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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爭取在臺灣主辦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及研討會，持續擴大新南向政策

契機，並瞭解國際土地管理、測繪政策及技術發展情形、汲取各國專家之實務作

業及問題處理經驗，提供我國辦理空間測繪計畫及土地與災害管理業務之參考，

內政部地政司 2名參加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暨技術研討會(The 68th 

ASEAN FLAG council meeting and Seminar)，該研討會由東南亞測繪協會(ASEAN 

FLAG)及會議地主國新加坡測量師及估價師協會(Singapore Institute of 

Surveyors and Valuers, SISV)及新加坡土地測量師理事會(Land Surveyors 

Board Singapore, LSB)共同主辦。 

該會議暨研討會訂於 2018 年 12 月 4 日至 6 日於新加坡安國飯店(Amara 

Hotel Singapore)舉行，會議主題為「空間化未來城市(Spatial Enable Future 

City)」，其目的是分享各國地理空間資料及大數據於智慧城市之應用的議題以及

探討測量員為完成該願景所應扮演之角色。此次會議主題與內政部土地管理、地

籍測量技術及空間測繪應用研究發展計畫等多項重大執行事項具有高度相關，可

彰顯我國土地政策及測繪之專業技術優勢，並與東南亞測繪協會各國與會人員進

行交流探討，收集各國土地管理及測繪業務推動經驗及技術發展方向。同時藉

由觀察研討會前後分別召開 1 次第 68 屆 AFLAG 理事會議，討論東南

亞測繪協會運作方針，可瞭解東協國際組織之運作模式，並促進東協

各國測繪的交流發展。  

本次第 68 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暨技術研討會經與東協各國官產學界

研究者交流並比對國內測繪領域現況，交流成果之心得建議事項如下： 

1. 持續精進空間圖資測繪技術及資料管理，應用於土地管理、空間測繪業

務等地政業務及智慧城市議題，優化民眾服務品質及施政決策。 

2. 積極參與東南亞測繪協定等東協各國之相關國際會議，提升我國國際能

見度，以實現我國新南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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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簡稱為東協，為

結合東南亞各國之政府性國際組織，其前身東南亞聯盟於 1961年 7月 31日成立，並於 1967

年 8 月 8 日正式更名為東南亞國家協會。創始國為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

等 5 國，其後汶萊於 1984 年 1 月 8 日加入、越南於 1995 年 7 月 28 日加入、寮國和緬甸於

1997 年 7月 23日加入，柬埔寨於 1999年 4 月 30日加入，形成東協 10國。而東南亞（東協）

土地測量和空間資訊聯合會(ASEAN Federation of Land Surveying and Geomatics，AFLAG)，

我國多簡稱為東南亞測繪協會，為 1995年 3 月 15日成立之民間社會組織，乃東協 10國為分

享測量製圖技術及地理空間資訊成果為目的所成立之聯盟，其秘書處辦公室位於馬來西亞吉

隆玻。 

東南亞測繪協會的宗旨是團結東協 10國的眾多測繪機構和廣大防救災科技人員、土地測

量師與專家學者，期待藉由在東協地區測繪領域之相互合作，維持區域和平並帶領整體領域

的繁榮，促進土地測量相關領域之發展、實踐與應用。協會成員由東協 10國的測繪機構或個

人所組成，並每 2 年召開 1 次代表大會，以選舉產生協會主席、資深副主席、副主席和秘書

長。除東協 10國外，亦有澳洲、中國、日本及韓國等及我國加入成員或成為參與者。 

東南亞測繪協會每年舉辦 3 次常規理事會議，在會議上探討該組織經營現況、成果、未

來方向及目標。此外每 2年亦舉辦 1次大型學術和測繪會議，稱為東南亞測量會議(South East 

Asian Survey Congress，SEASC)，會議規模龐大，各個國家都會派出負責國土資源和災害管

理方面的官員出席會議，民間的測量公司、儀器公司及學術研究機構也都會聚集在這個會議，

期待藉由該會議增進東南亞測繪的技術和學術的實力與能量，測繪相關之軟硬體國際交流更

是在這個會議上有著豐碩的成果。 

我國之中華民國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成功於 2015年7月在新加坡舉辦之東南亞測繪協會

理事會議，正式加入東南亞測繪協會(AFLAG)成員。並與我國內政部共同於 2016 年 3月 20日

至 22日期間成功爭取「第 59 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暨土地及防救災測繪技術研討會」

擔任主辦單位，內政部地政司王司長靚琇並於會中受邀擔任大會開幕致詞人，大會受邀貴賓

者包含東協組織產官學單位及汶萊皇室成員在內，均對我國主辦單位辦理成效與我國測繪技

術能量表示敬佩與後續合作意願，積極邀請我國參加後續東南亞測量會議。故我國內政部除

積極參與該協會相關事務外，亦同樣於 2018年 3月 19日再次與中華民國測繪業商業同業公

會共同主辦「第 66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會議及區域研討會」，內政部地政司王司長靚琇

亦於會中受邀擔任大會開幕貴賓，保持雙方良好互動關係。 

本(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於前次馬來西亞沙巴所舉辦之第 67 屆東南亞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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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理事會議定於新加坡舉行，並同時辦理區域技術研討會，邀請東協各國及各理事成員國 

之產官學界於研討會上發表演說。 

本次大會發表之專題演說共計 14篇，其中包含內政部地政司，我國於會場上發表了共計

2篇演說，本次大會有來自將近 20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出席，報名人數達 100餘位。同時會議

前後亦藉由東南亞測繪協會各理事成員聚集的機會，研討會前後各召開 1次第 68屆東南亞測

繪協會理事會議，探討協會運作情形與未來方針，期待能藉由參加本次會議暨研討會，收集

各國土地管理及測繪業務推動經驗及發展成果。瞭解東協國際組織之運作模式，並促

進與東協各國測繪的交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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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一、出國期間 

自 2018年 12月 3日至 2018 年 12月 7日止，共計 5天。 

 
二、會議行程 

 

日期 預 訂 行 程 任 務 備 註 

107/12/3（一） 臺北桃園－新加坡 
搭乘臺灣時間 12/3 08：20中華航空班機出

發，於當地時間 13:05抵達樟宜機場。 
 

107/12/4（二） 新加坡 參加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Ⅰ。  

107/12/5（三） 新加坡 參與區域技術研討會  

107/12/6（四） 新加坡 參加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Ⅱ。  

107/12/7（五） 新加坡－臺北桃園 
搭乘當地時間 12/7 14：05中華航空班機出

發，於臺灣時間 18:45抵達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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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重要內容 

一、會議暨研討會議程 

 

日期 時間 議  程 備 註 

12/4 14:00-18:00 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Ⅰ  

12/5 

08:30-09:00 區域技術研討會報到  

09:00-09:30 歡迎及開幕致詞  

09:30-12:30 研討會專題及演講  

13:30-18:10 研討會演講(續)  

18:10-18:20 閉幕致詞  

12/6 
09:00-12:00 技術參訪  

14:00-18:00 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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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情形 

本次新加坡出訪期間為 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7 日，由內政部地政司黃技正泊森、邱科員

彥瑋、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林秉賢研究助理教授、社團法人台灣中小工程技術顧問

企業協會黃煌輝理事長伉儷、中華民國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暨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成員)高

治喜理事長伉儷及同公會曹秘書長智廣與會(圖 1由左至右)。 

於新加坡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前一天(2018 年 12 月 3 日)從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搭機前往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於傍晚時間抵達會場旅館；12 月 4 至 6 日為第 68 屆東南亞

測繪協會理事會議暨技術研討會會議期間，12 月 7日下午逕赴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搭機返回

臺灣。 

 

 (一)2018/12/3(臺灣飛往新加坡) 

    會議參加成員於 3號凌晨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會合後，搭機前往新加坡。並於同日

下午當地時間 13時 5分抵達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並於傍晚抵達下榻之新加坡安國飯店。特

別一提的是，於機場接駁至各市區飯店之接駁車，是以自助式機器販售，該販售機於固定時

間區間內收集各航廈旅客的人數、目的地後，再行派車載客前往，十分便利，由此可微窺該

城市之國際化及智慧化程度。 

 

圖 1、東協理事會議成員及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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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12/4 (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Ⅰ) 

    由於本日上午有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成員內部聯誼活動，第 68 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

(研討會前)會議便訂於當日下午 2 時於新加坡安國飯店會議廳舉行。會前會議主要討論之內

容為：(1)第 68 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議程安排及提醒。(2)第 67 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

事會議記錄摘要及其執行項目總結報告。圖 2 為本次理事會議暨技術研討會之會場新加坡安

國飯店外觀，圖 3及圖 4為會議會場內部情況。本次理事會議共計有 10多國家約 30人參與(圖

5、圖 6)。圖 7為本次參與大會之我國高理事長治喜(AFLAG理事成員)、黃理事長煌輝、曹秘

書長智廣、本部代表及林研究助理教授秉賢合影，圖 8 為本次會議識別證，可由該識別證之

國旗與國名瞭解東南亞測繪協會對我國釋出的善意及我國理事成員於該組織的耕耘成果。 

 會議討論內容略述如下：(1)第 68 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議程安排及提醒：確認本

屆 2 次理事會議的流程與區域技術研討會的時間與流程、研討會邀請名單以及飯店會議廳使

用注意事項。(2)第 67 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記錄摘要及其執行項目總結報告：確認前

次理事會議出席理事成員、其他出席參加人員、理事會議及研討會議程、會議討論決議事項

等，其中我國東南亞測繪協會之理事成員高理事長治喜於該次會議中向理事會報告我國內政

部地政司與印尼合作之空載重力測量任務情形亦正式列入會議紀錄中。此外，各項討論內容

以及臨時動議均有詳細書面載明成冊，足見該會議嚴謹程度。 

 會議中交流時間，亦有機會與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署長暨土地測量首席測量師蘇敬平先生

(兼新加坡土地測量師理事會會長)交換臺灣與新加坡之土地測量現況(圖 8)，蘇署長對我國

土地測量的發展及現況亦感到興趣，並期待於隔日區域技術研討會簡報時，瞭解我國測繪情

況。圖 9 為本次新加坡主辦單位新加坡測量師及估價師協會前副主席及組織委員會主席吳振

增先生合影(圖中右 1)。 

  

  

圖 2、本次理事會議會場飯店 圖 3、會場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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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會場內部 圖 5、開會情形 1 

  

圖 6、開會情形 2 圖 7、與會人員合影 

  

圖 6、會議情形 圖 7、與會人員證件 

 

 

 

 

 

 

 

圖 8、與蘇敬平署長交流臺新測繪現況 圖 9、與組織委員會吳振增主席合影(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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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8/12/5 (區域技術研討會) 

    區域技術研討會於本日上午舉行，由東南亞測繪協會、新加坡測量師及估價師協會以及

新加坡土地測量師理事會共同主辦，會場為前日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會議廳經過

調整後擺設，於同一會場辦理(圖 10、圖 11)。 

會議開場貴賓致詞分別由本次研討會組織委員會主席吳振增先生(圖 12)、新加坡土地管

理局署長兼新加坡土地測量師理事會會長蘇治平先生(圖 13)及東南亞測繪協會主席 Randolf 

S. Vicente擔任(圖 14)，並由新加坡土地管理副署長邱福順(Victor Khoo)先生講述本次大

會主題：空間化智慧城市(Spatial Enable Future Cities)專題報告，說明新加坡空間測繪

的現況、數位化政府、高精度地圖以及該國國家底圖的發展(圖 1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國

的製圖已經不僅為地表上的地物特徵，甚至已發展到地底下的空間、樓層以及用水、電力管

線。簡報時，邱副署長以影片的方式，從地表三維城市模型地圖帶領聽眾進入地底龐大複雜

的管線結構建模時，十分具有展示效果。此外如同世界其他各國之測繪潮流，新加坡對於自

駕車以及無人機管制亦十分關注，可見得該面向之智能測繪確實為現今各國測量製圖的重點

項目。 

 本次包括內政部地政司，我國共於研討會上發表 2篇簡報，分別為內政部地政司邱科員

彥瑋「臺灣土地測量之空間資訊進化(Spatial Information Evolution of Land Survey in 

Taiwan)」以及逢甲大學營建及防災研究中心林秉賢研究助理教授「利用無線網路於淹水預警

智能水利監測系統-以臺灣臺中市中心為例(Smart Hydraulic Monitoring System Using 

Wireless Network in Taichung City Central Taiwan for Flood Precaution)」。分別介紹

臺灣土地測量及空間資訊之歷史軌跡、技術轉變以及未來發展，並特別針對臺灣地籍圖重測、

基本地形圖測製以及數值地形模型成果供應及應用情形進行說明(圖 16)，以及臺灣水理環境、

淹水原因、解決方法以及運用無線網路進行智能淹水監測的案例(圖 17)。簡報結束後之提問

時間，現場與會人員亦對臺灣地形圖測製情形及人員環境，以及臺灣開放之數值地形模型熱

烈提出許多問題(圖 18、19)。 

 其餘各國簡報議題還包括光達於隧道測量與監測之應用、遙感探測方式應用於路面監測、

三維點雲於公共住宅計畫的應用等，並於簡報議程結束後，由本會議組織委員會吳振增主席

頒發參加證明與簡報者(圖 20、21)。會議中各國成員，也藉由會議機會進行交流，圖 22為

我國出席人員與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署長蘇治平先生留影、圖 23為新加坡土地管理局人員與黃

技正泊森相互交流兩國地形圖測製現況與發展，圖 25至 26分別為出席人員與印尼理事成員

Sugeng Prijadi(印尼土地測量局視察員，圖 25左 3)以及該國東南亞測繪協會榮譽主席 Diah 

Kirana Kresnawati(印尼土地測量局前部門主任，圖 25左 4)合影、以及東南亞測繪協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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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Randolf S. Vivente(圖 26左 4)、榮譽主席 Pengiran Matusin Matasan(圖 26左 2)與新

加坡測量師及估價師協會主席 Loi Hwee Yong(圖 26左 1)合影。 

 此外我國中華民國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以及台灣中小工程技術顧問企業協會均有在會場

中發放我國測繪業、儀器及測繪市場相關資料，積極展現我國測繪實力以及擴展與東協國家

之合作機會(詳如附錄)。 

 

  

圖 10、區域技術研討會會場 1 圖 11、區域技術研討會會場 2 

  

圖 12、組織委員會吳振增主席致詞 圖 13、新加坡土地管理局蘇治平署長致詞 

  

圖 14、AFLAG主席 Randolf S. Vicente 致詞 圖 15、新加坡土地管理副署長邱福順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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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本部人員於會場簡報 圖 17、林秉賢研究助理教授於會場簡報 

  

圖 18、我國簡報人員接受提問 1 圖 19、我國簡報人員接受提問 2 

  

圖 20、吳振增主席頒發參加憑證 1 圖 21、吳振增主席頒發參加憑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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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與蘇敬平署長(左 3)及沙巴測量師協會理事長 Datuk HJ Safar Bin Untong 合影 

  

圖 23、與新加坡土地管理局人員交流 圖 24、AFLAG 理事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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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與印尼 AFLAG理事成員合影 

 

圖 26、與 AFLAG主席 Randolf S. Vicente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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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8/12/6(技術參訪及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Ⅱ) 

技術參訪：本日上午行程依大會安排進行技術參訪，並安排導覽人員針對新加坡地理環

境、發展困境以及解決方式進行介紹解說：新加坡位於馬來西亞半島南端，總面積約為 700

平方公里(約 2.5個臺北市)。新加坡雖位於赤道，雨量豐沛，但卻因地形及土壤特徵，蓄水

困難，該國政府除向馬來西亞進口淡水資源外，亦積極朝水資源自足目標前進，如建設海水

淡化廠、設置渠道及排水道系統集中雨水，並積極進行水資源再生。圖 27為導覽人員藉新加

坡全島微縮模型進行整體介紹，圖 28為建於新加坡濱海灣河口之新加坡濱海堤壩(Marina 

Barrage)模型，該堤壩目的為將新加坡濱海灣之淡、海水分開，進行雨水及灣流之蓄水，並

每兩年開放閘門向新加坡海峽放水以更新灣內水資源。 

此外新加坡鑒於國土面積狹小，便以兩種方式積極解決土地利用問題。其一為開發海埔

新生地，自新加坡 1965年脫離英國殖民及馬來西亞獨立後，便積極進行填海造陸，目前海埔

新生地的面積已達新加坡國土總面積近 23%，圖 29之淡藍色區域為未來海埔新生地的可能地

區。但由於近海之海埔新生地幾近開發完畢，必須向外海發展，而離陸地越遠、海底深度越

深、填海造陸之成本也會急遽上升，另外過度擴張海域為國土亦會產生經濟海域、領海等國

際問題，並非為長遠之道。故新加坡政府亦同時針對土地利用規劃著手解決國土不足之問題，

新加坡每 20年會擬定概念計畫(Concept Plan)，初步擬定國家未來 30至 50年的發展願景、

人口規模、城市功能之佈局等，此外，每 5年更新一次總體計畫(Master Plan)，擬定各種用

地之位置、面積及相關發展參數，圖 30為 2014年所發布之總體計畫，依期程 2019 年會進行

檢討更新。臺灣亦是地狹人稠的海島國家，新加坡這些發展經驗都值得我們借鏡參考。 

此外依導覽人員所述，新加坡有約 80%的居民居住在政府建設的公共住宅中，新加坡的

公共住宅多由住宅及發展理事會(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此一政府單位所規

劃建造，新加坡與臺灣公共住宅政策不同的地方為新加坡住宅及發展理事會所出售的是為期

99 年的地上權及房屋產權，而政府仍保有土地的所有權，而非土地所有權及房屋之產權均永

久賣斷給需屋者。公宅居住者亦能在一定條件下將租賃來的公宅轉出售該權利予他人。這項

配套措施，可確保民眾居住品質，防止房價哄抬，亦能定期進行都市老舊社區更新。 

參訪途中亦能看見新加坡政府在施工區域的古蹟建築樓柱上裝設稜鏡(圖 31、32)，監視

施工對於歷史建物是否造成結構損壞或影響，可見該政府政策完整性以及對測量的重視程

度。 

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Ⅱ：在上午結束技術參訪後，下午緊接進行區域技術研

討會後之理事會議(圖 33、34)。接續之前 12月 4日之會議內容，本次會議最主要議題為東

南亞測繪協會及澳洲測量和空間科學協會(Surveying and Spatial Science Institute, S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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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合作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第 15屆東南亞測量會議籌備狀況(15th 

South East Asia Survey Congress)、本屆理事會議及區域技術研討會結論與檢討以及其他

東南亞測繪協會之庶務情形(如網站更新、財務狀況等)。 

本次東南亞測繪協會及澳洲測量和空間科學協會簽署之備忘錄是該兩組織針對 2019年

將於澳洲達爾文舉辦之第 15 屆東南亞測量會議所作的正式協議，協議內容包括兩組織在東南

亞測量會議從開始計畫籌備到結束後之收支計算的期間所扮演的角色及工作責任。最終備忘

錄在雙方代表人及見證人簽署通過(圖 35、36)。其他理事會議討論內容較偏向內部庶務，不

再贅述。 

 

  

圖 27、技術參訪 1 圖 28、技術參訪 2 

  

圖 29、海埔新生地可能開發區域(淡藍色) 圖 30、新加坡 2014年土地總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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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歷史建築周圍施工情形 圖 32、歷史建築樓柱裝設監測用稜鏡 

  

圖 33、理事會議開會情形 1 圖 34、理事會議開會情形 2 

  

圖 35、AFLAG與 SSSI簽屬瞭解備忘錄 圖 36、雙方簽署人員及見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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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第 68屆東南亞測繪理事會議與會人員合影 

 

(五) 2018/12/7(新加坡返回臺灣) 

本日上午稍作整理，即自飯店啟程出發前往新加坡樟宜機場，搭乘下午班機於晚間返回

臺灣，結束本次公務出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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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事項 

   本次第 68 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暨技術研討會，經過與東南亞協會相關成員交流

雙方測繪成果發展，其成果心得及建議事項如下：  

一、 持續精進空間圖資測繪技術及資料管理，應用於土地管理、空間測繪業務等地政業務及

智慧城市議題，優化民眾服務品質及施政決策。 

本次會議議題針對空間圖資於智慧城市之應用，議題圍繞如光達掃描、衛星遙感監測、

大數據及自駕車等議題及該新興技術之應用及實現，顯見空間圖資測繪及其管理為世界

先進技術之指標。我國目前正積極推動三維國家底圖及產製自駕車用高精度地圖，在上

述議題方面，應持續追蹤各國發展現況，汲取該類科技新知，擷取可精進地政業務的技

術理論，與國際接軌，甚至成為引導的角色，並提升為民服務的品質及施政決策。 

二、 積極參與東南亞測繪協定等東協各國之相關國際會議，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以實現我

國新南向政策。 

本次應中華民國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及東南亞測繪協會之邀請，參與本次會議暨研討會 

，並列席 AFLAG理事會議，除了解各國測量技術發展，更向東協各國介紹臺灣國內測繪

環境，我國測繪相關產業公會更是於會中積極尋求業務發展合作機會，建議後續應持續

擴大與東南亞國家空間測繪技術交流，並積極參與該協會舉辦之會議，宣傳我國之測繪

軟、硬實力，並爭取主辦東南亞測繪協會相關會議，增進我國之國際能見度，並鼓勵相

關產業人員前往發展，以實現政府新南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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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第 68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議暨技術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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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簡報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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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簡報節錄

 

 



24 

 

區域技術研討會議參加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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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於會場發送的我國測繪業宣傳冊 

 
 

社團法人台灣中小工程技術顧問企業協會於會場發送宣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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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與會貴賓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