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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 AI、5G、大數據技術快速發展，政府推動國土空間資訊發展升級，

以落實智慧國土等多元智慧應用，需要高品質及高維度的空間資料作為基礎，

配合 NGIS2.0中長程計畫，建置 3D 國家底圖及基礎資料庫更是智慧政府行動

方案中「以 GIS 國土空間資料庫提供決策參據」的首要推動措施。 

空間資料因應近年科技快速發展，對具備高可用性、高精度及高更新頻率

之圖資需求日殷。多維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以下簡稱一千分之一地形圖)雖圖資

內容細緻度及精度極高，惟建置更新所需作業時程長、經費龐大，全面更新成

本太高，需要研議提升更新頻率以更快速更新方式以符合大眾使用期待。 

多維度空間資訊基礎圖資，為自 112年起，以「第 1 年航拍取像，第 2 年製

圖建模」圖資測製策略展辦工作，重新測製全臺 14 縣市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及建

置各類三維圖資，相關成果可提升國家底圖在都市地區之細緻度及充實三維國

家底圖，以供政府推動或研擬各項政策所需基礎圖資。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

程更新策略探討之試作及驗證結果為「112 年及 113 年多維度空間資訊基礎圖資

監審工作採購案（第 2 作業區）」之 113 年度工作項目，考量全面更新之圖資測

製工作外，本年度應依循 112年度之盤點規劃行政流程更新策略，執行圖資更新

的試作與驗證，探討在未全面更新之地區遇到重要地物有變動時，是否能以規

劃之流程機制蒐集資料，就變動處對圖資進行更新。延續 112年度之盤點機關、

圖資來源，選擇臺中市局部及彰化縣區域試作更新並分析驗證結果，在符合

「一千分之ㄧ數值航測地形圖測製作業規定」相關規範之前提下，協調各機關

或單位取得可輔助圖資更新作業之可行性。 

關鍵字：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行政流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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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I, 5G, and big data technologies, Taiwan is promoting 

the upgrade of spatial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to implement various applications. 

High-quality and high-dimensional spatial data are needed, aligning with the NGIS 2.0 

project. The 3D base map and basic database is a crucial initiative in the "GIS database 

as a basis for decision-making" action plan of the smart government. 

Spatial data,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 recent years, requires maps with 

high availability, accuracy, and update frequency. Although the 1:1,000 base map has 

high content detail and accuracy, the long schedule and high cost for comprehensive 

updates. There is a need to explore strategies to increase the update frequency for a more 

cost-effective approach. 

Taiwan 3D MAP have been under development since 2023, following a strategy of 

"aerial photography in the 1st year, mapping and modeling in the 2nd year." This 

strategy involves the mapping of 1:1,000 base maps and 3D maps for all 14 counties in 

Taiwan. The maps enhance the detail of the base map in urban areas and enrich the 3D 

map for government initiatives and policy development. This report is a work for the 

“2023 and 2024  the Taiwan 3D MAP Supervision Project (2nd Zone)." The report is to 

integrate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data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update strategy  

pilot testing and validation results form part of the 2024 tasks. In addi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map updating work, this year's tasks will  follow the 2023 inventory to 

plan an administrative process updating strategy, execute pilot tests, and validate  the 

map update process.The goal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lanned process mechanism 

can be used to collect data and update the maps. 

 

Key word: 1:1,000 base maps, Administrative Process Updat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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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ㄧ章、前言 

壹、緣起 

多維度空間資訊基礎圖資，為自 112年起，以「第 1 年航拍取像，第 2 年製

圖建模」圖資測製策略展辦工作，重新測製全臺 14 縣市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及建

置各類三維圖資，相關成果可提升國家底圖在都市地區之細緻度及充實三維國

家底圖，以供政府推動或研擬各項政策所需基礎圖資。隨著資訊與通訊技術的

發展，圖資來源廣度與時效性大幅提升。其中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細緻且豐富圖

面資訊，有都市計畫、公共管線與防救災等應用價值，惟現今區域發展與變遷

迅速，且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置成本與時間花費均高，較難以契合使用者之各

種需求。目前若透過整合各政府單位既有資料方式，納入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建

置之參考，預期可大幅提升時效性與應用價值。 

從資料角度層面，考量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圖面豐富細緻且測製精度高，了

解各政府單位可供蒐集之資料特性為重要過程。基於資料格式異質性高，需全

面判讀資料是否具有空間幾何（點、線、面），或可透過轉製方式展繪地理位置

（坐標、地址、地號等文字檔地理訊息）。此外，不同產製單位於地物繪製準則

與方式差異，會出現不同繪製成果，如河川中線與河川範圍等差異，抑或是資

料精度不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需求等情形。 

112 年「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程更新策略探討之先期規劃及資料盤點等分

析」研究中經由探討既有資料權責單位、更新方式，據此研擬相對應的資料蒐

集策略並擇定試辦區域，於本報告中則以實際執行面，由資料取得至資料處理

與更新過程中可能遭遇困難，撰寫實證分析報告，釐清蒐集資料之特性，以作

為是否納入行政流程更新圖層內容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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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預期目標 

一、建立相關測製圖資之蒐集控管與篩選模式 

        考量各測製圖資建置單位、類型多元，須透過各政府單位聯絡、網頁資

料蒐集等方式以取得實驗資料，如公開資料須透過一千分之一圖層關鍵字、

檔案格式、建置單位階層篩選方式取得可用資訊；測製圖資如工程圖資、建

物測量成果需要先行聯絡各主管單位取得資料，並建立相關篩選模式。取得

資料後建立一控管方式以利未來使用。 

二、建立不同圖資格式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方式 

        不同格式須建立相對應更新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方式，如原始資料為具

有地理空間資訊（如 SHP、DXF、DWG 等檔案），則可進一步確定是否有坐

標系統、坐標系統是否一致，若無坐標系統或坐標系統不一致，則須釐清其

坐標系統為何，並轉換成相同坐標系統後，即可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如

原始資料為紙圖掃描檔、影像檔，則需要透過地理定位與數化，方可進行後

續更新流程。透過舊版次地形圖與上述圖資比對分析，即可以篩選更新之圖

層，此外，考量不同單位圖資其測製定義與原則可能不同，故亦須確認定義

一致性，以確保圖資可用性。 

三、分析試辦區圖資試作與驗證成果，評估未來可納入更新流程之可行性 

  藉由上述處理完畢圖資，套疊至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確認其完整性（如是

否明顯缺漏資料）、精確性（位置是否明顯偏移），並就資料處理過程中可能

遭遇問題，綜整各項圖資可納入更新流程之可行性與作業過程中面臨的挑戰。 

 

參、試辦區介紹 

依據 112年度報告提及之試辦區選取原則，選取於開放資料平臺中資料相

對多、開放程度較高之臺中市，以及資料相對少、開放程度較低之彰化縣為

試辦區，其中臺中市選取太平區、北屯區、西屯區，共有 550幅，彰化縣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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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縣為試辦區，共有 614幅，如圖 1-1所示。 

本研究選取之臺中市近年來由於都市發展之因素，多處進行大規模重劃

相關工程，致使地物可能有較大之變動，初步對比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套疊正射影像後，北屯區多為已規劃完整街廓之重劃區，故隨時間更迭可能

多為重劃區塊內地物變動，如 2714460圖幅（圖 1-2）；太平區則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為未重劃之狀態，隨時間更迭至今變動地物複雜且眾多，如

2764453圖幅（圖 1-3），相對地彰化縣則無較大規模，如單一建物之地物狀態

變動（圖 1-4）。基於資料可及性、豐富程度與對應地物可能變化之不同樣態，

後續亦探討不同試辦區於各類資料蒐集與更新驗證過程差異。 

 

 

臺中市三區 彰化縣 

圖 1-1、試辦區範圍之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圖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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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臺中市北屯區 2714460圖幅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左）與介接

之正射影像（右） 

     

  

圖 1-3、臺中市太平區 2714460圖幅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左）與介接

之正射影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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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彰化縣 2714460圖幅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左）與介接之正射

影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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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作業歷程 

壹、資料蒐集總覽 

按照 112年度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程更新策略探討之先期規劃及資料盤點

等分析中針對所有多維度圖資圖層的行政流程更新可行性進行盤點成果如表 2-1，

並選定了臺中市三區、彰化縣做為試辦區，針對 112年規劃設計實驗方式以及蒐

集資料執行實驗，蒐集資料類型及目標地物類型盡量多樣以利分析及未來應用。 

表 2-1、112年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圖層分類對應可能資料來源盤點統計前 10項 

可使用更新資料來源 
盤點相關 

圖層數量 
備註 

納入本

次實驗 
備註 

電子地圖地標共同蒐集 118 多為地標點 Y 
試辦區內電子地圖地標

成果比對 

地方各種工程資訊 18 
多為受施工範圍影響之

附屬設施地物 
Y 

盤點後申請相關圖資納

入實驗 

交通部公路總局 17 全台主要道路圖層 Y 
共用電子地圖共同蒐集

之動態圖資更新資料 

經濟部水利署 15 全台主要水利設施圖層 Y 
共用電子地圖共同蒐集

之動態圖資更新資料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2 地區性道路設施圖層 Y 
共用電子地圖共同蒐集

之動態圖資更新資料 

交通部航港局 12 港灣附屬設施圖層 N 本次試辦區無相關資料 

地方工務局 12 地區性設施圖層 Y 
盤點後申請相關圖資納

入實驗 

地方建設局 11 地區性設施圖層 Y 
盤點後申請相關圖資納

入實驗 

國道高速公路局 11 全台主要道路圖層 Y 
共用電子地圖共同蒐集

之動態圖資更新資料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0 全台主要鐵路圖層 Y 
共用電子地圖共同蒐集

之動態圖資更新資料 

 

  



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程更新策略探討之試作及驗證結果 

====================================================================================== 

7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13年 11月 

 

表 2-2、本研究預計取得資料與取得方式 

序號 本研究更新資料來源 取得資料 取得方式 預期成果 

1 建物測量成果圖 圖資 
由國土測繪中心向縣市地政事務

所申請 
更新建物圖層 

2 中央地方各種工程資訊 工程圖資 

由國土測繪中心向縣市工程主管

機關申請、以及電子地圖共同蒐

集之動態圖資更新資料 

更新大型變動區 

3 OPENDATA 各式圖資 網站下載 更新特定圖層 

4 電子地圖地標 圖資 電子地圖成果 更新地標 

5 API介接 圖資 網站下載 更新特定圖層 

6 公共設施管線 圖資 

針對 112年多維度測製廠商公共

設施管線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成

果比對工項成果 

更新公共設施管

線圖層 

7 網路新聞 工程資訊 網路上於試辦區內相關工程新聞 更新大型變動區 

蒐集資料之後，將參考 112年度規劃之資料控管方式針對取得資料進行控管。

如表 2-3與圖 2-1。 

表 2-3、112年度規劃資料控管方式 

控管方式 資料來源 資料取得方式 

以工程新聞案件為控

管主體 

工程會公共工程案件 
確認案件進度後連絡主

管單位 
各機關發布案件資訊、報告書 

各機關發布新聞 

以圖層為控管主體 
OPENDATA 

關注更新時間定期下載

更新 

機關已針對地物控管完整圖資或清冊 連絡主管單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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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多維度行政流程更新方式控管與更新控管表流程 

 

貳、資料蒐集歷程 

基於 112年度規劃之各資料控管與取得方式，及上述資料蒐集總覽，本研究

圖資取得方式管道，除了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共同整理蒐集，以及 Opendata 相關

資料為自行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各單位官網下載外，工程圖資、建物測量

成果，則分別由國土測繪中心向縣市工程單位、縣市地政事務所申請與縣市政

府發文申請，將相關資料轉寄予航遙測學會，並根據不同資料來源設計其控管

清冊。另取得 112年多維度測製廠商於公共設施管線比對成果，作為後續分析基

礎。 

為了解以蒐集之資料更新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可行性，需要舊版次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作為實驗底圖，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取得臺中市太平區、北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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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西屯區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彰化縣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則透過國土測繪中心

向縣市政府取得轉寄予航遙測學會。 

一、 建物測量成果圖 

        建物測量成果圖由國土測繪中心向各地方政府所轄地政事務所代為申請，

申請單位回覆日期、實體資料取得日期以及與申請單位聯絡往返情形如表 2-4。

其中經與臺中中正地政事務所、彰化地政事務所、鹿港地政事務所聯繫，表示

篩選建物測量成果程序須花費較多人力，僅能提供每一鄉鎮一個地籍段建物測

量成果。圖 2-2為建物測量成果經由地理對位後之分布範圍。 

表 2-4、建物測量成果申請與聯絡往返情形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回覆日

期（公文回覆） 

實體資料取得

日期 
與申請單位聯絡往返情形 備註 

臺中市中正

地政事務所 
2024/3/29 2024/6/5 

 3/29：由國土測繪中心取得

公文，須進一步聯絡申請

單位以取得實體資料 

 4/3：聯絡申請單位 

 4/12：已提供各鄉鎮一個地

籍段予申請單位 

 5/20：聯絡申請單位，會再

提供實體資料予國土測繪

中心 

 5/30：聯絡申請單位，尚未

給予國土測繪中心 

 6/5：經國土測繪中心取得

實體資料 

 

臺中市中興

地政事務所 
2024/3/27 2024/5/13 

 3/27：由國土測繪中心取得

公文，須進一步聯絡申請

單位以取得實體資料 

 3/29：聯絡申請單位：承辦

人會傳幾筆資料測試 

 4/1：申請單位提供 DXF檔

（測試）：建物套地籍位

置圖無地理資訊，若要使

用可能要再透過地籍圖地

理對位。 

 4/29：聯絡申請單位：DXF

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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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回覆日

期（公文回覆） 

實體資料取得

日期 
與申請單位聯絡往返情形 備註 

 4/30：申請單位提供試辦區

DXF檔（但都非為 111年

後資料） 

 5/2：聯絡申請單位詢問是

否可提供 111年後資料 

 5/13：申請單位提供 111年

後實體資料 

臺中市太平

地政事務所 
 2024/5/21 

 4/2：申請單位來電，回覆

可使用「建物測量繪圖軟

體」開啟建物測量相關檔 

 4/10：聯絡申請單位：詢問

檔案相關問題（ZJB、

ZPB） 

 5/21：經國土測繪中心取得

實體資料 

2024/4/2以電話

聯絡學會，無

正式以公文回

覆。 

彰化縣彰化

地政事務所 
2024/4/12 2024/5/7 

 3/28：聯絡申請單位，已提

供各鄉鎮一個地籍段予申

請單位 

 5/7：經國土測繪中心提供

實體資料 

 

彰化縣鹿港

地政事務所 
2024/5/2 2024/5/2 

 4/1：聯絡申請單位，已提

供各鄉鎮一個地籍段予單

位 

 5/2：從國土測繪中心取得

實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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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建物測量成果分布範圍與局部圖 

 

二、 工程圖資 

1. 國土測繪中心向各地方政府代為申請 

        利用爬蟲程式清點試辦區中近兩年重大工程清冊、試辦區地方政府官網後，

將盤點資訊提供國土測繪中心，再提供工程圖資清冊由國土測繪中心向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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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代為申請，申請單位回覆日期、實體資料取得日期以及與申請單位聯絡往

返情形如表 2-5，其中大村鄉中正東路 280巷 20弄橋梁新建工程因工程終止契約

並未履行，故無法提供相關工程圖資。 

表 2-5、工程圖資申請與聯絡往返情形 

工程名稱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回覆日期

（公文回覆） 

實體資料取得

日期 
備註 

111年度臺中市水保及

水利設施災害復建工

程_有 2筆 

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 
2024/3/27 2024/3/27  

北屯區廍子溪(大貴段

37地號旁)護岸災後復

建工程 

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 
2024/3/27 2024/3/27  

北屯區崇德十九路延

伸至更生巷 25M計畫

道路開闢工程 

臺中市政府建

設局 
2024/4/1 2024/4/1  

北斗鎮中和社區公園

興建工程 

彰化縣北斗鎮

公所 
2024/4/10 2024/4/10  

彰化市 111年北區路

燈照明養護工程(含搶

修及遷移) 

彰化縣彰化市

公所 
2024/3/26 2024/3/26  

大城鄉都市計畫 1、3

號道路交通號誌工程 

彰化縣大城鄉

公所 
2024/3/26 2024/3/26  

秀水鄉安東村彰水路

一段 238巷 15號前等

4處道路及排水改善工

程 

彰化縣秀水鄉

公所 
2024/3/26 2024/3/26  

花壇鄉灣東路八股四

號橋拓寬等 3案工程 

彰化縣花壇鄉

公所 
2024/3/27 2024/3/27  

臺中市太平區富宜路

雨水下水道 工程(第二

期) 

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 
2024/3/27 2024/3/27  

臺中市西屯區東大路

雨水下水道工程(第一

次修正) 

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 
2024/3/27 2024/3/27  

閒置綠地改造新生—

「南屯細公 7-3簡易

綠美化工程」 

臺中市政府建

設局 
2024/3/28 2024/3/28 

臺中市新建工程處

給檔案 

彰化縣員林市員南路

(H13-5~H13-9)雨水下

水道工程 

彰化縣員林市

公所 
2024/4/1 2024/4/1  

洋子厝溪排水(頭汴埤

制水門至水尾橋下游

彰化縣政府水

利資源處 
2024/4/12 20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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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回覆日期

（公文回覆） 

實體資料取得

日期 
備註 

550m)水岸環境暨河道

整理工程 

秀水鄉安東一排(第二

馬鳴橋上下游)護岸改

建工程 

彰化縣政府水

利資源處 
2024/3/29 2024/3/29  

臺中市旱溪西路自行

車道(新光橋至自由路

橋)建置工程 

臺中市政府觀

旅局 
2024/3/29 2024/3/29  

112年度大坑登山步道

維護工程-1號步道體

訓場優化 

臺中市政府觀

旅局 
2024/3/29 2024/3/29  

大坑風景區東側登山

步道自然生態特色場

景環境營造工程 

臺中市政府觀

旅局 
2024/3/29 2024/3/29  

田尾鄉 112年度公共

路燈修復及裝設工程 

彰化縣田尾鄉

公所 
2024/3/28 2024/3/28  

大村鄉中正東路 280

巷 20弄橋梁新建工程 

彰化縣大村鄉

公所 
2024/3/27 

僅回覆公文，

無提供資料 

工程終止契約並未

履行 

2. 電子地圖共同蒐集工程圖資 

工程圖資除本研究另外申請的項目，電子地圖動態圖資更新每月都針對電

子地圖案控管的工程案件進行參考資料蒐集，原需要與不同各單位接洽連繫，

為避免重複聯絡，該資料經國土測繪中心內部協調後，同意本案得使用電子地

圖案由國土測繪中心自行蒐集的資料，故本研究不需再針對相同單位再度申請，

未來也可每月與電子地圖動態圖資更新共同蒐集，本研究蒐集 112年度電子地圖

動態圖資更新試辦區中的資料範圍與清冊如圖 2-3 與表 2-6。由於電子地圖動態

圖資更新案件列表中，存有第三方回饋電子地圖錯誤之相關內容，該案件在電

子地圖圖資中僅有修正之意義，並非新增地物，非本實驗之標的，故不加入實

驗，以「N_電子地圖錯誤、千分之一地形圖無誤」標註。電子地圖動態圖資更

新案件中，提供之資料多樣，其資料類型與狀況紀錄於參考資料欄位中，其中

可分為尚未定位與已定位，分別需再找出案件位置，或直接可於圖上套疊，

C4436尚未定位示意圖之範例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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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三區 彰化縣 

圖 2-3、試辦區內案件資料位置分佈圖 

 

表 2-6、試辦區中電子地圖共同蒐集工程圖資清冊 

案件名稱 縣市 加入實驗 參考資料 

C3079-彰化縣大城鄉長照衛

福大樓新建工程 
彰化縣 Y 已定位正射影像 

C3294-彰化縣員林市衛生所

暨長照社福大樓新建工程 
彰化縣 Y 已定位正射影像 

C4097-台鐵彰化車站後站停

車場新建統包工程 
彰化縣 Y 已定位正射影像 

C4610-彰化縣大村鄉茄苳路

一段四巷瓶頸打通暨公有土

地活化路外停車場計畫 

彰化縣 Y 已定位正射影像 

Q5676-通用版電子地圖疑義

通報表-彰化戶政花壇辦公室 
彰化縣 Y 已定位正射影像 

Q5869-112年度通用版電子地

圖疑義通報表-彰化戶政花壇

辦公室 

彰化縣 Y 已定位正射影像 

QC1564-彰化濱二路改善工程

開工動土 
彰化縣 Y 已定位正射影像 

QD537-彰化縣員林市和平東

街圖資有誤 
彰化縣 

N_電子地圖錯誤、千

分之一地形圖無誤* 
屬性資料 

QD572-彰化縣員林市三福街

圖資有誤 
彰化縣 

N_電子地圖錯誤、千

分之一地形圖無誤* 
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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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名稱 縣市 加入實驗 參考資料 

QD590-彰化縣員林市信義巷

7弄改為和平東街 
彰化縣 

N_電子地圖錯誤、千

分之一地形圖無誤* 
屬性資料 

QD614-彰化縣員林市須新增

及調整巷道名 
彰化縣 

N_電子地圖錯誤、千

分之一地形圖無誤* 
屬性資料 

C4083中市潭子區環中東路 1

段 158巷拓寬進度落後 8月

底才能完工 

臺中市 

Y 平面圖.dwg 

C2031臺中肉品市場原地重建 臺中市 Y 尚未定位正射影像 

C2419臺中綠線備援行控大樓

供 295車位 

臺中市 
Y 屬性資料 

C4436潭子區 2要道打通接北

屯區 力拚 112年 8月完工 

臺中市 
Y 尚未定位示意圖 

C4629潭子旱溪西路拓寬 112

年底前完工 

臺中市 
Y 平面圖.dwg 

C4499北屯區軍福十三路銜接

東山路一段 218巷 6-7弄橋梁

工程 

臺中市 

Y 平面圖.dwg 

*備註：由於電子地圖動態圖資更新案件列表中，存有第三方回饋電子地圖錯誤

之相關內容，該案件在電子地圖圖資中僅有修正之意義，並非新增地物，非本

實驗之標的，故不加入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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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由電子地圖動態圖資更新案件提供之尚未定位示意圖範例 

三、 OPENDATA 

(1)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本研究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s://data.gov.tw/）取得全部資料集清冊，由

於資料繁雜且提供單位眾多，為快速找出多維度成果之標的，因此設計多層次

篩選流程，以盡可能篩選可使用於更新與控管之資料，詳細流程以及納入、不

納入案例說明如表 2-7所示，最終選取 33筆資料進行測試。 

表 2-7、OPENDATA下載與篩選流程 

流程 說明 筆數 納入案例 不納入案例 

多 維 度

圖 資 圖

層 關 鍵

字篩 

根據多維度圖資

圖 層 關 鍵 字 於

opendata清冊篩選 

4882 圖層關鍵字名稱：電桿 

資料集名稱：台灣電力

公司_彰化縣_電桿坐標

及桿號 

圖層關鍵字名稱：箱涵 

資料集名稱：無相關篩選資

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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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標

題初篩 

標題篩選清冊是

具有可能更新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

圖層 

2028 圖層關鍵字名稱：橋梁 

資料集名稱：臺中市橋

梁資訊 

圖層關鍵字名稱：河川 

資料集名稱：彰化縣河川水

質監測資料 

 

根 據 單

位篩 

僅保留臺中市、

彰化縣、中央政

府提供圖資 

806 圖層關鍵字名稱：護岸 

資料集名稱：堤防或護

岸位置圖 

提供單位：經濟部水利

署 

圖層關鍵字名稱：人行道 

資料集名稱：臺北市人行道 

提供單位：臺北市政府主計

處 

 

細篩 細看資料集相關

欄位篩選（與標

題所敘述內容不

符） 

33 圖層關鍵字名稱：路燈 

資料集名稱：臺中市路

燈點位圖資 

資料集描述：臺中市路

燈點位資料，提供臺中

市所有行政區中路燈的

地理坐標、燈泡類型、

燈桿類型等資料，符合

公共管線資料標準。 

圖層關鍵字名稱：橋梁 

資料集名稱：全國橋梁統計

資訊網 

資料集描述：提供全國橋梁

每年統計數據。內容包含：

資料日期；統計分類；橋梁

性質／所屬部會；橋梁型

式；使用中；停用；橋齡小

於 2年；橋齡 2~10年；橋齡

11~20年；橋齡 21~30年；橋

齡 31~40 年；橋齡大於 40

年；橋齡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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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子地圖資料 

申請使用 112 年度電子地圖臺中及彰化地標點成果 B_MARK.shp 及

N_MARK.shp。 

五、 API介接 

本 研 究 API 介 接 挑 選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水 利 開 放 平 台

(https://iot.wra.gov.tw/APIUseDoc.jsp)，該平台有提供 Open API 之服務，可以取

得相關資料，但在資料蒐集過程中發現其提供圖資類型多為累積雨量圖、降雨

歷史、淹水範圍等圖資，如圖 2-5，無法作為多維度地形圖更新使用。 

 

 

圖 2-5、經濟部水利署水利開放平台 Open API取得資料範例 

 



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程更新策略探討之試作及驗證結果 

====================================================================================== 

19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13年 11月 

 

六、 公共設施管線 

公共設施管線除於一千分之地形圖繪製時產製外，如路燈、電桿、人孔與

交接箱皆有其管理單位，亦會以落點方式以利後續養護工作，因此透過蒐集各

單位建置公共設施管線，亦可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使用。而上述地物建置

單位於資料建置成果非專為高精度測繪使用，又地物定義可能與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有所出入（如路燈與電桿判定方式）。由於多維度測製案須針對各單位提供

之公共設施管線與測製之一千分之一成果比對其新增、滅失、偏移等情形，且

上述比對情形與結果，亦為本研究行政流程更新之更新與驗證宗旨。因此本研

究針對今年度測製廠商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公共設施管線比對成果工項，了解

兩資料間差異與探討原因。 

七、 網路新聞 

除了官方管道取得工程相關訊息與圖資之外，各家媒體之網路新聞也可以

做為取得工程訊息管道。透過具備即時性之網路新聞內容，如工程名稱、地點

與開工／完工時間，如圖 2-6為本研究試辦區內相關工程新聞，惟無法直接進行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之更新，僅能作為控管使用。後續可以根據該工程權責單位

申請工程圖資，評估工程圖資可更新性後進行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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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試辦區內工程相關新聞資訊，有提供工程名稱、標的與時間等 

 

參、實驗資料一覽 

表 2-8提供各資料類型統計成果，後續實驗將使用下列資料進行分析。由實

驗資料一覽可知，實驗設計以可涵蓋 112年規劃之針對不同檔案格式規劃之後續

處理方式，針對不同類型檔案將實驗其後續處理更新的可行性。 

表 2-8、各實驗資料類型與統計表 

項目 實驗項目 資料類型 後續處理 數量 加總 

1 建物測量成

果圖 

圖資 DWG

（DXF）、SHP 

確認位置、圖

層後使用 

臺中中正地政：101筆 

臺中中興地政：50筆 

彰化地政：307筆 

鹿港地政：181筆 

太平地政：3262筆 

3901 

2 工程圖資 清冊紀錄地址

CSV、Excel、txt等 
地址落點 

5 36 

清冊紀錄坐標

CSV、Excel 

坐標落點，如

有需要則進行

坐標轉換 

1 

圖檔、文件(JPG、

PDF、XML) 

介接後資料下

載或套圖繪製

建檔 

22 



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程更新策略探討之試作及驗證結果 

====================================================================================== 

23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13年 11月 

 

項目 實驗項目 資料類型 後續處理 數量 加總 

圖資 DWG

（DXF）、SHP 
套圖建檔 

8 

3 OPENDATA 清冊紀錄地址

CSV、Excel、txt等 
地址落點 

1 33 

清冊紀錄坐標

CSV、Excel、txt等 

坐標落點，如

有需要則進行

坐標轉換 

7 

沒有坐標的 CSV、

Excel、txt等 
僅供控管 

3 

圖檔、文件 JPG、

PDF、XML 

介接後資料下

載或套圖繪製

建檔 

1 

圖資 DWG

（DXF）、SHP 
套圖建檔 

21 

4 電子地圖資

料 

圖資 DWG

（DXF）、SHP 

確認位置、圖

層後使用 

2 2 

5 公共設施管

線資料 

SHP 直接分析比對

成果 

6 6 

檢視臺灣目前可使用之 API 介接圖資，僅測繪中心介接服務與多維度地形

圖屬性較相近，但已規劃使用與電子地圖共用資料進行更新，不需再使用API介

接。另網路地圖有提供工程名稱、地點與開工／完工時間，惟僅能作為控管使

用，無法直接更新於地形圖。因此後續實驗將不納入 API 介接與網路新聞進行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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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資料前處理與更新方式 

針對不同資料樣態，須確立資料處理與更新方式，以利評估資料於多維度

圖資更新之可行性。 

壹、 資料控管與更新流程設計 

依據 112年度之規劃，進行後續實驗流程，首先由資料控管表的建立開始，

按照 112 年度之規劃如圖 3-1，資料蒐集後需要建立控管表記錄所有資料之蒐集

來源與更新情形，本研究建立來源資料控管表成果節錄如圖 3-2。 

 

圖 3-1、多維度行政流程更新資料之控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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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圖資控管表 

 

建物測量成果控管表 

 

OPENDATA控管表 

圖 3-2、來源資料控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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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來源資料控管表後，再按照 112年設計之流程，進行後續確認資料正確

性，以及資料更新流程，實驗後確定可定期更新之項目，則可根據圖 2-1持續更

新此控管表。 

112 年度設計之資料更新流程如圖 3-3，後續實驗將利用實驗資料進行此項

流程並分析驗證其成果與可行性。其中「設計好的固定資料轉換模式」將會在

實驗中「資料前處理」章節中逐一對不同類型資料設計對應流程。 

 

圖 3-3、異動資料更新多維度圖資之作業流程 

 

貳、資料前處理方式 

考量資料取得多樣性，針對本研究各資料，需釐清其類型、格式與處理方

式，建立固定模式後，未來更新套用相同流程即可。如清冊紀錄地址係透過

TGOS 平臺進行地址落點、清冊紀錄坐標則透過坐標落點，並視情形進行坐標轉

換、API 介接後資料下載或套圖繪製建檔、圖檔文件可透過套圖方式，建立其地

理位置、圖資則由於已具備坐標系統，因此可以經由確認其坐標系統、坐落位

置是否正確後進行後續更新方式。統整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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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來源資料與後續處理方式規劃 

資料類型 檔案格式 後續處理方式 

清冊紀錄地址 Csv、Excel、txt等 地址落點 

清冊紀錄坐標 Csv、Excel 坐標落點，如有需要則進行坐標轉換 

API介接 介接網址 介接後資料下載或套圖繪製建檔 

圖檔、文件 JPG、PDF、XML 套圖建檔 

圖資 DWG、SHP 確認位置、圖層後使用 

各類圖資整理過程與成果如下詳述： 

一、 建物測量成果圖 

建物測量成果圖可透過地籍圖進行地理對位資訊，此外亦有建物測量成果

申請書字號、建物坐落地號與門牌、主體結構、主要用途和使用執照字號等屬

性資料。本研究設計篩選流程如圖 3-4。 

 

圖 3-4、建物測量成果圖篩選與前處理流程 

 

建物測量成果係以 ZPB 壓縮檔儲存，經由解壓縮後可取得無地理定位之

DXF 檔案。檢視各地政事務所之檔案，分析其建物門牌、主體結構與主要用途

成果如圖 3-5與圖 3-6。其中就建物範圍而言，可分為兩種類型，(1) 為不同樓層

範圍不一致，但合併為最大範圍位置圖（如透天、公寓）；(2) 為單棟多層樓之

集合住宅（大樓），且依照樓層分成不同檔案，此情形對本案需求來說為重複資

料。各建物測量成果皆以其最大範圍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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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不同樓層範圍不一致但合併為最大範圍位置圖案例 

  

圖 3-6、單棟多層樓視為資料重複案例 

其中為了要精準掌握為 111年後所建之建築物，各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建物測

量成果圖，須有所篩選，如表 3-2。  

表 3-2、建物測量成果篩選可更新標的方式 

篩選方式 說明 

篩除單棟多層

樓成果（僅留

一層） 

如太平區環中東路四段 87號三樓之一、太平區環中東路四段 87號四樓之

一、太平區環中東路四段 87號三樓四一...等，則留一項成果即可。 

平面位置圖 

各樓層尺寸 

2樓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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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方式 說明 

 
篩除使用執照

和測量成果申

請書字號不同

年份 

如使用執照字號：78中工建使字 1261號、建物測量成果申請字號：111年

興建測字第 029030號，則此案例可能經過增建、改建、修建等，並申請使

用執照後經由建物測量。 

 

當篩選完後，由於 DXF 檔並無提供地理定位成果，為了取得該建物之真實

坐落位置，須額外以人工利用地籍圖對位方式，對位方式如下： 

1. 由原 DXF資訊中有紀錄對應地段、地號、建號。 

2. 藉由既有地段圖 SHP 資料挑選相對應地段，並另存新檔。（屬性表中

AA49 欄為地段欄位，如 984 地號，則為 09840000；16 地號，則為

00160000，依此類推）作為後續對位使用。 

3. 將地段 SHP加入 ArcGIS。 

4. 考量原圖資向量形狀正確性，使用兩個形狀對應參考點進行平移旋轉

之平面套疊，避免圖面拉伸變形。 

5. 地理對位完成如圖 3-7，後續可輸出建物範圍成 CAD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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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地理定位完成之建物測量成果平面圖 

於建物測量成果地理定位時，由於向量為保持形狀正確性僅使用兩點定位，

無法處理地籍圖比例尺、旋轉等成果，故發現些許成果有偏移無法完全套合現

象，如圖 3-8所示，則不納入更新使用。經過篩除單棟多層樓重複資料成果、使

用執照和測量成果申請書字號不同年份，以及篩除定位有明顯偏差後筆數如表

3-3。其中太平地政事務所提供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多為多樓層之大樓群，因此

篩選掉單棟多樓層重複資料之情形後，可用以更新比例較低。 

 

 

圖 3-8、地理定位偏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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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前處理後可用以更新之建物測量成果筆數 

地政事務所 段別 資料總筆數 

篩除單棟多層樓成

果、使照和測量成

果申請書字號不同

年份後定位筆數 

篩除定位有

偏差後筆數

（用以更新

筆數） 

中正地政事

務所 
北屯區敦和段 100筆 92筆 92筆 

中興地政事

務所 

西屯區 

（隨機地段） 
50筆 34筆 34筆 

太平地政事

務所 

太平區 

（全部 65地段） 
3262筆 538筆 518筆 

彰化地政事

務所 

彰化市（牛稠子

段下廍小段） 
283筆 112筆 104筆 

花壇鄉（學前

段） 
7筆 6筆 6筆 

芬園鄉（秀中

段） 
13筆 10筆 10筆 

秀水鄉（清水

段） 
4筆 1筆 1筆 

鹿港地政事

務所 

福興鄉（福龍

段） 
84筆 2筆 2筆 

鹿港鎮（建國

段） 
97筆 26筆 17筆 

 

此外，於處理過程中，為確保兩張圖檔為同一棟，以避免重複工序之問題，

需要了解各建物測量成果之門牌資訊。惟由於無法直觀由檔案命名方式搜尋所

需檔案，如當需要找尋同棟不同層圖檔，則需進一步擷取檔案內門牌地址，並

進行人工比對篩選，需花費較多時間整理。因此於資料建置時可先以同地段、

同地號，以及同棟建物分門別類，以減少圖資處理程序。 

二、 工程圖資 

針對蒐集之 19筆工程圖資、電子地圖動態圖資更新共同蒐集之 17筆圖資，

首先進行圖資初步分析與統整，由於單一工程可能涉及多項圖層之更新，故需

要了解各工程圖資之工程內容概況、套疊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後可分析圖

層以及資料類型，以釐清資料可用性，並依此評估不同資料型態更新方式。本

研究設計篩選流程如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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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建物測量成果圖篩選與前處理流程 

分析與統整成果如表 3-4 與表 3-5，其中初步扣除因彰化縣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並非涵蓋整個鄉鎮市，致使其中 4 筆不位於一千分之一圖幅內，1 筆位於非研

究範圍內（南屯區），1筆僅提供設施規格大小資料，1筆因工程終止契約並未履

行，完全無空間相關資訊供參考，以及考量 112多維度有建置之地物後，可供後

續分析為 12筆及電子地圖動態圖資更新共同蒐集之 17筆。 

        經由分析各工程圖資資料格式、內容、是否可賦予地理坐標與位置正確性

之後，相關資料處理與納入更新可能遭遇挑戰，如：田尾鄉 112年度公共路燈修

復及裝設工程僅提供該工程相關尺寸大小，而非其更新位置；彰化市 111年北區

路燈照明養護工程(含搶修及遷移)提供之經緯度坐標，會存有經緯度填反情形，

須加以修正；秀水鄉安東村彰水路一段 238 巷 15 號前等 4 處道路及排水改善工

程與花壇鄉灣東路八股四號橋拓寬等 3案工程之 DWG檔既有圖層與舊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無法疊合；大坑風景區東側登山步道自然生態特色場景環境營造工程

與臺中市旱溪西路自行車道（新光橋至自由路橋）建置工程僅提供 PDF 掃描檔，

但卻無明確可對位資訊，只能作為變異之控管參考；北斗鎮中和社區公園興建

工程範圍不位於一千分之一圖幅繪製內；C4097-台鐵彰化車站後站停車場新建

統包工程與 Q5676-通用版電子地圖疑義通報表-彰化戶政花壇辦公室工程，雖提

供已定位正射後可看出地物變遷，但資料精度不足僅能供施工範圍控管案例，

如圖 3-10 所示。故此，評估各工程圖資後，後續有 4 筆向由地方政府各機關申

請工程圖資（臺中 3筆、彰化 1筆）、2筆電子地圖動態圖資更新共同蒐集工程圖



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程更新策略探討之試作及驗證結果 

====================================================================================== 

33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13年 11月 

 

資進行後續驗證與更新分析。 

表 3-4、工程圖資可更新性評估分析表 

工程名稱 

坐落一千

分之一地

形圖圖號 

工程內容 資料型態 
可更新

內容 

是否需要

人工地理

定位？ 

是否需

要人工

數化？ 

可更新性評估 
是否納

入更新 

臺中市太平

區富宜路雨

水下水道 工

程(第二期) 

2764452 下水道工程 

PDF 掃描檔：平面

位置圖有提供周圍

的道路界，可採參

考點做空間對位。 

人 孔 、

路 燈 、

桿 

V V 

與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套疊

後無明顯位置偏

差，更新後尚須

評估是否符合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

精度。 

V 

臺中市西屯

區東大路雨

水下水道工

程(第 一 次

修正) 

2624458 

2624459 

下水道工程 

PDF 掃描檔：平面

位置圖有提供周圍

的道路界，可採參

考點做空間對位。 

人 孔 、

路燈 

V V 

與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套疊

後無明顯位置偏

差，更新後尚須

評估是否符合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

精度。 

V 

大城鄉都市

計畫1、3號

道路交通號

誌工程 

大城 2698 

交通號誌設

置  

PDF 掃描檔：平面

位置圖有提供周圍

的道路界，可採參

考點做空間對位。 

交 通 號

誌 、 交

通 號 誌

控制箱 

V V 

與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套疊

後無明顯位置偏

差，惟交通號

誌、交通號誌控

制箱不在 112 年

度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更新地物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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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坐落一千

分之一地

形圖圖號 

工程內容 資料型態 
可更新

內容 

是否需要

人工地理

定位？ 

是否需

要人工

數化？ 

可更新性評估 
是否納

入更新 

中，不納入更

新。 

112 年度大

坑登山步道

維護工程-1

號步道體訓

場優化 

2854460 步道整修  

PDF 掃描檔：平面

位置圖有提供周圍

的道路界，可採參

考點做空間對位。 

步道 V V 

與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套疊

後有明顯位置偏

差，無法更新 

X 

秀水鄉安東

村彰水路一

段 238巷 15

號前等 4 處

道路及排水

改善工程 

秀水 4931 

秀水 4932 

溝渠加蓋  

PDF 掃描檔：平面

位置圖有提供周圍

的道路界，可採參

考點做空間對位。 

溝渠 V V 

與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套疊

後有明顯位置偏

差，無法更新 

X 

彰化市 111

年北區路燈

照明養護工

程(含 搶 修

及遷移) 

彰化市全

圖幅 

路燈新設 

CSV檔：提供經緯

度坐標，可落點後

使用，需進一步確

認坐標系統。 

路燈 V  

與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套疊

後無位置偏差，

更新後尚須評估

是否符合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精

度。 

V 

花壇鄉灣東

路八股四號

橋拓寬等 3

案工程 

花壇 5329 

護欄新設、

橋 梁 擴 寬

（不在一千

分之一地形

PDF 掃描檔：平面

位置圖有提供周圍

的道路界，可採參

考點做空間對位。 

欄、橋 V V 

與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套疊

後有明顯位置偏

差，無法更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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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坐落一千

分之一地

形圖圖號 

工程內容 資料型態 
可更新

內容 

是否需要

人工地理

定位？ 

是否需

要人工

數化？ 

可更新性評估 
是否納

入更新 

圖 內 ） 

 

大坑風景區

東側登山步

道自然生態

特色場景環

境營造工程 

2864460 

2854460 

2854459 

2864460 

2854458 

2864457 

步道整修  

PDF 掃描檔：平面

位置圖無提供周圍

的道路界，無法採

參考點做空間對

位。 

步道   

僅知概況施工位

置（僅供控管） 

X 

111 年度臺

中市水保及

水利設施災

害復建工程

_有 2筆 

2794458 

2794459 

護岸整修 

CAD 檔：有相關

工程圖資，且具坐

標系統，需進一步

確認坐標系統是否

正確。 

護 岸 、

路燈 

  

僅知概況施工位

置（僅供控管） 

X 

臺中市旱溪

西路自行車

道(新 光 橋

至 自 由 路

橋)建 置 工

程 

2744452 

2744453 

新建自行車

道 

PDF 掃描檔：平面

位置圖無提供周圍

的道路界，無法採

參考點做空間對

位。 

自 行 車

道 

  

僅知概況施工位

置（僅供控管） 

X 

北屯區崇德

十九路延伸

至 更 生 巷

2694461 

2704461 

新闢道路 

CAD 檔：有相關

工程圖資，且具坐

標系統，需進一步

道路   

與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套疊

後無明顯位置偏

差，更新後尚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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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坐落一千

分之一地

形圖圖號 

工程內容 資料型態 
可更新

內容 

是否需要

人工地理

定位？ 

是否需

要人工

數化？ 

可更新性評估 
是否納

入更新 

25M 計畫道

路開闢工程 

確認坐標系統是否

正確。 

評估是否符合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

精度。 

田尾鄉 112

年度公共路

燈修復及裝

設工程 

-- 路燈修復  

TIF 檔：無提供地

理位置 

無   

僅提供路燈尺

寸，無提供其坐

落地理位置 

X 

北屯區廍子

溪(大 貴 段

37 地號旁)

護岸災後復

建工程 

-- 護岸補強 

CAD 檔：有相關

工程圖資，且具坐

標系統，需進一步

確認坐標系統是否

正確。 

護岸   

與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套疊

後有明顯位置偏

差，無法直接更

新 

X 

閒置綠地改造新生—「南屯細公 7-3簡易綠美化工程」、北斗鎮中和社區公園興建工程、秀水鄉安東一排(第二馬鳴橋上下游)

護岸改建工程、彰化縣員林市員南路(H13-5~H13-9)雨水下水道工程、洋子厝溪排水(頭汴埤制水門至水尾橋下游 550m)水岸環

境暨河道整理工程、大村鄉中正東路 280巷 20弄橋梁新建工程，不在北斗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繪製範圍內 

 

表 3-5、電子地圖共同蒐集之工程圖資項目 

工程名稱 

坐落一千

分之一地

形圖圖號 

工程內容 資料型態 可更新內容 

是否需要人工

地理定位？ 

是否需要人

工數化？ 

可更新性評估 
是否納入

更新 

C3079-彰化縣

大城鄉長照衛

大城 2597 新增建物 已定位正射影像 建物 X V 

僅知概況施工

位置（僅供控

管）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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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坐落一千

分之一地

形圖圖號 

工程內容 資料型態 可更新內容 

是否需要人工

地理定位？ 

是否需要人

工數化？ 

可更新性評估 
是否納入

更新 

福大樓新建工

程 

C3294-彰化縣

員林市衛生所

暨長照社福大

樓新建工程 

員林 5716 新增建物 已定位正射影像 建物 X V 

僅知概況施工

位置（僅供控

管） 

X 

C4097-台鐵彰

化車站後站停

車場新建統包

工程 

彰化市

5340 

新增建物 已定位正射影像 建物 X V 

僅知概況施工

位置（僅供控

管） 

X 

C4610-彰化縣

大村鄉茄苳路

一段四巷瓶頸

打通暨公有土

地活化路外停

車場計畫 

大村 5424 新增建物 已定位正射影像 建物 X V 

僅知概況施工

位置（僅供控

管） 

X 

Q5676-通用版

電子地圖疑義

通報表-彰化戶

政花壇辦公室 

花壇 5429 新增建物 已定位正射影像 建物 X V 

僅知概況施工

位置（僅供控

管）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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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坐落一千

分之一地

形圖圖號 

工程內容 資料型態 可更新內容 

是否需要人工

地理定位？ 

是否需要人

工數化？ 

可更新性評估 
是否納入

更新 

Q5869-112年度

通用版電子地

圖疑義通報表-

彰化戶政花壇

辦公室 

花壇 5329 新增建物 已定位正射影像 建物 X V 

僅知概況施工

位置（僅供控

管） 

X 

QC1564-彰化濱

二路改善工程

開工動土 

伸港 4555 新增道路 已定位正射影像 道路 X V 

僅知概況施工

位置（僅供控

管） 

X 

C4083中市潭

子區環中東路 1

段 158巷拓寬

進度落後 8月

底才能完工 

2754461 道路範圍修正 平面圖.dwg 道路 V V 

與舊版次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

套疊後有明顯

位置偏差，無

法更新 

X 

C2031臺中肉

品市場原地重

建 

2744453 

新增建物、地

標 

尚未定位正射影像 建物、地標 V V 

僅知概況施工

位置（僅供控

管） 

X 

C2419臺中綠

線備援行控大

樓供 295車位 

2754458 新增地標 屬性資料 地標 V V 可更新 V 

C4436潭子區 2

要道打通接北

2754460 新增道路 尚未定位示意圖 道路 V V 

僅知概況施工

位置（僅供控

管）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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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坐落一千

分之一地

形圖圖號 

工程內容 資料型態 可更新內容 

是否需要人工

地理定位？ 

是否需要人

工數化？ 

可更新性評估 
是否納入

更新 

屯區 力拚 112

年 8月完工 

C4629潭子旱

溪西路拓寬 112

年底前完工 

2754460 新增道路 平面圖.dwg 道路 V V 

僅知概況施工

位置（僅供控

管） 

X 

C4499北屯區

軍福十三路銜

接東山路一段

218巷 6-7弄橋

梁工程 

2764456 新增橋梁 平面圖.dwg 橋梁 V V 

與舊版次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

套疊後無明顯

位置偏差，更

新後尚須評估

是否符合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

精度。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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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提供路燈尺寸，無提供其坐落地理位置 

 

經緯度錯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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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圖資（上圖）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下圖）繪製成果不一致，無法精確定位並更新圖層 

道路邊界不一致 

道路邊界不一致 建物繪製範圍不一致 

建物繪製範圍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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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程圖資（上圖）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下圖）繪製成果不一致，無法精確定位並更新圖層） 

水流方向與千分之一地形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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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知概況施工位置（僅供控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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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知概況施工位置（僅供控管）案例 

 

工程範圍不在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範圍內案例 

北斗鎮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範圍 

工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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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已定位正射後可看出地物變遷，但資料精度不足僅能供施工範圍控管案例 

圖 3-10、工程圖資處理與納入更新困難處案例 

 

三、 OPENDATA、官網下載 

針對初步盤點之 33 筆資料，需要逐一人工進行以下檢視項目，本研究設計

篩選流程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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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OPENDATA檔案初步檢視方式 

檔案檢視方式 說明 

檔案型態 可初步分類為「圖資」或「文字檔」，針對檔案類型進行幾何檢視或

屬性檢視。 

幾何檢視 若檔案類型為「圖資」，則可以讀取資料坐標值與範圍坐標值，以了

解其為經緯度或投影坐標系統，抑或是無空間關聯資料。 

屬性檢視 若檔案類型為「文字檔」，則可以檢視其屬性內容內是否具有需要的

坐標資料或地址資訊，抑或是無相關可以透過落點定位資訊。 

維護單位檢視 若檔案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測製或維護單位，則不納入實驗標的。 

 

 

圖 3-11、OPENDATA篩選與前處理流程 

經由檔案初步檢核與比對並釐清圖資是否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相同繪製定

義後，此 33筆 opendata之資料樣態、筆數與後續處理方式如表 3-7，相關案例如

圖 3-12。 

表 3-7、經盤點後之 OPENDATA資料樣態、筆數與後續處理方式 

資料樣態 資料集名稱 維護單位 筆數 後續處理方式 

沒有坐標的

圖示、文字

檔 

臺中市自行車專用道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 

4 僅供變異偵測（知道有更新

但需另外蒐集資料） 

臺中市橋梁資訊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僅供變異偵測（知道有更新

但需另外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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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樣態 資料集名稱 維護單位 筆數 後續處理方式 

2354-08-01-2 臺中市

路燈設備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僅供變異偵測（知道有更新

但需另外蒐集資料） 

經濟部能源署_民營火

力電廠分布圖 

經濟部能源署 僅供變異偵測（知道有更新

但需另外蒐集資料） 

有坐標之圖

資 

人行道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21 定義相同須確認精度（確認

後使用） 

自行車道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臺中市農路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臺中市道路面(111年

版) 

臺中市政府數位治

理局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轉製，不

須納入更新 

省道公路路線圖資 交通部公路局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臺中市公共設施管線

之路面設施物圖資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轉製，不

須納入更新 

臺中市道路中心線

(111年版) 

臺中市政府數位治

理局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轉製，不

須納入更新 

臺中市雨水下水道人

孔圖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定義相同須確認精度（確認

後使用） 

高速鐵路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河川河道 經濟部水利署 定義相同須確認精度（確認

後使用） 

河川支流 經濟部水利署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臺中市建物(111年版) 臺中市政府數位治

理局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轉製，不

須納入更新 

臺中市建物圖(最新版) 臺中市政府數位治

理局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轉製，不

須納入更新 

國道及省道(含快速公

路以上等級)道路中線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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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樣態 資料集名稱 維護單位 筆數 後續處理方式 

高鐵車站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捷運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捷運車站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臺中市特殊道路面

(111年版) 

臺中市政府數位治

理局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轉製，不

須納入更新 

堤防或護岸位置圖 經濟部水利署 定義相同須確認精度（確認

後使用） 

臺灣鐵路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臺鐵車站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

心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有坐標之文

字檔 

臺中市污水竣工人孔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7 定義相同須確認精度（確認

後使用） 

河川基本資料 經濟部水利署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台灣自來水公司消防

栓資料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 

定義相同須確認精度（確認

後使用） 

臺中市消防栓點位資

料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定義相同須確認精度（確認

後使用） 

臺中市路燈點位圖資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轉製，不

須納入更新 

台灣電力公司_臺中市

_電桿坐標及桿號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 

定義相同須確認精度（確認

後使用） 

台灣電力公司_彰化縣

_電桿坐標及桿號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 

定義相同須確認精度（確認

後使用） 

有地址之文

字檔 

臺中市焚化廠資料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 

1 具位置資訊但定義不同（確

認位置後另外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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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坐標的圖示，僅供變異偵測（經

濟部能源署_民營火力電廠分布圖） 

有坐標之圖資，定義相同須確認精度

（臺中市雨水下水道人孔圖） 

 

 

有坐標之文字檔，定義相同須確認精

度（臺中市消防栓點位資料） 

有地址之文字檔，具位置資訊但定義

不同（臺中市焚化廠資料） 

  

有坐標之圖資，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轉製，不須納入更新（臺中市道路面

(111年版)） 

有坐標之圖資，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轉製，不須納入更新（臺中市建物圖

(最新版)） 

圖 3-12、OPENDATA資料樣態與後續處理方式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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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排除定義不一致與原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轉製 OPENDATA 資料後，多

為人孔、燈桿等資料可直接用以更新，共有 9筆，惟進行圖資落點，須進一步排

除填寫錯誤與落點錯誤之粗差成果，並比對落點定位完畢資料是否位於本研究

試辦區域，如圖 3-13 所示，發現圖資經度與緯度有填寫相反情形、亦有坐標落

點後資料明顯有誤的情形，須確認與修正。 

 

 

圖 3-13、坐標落點錯誤案例（坐落於海上） 

四、 電子地圖地標 

依照 112 年度的盤點規劃，電子地圖有使用動態圖資更新者(例如幼兒園)可

每月使用相同來源資料更新，其餘可配合電子地圖更新頻率，兩年一輪的方式

參考相同資料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因成果特性，地標資料並非以完整呈現

為主，而是以重點方式展示，不需要的資訊則不建置，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

標成果完整紀錄之特性不同，故在比對上有很多地標圖層類型於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中不建置標的、或是僅建置少量地標的情形，完整度與數量不及電子地圖

成果數量，本研究除比對試辦區與電子地圖清冊相同有建置的地標狀況外，沒

有對應之類型則是以模擬在有一千分之一比例尺之建物、地類等其他圖層下，

新增地標之更新情形，預計以彙整多樣案例呈現實驗成果，本次試辦區與地標

落點情形如圖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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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三區 彰化縣 

圖 3-14、試辦區及地標資料落點情形 

電子地圖地標點圖層資料取得後前處理需根據試辦區篩選需要地標點，再

依據電子地圖地標分類(MARKTYPE1)篩選出本研究中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編碼有

對應之類型（表 3-8）後剩餘數量進行後續實驗，其中 112 年度針對兩圖資不同

的定義規劃更新方式，如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表示蒐集而來並整理過的資料可

直接應用、B_畫法不同_可共同蒐集表示該資料在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中需要再進

一步處理，例如墓地設施在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中需另外區分墓地與獨立墓，並

且需獨立繪製地物，與電子地圖畫法不同。 

表 3-8、本試辦區中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編碼有對應之類型 

編碼 中文名稱 112年度規劃更新方式 

9350200 墓地設施 B_畫法不同_可共同蒐集 

9910300 中央政府所屬機關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10401 直轄市議會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10503 直轄市政府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10506 區公所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10601 戶政事務所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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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中文名稱 112年度規劃更新方式 

9910602 地政事務所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10603 警察局隊、分駐所、派出所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10604 消防局隊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10605 稅捐稽徵機關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10609 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單位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10800 公國營事業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20101 大專院校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20102 中學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20103 小學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20104 職訓中心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20105 幼兒園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20106 特殊學校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20201 圖書館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20203 資料及陳列館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20206 美術館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30101 醫學中心、醫院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30102 衛生所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30201 殯儀館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30203 靈骨塔及納骨塔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30301 兒少福利機構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30302 老人福利機構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30303 婦女福利機構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30304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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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中文名稱 112年度規劃更新方式 

9940101 劇院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40103 活動中心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40105 公園 B_畫法不同_可共同蒐集 

9940112 旅客服務中心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40201 體育館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40202 體育場 B_畫法不同_可共同蒐集 

9940203 公立游泳池 B_畫法不同_可共同蒐集 

9940301 古蹟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40302 紀念性場所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101 公有市場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103 大賣場、大型超級市場、大型零售量販店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104 連鎖便利商店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105 百貨公司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201 郵局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202 電信公司服務處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203 電力公司服務處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205 天然氣(瓦斯)公司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300 金融機構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401 國際觀光旅館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402 一般觀光旅館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403 一般旅館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50404 民宿 B_畫法不同_可共同蒐集 

9950501 農會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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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中文名稱 112年度規劃更新方式 

9960101 臺鐵車站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60102 汽車客運車站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60103 捷運車站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60203 加油站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60204 停車場 B_畫法不同_可共同蒐集 

9980400 自來水廠 A_完全共用最終成果 

9990008 科學園區、工業園區 B_畫法不同_可共同蒐集 

 

表 3-9、本研究資料按照試辦區與圖層篩選後數量 

試辦區 筆數 本研究使用筆數 

臺中三區 10401 1848 

彰化縣 3327 869 

總和 2718 

目前資料狀況，試辦區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為舊分類編碼，需轉換為最新的

分類編碼以利比對，前處理之比對對應如表 3-10，未來多維度使用時若已經為

最新編碼則可跳過此步驟。 

表 3-10、試辦區內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新舊分類代碼比對表 

舊分類編碼 中文名稱 電子地圖分類編碼 

93312 中央政府公署 9910200 

93313 省政府 9910501 

93318 村里辦公室 9910507 

93324 縣議會 9910504 

93326 鄉鎮縣轄市民代會 9910403 

93411 大專院校 99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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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分類編碼 中文名稱 電子地圖分類編碼 

93412 中學 9920102 

93413 小學 9920103 

93414 職訓中心 9920104 

93415 幼稚園 9920105 

93421 圖書館 9920201 

93422 博物館 9920202 

93423 資料及陳列館 9920203 

93424 文化中心 9920204 

93425 社教館 9920205 

93460 古蹟 9940301 

93511 醫院 9930101 

93512 衛生所 9930102 

93513 孤兒院 9930103 

93514 養老院 9930104 

93521 殯儀館 9930201 

93522 火葬場 9930200 

93531 市場 9950101 

93541 劇院 9940101 

93542 音樂廳 9940102 

93543 活動中心 9940103 

93545 公園 9940105 

93546 遊樂場(園) 9940106 

93548 動物園 99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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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分類編碼 中文名稱 電子地圖分類編碼 

93549 植物園 9940109 

93551 體育館 9940201 

93552 體育場 9940202 

93553 游泳池 9940203 

93554 海水浴場 9940204 

93561 郵局 9950201 

93563 電力公司服務處 9950203 

93571 警察局、分駐所 9910603 

93572 監獄、看守所 9910301 

93573 消防隊 9910604 

93581 銀行 9950300 

93582 證券公司 9950300 

93583 信託公司 9950300 

93584 信用合作社 9950300 

93611 教堂 9970101 

93612 寺廟 9970102 

93613 回教寺 9970103 

93614 宗祠 9970104 

93711 工廠 9980100 

93712 發電廠 9980200 

93713 造船廠 9980300 

93714 自來水廠 9980400 

93733 焚化爐 99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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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分類編碼 中文名稱 電子地圖分類編碼 

93912 飯店旅館 9950400 

93914 百貨公司 9950105 

94222 交流道 9960201 

94227 收費站 9960202 

94228 加油站 9960203 

94229 停車場 9960204 

94229A 平面停車場 9960204 

94229B 立體停車場 9960204 

94229C 地下停車場出入口 9960204 

94511 陸上機場 9960301 

94611 商港 9960401 

95128 渡船碼頭 9960501 

95221 湖濱碼頭 9960502 

95321 海濱碼頭 9960503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地標表示方式以文字註記為主，此方式考慮到圖面美觀

等因素，資料狀況可能會有文字分散、地標密集處會有顯示取捨的情形，故在

資料前處理階段，需要整理較分散的文字資料，比對時也需考量文字分散的情

形。資料中文字分散情形範例如圖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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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文字分散情形範例 

面對此類地形圖圖資，基本地形圖使用另外增加 GIS 圖層保留未因美觀更

動、刪減的地標文字內容，可避免資料遺漏且進行比對等相關資料處理時可減

少此類前處理工作。多維度圖資若使用此類型具保留完整度的資料控管方式，

未來在地標更新比對上可減少前處理時間且更完整的進行資料比對。 

五、 公共設施管線 

公共設施管線係透過 112年度多維度測製廠商於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繪製成果

比對既有各單位公共設施管線比對成果之 SHP 檔，並根據比對成果註記滅失、

新增、有對應但位置偏差大、對應一致。本研究取得 112年度多維度第 1作業區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世曦）公共設施管線比對成果，不

須進行前處理作業，得直接進行後續成果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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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更新方式 

一、 建物測量成果圖 

考量建物測量成果係基於現有舊圖資進行更新，須了解舊圖資原有圖層特

性。檢視本研究彰化與臺中試辦區之實際套疊情形預計處理方式統整於表 3-11，

若套疊地物越複雜，則更新難度越高，如更新前須考量地物之否完全移除及若

沒完全移除變動範圍為何等問題，且各地物之實形繪製與地物間的接邊合理性

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繪製的重要原則，更新後亦需要顧及到周遭非與建物測量

成果套疊之更新地物類型與範圍。因此，尚須透過其他圖資或外業調查以了解

真實現況，並依此與建物測量成果配合接邊，方可有效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表 3-11、建物測量成果圖套疊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情境與預計處理方式 

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建物測量

成果套疊 
套疊情形 預計處理方式 

 

套疊至施工中區塊

（舊圖尚無繪製任何

地物）。 

1. 直接套疊更新 

2. 透過其他圖資或外業調

查方式以確認周遭範圍

是否有其他新增或變更

地物。 

 

套疊至既有旱田、地

類界之上。 

1. 若既有地物全部移除，

可直接套疊更新。 

2. 若既有地物部分移除，

則須透過其他圖資或外

業調查方式釐清剩餘地

物範圍與周遭地物現況

後套疊更新，並考量地

類界與建物線接邊合理

性後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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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建物測量

成果套疊 
套疊情形 預計處理方式 

 

套疊至草地、既有建

物之上。 

 

套疊至既有道路邊界

線、草地之上。 

 

套疊至既有溝渠、道

路之上。 

 

套疊至既有建物、河

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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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建物測量

成果套疊 
套疊情形 預計處理方式 

 

套疊至草地、果園、

既有建物與堆積場之

上。 

 

套疊至既有建物、空

地、圃之上。 

 

套疊至既有草地、果

園、道路、等高線之

上 

根據資料更新方式提及之各種套疊情境，可得知套疊地物種類越複雜，越

難以進行建物測量成果之更新，須多加考量原有地物變更情形。因此根據建物

測量成果套疊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之結果，分成若資料精度滿足規範可直

接更新、些微編修後更新以及難以更新之情境，需注意雖於更新流程的部分套

疊與更新可行，但仍需確認精度是否達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之規範，第四章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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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詳述更新之後成果驗證之結果。 

如表 3-12 與圖 3-16 之所示，以評估試辦區內建物測量成果更新時之可行性。 

表 3-12、建物測量圖成果套疊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情形與說明 

套疊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情形 說明 

若資料精度滿足規範可直接套疊更新 

(以下簡稱可直接套疊更新) 

建物測量成果直接舊版次套疊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不涉及原有地物之變動。 

些微編修後更新 建物測量成果套疊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原有

地物單純且之變動情形可透過如正射影像、

街景等輔助圖資判斷與些微編修，即可大致

符合地形圖接邊等原則。 

難以更新 建物測量成果套疊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原有

地物複雜且為大範圍、大規模變動，無法以

正射影像、街景等輔助圖資些微編修，僅能

重新測製。 

  

  

若資料精度滿足規範 

可直接套疊更新（套疊於空地上） 

些微編修後更新（套疊於空地、地類

與道路界上，僅須編修道路與地類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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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更新（套疊於地類與等高線上，可能涉及整體地勢之變動） 

圖 3-16、建物測量成果套疊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情境案例 

        經表 3-13 統計可以發現臺中市北屯區、西屯區可直接更新居多，比例佔

72.22%；彰化縣則些微編修後更新居多，佔 79.29%；臺中市太平區雖可直接更

新與些微編修後更新比對各佔 60.68%與 27.99%，然相比其他兩區域，其有難以

更新之情形。 

表 3-13、各試辦區建物測量成果圖套疊情形統計 

試辦區 套疊舊版次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情形 

建物測量成果數量 占試辦區比例 

臺中市北屯區、西屯

區 

可直接更新 91 72.22% 

些微編修後更新 35 27.78% 

難以更新 0 0.00% 

臺中市太平區 可直接更新 275 53.09% 

些微編修後更新 173 33.40% 

難以更新 70 13.51% 

彰化縣 可直接更新 29 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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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辦區 套疊舊版次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情形 

建物測量成果數量 占試辦區比例 

些微編修後更新 111 79.29% 

難以更新 0 0.00% 

實際檢視各試辦區情形發現彰化縣、臺中市西屯、北屯區舊版次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與現今環境變化不大，可透過正射影像或外業調查之取得周遭變化情

形，並修正舊有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成果，惟太平區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

新至今期間，部分區域經過整體重劃與開發，原有地形地貌已全然變化，如圖

3-18 顯示，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有橋樑與河川，以及地形起伏之未開發地，

然套疊現今正射影像後，現況已然大相逕庭，則此情形建議以重新測製方式更

新周遭之地物。  

彰化縣鹿港鎮、福興鄉 

  

彰化縣彰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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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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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區 

  

  

圖 3-17、各區域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套疊建物測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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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程圖資 

經初步檢視後，排除無法進行後續更新工程圖資，可為後續更新舊版次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有 7筆，如表 3-14。分別實際更新並探討套疊後之情形與可能面

對問題。工程圖資進行更新與驗證有 6筆，針對實際擷取工程圖圖資之更新地物，

探討可能會遭遇之問題 

表 3-14、可納入更新之工程圖資與可更新內容 

工程圖資 可更新內容 

臺中市太平區富宜路雨水下水道 工程(第二期) 人孔、燈、桿 

臺中市西屯區東大路雨水下水道工程(第一次修正) 人孔、燈 

彰化市 111年北區路燈照明養護工程(含搶修及遷移) 燈 

北屯區崇德十九路延伸至更生巷 25M計畫道路開闢工程 道路 

C2419臺中綠線備援行控大樓供 295車位 地標 

C4499北屯區軍福十三路銜接東山路一段 218巷 6-7弄橋梁工程 橋梁 

1. 臺中市太平區富宜路雨水下水道工程(第二期) 

經由對位與數化成果，共可更新 5 個燈、5 個桿、3 個自來水人孔，實際成

果如圖 3-18。由於係透過影像對位並非向量圖資，因此解析度較差，如圖 3-19

紅框內依稀可分辨路燈，然無法明確辨別其他地物，故許多地物並存時，難以

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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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可實際更新地物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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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因掃描解析度致使難以辨別地物之案例 

 

2. 臺中市西屯區東大路雨水下水道工程(第一次修正) 

經由對位與數化成果，共可更新 2個路燈、1個自來水人孔、4個電力人孔，

實際成果如圖 3-20。由於係透過影像對位並非向量圖資，因此解析度較差，如

圖 3-21，當許多地物並存時或是字過小時，難以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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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可實際更新地物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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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因掃描解析度致使難以辨別地物之案例 

3. 彰化市 111年北區路燈照明養護工程(含搶修及遷移) 

     該工程圖資也有定義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不一致情形，如圖 3-22 所示，工程

圖資有該筆路燈資料，但立測成果繪製成電桿之情形。 

 

 

圖 3-22、路燈新設工程但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不繪製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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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屯區崇德十九路延伸至更生巷 25M計畫道路開闢工程 

        工程圖資內有「路邊線」之圖層，如圖 3-23，直接擷取套疊至舊版次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成果如圖 3-24，可以發現該工程若要更新，則有新建道路套疊於

舊道路上、新建道路套疊於原有地類界上、新建道路套疊於原有建物上等情境。

若是套疊在建物上，道路開闢時則該建物可能全部拆除或局部拆除；若套疊在

舊道路上，可能會需要改道或廢除原舊有道路；若是套疊到原有地類界上，如

原有草地範圍可能會更動。 

上述情形以圖層更新角度而言將會面臨挑戰，道路開闢時原先地物如何變

遷，尚須透過其他圖資或外業調查方式釐清其餘地物範圍與周遭地物現況。 

 

圖 3-23、工程圖資路邊線圖層為更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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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路邊線更新範圍套疊原有地物情形，須釐清原有地物變動情形 

5. C2419臺中綠線備援行控大樓供 295車位 

        該工程圖資有提供停車場名稱以及停車場街景資訊，如圖 3-25，因此可以

藉由所提供資訊以更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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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根據停車場名稱與實際街景建物可更新地標 

 

6. C4499北屯區軍福十三路銜接東山路一段 218巷 6-7弄橋梁工程 

        如圖 3-26 綠色線條明確顯示該工程圖資即將建設橋梁範圍，惟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需較細緻資訊，如該橋樑上是否有人行道、道路範圍為何等，均尚無法

逕以工程圖資取得，僅能得知橋梁實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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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綠色範圍顯示工程圖資橋梁實際範圍 

 

 

三、 OPENDATA、官網下載 

由資料前處理確認坐標系統皆為一致，且藉由距離量測與完整性初步比對

驗證該資料不具粗差或系統性錯誤後，可用以更新於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基於資料前處理之後，擇定人行道、台灣電力公司_彰化縣_電桿坐標及桿號套

疊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人行道套疊範例如圖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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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OPENDATA人行道資料套疊千分之一地形圖之範例 

 

四、 電子地圖地標 

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文字註記與地標圖例截取出來後，再與電子地圖地標

成果進行比對，相同地標分類圖層比對名稱與幾何距離後，可針對沒有對應到

的資料視為新增或滅失，進行後續的更新。其中由於地標不同類型適用不同幾

何距離門檻值，例如學校類型地標因為校園具有腹地而需要較大的比對門檻值，

而便利商點類型地標點則適用以一戶距離為原則之門檻值，此距離門檻值的給

定來自於監審電子地圖之經驗建立的距離門檻設定如表 3-15。 

表 3-15、電子地圖之經驗建立的距離門檻設定 

marktype 中文名稱 比對門檻值設定(m) 

9910100 總統府 50 

9910200 中央政府機關 50 

9910300 中央政府所屬機關 60 

9910301 監獄、看守所 85 

9910401 直轄市議會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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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type 中文名稱 比對門檻值設定(m) 

9910402 縣(市)議會 25 

9910403 鄉(鎮、市)民代表會 65 

9910501 省政府 90 

9910502 省諮議會 50 

9910503 直轄市政府 50 

9910504 縣(市)政府 20 

9910505 鄉(鎮、市)公所 20 

9910506 區公所 20 

9910601 戶政事務所 20 

9910602 地政事務所 20 

9910603 警察局隊、分駐所、派出所 20 

9910604 消防局隊 20 

9910605 稅捐稽徵機關 20 

9910609 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單位 20 

9910800 公國營事業 20 

9920101 大專院校 250 

9920102 中學 250 

9920103 小學 250 

9920104 職訓中心 50 

9920105 幼兒園 60 

9920106 特殊學校 20 

9920201 圖書館 90 

9920202 博物館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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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type 中文名稱 比對門檻值設定(m) 

9920203 資料及陳列館 50 

9920204 文化中心 50 

9920205 社教館 50 

9920206 美術館 50 

9930101 醫學中心、醫院 50 

9930102 衛生所 20 

9930201 殯儀館 20 

9930202 火化場 50 

9930203 靈骨塔及納骨塔 50 

9350200 墓地設施 50 

9930301 兒少福利機構 20 

9930302 老人福利機構 20 

9930303 婦女福利機構 20 

9930304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50 

9940101 劇院 50 

9940102 音樂廳 50 

9940103 活動中心 45 

9940104 國家風景區 57 

9940105 公園 50 

9940106 遊樂園(場) 50 

9940108 動物園 700 

9940109 植物園 50 

9940110 國家公園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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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type 中文名稱 比對門檻值設定(m) 

9940111 國家森林遊樂區 50 

9940112 旅客服務中心 50 

9940113 觀光景點 50 

9940201 體育館 50 

9940202 體育場 400 

9940203 公立游泳池 50 

9940204 海水浴場 50 

9940301 古蹟 100 

9940302 紀念性場所 50 

9950101 公有市場 100 

9950103 
大賣場、大型超級市場、大型零售

量販店 
100 

9950104 連鎖便利商店 5 

9950105 百貨公司 50 

9950201 郵局 20 

9950202 電信公司服務處 20 

9950203 電力公司服務處 20 

9950204 自來水公司服務處 20 

9950205 天然氣(瓦斯)公司 20 

9950300 金融機構 20 

9950400 旅館 20 

9950401 國際觀光旅館 20 

9950402 一般觀光旅館 20 

9950403 一般旅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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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type 中文名稱 比對門檻值設定(m) 

9950404 民宿 20 

9950501 農會 20 

9950502 漁會 20 

9980200 發電廠 20 

9980400 自來水廠 20 

9960101 臺鐵車站 20 

9960102 汽車客運車站 20 

9960103 捷運車站 20 

9960105 輕軌捷運車站 20 

9960104 高鐵車站 20 

9960201 交流道 20 

9960203 加油站 20 

9960204 停車場 50 

9960205 國道休息站、服務區 20 

9960300 機場 200 

9960400 港灣 50 

9960401 商港 50 

9960402 漁港 50 

9960403 工礦港 50 

9460203 燈塔 50 

9990004 外國使領館及駐華辦事處 50 

9990008 科學園區、工業園區 50 

9370300 環保設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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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更新與評估流程 

藉由上述與圖 3-28之比對方式，可將比對成果分類如以下表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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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電子地圖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比對成果分類 

比對成果 說明 後續處理 

A_有對到不用動 名稱、位置一致 不需後續處理 

B_僅需更新地標名 位置一致、名稱不同 更新地標名 

C_新增 電子地圖有地標但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沒有對應 

更新新增，詳後續文中說明

新增方式 

D_滅失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有地標但

電子地圖沒有對應 

更新滅失 

若分類為 C_新增之情形，則需要以電子地圖地標資訊，於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中正確位置新增地標註記，而新增的方式又因狀況不同，可分為 C1、C2可使

用既有資料新增，以及 C3無法使用既有資料新增，如表 3-17。 

表 3-17、C_新增之情形細分說明與範例 

情形 說明 範例 

C1_可使用既有資料新增_參

考正射  

套疊既有正射就可知道地標

正確位置的情形 

獨棟建物，如百貨公司、明

顯區塊，如校園 

C2_可使用既有資料新增_參

考夠新的街景 

藉由夠新的街景與地標招牌

可知道正確的戶位置 

便利商店 

C3_無法由現有資料更新位

置_需外業 

正射無法分辨，也無既有街

景資料或明顯招牌，可能需

外業調查方式更新 

巷弄中店家 

C4需新增建物/範圍  現況改變，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並無既有建物的存在，需

另尋方法更新該建物 

新建建物中的新增地標 

地標資料的幾何正確性主要為地標點落的位置是否在正確的建物或範圍中，

較無關於高程、邊界的繪製等需求，而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的地標正確範圍細緻

度較電子地圖成果的區塊建物還高，需到達「戶」的層級，故後續確認需確認

新增位置放在正確的「戶」。故可使用既有資料新增的類型，其要點為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中該建物的存在，又依不同地標的特色可分為 1.僅使用正射影像配合

就可新增至正確位置，或是 2.需配合夠新的街景之方式新增。故若為獨棟、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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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較大指標性建物(例如百貨商場)，或正射影像上可辨認之特徵 (如校園)，可藉

由正射影像就能擺放該地標在正確位置，即可使用其他比例尺成果之正射影像

成果套疊更新，不會有放錯戶的問題。若為原在電子地圖建物區塊中的地標(如

便利商店)，電子地圖建置時是使用地址門牌落點的方式建置，建物區塊無法由

正射分辨，故可使用夠新的街景輔助，辨認商店招牌的方式，正確定位地標在

正確的戶中。若新增之地標位置無既有建物的存在，則需要另尋方法更新該建

物，否則無法更新該地標，表 3-18為各比對情形範例與說明。 

表 3-18、各比對情形範例與說明 

情形 範例 說明 

A 

 

電子地圖成果跟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有

對到案例 

A 

 

電子地圖成果跟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有

對到，但電子地圖

位置(洋紅色字)較

不精確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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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範例 說明 

C1 

  

  

 

套疊既有正射就可

知道校園地標位置 

C1 

 

套疊既有圖資就可

知道地標位置-獨棟

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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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範例 說明 

C2 

 

可使用夠新的街景

確認正確戶範例，

路口店家較容易辨

認 

C2/C3 

  

 

需街景確認正確戶

範例，若不在路

口，正射較難分辨

正確棟數，若有夠

新的街景，可使用

街景輔助，若沒有

則無法更新在正確

位置 

 



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程更新策略探討之試作及驗證結果 

====================================================================================== 

86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13年 11月 

 

情形 範例 說明 

 

C4 

 

 

現況改變，需新增

建物/範圍，否則無

法完整更新範例。 

在確認更新方式後仍需注意多維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對地標建置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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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多地標同建物，則需為同棟建物中最高層級之地標，故需要再進行刪減後

得到最終更新成果，圖 3-29為同棟建物中多地標之案例。 

 

政府機關案例 

 

醫院案例 

洋紅色→電子地圖地標 

藍色→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成果 

圖 3-4、多地標在同一大樓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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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共設施管線 

        由於公共設施管線以點資料為多，故可以透過直接套疊舊版次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更新，無須進行地形圖地物合理性之處理，相比蒐集之工程圖資與

OPENDATA 成果，公共設施管線為測繪中心提供成果，涵蓋完整性較高。於更

新方式，經由落點、坐標系統轉換與粗差剔除等流程後，模擬一區域之公共管

線全面套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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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更新後之成果驗證與問題探討 

壹、驗證成果 

為驗證以行政流程更新圖資之成果精度，恰於 112年多維度測製案第 3作業

區-中興測量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測量）測區中包含本研究試辦區彰化縣彰

化市之區域，故可以藉由本案中興測量立測成果與前章節欲更新之成果進行比

對驗證。 

一、 建物測量成果圖 

        於精度評估方式，則選取相同建物之相應角點，並計算其相應角點間距離

並進行相關統計分析，由於上述 112年多維度測製成果涵蓋彰化市都市計畫區，

遂以彰化市都市計畫區立測成果為擬真值，與該範圍中建物測量成果進行比較，

如圖 4-1所示。 

 

 

圖 4-1、建物測量成果與立測成果角點比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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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彰化市建物測量成果為測試標的，先將建物測量成果圖轉換成

TWD97[2020]坐標系統，以與立測成果坐標系統相同。並挑選建物測量成果圖

與立測成果明顯相同之建物角點，共計選取 159點。經由計算兩者角點距離之幾

何較差統計圖如圖 4-2、敘述統計如表 4-1，統計結果顯示此參考資料角點幾何

位置不符合一千分之一製圖規範精度。此外，不同區域之建物有不同量級與方

向之較差，如圖 4-3所示，可以發現左圖建物測量成果之較差向量大致為東向，

右圖較差向量大致為西北向，但尚有個別建物方向與較差量級的差異，不盡然

相同。 

 

圖 4-2、建物測量成果圖與立測成果角點幾何較差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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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建物測量成果圖與立測成果角點幾何較差敘述統計表 

幾何較差統計項目 統計值 

平均值 1.04 m 

中位數 0.95 m 

標準差 0.44 m 

最大值 2.26 m 

最小值 0.40 m 

 

  

圖 4-3、建物測量成果與立測建物線角點之較差向量圖 

探討其可能影響原因係原地籍圖之坐標系統問題，根據內政部地政司之土

地段名代碼暨詮釋資料管理系統（https://lisp.land.moi.gov.tw/MMS/index.aspx）

查詢牛稠子段下廍小段，該段為圖解地籍圖數化並轉至為 TWD97 坐標轉換之成

果，如圖 4-4所示，經由本研究轉至 TWD97[2020]之程序，又會有精度之喪失，

以致比對兩成果精度，有平均約 1公尺之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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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本研究試辦區牛稠子段下廍小段地籍詮釋資料 

參考取得之立測成果，透過平移（不涉及旋轉與比例尺改變）方式將建物

測量成果圖與立測成果盡可能地套合後，兩者角點距離之較差統計圖如圖 4-5、

敘述統計如表 4-2，整體幾何較差平均值為 0.47公尺，可以大量消除因地籍圖對

位之系統性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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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建物測量成果圖（平移後）與立測成果角點幾何較差統計圖 

 

表 4-2、建物測量成果圖（平移後）與立測成果角點幾何較差敘述統計表 

幾何較差統計項目 統計值 

平均值 0.47 m 

中位數 0.47 m 

標準差 0.22 m 

最大值 0.93 m 

最小值 0.003 m 

儘管透過個別建物平移可以提升位置精度，尚發現建物測量成果與立測成

果繪製成果之繪製範圍與定義不一致情形。如圖 4-6顯示於立測成果有繪製陽台，

然建物測量成果（綠色線）並無，另建物測量成果並無針對不同建物結構細分，

以及儘管兩者繪製輪廓相似，但兩者既有繪製範圍不一致（最大差距有 2.62m），

建物測量成果整體尺寸較小。另建物測量成果圖有各樓層之尺寸，然其平面圖

係其各樓層線段結合之最大範圍，如圖 4-7，欲了解各樓層範圍，需要對照原建

物測量成果圖，以區分不同樓層範圍，惟當各樓層建物造型複雜或各樓層範圍

不同時，需要花費許多時間逐一篩選各樓層建物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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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立測成果與建物測量成果繪製不一致案例 

 

 

兩者差 2.6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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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建物測量成果對照，建物測量成果線段複雜，難

以直接區分樓層。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顯示透過建物測量成果更新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須有眾多考量與相關處理。就定位而言，須釐清不同區域地籍圖之精度差異，

無法透過單一區域地理定位成果逕以更新，須於地理定位後針對個案進行處理

（如平移），惟以本研究試辦區範圍內之立測成果與建物測量成果有尺寸、繪製

細節之差異與提供建物結構資訊量不足問題。此外，需要釐清舊版次一千分之

一地形圖原有地物情形，若原有地物細節繁雜，則難以了解更新後原有地物更

迭情形與精確範圍，會使更新作業變得窒礙難行。 

二、 工程圖資 

以彰化市 111 年北區路燈照明養護工程(含搶修及遷移)與立測繪製成果比對

探討其精度。 

由於工程圖資僅侷限於個別單位建置成果，故成果不如立測成果完整，因

此皆以工程圖資搜尋周遭範圍是否有對應立測成果方式進行驗證。比對結果分

類如表 4-3，工程圖資搜尋周遭 5 公尺內無對應立測點，則歸為無對應；工程圖

資搜尋周遭 0.5～5 公尺內有對應立測點，則歸為有對應但位置偏差大；若工程

圖資搜尋周遭小於 0.5公尺內有對應立測點，則歸為對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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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工程圖資與立測成果比對結果分類 

成果類型 

比對結果分類 備註說明 

工程圖資成果 立測成果 

O X 無對應 
5 公尺範圍內無對應點即視

為無對應 

O O 有對應但位置偏差大 
對應點兩者間距離在 0.5～5

公尺內 

O O 對應一致 
對應點兩者間距離在 0.5 公

尺以內 

       該工程圖資共有 43 筆資料落在可進行精度驗證之立測圖幅中，與立測成果

分析後，無對應有 38 筆、有對應但位置偏差大有 5 筆、對應一致 0 筆，由此成

果顯示僅有 5 筆資料與立測成果位於 0.5～5 公尺之距離差異，其餘皆與立測成

果有 5公尺差異，因此該工程圖資並無法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精度。 

 

三、 OPENDATA、官網下載 

於驗證層面，由於 OPENDATA 圖資僅侷限於個別單位建置成果，故成果不

如立測成果完整，因此皆以 OPENDATA 搜尋周遭範圍是否有對應立測成果方式

進行驗證。比對結果分類如表 4-4，OPENDATA 搜尋周遭 5 公尺內無對應立測

點，則歸為無對應；OPENDATA 搜尋周遭 0.5～5 公尺內有對應立測點，則歸為

有對應但位置偏差大；若 OPENDATA 搜尋周遭小於 0.5 公尺內有對應立測點，

則歸為對應一致。 

表 4-4、OPENDATA與立測成果比對結果分類 

成果類型 

比對結果分類 備註說明 

OPENDATA成果 立測上成果 

O X 無對應 
5公尺範圍內無對應點即視

為無對應 

O O 有對應但位置偏差大 
對應點兩者間距離在 0.5～

5公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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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類型 

比對結果分類 備註說明 

OPENDATA成果 立測上成果 

O O 對應一致 
對應點兩者間距離在 0.5公

尺以內 

1. 人行道 

以學校周遭人行道為例，將 OPENDATA 人行道成果（紫色線）套疊立測成

果後（圖 4-8），可以發現該範圍可明顯包含既有學校圍牆（黑色線）與道路邊

線（紅色線）之人行道範圍。然而有些微的位置偏差，就整體寬度而言，立測

為 3.68公尺、人行道成果 4.22公尺，相差 0.54公尺，若以個別線段幾何位置而

言，學校圍牆距人行道約 0.24 公尺、道路邊線距人行道 0.30 公尺。整體而言，

尚不符合一千分之一製圖精度。 

 
 

圖 4-8、OPENDATA人行道成果與立測套疊成果、精度分析 

2. 台灣電力公司_彰化縣_電桿坐標及桿號 

          該圖資共有 5337筆資料落在須進行精度驗證之立測圖幅中，與立測成果分

析後，無對應有 4715 筆、有對應但位置偏差大有 617 筆、對應一致 5 筆，由此

顯示該圖資與立測成果多為 5公尺以上差異，因此該工程圖資並無法符合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精度。另檢視有對應但位置偏差大和對應一致之成果，發現並無電



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程更新策略探討之試作及驗證結果 

====================================================================================== 

98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13年 11月 

 

桿辨識成路燈情形，推測為電桿之功能性較路燈明顯，較無難以判斷情形。 

 

四、 電子地圖地標 

        試辦區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的成果形式來說，地標僅放置重要的、或是對其

主管機關來說需要的項目，與電子地圖成果中以蒐集地標清冊並需要滿足完整

性的建置成果不同，故在比對上有很多整個地標圖層類型都不是建置標的、或

是僅建置少量地標的情形，完整度無法與電子地圖成果比較，本研究設計除比

對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電子地圖清冊相同有建置的地標情形外，沒有對應之類

型可模擬在有一千分之一比例尺之建物、地類等其他圖層下，新增地標之更新

情形，未來則可使用此流程更新對應地標點。 

        需要注意的是，未來實作上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若遇到多地標同建物的情形

將採建置圖面上較重要之地標點，而沒有建置需求地標類型之完整檔案，將失

去全面比對找出異動點的意義，無法分辨應為新增地標或該地標為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省略隱藏之點位，故未來更新應直接使用電子地圖該批次異動檔，而非

全面比對的方式進行。 

        盤點後電子地圖地標點成果也同時為試辦區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標的之地標

類型以及比對成果如下表 4-5，將比對成果之 B_僅需更新地標名、C_新增項目

地標作為後續更新實驗對象 

(1)試辦區成果統計 

表 4-5、各地標類型比對成果 

地標分類 中文名稱 

比對成果 

總計 
A_有對到

不用動 

B_僅需

更新地

標名 

C_新增 

9910300 中央政府所屬機關 6 1 32 39 

9910401 直轄市議會 1 0 0 1 

9910503 直轄市政府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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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分類 中文名稱 

比對成果 

總計 
A_有對到

不用動 

B_僅需

更新地

標名 

C_新增 

9910506 區公所 4 0 0 4 

9910601 戶政事務所 3 0 0 3 

9910602 地政事務所 2 0 0 2 

9910603 警察局隊、分駐所、派出所 11 1 16 28 

9910604 消防局隊 1 0 11 12 

9910609 
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

單位 
1 0 38 39 

9910800 公國營事業 4 0 4 8 

9920101 大專院校 6 0 4 10 

9920102 中學 37 0 11 48 

9920103 小學 34 0 23 57 

9920104 職訓中心 1 0 13 14 

9920105 幼兒園 21 3 176 200 

9920201 圖書館 1 0 9 10 

9930101 醫學中心、醫院 4 0 11 15 

9930102 衛生所 2 0 2 4 

9930203 靈骨塔及納骨塔 1 0 6 7 

9940103 活動中心 17 0 54 71 

9940105 公園 70 1 216 287 

9940201 體育館 3 0 7 10 

9940202 體育場 11 0 25 36 

9940203 公立游泳池 3 0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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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分類 中文名稱 

比對成果 

總計 
A_有對到

不用動 

B_僅需

更新地

標名 

C_新增 

9940302 紀念性場所 1 0 0 1 

9950101 公有市場 10 0 26 36 

9950103 
大賣場、大型超級市場、大型

零售量販店 
5 4 184 193 

9950201 郵局 5 0 21 26 

9950203 電力公司服務處 1 0 2 3 

9950300 金融機構 12 3 165 180 

9950501 農會 3 0 13 16 

9960203 加油站 8 1 66 75 

9960204 停車場 107 0 369 476 

9980400 自來水廠 2 0 0 2 

 總計 399 14 1510 1923 

非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標的但仍可納入更新之地標測試實驗類型如表 4-6： 

表 4-6、 可納入更新之地標測試實驗類型成果 

地標分類 中文名稱 實驗筆數總計 

9910300 墓地設施 10 

9910401 稅捐稽徵機關 5 

9910503 特殊學校 2 

9910506 資料及陳列館 6 

9910601 美術館 3 

9910602 殯儀館 1 



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程更新策略探討之試作及驗證結果 

====================================================================================== 

101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13年 11月 

 

地標分類 中文名稱 實驗筆數總計 

9910603 兒少福利機構 6 

9910604 老人福利機構 20 

9910609 婦女福利機構 4 

9910800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4 

9920101 劇院 1 

9920102 旅客服務中心 1 

9920103 古蹟 10 

9920104 連鎖便利商店 472 

9920105 百貨公司 3 

9920201 電信公司服務處 77 

9930101 天然氣(瓦斯)公司 2 

9930102 國際觀光旅館 3 

9930203 一般觀光旅館 1 

9940103 一般旅館 123 

9940105 民宿 2 

9940201 臺鐵車站 4 

9940202 汽車客運車站 8 

9940203 捷運車站 25 

9940302 科學園區、工業園區 2 

 總計 795 

由此可知即使電子地圖地標點成果也同時為臺中市一千分之一標的之地標

類型，由於圖資類型不同，臺中市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成果中的地標完整度仍與

電子地圖地標點成果有較大差距，無論是因為美觀或建置原則等因素互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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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數量很少，本研究仍將其分類為 C_新增之地標做為更新測試。表 4-5 顯示

試辦區中電子地圖地標總數為 2718 僅 399筆在初步程式比對中有對到，14筆更

新名稱，其餘則視為更新資料做測試，而表 4-8顯示由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地標文

字註記出發，則是有 399 筆可互相對應，1795 筆定義不同電子地圖無建置(多為

工廠)，14筆為需名稱更新，其餘 37筆則視為滅失資料。 

表 4-7、由電子地圖出發比對成果數量統計 

從電子地圖出發 
臺中千分之一標的之地

標類型比對數量 
非標的比對數量 總計 

A_有對到不用動 399 0 399 

B_更名 14 0 14 

C新增 1510 795 2305 

總計 1923 795 2718 

 

表 4-8、由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出發比對成果數量統計 

從地形圖出發 數量 

A_有對到不用動 399 

B_更名 14 

C非電子地圖標的 1795 

D滅失 37 

總計 2245 

將 C_新增之地標做為後續更新測試，按照資料更新章節中所數將 C_新增之

地標後續更新方式分為 C1_可使用既有資料新增_參考正射 、C2_可使用既有資

料新增_參考夠新的街景、C3_無法由現有資料更新位置_需外業、C4 需新增建

物/範圍四種，經過統計後地標分類適用之更新方式總結如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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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地標分類適用之更新方式 

後續更新方式 適用地標類型 數量 

C1_可使用既有資料新增_參

考正射 

具較大型腹地之地標如中央地方機

關(991)、具大型校區之學校

(992)、醫院(9930101)、停車場、

百貨公司(9950105)、車站、加油

站(9960203) 

67 

C2_可使用既有資料新增_參

考夠新的街景 

便利商店、電力電信公司服務處與

旅館等(995)、幼兒園等腹地較小

之地標 

1536 

C3_無法由現有資料更新位

置_需外業 

職訓中心(9920104)等較無明顯招

牌之地標 

8 

C4需新增建物/範圍 所有分類皆有可能，為個案 694 

總計 2305 

考慮多維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的建置原則中，在相同建物中的地標點僅需

建置最高層級之地標，與電子地圖完整的建置原則不同，故也分析在試辦區中

模擬更新的 2305 筆資料中碰到須再篩選掉的情形，並了解多為何種地標。2305

筆中有 410筆地標與其他地標共用相同建物，其中分類如表 4-10所示， 

表 4-10、共用相同建物地標之數量 

地標分類 分類中文名稱 
其他地標共用相同建物

數量 

9950300 金融機構 68 

9950104 連鎖便利商店 54 

9960204 停車場 35 

9920105 幼兒園 34 

9950103 大賣場、大型超級市場、大型零售量販店 32 

9910609 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單位 29 

9950403 一般旅館 21 

9950202 電信公司服務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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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分類 分類中文名稱 
其他地標共用相同建物

數量 

9910300 中央政府所屬機關 12 

9920103 小學 10 

9910603 警察局隊、分駐所、派出所 9 

9940105 公園 9 

9960103 捷運車站 9 

9920102 中學 7 

9910604 消防局隊 6 

9940202 體育場 5 

9910605 稅捐稽徵機關 4 

9940103 活動中心 4 

9950201 郵局 4 

9920101 大專院校 3 

9930203 靈骨塔及納骨塔 3 

9930302 老人福利機構 3 

9950105 百貨公司 3 

9960102 汽車客運車站 3 

9920104 職訓中心 2 

9930101 醫學中心、醫院 2 

9930303 婦女福利機構 2 

9940203 公立游泳池 2 

9950501 農會 2 

9960203 加油站 2 

9990008 科學園區、工業園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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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標分類 分類中文名稱 
其他地標共用相同建物

數量 

9920106 特殊學校 1 

9920203 資料及陳列館 1 

9920206 美術館 1 

9930301 兒少福利機構 1 

9930304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1 

9940201 體育館 1 

9950101 公有市場 1 

9950402 一般觀光旅館 1 

9960101 臺鐵車站 1 

綜合上述情形，利用電子地圖資料地標更新的條件主要受原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既有資料狀況影響，但因地標為點圖層特性，是較能簡易確認完整更新

狀況的資料，雖因多維度地形圖的建置原則導致多維度地形圖中的地標完整性

不如電子地圖，無法使用全面比對的方式，但只要是電子地圖持續完整更新地

標資料、且多維度地形圖既有資料滿足條件，則可逐次(每月或每 2 年)使用異動

資料的方式快速得知新增狀況並確認更新至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五、 公共設施管線 

可以透過比對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公共設施管線之距離，以評估是否有相

對應。表 4-11 為比對結果分類，如公共設施管線成果有但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無，

為滅失；公共設施管線成果無但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有，為新增；兩者皆有則以

距離閾值為偏差大（0.5m～5m）或對應一致（＜0.5m）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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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公共設施管線與立測成果之比對結果分類 

成果類型 

比對結果分類 備註說明 

公共設施管線成果 地形圖上成果 

O X 滅失 
立測成果比對周遭 5公尺

無對應公共設施管線 

X O 新增 
公共設施管線比對周遭 5

公尺無對應立測成果 

O O 有對應但位置偏差大 
兩者間距離在 0.5公尺以

上、5公尺以下 

O O 對應一致 兩者間距離在 0.5公尺以內 

於公共設施管線比對成果，若比對成果為滅失或新增，顯示提供之公共設

施管線成果與實際情形不符，其中滅失除公共設施管線不存在外，亦有判定與

定義不一致之可能；若比對成果為偏差或比對一致，則顯示提供之公共設施管

線尚符合實際情形，惟比對一致是最為符合實際現況之情形與精度。以世曦比

對成果分析統計如表 4-12所示。 

表 4-12、世曦比對成果中公共設施管線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對應情形與數量 

圖層 滅失 新增 偏差 比對一致 
總比對筆

數 

路燈 7384(44.51%) 5400(32.54%) 3733(22.50%) 77(0.46%) 16594 

汙水下水

道人孔 
3275(81.56%) 484(12.06%) 255(6.35%) 0(0.00%) 4014 

雨水下水

道人孔 
661(58.97%) 175(15.61%) 282(25.16%) 3(0.27%) 1121 

電信人孔 5982(93.60%) 85(1.33%) 303(4.74%) 21(0.33%) 6391 

交接箱 350(64.22%) 86(15.78%) 108(19.82%) 1(0.18%) 545 

電話亭 3(50.00%) 2(33.33%) 1(16.67%) 0(0.00%) 6 

        以世曦路燈比對成果為例，比對成果總共有 16594筆，比對成果為「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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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384 筆（44.51%）、「新增」有 5400 筆（32.54%）、「偏差」有 3733 筆

（22.50%）、「比對一致」有 77 筆（0.46%），顯示既有公共設施管線成果與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成果差異大。細觀滅失成果，除實際滅失外，有路燈與電桿之判

定不一致，或於路燈定義不一致情形，於多維度測製案之原則，若「以電桿優

先判定為主，現況有桿子且有電線者繪製為電桿，桿子上僅有路燈且無電線者

繪製為路燈辦理外，若經現地調繪判釋明顯主要功能為路燈者，得歸類為路

燈。」，如圖 4-9，皆為公共設施管線為路燈，測製時為燈桿成果；新增部分以

重劃區或經過道路擴寬開闢新建置之路燈為主。 

 

公共設施管線為路燈，但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成果無建置之遺失案例（定義不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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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管線為路燈，但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成果無建置之遺失案例（景觀燈

vs.路燈） 

 

公共設施管線為路燈，但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成果無建置之遺失案例（嵌於建

物上） 

圖 4-9、公共設施管線有建置但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無建置案例 

        另以汙水下水道、雨水下水道與電信人孔比對成果為例，皆大部分為滅失

與新增，尤以電信人孔滅失達 93.60%。滅失原因多與道路挖掘鋪銑、地下管線

遷移，需要更新頻率較高，或現今許多人孔蓋以「下地整平」方式，因此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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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於路面上。如圖4-10為由於提供公共設施管線之埋設日期（BURY_DATE）

民國 106年 7月 27日，然於 108年 09月 13日～108年 11月 11日期間進行道路

改善工程（苗栗市至公路、民族路周邊提升道路品質改善工程）之電信人孔蓋

下地，故至今測繪時該現況並無電信人孔蓋情形。因此，依此案例得知提供資

料「時效性」為影響品質之其中因素，若資料距今已有時日則資料與現況已有

許多不符處，則影響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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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市至公路、民族路周邊提升道路品質改善工程介紹，其中包含孔蓋下地之

工程項目。（https://myway.nlma.gov.tw/qualityup_case_page/488） 

 
 

 

圖 4-10、因道路改善工程後電信人孔蓋下地，於路面上已無孔蓋之案例 

        綜合上述，公共設施管線成果來源若以行政流程更新角度，由於單一地物

管理單位提供落點資料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測繪時之可能時間差（尤以人孔蓋），

需要於資料提供方落實頻繁更新公共設施管線之情形，以了解可能會有異動的

區域，方能於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中減少後續處理之作業，此外亦有資料定

義不一情形。於內政部已有建置「公共設施管線資料庫」以及設置「公共設施

108年 3月 

111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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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資料標準」，並建立完整公共設施管線資訊系統，整合道路各類管線資料，

以為後續管理之依據。從既有建置可即時取得並持續維護公共設施管線情形之

系統，或可納入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之行政流程項目。  

 

貳、各圖資處理與更新之問題統整 

以地理資訊資料而言，屬性與空間之完整性、正確性以及是否有持續維護

為後續應用之最高原則，方能避免資料後續資料繁複清理與確認之程序。經由

本研究成果由圖資蒐集、前處理與實際更新之成果，統整各圖資主要面臨挑戰

如下表 4-13所示： 

表 4-13、各圖資處理與更新過程面臨挑戰統整表 

圖資 資料處理與更新過程 資料處理與更新過程面臨挑戰 

建物測量成果圖 以地籍圖對位取得建物測

量成果實際地理位置 

來源地籍圖因測製方式不同，致使比例

尺、精度、坐標系統不盡相同，若原先

地籍圖已有原先系統性偏差，則進行地

理對位難以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測製

精度標準，須進行後續處理。另建物測

量成果繪製範圍與立測成果亦有差異。 

取得各樓層範圍 須對照建物測量成果原圖以取得各層樓

範圍，造型複雜或各樓層範圍不同時，

需要花費許多時間逐一篩選各樓層建物

線。 

區分建物結構 建物測量之建物結構無標記於圖面中，

需要另外於屬性註記中擷取結構相關文

字資訊。 

測量成果圖套疊舊版次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圖資 

須考量套疊地物與周遭地物之情形，以

及套疊後與其他地物邊線之合理性，必

須透過如正射影像、外業調查方式了解

周遭變化，然舊版次地形圖地物情形與

現況差異極大，則建議以重新測製為

主。 

工程圖資 不同格式工程圖資處理 多為PDF掃描檔，且部分工程圖資繪製

細節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不盡相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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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可供地理定位之共同點，致使無法地

理定位。掃描檔解析度差，當地物並存

時，難以區分。 

工程圖資套疊舊版次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更新圖資 

須考量套疊地物與周遭地物之情形，以

及套疊後與其他地物邊線之合理性，必

須透過如正射影像、外業調查方式了解

周遭變化，然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地物情形與現況差異極大，則建議以重

新測製為主。 

OPENDATA 透過一千分之一圖層關鍵

字自動化篩選與下載資料 

篩選後僅有數十筆可為後續分析，且多

為人孔、燈桿等公共設施資料，其餘為

資料幾何型態不同（如河川中線）之與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實形原則不符資料。

繪製顯示既有opendata資料難以蒐集到

可為實際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資料。 

不同地物套疊舊版次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 

資料建置單位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於地

物認定標準不盡相同，如燈桿判定依

據、路燈設置方式等，皆可能於更新時

需要額外進行比對分析。此外，資料建

置單位是否有持續更新資料為一大重

點，假使提供資料過於老舊，則更新時

已與現況不符。 

電子地圖地標 

 

前處理之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繪製方式確認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若僅管理或放置圖面

上較重要之地標點，而沒有建置需求地

標類型之完整檔案，將失去全面比對找

出異動點的意義，將無法分辨應為新增

地標或該地標為地形圖省略隱藏之點

位，若在前期定義工作中無法確定此內

容將無法進行固定每月或每兩年的全面

更新。 

地標更新於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 

地標的更新需先確認該地標所在位置地

物是否同時變遷，若原地物、建物無變

遷，則可進行更新後續步驟，否則需其

他圖資輔助。若地標為獨棟或範圍較大

的建物（如百貨商場、校園），可以使

用正射影像直接新增，因為這些建物影

像特徵明顯，不會出現放錯戶的問題；

若地標在電子地圖的建物區塊內（如便

利商店），需要使用夠新的街景來確認

商店招牌，以確保地標放置在正確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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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果新增地標的位置沒有既有建

物，則需要其他方法更新建物，否則無

法更新該地標。 

API介接 蒐集所需資料 尚無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適用之介接

資料 

公共設施管線 不同地物套疊舊版次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 

資料建置單位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與地

物認定標準不盡相同，如燈桿判定依

據、路燈設置方式等，皆可能於更新時

需要額外進行比對分析。此外，資料建

置單位是否有持續更新資料為一大重

點，假使提供資料過於老舊，則更新時

已與現況不符。 

網路新聞 蒐集相關工程資訊 無法用以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但其

提供工程名稱、地點與開工／完工時間

等資訊，可進一步蒐集相關工程圖資，

並依循工程圖資處理與更新方式進行更

新。 

 

參、未來的資料回饋機制設計 

基於本研究成果，須達到圖資精度高、定義一致、資訊豐富等原則，方可

達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故就建物測量成果圖而言，其透過地籍圖地理定位

可得建物範圍，但尚無法取得諸如細部建物材質、各樓層範圍，或是周邊地物

變遷情形等等，因此該圖資可以初步做為更新建物範圍之依據，並後續透過外

業調查方式或正射影像取得各細節資訊。工程圖資、OPENDATA 與公共設施管

線則由於來源管道多元，需要先根據不同檔案類型、幾何與其屬性設計不同篩

選與處理方式，當處理過後之可更新圖資，亦須先進一步檢視與舊版次一千分

之一地形圖於相同地物定義是否一致，由此資料處理與檢視過程中也可以回饋

相關疑義與問題於原建置資料單位。 

此外，由於地標點成果與放置地物位置高相關，地標點於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的新增實際上僅有放置位置正確性需要考慮，屬性資料的正確性於電子地圖

成果蒐集時已整理，而在新增地標於多維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的步驟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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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經過確認電子地圖地標放置位置之「戶」是否正確（如圖 4-10），此項針對

位置幾何正確性的確認有助於幫助此圖資之位置精度提升至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之標準，即「以戶為單位」，較電子地圖的「建物區塊」精度更高，故未來若設

計每月一輪，或兩年一輪的電子地圖地標更新流程，可將此成果再回饋予電子

地圖以提升電子地圖地標點精度。 

 

 

圖 4-2、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地標時可回饋成果至更精確位置之範例 

  



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程更新策略探討之試作及驗證結果 

====================================================================================== 

115 

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113年 11月 

 

第五章、結論 

本研究旨在透過不同單位取得資料，根據不同資料設計前處理方式與流程，

透過實際更新並探討更新過程面臨之挑戰，茲總結如下： 

1. 更新資料來源多元，惟普遍不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精度與繪製定義： 

        針對資料本身而言，雖可由各機關、網路上公開資料中蒐集到大量資料，

但由於不同資料建置單位對於資料需求差異，會反映至圖資細緻程度與精度，

又考量各資料提供單位非以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為主要任務，如地物繪製原

則、資料來源精度不盡相同，亦會影響後續更新可行性。依據本研究取得之圖

資驗證結果顯示，多不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精度，無法直接透過圖資套疊方

式更新於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或是繪製原則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不一致情形，

未能符合行政流程更新以降低圖資測製成本之宗旨。此外，圖資取得資料時間

亦為更新之一大重點，提供更新之資料是否為距離欲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最

近時期，方可減少資料提供後因時間經歷過長致使地物現況變動之可能性。另

整合不同圖資以參考電子地圖兩年一輪更新地標的實驗為例，需在前期確認多

維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地標控管方式是否與電子地圖完整建置的方法吻合，若

無法使用相同地標管理方式，則無法進行全面比對，也無法達到兩年一輪一同

更新地標的效果，若想使用其他圖資一同加入加快圖資更新速度也會遇到相同

問題。 

        經由本研究實際更新與驗證分析結果，須從源頭建立資料控管機制，方可

減少資料處理流程，又資料建置時是否隱含空間概念、繪製定義是否相同，其

圖層之精度與品質是否可以達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繪製標準為一大考驗。 

2. 針對不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精度之圖資，可另作為地物變異區偵測之參考： 

根據本研究驗證成果，儘管 OPENDATA、工程圖資、建物測量成果圖等圖

資不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精度與繪製原則，考量地物新增情形為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更新一大重點，或可作為地物變異區偵測之參考。以建物測量成果為例，

可定期與地政事務所取得最新年度建物測量成果圖，並透過本研究地籍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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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取得初步地理位置，爾後可針對新增建物地點進行實際測繪更新，達到及

時得知地物變異之成效。納入地物變異區偵測參考後，可適當減少全面更新的

繪製時間成本，減少漏繪，提高正確性，或也可於圖資供應時標註，讓使用者

知道該處地物現況已有變動。資料控管方式與預處理可沿用本研究建立之流程，

最終在可進入變異偵測階段取代圖資更新。 

理想上，可以透過蒐集多樣化圖資即時更新地物實際狀況，惟根據研究成

果，必須捨棄精度品質或是完整更新的細節，多數資料可標示出大略位置已有

地物變動，後續可新增標註「此地已有變動」的方式，將資料納入控管並進行

固定流程的行政流程更新此標註。因此，「保留多維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之正確

性與精度」以及「即時更新地物現況」兩個項目必須分開控管，才能在不影響

精度與正確性的情況下整合多方最新資訊展示於圖資中。茲將本次蒐集之各類

圖資可使用或變異分析方式整理如表 5-1。 

表 5-1、本次蒐集之各類圖資可使用或變異分析方式 

圖資 圖資內容 可使用或變異分析方式 

建物測量成果圖 

樓層平面圖-新建 

整理後和原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套疊找出

需新增建物之位置與大概範圍，作為變

異分析 

樓層平面圖-增建 
整理後和原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套疊找出

需更新增建範圍之建物，作為變異分析 

工程圖資 

PDF掃描檔 受限於解析度、定義不一致，無法使用 

可套疊之大型工程DWG圖

資 

整理後和原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套疊可找

出大範圍地物變動位置，作為變異分析 

OPENDATA 
篩選後可使用套疊更新之

地物，例如路燈、電桿 

更新狀況和地物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定

義不一致，多數無法使用，整理後可將

資料問題回報原維護主管機關 

電子地圖地標 落點位置與地標名稱 

整理後比對，在參考資料滿足符合一千

分之一地形圖地標類型原則、可藉由對

應招牌等資訊找出正確的戶位置，且既

有圖資具有合理建物資訊的情況下可更

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若參考資料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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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上述條件，例如需再另外新增建

物，也可作為變異分析。 

API介接 該API回傳資料 
尚無更新一千分之一地形圖適用之介接

資料 

公共設施管線 
電桿、路燈、人孔、箱體

等 

更新狀況和地物定義不一致，多數無法

使用，整理後可將資料問題回報原維護

主管機關 

網路新聞 蒐集相關工程資訊 

工程名稱、地點與開工／完工時間等資

訊，可進一步蒐集相關工程圖資，並依

循工程圖資作為變異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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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審查意見回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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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12年及 113年多維度空間資訊基礎圖資監審工作採購案」第 2作業區 

113年度圖資測繪精進方案探討分析及試作報告  

多維度圖資結合行政流程更新策略探討之試作及驗證結果 

審查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回覆 

曾委員耀賢 

1. 有關路燈、電桿、人孔及交接箱等之敘

述，在 P17 提及皆有其管理單位，建置單

位成果非專為高精度測繪使用，地物定義

可能與 1/1000有出入；在 P69提及該工程

圖資也有定義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不一致

情形；在 P93，台灣電力公司_彰化縣_電

桿坐標及桿號之對應一致僅 5/4715，該工

程圖資無法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精度；

在 P102，表 4-12 前 4 項滅失比率 44%～

93%，比對一致 比率 0.00%～0.46%；在

P107提及內政部已有建置「公共設施管線

資料庫」，從既有建置可即時取得並持續

維護公共設施管線情形之系統等論述，是

否應慎重考慮爾後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不要

繪製這些圖層，需要這些圖資者以介接權

責機關資料方式取得，讓維護權責回歸到

目的事業機關？ 

依據本研究結果可知目前經分析

驗證本次蒐集權責機關提供之資料成

果，因其繪製定義可能與目前一千分

之一航測數值地形圖之繪製定義有所

出入而導致精度差異過大。後續建置

策略中建議需先釐清相關公共管線成

果於目前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中的使用

對象與需求，以擬定未來相關圖層的

建置方法，或是以航測製圖法協助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升其成果建置

精度或更新頻率，方能透過介接權責

機關資料方式，有效提升一千分之一

地形圖的相關應用。 

 

2. 本中心 113 年試辦建物、道路、地標之更

新維護，就取得地政事務所建物登記資料

作為更新參考之經驗，實際上建物於保存

登記後二次施工、增建情形普遍，幾乎都

必須實測。 

依據本研究結果可知建物測量成

果圖與目前航測建物繪製定義或現況

均有明顯出入，現地實測仍是更新一

千分之一地形圖建物之必要方法，建

物測量成果圖僅建議供作異動變遷偵

測之用。 

3. 本研究總結統整於 P108～P109 表 4-13，

所列 7 種圖資幾乎都無法獨力達到更新之

目的，可否得出行政流程取得之圖資僅作

將相關建議更新 P115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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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回覆 

為異動偵測之一種方式，發現的異動處，

宜由測繪人員確認及施測之方式辦理更

新？ 

4. 文字修正：P49，地形圖編碼「對有」應

之類型，應修正為地形圖編碼「有對」應

之類型。 

P51，已修正。 

蔡委員季欣 

1. 以 P29 為例，來自各單位資料處理後，可

用比例有很大差異，建議對於蒐集資料分

析結果，如有趨勢明顯差異者，應補充說

明。 

P30，已補充太平地政事務所提

供之建物測量成果可用比例差異大原

因。 

2. 本案蒐集各項資料並予以測試是否立即可

用、部分整理後可用或無法使用，惟建議

分析所蒐集資料是否可作為變異分析之參

考，請就這面向予以補充內容論述。 

P116，已於結論補充文字論述。

並新增表 5-1，說明本次蒐集之各類

圖資可使用或變異分析方式。 

 

3. P110，未來的資料回饋機制設計及P112結

論部分，建議參考審查會簡報內容予以補

充修正。 

P113、P116，已修正 

 

王委員敏雄 

1. P6，表 2-2 提出本案預計取得資料與取得

方式，其中在「公共設施管線部分」之圖

資取得來源係來自「112 年度多維度圖資

成果」；另 P7 末段亦提及 OPENDATA 資

料亦有部分來自於「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經查目前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測製

「公共設施管線」之參考資料係由本中心

向台灣電力公司、台灣自來水公司及中華

電信等事業單位申請取得；其報告書中卻

均描述取得來源為「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是否有何特殊目的性？請補充說

明。 

P7，已修正表 2-2說明文字 

P8，已補充並修正文字敘述。該

段一千分之一地形圖，為用以探討蒐

集之圖資是否可更新舊版次一千分之

一 地 形 圖 之 底 圖 圖 資 ， 並 非

OPENDATA資料來自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之意。另於 P49提及OPENDATA蒐

集資料有些來自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轉

製，故不納入 OPENDATA更新。 

P19，已補充六、公共設施管線

之說明文字。由於多維度測製案須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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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回覆 

對各單位提供之公共設施管線與測製

之一千分之一成果比對其新增、滅

失、偏移等情形，且上述比對情形與

結果，亦為本研究行政流程更新之更

新與驗證宗旨。 

2. P7，圖 2-1 與 P23 圖 3-3 有關更新控管流

程圖內容完全一樣，請確認是否誤植。另

P31表3-4有關工程圖資可更新性評估分析

表中有關大城都市計畫區 1、3號道路交通

號誌工程，其是否納入更新欄位標示為

「x」，是否為誤植？請查明修正。 

P26，已移除重複之更新控管流

程圖。 

P33，已補充說明。由於多維度

112 年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不繪製交

通號誌、交通號誌控制箱，故不納入

更新。 

3. P27，提及採用「建物測量成果圖」之圖

資前處理方式，考量「因DXF檔並無提供

地理定位成果，為了取得該建物之真實坐

落位置，須額外以人工利用地籍圖對位方

式」，其具體作業方式為何?請說明。 

P29 已說明具體作業方式，並補

充相關細節。 

4. P57，提及運用「建物測量成果圖」之圖

資更新方式，則採用「直接套疊」或「套

疊後進行合理性編修」方式，以及 P88 提

出採用「平移」方式處理，可以將整體幾

何較差從 1公尺調降為 0.47公尺等論述；

故經由採用套疊、平移及合理性編修可以

解決問題，也可提高精度，請考量「建物

測量成果圖」於資料前處理程序時，是否

仍有須採用「地理定位（地籍圖對位）」

之必要性？ 

由於原取得建物測量成果圖係無

地理坐標系統之DXF檔，須透過地籍

定位方可賦予其真實位置。另透過個

別建物平移方式提升精度，亦是基於

已透過地籍圖定位完之建物測量成果

圖，因此地籍定位為必要之流程。 

地籍圖對位為知道大略位置，平

移及合理性編修則是針對建物形狀細

節互相配合去進行細部調校。 

5. P70，圖 3-24有關北屯區崇德 19路延伸道

路開闢工程案例，其欲陳述表達之具體結

論為何？除請再予以補充說明外；另據現

行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圖層分類及套疊方

式，其中道路圖層及建物圖層係完全區隔

且允許圖形重疊，故為何會有「建物是否

全部拆除或僅僅拆除部分套疊到道路的範

P72，已修正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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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及「道路線上原有地物應全部清除」

等說法，請釐清並依實際研究成果予以修

正研究報告內容文字。 

6. 就本研究案之未來是否可落地執行觀點，

報告提出的評估作法尚屬明確；惟依據本

研究報告第四章所述有關「更新、驗證成

果與問題總述」，則因在資料蒐集取得及

其內容、格式、幾何精度上的差異性、正

確性及完整性，要達到原預期「直接以行

政流程辦理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局部更新」

目標，現階段似乎還有相當的難度。惟就

現階段獲得之研究發現，例如針對「透過

數量統計彙整對更新圖資成果的整體品質

影響」，以及針對「地物變異區偵測與標

示」等， 仍有具有相當參考價值。建議可

再針對未來是否可進一步將行政流程更新

機制予以系統化，特別是針對變異偵測、

資料預處理及更新作業流程管控等功能部

分，提供相關可行性評估規劃方案 

更新結論及表 5-1，針對目前實

驗結果統整可使用或變異分析方式。

資料控管方式與預處理可沿用原實驗

建立之流程，最終在進入變異偵測取

代圖資更新即可 

黃委員英婷 

1. P13，表 2-6「加入實驗」欄位，部分案件

標示為 N_電子地圖錯誤、千分之一地形

圖無誤，以及 C4436 案件之「參考資料」

欄位標示尚未定位示意圖，建議補充說明

其定義，或適當輔以圖說說明。 

P13 補充「N_電子地圖錯誤、千

分之一地形圖無誤」標註說明於「2. 

電子地圖共同蒐集工程圖資」段落中

第 6~9行： 

由於電子地圖動態圖資更新案件

列表中……，以「N_電子地圖錯誤、

千分之一地形圖無誤」標註。 

P15補充圖 2-4尚未定位示意圖案

例。 

2. P28，提及建物成果圖刪除不使用的類

型，其中包含「地理定位明顯偏移」部

分，請問圖 3-9 所列地理定位偏移情形案

例，屬保留或刪除類型？ 

P30，已修正文字 

圖 3-8屬刪除類型。 

3. P36，C2031 案件應該是用於建物及地標 已更新 P37，C2031 案件工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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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非更新道路，請修正；另 C4083 案

件及 C4629 案件，所取得 CAD 確實有偏

移情形，目前作法是請電子地圖廠商依相

關地物資訊進行平移旋轉（可能有區域需

局部平移），惟沒有要求廠商要交回平移

後的 CAD 檔；另 C4436 案件是請廠商依

地籍進行更新、C4499 案件是請廠商參考

GE 衛照進行橋樑數化，這些建議作業方

式其實是列在派案系統內資訊，假如未來

是真的有需要共用取得的工程圖資，可評

估請廠商繳回，或再進一步討論提供更多

的資訊及作法。 

容為「新增建物、地標」，可更新內

容更改為「建物、地標」。 

CAD 更新情形回報之作法與規

劃，可納入未來納入控管規劃中。 

4. P49，表 3-8，請說明「B_畫法不同_可共

同蒐集」代表什麼意思？例如公園、體育

場、公立游泳池、民宿、科學園區、工業

園區……等。 

已補充說明於 P51 

袁委員克中 

1. 有關建物平面圖的行政流程更新，早期建

物平面圖的確有精度及位置疑義，目前內

政部推動產權模型產製均有相關規範，坐

標系統亦有固定，新建物（具有建照部

分）應可考量作為行政流程更新參考。 

後續如能取得依新規範建置之建

物平面圖成果可再進行驗證評估。 

湯委員凱佩 

1. P60，所述「可直接更新（套疊於空地

上）」略有疑慮，因套疊空地上雖然與地

形圖上其他圖資無交疊情形，但並不保證

其位置為正確，故建議仍應透過如正射影

像、街景等輔助圖資來協助判斷，而「可

直接更新」之情形建議應為套疊後與現有

其他圖資之邊界（建物邊線或道路邊線

等）或正射影像等相吻合。 

實驗更新流程的部分套疊與更新

可行，但在後續驗證階段可發現即使

更新可行，精度仍無法達到要求，已

將相觀念補充更新至 P61 

若資料精度滿足規範 

可直接套疊更新（套疊於空地

上） 

(以下簡稱可直接套疊更新) 

2. 文字修正： P8，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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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7，設計「期」控管清冊，應修正為

「其」。 

(2) P112，第 5 行，不「逕」相同或是不

「盡」相同，再請斟酌。 

P115，已修正結論第一點第 4

行。 

應用圖資測製科 

1. P6，表 2-2，序號 2取得方式非向地政事

務所申請，請修正。 
P7，已修正為「由國土測繪中心

向縣市工程主管機關申請、以及電子

地圖共同蒐集之動態圖資更新資料」 

2. P31，大城鄉之資料套疊後無明顯位置偏

差，請說明不納入更新之原因。 
P33，已補充說明。由於多維度

112 年度一千分之一地形圖不繪製交

通號誌、交通號誌控制箱，故不納入

更新。 

3. P48，電子地圖與一千分之一地形圖地標

位置標示原則略有不同，請補充說明如何

判別標示於不同坐標位置之相同地標。 

由於地標點之正確性主要於放置

於正確的建物(戶)中，而非坐標位

置，故需街景或正射資料輔助可辨認

出地標放置的建物位置內，則可人工

分 辨 地 標 點 正 確 位 置 。 

(P83、P84中說明) 

4. P61，請補充說明表 3-13中可直接更新

者，如何分析其精度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

圖精度需求。 

該表為根據建物測量成果套疊舊

版次地形圖之可能情境分類，「可直

接更新」情境為舊版次地形圖與建物

測量成果套疊後無涉及原有地物變

遷。惟是否符合一千分之一地形圖需

求，於第四章驗證成果呈現。 

5. P73，有關 OPEN DATA、官網下載資料僅

敘述擇定人行道、台灣電力公司_彰化縣_

電桿坐標及桿號套疊舊版次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更新，請補充說明更新情形或結果。 

補充 P76圖 3-27 

6. P85，不同單位建置之公共設施管線資料

之精度或有差異，請問如何整合精度不同
P88，已補充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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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進行更新？ 由於本研究旨在評估公共管線納

入一千分之一地形圖更新可行性。於

第四章公共設施管線驗證成果顯示，

公共設施管線成果與立測比對相符性

與精度差異。 

7. P87及 P88，表 4-1及表 4-2請補充統計值

單位，表 4-2標準差為 0是否合理？另圖

4-3請將個資遮密。 

P91、P93，已補充統計值單位

(m)，另標準差已更新成 0.22m。 

P92圖 4-4已遮密。 

8. P92，工程圖資與立測成果比對結果，在

5公尺內有對應者僅 5筆，是否確認其坐

標系統相同？ 

該資料為具 WGS84 坐標系統之

CSV 檔，於比對時前已轉換與立測相

同坐標系統。 

9. 文字修正： 

(1) P1，「前期」請修改為「112年」；以為

是否請修改為以「作」為是否。 

(2) P6，本報告有關「各機關局處」或

「各地方政府局處」請修改為「各機

關」，因局處均屬機關。 

(3) P7，設計「期」控管清冊請修改為設

計「其」控管清冊；為後續分析基礎

請修改為「作」為後續分析基礎。 

(4) P24，「以」具備坐標系統請修改為

「已」具備坐標系統。 

(5) P25，主要用「除」請修改為主要用

「途」。 

(6) )P79，細緻度較「較」電子地圖，請

刪除一個「較」。 

(7) P108，表 4-13，建物測量成果圖在

「資料處理與更新過程面臨挑戰」欄

位有一段文字重複，請刪除。 

已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