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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國土計畫法施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分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以下簡稱國土測繪中心)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以下簡稱林

業保育署)共同辦理，林業保育署負責森林資源調查範圍，國土測繪中

心負責森林資源調查範圍以外區域。 

111 年及 112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採購案(以下簡

稱本案)由亞新國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新公司)與群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標(以下簡稱本團隊)，112 年度辦理臺中市、

花蓮縣、高雄市、屏東縣等部分區域共計 1,128 幅。 

計畫期間依據契約要求辦理了內外業人員教育訓練、圖資預處理、

外業調查、成圖編輯及內外業品質檢核等工序。依據往年作業累積經

驗及人力，藉著有成效的內外業查核獎勵機制及即時動態傳達調整內

外業人員的空間及屬性正確作法，不僅如期交付各階段成果，成果品

質也順利通過監審廠商內外業審查及國土測繪中心驗收，符合契約期

待完成本案各項任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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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Land Planning Act, the 

National Land Use Survey was jointly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Land 

Survey and Mapping Center (NLSC) of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the 

Forestry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Agenc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Forestry Department). The Forestry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forest resources survey area and the 

NLSC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rea outside the forest resources survey area. 

ASIA GIS&GPS Co.,Ltd. and Geoforce Technology Co., Ltd. jointly 

submitted bids for the procurement of Land use investigation project in 

2022 and 2023(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is project). In 2023 project,1128 

sheets in 1/5000 map scale distributed in Taichung City, Hualien County, 

Kaohsiung City, Pingtung County, were completed. 

During the project period, we conduct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ff training, 

map pre-processing, field investigation, map editing,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quality insp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manpower accumulated in previous years of 

work, through effectiv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view and reward 

mechanisms and real-time dynamic communication to adjust the correct 

concepts of topology and attributes of landuse for each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rsonnel, not only the results of each stage were delivered on 

schedule, but the quality of the results also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supervis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eck. After review and acceptance 

by NLSC, all tasks in this project were complet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ontract expectations. 

 

Keyword: Land Use Investiga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Quality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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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前言 

第一節 計畫概述 

因應國土計畫法（104 年 12 月完成立法）第 19 條明定「為擬訂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蒐集、協調及整合國土規劃基礎資訊與環境敏

感地區等相關資料，各有關機關應配合提供；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從

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前項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

利用監測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內政部據以研訂「國

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同時檢討及更名為「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統

表（陸域部分）」(以下簡稱 108 年版分類系統)，並增訂「土地利用分

級分類系統表（海域部分）」，該辦法業經內政部 108 年 3 月 28 日發

布，陸域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分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國土

測繪中心)及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以下簡稱林業保育署)共同辦

理，林業保育署負責森林資源調查範圍，國土測繪中心負責森林資源

調查範圍以外的區域。依據該辦法第 3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至少

每 5 年辦理一次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調查實施範圍為全國國土計畫之

計畫範圍；必要時，得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自 109 年度起，由國

土測繪中心依據 108 年版分類系統，每 2 年更新 1 次至第 3 級分類；

另對於林業保育署調查成果無法完整對應內政部分類項目，一併補辦

調查工作至第 3 級分類。至海域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則由內政部國土管

理署（以下簡稱國土署）依據 108 年版海域分類系統，蒐集資料交付

廠商辦理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 

111 年及 112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第 2 作業區(以

下簡稱本案)由亞新國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新公司)與群

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群立公司)共同投標(以下簡稱本團隊)，

本年度合計辦理 1,128 幅，坐落於臺中市、花蓮縣、高雄市、屏東縣

等縣市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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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範圍 

本案 112 年度第 2 作業區範圍如圖 1-1，數量如表 1-1。 

   

圖 1-1 112 年度第 2 作業區辦理範圍分布圖 

  

圖例表

COUNTY_MOI_1110902_97

112年國土利用調查第2作業區圖幅範圍_1128F

<all other values>

分區

內政部分工區

影判區

補調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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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第 2 作業區範圍及辦理數量 

年度 作業區 辦理地區 幅數 

112 第 2 作業區 
臺中市、花蓮縣、高雄

市、屏東縣等部分區域 

內政部分工區 283 

1,128 
補調繪區 392 

影判區 453 

備註 

說明 

因陸域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分由國土測繪中心及林業保育署共同辦理，考量本案

對於林業保育署調查成果無法完整對應內政部分類項目，須一併補辦調查工作

至第 3 級分類，爰就本案辦理範圍及對應主要採用作業方式，分為以下 3 區： 

1. 內政部分工區：森林資源調查以外區域，作業方式以外業調查為主、內業影

像判釋為輔。 

2. 森林資源調查之補調繪區（以下簡稱補調繪區）：主要涵蓋範圍為森林資源調

查與內政部分工區域之交界處，森林資源調查成果為未滿幅區域，作業方式為

內業影像判釋及外業調查兼具。 

3. 森林資源調查及部分海岸線之影像判釋區（以下簡稱影判區）：主要涵蓋範圍

為森林資源調查滿圖幅區域及少部分海岸線區域，作業方式以內業影像判釋為

主、外業調查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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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項目及內容 

工作項目說明 

依據作業規範，本團隊已依規定辦理完成以下之作業項目： 

(一)提報作業計畫 

(二)辦理 1,128 幅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作業 

(三)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 

(四)進度報告及工作總報告 

為順利推動上述作業，作業期間除自我控管進度及品質外，並

透過積極協調與監審廠商及國土測繪中心配合進行相關作業，包括

本案各項工作項目之進度時程管控及繳交成果品質查核等相關作業，

且於決標次月起，每月 28 日前提出當月工作執行書面報告交付國土

測繪中心及監審廠商，以及視需要於工作會議提出工作協調事項與

工作遭遇困難，以確保作業如期完成(詳附件 1 和附件 4)。 

交付成果格式 

(一)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檔：為 SHP 格式，相關成果依

分幅繳交，並檢附成果清冊（至少包含行政區域、圖號、

檔案格式、數量），各圖幅間成果不得有疏漏、錯動等

情形。所有成果需繳交坐標系統 TWD97[2020]、

TWD97[2010]及 TWD97 成果各 1 份。 

(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 

1、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陸域部分）整合作業：

為 SHP 格式，相關成果依分幅、縣市（整合）及鄉鎮

市區(整合)繳交，並檢附成果清冊（至少包含行政區域、

圖號、檔案格式、數量），各圖幅間成果不得有疏漏錯

動等情形。所有成果需繳交坐標系統 TWD97[2020]、

TWD97[2010]及 TWD97 成果各 1 份。 

2、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海域部分）整合作業：

本工作每年度辦理至多 100 筆(案)，並於當年度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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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前提供資料予廠商作業，整合國土署提供海域調

查資料成果，交付屬性欄位格式及分類原則經工作會

議確認後辦理，並於第 7 階段完成及繳交。 

(三)詮釋資料檔：以國土測繪中心提供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成果之必填欄位及填表原則製作分幅之詮釋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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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作期程說明 

契約規定交付期程 

全案作業期限為決標日（111 年 3 月 9 日）起，至 112 年 11 月

25 日止完成，112 年度分 4 個作業階段，於 112 年 11 月 25 日需辦理

完成。作業期間，因 112 年 7 月 27 日杜蘇芮颱風、112 年 9 月 3 日

及 4 日海葵颱風，及 112 年 10 月 5 日小犬颱風來襲，影響範圍包含

本案作業區域(臺中市及花蓮縣)，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12 年 8 月

4 日測基字第 1121335460 號、112 年 9 月 7 日測基字第 1121336403

號函和 112 年 10 月 13 日測基字第 1121337247 號函同意，展延第 7

及第 8 階段履約期限，第 7 階段由本年 11 月 15 日展延至本年 11 月

19 日、第 8 階段由本年 11 月 25 日展延至本年 11 月 29 日。各階段

應交付項目與期限調整後詳表 1-2。 

表 1-2 應交付項目與繳交期限表 

  

階段 交付項目 繳交期限 

第 5 階段 

1. 112 年作業計畫 10 份與 WORD 及 PDF 電

子檔各 1 份 

2. 111 年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陸域部分)

整合作業成果及相關統計報表 

監審廠商決標次日

起 10 日曆天 

第 6 階段 
112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作業區

域內 50%以上圖幅數 
112 年 8 月 15 日 

第 7 階段 

1. 112 年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

作業扣除第 6 階段已繳交圖幅數之剩餘圖幅 

2. 112 年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海域部

分）整合作業成果 

112 年 11 月 19 日 

(展延後期限) 

第 8 階段 
112 年工作總報告 10 份與 WORD 及 PDF 電子

檔各 1 份 

1.112 年 11 月 29 日

(展延後期限) 

2.應於交付第 7 階段

成果後始得繳交工作

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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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分批交付規劃及實際交付期程 

本年度契約變更後作業總圖幅數為 1,128 幅，作業規劃分工交付

數量及範圍如圖 1-2(亞新公司辦理 564 幅，群立公司辦理 564 幅)。 

依據契約規定第 6 階段應交付 112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

新維護作業區域內 50%以上圖幅數（564 幅）。因此，第 6 階段規劃

615 幅圖(包含內政部分工區 201 幅、補調繪區 220 幅、影判區 194

幅)，第 7 階段規劃 513 幅(包含內政部分工區 82 幅、補調繪區 172

幅、影判區 259 幅)，各階段交付數量及範圍如圖 1-2，階段交付監審

廠商數量及期程詳表 1-3。 

 

圖 1-2 112 年度第 2 作業區團隊分工作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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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各階段成果實際交付完成期程表 

階

段 
交付項目 交付監審廠商日期 

監審廠商查

驗合格日期 

交付國土

測繪中心

日期 

契約期限 

5 

112 年度作業計畫

10 份與 WORD 及

PDF 電子檔各 1 份 

112.03.01 112.03.09 112.03.09 112.03.11 111 年度國土利用現

況調查成果 (陸域 )

整合作業成果及相

關統計報表 

6 

112 年度國

土 利 用 現

況 調 查 成

果 50% 以

上 圖 幅 數

(615 幅) 

階段 

數量 

6-1(147 幅) 

亞新 73 幅 

群立 74 幅 

6-2(188 幅) 

亞新 108 幅 

群立 80 幅 

6-3(154 幅) 

亞新 78 幅 

群立 76 幅 

6-4(126 幅) 

亞新 54 幅 

群立 72 幅 

112.08.14 112.08.14 112.08.15 

圖資預

處理 
112.03.30 112.04.21 112.05.12 112.06.12 

外業調

查 
112.04.07 112.05.08 112.06.07 112.07.07 

成果編

修 
112.04.17 112.05.18 112.06.16 112.07.17 

7 

扣除第 6階

段 已 繳 交

圖 幅 數 剩

餘 圖 幅 數

(513 幅) 

階段 

數量 

7-1(130 幅) 

亞新 69 幅 

群立 61 幅 

7-2(138 幅) 

亞新 71 幅 

群立 67 幅 

7-3(126 幅) 

亞新 61 幅 

群立 65 幅 

7-4(119 幅) 

亞新 50 幅 

群立 69 幅 

112.11.17 112.11.20 112.11.19 

圖資預

處理 
112.07.12 112.07.31 112.08.15 112.09.18 

外業調

查 
112.08.01 112.08.21 112.09.14 112.10.16 

成果編

修 
112.08.09 112.08.31 112.09.22 112.10.23 

112年度國土利用現

況調查成果 (海域 )

整合作業成果 

112.10.23 

8 

112年度工作總報告

10 份與 WORD 及

PDF 電子檔各 1 份 

112.11.21 112.11.21 112.11.28 112.11.29 

修正後 112 年度工

作總報告 6 份及電

子檔 2 份 

依機關指定期限內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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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作業期間，實際工作進度如下表 1-4。 

表 1-4 實際工作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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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作業人員性別分析 

本案作業人員共分為 6 個工作小組合計 39 人，如表 1-5，男女比

例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 

表 1-5 作業人員男女人數統計表 

工作小組 男女人數 

專案管理組 2 男；2 女 

品質檢核組 7 男；1 女 

圖資預處理及成果編修組 4 男；5 女 

影像判釋組 3 男；6 女 

外業調查組 9 男；0 女 

小計 25 男；14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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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作業項目及執行方法 

第一節 整體工作流程 

本年度工作流程如下：1)作業準備與教育訓練；2)提報作業計畫；

3)參考圖資蒐集及處理；4)參考圖資分類代碼轉製作業；5)圖資預處

理及內業影像判釋；6)外業調查圖製作；7)外業調查；8)成果編修及

GIS 成果製作；9)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10)成果坐標系統

轉換；11)詮釋資料製作；12)GIS 成果格式與數量繳交等整體工作流

程詳圖 2-1，詳細各項作業程序與方法、技術方案等將於後續章節中

加以詳述。 

作業準備及教育訓練

參考圖資
蒐集及處理

外業調查圖
製作

外業調查

成果編修

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更新成果

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成果整合作業

成果交付 OK

監審廠商及
國土測繪中心

查核

圖資套疊
土地邊界修整

地籍圖
正射影像

其他參考資料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前期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轉換
森林資源調查成果轉換

NOT OK

詮釋資料 統計報表 坐標轉換

土地利用調查初
稿

工作總報告

初期查核
滾動式抽檢

影像判釋

成果抽檢
imap檢核

OK

NOT OK

OK

NOT OK

 

圖 2-1 整體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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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前置作業準備與教育訓練 

為落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作業之進度及品質管制，啟動作業前，

應使用 108 年版分類系統表及教材進行作業準備及教育訓練，加強

內業人員應用不同圖資套疊、預處理圖面編修認知及影像判釋分類

數化觀念，外業人員實地調查作業原則和內外業配合做法，作業時

程控管，和內外業品質檢核等項目進行溝通及訓練，其相關內容如

下所述： 

定期召開內外業控管會議 

每月第一週召開本團隊內外業管理人員控管會議，討論作

業執行進度管控，及執行上遭遇困難的共同解決方案，內外業

召開會議實況如圖 2-2。 

  

圖 2-2 控管會議討論實況圖 

舉辦內外業人員實務教育訓練 

本年度教育訓練分為監審廠商成果檢查執行說明講習和本

團隊內外業教育訓練。 

(一)本團隊辦理內部教育訓練 

112 年 2 月 13 日假亞新國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

中市南屯區惠文路 722 號)辦理 30人次內外業教育訓練

課程，由專案經理和內外業組長，對參與內外業人員進

行 108 年版分類系統案例、108 年版分類系統疑義判釋

案例分類原則、圖資預處理原則、外業實地調查原則、

成果編修原則、時程控管及品質檢核等相關項目進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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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說明及訓練。訓練實況如圖 2-3 所示。 

   

圖 2-3 內外業教育訓練實況圖 

(二)監審廠商辦理成果檢查執行說明講習 

112 年 4 月 21 日上午 11 時 00 分假中華民國航空

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3 樓會議室(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

路五段 113 號)，舉辦成果檢查執行說明講習，並針對

本案說明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內外業判釋原則、常見錯誤

以及驗收查核重點等項目。參與人員包含國土測繪中心、

監審廠商以及第 1 和第 2 作業區廠商，說明講習實況如

圖 2-4 所示。 

  

圖 2-4 監審廠商成果檢查執行說明講習實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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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手冊及分類疑義判釋案例 

本團隊針對各工作項目編列一套完整的教育訓練課程，並

由內外業組長負責進行教學手冊編輯和更新，內容依年度執行

中所遭遇疑義問題及解決方案，續補充至前述教育訓練教材中。 

相關教育訓練文件如圖 2-5~圖 2-7 所示。 

 

圖 2-5 教育訓練教學手冊檔案 

 

圖 2-6 外業調查疑義彙整案例示意圖 

 

圖 2-7 影像判釋疑義案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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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通訊軟體即時討論回報 

由於實際作業的情況錯綜複雜，內外業人員一定會遇到無

法解決的問題，為了確保所有的問題都能立即解決，本案建立

一個通訊軟體群組，如圖 2-8，從圖資預處理、外業調查疑義、

到專案其他疑問都可以在群組內即時溝通，或於工作會議做成

解釋(或請示國土測繪中心或監審廠商)後做成疑義確認及解釋

紀錄進行內外業及時說明與溝通。 

 

圖 2-8 通訊軟體群組交流示意圖 

資料保全設施 

本案執行期間自國土測繪中心取得的各項參考資料及成果

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並於契約完成後（保固期滿）繳回國土

測繪中心辦理銷毀作業。 

(一)機敏室及門禁管制設置說明 

亞新公司門口有指紋門禁管制，群立公司由專人負責

機敏資料管制，機敏資料與成果有保全箱上鎖且電腦網路

24 小時攝影安全管控，設置保險箱 1 只存放國土測繪中心

提供之機敏圖幅影像光碟及所有國土測繪中心提供原始資

料光碟，在機敏室內外設置錄影監視攝影機各一部 24 小時

錄影監視，如圖 2-9 和圖 2-10 所示。 



    111 年及 112 年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第 2 作業區)         112 年度工作總報告                                                                                                                                

16 

  

圖 2-9 亞新公司機敏室設置照片 

 

圖 2-10 群立公司機敏室設置照片 

機敏室 保險箱 

指紋機 

機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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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敏資料使用說明 

亞新公司進出機敏室使用機敏資料前須先於指紋機

上感應才能進出作業室，指紋機上會記錄進出時間及人名

如表 2-1，群立公司進出機敏室使用機敏資料前須先填寫進

出管制表，如表 2-2，進入機敏室須填寫機敏資料使用紀錄

表如表 2-3 和表 2-4，只有與本案有關人員才能進出機敏

室，以進行機敏資料使用。 

表 2-1 112 年 8 月份機敏室進出管制紀錄表_亞新公司 

機敏影像管制室管制進出列冊如下 (112 年 8 月 1 日開始至 112 年

8 月 31 日) 

 

表 2-2 112 年 8 月份機敏室進出管制紀錄表_群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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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機敏等級影像及成果資料使用紀錄表_亞新公司(112 年 8 月) 

 
 

表 2-4 機敏等級影像及成果資料使用紀錄表_群立公司(1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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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蒐集現有基礎圖資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更新維護作業之空間範圍涵蓋全國，在分類

編碼中亦包含了各種使用情形，如：農業、森林、交通等，而為了使

本案作業能同時兼顧效率與完整性，各類參考圖資均統一向國土測

繪中心提出參考申請使用，作為輔助成果判釋之重要參考資料，各

項作業參考圖資如表 2-5。 

表 2-5 作業參考使用圖資 

  

種類 使用資料 說明 

航拍正射影像 正射影像 
提供土地利用

判釋與數化用 

地籍圖 地籍資料 
為劃分土地利

用坵塊邊界用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點型態 
地標(MARK) 提供重要地標

點位 

線型態 

道路中線(ROAD)、臺灣鐵

路 (RAIL) 、 高 速 鐵 路 

(HSRAIL)、捷運 (MRT)、河

川中線 (RIVERL)，輕軌捷

運（LRT）國道附屬道路及

公務道路、省道、快速公路 

提供土地利用

判釋與數化

用、提供重要

道路分類判斷 

面型態 

一般道路(ROADA)、立體道

路 (HROADA) 、 河 川

(RIVERA) 、 面 狀 水 域

(WATERA)、區塊(BLOCK)、

建物 (BUILD)、臺灣鐵路

(RAILA) 、 高 速 鐵 路

(HSRAILA)、捷運(MRTA)、

輕軌捷運(LRTA) 

提供坵塊邊界

修整用 

前期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成果 

前期國土利用調查坵塊屬性與坵塊邊

界資料 

判斷是否需要

更新修改之依

據 

林業保育署森林資

源調查成果 
森林資源調查成果 

提供土地利用

判釋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

規劃分署區域排水 
區域排水 

提供水系分類

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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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參考作業圖資需進行初步檢視，如經檢視有缺漏則請國土

測繪中心再補充提供，作為本案辦理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基礎圖資使

用。初步檢視標準列於表 2-6，機敏圖幅影像依國土測繪中心要求設

置機敏室及保險箱詳如第貳章第二節。 

表 2-6 本案蒐集的參考基礎圖資表 

有關航照正射影像參考作業原則，選擇日期較新的正射影像優

先使用，如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以下簡稱航

遙分署）提供之影像含雲量過高或未有更新影像，以致無法取得最

新影像供作業使用，仍以表 2-6 取得之參考圖資或透過外業調查等

方式，持續作業產製及確保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品質。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圖資使用參考之影像較為多元，除航遙

分署提供航拍正射影像外，部分圖幅使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與基本

地形圖產製之航拍正射影像及其他單位提供參考影像等，若影像有

大面積土地異動的情形，也會適當參考 GOOGLE 衛星影像輔助繪

製。 

本年度使用正射影像年份統計如表 2-7，分布如圖 2-11。經上述

項次 蒐集的參考圖資 初步檢視標準 檢視結果 

1 
前期國土利用現
況調查成果圖 

是否有圖幅缺漏或資
料無法讀取 

完整 

2 作業區內地籍圖 
是否有缺漏或資料無

法讀取 
完整 

3 航照正射影像 

是否有圖幅缺漏或影
像無法讀取或有雲遮

蔽無法判釋 

完整 

4 
作業區內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 

是否有圖幅缺漏或資
料無法讀取或圖層不

完整 

完整 

5 
森林資源調查成

果圖 

是否有圖幅缺漏或資
料無法讀取或圖層不

完整 

完整 

6 
水利規劃分署區

域排水 

是否缺漏或資料無法
讀取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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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檢視，發現正射影像有圖幅缺漏及含雲量過高的情況則提出申

請補正，正射影像不足 2 年更新時效者，額外提供衛星影像供作業

使用。於作業範圍圖幅，記錄其使用之正確影像底圖(含日期)，這對

於後續成果編修至關重要。 

表 2-7 112 年度影像使用年份統計表 

 

圖 2-11 影像使用年份分布圖  

年份 圖幅數(幅) 備註 

2019 2  

2020 2  

2021 644  

2022 480  

合計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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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森林資源調查成果轉製 108 年版分類系統 

辦理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作業時，因陸域國土利用

現況調查分由國土測繪中心及林業保育署共同辦理，林業保育署森

林資源範圍如圖 2-12，考量本案對於林業保育署調查成果無法完全

對應內政部分類項目(須先進行轉換對應表，對應表如表 2-8，須一

併辦理補辦調查工作至 3 級分類)。 

依據國土測繪中心提供的森林資源調查成果範圍，如圖 2-12，

和森林資源調查分類對照表，優先將第 2 作業區林業保育署林地範

圍內圖資轉製 108 年版分類系統，如圖 2-13 所示，轉製後成果經檢

核無誤後，依前述圖資整理作業原則辦理分幅及整合成果更新。 

表 2-8 森林資源調查分類與 108 年版分類轉換對照表 

林業保育署森林

資源 調查分類 

內政部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分類( 108 年 3 月 28 日發布分類表 ) 

第 1 級 第 2 級 第 3 級 

差異形態名稱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針葉樹純林 02 

森林利用

土地 

0201 針葉林 020100 針葉林 

針葉樹混淆林 02 0204 混淆林 020404 竹針闊葉混淆林 

闊葉樹純林 02 0202 闊葉林 020200 闊葉林 

闊葉樹混淆林 02 0204 混淆林 020404 竹針闊葉混淆林 

針闊葉樹混淆林 02 0204 混淆林 020401 針闊葉混淆林 

竹林 02 0203 竹林 020300 竹林 

竹闊混淆林 02 0204 混淆林 020402 竹闊葉混淆林 

竹針混淆林 02 0204 混淆林 020403 竹針葉混淆林 

竹針闊混淆林 02 0204 混淆林 020404 竹針闊葉混淆林 

待成林地 02 0206 待成林地 020600 待成林地 

灌木林 02 0205 灌木林 020500 灌木林 

稻作 01 農業利用 0101 農作使用 010101 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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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保育署森林

資源 調查分類 

內政部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分類( 108 年 3 月 28 日發布分類表 ) 

第 1 級 第 2 級 第 3 級 

差異形態名稱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代碼 說明 

茶園 01 
土地 

0101 010102 旱田 

果樹 01 0101 

010103 果園 

檳榔 01 0101 

其他農作地 
01 0101 010102 旱田 

天然草生地 
09 

其他利用

土地 

0902 草生地 090200 草生地 

箭竹地 
09 0902 草生地 090200 草生地 

牧草地 
09 0902 草生地 090200 草生地 

人工濕地(漁塭、

水庫、水池) 
04 

水利利用

土地 
0402 蓄水設施 － － 

天然濕地(河 

床、溪流、池沼 

水面) 

04 
水利利用

土地 
－ － － － 

紅樹林 09 
其他利用

土地 
0901 溼地 090100 溼地 

道路 03 
交通利用

土地 
－ － － － 

墓地 05 
建築利用

土地 
0507 殯葬設施 050700 殯葬設施 

工礦開採區 08 
礦鹽利用

土地 
0801 

礦業及相關 

設施 
080100 礦業及相關設施 

農(林)業附帶設 

施 
01 

農業利用

土地 
0104 

農業相關設 

施 

 
－ 

 
－ 

其他建物 05 
建築利用

土地 
－ － － － 

裸露地 09 
其他利用

土地 
0903 裸露地 090302 崩塌地 

未知 09 
其他利用

土地 
－ － － － 

待歸類用地 09 
其他利用

土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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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林業保育署森林資源調查成果範圍 

  

林業保育署森林資源調查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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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森林資源調查成果轉製 108 年版本分類系統 

第五節 圖資預處理及內業影像判釋 

圖資預處理有三個重點，流程如

圖 2-14，一是進行內業影像判釋數化

前，先參考電子地圖道路面與河流面

圖層，進行圖資套疊修正，二是進行地

籍圖平移套合作業；三是將前項修正

後土地利用調查圖，套疊正射影像及

調整後地籍圖，進行影像判釋數化，以

利後續外業調查圖製作，及外業調查

作業。 

以下說明作業步驟及作業方法： 

圖資套疊校核及圖面編修原則 

圖資套疊校核是圖資預處理非

常重要的前置作業步驟，處理的原則

前期國土利用調查圖 

以電子地圖道路面 

及河流面為主/影像 

為輔調整修正作業 

圖面編修 

影像判釋 

及土地編修 

土地利用調查 

初稿 

GIS 輔助資料 

2.地籍圖 

3.通用電子地圖 

1.正射影像 

輔助判釋資料 

正射影像 

套合 

圖 2-14 圖資預處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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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面及河流面圖層為基礎圖資，各別套

疊要使用的航照正射影像或地籍圖，並對道路面及河流面或地籍

圖進行先前期處理編修原則如下： 

(一)取得的電子地圖圖資確認是否為 TWD97 坐標系統。 

(二)坐標系統需一致：統一在 TWD97 坐標系統下作業。 

(三)偏移修正：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系統錯開或有誤差，

應確認後以精度高且更新日期較近者為準。 

在作業過程可能產生問題及解決處理方式： 

1、道路面處理 

道路屬性包含國道、省道、快速公路、一般道路，道

路等級分類的參考資料由國土測繪中心提供，道路範圍

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的一般道路(ROADA)、立體道路

(HROADA)為主，內業預處理人員將所需參考資料與前

期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套疊，檢核屬性代碼與坵塊邊

界是否正確，如經確認是現場道路有開闢或異動時，應

以現況為主修正道路，如圖 2-15 和圖 2-16 所示，並回

報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如果不是上述異動問題，原

則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的道路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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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新增道路修正前案例(95214100)  

 
圖 2-16 新增道路修正後案例(95214100) 

紅色：電子地圖 

白色：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紅色：電子地圖 

白色：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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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系面處理 

水系包含河道、溝渠，由國土測繪中心提供屬性分類

資料，資料來源為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分署提供之區

域排水圖資，但因水系的範圍會隨著時間發生變化，因

此修正範圍時以正射影像為主，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的河

川(RIVERA)為輔，以最新正射影像與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向量套疊參考後繪製河道最大範圍，河道內灘地與草

生地則不作細分如圖 2-17 所示；若參考圖資套疊後產

生不一致，則應以較新圖資對河道範圍適度修正如圖 2-

18。 

 
圖 2-17 河道繪製範圍修正前(95193094)  

白色：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藍色：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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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河道繪製範圍修正後(95193094) 

3、地籍圖參考線處理 

為協助外業人員正確劃分土地利用坵塊邊界，於製作

外業調查圖時必須調整地籍線和土地利用坵塊邊界趨

近一致，如圖 2-19 所示，處理原則如下： 

(A)盡量平移套合電子地圖道路街廓，如果是位於郊

區或山區無法以道路街廓正確平移套合時，以最

近似的地類界為準套合使用。 

(B)以地籍線修改調整土地利用坵塊邊界原則如下表

2-9。 

白色：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藍色：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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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以地籍線修改調整國土利用現況界線原則 

項次 以地籍線修改調整土地利用坵塊邊界原則 

1 

地籍圖如為可參考，原則上以移動後與道路面圖層大約一

致後使用之，如果整張地籍圖有一個以上不同的移動量，

應分部分以街廓範圍或使用參考範圍調整為移動後地籍線

圖檔(此調整後地籍圖檔應與國土利用現況成果一起交付

監審廠商查驗)，坵塊邊界應與調整後地籍線保持一致或相

近；如果電子地圖區塊範圍與調整後地籍線差異很大不符

時，應註記請外業查繪 

2 
當地籍線與原土地利用坵塊邊界差別較大時，參考相關圖

資修正並請外業查繪 

3 

當正射影像上土地利用發生明顯變化時，建築利用土地坵

塊邊界繪製應參考地籍線、建物圖層及正射影像轉繪出合

理界線 

 

 

圖 2-19 地籍圖修正前後對照圖(95214099)  

地籍圖套疊調整前情況 地籍圖套疊調整後情況 

    

桃紅色：地籍線 

青色：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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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圖面編修作業原則，如下表 2-10。 

表 2-10 圖資預處理—圖面編修作業原則 

土地利用分類原則 

依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正射影像重新判釋更新，植被覆蓋及

農漁養殖之土地可於內業先行初步判釋，判釋品質良好可節省外

業調查時間，以下為土地利用分類判釋的作業原則： 

1. 本團隊依據內政部國土署 108 年 3 月 28 日訂定國土利用現

況調查辦法中之「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統表（陸域部分）」，

如附件 2 之分類說明，辦理至第 3 級土地使用分類作業，並

適當參考國土測繪中心「土地分類系統疑義案例彙編」原則

適當調整，如無法以人工判釋分類時，配合外業調查作業辦

理分類；如至現地仍有疑義，應予以拍照記錄提交至工作會

議討論。 

2. 外業調查前，本團隊先辦理圖資預處理，適當調整及整理協

助判釋作業之影像資料及 GIS 輔助資料（包含地籍圖、臺灣

通用電子地圖、前期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林業保育署森

項次 圖面編修作業原則 

1 

修改後的土地利用坵塊相應的道路、河流、湖泊及區塊邊

界應與正射影像和電子地圖坵塊保持一致；如有不一致應

特別標註請外業查繪 

2 
複雜的都市區（有空地、高樓、老舊房舍處），可適當參

考電子地圖建物區邊界，但應以外業調查為主 

3 

3 公尺以上道路需標示分類出來，但若如學校、公園、工

廠或有明顯圍牆者內部道路可予以整併；建築使用範圍以

大於 5 公尺×5 公尺為原則予以分類，水塔或蓄水池尺寸

未達 5 公尺×5 公尺無需額外細分，其他使用情形則大於

10 公尺×10 公尺（含）以上者進行分類 

4 
前期國土道路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不一致情形，請外

業人員依現況調繪修正 

5 
當參考正射影像，修正道路應新設定異動圖層回報路網異

動情形，標註異動位置，後續現場調查作業會再確認調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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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資源調查成果及其他作業所需相關參考資料），製成土地

坵塊幾何參考圖檔並送監審廠商備查，方便後續分類作業使

用。 

3. 圖資預處理階段所使用參考圖資間套疊後若有不符的情形，

原則上參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向量圖資修測作業標準，以順

形、美觀、合理為原則進行修正，以利後續外業調繪作業進

行。 

4. 有關交通利用土地項下之國道、省道、快速道路、一般道路

等道路分類圖形，及水利利用土地項下之河道及溝渠、水庫、

湖泊、蓄水池等水系分類圖形，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對應道

路及水系圖層圖形邊界線為主進行調整及後續分類作業。 

5. 以國土測繪中心提供最新正射影像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向

量套疊參考後繪製河道最大範圍，河道內灘地與草生地則不

作細分。若參考圖資套疊後產生不一致，則應以較新圖資對

河道範圍適度修正。 

6. 建築使用範圍以大於 5 公尺×5 公尺為原則予以分類，水塔或

蓄水池尺寸未達 5 公尺×5 公尺無需額外細分，其他使用情形

則大於 10 公尺×10 公尺(含)以上者進行分類。 

7. 交通利用土地立體相交時，則以層級較高者或經濟價值較高

者，為該土地之使用，其排序如下：高速鐵路＞國道＞鐵路

＞快速道路＞省道＞一般道路。 

8. 當各種交通用地或其他用途用地與水體相交者，以地面層之

使用為主要用途。 

9. 相同使用目的且連續範圍內，雖部分為主要使用目的之附屬

設施，仍視為相同土地利用分類，如機場、學校、港口等。

碼頭、倉棧、燈塔、堤岸等構造物應分類為港口，但港區內

水應分類為海面。 

10. 如遇農作作物已收成，尚未栽種其他作物或整地無法分類時，

以鄰近之作物為分類原則。間作不視為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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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河道與海面交界處，應適度引用參考圖資判斷水流出海擴張

處作為斷界，不宜直接以人工構造物如橋梁作為河道及海面

斷界，繪製原則以順形、合理即可。 

12.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應以現地外業調查方式辦理為原則，若因

門禁或其他因素無法進入，外業人員仍可以周遭相關資料如

招牌、現況、地標資料判別屬性，其資料獲取方式(METHOD)

值記錄為「1：外業調查」；若無法透過外業調查或其週遭資

訊判斷屬性時，則參考正射影像資料或森林資源調查成果進

行判釋作業，並對應記錄其資料獲取方式值。 

13. 商業、混合使用住宅、製造業、政府機關、學校、醫療保健、

社會福利設施、環保設施、文化設施、公園綠地廣場、休閒

設施分類以外業調查為原則。 

引用林業保育署森林資源調查圖資 

調查範圍位於林業保育署森林資源調查(法定範圍內)，則依

據國土測繪中心 109 年 5 月 15 日第 2 次工作會議提供之作業原

則： 

1. 對於林業保育署森林資源調查(法定範圍內)成果，凡因參考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ROADA)、河川(RIVERA)圖層、正射

影像另行判釋或外業調查至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統表第 3 級

分類者，Method 應視情形歸屬至「0」或「1」；至其相鄰坵

塊僅係配合調整相鄰邊界圖形，該坵塊其餘邊界及屬性，仍

與森林資源調查成果一致，Method 維持為「2」。 

2. 法定範圍內，相鄰坵塊屬性相同、Method 不相同，如坵塊 A-

Method 為「0」，坵塊 B-Method 為「2」，以坵塊 B 為主，將

坵塊 A 合併至坵塊 B，坵塊 A 及坵塊 B 合併後之 Method 為

「2」，如圖 2-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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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森林資源土地 Method 不同合併原則 1 

3. 非完全落於法定範圍內，相鄰坵塊屬性相同、Method 不相同，

如坵塊 A-Method 為「0」，坵塊 B-Method 為「2」，以坵塊 A

為主，將坵塊 B 合併至坵塊 A，坵塊 A 及坵塊 B 合併後之

Method 為「0」，如圖 2-21 所示。 

 
圖 2-21 森林資源土地 Method 不同合併原則 2 

4. 對於「森林資源調查分類與內政部 108 年版分類對應轉換表」

進行分類轉換之森林資源調查成果，如轉換後對應至相同內

政部 108年版分類而需坵塊圖形合併情形(例如天然草生地、

箭竹地、牧草地轉換後皆為草生地)，合併後坵塊之 Otype 屬

性欄位，請依被合併坵塊中面積較大者之 Typename 欄位值

進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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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範圍內】國土成果與林業保育署坵塊屬性及邊界完全

相同，且林業保育署坵塊屬性及邊界與航拍正射影像相符，

如圖 2-22 和圖 2-23 綠色圖說文字處。 

⚫ 林業保育署屬性值可對應至第 3 級分類：Method 應填「2」 

⚫ 林業保育署屬性值可對應至第 2 級分類： 

A. 「人工濕地-0402其他蓄水設施」，Method 不應填「2」 

B. 「農(林)業附帶設施-0104 農業相關設施」，Method 不

應填「2」 

C. 「裸露地-0903 裸露地」(實為崩塌地)，Method 應填

「2」說明：林業保育署森林資源調查之裸露地說明為「指

崩塌、地滑或高海拔岩屑地，於可預見期限內及非人為干

預無法成為森林或草生地之區域」，可對應至第 3 級分類

「090302 崩塌地」，故，Method 應填「2」。 

 

圖 2-22 引用林業保育署森林資源調查成果說明圖 

(左圖為林業保育署成果，右圖為編修後國土成果) 

 

圖 2-23 林業保育署成果套疊編修後國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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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定範圍內】國土成果與林業保育署成果坵塊屬性相同，

但林業保育署坵塊邊界與航拍正射影像明顯不相符，需參考

航拍正射影像或電子地圖修正國土成果時，作業原則說明如

下： 

⚫ 該坵塊與林業保育署森林資源調查成果屬性相同，該土

地坵塊 Method 應填「2」，如圖 2-24 及圖 2-25 綠色圖說

文字處。 

⚫ 因參考航拍正射影像或電子地圖(道路-ROADA 或河川-

RIVERA)，編修該位置坵塊屬性及邊界，該土地坵塊

Method 應填「0」或「1」，如圖 2-24 橘色圖說文字處。 

⚫ 有關「相鄰坵塊屬性相同，Method 不同合併原則」，請參

見引用林業保育署森林資源調查資料作業原則說明第 2

點和第 3 點。 

 

圖 2-24 引用林業保育署森林資源調查成果說明圖 

(左圖為林業保育署成果，右圖為編修後國土成果) 

 

圖 2-25 林業保育署成果套疊編修後國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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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引用林業保育署森林資源調查資料，屬非完全位於法定

範圍，請適度考量林業保育署法定範圍面積，坵塊合併前

METHOD=0 或是 METHOD=1 坵塊面積相對小，則不限接

邊後 METHOD=1>METHOD=0>METHOD=2 原則，採人工

確認接邊合理性及修正，避免建置方式失真。 

第六節 外業調查圖製作 

完成內業影像判釋與數化作業後，即完成國土利用現況外業調

查圖如圖 2-26。依據實作經驗，外業調查圖之比例尺應配合土地坵

塊密集度進行出圖比例尺之製作，如表 2-11，外業調查圖內容除了

國土利用現況圖外，應套道路名稱等輔助資料。本案實務作業採用

AutoCAD Lisp 自動出圖機制，同時為防止潮濕多雨的梅雨季(4 月~5

月)及夏季颱風雨(6 月~9 月)造成圖紙保存及註記問題，採用防水墨

水出圖可使外業圖紙不易受潮，避免因雨天影響外業作業成果。出

圖前有以下幾項出圖前作業需特別留意： 

出圖調整 

1.正射影像圖色調調整(避免影像色調過深造成土地利用分類

碼無法清楚呈現或過淡造成地籍線、建物線無法清楚呈現) 

2.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線條顏色及號數(cyan，6) 

3.土地分類代碼顏色及字體大小(red，6) 

4.地籍圖顏色(yellow)及線條粗細號數(4) 

5.電子地圖建物區塊(blue，4) 

土地分類代碼標註改採簡易 3 碼(050200 變成 520) 

密集區土地代碼大小及位置調整避免重疊 

套繪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中心線道路名稱和地標及區塊資訊 

依作業區土地坵塊密集度選擇出圖宮格數(4~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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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外業調查圖製作示意 

表 2-11 依不同土地利用坵塊密集度調整出圖比例尺 

土地利用坵塊密集度 
圖幅數(宮格

數) 

出圖比例
尺 

離島海濱區(水利使用土地為主) 1 1/5000 

山區(森林使用土地為主) 4 1/2500 

郊區(農業使用土地為主) 9 1/1700 

市區(建築、農業及其他使用為主) 16 1/1250 

密集區(建築使用土地為主) 25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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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外業調查 

將上述外業調查圖分幅紙圖成果、各負責調查區域的分工圖

(套地標、路名及圖框)、疑義案例及分類系統表，提供外業調查人

員使用，工作流程如圖 2-27。 

 

外業調查

初期查核

外業調查底圖、疑義
案例、分類系統表

滾動式查核

外業調查成果
圖

合格率 90%

OK

確認坵塊類別
及坵塊邊界

第一次淘汰(合格率 80%)
第二次淘汰(合格率 90%)

人員講習訓
練

手機APP定
位打卡

是否有判釋疑
議

LINE群組回報完成調查

判釋疑義案例

回報監審
廠商或國
土測繪中

心

工作會議
決議紀錄

NOT OK

 
 

圖 2-27 外業調查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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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10 年開始，外業人員現場使用 App 出勤打卡鐘制度，嚴

格要求外業人員出勤一定要詳實打卡(否則不給付該幅圖費用)，

紀錄當天作業時間和地圖坐標位置，外業人員的出勤紀錄及 GPS

定位，詳圖 2-28 示意。 

 
圖 2-28 外業人員打卡紀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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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業調查過程中如有幾何或屬性分類疑義之處，可於外業調

查圖上，標示位置及土地利用分類碼，並以智慧型手機拍攝現況

照片，回傳至本團隊國土調查外業 LINE 群組，取得統一標準回

應，或統一請示國土測繪中心或監審廠商。外業調查異動註記在

調查底圖上，並於作業完畢後交付給內業辦理異動更新作業，外

業調查成果圖詳圖 2-29。 

 

圖 2-29 95214100-10 外業調查成果圖  



    111 年及 112 年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第 2 作業區)         112 年度工作總報告                                                                                                                                

42 

第八節 工作會議土地分類決議事項 

今年本案共召開 2 次工作會議，會議時間和決議事項說明如

下： 

112 年 4 月 12 日第 1 次工作會議決議事項： 

(一)觀光工廠相關分類原則—工廠兼營觀光服務者，因其

主要設 置目的大多仍以製造產品為主，請以整體分類

為「050400 製造業」為原 則，或能將觀光設施部分

依現況進行區別細分；如觀光設施未與工廠相鄰 者，

請依現況繪製坵塊並分類為「070301 遊樂場所」。補

充案例說明如後：1.「裕賀牛觀光工廠」、「善化啤酒

觀光工廠」、「卡多利亞良食故事館」、「襪仔王觀光工

廠、「台灣滷味博物館」、「品皇觀光工廠」、「萬國通路

創意觀 光工廠」、「葡萄王健康活力能量館」、「雅聞魅

力博覽館」，以上案例均與工廠相鄰，請整體分類為

「050400 製造業」。2.「雅聞峇里海岸」、「台灣手套博

物館」、「集元果觀光工廠」，以上案例範圍內大部分現

況使用比例為觀光用途，請整體分類為「070301 遊樂

場所」。3.「東和蜂文化觀光工廠」，因觀光設施未與

工廠相鄰，請分別依現況分類為「050400 製造業」及

「070301 遊樂場所」。 

(二)青年創業相關場所分類原則討論決議—(1)中央機關及

各縣市政府為推動青年創業，設立青（年）創（新／

業）基地為青年創業孵化基地，藉由獎勵補助、租金

補助及營運輔導招募青年進駐創業，如：「屏東教育創

新基地」、「屏東智慧農業學校」、「屏東數位青創中

心」、「屏東青年旅創基地」及「職人町」，考量其設立

目的以提供輔導咨詢服務為主，請整體分類為「服務

業」。(2)「大新青銀共融新創基地」經查詢其官方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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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藉由青年銀髮共融及人才培訓，辦理青年及銀

髮族相關課程成為資源整合基地，請整體分類為「服

務業」。 

(三)為維護空氣品質，環保署與相關單位針對部分河川灘

地，依河川特性，推動河川揚塵防制工法，如葉脈式水

覆蓋、綠覆蓋、水覆蓋、稻草蓆鋪設等。若屬葉脈式水

覆蓋、稻草蓆鋪設臨時性工法，現況無其他使用，請建

置廠商依本中心提供之最新正射影像及參考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水系圖層，繪製河道最大範圍，河道內灘地與

草生地則不細分，若前述圖資套疊後產生不一致情形，

則應以較新圖資對河道範圍適度修正；若為綠覆蓋、水

覆蓋工法，現況已為旱田、蓄水池等分類使用，請依現

況分類。 

112 年 7 月 7 日第 2 次工作會議決議事項： 

(一)設置於連棟住宅或住宅區內之宗教，若其主要為供信

眾參拜之宮廟，則以宗教為其使用現況（如圖 2-30a），

請分類為「050600-宗教」或「050303-兼其他使用住宅」；

若其主要為提供問事、收驚等服務（如圖 2-30b），請分

類為「050102-服務業」或「050302-兼其他使用住宅」。 

  

a.主要供參拜之宗教 b.主要供問事、收驚等服務 

圖 2-30 連棟住宅或住宅區內宗教分類示意圖 

(二)電動車輛充電站經查「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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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分為電動機車換電站、機車充電站及汽車充電站等

3 類，作業原則說明如下： 

1. 電動機車換電站：請整併至相鄰坵塊。 

2. 機車充電站：請整併至相鄰坵塊。 

3. 汽車充電站：依據內政部國土署「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草案）」，電動汽車充電站係屬「8 能

源群組」之「8-2 電力設施」，因此獨立設置之電動

汽車充電站請分類為「060502 電力」，非屬獨立設

置之電動汽車充電站請整併至相鄰坵塊。 

補充說明：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相

關交通標誌如下表 2-12： 

表 2-12 交通標誌 

電動機車換電站 機車充電站 汽車充電站 電動車輛充電站 

    

(三)跨越堤防之道路（越堤道路）分類原則說明如下： 

1. 有標線、路名或門牌，請分類至 030504 一般道路。 

2. 有水防道路或指示牌等相關標示，請分類至 040500

防汛道路。 

3. 無標線越堤道路，請整併至 040401 堤防。 

(四)太陽能發電板複合其他土地使用分類，因與原則說明

如下： 

1. 複合農作使用之太陽能發電，若現場主要為農作使

用（如圖 2-31），請分類至農業利用土地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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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太陽能發電複合農作使用土地示意圖 

2. 複合水產養殖使用之太陽能發電，若現況主要為養

殖使用（如圖 2-32a），請分類為「010200-水產養殖」；

若明顯已無法養殖（如圖 2-32b），請分類為「060502

電力」；若僅設置於水產養殖旁土梗上（如圖 2-32c），

土梗範圍請分類為「060502 電力」。 

   

a.水產養殖使用 b.無法養殖 c.水產養殖旁土梗 

圖 2-32 太陽能發電複合水產養殖使用土地示意圖 

3. 複合溝渠之太陽能發電（如圖 2-33），太陽能板部分

請分類為「060502 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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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太陽能發電複合溝渠使用示意圖 

4. 複合蓄水設施之太陽能發電，如：水庫、湖泊、蓄

水池、滯洪池等蓄水設施架設太陽能版（如圖2-34），

請依現況使用整併，分類至水利利用土地項下。 

 

圖 2-34 太陽能發電複合蓄水設施使用示意圖 

(五)進行整體使用範圍認定時，若封閉圍牆內或該範圍有

共同使用目的下，圖形應予以整併。惟該範圍現況有門

禁設施時，且正射影像明顯判釋為可供車行（非鬆土路

面）寬度 3 米以上道路，不易將道路整併至整體使用範

圍時，則請參考正射影像將門禁道路分類為「030504-一

般道路」，如圖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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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 門禁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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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內業成果編修及 GIS 成果 

內業人員主要使用 IMAP 為編輯平台，參照外業人員回傳之外

業調查成果圖進行成果編修，如有疑義無法編輯時，則需註記再請

外業人員至現場確認，確認編修完成的 GIS 格式（shapefile），再辦

理圖幅整合接邊及合理性檢核，最後產製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圖，

並繳交至監審廠商及國土測繪中心辦理審查，其作業方式分述如下： 

參考圖資套疊整合 

為了補足外業調查人員於現地判斷土地利用邊界不易之情形，

於內業成果建置前，可針對需要處輔助套疊正射影像、地籍圖與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等相關參考圖資，以提高成果建置範圍及屬性

合理性之準確性。 

外業調查圖編修 

將外業調查圖上所標註之土地利用分類與邊界線編修建置於

成果圖上，並適當參照航空影像、地籍圖等參考圖資劃設邊界線，

編修成果案例如圖 2-36。外業調查圖難免會遭遇標註不明，導致

內業人員難以判釋的情況，內業人員將該情況記錄並與外業人員

釐清，以確保外業調查成果與內業編修成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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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 內業編修成果套疊外調圖示意圖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路網回報 

為使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與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相符，作業

過程中如發現道路邊界或分類與現況不符情形，應將道路變動處

記錄，回報國土測繪中心檢視及辦理後續修正，路網回報檔案如

圖 2-37 所示。 

本案執行期間，國土測繪中心會不定期提供電子地圖局部更

新資料含更新後成果(如圖 2-38)，本案依據電子地圖局部更新資

料更新本年度成果。 

  

黑色：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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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7 路網回報檔案例 

 

圖 2-38 電子地圖局部更新資料含更新後成果  

白色：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桃紅色：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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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檢核編修 

圖資檢核編修分為坵塊邊界與屬性兩部分，以下分別敘述： 

(一)圖面建置完整性檢核 

內業編修成果與外業調查成果圖間應完整性比對，有

落差處應再次確認何者正確，如圖 2-39 為內業成圖編輯和

外業調查圖成果一致。 

  

圖 2-39 外業調查圖與成圖編修一致性情形 

(二)幾何檢查 

內業人員編修時發現幾何不合理性之樣態，如圖 2-40

所示，內業檢核人員應特別檢核幾何不合理的情形；其他

如坵塊重疊、重複、自我交錯、過於破碎、坵塊與屬性鍊

結不正確等，可利用 IMAP 功能檢核並逐一修正。 

黑色：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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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0 成圖編修 020100 針葉林坵塊邊界不合理情形 

(三)屬性檢查  

包含欄位值定義有誤、遺漏及含空值等，如圖 2-41 所

示。 

 

圖 2-41 IMAP 檢核屬性欄位空值示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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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鄰圖元 

檢查相鄰圖元屬性相同時要予以合併，如圖 2-42所示。 

 

圖 2-42 IMAP 檢核土地分類代碼示意情形 

(五)圖幅接邊 

包含圖形錯動及屬性不相同等，如圖 2-43 所示。 

  

圖 2-43 IMAP 檢核圖幅接邊圖形錯動示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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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屬性欄位值內容檢查 

檢查 SHPNAME、DATATIME、IMTIME、MDDI_ORG、

OMDDI_ORG、ODATATIME、OTYPE 等屬性欄位值是否

依規定填寫，如圖 2-44 所示。 

 

圖 2-44 屬性欄位值內容填寫示意情形 

(七)圖層連續性檢核 

除了跨圖幅分類碼是否一致檢核外，另外需特別留意，

交通使用土地立體相交時，根據土地利用分類原則，其排

序為「高速鐵路>國道>鐵路>捷運>快速道路>省道>一般道

路」，在複雜程度較高之系統交流道附近，易造成坵塊區分

錯誤，故需套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相關圖層再次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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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工作，自 109 年度起則依據內政

部 108 年版分類系統辦理至第 3 級分類調查工作，為便利各界應用及

不同分類成果對應銜接，辦理下列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

各圖幅資料應以最新產製成果為主，並於屬性欄位適當記錄資料維護

單位及原資料時間。各項整合成果，除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海域部

分)，整合作業成果以單一檔案(無須區分圖幅)產製外，餘項目均須依

圖幅、縣市界及鄉鎮市區界區隔產製繳交，以利國土測繪中心相關運

用。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陸域部分)整合作業 

將不同年度 2 個作業區及測量隊產製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更新維護成果，整合納入本案最新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

果(含第 1、第 2 與第 3 級分類)，通過 IMAP 檢核後，再依

照以國土測繪中心提供的縣市界、鄉鎮市區界最新版本辦理

分縣市、鄉鎮市區及分圖幅成果交付。 

本案於第 5 階段，整合 111 年第 1 作業區和第 2 作業

區之第 3 階段成果，及國土測繪中心測量隊 111 年產製國土

利用現況調查更新維護成果，不同年度作業區和 111 年測量

隊作業範圍如圖 2-45。以下說明成果整合作業方式及成果： 

(一)依據國土測繪中心 110 年 10 月 13 日第 4 次工作會議

決議之 110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原則(詳

表 2-13)，進行縣市、鄉鎮市區、分幅之整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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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不同年度作業區和 111 年測量隊作業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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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110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原則 

項
目 

一級成果 二級成果 三級成果 

縣

市 

鄉

鎮

市

區 

1. 相鄰坵塊 LCODE_Cx(x 為

其土地分類級別，如第一

級表示為 1)相同者合併 

2. 合併後 DATATIME：發文

日期，MDDI_ORG：國土

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

業廠商，其餘欄位資料以

坵塊面積最大者為原則做

保留 

1. 相鄰坵塊 LCODE_Cx(x 為其土

地分類級別，如第三級表示為3)

相同者合併 

2. 合併後全數欄位資料皆以坵塊

面積最大者為原則 

分

幅 

1. 相鄰坵塊 LCODE_Cx(x 為

其土地分類級別，如第一

級表示為 1)相同者合併 

2. 合 併 後 同 一 幅 內

IMTIME、SHPNAME 維持

原成果，DATATIME：發文

日期，MDDI_ORG：國土

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

業廠商；至其餘欄位資料

以坵塊面積最大者為原則

做保留 

3. 相 鄰 接 邊 圖 幅 坵 塊

LCODE_C3 相 同 時 ， 除

METHOD=0 及 METHOD=5

維持外，其餘圖形請配合後續

縣市鄉鎮成果合併需要，適當

修正 METHOD 值，至修正後

原則 METHOD=1 

4. 承上，相鄰接邊圖幅坵塊

METHOD 值修正作業仍須適

度 考 量 面 積 及 位 置 ， 如

METHOD=1 坵塊面積相當

小，則不限 METHOD=1 修正

原則，須採人工確認接邊合理

性及修正，避免建置方式失真 

5. 作業過程，若有涉及林業保育

署 森 林 資 源 調 查 成 果

(METHOD=2)，應依 109 年度

第 2 次工作會議第 5 點所列

森林資源調查成果引用作業

原則進行相關作業 

6. 同 一 幅 內 DATATIME 、

IMTIME 、 SHPNAME 、

MDDI_ORG、OMDDI_ORG、

ODATATIME、OTYPE 維持原

成果 

7. 使用 IMAP 程式辦理跨幅土

地 代 碼 檢 核 時 ， 請 勾 選

「METHOD 值 0 與 5 視為相

同」選項，避免檢核出現錯誤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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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表 2-13 作業原則，亞新公司自行開發 ARCGIS，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模組化程式

(如圖 2-46)，並將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系統化處理，作業流程詳圖 2-47。 

 
圖 2-46 亞新公司自行開發 ARCGIS 模組化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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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7 111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流程圖 

(三)取得圖資成果後，首先確認整合之數量和範圍是否正

確或有缺漏。經確認無誤後，開始進行 3 級分幅成果跨

圖幅接邊處理，接邊處理原則：以最新的正射影像，和

資料獲取方式(method)為依據，進行幾何、屬性判釋，

並通過 imap 檢核程式，跨圖幅接邊如圖 2-48 所示。 

  

圖 2-48 分幅跨圖幅接邊處理示意圖 

(四)3 級成果分幅跨圖幅接邊處理完成，並通過 imap 檢核

程式，以 3 級分幅成果融合為 1 級分幅成果和 2 級分幅

接邊前 接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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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如圖 2-49 所示。1 級和 2 級分幅成果必需再進行

分幅跨圖幅接邊處理。 

 

圖 2-49 3 級分幅成果融合 1 級 2 級成果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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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 級、2 級、3 級分幅成果接邊處理完成，並通過 imap

檢核程式，將 1 級、2 級、3 級分幅成果，各自融合為

1 級、2 級、3 級縣市及 1 級、2 級、3 級鄉鎮市區成果，

如圖 2-50 示意圖。 

 

 

圖 2-50 分幅成果融合縣市及鄉鎮市區成果示

意圖 

(六)本案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分幅、縣市及鄉

鎮市區成果數量如表 2-14。 

表 2-14 111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陸域部分)成果數量表 

 

  

整合成果 1 級成果 2 級成果 3 級成果 

縣市 22 22 22 

鄉鎮市區 368 368 368 

分幅 5,712 5,712 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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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陸域部分)整合作業遭遇困難

和解決方式： 

在執行縣市整合時，遇面積較大的行政區，如：新

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在執行 ARCGIS 模

組化程式，運算至第 2 次融合時，會出現無法融合情況。

排除電腦設備及開發程式問題，將行政區面積大的縣市，

依土地類別分批執行程式，最後再進行整併，此解決方

式可通過 imap 檢核程式。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海域部分)整合作業 

本年度辦理海域部分成果整合作業，範圍有 5 處風場

(台電示範風場、海洋竹南示範風場、海能風場、彰芳風場、

雲林風場)，分布如圖 2-51，本案於 112 年 7 月 13 日收到國

土測繪中心提供之相關資料。 

 

圖 2-51 本年度風場分布圖  



    111 年及 112 年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第 2 作業區)         112 年度工作總報告                                                                                                                                

63 

依據國土測繪中心提供的海域相關資料，和土地利用

分級分類系統表(海域部分)，如表 2-15，優先將設施物及所

屬分類，轉製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統(海域部分)，轉製後成

果經檢核無誤後，再依據風機繪製原則，辦理整合成果更新

作業。 

本年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海域部分)整合作業，

以風機為建置標的，依照提供衛星影像、風機及風機坐落坐

標值等資料進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海域部分)整合作業。 

表 2-15 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統表(海域部分)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分類說明 

海域

利用

土地 

10 漁業設

施 

1001 定置漁

業設施 

100101 於一定海域範圍，築磯、設柵或設置漁

具等設施。 

區劃漁

業設施 

100102 於一定海域範圍，以經營養殖水產動植

物所需設置之設施。 

人工魚

礁 

100103 將天然或人造之結構物投設於海域 

中，作為漁場造成、保護或培育海洋資

源之設施。 

非生物

資源利

用 

1002 電力 100201 潮汐、風力、海洋溫差、波浪、海流發電

廠及設施、變電站、輸送設施及其他電業

相關設施。 

土石採

取及相

關設施 

100202 土石採取作業場所及其所需土石堆積

場、土石採取場以外之土石加工及其他

相關設施。 

礦業及

相關設

施 

100203 探採礦（含海域石油、天然氣礦探採） 

設施、附屬設施及其他相關設施設置範

圍。 

海水資

源利用 

100204 海水淡化設施、深層海水資源利用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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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分類說明 

海洋遊

憩利用 

1003 水域遊

憩活動 

100301 海水浴場、海底樂園、海上樂園、非機

械動力器具之水域遊憩活動範圍(包括

乘騎風浪板、滑水板、拖曳傘、水上摩

托車、獨木舟、泛舟艇、香蕉船、橡皮

艇、拖曳浮胎、水上腳踏車、手划船、

風箏衝浪、立式划槳等)及其設施設置

範圍。 

海上平

台 

100302 以塑膠管筏、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積層材

質及經專業機構認可之適當材料等所建

造之未具船型浮具設施設置範圍。 

港埠航

運使用 

1004 航道 100401 供船舶航行所規定及設置之船舶航行

通道。 

航道疏

濬工程 

100402 以工程手段將淤積土石清離水道之工

程設施範圍。 

錨地範

圍 

100403 供船舶在海上停泊及進行各種作業之

設施及水域範圍。 

港區範

圍 

100404 商港、漁港、專用港及其他港口設施

以外之港區水域範圍。 

工程相關

利用 

1005 

海底電

纜或管

道 

100501 供海底電纜或管道之路線及範圍。 

堤防 100502 海堤、離岸堤及其他海岸禦潮防護措

施。 

跨海橋

樑 

100503 跨海橋樑與其橋墩及其他相關設施。 

其他工

程設施 

100504 海底電纜或管道、堤防、跨海橋樑以

外之其他工程設施。 

海洋科研 1006 
海上觀

測設施 

100601 資料浮標站、海上觀測塔、底碇式觀

測儀器及其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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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類別 代碼 分類說明 

利用 水下研

究調查

設施 

100602 供水下研究調查(包括水下文化資

產、海底探測、海床鑽探等)所需設

置設施之範圍。 

環境廢棄

物排放或

處理 

1007 
排洩範

圍 

100701 供廢(污)水以海洋放流管線排放於海

洋之範圍及其管線範圍。 

海洋棄

置指定

海域範

圍 

100702 海洋實驗之投棄或利用船舶、航空

器、海洋設施及其他設施，運送物質

至海上傾倒、排洩或處置範圍。 

軍事及防

救災使用 

1008 
軍事設

施使用 

100801 軍事設施使用之範圍。 

防救災

設施使

用 

100802 防救災設施使用之範圍。 

其他利用 1009 
濕地 100901 濕地、沼澤、紅樹林。 

灘地 100902 沙灘、海灘、潮間帶等土地。 

礁岩 100903 礁岩、海蝕平台、裸露岩石等土地。 

沙洲 100904  

人工改

變中土

地 

100905 已整地或正整地準備開發利用為某特

定用途者，包括填海造陸。 

海面 1010 
海面 101000 尚無特定用途之海面。 

風機繪製原則：參考國土署提供之衛星影像，及風機

點位向量檔，比較衛星影像中風機及基座點位置與風機點位

向量檔之位置是否相符，相符者以風機點位為中心，繪製風

機及基座點，如圖 2-52；兩者位置不符者，則依衛星影像中

風機及基座點位置繪製，如圖 2-53。由於各風場設立之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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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不同，繪製時以風場為單位，以直徑 120 公尺或直徑

160 公尺之圓形繪製。本年度風場名稱及風機數量現況調查

結果統計如表 2-16。 

 

圖 2-52 衛星影像與風機點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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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 衛星影像與風機點位不符 

表 2-16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海域部分)整合作業統計 

項次 風場名稱 風機數量統計 

1 台電示範風場 21 

2 海洋竹南示範風場 22 

3 海能風場 47 

4 彰芳風場 10 

5 雲林風場 21 

合計 5處風場 121座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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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成果坐標系統轉換 

112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需繳交坐標系統 TWD97、

TWD97[2010]及 TWD97[2020]成果各 1 份，本項工作使用國土測繪

中心提供的圖資坐標轉換工具 git.exe(圖 2-54)，進行成果坐標系統轉

換作業。 

 

圖 2-54 圖資坐標轉換工具 

第十二節 詮釋資料 

由亞新公司自行開發產製詮釋資料的程式，如圖 2-55，在調查

成果資料通過監審廠商審查後予以輸出，自行製作詮釋資料之 XML

母檔，再匯入圖幅的變數資料，即可自動化批次輸出詮釋資料，完

全去除人工輸入時可能造成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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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5 製作詮釋資料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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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成果交付格式及數量 

團隊分工整合作業 

本團隊於各階段分批交付成果前，必須完成上述作業流程工

項，並通過自我品質檢核項目(詳第參章)後，再進行本團隊作業分

工範圍的圖幅接邊處理，以 IMAP 程式開啟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

果，成果於交付監審廠商及機關查驗前，全數成果均透過 IMAP 程

式檢核無誤後再行提交，IMAP 檢核內容詳第三章 GIS 成果及數

量檢核。 

成果統計及特性分析 

本案作業區涵蓋臺中市、花蓮縣、高雄市、屏東縣等部分區

域，本年度內政部分工區共 283 幅主要集中於臺中市，經濟活動

高，變動性大，作業難度及作業時間相對提高；補調繪區共 392 幅，

集中於花蓮縣、高雄市、屏東縣等區域，外業調查坵塊雖不如內政

部分工區密集、繁瑣，但因交通距離、不易抵達程度及作業危險性

均較高，偶有 3~4 幅外業無法進入調查情形(天候交通因素)，必須

以內業影像判釋輔助作業；影判區共 453 幅，以內業影判為主，

全影判共 53 幅，詳如附件 3、112 年度第 2 作業區全影判圖幅清

冊。 

依據 108 年版分類系統表，進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統計，

本案作業區以森林利用土地的面積占比為最高，農業利用土地面

積為次之，調查成果統計，詳表 2-17 所示。 

表 2-17 112 年第 2 作業區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統計表 

項次 土地類別 坵塊數量 坵塊面積(公頃) 占比 

1 農業利用土地 169,606 71,434.69 8.95% 

2 森林利用土地 72,042 584,471.65 73.24% 

3 交通利用土地 14,822 8,696.20 1.09% 

4 水利利用土地 28,441 61,981.83 7.77% 

5 建築利用土地 138,394 11,727.37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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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土地類別 坵塊數量 坵塊面積(公頃) 占比 

6 公共利用土地 5,952 3,694.63 0.46% 

7 遊憩利用土地 3,006 1,699.62 0.21% 

8 礦鹽利用土地 151 810.61 0.10% 

9 其他利用土地 94,661 53,480.14 6.70% 

成果交付格式 

(一)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作業 

1、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檔：為 SHP 格式，相關成果依分

幅繳交，並檢附成果清冊（至少包含行政區域、圖號、檔

案格式、數量），各圖幅間成果不得有疏漏、錯動等情形。

所有成果需繳交坐標系統 TWD97[2020]、TWD97[2010]及

TWD97 成果各 1 份。 

2、詮釋資料檔：以國土測繪中心提供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之必填欄位及填表原則製作分幅之詮釋資料檔，並須依照

內政部最新訂頒之「臺灣空間詮釋資料規範」（TaiWan 

Spatial Metadata Profile；TWSMP）標準建立對應之詮釋資

料。 

(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陸域部分)整合作業 

1、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檔：為 SHP 格式，相關成果依分

幅、縣市（整合） 及鄉鎮市區(整合)繳交，並檢附成果清

冊（至少包含行政區域、圖號、檔 案格式、數量），各圖

幅間成果不得有疏漏、錯動等情形。所有成果需繳交坐標

系統TWD97[2020]、TWD97[2010]及TWD97成果各1份。 

2、詮釋資料檔：製作縣市（整合）、鄉鎮市區（整合）及分

幅之詮釋資料檔。 

(三)統計報表檔：製作縣市（整合）、鄉鎮市區（整合）及國土

測繪中心要求關於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統計報表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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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資料檢核及品質管控 

本團隊為求各項品質能符合承攬契約之規範要求，除了有過去國

土利用現況調查所訓練出專業品管人員執行此項任務外，依據「國土

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檢查作業說明」及監審廠商在各階段成果查核中所

發生的錯誤樣態情形，經本團隊充分了解，提出本案資料自我品質檢

核綱要計畫及實施方式。 

第一節 自我品質檢核機制 

為了讓成果品質更有一致性的作業方式，擬定一套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作業內外業自我品質檢核計畫，如表 3-1。檢核內容可細分為六

大項，分別為 1)自機關取得所有圖資檢核；2)圖資預處理成果檢核；

3)外業調查正確性檢核；4)內業編輯成果合理性及完整性檢核；5)國

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合理性及完整性檢核；6)GIS 成果及數

量檢核。 

表 3-1 自我品質檢核內容 

項目  檢核內容  
資料來

源  

主要檢查

人  
檢核方式說明  

取得圖

資套疊

檢核  

(1)是否完整無缺漏

(特別是地段地籍

圖 ) 

(2)坐標系統是否為

TWD97 

(3)是否可讀取 (特

別是正射影像 ) 

國土測

繪中心  

賴○○  

馮○○  

內業檢查，如有

不符則建請機關

再提供正確圖資  

圖資預

處理成

果檢核  

(1)與電子地圖道路

與水系是否一致  

(2)與地籍圖套合是

否吻合  

自行產

製  

 

林○○  

林○○  

馮○○  

內業檢查，檢查

項目(1)至(2)應

全部合格。如有

發現之缺失立即

進行全面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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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核內容  
資料來

源  

主要檢查

人  
檢核方式說明  

自我檢核表格如

表 3-2，如有缺

失，則標註在圖

檔上，提供給原

作業人員修訂  

外業調

查屬性

正確性

檢核  

將內業判釋人員無

法辨別的區域補

正，並且逐一檢查

其他已完成的區域

是否完整調繪。因

此，本項檢核採外

業現地調查，以滾

動式抽驗的方式進

行，並輔以判釋有

困難之地區進行檢

核，確認外業調查

之工作確實完成  

自行產

製  

洪○○  

余○○  

張○○  

黃○○  

首先於內業編輯

時，進行檢視，

有無缺漏、和影

像不符合或調查

不清楚之現象，

再以外業人工抽

查的方式進行，

查核方式如下：  

1.針對個別調查

人員採初期查核

100%抽驗  

2.不定期針對調

查成果重點抽驗

及圖幅接邊抽驗  

3.抽驗結果須改

善之作業人員加

強教育訓練及品

管  

4.針對初期查核

不合格、教育訓

練後再檢驗又無

法通過作業人員

暫停其調查作業  

內業編 (1)與外業調查圖是 自行產 許○○  檢查項目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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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核內容  
資料來

源  

主要檢查

人  
檢核方式說明  

輯成果

合理性

及完整

性檢核  

否一致  

(2)欄位定義有誤、

遺漏及含空值  

(3)圖幅接邊是否有

圖形錯動及屬性不

同  

(4)影判區是否正確

引用圖資  

(5)METHOD 是否

正確填寫  

(6)是否通過 IMAP

檢核程式  

製  林○○  

馮○○  

(6)應全部合

格。檢查項目

(1) (4) (5)檢查

正確率達 90％

以上視為檢核合

格，已發現之缺

失立即進行全面

修訂。自我檢核

表格如表 3-3，

如有缺失，則標

註在圖檔上，提

供給原作業人員

修訂如圖 3-2 所

示  

國土利

用現況

調查成

果整合

作業合

合理性

及完整

性檢核  

(1)是否有依據作業

原則  

(2)幾何檢查：包含

坵塊重疊、重複、

自我交錯、過於破

碎、坵塊與屬性鍊

結不正確等  

(3)屬性檢查：包含

欄位值定義有誤、

遺漏及含空值等  

(4)相鄰圖元：檢查

相鄰圖元屬性相同

時要予以合併  

(5)圖幅接邊：包含

圖形錯動及屬性不

相同等  

自行產

製  

賴○○  

盧○○  

馮○○  

內業檢查，檢核

項目(1)至(5)為

全數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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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核內容  
資料來

源  

主要檢查

人  
檢核方式說明  

(6)合理性檢查：針

對省道等級以上道

路、一般鐵路、高

速鐵路及捷運（含

輕軌）資料進行完

整性及連續性查

核。  

甲、省道等級以上

道路（以道路編號

為抽驗單元），以參

考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道路類別圖層等

資料，檢查其坵塊

屬性、邊界與相對

應正射影像是否合

理。乙、一般鐵

路、高速鐵路及捷

運（含輕軌）資

料，以參考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鐵路及

捷運類別圖層等資

料，檢查其坵塊屬

性、邊界與相對應

正射影像是否合理  

GIS 成

果及數

量檢核  

(1)幾何檢查：包含

坵塊重疊、重複、

自我交錯、過於破

碎、坵塊與屬性鍊

結不正確等  

(2)屬性檢查：包含

自行產

製  

林○○  

林○○  

馮○○  

以 IMAP 程式開

啟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成果，成果

於交付監審廠商

及機關查驗前，

全數成果均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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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核內容  
資料來

源  

主要檢查

人  
檢核方式說明  

欄位值定義有誤、

遺漏及含空格值等  

(3)相鄰圖元：檢查

相鄰圖元屬性相同

時要予以合併  

(4)圖幅接邊：包含

圖形錯動及屬性不

相同等  

(5)屬性欄位值內容

檢查：檢查

SHPNAME、

DATATIME、

IMTIME、

MDDI_ORG、

OMDDI_ORG、

ODATATIME、

OTYPE 等屬性欄位

值是否依規定填寫  

IMAP 程式檢核

無誤後再行提交  

總檢查人 : 專案經理  賴○○、巫○○  

第二節 自我檢核項目及方式 

一、 取得圖資套疊檢核 

1、檢查項目： 

(1)是否完整無缺漏(特別是地段地籍圖) 

(2)坐標系統是否為 TWD97 

(3)是否可讀取(特別是正射影像) 

2、檢查數量: 

檢查項目(1)至(3)為全數檢查。 

3、檢查方式：內業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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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過標準： 

無，如有不符則建請機關再提供正確圖資。 

二、 圖資預處理成果檢核 

1、檢查項目： 

(1)與電子地圖道路與水系是否一致 

(2)與地籍圖套合是否吻合 

2、檢查數量： 

檢查項目(1)至(2)為全數檢查 

3、檢查方式：內業檢查 

4、通過標準： 

檢查項目(1)至(2)應全部合格。如有發現之缺失立即

進行全面修訂。自我檢核表格如表 3-2，如有缺失，則標註

在圖檔上，提供給原作業人員修訂，如圖 3-1。 

表 3-2 圖資預處理自我檢核表 

 

 

圖 3-1 圖資預處理自我檢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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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業編輯成果合理性及完整性檢核 

1、檢查項目： 

(1)與外業調查圖是否一致 

(2)欄位定義有誤、遺漏及含空值 

(3)圖幅接邊是否有圖形錯動及屬性不同 

(4)影判區是否正確引用圖資 

(5)METHOD 是否正確填寫 

(6)是否通過 IMAP 檢核程式 

2、檢查數量： 

檢查項目(2) (3) (6)為全數檢查，檢查項目(1) (4) (5)為

每批次交付成果抽檢 20%~30%，單圖幅抽查 20 點以上。 

3、檢查方式：內業檢查 

4、通過標準： 

檢查項目(2) (3) (6)應全部合格。檢查項目(1) (4) (5)檢

查正確率達 90％以上視為檢核合格，已發現之缺失立即進

行全面修訂。自我檢核表格如表 3-3，如有缺失，則標註在

圖檔上，提供給原作業人員修訂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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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內業編輯成果合理性及完整性檢核自我檢核表 

序

號 
圖號 

內業自主查核總表 合格

(90%) 

（Y/N） 

檢核人員 
點數 合格 不合格 

1 95211077 20 19 1 Y 許○○ 

2 95211093 20 20 0 Y 許○○ 

3 95214065 20 20 0 Y 林○○ 

4 95214089 20 18 2 Y 許○○ 

5 95211088 20 19 1 Y 林○○ 

6 95214045 20 20 0 Y 林○○ 

7 95214069 20 19 1 Y 許○○ 

8 95211081 20 18 2 Y 林○○ 

9 95211083 20 18 2 Y 許○○ 

10 95211084 20 19 1 Y 許○○ 

合計 200 19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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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圖編修自主檢核表 

計畫名稱：112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第 2 作業區 

作業人員 許○○ 檢核人員 許○○ 圖號 95214069 日期 10.16 

檢查項目 合格 不合格 備註 

1.與外業調查圖是否

一致? 
V   

2.欄位值定義有誤、遺

漏及含空格值? 
V   

3.圖幅接邊是否有圖

形錯動和屬性不同? 
V   

4.影判區是否正確引

用圖資? 
V   

5.METHOD 是否正確

填寫? 
 V 10.19 修正 

6.是否通過 IMAP 檢

核程式? 
V   

修正前 修正後 

  

圖 3-2 成圖編輯自主檢核修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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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業調查屬性正確性檢核 

1、檢查項目： 

外業調查人員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將內業判釋人員無法辨別

的區域補正，並且逐一檢查其他已完成的區域是否完整調繪。

因此，本項檢核採外業現地調查，以滾動式抽驗的方式進行，

並輔以判釋有困難之地區進行檢核，確認外業調查之工作確實

完成，外業查核工作由外業組長洪祥盛和張淯華負責督導以落

實外業調查成果可靠度。 

2、檢查數量： 

每批次交付成果抽檢 15%~20%，單圖幅抽查 20 點以上，

如表 3-4 和表 3-5。 

3、檢查方式： 

首先於內業編輯時，進行檢視，有無缺漏、和影像不符合

或調查不清楚之現象，再以外業人工抽查的方式進行，查核

方式如下： 

(1).針對個別調查人員採初期查核 100%抽驗。 

(2).滾動式抽驗調查成果及圖幅接邊抽驗 

(3).抽驗結果須改善之作業人員加強教育訓練及品管。 

(4).針對初期查核不合格、教育訓練後再檢驗又無法通過作業

人員暫停其調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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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外業調查自我檢核總表 

序號 圖號 
外業自主查核總表 合格(90%) 

（Y/N） 點數 分類錯誤 界線錯誤 

1 95214100 20 1 0 Y 

2 95211072 20 1 0 Y 

3 95211082 20 1 0 Y 

4 95214080 20 0 1 Y 

5 95214065 20 0 1 Y 

6 95214099 20 1 0 Y 

7 95214070 20 1 0 Y 

8 95211092 20 1 0 Y 

9 95214069 20 1 0 Y 

10 95214068 20 1 0 Y 

合計 200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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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外業調查自我檢核錯誤說明表 

圖號：95214100 

查核點 錯誤說明 現況照片 

1 

土地代碼錯

誤，整體使用

為醫療保健 

修正前：

050303 

修正後：

060300 

 

圖號：95211082 

查核點 錯誤說明 現況照片 

1 

土地代碼錯

誤，招牌老舊

無營業跡象 

修正前：

050101 

修正後：

050500 

 

錯誤修正方式 

外業查核人員直接在外業調查圖上進行補

正，並與內外業人員確認錯誤情形，成圖編修

成果以外業查核人員查核補正結果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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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檢核 

1、檢核項目： 

(1)是否有依據作業原則 

(2)幾何檢查：包含坵塊重疊、重複、自我交錯、過於破碎、

坵塊與屬性鍊結不正確等 

(3)屬性檢查：包含欄位值定義有誤、遺漏及含空格值等 

(4)相鄰圖元：檢查相鄰圖元屬性相同時要予以合併 

(5)圖幅接邊：包含圖形錯動及屬性不相同等 

(6)合理性檢查：省道以上道路及鐵路、捷運、輕軌是否有

連續 

2、檢核數量： 

檢核項目(1)至(5)為全數檢核，(6)抽檢數量 10% 

3、檢核方式：內業檢查，如表 3-6 所示。 

表 3-6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鄉鎮市區)自主檢核表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整合作業 3 級(鄉鎮市區)自主檢核表 

計畫名稱：111 年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第 2 作業區) 

作業

人員 
許○○ 檢核人員 盧○○ 

鄉鎮

市 

彰化縣 

鹿港鎮 
日期 112.02.14 

檢查項目 合格 不合格 備註 

1.是否消除分幅線 V   

2.是否有通過幾何檢

查 
V  

 

3.欄位值定義是否有

誤、遺漏及含空格

值 

V  

 

4.圖元屬性相同時要

予以合併 
V  

 

5.圖幅接邊是否有圖

形錯動和屬性不同 
V  

 

6 省道以上道路及鐵

路、捷運、輕軌是

否有連續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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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GIS 成果及數量檢核 

1、檢核項目： 

(1)幾何檢查：包含坵塊重疊、重複、自我交錯、過於破碎、

坵塊與屬性鍊結不正確等。 

(2)屬性檢查：包含欄位值定義有誤、遺漏及含空格值等。 

(3)相鄰圖元：檢查相鄰圖元屬性相同時要予以合併。 

(4)圖幅接邊：包含圖形錯動及屬性不相同等。 

(5)屬性欄位值內容檢查：檢查 SHPNAME、DATATIME、

IMTIME、MDDI_ORG、OMDDI_ORG、ODATATIME、

OTYPE 等屬性欄位值是否依規定填寫。 

2、檢核數量： 

檢核項目(1)至(5)為全數檢核 

3、檢核方式： 

以 IMAP 程式開啟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成果於交付

監審廠商及機關查驗前，全數成果均透過 IMAP 程式檢核

無誤後再行提交。 

檢核項目包括： 

(1)點線微距、相交檢核。 

(2)多邊形檢核。 

(3)分幅土地分類代碼檢核。 

(4)跨幅土地分類代碼檢核。 

(5)分幅接框檢核。 

(6)鄰幅接邊檢核。 

(7)屬性欄位空值。 

(8)單一值屬性欄位檢核。 

(9)分類代碼與林業保育署 OTYPE 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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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 IMAP 檢核程式可進行檢核之內容，如圖 3-3 所示。 

 

圖 3-3 IMAP 檢核程式示意圖 

每幅成果均逐一執行 IMAP 程式檢核，若圖資檢核有誤，

資料檢核視窗將列出發生之錯誤型態，必需逐一修正至檢核視

窗未出現錯誤為止，檢核通過畫面如圖 3-4 所示。 

 

圖 3-4 IMAP 程式檢核無誤畫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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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監審廠商查驗結果 

今年區分 2 階段，交付監審廠商進行圖資預處理、外業調查、成

圖編修等查驗作業，各項作業項目成果由監審廠商以抽檢方式辦理，

查驗合格率達 90%方為通過，本案各階段作業項目交付監審廠商查驗

結果如表 3-7~表 3-10 所示。 

表 3-7 112 年圖資預處理檢查結果 

階

段  

抽驗比

例  

提送

數量  

應抽

數量  

實抽

數量  

通過

數量  

不合格

數量  
合格率  

6 
2% 

615 13 14 14 0 100% 

7 513 11 11 11 0 100% 

表 3-8 112 年影像判釋及參考森林資源調查成果檢查結果 

階

段  

抽驗比

例  

提送

數量  

應抽

數量  

實抽

數量  

通過

數量  

不合格

數量  
合格率  

6 5%(影判

面積 50%

以上抽驗 ) 

615 18 20 20 0 100% 

7 513 21 21 21 0 100% 

表 3-9 112 年外業檢查結果 

階

段  

抽驗比

例  

提送

數量  

應抽

數量  

實抽

數量  

通過

數量  

不合格

數量  
合格率  

6 
8% 

615 50 50 50 0 100% 

7 513 42 42 42 0 100% 

表 3-10 112 年合理性檢查結果 

階

段  

抽驗比

例  

提送

數量  

應抽

數量  

實抽

數量  

通過

數量  

不合格

數量  
合格率  

6 
7% 

615 44 44 43 1 97.7% 

7 513 36 36 36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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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成本分析 

第一節 成本合理性分析 

本團隊依據土地利用分類 13 點作業原則，辦理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分類，可知第 1 點為本案最高指導原則，第 2 點至 5 點為圖資預處

理作業原則，第 6 點至第 11 點為基本分類原則，12 點至 13 點為本

案有關土地利用坵塊外業調查，及影像判釋分界指導原則。這些指導

原則與土地分類系統疑義案例彙編，及監審廠商辦理的教育訓練教材

匯整為本案執行所有工項的依據。 

本年度契約價如表 4-1，經過本年度辦理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維護

更新作業後(前後期土地利用筆數及面積異動如表 4-3~表 4-5)，據以

分析 1)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內外業作業成本，及 2)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成果整合作業成本，，等兩項經費編列分配比例合理性如下： 

影響作業成本有兩項，一為人事成本、出差食宿和交通成本，與

109、110 年作業比較增加約 7%(受持續性通貨膨脹因素影響作業成

本，薪資、交通、保險約年增 5%~8%；食宿成本等年增約 10%~15%)；

二為作業區數量筆數多寡，及是否坐落於內政部分工區內，由表 4-3~

表 4-5 作業筆數變化可知 112 年度作業筆數降低了 28,533 筆(減少約

5.4%)，但對於外業調查及資料檢核工項而言並不受影響(雖然減少，

但不管土地是否有異動，每筆土地仍需現場踩踏務實調查，因此外業

調查工項成本，在薪資、交通、保險及食宿成本影響最大)，但對內業

圖資預處理、內業判釋工項及成果編修工項則受一高一低互相抵消下

有成本逐漸下降(約 3%)趨勢。 

因此，綜整以上分析，調高外業調查及資料檢核工項約 7%單價

並降低圖資預處理及成果編修 3%單價，其他維持不變，以符合內業

實際作業成本。調整後各工項成本合理支出詳表 4-2。調整後總價

19,731,626 比起合約總價 18,974,989 增加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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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12 年度契約各工作項目報價及各工項占比 

項目 
單

位 

數量 單價(元) 總價(元) 

占比 內政部

分工區 
補調繪區 影判區 

內政部

分工區 
補調繪區 影判區 

內政部分

工區 
補調繪區 影判區 

一、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作業                        

(一)圖資預處理 幅 283 392  453  1,172  937  391  331,676  367,304  177,123  4.9% 

(二)內業判釋 幅 283  392  453 1,953  1,953  2,148  552,699  765,576  973,044  12.8% 

(三)外業調查 幅 283  392  453 18,062  12,223  195  5,111,546  4,791,416  88,335  55.9% 

(四)成果編修 幅 283  392  453 3,905  2,343  976  1,105,115  918,456  442,128  13.8% 

(五)資料檢核及詮

釋資料 
幅 283  392  453 4,393  2,343  195  1,243,219  918,456  88,335  12.6% 

合計 17,874,428 

二、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成果 (海域部

分)整合作業 

式 1 117,301 117,301 

 

三、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成果 (陸域部

分)整合作業 

式 1 697,100 697,100 

 

四、各式報告 式 1 234,415  234,415  

五、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相關統計報表

等 

式 1  51,745  51,745 

 

112 年度合計 18,974,989 

表 4-2 112 年度契約完工後各工項成本合理支出占比 

項目 
單

位 

數量 單價(元) 總價(元) 

占比 內政部

分工區 
補調繪區 影判區 

內政部

分工區 
補調繪區 影判區 

內政部分

工區 
補調繪區 影判區 

一、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作業                        

(一)圖資預處理 幅 283 392  453  1,137  909  379  321,726  356,285  171,809  4.6% 

(二)內業判釋 幅 283  392  453 1,953  1,953  2,148  552,699  765,576  973,044  12.3% 

(三)外業調查 幅 283  392  453 19,326  13,079  209  5,469,354  5,126,815  94,518  57.4% 

(四)成果編修 幅 283  392  453 3,788  2,273  947  1,071,962  890,902  428,864  12.8% 

(五)資料檢核及詮

釋資料 
幅 283  392  453 4,701  2,507  209  1,330,244  982,748  94,518  12.9% 

合計 18,631,065 

二、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成果 (海域部

分)整合作業 

式 1 117,301 117,301 

 

三、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成果 (陸域部

分)整合作業 

式 1 697,100 697,100 

 

四、各式報告 式 1 234,415  234,415  

五、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相關統計報表

等 

式 1  51,745  51,745 

 

112 年度合計 19,73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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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成果統計分析 

本案依作業方式，分別統計內政部分工區、補調繪區和影判區，

112 和 110 年異動之情況，依土地類別統計坵塊筆數，及坵塊面積異

動情形，詳細說明如下： 

內政部分工區：112 年總作業面積與 110 年度作業面積一

致為 277,368 公頃，112 年度總坵塊筆數由 110 年度 29,992 筆

降低為 28,650 筆，減少 6,920 筆；由表 4-4 得知，其中異動量

最大為其他利用土地，坵塊筆數減少 1,342 筆，坵塊面積增加

1,003.1 公頃，坵塊筆數減少，因整併小面積坵塊，故會有筆數

減少而面積增加之情形；農業、森林和水利利用土地面積減少，

經查多數為旱田荒廢為未使用地，如表 4-3 案例 1；而森林用

地減少，則多數為待成林改變為崩塌地，如表 4-3 案例 2；河

道範圍則依正射影像數化，以致於灘地或草生地面積增加，水

利用地減少，如表 4-3 案例 3 所示。 

補調繪區：112 年總作業面積與 110 年度作業面積一致為

277,368 公頃，112 年度總坵塊筆數由 110 年度 391,964 筆降低

為 379,704 筆，減少 12,260 筆；由表 4-5 得知，異動量最大為

農業利用土地，坵塊筆數減少 4,284 筆，坵塊面積減少 1,103.28

公頃，其次為其他利用土地，坵塊筆數減 3,133 筆，坵塊面積

減少 947.78 公頃，經查多數為前期影判果園，今年外業判釋

為竹闊混淆林，如表 4-3 案例 4；多數草生地面積減少，待成

林地面積增加，如表 4-3 案例 5；河道範圍則依正射影像數化，

河川面積增加，如表 4-3 案例 6 所示。 

影判區：112 年總作業面積與 110 年度作業面積一致為

319,919 公頃，112 年度總坵塊筆數由 110 年度 45,949 筆降低

為 36,596 筆，減少 9,353 筆；由表 4-6 得知，異動量最大為其

他利用土地，坵塊筆數減少 6,358 筆，坵塊面積增加 3,365.7 公

頃，其次為森林利用土地，坵塊筆數減少 2,716 筆，坵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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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839.39 公頃，而面積增加之情形，經查多數為森林利用

土地因林地崩塌而面積增加，如表 4-3 案例 7；河道範圍則依

正射影像數化，以致於灘地或草生地面積增加，水利用地減少，

如表 4-3 案例 3 所示。 

表 4-3 112 年度及 110 年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異動情形案例 

案例 110 年成果 112 年成果 

1 

 
坵塊代碼：010102_旱田 

 
坵塊代碼：090501_未使用地 

2 

 
坵塊代碼：020600_待成林 

 
坵塊代碼：090302_崩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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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0 年成果 112 年成果 

3 

 
坵塊代碼：040101_河川 

 
坵塊代碼：090301_灘地 

4 

 
坵塊代碼：010103_果園 

 
坵塊代碼：020402_竹闊混淆林 

5 

 
坵塊代碼：090200_草生地  

坵塊代碼：020600_待成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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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0 年成果 112 年成果 

6 

 
坵塊代碼：090200_草生地 

 
坵塊代碼：040101_河川 

7 

 
坵塊代碼：020200_闊葉林 

 
坵塊代碼：090302_崩塌地 

表 4-4 112 及 110 年內政部分工區異動情形統計表 

序 
土地 

類別 

112 年度 110 年度 

異動數(筆) 

(A-C) 

異動面積(公頃) 

(B-D) 

坵塊 

數量(筆) 

(A) 

坵塊面積 

(公頃) 

(B) 

坵塊 

數量(筆) 

(C) 

坵塊面積 

(公頃) 

(D) 

1 
農業利用

土地 
27,822  12,641.74  30,827 12,768.18  -3,005 -126.44  

2 
森林利用

土地 
28,220  234,619.68  32,562 235,522.48  -4,342 -902.81  

3 
交通利用

土地 
4,035  2,023.51  3,830 1,905.45  205 118.05  

4 
水利利用

土地 
7,161  11,943.51  6,424 12,289.61  737 -346.09  

5 
建築利用

土地 
12,841  1,183.91  12,354 1,119.78  487 64.13  

6 
公共利用

土地 
1,346  324.84  1,158 315.66  188 9.18  

7 
遊憩利用

土地 
643  268.73  520 200.96  123 67.77  

8 
礦鹽利用

土地 
57  313.96  28 200.85  29 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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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土地 

類別 

112 年度 110 年度 

異動數(筆) 

(A-C) 

異動面積(公頃) 

(B-D) 

坵塊 

數量(筆) 

(A) 

坵塊面積 

(公頃) 

(B) 

坵塊 

數量(筆) 

(C) 

坵塊面積 

(公頃) 

(D) 

9 其他利用

土地 
28,650  14,049.01  29,992 13,045.91  -1,342 1,003.10  

合計 110,775 277,368.89   117,695 277,368.89  -6,920  

表 4-5 112 及 110 年補調繪區異動情形統計表 

序 
土地 

類別 

112 年度 110 年度 

異動數(筆) 

(A-C) 

異動面積(公頃) 

(B-D) 

坵塊 

數量(筆) 

(A) 

坵塊面積 

(公頃) 

(B) 

坵塊 

數量(筆) 

(C) 

坵塊面積 

(公頃) 

(D) 

1 
農業利用

土地 
141,650  58,753.19  145,934  59,856.47  -4,284 -1,103.28  

2 
森林利用

土地 
32,012  75,188.28  37,668  74,278.24  -5,656 910.04  

3 
交通利用

土地 
10,766  6,665.82  10,496  6,445.98  270 219.84  

4 
水利利用

土地 
18,967  35,862.11  17,741  35,316.13  1,226 545.98  

5 
建築利用

土地 
125,526  10,542.15  126,584  10,467.05  -1,058 75.10  

6 
公共利用

土地 
4,584  3,369.24  4,260  3,220.77  324 148.48  

7 
遊憩利用

土地 
2,363  1,430.89  2,322  1,338.93  41 91.96  

8 
礦鹽利用

土地 
92  493.84  82  434.18  10 59.66  

9 其他利用

土地 
43,744  8,402.95  46,877  9,350.73  -3,133 -947.78  

合計 379,704  200,708.46   391,964 200,708.46  -1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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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112 及 110 年影判區異動情形統計表 

序 
土地 

類別 

112 年度 110 年度 

異動數(筆) 

(A-C) 

異動面積(公頃) 

(B-D) 

坵塊 

數量(筆) 

(A) 

坵塊面積 

(公頃) 

(B) 

坵塊 

數量(筆) 

(C) 

坵塊面積 

(公頃) 

(D) 

1 
農業利用

土地 
134  39.76  186  90.44  -52  -50.69  

2 
森林利用

土地 
11,810  274,663.69  14,526  277,503.66  -2,716  -2,839.97  

3 
交通利用

土地 
21  6.88  15  2.89  6  3.99  

4 
水利利用

土地 
2,313  14,176.21  2,568  14,656.06  -255  -479.85  

5 
建築利用

土地 
27  1.31  5  0.76  22  0.55  

6 
公共利用

土地 
22  0.55  22  0.28  0  0.27  

7 
遊憩利用

土地 
0  0.00  0  0.00  0  0.00  

8 
礦鹽利用

土地 
2  2.81  2  2.81  0  0.00  

9 其他利用

土地 
22,267  31,028.18  28,625  27,662.48  -6,358  3,365.70  

合計 36,596 319,919.38 45,949 319,919.38 -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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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檢討與建議 

第一節 作業檢討 

本團隊自 109 年開始，執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

維護作業，今年是第 4 年執行，本團隊已累積豐富的作業經

驗，和儲備優秀的品質檢核員，和內外業人力，於本案作業

期間如期如質，交付各項成果，並通過監審廠商查驗，而今

年外業調查監審廠商查驗合格率達 100%，證明本團隊制定

的管理模式確實有效達到本案作業成果和品質。 

本團隊依據第參章資料檢核及品質管控作業，內外業執

行至今已符合本案成果品質要求，但為因應今年監審廠商提

出，內業自動化查核檢查重點，本團隊亦建立一套內業自動

化檢核機制，以符合雙方成果查驗標準一致，本案自動化查

核標準，依據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參考資料，如第貳章表 2-

6，以下提出本團隊內業自動化檢核機制說明： 

一、 森林利用土地自動化查核：依據林業保育署森林資

源調查成果，套疊國土成果，比對土地類別是否有

引用錯誤，或資料獲取方式有誤植情形。 

(一)自動化篩選條件： 

1.非林業保育署法定範圍,METHOD≠2 

2.林業保育署法定範圍： 

TypeName≠LCODE_3,METHOD=2 

TypeName=LCODE_3,METHOD=0 

(二)執行自動化程式結果示意圖，如圖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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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森林利用土地自動化查核畫面示意圖 

二、 交通利用土地自動化查核：依據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圖層(ROAD、RAIL、HSRAIL、MRT、ROADA、

HROADA、RAILA、HSRAILA、LRTA)套疊國土成

果，比對幾何和屬性是否合理。 

(一)自動化篩選條件： 

LCODE_3=030501=HROAD,HROADA 

LCODE_3=030502=ROAD,ROADA 

LCODE_3=030503=HROAD,HROADA 

LCODE_3=030301=HSRAIL,HSRAILA 

LCODE_3=030201=RAIL,RAILA 

(二)執行自動化程式結果示意圖，如圖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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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交通利用土地自動化查核畫面示意圖 

三、 水利利用土地自動化查核：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水利

規劃分署區域排水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圖層

((RIVERL、RIVERA、WATERA、COASTLINE)套

疊國土成果，比對幾何和屬性是否合理。 

(一)自動化篩選條件： 

1.LCODE_3=040101=河川_水規署 

LCODE_3=040104=排水_水規署 

2.LCODE_3=040101= RIVERL(9510101) 

LCODE_3=040104= RIVERL(9510106) 

3.LCODE_3=040201,040202,040203=WATERA 

(二)執行自動化程式結果示意圖，如圖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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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交通利用土地自動化查核畫面示意圖 

四、 公共利用土地和遊憩利用土地自動化查核：依據臺

灣通用電子地圖圖層(MARK、BLOCK)比對幾何和

屬性是否合理。 

(一)自動化篩選條件：

LCODE_3=060502,060504,060505,060100,060200,06

0300,060400,060600,070102,070103,070101,070302=

MARK 

(二)執行自動化程式結果示意圖，如圖 3-8 所示。 

  



    111 年及 112 年度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更新維護(第 2 作業區)         112 年度工作總報告                                                                                                                                

100 

 

圖 3-8 公共利用土地和遊憩利用利用土地自動化查核畫面示

意圖 

五、 小結：執行內業自動化檢核機制，在交通和水利利

用土地，確實可以找出道路，和河川溝渠分類的系

統性問題，如表 5-1，但在其餘土地類別，以自動化

查核方式找出的疑義點，必須輔以人工方式確認，

國土成果以外業現況調查為主，現況異動情形難以

預料，如以內業方式進行查證，耗時間且無法確認

現況正確與否，內業自動化查核，應以交通和水利

利用土地分類檢核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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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內業自動化查核案例 

修正前：030502_省道 修正後：030504_一般道路 

  

修正前：040104_溝渠 修正後：040101_河川 

  

針對 111 年監審廠商查驗內業合理性檢查，本團隊合格

率達標但相對偏低的情形，今年因應此情況將合理性查核，

納入內外業教育訓練重點，並執行內業自動化檢核機制，有

效提升內業成果品質，降低系統性錯誤發生，與 111 年比較，

今年大幅提升合理性檢查的合格率，達到本案要求成果品質，

查驗結果比對表，如表 5-2。 

表 5-2 111 和 112 年監審廠商內業查驗結果比對表 

年度 
查驗 

項目 

抽驗

比例 

提送

數量 

應抽

數量 

實抽

數量 

合格

數量 

不合格

數量 
合格率 

111 合理性

檢查 

5% 1,161 58 61 56 5 91.8% 

112 7% 1,128 80 80 79 1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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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隊制定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流程，均如期如質完成各

項成果交付，且順利通過監審廠商和國土測繪中心抽驗，證

明本團隊制定的管理模式和查核機制，確實在本案發揮有效

價值，以下說明本團隊執行本案的具體作法： 

掌握外業人員出勤紀錄，有效管理外調產出成果品質 

自 110 年開始，外業人員現場使用 App 出勤打卡鐘制

度，嚴格要求外業人員出勤一定要詳實打卡(否則不給付

該幅圖費用)，紀錄當天作業時間和地圖坐標位置並即時

回傳在雲端。 

外業查核人員則依據外業人員打卡紀錄的出勤紀錄

及 GPS 定位，推估該圖幅坵塊數量及作業人員經驗應有

作業時間是否合理，並依序決定抽查的圖幅位置及落點

檢核數量，一旦發現有異狀，將會即刻召回該外業人員暫

停作業並檢討改善，直至改善為止，這對於管理外業人員

產出成果品質有極大效益。 

不定期抽檢內業人員成果編修，有效管理成圖品質 

內業查核人員不定期抽檢每位量產內業員產出之圖

幅，針對影像判釋和成圖編修進行抽樣檢查，如發現作業

員觀念有不一致之情形，會召集所有內業編修人員再次

觀念校正避免發生系統性問題，或不定期由查核小組進

行一對一作業輔導，掌握內業影像判釋原則一致性、土地

坵塊邊界合理性、內外業成果一致性等，有效管理成圖品

質。 

獨立內外業品質查核員，嚴格把關成果品質 

內外業獨立設置不量產檢核人員共 8 位，以滾動式查

核機制抽檢作業人員品質，如果品質成果合格率＜90%，

則退回給量產作業員，確實改正後再重新提送查核，確保

量產作業人員觀念及產出品質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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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內外業獎懲機制，提高作業效率和成果品質 

今年因 7~9 月颱風季節影響下，必須在 8 月開始實施

趕工計畫，本團隊為提升內外業人員士氣，另外發放工作

績效獎金，以鼓勵作業人員不分晝夜加緊趕工之辛苦，配

合每年固定實施責任獎勵制度，依階段審驗結果發放責

任獎金多寡，提升每一位作業人員對工作的細心度及責

任感，在獎勵機制實施結果，對內外業產出的成果皆能達

到預期品質要求，但如果查驗不合格也會扣除該員之績

效獎金，避免作業人員投機之心態。外業人員也因雨季無

法正常出勤，在假日期間也不分晝夜進行現況調查，本團

隊也同意給予趕工加班費以配合如期如質的將成果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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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業建議 

感謝監審廠商及國土測繪中心各位先進長官給予本團

隊作業指導，未來將秉持此良好作業模式不懈怠下，繼續努

力精進。 

本案執行期間有下列事項提出建議： 

建議將第 3 階段和第 7 階段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陸

域部分)整合作業成果合併於第 5 階段和保固期間辦理 

因 109 和 110 年為第 1 次辦理全臺灣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成果整合作業，當時尚未建立作業流程和開發程式，需

要較長的作業時間摸索，和確認成果正確與否，目前執行

成果整合作業已有豐富經驗，故不需要分階段處理整合

圖資，建議於第 5 階段和保固期間一併作業，避免不必要

的重複作業模式。 

建議調整第 2、6 階段和第 3、7 階段交付時間，以利監審

廠商查驗 

111 和 112 年開始調整為區分 2 階段成果繳交，相較

往年區分 3 階段成果繳交時程有所不同，第 2、6 階段交

付時間訂定 8 月 15 日，第 3、7 階段交付時間 11 月 15

日，111 年啟動作業約在 3 月底，本團隊加派人力趕工，

是可以達成在契約內如期交付成果，但監審廠商約需 2~3

周的查驗時間，為考量維持本案成果品質和監審廠商查

驗時間，建議應調整第 2、6 階段交付時間為 9 月 1 日，

第 3、7 階段交付時間為 12 月 1 日，才能預留充足時間

給監審廠商查驗成果品質。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段 497號 4樓 

網址：https://www.nlsc.gov.tw 

總機：（04）22522966 

傳真：（04）22592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