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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屆測量及空間資訊研討會 

改善非都市地區圖解法土地複丈作業方法之研究 

謝博丞 1  任重諺 2  邱立中 3 

摘 要 
為有效運用上述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成果，透過地面或衛星測量等方式大範圍測

量土地使用現況及可靠經界，維持土地使用現況與地籍圖經界線相關位置之合理性後，

取得整段圖籍與實地關係之一致性，避免圖解作業方式個案套繪認知差異，產生諸多

套圖系統不一致之結果，最後將圖解數化地籍圖成果建置於國家測繪基準坐標系統

（TWD97 或 TWD97[2010]），達成以數值作業方式辦理非都市地區土地複丈之目標。 

本研究預期找出有效方法改善非都市地區土地複丈作業方式，除可取代現今地籍

圖重測方式外，並可大幅降低作業成本，節省國家預算，亦可適用於海拔 500公尺以

上無法納入重測之山區，研究重要發現如下：(一)簡化山區土地複丈作業流程，依本

研究調查樣本顯示約節省 78%作業時間；(二)提升山區土地複丈作業精度及一致性；

(三)樽節經費節省成本，依本研究所調查之樣本顯示土地複丈平均每案約減少 30%人

力及 80%差勤成本；(四)整合不同比例尺及坐標系統，提高圖資應用效益。 

關鍵字：非都市土地、整合建置、土地複丈 

一、前言 

本次研究擇屬未辦重新地籍整理且位於非都市土地日治時期測製之臺中市霧峰區

霧峰段霧峰小段、新竹縣竹東鎮燥樹排段、新竹縣寶山鄉寶山段沙湖壢小段等 3 地段

作為實測驗證區塊，該三地段分別於 105年至 107年度試辦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

工作，地段基本資料如表 1-1~表 1-3，該 3地段均為山區，海拔高度平均約為 200~600

公尺不等。上述試驗區仍以地籍測量程序先測設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並測量山區土

地使用現況，作為套圖及分析之基礎，探討重點有針對山區精簡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

測設之方法研究方法如圖 1。 

本研究有別於地籍圖重測及整合套疊作業，並無地籍調查表或土地所有權人指界

結果可供依據，須採現場可供判識可靠經界之資料，例如現地仍存在之複丈界樁或利

用地形圖、航照圖與地籍圖套疊，選定相對可靠之經界線或界址，於現場踏勘後予以

測量，另作業區域內已辦理建物登記之建物，合法部分亦須測量其範圍，尚可作為後

續套圖分析之參考。為達到後續能依數值方式辦理土地複丈之效益，於現況測量及套

繪時之相關作業與精度需求均依「數值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1. 國土測繪中心技士 

2. 國土測繪中心技正 

3. 國土測繪中心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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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 1-1.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段霧峰小段基本資料 

所 別 大里地政事務所 合計 

 

行政區 霧峰區  

地段 霧峰段霧峰小段  

海拔 介於100~300公尺間，平均約200公尺  

面積(公頃) 407 182 589 

筆數 1153 576 1729 

圖籍種類 日治圖解 日治圖解  

比例尺 1/3000 1/1200  

圖幅數 4 11 15 

表 1-2.新竹縣竹東鎮燥樹排段基本資料 

所 別 竹東地政事務所 合計 

 

行政區 竹東鎮  

地段 燥樹排段  

海拔 介於200~600公尺間，平均約500公尺  

面積(公頃) 302 302 

筆數 1535 1535 

圖籍種類 日治圖解  

比例尺 1/1200  

圖幅數 11 11 

表 1-3.新竹縣寶山鄉寶山段沙湖壢小段基本資料 

所 別 竹東地政事務所 合計 

 

行政區 竹東鎮  

地段 寶山段沙湖壢小段  

海拔 介於150~300公尺間，平均約200公尺  

面積(公頃) 500 500 

筆數 2840 2840 

圖籍種類 日治圖解  

比例尺 1/1200  

圖幅數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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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重點及流程圖 

二、目前山區或偏遠地區土地複丈主要遭遇之困難 

表2.試驗區整合前土地鑑界複丈結果調查表 

整

合

辦

竣

前 

地段 
霧峰段霧峰小段 燥樹排段 

寶山段沙湖壢小

段 

複丈作業區間 103.1~105.6 104.5~106.10 105.1~107.6 

件數 38 17 13 

作業方式 圖解法 圖解法 圖解法 

是否須個案補建圖根點 是 是 是 

外圍引用加密點或圖根點之最

近距離 
約400~500公尺 約600~700公尺 

約800~1000公

尺 

平均每案布設圖根點數 11 9 14 

調查已知點及布設圖根導線點

等前置作業時間 
1工作日 1工作日 1工作日又2時 

複丈作

業時間 

外業/ 

內業/ 

1工作日/ 

4時/ 

1工作日又4時/ 

6時/ 

1工作日又6時/ 

6時/ 

平均每件時間 2工作日又4時 3工作日又2時 3工作日又6時 

平均每件作業人數 1.8員/3.2助理 1.6員/3助理 2員/3.8助理 

發生再鑑界件數 10 7 3 

與前次鑑界相同件數(圖解法

精度規範內視為符合) 
6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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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如表2)，上開3地段在辦竣整合作業前土地複丈均採圖解法辦理(經緯儀

先施測現況，再依圖解方式套繪並測定界址)，土地複丈時常見困難有以下點： 

(一) 通常個案發生時，仍須考量鄰近同段土地複丈結果之系統一致性，必要時仍需

引測附近加密控制點或周邊複丈案件之圖根點，因此通常從相當距離以導線測

量方式引測至土地複丈現場，故上述測定界址所需之前置作業包含找尋已知點、

布設圖根導線點或補點等等，已先耗費整個複丈案件逾3成以上時間。 

(二) 因山區土地開發狀況分布零散，通常複丈土地周邊使用現況極少，尤其是高海

拔林班地區，更是極難以施測參考現況，倘現況施測過少則不易精準套繪及測

定界址，往往需擴大施測範圍，因而耗費作業時間，降低作業效率，同時也增

加土地所有權人等待時間，不利於施政滿意度。 

(三) 土地複丈多採個案分區套圖，與同段其他土地複丈結果並未聯測，易造成同段

不同土地複丈結果套繪系統不一致，影響日後土地複丈套圖及判斷之困擾。 

(四) 承上，傳統圖解法套繪模式，即便是同筆土地在不同時間、不同承辦人辦理複

丈時，仍會因現況施測態樣及套圖考量點之些微差異而產生不同套繪結果，此

現象直接造成同筆土地前後次複丈結果不一致，此為現階段山區土地複丈最棘

手之問題，也是土地爭訟之根源。 

三、試驗區整合工作背景說明及作業特色 

本研究依圖 2.實測作業流程圖之步驟辦理外業實地測量及內業分析。 

 

圖2.試驗區實測整合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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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密及圖根測量辦理情形及作業特色 

加密控制測量部分依基本測量實施規則辦理（採靜態衛星定位測量），因試驗

地區屬山區，固定經界現況數量少且分布不均，故在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之點位規

劃上，採不受限於內政部訂頒「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作

業工作手冊」（以下簡稱工作手冊）第六章(加密控制測量)及第七章(圖根測量)之

規定，其中加密點布設密度約750公尺1點，且網形規劃上以圖根網形布設需求為主

要考量。加密控制測量成果統計如表3-1。 

表3-1. 加密控制測量成果統計 

 臺中市霧峰區 
霧峰段霧峰小段 

新竹縣竹東鎮 
燥樹排段 

新竹縣寶山鄉 
寶山段沙湖壢小段 

加密點網形 

  
 

面積(公頃) 589 302 500 

測設點數 13 15 18 

點/公頃 0.022 0.049 0.036 

本研究之圖根測量點位規畫不同於都市區域內以網形密度足夠且均勻為原則，而

是視測區內土地複丈需求及使用現況分布情形為規劃考量，仍以導線測量方式布設圖

根點為主，部分地區因無可施測現況，且導線串接距離較遠，採衛星定位測量（含靜

態、快速靜態、e-GNSS、RTK…等）為輔，以測設點對方式（至少3點）設置必要之圖

根點，並適度以衛星定位測量基線連結點對（導線）加入平差，至圖根密度可依地形

限制減少，其網形平均多餘觀測數可不受大於或等於0.3之限制。圖根測量成果統計如

表3-2。 

表 3-2.圖根測量成果統計 

 霧峰段霧峰小段 燥樹排段 寶山段沙湖壢小段 

圖根點網

形 

 

  
面 積 ( 公
頃) 

589 302 500 

測設點
數 

399 144 120 

點/公頃 0.677 0.477 0.240 

網形 觀測值先驗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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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 
結果 

距離 0.6cm 、角度 6.0" 距離 0.4cm、角度 7.0" 距離0.6cm、角度為6.0" 

平均多餘觀測數 

0.30 0.18 0.31 

單位權中誤差為 

1.014410 0.987690 1.055773 

網形尺度參數 

1.00000582 1.00000808 0.99995715 

(二)現況測量辦理情形及作業特色 

本案3試驗區域位於200~600公尺之山區，現況大多數為山林原野，開發面積約

占10%，現況測量以現場具有明確現況之道路邊界、建物、耕作範圍及段界所在之山

陵線為主，地籍經界之坵塊位置與使用現況未必相符，為確保日後該成果用於土地

複丈時不致造成A土地上之現況測量位於B土地或逾使用B土地之誤判樣態，現況測

量時首要注意事項為具有開發利用之土地上現況均詳盡施測，及檢視近年土地複丈

圖鑑界樁位並予以施測檢核，俾供後續掌握套圖及面積分析之完整資訊。本案3試

驗區經依上述原則實地施測現況，各段現況分佈如圖3-1〜3-3所示，各段現況點統

計如表4。 

 
圖 3-1.霧峰小段現況點分佈圖(藍色框選處為地貌特徵線) 

 
圖 3-2.燥樹排段現況點分佈圖(藍色框選處為地貌特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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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沙湖壢小段現況點分佈圖(藍色框選處為地貌特徵線) 

表 4.施測現況點統計表 

 霧峰小段 燥樹排段 沙湖壢小段 合計 

數化界址點總數 11,561 13,254 15,698 40,513 

與地籍線相關性較高之牆壁、圍牆、
籬笆、田埂及道路等固定經界(線)數 

282 385 326 993 

施測現況點數 1,789 5,449 4,649 11,887 

(三)套圖及面積分析辦理情形及作業特色 

針對本研究試驗區之特性，首先逐一分析與地籍圖對應之可靠界址點（經界線）

後，篩選（套繪）出特定點位，進行各別局部區域之套圖分析、面積分析等研判經

界線位置，茲概略說明如下： 

1.可靠界址點（經界線）分析係依相關套圖規範及經驗，逐一分析並研判現況與地

籍圖對應之可靠界址點（經界線）。 

(1)屬牆壁、圍牆等固定經界物者，以地籍線附合現況為原則，必要時再查核土

地複丈圖、建物測量成果圖及參考面積分析後做最後研判，套圖範例如圖 4

所示。 

 
圖 4.牆壁、圍牆等固定經界物套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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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屬牆壁、圍牆等其他經界物者如籬笆、田埂、產業道路及溝渠等，首要考量

地籍線與使用現況間之位置合理性，檢視有無明顯逾越、跨越等情形，並參酌

土地複丈圖及面積分析後再研判，套圖範例如圖 5所示。 

 
圖 5.非屬牆壁、圍牆等其他經界物套圖範例 

2.無可靠現況之大面積區域，以外圍地籍線圖形與田地坵塊、溝渠、巷道及地貌輪

廓相似之現況初步套繪概略位置，並與周邊有固定經界物之區塊毗鄰部分，遷就

該區域現況套圖結果，如圖 6 所示；應儘量維持各宗土地坵形，並考量面積分析

後再予研判經界線位置，如發現圖籍脫開或重疊時，可先考量優先由國(公)有土

地配賦吸收(如圖 7)。 

 

圖6.無可靠現況之大面積區域套圖範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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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無可靠現況之大面積區域套圖範例2 

四、地籍疑義樣態及處理 

至所發現之地籍疑義主要為地籍圖不符、圖簿不符及使用現況疑似逾越鄰地等3類，

地籍圖不符歸納為(一)圖與使用現況不符、(二)圖幅接合不符、(三)段界接合不符及

(四)地籍線與分割複丈原意不符者等4類情形(詳如圖8)；圖簿不符分為(一)有圖無簿

或有簿無圖、(二)圖簿面積不符等2類情形。上開情形均依個案列冊後，仍交由轄區地

政事務所做後續查明，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地籍離正。至使用現況疑似逾越鄰地部分(如

圖9)，後續供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複丈參考並再予確認。 

  

圖地不符 圖幅接合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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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界接合不符 與分割原意不符 

圖8.地籍圖不符示意圖 

 
現況使用明顯逾越鄰地者 

圖9.使用現況疑似逾越鄰地示意圖 

五、整合成果土地界址驗證 

本研究針對整合成果進行界址查驗，採下列2種方式辦理：(一)實地界址為牆壁及

圍牆等固定經界物者，採數值作業方式至實地放樣檢核界址點與經界之垂距差；(二)

土地有地上物等使用現況，檢視其坐落位置及輔以面積分析，確認其現況坐落與宗地

位置之合理性。 

(一)固定經界物實地測定驗證 

本研究針對 3 地段分別挑選 4 區具有固定經界物(牆壁中心或圍牆)之區塊(如圖

10)進行整合後成果實地界址驗證，方法為採地籍圖重測協助指界方式計算圖根點與

界址點間之角度、距離，實地放樣檢核界址位置與地籍圖經界線之垂距差，統計結果

參考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辦理直轄市、縣(市)政府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成果界址查驗

計畫分為＜6公分、6~10公分、10~15公分及＞15公分 4個區間予以分計。 

經實地查驗界址點數共計 60點，其整合後成果與現況之垂距小於 6(含)公分者計

51點(85％)，介於 6公分至 10(含)公分者計 7點(11.7％)，介於 10公分至 15(含)公

分者計 2點(3.3％)，大於 15公分者 0點(0％)。查驗結果發現，其精度均符合地籍測

量實施規則第 75、76 條(圖解法)規定，且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3條(數值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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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85%，顯示以透過實測現況方式，可釐正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與固定經界物吻合，

確實可大幅提高後續辦理圖解地籍圖複丈精度。 

 

 

 

 

圖 10.固定經界物界址查驗區塊 

(二)圖面分析使用現況與宗地位置之合理性 

本研究挑選 4 個案例區塊內宗地上有地上物，該地上物外緣位置貼近於經界線，

惟與經界線之形狀並無關聯之土地進行位置合理性分析，該 4案例土地曾在歷次土地

複丈造成測量人員判斷上之困擾，透過本此研究分析確認現況使用位置尚屬合理，並

提供精確之套繪結果，未來土地複丈均達到相同結果，不致衍生該地上物套繪至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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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而產生無謂之經界糾紛。 
案例 1.水泥造工寮 

 
 

案例 2.台電體塔 

 
 

案例 3.私人庭園及倉庫 

 
 

案例 4.毗鄰民宅 

 
綜上，本研究依山區特性布設最低需求之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並據以施測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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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現況，即可達到有效釐整山區等非都市地區地籍圖，使地籍圖與實地更為吻合，

且後續土地複丈可得到更為精確穩定之測量結果。 

六、以整合後成果辦理土地複丈之優勢 

經調查分析(如表5)，與表2比較以整合成果辦理山區土地複丈具有以下優勢： 

(一)整段布設足夠施測土地現況之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並供後續土地複丈使用 

1.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以符合測量需求及效率之方式布設，有效精簡作業人力及時間。 

2.地政事務所依數值方式辦理圖解區土地複丈，提升複丈速度、精度及成果的一致性。 

(二)確保土地使用現況與經界位置關係之合理性 

1.全面施測現況參考點並套圖分析，檢視套圖合理性，確任使用現況與經界位置關係。 

2.實地檢核經界線均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5條及第 76條(圖解法)規定，其中符

合該規則第 73條(數值法)規定者達 8成 5以上，已有效維持成果一致性，大幅改善

原圖解法作業之精度。 

(三)顯著提升土地複丈作業精度及效率 

1.分幅管理透過實測改為整段管理，解決接圖問題，並更有效率地辦理複丈，提升複

丈結果的一致性。 

2.藉由全面布設TWD97@2010坐標系統之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辦理土地複丈時可方便

引用圖根點辦理界址測定，亦可搭配e-GNSS系統輔助界址測定，大幅改善山區等非都

市土地複丈之準確度及效率。 

3.大幅簡化山區土地複丈作業流程 

(1)毋須逐案辦理圖幅接合作業，節省作業時間。 

(2)全區可靠經界多已施測，複丈前可先初步判斷待測定界址點之相關位置。 

(3)毋須因個案辦理套圖程序，維持測量成果一致性。 

(4)高海拔林班地區可直接引用附近控制點，採用RTK或e-GNSS等方式進行複丈作業，

可大幅節省人力及作業時間。 

表5.試驗區整合後土地複丈結果調查表 

整 
合 
辦 
竣 
後 

地段 霧峰段霧峰小段 燥樹排段 寶山段沙湖壢小段 

複丈區間 106.1~108.10 107.1~108.10 108.1~108.10 

件數 18 9 7 

作業方式 數值方式 數值方式 數值方式 

是否須個案補建
圖根點 

否 
(已有整段管理之圖

根點系統) 

否 
(已有整段管理之圖

根點系統) 

否 
(已有整段管理之圖根

點系統) 

調查已知點及圖
根點等資料時間 

2時 2時 2時 

複 丈
作 業
時間 

外業/ 
內業/
合計 

2時/4時/6時 2時/3時/5時 2時/4時/6時 

較整合前減少時
間百分比 

70% 80.8% 80% 

平均每件作業人 1員/2助理 1員/3助理 1員/3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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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較整合前減少人
力百分比 

40% 13% 31% 

檢核共同牆壁中
心之垂距差 

<6公分：54% 
6〜10：38% 
10〜15：8% 

<6公分：40% 
6〜10：40% 
10〜15：20% 

均<6公分 

發生再鑑界件數 4 2 2 

與前次鑑界相同
件數(數值法精
度規範內視為符

合) 

4 2 2 

綜上，透過本研究方法整合非都市土地地籍圖，依所調查之整合前 68件及整合

後 34件土地複丈案作比較分析比，可有效節省時間、人力外，最顯著效益即為節省

大量人事差勤費用(如圖 11〜圖 13) 

 

圖 11.整合前後平均每件土地複丈案節省人力百分比 

 

圖 12.整合前後平均每件土地複丈案節省時間百分比 

 
圖 13.整合前後平均每件土地複丈案節省差勤成本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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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推動 

以整合成果辦理非都市地區土地複丈，擴大數值方式辦理地籍測量之服務範疇是刻不

容緩之事，在中央與地方地政機關協力合作下，目前已訂定「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

籍圖整合建置作業工作手冊」並發布實施，並已編列經費於 110~114 年「邁向 3D 智慧國

土－國家底圖空間資料基礎建設計畫」增列「非都市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地形

圖套疊」一項及研擬中長程計畫書，本階段預計投入經費約 1 億元，辦理約 22 萬 5,000

筆土地(如圖 14)。 

 

 
圖 14.非都市地區整合建置工作應對策略 

七、重要發現 

(一) 簡化山區土地複丈作業流程。 

1. 測量人員辦理土地複丈時直接引用圖根點即可即時測定界址，無須個案重新施測現

況及套圖。 

2. 全區僅需建置基本數量之控制點及圖根點，複丈時依需要加密並立即可引用。 

3. 全區可靠界址參考點多已施測，複丈前可迅速掌握圖地狀況。 

4. 加快土地複丈作業流程，可大幅節省作業時間(依本研究調查樣本顯示約節省 78%

作業時間)。 

(二) 提升山區土地複丈作業精度及一致性 

1. 整段均實測建置於 TWD97系統，界址坐標具唯一性。 

2. 採數值作業方式辦理土地複丈，實地界址測定結果具穩定性，其結果不因不同測量

人員、或不同套繪見解而產生差異。 

3. 後續土地複丈作業方式及效益相當於數值法地籍圖重測區。 

(三)樽節經費節省成本 

可直接採用衛星測量技術搭配電子測距經緯儀，於複丈所需之範圍布設圖根點作

為現況測量之依據，幾乎不會影響整合成果精度，有效減少人力、時數及差勤費用

(依本研究所調查之樣本顯示土地複丈平均每案約減少30%人力及80%差勤成本)。 

(四)輔助釐整地籍 

於研究發現山區內有開發之區域，有部分土地存有圖、地不符之情形，若未加以

釐清，勢將影響民眾權益；藉由全面大範圍施測現況、透過套疊及面積分析後，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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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地籍圖誤差範圍內適度調整經界線，可有效確保宗地位置與使用現況關係之合

理性，並提升圖、地吻合度；另發現圖、簿面積差異過大者，亦可立即予以釐整或採

取相關措施，避免善意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情事發生。 

(五)整合不同比例尺及坐標系統，提高圖資應用效益 

本研究透過實測方式，除改善圖地不符情形，亦解決山區不同比例尺、不同坐標

系統致無法整合應用之困境，可輕易套疊各項 GIS圖資，實現多目標地籍，且大幅提

升國土資訊系統之應用範圍及效益。 

八、結語 

以實測方式將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於TWD97坐標系統並以整段管理，可獲致符

合現況之成果，此方法適用於山區等非都市地區圖籍釐整，提供地政機關後續以數值

方式辦理複丈，立即解決長年圖解法套圖系統紊亂、土地複丈精度不佳及成果不一致

等問題，同時有效節省人力、作業時間及人事差勤成本，回饋地政機關做更有效率之

資源運用與控管。 

目前都市區域內之土地幾乎已完成地籍圖重測，剩餘尚未重測者均落在偏遠山地

等地區，地籍圖重測雖是現今地籍整理之主要方法，然而程序繁瑣、成本高昂，若利

用重測方式作為偏遠地區地籍圖釐整之手段，顯然不符經濟效益，因此利用本研究所

採行作業方式釐整山區地籍圖圖籍，可兼顧圖籍品質，是一種較符合經濟效益之作法。

未來落實計畫推動與管理，並建立完善作業規範等為主管機關應積極努力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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