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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機關名稱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首長 鄭彩堂 職稱 主任 

機關地址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段 497號 4樓 

機關員額 共計：528人（含約聘僱 20人及工友 4人） 

機關預算 947,414千元 

參獎名稱 服務創新 重測用心 民眾放心-地籍圖重測 

團隊成員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鄭彩堂主任、林志清副主任、蔡季欣簡任技正 

地籍測量科： 

邱立中科長、劉冠岳技正、謝博丞專員、黃銘祥技士、王建得

技士、施啓仁技士、鄭育寒科員、李孟娟技士、許桂花技士、

劉建昌約聘人員 

圖資供應管理科： 

林文勇科長、李佩勳技士 

基本測量及企劃科： 

楊枝安技正 

應用圖資測製科： 

高名旻技士 

共計：17人  

投入經費 6億 5,102萬 6千元（108至 110年） 

執行起迄日期 108年迄今 

 

 

 

 

 

 

 

 

 



 

 

參獎團隊架構圖 

 

一、參獎機關之參獎資料須遵守著作財產權相關規定，所提報成果數據，應

為真實。若評獎過程發現參獎機關違反上開情事並經查證屬實，國發會

有權取消其參獎資格；若於獲獎後發現，得撤銷其獲獎資格，並由主管

機關於撤銷後追繳獎金及獎座，所有法律責任由參獎機關自負，不得異

議。  

二、參獎機關於獲獎後應受主管機關督導維持服務品質；若獲獎 3 年內服務

形象有重大缺失，國發會得要求其改善；如限期未改善，得撤銷其獲獎

資格，並追回獎座。 

 

 

機關首長：                           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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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機關簡介 

一、中心組織及業務簡介 
本中心設置有基本測量及企劃科、地籍測量科、基本圖資測製科、

應用圖資測製科、圖資供應管理科、圖資應用推廣科等 6個業務單位

及 6個測量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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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測繪業務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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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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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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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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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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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服務推動背景及面臨的挑戰 

(一)背景 

臺灣現使用之地籍圖仍有部

分為日治時期所測繪，迄今已逾百

餘年，致圖紙伸縮、破損，多數地

區已達不堪使用程度。近年來，隨

著都市建設發展，土地分割頻繁，

天然地形變遷，人為界址異動，使

得土地使用情形與地籍圖上所記

載不盡相符，造成不同時間土地複丈結果不同之情形發生，致民眾質

疑地籍測量的公信力。為解決上述問題，政府乃自 65 年開始辦理地

籍圖重測（以下簡稱重測），依據土地所有權人指界一致之經界線，

作為重測結果，使每宗土地的位置、形狀、面積與地籍圖及登記簿記

載內容一致。 

近幾年辦理之重測地區已移往郊區、偏遠地區或山區，土地形狀

不規則且面積大，土地所有權人居住地距離土地甚遠，且通常無明確

經界物可供指界，加上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及人力不同，致辦理重測時，

土地所有權人有指界不易、無法到場、資訊較不易獲得等問題，而地

方政府也存在城鄉差距、財政及人力問題。 

(二)重測程序 

重測程序係依土地所有權人指界結果，測定各宗土地之位置、形

狀及計算面積，並依計算之成果辦理重測結果公告及土地標示變更登

記。重測期間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地籍調查，民眾應於土地界址

點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指界，再由調查人員依照民眾指界情形記錄在

地籍調查表上，作為界址測量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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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到場後若無法指界，作業人員會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

料，另定期協助指界及實地測定界址，民眾同意協助指界結果，視同

其自行指界；不同意者得另行指界，以雙方土地所有權人均同意之界

址作為重測後的界址點，若雙方土地所有權人指界結果不一致發生界

址爭議，則依規定或移送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辦理調處。 

(三)面臨挑戰 
都會區建築物密集，土地面積較小，土地所有權人離土地距離近，

到場配合指界意願高，且有明顯經界物可指界，如土地所有權人對於

重測作業有所疑義，可就近洽詢重測區辦公室或地政事務所取得相關

資訊；而郊區地形較為複雜，現況界址較不明確，加上部分地方政府

之人力、財力資源較為匱乏，重測服務效率面臨挑戰。 

1、城鄉差異影響土地複丈品質 
地籍圖是辦理土地複丈的重要依據，重測前之地籍圖，為日治時

期以圖解法測繪，其成果以紙圖呈現，多數已伸縮、破損，於地籍管

理時產生下列問題： 

 影響公私土地財產權益：重測期間會發現重測前既存許多地籍圖、

登記簿面積與實地（以下簡稱圖、簿、地）不符問題及潛藏界址

爭議案件，凸顯重測前地籍圖精度已無法符合社會需求及人民期

待，實有儘速辦理重測作業之必要。 

 地籍管理困難：重測前地籍圖係以圖解法測製，因年代久遠及精

度不佳，且當時測設之圖根點，因各項建設推動及土地開發，遭

破壞遺失殆盡，造成辦理土地複丈時，無圖根點可用，測量人員

只能參考鄰近零星可靠界址點施測，因無法利用測圖時的圖根點

作為控制使用，缺乏相同標準下，導致不同時期不同作業人員，

可能有不同結果，造成地籍管理與土地複丈困難，並使民眾質疑

測量成果，對政府公信力產生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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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都會區土地複丈，有較多明確已知經界物如屋角、牆壁、圍

牆等可供推求已知控制點，辦理作業較容易且所需時間較短（平均 2.5

小時），地所從收件至結案天數也較少（平均 18.8 天）；但郊區、偏

遠地區或山區之土地複丈作業，通常無明確已知界址點可用於推求已

知控制點，須從遙遠之已知控制點（山頂三角點）引測，或擴大測量

範圍施測已知界址點再推算，作業極為艱辛且所需時間較長（平均 6

小時），另加上地所往返實地交通時間及人力通常較缺乏等因素，地

所從收件至結案天數也較多（平均 27.7天）。 

2、城鄉差異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指界難易度及到場意願 
於郊區、偏遠地區或山區辦理重測，因土地使用多為果園、荒地、

林木等，較無明顯之經界物，且土地多數為不規則多邊形，其實地經

界物位置通常不是實際經界線位置，造成土地所有權人指界困難；另

如為繼承土地，土地所有權人往往不知土地範圍，更是無從指界。 

辦理指界作業為平常上班日，

土地所有權人如有就業須請假配

合辦理，或因路途遙遠，因而降低

到場指界意願。 

土地所有權人於指界作業時

未到場，或到場而無法明確指出經

界線位置，按作業規定需另定期再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到場辦理協助

指界作業，增加重測作業人員及土

地所有權人彼此困擾，且大幅增加

整體重測所需成本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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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鄉資訊不對等 
重測展辦前，各重測作業單

位會先辦理重測作業宣導會向民

眾說明作業流程及相關注意事

項，在都會區，宣導會地點通常交

通便利，土地所有權人參加意願

較高，容易獲得辦理重測之相關

資訊；而郊區、偏遠地區及山區，

宣導會地點通常大眾運輸不便，

降低了土地所有權人參加意願。 

都會區之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測疑問或異議，可就近至重測區

辦公室查詢相關資料，獲得較充分資訊；而郊區、偏遠地區及山區之

土地所有權人，宣導會地點較遠，往往前往不易且耗時，對於重測問

題或異議，僅能以電話聯繫，所能獲得資訊遠不及都會區。 

4、地方政府財力狀況影響重測完成進度 

雖然內政部賡續研提相關重測計畫

爭取經費，惟受限政府財政困難，年度預

算均遭排擠，近年核列之重測年度經費約

為計畫經費之 75％，造成無法達成原計

畫目標應完成之範圍及筆數；為了早日完

成轄內重測工作，部分地方政府除辦理重

測計畫內之範圍外，亦積極自行籌措經費

辦理未納入計畫之地區，以加速完成。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頒布各地方政

府財力等級統計結果，自 108 至 110 年

期間，財力級次為第 2級及第 3級之 6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完成重測筆數計 11 萬 8,561 筆，而財力級次為第 4 級及第 5 級之 7

個縣（市）政府辦理完成重測筆數計 6萬 3,591筆；另財力較佳僅 1

縣無自籌經費辦理重測，而財力較差之縣（市）卻有 5個無自籌經費

辦理重測（詳見彙整表(連結)），地方財政差異明顯影響轄內亟需辦

理重測地籍圖之完成進度。 

 

 

 

 

https://1drv.ms/b/s!AkIoUUkm71b1guNbRKIyKZB5pCw3wQ?e=Z1fOvK


 

6 

 

108至 110年度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辦理重測筆數統計表(單位：筆) 

        年度 

財力級次 108 109 110 總計 

2、3 42,220 40,053 36,288 118,561 

4、5 17,861 22,581 23,149 63,591 

合計 60,081 62,634 59,437 182,152 

5、地方政府人力不足 

重測作業每組辦理 1,250筆土地，每組配置人力為 2員並搭配測

量助理或臨時人員協助。目前地方政府辦理重測人力不足，作業人員

除要具備地籍測量專業知識、經驗及法令，以解決樣態繁多之圖、簿、

地不符情形及界址爭議調處工作，更需具備細心、耐心及向土地所有

權人解說及應對之能力，因此，重測作業人員除需長期培養，工作上

也承受極大壓力，108至 110年高普考及基層特考測量製圖類科人力

需求達 586 人，即每年有高達約 195 人之需求，可見人員異動之頻

繁。 

108至 110年度測量製圖類科人力需求表(單位：人) 

需求年度 高考 普考 基特(三) 基特(四) 合計 平均 

110 50（22） 50（50） 46（38） 37（34） 

586 195 109 63（72） 42（59） 47（35） 35（20） 

108 61（73） 28（53） 40（16） 24（6） 

備註：本表為考選部統計資料，（）為該考試錄取人數。 

貳、服務內容 

一、重測釐正經界、實現土地正義 

重測使土地所有權

人了解土地界址位置，

並使圖、簿、地成果一

致，因土地價值高昂，土

地經界若有疑義，將嚴

重影響公私有財產權

益，進而影響各項建設

之推動。藉由辦理重測

作業可釐清土地界址紛爭、降低因土地複丈錯誤而衍生國家賠償情事。 

重測成果以數值坐標記錄，可快速精確依坐標測設回復界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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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同時藉由數值化之重測成果，提高測量成果

精確度及政府的公信力，提供民眾正確的數值測量成果。 

二、程序調整便民、關懷偏鄉民眾 

重測程序會先通知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地籍調查，由民眾到場指界後

再依據其指界結果辦理測量，若民眾

到場無法指界，則由重測人員測量使

用現況再和地籍圖套繪分析後，另定

期通知民眾實地協助測定界址，惟民

眾須於地籍調查及協助指界時到場

2次，造成民眾困擾。 

為因應郊區的土地界址多不明

確之情形，乃調整重測程序採取先辦

理現況測量並進行套繪分析後，再通

知民眾地籍調查，若土地所有權人到

場無法指界，則由作業人員依據套繪結果，同時協助其測定界址。如

此，土地所有權人不論可否指界，皆能於第一次到場時知道土地經界

位置，並可省略第二次到場次數，展現便民作為及提高行政效率。 

若土地所有權人第一次通知因故未到場，作業單位仍依規定以雙

掛號通知其第二次指界作業；倘通知日期土地所有權人不克前往，可

以電話聯繫作業人員擇期再辦理，確保其指界權益。 

三、宣導多元靈活、資訊輕鬆查閱 

運用多元方式宣導，洽商重測區內

之學校、廟宇、教堂等之布告欄張貼重

測文宣或分送宣傳單，並以宣傳車、有

線電視或電台、社群平台（Facebook、

Line）、重點路口 LED看板、戶外電視牆

等方式宣傳重測相關訊息，另在本中心

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網站建置重

測專區網頁供網路查詢重測宣導事項，

並提供宣導會線上直播服務，無法親臨現場亦可全程參與，同時亦提

供假日場宣導服務，讓土地所有權人訊息不遺漏。而為考量各地母語

差異，兼顧語言平等，於宣導會時同步使用閩南語、客家語或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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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展現親民及彰顯族群平等，讓不同母語背景之土地所有權人均可

了解宣導會內容。 

為利土地所有權人隨時掌握作業過程及結果資訊，本中心開發

「重測便民服務查詢系統」，公開重測作業訊息，包含重測區範圍、

重測區辦公室聯絡資訊、作業宣導會時間地點、指界（地籍調查）日

期時間、公示送達資訊及重測結果公告等內容，搭配圖臺顯示查詢結

果，使土地所有權人更易於前往辦理地點所在位置及了解重測結果。 

對於不知土地在何處者（如繼承、贈與等），可於查詢指界日期

時間時，於圖臺顯示土地位置，方便其前往土地所在地及配合指界作

業，保障自身權益。另土地所有權人可申請手機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

服務，除可於指界辦理前收到紙本通知書外，系統將於指界作業前 1

日再以手機簡訊或電子郵件通知，提醒配合指界作業，維護自身權益。 

四、審酌地方財政、合理分配經費 

為使各地方政府完成重測之進度

維持一致，於重測後續計畫第 1 期計

畫（104 至 107 年），依財力級次調整

補助款比率。近年因應中央經費不足，

乃於重測後續計畫第 2期計畫（108至

111 年），依財力等級，調降中央補助

款比率並配合調升地方配合款比率，

財政愈佳調整愈多，以縮短地方財力

差異的影響。 

重測計畫滾動調整補助款比率，對於財政較為艱難之地方政府，

給予較高之補助比率，降低財政等級影響，使其不因財政問題而造成

重測完成率落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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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測後續計畫」中央及地方政府經費分擔比率表 

財

力

級

次 

補助 

辦法 

最高

補助

比率 

重測後續計畫第 1 期計

畫(104-107 年) 

重測後續計畫第 2 期計畫 

(108-111 年) 

中央補助 

比率 

地方配合

款比率 

中央補助 

比率 

地方配合款 

比率 

2 85% 80% 20% 74%(-6%) 26%(+6%) 

3 89% 84% 16% 78%(-6%) 22%(+6%) 

4 91% 87% 13% 82%(-5%) 18%(+5%) 

5 95% 91% 9% 86%(-5%) 14%(+5%) 

五、多元管道培訓，補充人力缺口 

重測人力可分為編制及約僱人員兩大類，地政事務所常面臨編制

人力異動頻繁及無法補足人力之窘境，要僱用約僱人員時也常遭遇無

人應徵或無符合條件之應徵者等問題，為解決地方政府重測專業人力

不足問題，本中心開設地籍測量人員訓練班及假日訓練班，持續培訓

地籍測量生力軍。此外，為尋求更多人力投入重測作業，本中心亦推

動重測委託測繪業辦理，以加速重測完成進度。 

(一)開設地籍測量人員訓練班及假日訓練班 

 
地籍測量人員訓練班及地籍測量人員假日訓練班於 108至 110年

間各辦理 2梯次，分別結訓 76人及 27人。地籍圖重測 111年度計畫

約僱人數為 84 人，其中僱用地籍測量人員訓練班(含假日班)人數為

42人，所佔比例達 50%，確實解決地方單位人員缺額問題。 

(二)推動委託測繪業加速辦理 

為加速完成全面性重測，各地方政府在編制人力及約僱人員有限

下，可將重測委託測繪業辦理；近年委託測繪業者辦理數量已逐年增

加，由測繪業辦理重測，不但可減少機關人力不足問題，亦可增加民

間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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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因地制宜，造福偏鄉民眾 
為鼓勵地方政府針對郊區、偏遠地區或山區重測區，提供更貼心、

更便民的服務內容，本中心針對有具體創新、便民及積極作為之地方

政府，於年度重測考核予以加分，藉以激勵地方政府提供在地更多優

質服務，如（詳見彙整表(連結)）： 

(一)界址爭議協調作業：為免土地

所有權人舟車勞頓及平常日

須請假，作業人員就近前往重

測區及於假日辦理界址爭議

協調作業；另於協調時導入 3D

圖像資料及建物 3D 模型，更

易了解現況情形，並提供重測

區土地買賣實價登錄資訊，提供協調找補價金之可靠依據，提

高協調成功率，減少後續辦理糾紛調處案件。 

(二)便利申請異議複丈：重測結果公告期間，土地所有權人若對重

測成果有疑義，得至地政事務所申請異議複丈，為方便申請，

提供民眾可於公告場（通常於重測區附近）填寫申請書，由重

測人員代為申請外，並於網站設置「重測成果公告異議處理窗

口」，可透過網路申請，避免往返奔波及節省時間。 

(三)界標配送服務：土地所有權人於指界時需埋

設土地界標，視地面材質埋設鋼釘或塑膠樁，

由重測人員將界標帶至現場或請村里長發

放，並提供鑽孔機協助埋設鋼釘，讓土地所有

權人不必專程至重測區辦公室領取。 

(四)便利換狀措施：重測結果公告後，土地所有權

人需至地政事務所換發土地所有權狀，為提供貼心服

務，由地政事務所派員至偏遠地區定點或重測區辦公

室辦理換發權狀事宜；且為便利就業之土地所有權人

不需請假辦理，也提供假日換狀服務，處處替土地所有

權人著想。 

(五)假日及另定期指界：偏遠或離島地區土地所有權人，多

數離鄉背井就業，重測人員提供假日或另定期辦理指

https://1drv.ms/b/s!AkIoUUkm71b1guNcDN3h1skMJ5A8BQ?e=NFN9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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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作業服務，使其不需請假亦能了解土地範圍位置，充分保障

其權益。 

七、善用資通技術，提升作業效能 

重測作業流程中，作業人員資料處理的工作量相當繁重，包含巨

量土地登記資料、地籍圖資、土地所有權人通訊住址及測量所累積的

大量數據等。提供有效率的處理工具，作業人員才能有更多的時間及

精神服務民眾，本中心開發之工具包含「衛星測量基線網形平差系統」、

「視窗版導線網計算程式」、「地籍調查資料處理系統」、「地籍圖重測

資料處理系統」、「測量外業自動化系統」及「都市計畫樁清理補建系

統」，除大幅提升作業效率外，且均免費提供地方政府使用，對於財

政較為艱難之地方政府助益尤為顯著；另提供軟體授權予測繪業，讓

測繪業只要少許花費即可使用，毋須花費大筆金錢開發或購置軟體。 

 

(一)衛星測量基線網形平差系統及視窗版導線網計算程式

-控制測量資料處理 
控制點為一切測量之基準，準確之控制點成果方能擁有正確重測

結果。本中心自行開發「衛星測量基線網形平差系統」及「視窗版導

線網計算程式」，採用圖形化之操作介面，提供控制點觀測資料之快

速計算、檢核及偵錯功能，並提供自動化模組計算功能，有效率地處

理巨量測量資料，替代過往人工多階段作業方式，大幅提升作業效率。 

(二)地籍調查資料處理系統-巨量資料快速歸戶分析 
本中心自行開發「地籍調查資料處理系統」，更有效率地處理巨

量土地登記資料、稅捐單位資料，本系統可自動化匯入土地登記資料

及通訊地址，快速列印地籍調查表及產製重測作業期間各項通知書、

通知書之送達證書及大宗函件存根執據，替代過往人工書寫作業方式，

大幅減輕作業人員負擔。另作業期間提供重測便民服務查詢系統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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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讓土地所有權人線上查詢通知到場之日期及時間，並發出簡訊

及電子郵件提醒，確保其到場指界權益；重測結束後，匯出成果檔案

回饋稅捐單位及成果統計資料供成果統計作業使用。 

(三)地籍圖重測資料處理系統-測量成果資料處理核心 

本中心自行開發「地籍圖重測資料處理系統」，提供良好之圖形

介面操作環境，測量外業自動化系統觀測資料自動匯入功能，點、線、

面之顯示、計算、查詢、套疊及分析功能，匯入其他(地政整合系統

圖籍、都市計畫樁、DXF檔案)參考資料功能，成果之繪圖與列印功能，

及輸出供其他系統程式（如 AutoCAD程式、地政整合系統）匯入功能，

亦提供成果檢核功能確保重測結果完全正確；客製化之功能設計，讓

作業人員輕鬆完成重測各階段作業，替代以往人工計算機、除錯、檢

核及繪圖之作業模式，大幅提升作業效率。 

(四)測量外業自動化系統-測量程序自動化及成果把關 

本中心委外開發及維護，系統可安裝於平板電腦或手機，透過藍

芽功能與電子測距經緯儀溝通指令及傳輸資料，採用圖形化操作介面，

可即時處理點位計算、精度檢核、剔除未符合精度規範之數據與使用

者操作提醒、點位即時顯示，使測量人員於外業測量現場，即可確保

觀測資料正確，提升作業效率。 

本系統可改善傳統人工記簿作業模式及全測站經緯儀自動記錄

功能之問題，避免人為疏忽(聽、說、寫)錯誤、節省記簿及資料建檔

時間，另具有自動提醒作業步驟、智慧檢核資料正確性及展繪點位等

優點，提升測量外業效率，降低錯誤發生機率，確保測量成果零錯誤。 

(五)都市計畫樁清理補建系統-計畫道路計算處理檢核 

都市計畫樁是都市計畫圖上之元素，為推算都市計畫道路線重要

依據，按規定，辦理重測時需一併清理聯測，確保地籍線、都市計畫

道路線及現地建築線一致。本中心自行開發「都市計畫樁清理補建系

統」，採用圖形化介面讓使用者易於操作，提供多種存在樁位推算遺

失樁位功能，及依照樁位成果計算單曲線、道路路邊線、道路直線、

圓弧截角功能，並提供特殊道路之複曲線、反曲線、克羅梭曲線、囊

底迴車道等計算功能及成果檢核功能，另提供繪圖與報表列印功能以

輸出成果，亦提供都計樁位及成果檔案輸出功能讓地籍圖重測資料處

理系統匯入；客製化功能設計，讓作業人員輕易完成都計樁位複雜之

流程，較以往人工計算機計算道路線之複雜公式，大幅提升作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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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成效 

一、有效釐整地籍，杜絕經界糾紛 
108至 110年期間辦理重測、釐整地

籍土地筆數 55 萬 9,435 筆，面積 7 萬

5,544公頃，協助民眾指認界址計 38 萬

2,224 筆，若以民眾自行申請鑑界每筆

4,000元計算，總計節省民眾 15億 2,890

萬元。重測期間因相鄰土地雙方土地所

有權人指界不一致，發生界址爭議土地

共 3,526 筆，經送各直轄市、縣（市）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成功計

3,328 筆，有效解決爭議達 94.38%，避

免曠日費時司法纒訟，並節省訴訟費用。 

重測後土地，當民眾向地政事務所

申請土地複丈時，可依數值坐標快速並

精確地指界給民眾，確保成果一致性，提高政府效能及公信力。 

另經調查 108 至 109 年辦理重測之新北市等 18 個直轄市、縣

（市）政府 231個地段，重測前、後 1年受理鑑界筆數由 3,467筆降

至 2,640筆（減少 24%）、再鑑界由 56筆降至 2筆（減少 96%），另法

院鑑測筆數也從 800 筆降至 470 筆（減少 41%），顯示重測後土地界

址明確，大幅降低土地所有權人鑑界需求及土地經界糾紛，有效釐整

地籍，並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土地公平正義，民眾更放心。 

 

108至 109年重測完成地段 

重測前後 1年受理鑑界、再鑑界及法院鑑測筆數統計表 

直轄市、

（縣）市政府 

重測前 重測後 

受理 

鑑界 

筆數 

受理 

再鑑界 

筆數 

受理 

法院 

鑑測 

筆數 

受理 

鑑界 

筆數 

受理 

再鑑界 

筆數 

受理 

法院 

鑑測 

筆數 

合計 3,467 56 800 2,640 2 470 

備註：110 年重測後尚未滿 1 年，資料尚不完整未納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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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作業程序，便民服務有感 
以問卷調查土地所有權人採用先

現況測量後調查的作業方式，共回收有

效問卷 1,295 份，其中 94%表示節省請

假、時間及交通成本，顯示此作法可大

幅減少民怨，展現政府施政以民為本，

落實社會關懷之施政方針，增加民眾對

於行政效率之滿意度。 

另以問卷調查作業人員採用先現

況測量後調查的作業方式對於提升重

測之效益，共回收有效問卷 277 份，計

有 89.9%表示滿意該作業方式；92.8%同

意該作業方式可順利完成重測且減少土

地所有權人配合辦理次數；96.7%同意該

作業方式可大幅減少另定期辦理通知、

協助指界及製作地籍調查補正表之工

作，並具有減紙、省工、省時之效果；

93.9%同意該作業方式可減少另定期通知協助指界所需郵資。 

先現況測量後調查作業對於土地所有權人配合辦理作業次數及

行政程序、作業時間、地籍調查表紙張及郵資皆可大幅減省，作業人

員省下之時間可更專注於地籍調查作業，確保成果品質。 

三、資訊ｅ手包辦，免請假免奔波 

統計 108 至 110 年，重測作業平均每年

需服務約 10萬 8,001位土地所有權人，假設

每位土地所有權人為了解重測相關規定、辦

理指界排定時間及結果公告等資訊，當年度

需請假前往地政事務所至少 3 趟，以每次花

費 4 小時及交通費用 200 元推估，則共耗時

129 萬 6,012 小時及花費 6,480 萬 600 元；

若使用本中心「重測便民服務查詢系統」，只需透過網路即可取得以

上資訊，大幅節省土地所有權人時間及交通成本。 

另本系統經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統計 108至 110年，共發送 4萬

5,161則簡訊及 4,107封電子郵件，提醒其配合辦理指界作業，不因

沒收到通知書或忘記時間等因素而無到現場，輕鬆掌握資訊，維護自

身權益。 

45,161 

4,107 

自動郵件通知發送情形

簡訊(則)

email(封)

0% 50% 100%

不滿意

滿意(含)以上

6%

94%

有效樣本數1,295

不滿意 滿意(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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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整分配預算，減輕財政負擔 
重測後續計畫第 2 期計畫中央補助款比率，依財力級次 5、4、

3、2 級中央補助比率分別調整為 86%、82%、78%、74%，對於財政較

不寬裕的縣市減輕相當大的負擔；若不分財力級次，各縣市中央補助

比率均為 74%計算，對於財力級次 5、4、3級的地方政府來說，要多

支出 4,604萬 4,000元，約佔該等縣市的配合款總額（1億 1,043萬

7,000 元）的 42%，因此依財力級次調整補助比例，可大幅減輕財政

較不寬裕縣市的負擔。 

108至 111年財力級次 5、4、3級地方政府節省配合款統計表(千元) 
        年度

財力級次 
108 109 110 111 總計 

五 5,914  5,860  5,945  6,096  23,815  

四 3,333  3,141  2,889  2,905  12,268  

三 2,452  2,401  2,542  2,565  9,961  

合計 11,699  11,402  11,376  11,566  46,044  

五、公私齊心協力，強化重測量能 
為加速辦理重測，地方政府在人力不

足下，以中央補助之經費或自籌經費委託

測繪業辦理，不僅增加就業機會、並加速

重測進度外，也同時解決部分地方政府於

偏遠地區難以招聘約僱人員問題，增加重

測量能，達成三贏（政府—加速完成重測、

測繪業—增加收入及承包其他地籍案件、

民間—增加就業機會），公私通力合作完

成重測任務。 

統計 108至 110年，委託測繪業辦理

筆數共 14萬 8,159筆，佔總辦理筆數 55

萬 9,435 筆之 26.5％，以委外辦理每筆

單價約2,900元計算，總產值約4億2,966

萬元，且委託測繪業辦理比例逐年增加

中；如以全國地政機關自行辦理，將節省 593人力。 

除重測委託測繪業辦理外，部分地方政府亦將重測後土地複丈作

業併同委外辦理，如新北市於 110年及 111年將重測及重測後土地複

丈作業合併招標，土地複丈作業委由辦理重測之廠商辦理，除該廠商

了解測區內之經界現況，也能舒緩地政事務所人力不足之情形，並可

年 度
重測

合計筆數
委外筆數 占比

108 186,042 48,249 25.9%

109 186,056 49,409 26.6%

110 187,337 50,501 27.0%

合計 559,435 148,159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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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其複丈案件辦理期程，可謂一舉數得。 

六、系統統籌開發，有效節省公帑 
重測計畫於 108 至 110

年，每年平均辦理約 18 萬 6

千餘筆土地，若以每年每班辦

理量 1,250筆為基準，每年共

需約 149 個班組，倘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自行辦理軟

體開發及維護，或採購商用軟

體，對其財政是不小的負擔。本中心自行或委外開發及維護之重測相

關應用程式，均無償提供各地方政府使用，對於財政較困難之地方政

府可減輕其負擔；統計 108至 110年，各地方政府共節省公帑約 1億

3,777萬元。 

七、服務持續性 
經由這幾年的努力，重測後土地申請鑑界筆數、再鑑界筆數及法

院鑑測筆數大幅減少、重測過程作業人員執行上程序更精簡、民眾更

便利、地方政府不必擔心財政負擔、並且補足地政單位作業人力缺口

及創造了測繪業者更多工作機會，體現了「服務創新、重測用心、民

眾放心」的服務宗旨，未來也會持續進化，讓重測更便捷、便利、便

民。 

(一)持續推動先現況測量後調查辦理數 
隨著重測愈往郊區、偏遠地區及山區辦理，土地所有權人往往無

法於指界作業時指出土地明確位置，為提升重測作業效率及節省土地

所有權人時間及金錢，部分重測區以先現況測量後調查之作業方式取

代傳統先調查後現況測量模式，經本中心辦理及推廣結果，作業成效

良好。 

為持續推動該作業方式，自

108 年開始，於每年計畫皆增加

此作業辦理方式之班組數及筆

數，爾後年度也將持續推動，讓

創新的便民服務可以有更多民

眾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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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續爭取經費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重測 
辦理重測確實有效解決日治時期地籍圖不堪使用問題，惟辦理重

測每筆土地因作業人員性質不同所需經費為 1,600 元、2,400 元及

2,900元，為早日完成全國重測作業，需持續性的爭取經費，統計自

108至 111年計畫每年均爭取中央款逾 2億元，且各地方政府亦爭取

（編列）配合款，4 年期間共爭取高達 10 億 5,812 萬 9,000 元，未

來也將持續爭取中央款，與地方政府全體一心，共同完成重測作業。 

108至 111年度重測爭取經費統計表 
年度 中央款(千元) 地方配合款(千元) 小計(千元) 

108 220,692 47,783 268,475 

109 215,355 46,756 262,111 

110 214,979 49,376 264,355 

111 214,979 48,209 263,188 

合計 866,005 192,124 1,058,129 

(三)持續推動委託測繪業加速辦理 

重測委託測繪業辦理，可加速完成重測、解決全國地政機關人力

問題、增加就業機會、培訓地籍專業人員、使測繪業可承攬並提供地

籍測量之服務等優點，且為公私通力合作加速解決地籍問題；委託測

繪業均透過採購招標評選作業，且辦理期間受委託方之業務督導、成

果檢查及驗收以確保成果之正確性。本中心持續在重測計畫內每年擴

大編列委外辦理筆數 5,625 筆（原編列 27,500 筆），及可增加 25 個

工作機會，並鼓勵較欠缺或已無額外人力辦理重測之地方政府積極參

與，提高測繪業投入意願，並使測繪業規模穩定發展，持續創造三贏

局面，也讓地政單位能加速完成地籍整理。 

(四)持續擴充及維護各項重測系統功能 

重測為兼具繁複、效率、精準之工作，本專案結合科技力量持續

擴充及維護重測相關系統之功能，提升服務品質、提高作業效能，確

保成果精確，並循序透過教育訓練推廣至地方政府、民間測繪業機構，

帶領重測作業工具不斷精進，往後也將持續更新，使系統操作更親切、

計算更快速、功能更全面、成果品質更穩定，提供作業人員更便利及

效能的作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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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擴散應用 

(一)增加國家資產，活化土地利用 
108 至 110 年辦理重測時一併清理測

區內未登記土地，依法登記為國家所有，並

交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統籌規劃運用、處

分及管理，對於健全全國土地管理、促進土

地活化利用，效益顯著。重測期間一併清理

之未登記土地，計有 1 萬 9,404 筆，面積

1,435公頃，登記為國有土地所增加國家資

產價值達新臺幣 218億 9,683萬元。 

(二)測繪業投入辦理，公私協力創造多贏 
委託測繪業辦理重

測筆數，自86至110年，

已從 2,752 筆大幅成長

至 5 萬 501 筆，增加約

17倍，以 110年委外辦

理筆數及每筆單價約

2,900元/筆計算，年產

值約 1億 4,645萬，且後續重測計畫每年委外辦理量將持續成長，為

測繪業帶來可觀收入，也使測繪業持續性投入；測繪業者投入重測委

外辦理業務，一方面增加民間工作機會及培育測繪人才，另一方面也

填補地方政府人力缺額的工作量能，地方政府僅需辦理督導及依據相

關規定辦理成果檢核，確保結果正確，並可專心業管業務，可謂多贏

局面。統計 108至 110年委託測繪業約創造 593人次就業機會。 

(三)重測結果回饋地方稅稽徵機關 

重測作業於年度計畫開始之初，地方稅稽徵機關提供稅籍資料予

各重測作業單位以更新土地所有權人通訊處所，而重測作業單位於年

度計畫結束後，再將重測前後地段、地號、地目、等則及面積等資訊

以檔案回饋予地方稅稽徵機關，每筆重測結果約可節省地方稅稽徵機

關重新建檔地價資料時間 6.4分鐘，統計 108至 110年間平均一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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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稅稽徵機關節省 2,476天（每天

以 8 小時計算），假設 19 個回饋意

見的地方稅稽徵機關各設置 3 員辦

理本項業務，則每人可節省 43 個工

作天，約占每年總工作天數（以 250

天計算）的 17.4%，地方稅稽徵機關

回饋意見詳見彙整表(連結)。 

(四)清理都市計畫樁，節省都計單位人力 
重測期間重測作業單位檢核都市計畫樁位坐標成果與原樁位圖

及都市計畫圖是否相符，並聯測及檢核實測道路設施、現地建築及地

籍線是否相符，若發現樁位不符或影響已興建完成建築物時，會送請

都計測定機關研討處理，統計 108至 110年，重測作業總計協助都計

單位清理 2萬 8,620支都市計畫樁，補建 1萬 2,713支遺失樁位，實

測並檢核相關書圖資料及坐標後，提出樁位偏差研討案共 949 案、

4,601支，不僅協助都計單位節省大量人力及作業時間，也一併解決

樁位偏差情形，保障人民權益。 

(五)應用系統廣受好評，廣泛應用於不同領域 
本中心自行開發及委外開發之重測相關系統亦使用於辦理「圖解

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及其他業務，如無

主土地測量、國有未登記土地測量及登記、臺電鐵塔用地分割、法院

囑託鑑測等；各地方政府地政局（處）及所屬地政事務所亦使用於辦

理土地複丈、法院囑託鑑測、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等作業；另部分非

地政機關為辦理都市計畫特定區開發及科學園區用地地籍測量等作

業，須處理規劃、測量、分割、合併、宗地面積計算、地籍圖繪製等

工作，亦向本中心申請授權使用相關系統；及測繪業受機關委託時亦

可申請相關系統授權使用，108至 111年測繪業申請軟體授權詳見彙

整表(連結)。 

(六)地籍圖資應用廣，加值應用效益高 

為整合各級政府機關應用地籍資料之需求，減少資源重複投入之

浪費，並擴大資料應用領域及提高附加價值，本中心提供各級政府機

關及國土資訊系統各分組加值之重測結果地籍圖，並提供地籍圖網路

服務。各機關取得之加值重測結果地籍圖資應用於自然生態、公共管

線、自然環境、國土規劃、社會經濟、環境品質、土地與交通等 8類

https://1drv.ms/b/s!AkIoUUkm71b1guNdTajlob_C0TFU_g?e=zuFBwr
https://1drv.ms/b/s!AkIoUUkm71b1guNnO6l57uV1EyexPA?e=JtYAEq
https://1drv.ms/b/s!AkIoUUkm71b1guNnO6l57uV1EyexPA?e=JtYA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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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應用層面多元。另基於互惠原則，資料使用機關亦回饋相關加值

利用成果，促進國土資訊系統資源共享。108至 110年，共計提供 697

個機關次，31 億 2,402 萬 5,509 筆地籍資料，並提供 203 個機關次

申請介接使用地籍圖網路服務，總產值 68億 788萬 3,746元。 

肆、未來努力方向 

一、完成全國日治時期地籍圖重測作業 

為完成全國日治時期地籍圖重測作業，縮小土地複丈作業之城鄉

差距，須賡續爭取計畫及足額經費。本中心提報「地籍圖重測延續計

畫 112-119年」已獲行政院 111年 6月 15日院臺建字第 1110017492

號函核定，計畫辦理筆數 92 萬 5 千餘筆，預計 119 年底，完成全國

日治時期地籍圖。 

為爭取足額經費，避免中央預算刪減等因素，本中心以多元財源

挹注重測計畫，除向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爭取經費每年 2,000萬

元補助外，也請地方政府配合內政部地政司修正「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部分條文及「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將土地複

丈所收取之規費優先支應辦理地籍測量業務所需經費，及平均地權基

金列入辦理重測業務基金用途等，積極爭取各方財源，以期完成計畫

目標。 

二、優化作業準則提升系統效能 

為完成全國重測，嘗試優化作業模式，如目前重測中之地籍調查

作業，仍有不少部分為人工作業，如地籍調查規劃、排程、附件整理、

核對、地籍調查表送審等，為節能減紙及導入數位化，本中心刻正委

外辦理數位地籍調查作業可行性評估作業，期望導入系統作業，輔助

作業規劃排程、資料比對及線上審核地籍調查表等，使作業過程更加

自動化，提升工作效能。 

本中心多年來發展 e-GNSS 系統（高精度之電子化全球衛星即時

動態定位系統），其有單人可操作、快速測量、不受地面通視遮蔽之

優點，近年本中心辦理其應用於重測之研究，分析結果確可符合重測

相關規定，尤其應用於郊區或山區之重測，更能凸顯其優於傳統地面

測量之優勢（地面較多通視遮蔽），本中心將研擬其作業規範納入作

業手冊，以提升外業測量效率。 

未來將持續檢討及優化作業規範，提升相關系統效能，以簡化作

業流程，提高土地所有權人便利性及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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