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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機關簡介 

一、本中心組織及業務簡介 

本中心共設置有企劃課、控制測量課、地籍測量課、地籍圖重

測課、地形及海洋測量課、測繪資訊課等 6個業務單位及 6個測量

隊(如網址)，業務單位負責推動相關測繪法制作業、各種圖資測製

計畫及加值服務，測量隊則實際執行各項外業測量工作(如圖 1)。 

 

圖 1 本中心測繪業務服務範疇 

二、本中心服務願景 

本中心掌理全國測繪業務，為中央測繪專責機關，以創新、專業、

清廉、效能之服務願景，期許成為國土測繪空間圖資供應者、空間資

訊整合者及技術發展領航者，推動國家測繪業務持續精進，在圖資供

應、資訊整合及引進新測繪技術均主動出擊(如圖 2)，服務團隊積極

以 6大面向努力，為國土測繪空間資訊事業再創新猷。 

(一)資料生產面：運用高科技之測繪技術，獲得高精度之空間地理資

訊，產製各項基本圖籍，建立完整國土測繪空間資料庫。 

(二)成果應用面：整合各類國土空間資訊，提供多元網路加值應用服

務，便利各界多目標使用，提升應用層面的深度與廣度。 

https://ws.moi.gov.tw/001/Upload/OldFile_NLSC/Images/static/2_3/2_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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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扮演面：推動測繪資源共享及互惠合作，提供決策層面需求

資訊，由成果產製管理之模式，轉化決策支援導向之服務。 

(四)人才培訓面：持續辦理測繪人員專業訓練，強化專業領域之知能，

精進測繪人員本職學能，為測繪服務挹注活水泉源。 

(五)測繪交流面：積極參與國內外測繪與空間資訊研討會議，掌握測

繪科技脈動，藉以擴展視野提升測繪技術水準。 

(六)為民服務面：秉持簡政便民之思維，創新精進之理念，運用 e化

技術，為民眾提供全方位、便捷及貼心的服務。 

 

圖 2 本中心服務願景 

三、服務對象及特色 

本中心的服務對象，近年來從原本中央機關單位、地方政府及測

繪業等，逐步擴展領域至自駕車、無人載具及自然災害位置監測等民

生用途，與 5G結合 AIoT等創新科技，從陸、海、空全方全深入到你

我身邊無所不在的電子設備，讓使用者可以簡單快速地獲得公分精度

等級的衛星定位成果。 

四、經費運用情形 

本中心每年度編列相關經費，執行國土測繪法所賦予的責任，本

專案自 98年 1月 1日正式營運以來，已大幅簡化基本控制測量成果

之檢測模式及更新週期，為國家公共建設及民生發展之重要基礎。本

專案建置成本約為新臺幣 101,500千元，每年度維護成本約為 5,000

千元，包含軟硬體維護、網路專線及場地之清潔管理等費用，依本中

心 109年度營運報告所述，規費收入計 14,198千元，教學及測繪合

作等免費使用之虛擬產值達 1,454千元，收入數已達維持營運需求經

費的 3倍，效益顯著。 

https://egnss.nlsc.gov.tw/_upload/page_content/20170314081425231/109%E5%B9%B4%E7%B5%82%E7%87%9F%E9%81%8B%E5%A0%B1%E5%91%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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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服務內容 

一、背景 

衛星定位技術蓬勃發展的今日，或許不是每個人都了解衛星定位

測量的原理或運作方式，但相信大部分人都接觸過智慧型手機或是車

載衛星導航設備，就是非常生活化、普及化的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以下簡稱 GNSS）終端產品，但在生

活中仍有許多使用的限制，以應用的概念而言，GNSS 雖是一種極有

效率的定位工具，但定位精度僅數 10公尺，但對於山區小路、都會

區立體道路與巷道小路等特殊地區之導航需求，常常無法引導或提出

正確的方向，致時有新聞事件(如圖 3)。 

     圖 3 GNSS烏龍導航或出槌導錯路-新聞事件 

 

對於需要至公分精度等級的測繪作業，或因受到許多外在環境因

素影響產生定位上的誤差，其定位誤差須加以適時修正，本中心電子

化全球衛星即時動態定位系統（以下簡稱 e-GNSS定位系統）可以在

30 秒內獲得 2 公分定位精度的特性，正是為解決上述問題所發展出

的衛星定位誤差修正系統(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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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e-GNSS定位系統之定位精度示意圖 

二、服務目標 

國土測繪是政府的生產工具，國土資訊是政府的應用工具，而 e-

GNSS定位系統為國家測繪重要的一環，由點、線、面互相關連方式，

秉持專業、創新及效率的核心精神，在全國各地區都可以在平均 30

秒內，獲得公分級精度的定位服務。如何達到快速、便捷、輕巧、價

錢便宜等面向，則需要產、官、學各方面合作，提出合適的解決方案。 

三、規劃內容 

因臺灣位處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中央山脈及海岸山

脈坐落於板塊邊界兩側，斷層遍布且地震頻繁，致各地區之地表位移

型態複雜，配合內政部請本中心研議高精度坐標成果之長期維護方式，

研究朝向將原有固定式之坐標系統定義中增加一參考時間點，故本中

心持續蒐集及分析各單位衛星追蹤站資料，掌握地表變形情形，另亦

利用衛星追蹤站時時接收資料的特性，於全國地區擇重要空間分布特

性，建置 e-GNSS 定位系統提供即時定位需求(如圖 5)，隨著服務使

用範圍及需求量逐年增加，對於使用者反應在山區或都會高樓等透空

不佳地區難以定位、如何與公告坐標成果整合，協助高精度圖籍應用

及擴展應用領域等需求，是本專案努力的重點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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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e-GNSS 定位糸統基準站點位分布圖 

(一)維護國家測繪基準，定期公告坐標成果 

本中心持續蒐集及分析各單位衛星追蹤站資料，配合本中心定期

檢測基本控制點工作，掌握地表變形情形並維持高精度國家坐標成果，

茲就 e-GNSS定位系統及基本控制點公告成果部分分述如下: 

1. e-GNSS定位系統 

(1) 持續維持高精度相對關係 

因 e-GNSS定位系統係即時取得各點位觀測資料，可時

時監控點位變動情形(如圖 6)，像是若有地震等因素致地表

位移情形，系統亦能偵測得知。因系統使用之點位，其各點

位間之坐標反算空間距離與每個時刻實測距離之較差需小

於 1 公分，以維持各點位間之高精度相對關係，故 e-GNSS

定位系統經評估需定期修正坐標成果，近年規劃每 2 年進

行 1次坐標系統變更作業(如圖 7)，目前最新成果為 110年

5月 1日公布的 e-GNS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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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e-GNSS 定位系統監控坐標變化情形 

 

圖 7 e-GNSS 歷年坐標系統更換時序圖 

(2) 服務全新改版，提升定位作業效率與精度 

因使用者常反應在都會高樓等透空不佳地區或部分地

區，有因衛星顆數不足而難以定位之狀況發生，有鑑於系統

服務原僅有雙星系(GPS+GLONASS)服務，若升級為全星系

(包含 GPS+GLONASS+Galileo+Beidou+QZSS等所有可接收到

之衛星訊號)，將可大幅改善此情形，故本中心於 107年 4

月 30日邀集國安相關單位、學者專家、各直轄市政府地政

局及儀器廠商，召開「研商 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提升

全星系服務議題案會議」，會中經各方討論結果，均持肯定

與支持態度，這解決方案可解決都會地區衛星訊號遮蔽問

題，提升定位作業效率與精度，並擴大動態應用領域。 

本中心於 107 年度與 108 年度針對系統軟硬體進行升

級，共計新購 16 部衛星接收儀，升級 30 部衛星接收儀以

及採購系統核心之定位服務解算功能。經本中心人員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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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本島進行效能測試，全星系服務成功率較雙星系服務高

11%，測量成果精度方面，二者獲得的測量成果坐標較差之

中誤差在 N方向為 3.3公分，E方向為 2.2公分，h方向為

7.9公分，測試之效能與精度符合預期。嗣於 108年 9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進行全星系定位服務公開測試，期間計有

217個使用者使用，無任何重大問題反映，成效良好，自 108

年 10月 1日起正式提供政府機關、法人及公司等單位使用。 

(3) 三維坐標即時坐標轉換 

因 e-GNSS定位系統採用之坐標系統與法定公告成果不

同，以往尚須辦理已知控制點連測並進行坐標轉換與最小

二乘配置計算，不僅增加測量工作成本與時間，且坐標轉換

與最小二乘配置計算之專業技術門檻較高，一般使用者需

自行計算或尋找應用程式轉換，過程複雜常向本中心詢問

是否有改善方法。故本中心近年於 e-GNSS定位系統內納入

相關功能，並引入大地起伏相關資料(水準及重力高程成

果)，建立三維即時坐標轉換模組以獲得法定坐標系統測量

成果(如圖 10)，將獲取高精度公告坐標成果門檻降低變得

容易，大量節省測量工作成本與時間。目前已建立轉換至公

告 TWD97、TWD97[2010]、TWD97[2020]坐標成果之機制，轉

換成果平面精度優於 5公分，高程精度優於 10公分，足供

工程建設及民生需求使用。 

為精進轉換模式並解決部分縣市政府反映局部精度不

均勻等問題，本中心規劃自 109年 11月 1日至 110年 2月

28日由本中心同仁自行辦理全臺 735個基本控制點 6小時

衛星靜態測量作業，並將成果納入後續轉換模式作業，以提

升轉換效能，於 110年 5月 1日配合更新 e-GNSS[2021]時，

一併提供與最新國家法定坐標系統 TWD97[2020]線上即時

轉換模式，以滿足各界使用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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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e-GNSS定位系統提供三維坐標轉換服務 

2. 檢測基本控制點 

本中心分別於 101 年及 109 年協助內政部完成公告基

本控制點成果，而利用 e-GNSS定位系統即時取得點位觀測

資料之特性，可快速分析地表點位位移情形，以「0206 花

蓮地震」為例，107年 2月 6日 23點 50分，花蓮縣近海發

生芮氏規模 6.0淺層地震，其中花蓮市最大震度達到 7級，

本中心蒐集建置於宜蘭縣、花蓮縣、北臺東縣及中央山脈地

區計 53站，分析位移圖(如圖 9)，地表最大位移量約達 45

公分，提供行政院國家災害防救中心及各公務機關辦理相

關防救災任務使用。又因位移量過大，已對花蓮地區基本控

制點成果精度造成影響，且已不符國土測繪法及相關子法

所規定基本控制點精度，經協調花蓮縣政府及花蓮地政事

務所，於該地區進行基本控制點檢測，據以更新控制點坐標

成果，經計算及分析得知，靠近震央地區控制點平面最大變

動量(三等控制點 U037)甚至已達到 1.2公尺以上，相關成

果於 107 年 4 月 20 日完成公告作業計 53 點，足可見 e-

GNSS 定位系統確可快速提供必要資訊，大幅減少外業觀測

所需之時間及人力，在最短時間內更新坐標成果，提供後續

民生及重大工作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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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0206花蓮地震」地表位移圖 

 (二)協調機關資源整合，衛星資訊流通共享 

本中心持續整合國內 GNSS 連續觀測站資料流通及互惠運用，自

99 年起推動與各建置機關簽署 GNSS 連續觀測資料交換合作備忘錄，

包含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內政部地政司、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水利署等，並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政府

地政局、臺南市政府地政局、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及花蓮縣政府地政處

等單位簽署測繪合作協議，進行衛星基準站觀測資料交換，作為提升

優化 e-GNSS定位系統服務及更新我國國家大地基準之基礎。 

另為完成國內各單位衛星觀測資料交換之水平與垂直整合，本中

心於 107 年 11 月 19 日邀集部分直轄市政府召開會議(如圖 10)，討

論直轄市政府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的觀測資料交換機制，會中各方達

成協議，由本中心擔任國內中央單位與地方單位資料交換之共同窗口，

共計整合 5個機關 195個衛星基準站，希望透過簡化資料交換方式，

充分活化國內衛星基準站資源，一同為國內提供更為優質穩定、高精

度、高效率的衛星定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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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研商 e-GNSS系統升級及衛星基準站資料交換機制會議 

 

(三)建立標準作業程序，推動儀器校正機制 

為服務地政機關及各界使用者，可獲得最佳定位成果，確保測量

成果品質，本中心蒐集各界意見使用需求，針對不同類型作業研議相

關作業手冊內容，讓使用者有所依循。近期成果包括 109 年 12 月 8

日內政部訂頒「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作業工作手

冊」，應用於推動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作業及明

定地籍圖數值化成果圖幅整合之步驟及一致之作業程序，納入了圖根

測量採用即時動態衛星定位測量方式辦理相關程序，並持續研擬動態

定位測量應用於控制測量及地籍圖重測區細部測量相關應用手冊中。 

依據國土測繪法及相關子法規定，測繪儀器應定期辦理校正作業。

為協助使用者確保測量成果品質，提升動態定位成果可靠度，本中心

成立測量儀器校正實驗室，建立校正場、研訂校正程序、設計並落實

品質保證方案，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並推動各地政機關

儀器校正機制，以強化測繪機關、民間測量公司確保儀器及測量成果

之可靠(如圖 11)。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衛星定位儀」校正項目於 109 年 7 月 9

日經 TAF 實地辦理增列認證，109 年 9 月 28 日通過認證並展辦試營

運作業，針對動態定位測量使用之衛星定位儀器提供檢校服務，本項

工作於 110年 7月 1日正式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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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e-GNSS即時動態定位衛星定位儀校正場示意圖 

(四)引進民間參與研發，促進產業升級發展 

1. 與會員夥伴合作提升系統功能 

e-GNSS 系統於升級全星系服務時，於 108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開放會員協助進行測試並回饋相關數據，讓系統可於 108

年 10 月 1 日順利上線使用。期間也針對會員客戶需求，開發後

處理驗證程式，協助會員可事後辦理動態成果驗證，增加作業成

果信心及品質，以圓滿完成業務。 

2. 促進產業發展，提升競爭力 

為推廣 e-GNSS 定位系統應用於各類民生應用領域，促進國

內產官學界測繪技術交流與合作，本中心於 109 年 9 月 23 日與

優式機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該公司主要業務為服

務型機器人的開發設計與銷售，由本中心提供高精度即時定位服

務，供該公司研發製造之無人割草機使用，目前定期服務地點計

有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新北市福容大飯店、疏洪親水公園、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與兆豐農場等，並將實際即時定位成果及分析

資訊提供本中心應用(如圖 12)。另外眼球兄弟資訊有限公司協助

國內農業機具加裝衛星定位與控制設備，協助農民完成自動化且

精準的翻地、插秧及播種等農務，目前正在洽談相關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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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無人割草機成果展示圖 

本中心配合政府近年來大力發展無人載具相關產業之政策，

自 109年起與內政部合作，提供免費定位服務帳號供國內相關業

者研發測試，至 109 年 12 月底止共提供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

法人車輛測試中心、台灣智慧駕駛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個單位計

23個帳號使用，累計使用天次達 363天，期望帶動國內自主研發

能力。 

四、創新精進服務，貼進社會進步脈動 

本中心現階段已達成維持即時且高精度之定位系統，針對使用者

不同作業環境、操作設備滿足最大化的需求，另配合 5G 與物聯網產

業發展，產品的多樣性及設備所需費用的大幅下降，本中心未來規劃

協助儀器廠商納入接收 e-GNSS 定位系統資訊，將國家級定位服務主

動且即時傳送至使用者端，朝下一代系統進化的方向演進。 

針對無人載具領域應用研發，依陸海空場域應用，區分為自駕車、

自駕船及無人機。相對傳統載具而言，無人載具可不耗損人力且長時

間進行運輸、情報蒐集及安全監控，並在各種惡劣情況下完成任務，

應用範圍廣泛，世界各國及民間單位持續針對自駕車、機、船等項目，

投入技術發展及規劃產品應用，以解決運輸產業人力不足及成本過高

之根本問題，未來商機無限可能，茲挑選部分應用領域分述如下: 

(一) 近海浮標監測潮位 

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合作，

於臺灣周邊海域布設浮標，利用 e-GNSS 定位系統之即時定

位服務監測即時海面潮位高度，作為政府海象預報與防救災

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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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近海浮標監測 

(二) 自駕車輛精準定位 

工研院機械所使用 e-GNSS 系統即時定位服務協助車輛

定位，並已在半開放場域完成自駕車感知與決策控制相關技

術研發與驗證，為進一步驗證自駕系統並提升穩健度與功能，

109 年度開始於新竹南寮地區之無交管、人車爭道混流的開

放場域進行全天候測試驗證，期望增加自駕車落地可行性。 

財團法人車輛測試中心結合國內廠商合作打造全臺第一

臺自駕電動小巴 Winbus，長約 6米，最大速度為時速 50公

里，具有感知辨識系統，可以偵測行人，達到主動煞車效果，

全車沒有方向盤，是完全自動駕駛車輛，目前使用 e-GNSS即

時動態定位服務，於彰濱工業區內進行定時定點接駁載送觀

光客。 

圖 14 自駕電動小巴 

(三) 無人載具民生領域 

優式機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業務為服務型機器人的

設計開發和銷售，由本中心 e-GNSS定位系統提供定位服務，

供該公司研發製造之無人割草機使用。眼球兄弟資訊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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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協助國內農業機具加裝衛星定位與控制設備，透過 e-GNSS

定位系統之公分級成果，協助農民完成自動化且精準的翻地、

插秧及播種等農務，顯示高精度即時定位的需求，已漸漸深

入各生活領域。 

圖 15民生應用產品示意圖 

(四) 自然災害固定位置監測 

國內許多專責單位或業務所需，須隨時警戒自然災害對

人民生命財產的危害，可利用 e-GNSS 定位系統使接收器快

速獲得所在位置之定位資訊，快速分析並進行相關決策，目

前已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與本中心合作使用，未

來將擴大使用使用範圍及合作夥伴。 

參、推動成效 

一、即時精準測繪，上山下海面面俱到 

山區土地複丈時依實際需求及使用現況分布情形為規劃圖根網

形之主要考量，目前仍以導線測量方式布設圖根點為主，惟部分地

區因無可施測現況，且導線串接距離較遠，輔以 e-GNSS等衛星測量

方式設置必要之圖根點，即能滿足山區土地複丈精度之需求，可大

幅簡化山區加密及圖根網形之布設，節省作業時間。 

以辦理法院囑託山區地籍測量為例，採用 e-GNSS施測控制點，

相較於傳統從三角點引測，每案可節省至少 5-7 天工作，且測量成

果更為精確可靠。 

海洋領域業務為國家政策與施政重心之一，本中心逐年分區調

查，建構全國陸域、海域一致性之高精度基本測繪成果，以促進海

域航行與管理資訊化，提升航行安全。其中海域地形測量平面定位，

係採用 e-GNSS系統定位方法測量，精度等級可從 10公尺等級提升

到 10公分等級，控制點分布及海域作業範圍示意圖如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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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控制點分布及海域作業範圍示意圖 

二、圖資整合運用，位置資訊統一精準 

e-GNSS 系統既已成為國內各界進行空間資訊蒐集的最佳工具，

而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為整合本中心建置之基礎圖資，提供共通規格

供各界介接應用之服務，將「精準位置」與「圖資」進行整合，並藉

由行動載具的便利，讓使用者可快速、精確進行各項圖資查詢。 

本中心主動發展以 e-GNSS 系統為基礎結合圖資雲之 API，對外

開放「地籍查詢 API」供軟硬體開發廠商介接使用，廠商可依本中心

提供之介接 API說明文件，開發 APP結合硬體設備作整合，達到以低

成本的行動裝置同時取得精準定位成果與查詢地籍資料的目的，期望

能改善地籍圖資查詢效率，對於土地履勘的使用者，很簡單的達到 10

公分級的位置勘查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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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雲端地籍圖資查詢 API測試情形 

基於國家坐標系統建置之基本圖、電子地圖及國土利用圖資，

可提供民生建設及各機關施政使用，維持正確、高精度且統一之坐

標系統為其必要條件，e-GNSS定位系統所累積的定位資料，可以提

供轉換至所需要之公告坐標成果。在高程維度方面，亦可結合大地

起伏模式可在幾何高(橢求高)與正高(海拔高)間進行轉換 

圖 18 大地起伏服務 

三、數位創新加值，定位需求無限想像 

本中心近年來發展移動測繪技術，於 107年度完成車載光達移動

測繪系統(LiDAR Mapping System, LMS)建置，結合精密整合式定位

定向系統(GNSS及 IMU)、光達設備及數位影像感測器等設備，以其高

機動性、高精度的特性，應用於街景製作、道路設施調查、電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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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更新、自駕車所需高精度地圖、3D城市模型、防救災、智慧城市

等領域。透過 e-GNSS即時動態定位系統提供虛擬觀測資料下載服務，

支援 LMS系統後處理解算載具軌跡，更可透過 e-GNSS使用者即時監

控平臺，掌握作業人員作業進度及行車安全。 

另於 100 年及 108 年度完成定翼型及多旋翼型遙控無人機系統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簡稱 UAS）建置，旨在發展高經濟、

高效率 UAS航拍技術，快速製圖以填補衛星影像及傳統有人機航拍不

足之處。同時因應各項業務需求利用 UAS搭載定位定向系統與相機等

酬載設備獲取空間資訊，配合 e-GNSS 定位系統資訊，可快速將航拍

成果應用在防救災、國土監測、局部區域圖資更新等領域，以提升防

救災及測繪圖資更新效能。 

圖 19 UAS及 LMS 

近來推廣 e-GNSS 定位系統結合無人機滿足智慧農業需求，與國

內無人農保機業者合作，提供精準農業服務測試，以節省農業人力需

求，並符合青農創新目標，朝農業永續發展目標前進(如圖 20)。 

圖 20 農業植保機操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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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近年來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普及，為便利顧客查詢 e-GNSS

定位系統相關資訊及基本控制點成果，本中心於行動裝置端提供「i

控制測量」行動應用程式，可於現場或設定查詢條件方式查詢，快速

獲得精確坐標成果，配合本中心圖資展示點位，可更直覺的查詢有興

趣區域之測量成果，計已提供查詢 17,616個控制點及 13,360筆地籍

成果。 

圖 21 「i控制測量」行動應用程式 

四、擴大使用領域，立足臺灣放眼國際 

在持續推動 e-GNSS系統使用方面，分述如下: 

(一) 建立標竿學習，擴散經驗成效 

本專案建立過程，也觸發臺北市等數個地方政府及民間

業者競相學習，但仍以本中心提供最全面及完整的服務內容，

其中並與臺北市政府合作，協助建置臺北市地區 e-GNSS 定

位系統之服務，另與臺中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合作，整合雙

方資源，提供該機關相關資訊以掌握轄內之使用情形。另國

內亦有 3家廠商依本中心建置經驗，自行推出其商業維運模

式，服務更多使用對象。 

(二) 為新技術埋下深耕種子 

e-GNSS的效益已相當明確，本中心已提供超過 100組免

費帳號，供學術單位教學及研究應用，讓相關領域學生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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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及激發更多應用領域，為此技術的應用發展，埋下深耕

種子。 

(三) 學術科研應用 

e-GNSS 定位系統保留相當大量之原始資訊，可提供相

關研究使用，其中儲存電離層全電子含量資料（Total 

Electron Content, TEC），TEC係表示電離層中單位面積上

所含有電子濃度，可供進行電離層電子活動分析，本中心主

動提供中央氣象局進行各項氣象業務使用外，109年 11月受

邀參加科技部主辦第二屆衛星科學工作坊後，主動釋出相關

資料供國內學界、研究機構進行公務及學術研究使用。 

(四) 與國際單位建立合作關係 

為與全球衛星基準站國際接軌，提高基準站與衛星星曆

間之正相關性及基準站區域網絡成果，拓展國際交流與合作

空間並提升國際能見度，本中心自 105年度起將本中心已建

置之基準站申請成為國際基準站，目前已有成大測量（CKSV）、

竹南（JUNA）、金門（KMNM）及測繪中心（LSB0）等 4站核

准納入亞太參考框架（APREF, Asia-Pacific Reference 

Frame），每日提供 RINEX2.11全日觀測資料，其中成大測量

（CKSV）及金門（KMNM）等 2 站核准納入國際 GNSS 服務網

（IGS, International GNSS Service），每日提供 RINEX2.11

及 RINEX3.02全日觀測資料。 

五、持續優化服務，滿足各使用者需求 

本中心持續推動 e-GNSS系統穩定維運，定期請使用者回饋意見

以改進系統相關服務，於 109及 110年辦理滿意度問卷調查，範圍包

含 e-GNSS系統入口網站、系統服務費、即時動態定位服務等四大構

面，問卷回收共計 184份，整體服務滿意度 108年度為 80%，109年

度為 88%，各構面服務滿意度 108年至 109年度皆顯著提升，可以顯

示本系統因應顧客需求，逐年提升系統效能及項目已獲得顧客正面肯

定。另顧客於開放式問答中給予的建議，本中心也彙整納入未來系統

營運調整的參考方向，近 6年系統使用及營收情形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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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e-GNSS定位系統服務情形 

肆、未來努力方向 

一、引入次世代衛星定位技術 

本專案採行 e-GNSS技術雖可滿足現使用者需求，但目前技術在

網路頻寬需求較大，恐無法應付未來無人行動載具使用者大幅增加之

需求，國際上現已在發展單向廣播式 PPP-RTK定位技術，本中心將持

續關心此技術發展趨勢並納入後續科技計畫發展項目。 

二、修正規費收費標準 

現行 e-GNSS收費標準是參考傳統測繪業作業模式及需求所研提，

面對未來輕薄短小的各式無人行動載具，應無法採用現行收費標準

(每日 300元)，目前本中心參考金融監理沙盒實驗精神，鼓勵產業創

新，對於研發單位提供免費帳號，已營運之公司採取試辦方式收費，

但未來必然面對市場龐大使用者需求，應制定符合社會需求收費標準。 

三、擴大使用者參與 

本專案進行中，無人載具、自駕車及自然災害監控等非傳統測繪

業之民生應用領域需求已逐漸浮現，未來本中心將結合各相關機關需

求，持續推廣本專案至各種不同場所應用，如刑事訴訟法第 116條之

2科技設備監控、社會安全需求之人員監控、國家基礎關鍵設施監測

等等項目，擴大本專案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