自 50公分至 10公尺不等。 

(三)中部及南部地區所有圖資，均以測繪當時最新測量技術及儀器
設備進行測量繪製，精度應可達到 1公尺以下。 

(四)圖資測量繪製作業均委託合格廠商，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發
包，及參訪測量公會訂定作業標準並確實執行，精度應可符合

作業標準規定，唯因早期並不知測量成果資料，如控制點成果

等之保存必要性，均未妥善保存，造成今日舉證之困難。 

(五)目前已計畫針對精度超過 1M之地區進行補測繪，並將視需
要，委請專家學者以其他可行方式進行中南部地區圖資精度鑑

定，並收集歷年發包合約及作業說明書，提供佐證。 

二、製作歷程及資料精度 

(一)市街基本圖之測繪方式隨技術演進而有差異，依測繪方式及精
度分類如下：  

1、1/5000航照像片圖數化繪製：以 1/5000航照像片圖數化繪
製，再現場調繪，誤差不規則，精度值約 3~10公尺。 

2、1/1000航照像片圖數化繪製：以 1/1000航照像片圖或地籍
圖數化繪製，再現場調繪，誤差不規則，精度值約 1~2.5
公尺。 

3、平板地面測量方式測繪：以傳統導線控制測量加上平板儀
進行細部測量方式測繪，精度值約 1公尺。 

4、數值地面測量測繪：利用 GPS測量進行全區控制，以全測
站經緯儀(Total Station)或 GPS-RTK進行細部測量方式測
繪，精度值約 0.5公尺。 

5、航空測量法測繪：利用 GPS測量進行全區控制，以地面布
標方式進行 GPS空三計算，利用空照影像組成立體模型，
於立體模型上進行立體製圖，精度值約 0.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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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區 1/1000電信市街基本圖之測繪方式及精度如圖 1所示： 
 

 
圖 1 1/1000電信市街基本圖之測繪方式及精度 

(三)中南部地區 1/1000電信市街基本圖測繪方式及測繪年度一覽表 
 
表 1中部地區 1/1000電信市街基本圖測繪方式及測繪年度一覽表 

縣市名稱 鄉鎮市區 張數 比例 以平板地

面測量方

式測繪+
利用傳統

導線測量 

以數值地

面測量測

繪+利用
GPS進行
全區控制 

以航空測

量法測繪

+利用
GPS進行
全區控制 

測繪日期 

竹南鎮 322  1:500 ●     82~92 
頭份鎮 445  1:500 ●     82~92 
三灣鄉 446  1:500 ●     82~92 
南庄鄉 1350  1:500 ●     82~85 
獅潭鄉 660  1:500 ●     83~92 
後龍鎮 634  1:500 ●     83~92 
通霄鎮 905  1:500 ●     83~92 
苑裡鎮 566  1:500 ●     83~92 
苗栗市 315  1:500 ●     83~92 
造橋鄉 402  1:500 ●     83~92 
頭屋鄉 433  1:500 ●     83~92 

苗栗縣 

公館鄉 596  1:500 ●     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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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稱 鄉鎮市區 張數 比例 以平板地

面測量方

式測繪+
利用傳統

導線測量 

以數值地

面測量測

繪+利用
GPS進行
全區控制 

以航空測

量法測繪

+利用
GPS進行
全區控制 

測繪日期 

大湖鄉 745  1:500 ●     83~92 
泰安鄉 449  1:500 ●     83~92 
銅鑼鄉 667  1:500 ●     83~92 
三義鄉 571  1:500 ●     83~92 
西湖鄉 345  1:500 ●     83~92 
卓蘭鎮 685  1:500 ●     82~92 
中區 9  1:500 ●     79~92 
東區 59  1:500 ●     79~92 
南區 78  1:500 ●     79~92 
西區 56  1:500 ●     79~92 
北區 63  1:500 ●     79~92 
北屯區 519  1:500 ●     79~92 
西屯區 327  1:500 ●     79~92 

台中市 

南屯區 268  1:500 ●     79~92 
南投市 603  1:500 ●     84~92 
中寮鄉 1194  1:500 ●     84~92 
草屯鎮 785  1:500 ●     84~92 
國姓鄉 1841  1:500 ●     84~92 
埔里鎮 1401  1:500 ●     84~92 
仁愛鄉 2084  1:500 ●     84~92 
名間鄉 678  1:500 ●     84~92 
集集鎮 321  1:500 ●     84~92 
水里鄉 617  1:500 ●     84~92 
魚池鄉 981  1:500 ●     84~92 
信義鄉 591  1:500 ●     84~92 
竹山鎮 960  1:500 ●     84~92 

南投縣 

鹿谷鄉 521  1:500 ●     84~92 
太平市 996  1:500 ●     80~92 
大里市 243  1:500 ●     80~92 
霧峰鄉 809  1:500 ●     80~92 
烏日鄉 351  1:500 ●     80~92 
豐原市 346  1:500 ●     80~92 
后里鄉 480  1:500 ●     80~92 
石岡鄉 152  1:500 ●     80~92 
東勢鎮 878  1:500 ●     80~92 

台中縣 

和平鄉 1580  1:500 ●     82~92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附件 3-48 

縣市名稱 鄉鎮市區 張數 比例 以平板地

面測量方

式測繪+
利用傳統

導線測量 

以數值地

面測量測

繪+利用
GPS進行
全區控制 

以航空測

量法測繪

+利用
GPS進行
全區控制 

測繪日期 

新社鄉 704  1:500 ●     82~92 
潭子鄉 223  1:500 ●     82~92 
大雅鄉 278  1:500 ●     82~92 
神岡鄉 304  1:500 ●     82~92 
大肚鄉 322  1:500 ●     81~92 
沙鹿鎮 431  1:500 ●     81~92 
龍井鄉 337  1:500 ●     81~92 
梧棲鎮 203  1:500 ●     81~92 
清水鎮 627  1:500 ●     81~92 
大甲鎮 487  1:500 ●     81~92 
外埔鄉 347  1:500 ●     81~92 
大安鄉 244  1:500 ●     81~92 
斗南鎮 608  1:500 ●     82~92 
大埤鄉 536  1:500 ●     82~92 
虎尾鎮 813  1:500 ●     82~92 
土庫鎮 601  1:500 ●     82~92 
褒忠鄉 422  1:500 ●     82~92 
東勢鄉 564  1:500     ● 89~92 
台西鄉 701  1:500     ● 89~92 
崙背鄉 581  1:500     ● 89~92 
麥寮鄉 1122  1:500     ● 89~92 
斗六市 1086  1:500 ●     82~92 
林內鄉 549  1:500 ●     82~92 
古坑鄉 1700  1:500 ●     82~92 
莿桐鄉 655  1:500 ●     82~92 
西螺鎮 600  1:500 ●     82~92 
二崙鄉 595  1:500 ●     82~92 
北港鎮 515  1:500 ●     82~92 
水林鄉 880  1:500 ●     82~92 
口湖鄉 859  1:500 ●     82~92 
四湖鄉 930  1:500 ●     82~92 

雲林縣 

元長鄉 846  1:500 ●     82~92 
彰化市 552  1:500 ●     81~92 
芬園鄉 286  1:500 ●     81~92 
花壇鄉 302  1:500 ●     81~92 

彰化縣 

秀水鄉 248  1:500 ●     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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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名稱 鄉鎮市區 張數 比例 以平板地

面測量方

式測繪+
利用傳統

導線測量 

以數值地

面測量測

繪+利用
GPS進行
全區控制 

以航空測

量法測繪

+利用
GPS進行
全區控制 

測繪日期 

鹿港鎮 377  1:500 ●     81~92 
福興鄉 410  1:500 ●     81~92 
線西鄉 115  1:500 ●     81~92 
和美鄉 320  1:500 ●     81~92 
伸港鄉 135  1:500 ●     81~92 
員林鎮 324  1:500     ● 88~92 
社頭鄉 297  1:500     ● 88~92 
永靖鄉 169  1:500     ● 88~92 
埔心鄉 176  1:500     ● 88~92 
溪湖鎮 259  1:500     ● 88~92 
大村鄉 257  1:500     ● 88~92 
埔鹽鄉 286  1:500     ● 88~92 
田中鎮 291  1:500     ● 88~92 
北斗鎮 168  1:500     ● 88~92 
田尾鄉 207  1:500     ● 88~92 
埤頭鄉 352  1:500     ● 88~92 
溪州鄉 570  1:500     ● 88~92 
竹塘鄉 354  1:500     ● 88~92 
二林鎮 792  1:500     ● 88~92 
大城鄉 515  1:500     ● 88~92 
芳苑鄉 767  1:500     ● 88~92 
二水鄉 295  1:500     ● 88~92 

 
表 2南部地區 1/1000電信市街基本圖測繪方式及測繪年度一覽表 

營運處名稱 張數 

以航空測

量法測繪

+ 利 用

GPS 進行
全區控制 

以數值地

面測量測

繪 +利用
GPS 進行
全區控制 

以都市計

畫航測地

形圖及地

籍圖數繪

+人工查
繪 

以平板地

面測量方

式測繪 +
利用傳統

導線測量 

以平板

地面測

量方式

測 繪 +
套繪地

籍圖未

做導線

控制 

以 道

路 中

心樁+
公 家

單 位

圖資+
人 工

查繪 

測繪日期 

嘉義營運處 92     ●       82/2~82/7 

  232     ●       85/5~86/3 

  1572   ●         87/11~88/12 

  922   ●         89/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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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處名稱 張數 

以航空測

量法測繪

+ 利 用

GPS 進行
全區控制 

以數值地

面測量測

繪 +利用
GPS 進行
全區控制 

以都市計

畫航測地

形圖及地

籍圖數繪

+人工查
繪 

以平板地

面測量方

式測繪 +
利用傳統

導線測量 

以平板

地面測

量方式

測 繪 +
套繪地

籍圖未

做導線

控制 

以 道

路 中

心樁+
公 家

單 位

圖資+
人 工

查繪 

測繪日期 

  1948 ●           89/1~91/1 

  1010 ●           90/2~91/7 

  1600 ●           90/1~90/11 

  2495 ●           90/4~91/5 

  2357 ●           90/4~91/5 

台南營運處 564         ●   
85/12~86/8 

新營服務中

心 628         ●   
87/5~88/4 

  312         ●   89/1~89/6 

  1040 ●           88/2~89/3 

  1691 ●           88/4~89/4 

  1396 ●           
89/1~89/12 

  1587 ●           89/3~90/4 

  2806 ●           
88/11~91/4 

  1352 ●           89/5~90/5 

  3918 ●           
89/8~91/10 

  41       ●     
91/12~92/5 

台南營運處 262 ●           82/12 

  1330   ●         88/9 

  881   ●         89/2 

  343   ●         91/1 
台南營運處 64         ●   86/9 
澎湖服務中

心 480         ●   
88/4 

  979         ●   89/1 
鳳山營運處 2283           ● 85 

  10002           ● 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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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處名稱 張數 

以航空測

量法測繪

+ 利 用

GPS 進行
全區控制 

以數值地

面測量測

繪 +利用
GPS 進行
全區控制 

以都市計

畫航測地

形圖及地

籍圖數繪

+人工查
繪 

以平板地

面測量方

式測繪 +
利用傳統

導線測量 

以平板

地面測

量方式

測 繪 +
套繪地

籍圖未

做導線

控制 

以 道

路 中

心樁+
公 家

單 位

圖資+
人 工

查繪 

測繪日期 

  11550           ● 89 
高雄營運處 232     ●       78/9 

  657     ●       79/8 

  408     ●       80/7 

  506     ●       84/1 
屏東營運處 2393 ●           90/2 

  1498 ●           91/1 

  2124 ●           91/4 

  4047 ●           91/9 

  3349 ●           93/4 

  9346 ●           93/10 

  40 ●           94/6 
台東營運處 550       ●     81 

  615       ●     85 

  283       ●     85/3 

  1200 ●           82 

  1500 ●           82 

  1250 ●           83/12 

  100 ●           88/2 

  67 ●           89/1 

  103 ●           90/1 

  246 ●           92/2 
 
 

三、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圖層內容 

(一)1/1000電信市街基本圖 

圖 層 名 稱 型態 說           明 張數 
街道線 線段 一般道路線、計劃道路線、高架橋等 1、全部圖資計 178250張 
安全島線 線段 安全島、分隔島 2、每張圖幅 12公頃 
街道名稱 線段 以電信碼建檔之中文字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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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層 名 稱 型態 說           明 張數 
建物線 

線段 
以電信碼建檔之中文字線段﹙建物

線﹚ 
  

林園符號 
符號 

包含稻田、果園、草地、旱田、墳墓、

花圃、樹林等 
  

建物名稱 線段 以電信碼建檔之中文字線段   
鐵路線 線段 台鐵鐵路、高鐵鐵路   
河湖線 線段 河泊/湖線   
河湖名稱 線段 以電信碼建檔之中文字線段   
公園線 線段     
省縣市鄉鎮界 線段 包含縣市名稱、鄉鎮名稱，封閉線段   

門牌地址  文字 中文住址   

(二)1/5000電信市街基本圖 

圖 層 名 稱 型態 內      容 張數 
道路巷弄中線 

線段 
包含國道高速公路、省道、縣道、一般道路、

快速道路、鄉道及 6米巷弄等之名稱及編號 
1、全部圖資計 1485
張 

街廓 
面 

包含綠地圖層、一般圖層、水域圖層、郊區

圖層等 
2、每張圖幅 1200公
頃 

建物 面 包含重要建築、公共建築等   
河流中線 線段 包含大河流、中河流、小河流等之名稱   
鐵道中線 線段 包含鐵路之名稱及分類   
重要地標 

點 
重要地標分三等級，包含自然景觀、交通、

旅遊娛樂、學校機關、生活經濟、其他 
  

道路標誌 點 包含國道、省道、縣道等之標誌文字   
縣市界 面 包含縣市之名稱   
鄉鎮界 面 包含縣市、鄉鎮區之名稱   
村里界 面 包含縣市、鄉鎮區、村里之名稱   
捷運系統 線段 包含種類、縣市、路線之名稱   
捷運站 

面 
包含縣市名稱、站名、內容（交會路線名稱）

等 
  

隧道 面 包含隧道名稱、型態（隧道、地下道）   
橋樑 面 包含橋樑名稱、型態（橋樑、立體道路）   
 

四、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地標點內容與筆數 
大分類 小分類 筆數 
1、全國性地標 總統府、立法院、行政院、國民大會、司法

院、考試院 、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火
車站、天文台、機場 

450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附件 3-53 

大分類 小分類 筆數 

2、區域性地標 

電信、郵局、電力、議會、市政府、大眾捷

運、警察、消防、公路監理、加油站、美術

館、博物館、大學、專科、觀光飯店、百貨

公司、孔廟、縣市政府 

16000 

3、一般性地標 
除了前述類別以外其餘均歸與此類（公園、 
停車場、中小學、廟宇、遊樂園、旅社、社

區、國宅、便利商店……. ） 
120000 

 

五、中華電信市街基本圖向量資料屬性結構 

(一)門牌地址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STCODE 街代碼 中華電信街道編碼 
SECTION 段   
LIN 鄰   
LAN 巷   
LONG 弄   
NO 號   
BLD 棟 同門牌號之棟號 
FL 樓 樓高 
RM 室   
LAN2 之…巷   
LONG2 之…弄   

(二)道路中線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ROAD_ID 道路分類 
國道、省道、縣道、鄉道、一般

道路、快速道路、巷、弄 
PUB_ID 道路編號   
ROAD_NAM 道路名稱   
CO_NAM 共線名稱   
WIDTH 路寬   
LENTH 路長   
DIRECT 方向   
FR_DIR 路首   
END_DIR 路尾   

(三)重要地標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CITY_NAM 縣市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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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CLASS 地標等級   
ID 地標代碼   
NAME 地標名稱   
ALIAS 地標別名   
ADDRESS 地標地址   
X X坐標   
Y Y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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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立公司_Vmap數位向量地圖 

一、製作歷程 

群立數位大地影像，是採用固定翼飛機與全自動專業航拍攝

影器材拍攝，所得之影像經由高解像度數位掃瞄後，再經過嚴格

的航遙測製圖品管與生產程序，其解像能力與精度可達高水準品

質。摒除傳統類比式像機與底片掃描方式，全面改用新式的高精

度航照數位相機及新型專業航拍飛機，延續原有嚴謹的製作過程

與專業處理，提供具一千分之一比例尺，解像度至少可達 9公分。
資料更新週期快，每年定期航拍台灣全島範圍，並保證最多兩年

可更新版本一次，以確保資料的實用性。 

二、資料精度 

提供 1/5000、1/2500 和 1/1000 台灣地區基礎影像資料的產
品，依據 GeoTAIWAN 群立數位大地影像之圖幅範圍分割，購
買時同時提供 TWD97 坐標系統的 ESRI Shapefile、MapInfo Tab 
File、AutoCAD DWG File 三種格式，並可提供 TWD67 坐標系
統資料。其產品規格如表所示： 

表 3群立公司資料建置狀況 
產品名稱 圖幅比例尺 GSD* 圖幅面積 原始像片

解像度

(pixel) 

原始像片

比例尺 
測量中誤

差 
地面控制

中誤差 

基本版 1/5000 50cm  720公頃 22cm  1/17,000 10μm 30cm  
進階版 1/5000 25cm  720公頃 22cm  1/17,000 10μm 30cm  
Digital 
Cam精準
版 

1/1000 9cm  48公頃 9cm  1/10,000 5μm 20cm  

Digital 
Cam精準
版(山區*) 

1/2500 18cm  180公頃 18cm  1/20,000 5μm 50cm  

* GSD：地面像元間距(公分/pixel) 
* 山區範圍，為海拔高度 1000 公尺以上之地區。 
 

三、圖層內容 
圖層種類 圖層相關類別 型態 筆數 
註記文字 通常運用於製圖輸出時使用，內容包含有：縣市名

稱、鄉鎮區名稱、村里名稱、聚落名稱、地標名稱、

河川水系名稱、交通系統名稱、圖框外側文字等。 

文字 37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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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種類 圖層相關類別 型態 筆數 
重要地標 提供查詢、顯示與定位明顯地標、地物時使用。依資

料特性分為下列數類：政府機關(中央單位、地方政
府、地方機關)、教育研究(大專院校、高中高職、國
民中學、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機構)、緊急醫療(醫院
診所、警察局隊、消防局隊、自來水公司、電力電信)、
交通設備(機場、火車站、加油站、捷運站)、金融機
關(銀行、合作社、郵局、農漁會)、休閒文化(公園、
風景區、運動場、文化中心、圖書館、博物館、美術

館)、購物餐飲(百貨公司、量販店、餐廳旅館)、重要
地標點(代表性建物、牌樓、宗教建物、喪葬設備、知
名工廠) 

  55547 

交通系統 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資料命名與分類方式，以運
研所版之電子地圖為基礎，進行資料的加值運用與擴

充，提供主要道路中心線線、鐵路、高速鐵路、捷運

等圖層資訊。 

線 429726 

河川水系 提供河川主河道之中心線與水庫湖泊之輪廓線。 線 37668 
行政界線 提供台灣本島縣市、鄉鎮、村里範圍之多邊形區塊。 面 7884 
節點資訊 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節點分類方式，配合本產品

之交通系統圖層，提供交叉路口的點位與節點的屬性

資料。 

點   

 

四、地標點內容與筆數 

地標點筆數大約 55547筆，內容如下： 
大分類 小分類 

1、政府機關 中央單位、地方政府、地方機關 

2、休閒文化 
公園、風景區、運動場、文化中心、圖書館、博物館、美術

館 

3、重要地標點 代表性建物、牌樓、宗教建物、喪葬設備、知名工廠 

4、金融機關 銀行、合作社、郵局、農漁會 

5、教育研究 大專院校、高中高職、國民中學、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機構 

6、緊急醫療 醫院診所、警察局隊、消防局隊、自來水公司、電力電信 
7、購物餐飲 百貨公司、量販店、餐廳旅館 
8、交通設備 機場、火車站、加油站、捷運站 
 

五、向量資料屬性結構 

(一)道路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ROA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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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ROADTYPE     
ROADCODE     
ROADSTRUCT     
BRIDGEID     
TUNNELID     
ROADDIR     
ROADNAME     
ROADALIASN     
ROADCOMNUM     
ROADNAME1     
ROADNAME2     
ROADNAME3     
RDNAME     
RDNAMELANE     
RDNAMENON     
SKM1     
EKM1     
SKM2     
EKM2     
V3     
FNODE     
TNODE     
ROADLENGTH     
ROADWIDTH     
LANE     
FASTLANE     
SLOWLANE     
SHOULDER     
RLANE     
RFASTLANE     
RSLOWLANE     
RSHOULDER     
LLANE     
LFASTLANE     
LSLOWLANE     
LSHOULDER     
SPEEDLIMIT     
OLDROADID     
STARTNODE     
END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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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ROADSN     
UPDATEDATE     
INPUTERNAM     
INPUTDATE     
TOTALLANES     
SINETYPE     
 

(二)村里界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NAME     
VILLAGENA     
TOWNNAME     
COUNTYNAME     
VILLAGEID     
ET_ID     
AREA     
 

(三)鄉鎮界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NAME     
TOWNNAME     
COUNTYNAME     
TOWNID     
ET_ID     
 

(四)河流中線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RIVERNAME     
RIVERID     
RIVERTYPE     
COUNTYNAME     
ET_ID     
 

(五)基本圖文字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TEXT_ANGLE     
TEXT_SIZE     



「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附件 3-59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內容說明 
TEXTSTRING     
NAME     
TYPE     
ET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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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崴科技_縱橫電子地圖 

一、製作歷程 

勤崴科技製作之電子地圖，以農林航空測量所出版之五仟分

之一像片基本圖(山區一萬分之一)為基礎，並以地理資訊、衛星
影像、航空測量等更新技術，輔以現地調查，所建置而成。使用

TM 二度分帶地理坐標系之向量式地圖，範圍含蓋台灣全島及澎

湖、綠島、蘭嶼等離島，並依圖形型態(點、線、面)與應用需求
為根據分層建置(共 31層圖層)。資料庫範圍含括台灣全島，所有
圖檔均以地理資訊、航測製圖觀念技術建置而成，不同比例尺間

可完全套合，並依圖形型態(點、線、面)與應用需求為根據分層
建置。 

為保有最新真實度，每年依據相片基本圖、衛星定位、現地

調查等資訊定期更新。流程圖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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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勤崴科技_縱橫電子地圖製作流程圖 

二、資料精度 

目前已建立的標準化產品含 1/5000、1/25000、1/100000等不
同比例尺。所有數值圖形資料庫圖檔，均以影像為底輔以立體製

圖數化而成，而每一圖檔均以控制點精準控制精度要求，影像檔

亦以平差程式處理，誤差控制在 2 Pixel以下(0.64公尺/Pixel) ，
整體誤差相對於像片基本圖控制在 5公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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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層內容 

圖層名稱 檔名 筆數 
街道 ROAD  139065 
道路隔線 ROERR    
捷運 RAP    
學校 SCHOOL  10749 
公園綠地 PARK 4190 
鐵路 RAILWAY    
道路標誌 SIGNPOST    
道路名 ROADNAME    
高速公路里程數 KMPT    
高速鐵路 HIRAIL    
工業區 IND    
高速公路資訊 HIROIN    
行政界(縣市界) CITY  23 
行政界(鄉鎮界) TOWN   
縣市名註記文字 CITYNAME  13520 
鄉鎮名註記文字 TOWNNAME    
村里名註記文字 VILLAGENAME    
行政界名註記文字 LIMITNAME    
地名註記文字 HAMLETNAME  57055 
設施名註記文字 LOCALNAME    
鐵路名註記文字 RAILNAME    
堤防名註記文字 JETTYNAME    
其他註記註記文字 OTHERNAME  4770 
符號 SYM    
政府機關、其他設施 XBASE    
水庫、湖泊 LAKE    
高架隧道 HBASE    
高架隔線 HIERR   
河流 RIVER  6186 
河流名 RIVERNAME    
小河流 SRIVER    
水流方向 ARROW   
涵洞 CAVE  250064 
小路 SROAD    
建築區 BUILD    
水池 POOL  142866 
單線橋樑 SINGLEBRIDGE    
雙線橋樑 DUAL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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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名稱 檔名 筆數 
高壓電線 HIVOLTAGE    
道路中心線  CROAD    
 

不同比例尺應用到圖層整理，分述如下： 
圖層內容 1/5000 1/25000 1/100000 PapaGO! Map 
街道(雙線) ● ◆ ★   
捷運 ● ◆     
學校 ● ◆   ■ 
公園綠地 ● ◆   ■ 
鐵路 ● ◆ ★ ■ 
道路隔線 ● ◆ ★   
行政界(縣市、鄉鎮界) ● ◆ ★ ■ 
註記文字(配合各層) ● ◆ ★ ■ 
高速公路里程數 ● ◆   ■ 
高速鐵路 ● ◆ ★   
高速公路資訊 ● ◆     
符號 ● ◆ ★   
道路標誌 ●       
道路名 ●       
政府機關、其他設施 ● ◆   ■ 
高架道路及隧道 ● ◆ ★   
高架隔線 ● ◆ ★   
河流 ● ◆ ★ ■ 
小河流 ●       
水流方向 ●       
涵洞 ●       
河流名稱 ●       
建築區 ● ◆ ★   
水庫、湖泊 ● ◆     
道路中心線 ● ◆ ★ ■ 
小路 ●       
單、雙線橋樑 ●       
高壓電線 ●       
水池 ●       
工業區 ●       
重要地標(POI)       ■ 
100公尺等高線       ■ 
風格圖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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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圖層的說明，分述如下： 
 

(一)道路系統： 

1、街道：雙線道路，依路寬數化成多邊形區域，含高速公路
及一般道路。 

2、小路：6公尺以下道路以單線表示之。 

3、捷運系統：台北縣、市捷運系統（含路線名稱及捷運站）。 

4、鐵路：包含各級鐵路及台糖鐵路，以線條型態建置。 

5、道路隔線：道路交叉之隔線，表示道路之上下關係，以線
條型態建置。 

6、道路標誌：為道路編號，含道路編號文字及道路編號形狀。 

7、道路名：為道路名稱（含路名、巷弄名），除文字屬性外並
串聯整段路名置於屬性欄位中。 

8、高速公路里程數：以每 1公里為單位標示高速公路里程數。 

9、高速鐵路：台灣高速鐵路，以線條型態建置。 

10、高速公路資訊：高速公路收費站，交流道等資訊（含高速
公路名稱及里程數）。 

11、高架隧道：高架道路及隧道，以多邊形區域建置。 

12、高架隔線：高架道路交叉之隔線，表示高架道路之上下關
係，以線條型態建置。 

13、道路中心線：以線條型態建置，交叉路口遇高架或隧道交
會均無節點，需有詳細道路名稱（道路名稱之路（街）、段、

巷、弄應分欄位建置）、及國道、省道、縣道、鄉道之道路

編號，並區分各道路所在之縣市、鄉鎮。 

(二)河流水系： 

1、河流：主要河流及流域面積較大河流，以多邊形區域建置。 

2、小河流：河流支流、灌溉溝渠等，以線條型態表示。 

3、水流方向：以箭頭表示水流之方向。 

4、涵洞：河流流入地下之起迄點。 

5、水庫湖泊：水庫及較大面積之湖泊，以多邊形區域建置。 

6、水池：包括湖泊、池塘、魚池、游泳池、人工池….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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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形區域建置。 

7、橋樑：包括單線橋樑、雙線橋樑及陸橋，以線條型態建置。 

8、河流名稱：除文字屬性外並串聯整段河流名置於屬性欄位。 

(三)重要設施 

1、學校：各級學校，包含操場，以多邊形區域建置（含名稱）。 

2、公園綠地：公園、綠地，以多邊形區域建置。 

3、政府機關、其他設施：含機場、美術館、博物館、政府機
關、捷運站、飯店、醫院、車站、百貨公司、文化中心、

圖書館等，以多邊形區域建置。 

4、工業區：工業區塊，以多邊形區域建置。 

(四)註記文字及其他 

1、註記文字：依縣市名稱 、鄉鎮區名稱、村里名稱、行政區
交界名稱、地名、設施名、鐵路名、堤防名、其他註記等

分層建置，除文字屬性外並串聯整完整名稱置於屬性欄位

中。 

2、符號：為設施之代表符號，含縣市政府、鄉鎮公所、警察
機關、學校、醫院、郵局、廟宇、教堂等。 

3、道路標誌：為道路編號符號。 

4、行政界：含縣市界、鄉鎮界（含名稱）。 

5、建築區：建築區塊，以多邊形區域建置。 

6、高壓電線：表高壓電線，以線條型態建置。 

(五)PapaGO! Map特殊圖層 

1、重要地標(POI)：以點資料表示，並分類建置。 

2、100公尺等高線：以線條型態建置。 

3、風格圖層：共含三種風格圖層可供作為底圖使用，標準圖、
衛星圖及郊區圖。 

四、向量資料圖元型態 
圖層 欄位名稱 圖元型態  
ROAD街道(雙線道路)  ACAD_TEXT  REGION  
ROERR道路隔線  ID  LINE  
RAP捷運  NAME  LINE  
SCHOOL學校  ACAD_TEXT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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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 欄位名稱 圖元型態  
FULLNAME  
ACAD_TEXT  

PARK公園綠地  FULLNAME  
REGION  

RAILWAY鐵路  ID  LINE  
SIGNPOST_REGION 
SIGNPOST_RECTANGLE
道路標誌  

ID  LINE  

TXT  POINT  
SIGNPOST_TEXT 道路標誌
文字  
 TXT  

FULLNAME  
TOWNCODE  

POINT ROADNAME道路名  
 

TXT  
FULLNAME  KMPT高速公路里程數  

 TYPE  
POINT 

HIRAIL高速鐵路  ID  LINE  
ACAD_TEXT  

IND工業區  FULLNAME  REGION  

TXT  
FULLNAME  
TYPE  

POINT  HIROIN高速公路資訊  
 

RNAME    
CODE  
CITYNAME  CITY縣市界  
ECITYNAME  

REGION 

CODE  
TOWNNAME  
ZIPCODE  

TOWN鄉鎮界  

ETOWNNAME  

REGION 

TXT  
FULLNAME  CITYNAME  
TOWNCODE  

POINT 

TXT  
FULLNAME  TOWNNAME  
TOWNCODE  

POINT 

TXT  
FULLNAME  HAMLETNAME  
TOWNCODE  

POINT 

TXT  LIMITNAME  
FULLNAME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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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 欄位名稱 圖元型態  
TOWNCODE  
TXT  
FULLNAME  LOCALNAME  
TOWNCODE  

POINT 

TXT  
FULLNAME  RAILNAME  
TOWNCODE  

POINT 

TXT  
FULLNAME  JETTYNAME  
TOWNCODE  

POINT 

TXT  
FULLNAME  OTHERNAME  
TOWNCODE  

POINT 

BUILD建築區  ACAD_TEXT  REGION  
ID  
TXTNAME  SYM符號  
CODE  

POINT 

ACAD_TEXT  XBASE政府機關、其他設施 
FULLNAME  

REGION  

ACAD_TEXT  
LAKE水庫、湖泊  FULLNAME  

REGION  

HBASE高架隧道  ACAD_TEXT  REGION  
HIERR高架隔線  ID  LINE  
RIVER 河流  ACAD_TEXT  REGION  

TXT  
FULLNAME  RIVERNAME 河流名  
TOWNCODE  

POINT 

SRIVER 小河流  ID  LINE  
ARROW水流方向  ID  REGION  
CAVE 涵洞  ID  LINE  
SROAD 小路  ID  LINE  
POOL水池  ACAD_TEXT  REGION 
SINGLEBRIDGE 單線橋樑  ID  LINE  
DUALBRIDGE 雙線橋樑  ID  LINE  
HIVOLTAGE 高壓電線  ID  LINE  

TXT  CROAD 道路中心線  
FULLNAM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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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福科技_SHOWMap電子地圖 

一、製作歷程 

以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路網數值地圖為基礎，地圖涵蓋臺

灣、澎湖、金門、馬祖、蘭嶼、綠島地區，其電子地圖資料來自

內政部地形圖(1/1000、1/5000)、運研所路網圖、農航所像片基本
圖、地籍圖、群立航照圖、其他航照及 GPS地測。電子地圖資料
來自 1/1000、1/5000地形圖，遙測資料，現地測量、調查，具有
嚴謹的資料品管，確保地圖地標位置、道路線形、位相關係的正

確性，並提供不同坐標系統（TWD67、TWD97），不同地圖投影
（橫麥卡脫 2 度、3 度、6 度，麥卡脫投影，蘭伯特投影等）及
不同的資料格式（ArcView、MapInfo、AutoCAD等）。 

電子地圖包含豐富的地圖圖層，提供地圖半年更新服務。 

二、資料精度 

比例尺包括 1/5000、1/25000、1/100000。 

三、圖層內容 

圖層 圖層說明 型態 

縣、省轄市、直轄市區等界 面 
行政界線 

鄉、鎮、縣轄市、省轄市區等界 面 

建物 永久建物及臨時建物 面 
重要地標(17類)  點 
交通系統 道路中線 線 
水系 水系 面 

台灣鐵路 線 
高速鐵路 線 
捷運 線 
高壓電線 線 

非千分之

一圖層 

水庫湖泊 面 
 
四、地標點內容與筆數 
大分類 小分類 

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專院校 
博物館 

文教機構 

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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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類 小分類 
文化中心 
公立圖書館 
古蹟 
中央政府 政府機關 
地方政府 
國家公園 
公園 
公有市場 

公共設施 

體育場 
警察局隊、派出所 警消單位 
消防局隊 
醫學中心 
地區醫院 

醫療保健 

區域醫院 
火車站 
高鐵站 
捷運站 
機場 
國道交流道、快速道路交流道 
休息站 
收費站 

交通服務 

公有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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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俤科技－霹靂勁爆電子地圖 

一、製作歷程 

製作歷程如圖 3及圖 4所示。 

 
圖 3銳俤科技－霹靂勁爆電子地圖製作流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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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銳俤科技－霹靂勁爆電子地圖製作流程(二) 

 

二、資料精度 

在不同地區的資料精度差異性，如下所示。 

(一)海拔 1000公尺以下之平地及丘陵地區為 1/5,000  

(二)海拔 1000公尺以上之地區為 1/10,000 

三、圖層內容 
圖層 圖層名稱 型態 

1 地名註記 點 
2 鐵路 線 
3 捷運 線 
4 高速鐵路 線 
5 道路中心線 線 
6 河流（線） 線 
7 河流（面） 面 
8 縣市界 面 
9 鄉鎮市區界 面 

10 湖泊水庫 面 
11 各級學校 面 
12 公園 面 
13 港口 面 
14 山峰 點 
15 鐵路隧道 線 
16 隧道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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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橋樑 線 
18 圳溝（線） 線 
19 圳溝（面） 面 
20 街廓 面 
21 高架道路 面 
22 魚池水池 面 

 

四、地標點內容與筆數 

合計約 10萬餘筆，其分類如下所示。 
大類名稱 中類名稱 
政府機構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警憲消防…等 
各級學校 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機構…等 
醫療院所 醫療中心、區域醫院、連鎖藥妝店…等 
飯店旅館 國際觀光旅館、觀光旅館…等 
金融機構 銀行、郵局、農漁會…等 
觀光旅遊 國家公園、風景區、寺廟古蹟…等 
休閒娛樂 文化中心、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連鎖 KTV、體育館場…等 
逛街購物 百貨公司、超市、連鎖便利商店、連鎖書店…等 
餐飲小吃 連鎖速食店、連鎖披薩店、連鎖咖啡店…等 
行車服務 加油站、停車場、拖吊場…等 
交通設施 機場、國道休息服務區、台鐵、台北捷運…等 
民間機構 電信公司、台電公司、自來水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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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訊公司_電子地圖 

一、製作歷程及資料精度 

康訊公司自 1987 年創立之初，陸續完成內政部交付的 
1/25000、1/5000的電子地圖製作。其技術已從原始的紙圖數化，
進步到 DGPS自行調查製作。作圖的比例尺也由 1/25000 進展到 
1/500，作圖的種類也從街道圖增加了社經資料庫、導航地圖、電
信專用圖、門牌資料庫。 

針對不同的應用，其製作圖源及資料精度也不同，說明如下： 

(一)縣市街道地圖 

範圍涵蓋全台灣，以 DGPS實地現況調查，道路接連關與
現地一致，道路以線段的形式表示並記載道路屬性，資料正確

實用，快速查詢方便有效。 

(二)1/5000街道地圖 

範圍涵蓋全台灣，以政府出版最新版 1/5000航空照片圖為
建置依據，再搭配專業路調人員實地調查，以使資料符合現況，

道路用街廓面的形式表示，資料詳細豐富，經過美工處理，適

用於大比例尺查詢。 

(三)1/500街道地圖 

範圍涵蓋台灣本島人口密集區域(約 160餘鄉鎮市)，以
DGPS實地現況調查建物，街廓，門牌，樓高，路巷名等詳細
資料。 

 

二、圖層內容 

針對 1/5000圖層，說明如下： 
圖層 說明 類型 筆數 
道路 名稱，編號，等級等屬性資料 線 
鐵路捷運   線 

95 

設施點 設施名稱，大分類，細分類 點   
縣市界 縣市 面 23 
鄉鎮區界 鄉鎮區名 面 358 
河流 河流水庫 面 3582 
公園   面 1345 
學校   面 4174 
工業區   面 87 
巷弄文字   文字 46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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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層 說明 類型 筆數 
道路文字   文字 
設施文字   文字 
地標   點 93334 
 

三、向量資料屬性結構(含地標點圖層) 

(一)縣市界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County_name 縣市名稱 
CODE 縣市之主計處編碼 
TEL_CODE 縣市之電話區域號碼 
AREA_SQKM 縣市面積 
COUNTY_ENG 縣市英文名稱 
 

(二)鄉鎮界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COUN_NAME 鄉鎮區全名 
COUNTY_NAME 座落之縣市名稱 
TOWN_NAME 鄉鎮區名(簡稱) 
CODE 鄉鎮區之主計處編碼 
ZIP_CODE 鄉鎮區之郵遞區號 
AREA_SQKM 鄉鎮區面積 
SPE_CODE 專有編碼 
TOWN_ENG 鄉鎮區英文名稱 

(三)道路中線 
欄位名稱(英文) 欄位名稱(中文) 

Name 街道全名 
St_name 街道名稱 

Index 編號名稱 
Class 道路等級 
Sect 段 
Lane 巷 
Alley 弄 
Salley 衖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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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地方政府問卷調查分析 
為能掌握各縣市政府對於通用版電子地圖規劃之建議，委請內政

部資訊中心於民國 96年 1月 23日協助發放問卷(如表 4所示)給各縣
市政府，截至民國 96年 2月 26日止，發放 25份問卷，總計回收 21
份，其中 2份表示沒有意見，問卷回收率 84%。 

透過本次問卷調查可發現，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定義與目的，

超過 80%以上同意目前規劃；對於目前通用版電子地圖所提出之圖層
內容規劃，則有縣市政府提出增加重要地標分類項目與分類更細化之

建議，或建議納入地籍圖、都市計畫樁位圖與都市計畫圖。在通用版

電子地圖所規劃之適用範疇，有超過 70%以上認同目前所提之規劃，
有些縣市政府認為公共管線建置與都市計畫規劃等業務應用，仍需以

資料精度較高的圖資資料為底，或針對部分圖層的定義，可更為明確。 

針對縣市政府提出應增加圖層資料或地標點等建議，經評估後考

量圖層變動性較頻繁者暫不納入。綜上所述，目前所提出之通用版電

子地圖規劃內容應可符合大多數地方政府業務需求，並可藉由後續成

果發表會辦理，廣邀地方政府相關單位參與，加強通用版電子地圖規

劃成果宣導之目的。 

有關各縣市問卷回覆詳細情形，請參閱表 4所示。 
表 4問卷調查表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報告』建議回饋調查表 
基本資料 

填表人姓名：                              
填表人所屬單位名稱：                       職稱：             
聯絡電話：(    )-(              )分機        

意見調查 
1.針對目前所提出之『通用版電子地圖定義』，您認為是否完備？ 
   □是。 
   □否，請述明理由與建議：                                   
2.針對目前所提出之『通用版電子地圖目的』，您認為是否完備？ 
   □是。 
   □否，請述明理由與建議：                                   
3.針對目前所提出之『通用版電子地圖圖層內容規劃』，您認為是否    完
備？ 
   □是。 
   □否，請述明理由與建議：                                   
4.針對目前所提出之『通用版電子地圖圖層適用範疇』，您認為是否    完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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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報告』建議回饋調查表 
   □是。 
   □否，請述明理由與建議：                                   
5.針對目前所提出之『圖層類別、資料精度與應用項目對照表』，您認為
是否完備？ 
   □是。 
   □否，請述明理由與建議：                                    
6.其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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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座談會簡報會議資料與會議紀錄 
壹、 建立通用版電子地圖製作規範專家學者及業界座談會簡報會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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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建置都會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及門牌位置資料之相關推動規範及示範作業」 
第三篇  通用版電子地圖推動建置可行性評估與分級製作規範制定 

 附件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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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專家學者座談會會議紀錄 

專案起訖日期： 95年 08月 23日（三）至 96年 06月 18日（一） 

會議名稱： 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專家學者座談會 

會議時間： 95年 12月 18日（一）上午 10:00~12:00 

會議地點： 逢甲大學商學大樓 607室 

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單 

主  席： 周教授天穎、沈主任金祥                    記錄：宋敏如 
 

專家學者 辦理情形 

1、目前規劃架構很詳細，規劃內容沒有
問題。 

2、目前提到精度作業要求，對資料檢核
的比例請加以思考。 

 

3、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的更新頻率問
題，應於後續加強說明。 

4、通用版電子地圖以 GIS來考慮，請
納入資料庫角度規劃。例如九大圖層中

部份資料項目是有重疊，例如地標裡有

很多東西會與建物重疊，可以透過資料

庫設計來避免重疊的情形。 

5、目前已在執行之五千分之ㄧ像片基
本圖建置計畫，其資源應能予以整合，

不要造成資源浪費。 

6、地標與區塊重複是必然的，對都市計
畫而言，需要區塊與點共用。 

7、道路部分是否有規範等級？可參考
各地方政府對道路等級的劃分。 

8、通用版電子地圖應跳脫圖幅的觀
念，從應用的角度來看且製作通用版電

子地圖是否可以用整合既有的資源，而

不是傳統製圖方式。 

9、通用版電子地圖計畫預估完成的時

1.遵照辦理。 

 

2.該部份納入品質檢核作業規範說明。 

 

3.後續將針對更新頻率加強說明。 

 

4.該部份將納入作業規範說明。 

 

 

 

5.後續將調整建置經費估算，於第八次工
作會議加強說明。 

6.遵照辦理。 

 

7.已納入道路等級規範。 

 

8.目前規劃通用版電子地圖，亦是朝向脫
圖幅的觀念予以規劃。 

 

9.目前暫定建置期程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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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 辦理情形 
程為何？ 

10、 是否有考量納入等高線或提供

DTM的資料？ 

11、 有些地區道路太狹窄不容易數

化，建議應該要設定道路寬度。 

12、 在地標點分類中，建議於文教

機構加上文化古蹟，公共設施加上觀光

旅遊。 

13、 後續通用版電子地圖的資料流

通方式為何？ 

14、 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區塊的規

劃應該是用地考量，可思考與都市計畫

相對應的部分。 

15、 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分類與應

用，已經明確定義出來，後續應具體對

應。例如針對重要應用或經常性應用等

方面，所需要的圖資內容為何，用以說

明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可達的效益是多

少。 

16、 通用版電子地圖在鄉區的道路

是六米以上，在應用面是否會不足？ 

17、 通用版電子地圖採用無接縫，

會有圖幅概念，純粹只是方便管理。 

18、 在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建置部

份，是否可以應用現有的圖資作更新修

正應用？是否可以比較快？ 

19、 台中市本身提供電子地圖查詢

系統後，發現系統使用者有時一天可達

一千五百人，與其他查詢系統的差別是

圖資資料多了建物、都計圖與航照，若

未來電子地圖可以成為官方系統，應用

上會有很大的幫助。但是使用者的快速

回應及處理會是一大考驗。 

20、 可提供台中市圖資維護的更新

經驗供參考。 

21、 政府單位已有的圖資資料，建

 

10.目前暫不考慮，未來視主管機關對
DTM資料流通方式，再評估是否納入。 

11.遵照辦理，該部份已納入作業規範。 

12.因考量觀光旅遊所指的範疇較大，故建
議改成國家公園，文化古蹟則納入建置範

疇。 

13.該部份建議由專案管理單位協助土測
局辦理。 

14. 遵照辦理。 

 

 

15.於第八次工作會議加強說明。 

 

 

 

16.目前受限於建置經費暫定鄉區是建置
六米以上道路。 

17.遵照辦理。 

 

18.應用現有圖資資料，將可落實資源共享
目的，但仍須達到通用版電子地圖所訂定

的規範。 

19. 遵照辦理，將提供給未來執行單位參
採。 

 

 

 

20.遵照辦理，將可作為更新維護規劃參
採。 

21.遵照辦理，亦符合原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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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 辦理情形 
議應予以回饋並加以整合。 

22、 請規劃單位可以從應用面來推

展未來電子地圖完成後，如何確實達到

中央、民間 80%需求。 

23、 請規劃單位就通用版電子地圖

之定義、目的與更新維護機制，於後續

再加強說明。 

24、 未來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執行，

應要有專案管理單位，協助土測局進行

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專案管理、資料流

通供應、推廣行銷與加值應用等事務。 

25、 本次規劃單位所提出之通用版

電子地圖的定義與規劃方向，已獲與會

專家學者的肯定。會後若有卓見需補充

者請逕交規劃單位彙整 

26、 請規劃單位將專家學者意見詳

實錄案，並回覆辦理情形。 

 

22.於第八次工作會議加強說明。 

 

23.於第八次工作會議加強說明。 

 

24.遵照辦理，將於後續推動策略予以加
強。 

 

 

25.遵照辦理，將持續彙整專家學者意見。 

 

 

26.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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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業界座談會會議紀錄 

專案起訖日期： 95年 08月 23日（三）至 96年 06月 18日（一） 

會議名稱： 通用版電子地圖規範業界座談會決議辦理情形 

會議時間： 95年 12月 18日（一）下午 14:00~16:00 

會議地點： 逢甲大學商學大樓 607室 

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單 

主  席： 周教授天穎、沈主任金祥                    記錄：宋敏如 
 
專家學者 辦理情形 

1、目前國土調查航拍就是採用農航
所2004年後的航照資料！不要用五千
分之ㄧ像片基本圖為準，應該以原始

的航拍資料配合控制點來實作，才能

達到更好精度的資料。可利用全省的

五米 DTM，以此為基準製作兩千五百
分之ㄧ，對於不符合規範的資料需要

修正，才可達到驗收標準。 

2、製作的圖層越多，經費就越高，如
外業調查的內容會影響成本估算。 

3、目前在圗層規劃上沒有街廓圖
層，但實務上街廓圖層比道路中線更

具加值性。民間在使用運研所圖資

時，最大的問題也是沒有街廓線，建

議可予以納入。 

4、土測局目前正在執行國土利用調
查計畫，通用版電子地圖中有些資料

項目可以引用與整合。 

5、建議縣市界鄉鎮界可直接採用地
政部內政司資料。 

6、若全省要在 1-2年完成，在製作時
程上可能會有問題。 

7、民間資源每家掌握的都不同，未來
若由某一家公司承接，政府是否會提

供其他民間的資源？ 

8、目前是否有考量雙語電子地圖製

1.遵照辦理，目前規劃亦規劃採用原始的航拍資
料進行實作。 

 

 

 

2.遵照辦理。 

 

3.經評估後已納入建置圖層項目之ㄧ。 

 

 

4.遵照辦理，亦符合原規劃構想。 

5.該部份將納入評估。 

 

6.該部份應無問題。 

 

7.該部份建議由執行團隊自行發揮。 

8.目前尚未考量雙語地圖，但未來將視需求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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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 辦理情形 
作？ 

9、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建置，是否
可以讓民間共同參與？ 

10、 未來通用版電子地圖是全區

建置或是分區？若不同期不同廠商建

置，是否會有整合困擾？ 

11、 業界應該本身有個資料品質

檢核單位，以確保資料品質。 

12、 目前在像片基本圖製作時並

未納入區塊與建物，今年會檢討並希

望加入這兩類，甚至於地類。後續在

維護部分應該可採用資料更新方式，

而不是用重製方式執行。 

13、 如何善用現有民間資源，建

立永續經營的模式，節省製作經費及

時間，整合民間資料是個好的遠景，

但也是是否可以符合需求，希望業界

密切注意後續發展。 

14、 請逢甲大學檢視目前市面上

電子地圖資料，評估是否可以達到通

用版電子地圖規範。 

15、 若納入民間的資料整合運用

時，則需要考量資料品質驗收的規範。 

16、 了解業界現有圖資整合，節

省開發時間經費，若順利完成後，民

間可從事加值應用及市場推廣。 

17、 本次規劃單位所提出之通用

版電子地圖的定義與規劃方向，業已

符合業界期望，請規劃單位將業界所

提建議納入未來規劃考量。 

18、 未來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執

行，應要有專案管理單位，協助土測

局進行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專案管

理、資料流通供應、推廣行銷與加值

應用等事務，亦請規劃單位納入後續

推動規劃。 

納入。 

9.鼓勵民間共同參與，已達雙贏的目的。 

10.應採分期分區建置，由執行單位配合相關規
範執行，應無整合問題。 

11.建議未來執行單位本身應有品質檢核單位。 

 

12.遵照辦理。 

 

 

13.遵照辦理，並符合原規劃構想。 

 

 

14.於第八次工作會議加強說明。 

 

15.遵照辦理，該部份將納入品質檢核作業規範。 

16.遵照辦理。 

 

17.遵照辦理，部分建議亦已納入八次工作會議
說明。 

 

18.遵照辦理，將於後續推動策略予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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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通用版電子地圖實作圖層檔案清單 

表 5通用版電子地圖實作成果檔案清單 

圖層名稱 有無資料 檔名 備註 

道路中線 有 B_ROAD  
道路節點 有 B_RDNODE  道路 
道路(面) 有 B_ROADA  
台鐵 無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高鐵 無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鐵路 
捷運 無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河流(面) 有 B_RIVERA  
河流(線) 有 B_RIVERL  水系 
水庫湖泊 無  實作範圍無此圖層資料 
縣市界 有 B_COUNTY  

行政界 
鄉鎮市區界 有 B_TOWN  

區塊 有 B_BLOCK  
建物 有 B_BUILD  
重要地標 有 B_MARK  
控制點 有 B_CONTROL  
彩色正射影像 有 B_ORTHO  

 
 

道路中線與道路節點圖 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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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圖 彩色正射影像 

圖 5部分實作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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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歷次工作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編號 會議名稱 決議內容 辦理情形 備註 

1 
第 1次工
作會議

(95.09.05) 

因通用版電子地圖與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測製成果規範，

與內政部土地測量局最近將

執行研擬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測製規範息息相關，請後續

相關工作會議時，應一併邀

請土測局相關人員參與會

議。 

將於後續工作會議召開會

議通知公文中，加入內政

部土地測量局，邀請出

席。 

略 

2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通用版電子地圖之測製作

業，應跳脫比例持之規範，

並針對未來所規劃之不同圖

層，給予不同之精度。 

後續針對此項再行討論。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二節 

3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之品質

檢核應如何把關，請列入規

劃項目。 

後續會針對此項目做相關

說明。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三節 

4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通用版電子地圖之規劃時，

有關其製作時間、成本及應

用方向等之釐清相當重要，

如未先釐清即進行規劃，似

乎本末倒置，建議釐清後再

考量是否須達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之精度，方能發揮其建

置效益。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一節 

5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通用版電子地圖之製作規劃

應於第一次座談會中即凝聚

專家學者之共識。 
遵照辦理。 略 

6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已有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之區

域，是否有需要再製作通用

版電子地圖，沒有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之區域，為何有五

千分之一地形圖，因五千分

之一地形圖涵蓋與年代老

舊，是否適合應用於通用版

電子地圖製作需再分析考

量。 

後續針對此項再行討論。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及

第六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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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會議名稱 決議內容 辦理情形 備註 

7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通用版電子地圖應事先定義

其目的為何？用途為何？建

置之時間、成本？再來考慮

其與一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

之取代性問題。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一節 

8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建議第一次座談會應納入通

用版電子地圖製作規範之議

題，提請專家學者進行討論。 
遵照辦理。 略 

9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有關報請行政院所訂建置時

程雖為民國 96 年至 99 年，
但建議執行團隊於規劃時可

不受期限制，甚至可依本規

劃結果建議修正既定之規劃

時程。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三節 

10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通用版電子地圖必須強調與

民間廠商所供應之電子地圖

有所區分，且定義清楚，官

方版必須著重資料夠細緻夠

精確，且可提供門牌資料。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 

11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通用版電子地圖應先明確定

義後，再談與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分別之問題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一節 

12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通用版電子地圖考量太多則

成本會提高，通用版電子地

圖應考量人力、時間成本分

析須降低。 

納入後續進行相關規劃時

之重要考量。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 

13 
第 2次工
作會議

(95.09.21) 

請執行團隊務必儘速釐清通

用版電子地圖之定義、製作

目的、主要用途、建置時間、

成本以及與一千分之一數值

地形圖之差異。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一節 

14 
第 3次工
作會議

(95.10.03) 

第 2 次工作會議紀錄中，有
關本部之建議記錄請修正

為：「通用版電子地圖之測

製作業，應跳脫比例尺之規

範，並針對未來所規劃之不

同圖層，給予不同之精度。」 

遵照辦理，已修正。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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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會議名稱 決議內容 辦理情形 備註 

15 
第 3次工
作會議

(95.10.03) 

第 2 次工作會議紀錄中「有
關經建會所訂…」文字請修
正為「有關報請行政院所訂

之整體推動計畫通用版電子

地圖…」。 

遵照辦理，已修正。 略 

16 
第 3次工
作會議

(95.10.03) 

請逢甲團隊於第 4 次工作會
議提出說明，有關通用版電

子地圖細部規劃內容。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 

17 
第 3次工
作會議

(95.10.03) 

通用版電子地圖易與一千分

之一數值地形圖產生混淆，

請逢甲團隊務必確認通用版

電子地圖之定義、適用範

圍、以及各協力廠商所提供

圖資之適用範圍。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 

18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通用版電子地圖草案能否明

年 2 月份完成，以利本局研
擬委外案需求規格書之參

考。 

遵照辦理。目前規劃明年

二月份完成通用版電子地

圖草案初稿。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 

19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通用版電子地圖之擬定應考

慮精度之制定，及未來更新

維護問題。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三節及第六章第四節 

20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一千分之一測製作業，根據

經驗顯示，現階段內政部缺

少正式的建置及監審規範，

執行過程發生問題之原因在

於缺少測製規範。 

由中央主管機關協助辦

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 

21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建議影像資料可依如航照影

像、衛星影像等不同影像，

作討論予以細項分類。 

為使可取用的資料更為多

元化，僅規範彩色正射影

像資料之影像解析度與幾

何品質檢核，未來可由建

置單位自行評估適用的影

像資料。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 

22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2.5 公尺之精度於未來基本
地形圖更新可以符合，配合

基本地形圖之更新維護一併

進行更新，節省未來更新維

護之費用。 

將納入評估範疇。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及

第六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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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請針對通用版電子地圖之真

正應用項目予以定義清楚，

並於第 1 次座談會中提出討
論。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一節 

24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請針對是否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與通用版電子地圖同時存

在問題、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與通用版電子地圖比較，於

第 1次座談會中提出討論。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一節 

25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第二頁，參、現有電子地圖

產品比較分析，並參考內政

部農林航空測量所，請更正

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農林航空測量所。 

已修正。 第三篇報告書第二章 

26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通用版電子地圖，請多參考

相關文獻，並針對其用途定

義、成本分析、目標效益，

進行探討。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 

27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通用版電子地圖經過第 1 次
座談會中即可獲得初步結

論，請逢甲在第一期期初會

議提出座談會結論說明以及

草案。即可於明年 2 月份之
前有大致輪廓，有助於土測

局進行通用版電子地圖測

製。 

遵照辦理。目前規劃明年

二月份完成通用版電子地

圖草案初稿。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及

第四章 

28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第 1 次座談會因討論議題涉
及通用版電子地圖，請同時

發文邀請災防會、營建署、

消防署、警政署。 

遵照辦理，已於 95 年 10
月 26日完成座談會辦理。 

略 

29 
第 4次工
作會議

(95.10.18) 

通用版電子地圖草案能否明

年 2 月份完成，以利本局研
擬委外案需求規格書之參

考。 

遵照辦理。目前規劃明年

二月份完成通用版電子地

圖草案初稿。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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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 5次工
作會議

(95.11.21) 

通用版電子地圖圖層分類，

為避免與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產生混淆，建議將「道路中

心線」改為「道路中線」，

「水系中心線」改為「水系

中線」。 

已修正。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 

31 
第 5次工
作會議

(95.11.21) 

通用版電子地圖圖層分類，

建議增加「控制點」圖層，

以利縣市政府未來使用通用

版電子地圖進行加值使用。 

已修正。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五節 

32 
第 5次工
作會議

(95.11.21) 

感謝逢甲團隊承諾配合本部

提前進行研擬通用版電子地

圖相關規範草案。因此，希

望下次工作會議中可以針對

成果規範有更詳細的描述與

初步成果。 

遵照辦理，請參閱本次會

議附件二。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 

33 
第 5次工
作會議

(95.11.21) 

通用版電子地圖中，門牌與

公共管線兩種資料於實測對

於精度需求不同，公共管線

是否適合納入，請逢甲團隊

予以慎重思考，並邀請包含

業界、專家，對於逢甲團隊

所規劃內容進行探討，以符

合實際需求。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及

附件五 

34 
第 5次工
作會議

(95.11.21) 

逢甲團隊已針對通用版電子

地圖圖層內容提出初步規

劃，請後續報告中針對通用

版電子地圖對於改善現有一

千分之一測製所節省時間、

成本分析，提出相關報告說

明。 

遵照辦理，請參閱本次會

議附件二。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及

第六章 

35 
第 5次工
作會議

(95.11.21) 

通用版電子地圖中，對於正

射彩色影像資料之幾何品質

檢核規範，須考量其製作成

本是否能滿足通用版電子地

圖之定義，請逢甲團隊再予

以檢討。 

遵照辦理，請參閱本次會

議附件二，並將該議題納

入座談會討論。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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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第 5次工
作會議

(95.11.21) 

通用版電子地圖，規劃平地

區域比例尺使用 1/2500，山
區比例尺使用 1/5000，請將
相關規範草案由各領域專家

學者進行討論與確認。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及

附件五 

37 
第 5次工
作會議

(95.11.21) 

通用版電子地圖之規劃，附

件一 P.3，表 1「已建置數值
地形圖之地區」，應補充說

明建置數值地形圖之比例尺

為何？ 

已修正。 
第三篇報告書第二章第

二節 

38 
第 5次工
作會議

(95.11.21) 

通用版電子地圖實例製作 2
幅圖之選擇，依本計畫 RFP
需求以一千分之一圖幅框大

小 800m*600m為範圍，同意
逢甲團隊之規劃，一幅以南

屯區內選擇一範圍，另一幅

以中區台中市政府週遭建物

密集選擇一幅，進行實例製

作。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 

39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製作精度逢

甲團隊已規劃 30cm*30cm，
目前各縣市政府執行製作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時，雖然已

經可以拍攝 10cm*10cm的精
度影像，但因受限於目前影

像資料傳輸速率技術影響，

無法快速傳輸，因此各縣市

政府製作時採 20cm*20cm精
度。建議請考量未來傳輸速

率足以負載時，應提高精度

要求。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三節 

40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彩色正射影

像解析度要求，平地建議配

合 1/2500 比 例 尺 ， 以

25cm*25cm為主。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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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向量資料依

目前規劃係從正射影像數化

而來，而正射影像之精度通

常受限 DTM的成果品質，不
如立體像對測製所獲得之向

量資料為高，是否能達到

1/2500 之精度要求，請逢甲
團隊依據實際案例，詳細評

估分析，並作成報告，供甲

方參考。 

遵照辦理，後續配合實際

範例試辦作成報告供參

考。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 

42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的適用範圍

計算劃分，請逢甲團隊規劃

分別依海拔高度 200、500、
1000m 為平地與山地界線分
野（山地重要鄉鎮、村落、

風景區視為 1/2500 測製地
區），作建置經費評估。 

遵照辦理，將朝該方向思

考劃分依據。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二節 

43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請逢甲團隊務必先確認包含

公、私部門對於電子地圖使

用需求後，完成定義通用版

電子地圖適用範疇。 

遵照辦理，將於下次座談

會呈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六節及附件二 

44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適用精度並

不適用於公共管線建置，請

逢甲團隊評估與修正。 

遵照辦理，目前定義通用

版電子圖僅可供公共管線

資料的管理應用，而非適

用於公共管線資料建置。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六節及附件二 

45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的適用區域

劃分，對於比例尺與精度要

求，應該加強說明為何平地

建議採用 1/2500比例尺，而
山區建議採用 1/5000 比例
尺。因為山區的部份，建議

採既有 1/5000像片基本圖即
可，使得山區不須建置通用

版電子地圖。另外已有一千

分之ㄧ地形圖的地區，與

1/2500 圖幅接合的處理，後
續執行要特別注意。 

遵照辦理，將於下次座談

會呈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及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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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地子地圖逢甲團隊已

列舉數個電子地圖產品與比

較，建議請了解這些既有電

子地圖產品，建置方式、參

考底圖來源等等。並評估後

續使用這類電子地圖建置通

用版電子地圖時，所須花費

維護、更新的成本及時間。 

遵照辦理，將於第八次工

作會議呈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四節、第六章第四節及

附件三 

47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請逢甲團隊針對所列各類電

子地圖產品製作方式、參考

底圖來源、以及精度，進行

了解與說明，以供後續評估

維護及更新成本、時間之參

考。 

遵照辦理，將於第八次工

作會議呈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四節及附件三 

48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對於通用版電子地圖用以計

算成本之區域，請逢甲團隊

除了扣除金馬地區外，建議

要扣除已完成建置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之地區，再予以計

算成本與時間。 

遵照辦理，將於 12 月 18
日座談會呈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二節 

49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逢甲團隊所提辦理通用版電

子地圖座談會，予以同意，

並請區分為 2 場次辦理（1
場次為專家學者與政府代

表，1場為民間業者）。辦理
日期選擇於 95.12.18（一）辦
理（早上與下午各 1 場），
地點則在逢甲大學。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附件五 

50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若欲將正射影像的解析度提

高至 25 公分，依據 Aerial 
Mappi否 g a否 d Orthophoto 
Sta 否 dards，可能不是很恰
當，是否還是維持 30公分解
析度。 

經評估建議可提升至 25
公分，詳細內容可參照 12
月 18 日專家學者座談會
資料。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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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文件中，表 1
「已建置ㄧ千分之一數值地

形圖之地區」內容有誤，請

逢甲團隊予以修正。 

已修正。 
第三篇報告書第二章第

二節 

52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文件中，表 7
的精度單位，請以「I否 ch」
表示，不要使用「cm」，避
免產生誤會。 

已修正。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三節 

53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中「水系中

心線」已根據第 5 次工作會
議決議修正為「水系中線」，

本次會議成果文件與簡報當

中，仍有沿用「水系中心線」

之名詞，請逢甲團隊注意與

修正。 

已修正。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五節及第四章 

54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適用範疇請

針對公、私部門，對於電子

地圖使用需求進行了解，並

定義適用範疇與對象。 

協力團隊之建議，將考量

其適用性予以參酌。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六節 

55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適用區域劃

分，建議除使用海拔方式劃

分之外，更可以透過經濟活

動（都市與非都市）方式進

行劃分與探討，都市地區以

都市計畫所發布地區為主，

非都市地區以人口密集度高

之區域。 

協力團隊之建議，將考量

其適用性予以參酌。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二節 

56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與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之關係，已建置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之地區仍需

要保留，未建置之地區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之地區，未來

則以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為

主。 

協力團隊之建議，將考量

其適用性予以參酌。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及

第六章第二節 

57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之規劃與評

估，請針對精度、理論配合

進行完整探討與評估。 

遵照辦理，將於 12 月 18
日座談會資料呈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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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適用範疇請

針對公、私部門，對於電子

地圖使用需求進行了解，並

定義適用範疇與對象。同

時，逢甲團隊對於通用版電

子地圖適用區域，以海拔

1000m 為劃分方式，建議考
量經濟活動、人口密度等因

素，重新檢討，找出適當之

劃分區域方式。 

遵照辦理，將於 12 月 18
日座談會資料呈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二節及第六節 

59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同意通用版電子地圖於

95.12.18（一）於逢甲大學召
開 2 場座談會，請逢甲團隊
進速辦理，並於會前與本部

各相關人員，對於邀請名

單、討論主題、資料內容等，

取得共識。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附件五 

60 
第 6次工
作會議

(95.12.05) 

通用版電子地圖成本估算方

式，請逢甲團隊扣除已建置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之區域，

再行估算成本及時程。 

遵照辦理，將於 12 月 18
日座談會資料呈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二節 

61 
專家學者

座談會

(95.12.18) 

請規劃單位可以從應用面來

推展未來電子地圖完成後，

如何確實達到中央、民間

80%需求。 

於第八次工作會議加強說

明。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六節 

62 
專家學者

座談會

(95.12.18) 

請規劃單位就通用版電子地

圖之定義、目的與更新維護

機制，於後續再加強說明。 

於第八次工作會議加強說

明。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四節 

63 
專家學者

座談會

(95.12.18) 

未來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執

行，應要有專案管理單位，

協助土測局進行有關通用版

電子地圖專案管理、資料流

通供應、推廣行銷與加值應

用等事務。 

遵照辦理，將於後續推動

策略予以加強。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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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專家學者

座談會

(95.12.18) 

本次規劃單位所提出之通用

版電子地圖的定義與規劃方

向，已獲與會專家學者的肯

定。會後若有卓見需補充者

請逕交規劃單位彙整 

遵照辦理，將持續彙整專

家學者意見。 
略 

65 
專家學者

座談會

(95.12.18) 

請規劃單位將專家學者意見

詳實錄案，並回覆辦理情形。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附件五 

66 
業界座談

會

(95.12.18) 

了解業界現有圖資整合，節

省開發時間經費，若順利完

成後，民間可從事加值應用

及市場推廣。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四節及附件三 

67 
業界座談

會

(95.12.18) 

本次規劃單位所提出之通用

版電子地圖的定義與規劃方

向，業已符合業界期望，請

規劃單位將業界所提建議納

入未來規劃考量。 

遵照辦理，部分建議亦已

納入八次工作會議說明。 
略 

68 
業界座談

會

(95.12.18) 

未來通用版電子地圖的執

行，應要有專案管理單位，

協助土測局進行有關通用版

電子地圖專案管理、資料流

通供應、推廣行銷與加值應

用等事務，亦請規劃單位納

入後續推動規劃。 

遵照辦理，將於後續推動

策略予以加強。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五節 

69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通用版電子地圖附件二 P.30
中，水系中線請逢甲團隊詳

細定義與說明清楚。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70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通用版電子地圖附件二 P.32
中，學校有國、高中，目前

還有所謂「完全中學」，請

逢甲團隊加入。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71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請逢甲團隊也將金門、馬

祖、澎湖納入通用版電子地

圖規劃評估範疇。有鑑於兩

地行政因素較複雜，因此，

請部分規範必須另外訂定與

要求。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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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通用版電子地圖附件二圖 10
的折線統計圖，請逢甲團隊

加強說明，以避免混淆。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略 

73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請逢甲團隊對於本計畫所研

擬通用版電子地圖可以滿足

「87.75％」之數據提出說
明，並將調查過程列為附

件，放置成果報告之中。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第

六節及附件二 

74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請逢甲團隊說明現階段規劃

通 用 版 電 子 地 圖

GML2.1.2 ， 而 不 使 用

GML3.1.0版本之原因。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75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相關成果中有部分錯別字，

也請逢甲團隊修正。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略 

76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通用版電子地圖附件二之

中，對於各縣市政府製作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現況統計，

仍有欠缺，請逢甲團隊再予

以詳細調查，如有需要本部

可協助發文請各縣市提供資

料。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二章第

二節 

77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通用版電子地圖附件二之

中，有關評估市場中現有電

子地圖產品比較表，使用

「○、X」符號，請逢甲團隊
使用較易解讀符號，並加強

說明，避免產生誤會。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四節 

78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通用版電子地圖中所規劃

「水系中線」，請逢甲團隊

詳加定義與評估，以納入通

用版電子地圖中。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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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通用版電子地圖現況，請逢

甲團隊加強對於各縣市政府

製作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現況

統計，如有需要本部可協助

發文請各縣市提供統計資料

及一千分之一。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二章第

二節 

80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對於通用版電子地圖規劃內

容，可透過發文，請各縣市

政府對於規劃內容回饋意

見，並視需要召開會議藉以

凝聚共識。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第三篇報告書附件四 

81 
第 8次工
作會議

(96.01.03) 

請逢甲團隊也將金門縣、連

江縣馬祖、澎湖縣，納入通

用版電子地圖規劃評估範

疇。並考量兩地行政因素較

複雜，部分規範必須視需要

補充。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階段

（期）成果中展現。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82 
第 9次工
作會議

(96.01.23) 

通用版電子地圖實作作業計

畫書，章節過鬆散，內容不

足，無法瞭解實作各項技

術、資訊，且本計畫執行時

程已經過半，請逢甲團隊務

必加強協力廠商進度與品質

管控，並尋求適當解決方式。 

該部分已加快實作速度，

並將於第十次工作會議報

告進度。。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 

83 
第 9次工
作會議

(96.01.23) 

通用版電子地圖實作 2 幅為
本計畫 96年 04月 16日展示
成果之一，進度有待加強，

請逢甲團隊配合本計畫，加

強進度與品質控管。 

該部分已加快實作速度，

並將於第十次工作會議報

告進度。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 

84 
第 9次工
作會議

(96.01.23) 

請逢甲團隊配合時程，加強

各項成果進度與品質管控，

並提出時程安排、製作方

式、製作內容，如通用版電

子地圖實作。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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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第10次工
作會議

(96.03.06) 

有高差位移部分，之前就擔

心會有問題，無法符合目前

所訂之規範，故後續應納入

具有高差位移的數化成本評

估。 

該部分已納入規劃，將於

重新製作評估方案中納入

數化成本評估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 

86 
第10次工
作會議

(96.03.06) 

若位於山坡地地區的道路，

是否會因為地形導致位移？ 

因實作區域並無山坡地，

故無法確認是否會因為地

形導致位移，該部分將依

據既有資料與以往經驗提

供評估資料供後續實作參

考。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二節 

87 
第10次工
作會議

(96.03.06) 

以民間地圖來修正建物高差

位移方式是否可行？因民間

製圖的方式，可能與目前所

提的方式相同，所以也會有

位移情形發生。 

有關民間地圖的評估，將

納入資源整合評估方案

中，包括彙整民間地圖的

成本與其資料精度評估。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二節 

88 
第10次工
作會議

(96.03.06) 

附件一的 P15 圖 2-6，請將
36um改成 3.6um。 

已修正。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二節 

89 
第10次工
作會議

(96.03.06) 

附件一的圖 2-6 至圖 2-11，
應命名為圖或是表？可再評

估一下。 

經討論後以圖為命名方

式。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二節 

90 
第10次工
作會議

(96.03.06) 

在通用版電子地圖部份，目

前僅有製圖與成本評估，後

續應納入圖資維護更新與加

值流通的方案說明。 

遵照辦理，將於下次工作

會議報告。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四節及第五節 

91 
第10次工
作會議

(96.03.06) 

請逢甲團隊考量土測局之建

議，因高差位移所造成另外

製作的時間與成本。 

已納入實作評估項目，將

於下次工作會議報告。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二節 

92 
第10次工
作會議

(96.03.06) 

請逢甲團隊對於民間Map在
通用版電子地圖修正的實用

性。 

已納入資源整合評估方案

中，包括彙整民間地圖的

成本與其資料精度之評

估。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三節及附件三 

93 
第10次工
作會議

(96.03.06) 

請逢甲團隊針對通用版電子

地圖的製作，考量後續維

護、加值、流通等費用，考

量成本。 

遵照辦理，將於下次工作

會議報告。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四節及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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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第二期審

查會議

(96.02.13) 

請逢甲團隊在評估民間電子

地圖於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

過程，應注意單一電子地圖

產品對應各地區之內容可能

有誤，很可能影響到未來實

際建置與適用程度，能否一

體適用，請逢甲團隊加強說

明。 

已加強針對國內主要電子

地圖資料建置歷程、資料

精度與向量資料 schema
等議題深入說明，詳細內

容請參閱期中報告書第三

篇附件三。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四節及附件三 

95 
第二期審

查會議

(96.02.13) 

逢甲團隊已規劃出 3 種通用
版電子地圖建置方案，但各

縣市狀況不同，使得未來預

估計畫經費評估也不太容

易，請逢甲團隊規劃與說明

可行經費評估方式。 

目前所規劃之建置方式，

已涵蓋各縣市可能遭遇的

狀況，包括重新製作、資

源整合與縮編處理等方

式，透過實作方式驗證目

前提出的作業規範與建置

預估經費的適宜性與合理

性，並供後續執行單位參

考。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二節 

96 
第二期審

查會議

(96.02.13) 

因本局今年度正辦理通用版

電子地圖一千分之一數值地

形圖建置相關計畫，需要本

計畫成果電子檔，請  貴部
同意提供。 

依據本次會議決議提供。 略 

97 
第二期審

查會議

(96.02.13) 

本計畫「通用版電子地圖」

與「替代性底圖」不相同，

請逢甲團隊於執行過程中勿

混淆。 

遵照辦理，將一律統一使

用「通用版電子地圖」名

詞。 
略 

98 
第二期審

查會議

(96.02.13) 

請逢甲團隊協助本部土地測

量局需求，提供相關成果文

件電子檔。 
依據本次會議決議提供。 略 

99 
第二期審

查會議

(96.02.13) 

請逢甲團隊進行通用版電子

地圖製作評估時，透過實作

掌握更為精確的通用版電子

地圖製作成本，以供後續執

行建製通用版電子地圖之重

要參考。並了解所評估該電

子地圖產品製作方式與過

程，作為評估之重要因素。 

已加強針對國內主要電子

地圖資料建置歷程、資料

精度與向量資料 schema
等議題深入說明，詳細內

容請參閱期中報告書第三

篇附件三。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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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第二期審

查會議

(96.02.13) 

請逢甲團隊針對民間未來應

用通用版電子地圖開發相關

電子地圖之需求，加強製作

方式與過程之說明，以符合

未來實作及推廣應用之需

要。 

已加強針對國內主要電子

地圖資料建置歷程、資料

精度與向量資料 schema
等議題深入說明，詳細內

容請參閱期中報告書第三

篇附件三。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四節及附件三 

101 
第11次工
作會議

(96.03.20) 

通用版電子地圖中地形高差

位移部分，請逢甲團隊務必

納入後續規範修正評估。 

已完成，請參閱第十二次

工作會議報告。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二節 

102 
第11次工
作會議

(96.03.20) 

本計畫所提供地圖製作 3 種
規範，建議移請地政司協

助，並召開相關會議進行討

論與確認。 

待成果完成後，交由內政

資訊中心作後續考量。 
略 

103 
第11次工
作會議

(96.03.20) 

請土地測量局依據現行需

求，針對專家學者建議推動

模式需要專案管理單位協助

土地測量局進行通用版電子

地圖建置作業，提出相關建

議。 

配合土測局需求，再辦理

後續作業。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五節 

104 
第11次工
作會議

(96.03.20) 

請逢甲團隊考量土測局之建

議，因高差位移所造成另外

製作的時間與成本。 

已完成，請參閱第十二次

工作會議報告。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二節 

105 
第12次工
作會議

(96.04.10) 

本局未來執行通用版電子地

圖建置案，已規劃委請監審

單位協助進行品質管控，以

及提供專業技術與諮詢服

務。但礙於行政機關預算尚

未通過審查，因此，尚無法

順利辦理招標。 

配合辦理。 略 

106 
第12次工
作會議

(96.04.10) 

請逢甲團隊對於通用版電子

地圖，使用民間電子地圖實

作評估時，應謹慎同時避免

造成困擾。 

本團隊以中立客觀角度評

估市售電子地圖，會避免

造成困擾。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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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第12次工
作會議

(96.04.10) 

逢甲團隊對於通用版電子地

圖所估算金額與「國家地理

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計

畫」所列金額，仍有落差，

請逢甲團隊於評估過程與土

測局保持聯繫。 

持續保持密切聯繫。 略 

108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請加強說明第三篇報告書

P3-9 道路圖層中道路編碼 2
的內容說明；路段名稱中有

關圓環名稱的紀錄方式。請

評估（1）第三篇報告書 P3-11
河流圖層中水流方向欄位建

置可行性、（2）P3-13 區塊
圖層中區塊分類欄位、（3）
P3-14 地標點中毗鄰道路圖
層路段序號欄位建置的必要

性。 

該部分已修正，請參考第

三篇報告書第一章所述。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及第二節 

109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村里

界，同地政司之意見，建議

不放入本次建置範圍。 

該部分建議改成村里參考

界，請參考第三篇報告書

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110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請逢甲團隊將通用版電子地

圖 3 種示範實作方案之流程
以及各階段作業檢查，納入

通用版電子地圖相關作業規

範內。 

該部分已修正，請參考第

三篇報告書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111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請內政部資訊中心提供本局

全國已完成建置一千分之一

地區分布範圍圖。 

本計畫各項成果，由內政

部同意後提供。 
略 

112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請內政部資訊中心提供本局

通用版電子地圖 3 種示範實
作成果圖資，進行分析參考

之用。 

本計畫各項成果，由內政

部同意後提供。 
略 

113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有關第三篇報告書 P3-12 所
提之村里界，因並非法定之

行政區界，而是參考界線，

請考量是否刪除或改名為村

里參考界。 

該部分建議改成村里參考

界，請參考第三篇報告書

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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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有關第三篇報告書 P3-19 提
到三種不同生產方式，於本

次報告書中並未有相關說明

與介紹。 

該部分已修正，請參考第

三篇報告書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及第五章 

115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請評估納入通用版電子地圖

測製規範的可行性。 

本計畫係以規範通用版電

子地圖成果及檢核標準為

目的，有關通用版電子地

圖測制規範將不納入本次

規範制定範疇。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第

三節 

116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村里界之定義請逢甲大學依

據委員意見進行重新檢討。 

該部分建議改成村里參考

界，請參考第三篇報告書

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117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請說明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

之產製方式與經費估算。 

目前規劃以三年建置時

程、約需二億二千五百萬

建置經費完成，可透過重

新產製、縮編處理與資源

整合等三種方式建置，有

關三種產製方式可參考第

三篇報告書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二節 

118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報告書第三篇之 P3-19，文中
提及"選擇三種不同生產方
式"，在其它報告中似未見"
三種"之說明，請加以標示。 

該部分已修正，請參考第

三篇報告書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五章 

119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報告書第三篇，目前 1/1000
地形圖業務，在應用需進行

的都市計畫應用與公共管線

應用，恐非通用版電子地圖

之精度所能取代，而地方政

府之地形圖主管單位又多為

都市計畫單位，如此通用版

地形圖對地方政府之地形圖

主管業務、經費與生態之影

響，建議分析之。 

通用版電子地圖係建立一

套具全國性、共通性、一

致性、定期更新性為特點

之電子地圖，以滿足 85%
公、私部門需求，但並非

要取代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有關後續更新維護方

式尚未定案，無法評估對

地方政府之影響。 

第三篇報告書第三章 

120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有關通用版電子地圖完整建

置期程規劃與所需經費為

何。 

目前規劃以三年建置時

程、約需二億二千五萬建

置經費完成。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二節及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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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第三篇 p3-3：: (1)臺鐵："臺
路"請改為"臺鐵"。 

該部分已修正，請參考第

三篇報告書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122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第三篇 p3-6：第 1段第 3行, 
"中國與台灣兩國………",用
詞易引起爭議,請修正。 

該部分已修正，請參考第

三篇報告書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123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第三篇 p3-13：(十三)建物圖
層屬性結構之內容說明："與
區塊空間"請改為"與建物空
間"。 

該部分已修正，請參考第

三篇報告書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二節 

124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第三篇 p3-17：倒數第 8行：
"是否與皆有"請改為"是否皆
有"。 

該部分已修正，請參考第

三篇報告書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二節 

125 
第三期審

查會議

(96.04.25) 

第三篇 p3-18：倒數第 7行：
"詳細性" 請改為"詳細"。 

該部分已修正，請參考第

三篇報告書第一章。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三節 

126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本次工作會議附件三內容，

逢甲團隊已將審查會議修正

意見，納入規範中；建議將

相關檢核規範亦納入通用版

電子地圖相關規範中，使作

業規範更為周延，請逢甲團

隊參酌。 

已配合修正，請參考附件

三。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 

127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目前本局已協調農航所，希

望可提供本局未來建置通用

版電子地圖之需求以及作業

範圍航拍資料，且未來規劃

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置範圍

時，將以農航所已完成拍攝

範圍，優先進行建置。 

相關後續作業由中央主管

機關協調辦理。 
略 

128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附件三 P3-5，道路中線有提
到線段應以鄉鎮市區界分

割，但道路節點並無提到鄉

鎮市區分界有相對應節點，

請逢甲團隊補充與加強說

明。 

已修正，請參閱附件三

P3-3。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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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河川面寬 2M 如何認定？會

有豐水期與枯水期的差異，

請逢甲團隊補充與加強說

明。 

已修正，請參閱附件三

P3-4。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130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建物圖層是否需要規範繪製

的最小面積？以避免出現有

些建物無法判釋等問題。 

已修正，請參閱附件三

P3-5。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131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本局在此提請農航所提供所

拍攝影像、空中三角以及控

制點資料，以利通用版電子

地圖後續作業。 

相關後續作業由中央主管

機關協調辦理。 
略 

132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附件三 P3-9，請將「與中國
協商」等字眼，請逢甲團隊

刪除或避免。 

已修正，請參閱附件三

P3-6。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133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附件三 P3-10至 P3-12，請將
「如下圖所示」改成「如圖

3-2」所示。 

已修正，請參閱附件三

P3-8至 P3-10。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134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其他有錯別字，會後再跟逢

甲團隊說明。 
已修正，請參閱附件三。 略 

135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農航

所，未來可提供各縣市政府

建置通用版電子地圖所需之

影像資料，有助於通用版電

子地圖建置推展。 

相關後續作業由中央主管

機關協調辦理。 
略 

136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農航所並非能依據作業區域

來拍攝，不確定是否能滿足

土地測量局之需求。 

相關後續作業由中央主管

機關協調辦理。 
略 

137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本所空中三角並非每年都有

製作，不確定是否能滿足土

地測量局之需求。 

相關後續作業由中央主管

機關協調辦理。 
略 

138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地面控制點資料並不齊備，

建議從地政司相關計畫取

得。 

相關後續作業由中央主管

機關協調辦理。 
略 

139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通用版電子地圖檢核規範，

請逢甲團隊與土測局討論後

訂定之。 
遵照辦理。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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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第13次工
作會議

(96.05.08) 

通用版電子地圖建物繪製面

積大小，請逢甲團隊與土測

局討論後訂定之。 
遵照辦理。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141 
第14次工
作會議

(96.05.25) 

通用版電子地圖附件 P59
中，圖幅數量和經費表每次

都不一樣，請在定稿時務必

確認最終版本。 

已作最後確認，並更新於

第四階段成果報告書 
第三篇報告書第六章第

二節 

142 
第14次工
作會議

(96.05.25) 

通用版電子地圖九大圖層中

的村里界請再次思考要不要

放進去。 
依據建議已刪除。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143 
第14次工
作會議

(96.05.25) 

請確認通用版電子地圖 P2
中「台灣、琉球、…」是否
正確，並予以修正。 

遵照辦理，予以刪除。 
第三篇報告書第四章第

一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