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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峽兩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統論壇研討會是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與台灣兩岸四地大

型城市的管理部門以及學術專業人士的關心和積極推動下的結果，它的成立在於反映出

全球經濟一體化加速背景下兩岸城市化的進展和城市管理資訊化的大趨勢，因此希望藉

由經驗交流，促進兩岸四地城市的現代化發展。 

論壇自 1998 年開始在上海市舉辦第一次會議，今年假重慶市舉辦，主題為『智慧城

市與城市 GIS 應用』，高雄市政府為宣揚高雄市的城市建設，特組織學術交流考察團，

由市政府地政局 謝福來局長擔任團長，邀請產官學界一行共計 16 人，提出三篇文章熱

烈參與，本次論壇論文集共計有 43 篇。同時，藉由此次機會參訪了桂林市，桂林市規

劃局與臨桂新區，了解城市擴張後為了維護文化與景觀，開發新市政的作業方式與成果。 

本報告說明此行豐碩的考察參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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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海峽兩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統論壇研討會是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與台灣兩岸四地

大型城市的管理部門以及學術專業人士的關心和積極推動下的結果，它的成立在於反映

出全球經濟一體化加速背景下兩岸城市化的進展和城市管理資訊化的大趨勢，因此希望

藉由經驗交流，促進兩岸四地城市的現代化發展。 

2013 年度海峽兩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統論壇今年在重慶舉辦，主題為『智慧城市與

城市 GIS 應用』。高雄市政府為國內城市空間地理資訊發展成效卓越之都市，在縣市合

併之後，同時具有以大都會開發為主之原高雄市都市，以及以農業開發為主之原高雄

縣，亦即具有全屬都市計畫範圍之原高雄市，及具有非都市土地編定之原高雄縣，擁有

廣大之土地資源，對市政建設上更需新的思維與觀摩更供其他都市的建設，同時，2014

年將由高雄市政府接手舉辦 2014 年度海峽兩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統論壇。因此，高雄市

政府特組織考察團，成員包括產、官、學界等曾參與高雄市政府委託計畫之單位人員，

一方面進行城市建設的考察，作為後續市政建設發展之參考，一方面參與論壇，將近年

推動城市地理資訊系統之成果，提出論文以作為交流與宣導。再同時討論 2014 年論壇

主題， 以為籌辦之準則。 

本校多年來接受高雄市政府委託辦理「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計畫，主要

以三維產籍管理為基礎之三維空間資訊系統，建立了內政部三維虛擬城市多目標地籍服

務網。本次接受高雄市邀請參與考察團，一方面進行成果宣導，一方面進行交流藉此了

解兩岸四地於三維空間資訊的發展狀況，以作為後續計畫執行之參考。本次參訪活動計

畫研究團隊共計三人參加，所需經費均由本研究團隊接受高雄市政府所委託之計畫經費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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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本節說明本次活動之工作內容。 

一、計畫安排 

2013 年度海峽兩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統論壇的籌辦於 2012 年 10 月份開始，由主辦單

位重慶市規劃局負責邀請兩岸四地的管理單位與學術單位，進行論文邀稿，台灣地區係

由台灣地理資訊學會做為聯絡窗口。 

2014 年度海峽兩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統論壇預定由台灣負責辦理，高雄市政府有意承

辦此項活動，因此，邀請了曾經執行過高雄市政府計畫之產、官、學界單位，共同研擬

作業成果投稿論文，並於 2013 年 3 月提出論文摘要，經大會審查，本次論壇論文共計

接受 43 篇，包括來自台灣地區論文 4 篇，其中高雄市政府 3 篇，台灣大學濟台灣地理

資訊中心 1 篇。因此，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於 3 月份開始依被接受論文之單位，及未來市

政發展有關之單位，進行籌組考察團，並簽核高雄市政府同意。訪問團成員共計 16 人，

名單如下表。 

 

姓名 職稱 

領隊:林峰田 成功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團長:謝福來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施淑勉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主任（退休） 

蔡宗倫 高雄市政府秘書處秘書 

黃志明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處長 

陳惠玲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專門委員 

許明斌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王宏仁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主任 

李惟義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股長 

林棨任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科員 

藍金潭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科員 

江渾欽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 

蔡宜真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專任助理 

魏伊晨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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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正方 經緯衛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賴政國 台灣地理資訊學會理事 

中華資訊軟體協會 GIS 交流會會長 

透過香港理工大學林煇教授的安排與聯繫，桂林市長黃俊華先生誠摯邀請考察團赴

桂林市參訪，尤其目前正進行臨桂新區的開發，值得觀摩與交換開發心得。此外，成都

市規劃資訊技術中心主任陳勇軍先生安排拜訪成都市規劃管理局及地理資訊系統市政

建設考察，因此，考察團的參訪單位包括下： 

 

邀請與參訪單位 單位地址 電絡電話 

桂林市規劃局 

 

桂林市临桂路 12 号 86-0773-2827649 

桂林市(桂林新區管

理委員會) 

桂林市鲁山路 88 号 86-0773-3680070 

重慶市規劃局 重庆市江北区电测村

237 号市规划局 

86-23-67959836 

經台灣地理資訊學會曾郁棉小姐的聯繫與安排，考察團先安排參訪桂林市、再赴臨

桂新區了解開發情形，後赴桂林市考察，而後赴重慶參加 UGIS 論壇，最後取道成都，

拜訪成都規劃局後，結束行程。行程如下表。 

 
日期 地點 活動 

2013/9/1 台灣-桂林 去程 

2013/9/2 桂林市 參訪桂林市規劃局 

及臨桂新區管理委員會 

2013/9/3 桂林市 桂林地理資訊系統市政建設考察 

2013/9/4 桂林市-重慶市 赴重慶市 

2013/9/5 重慶市 兩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統論壇 

2013/9/6 重慶市 兩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統論壇 

及重慶地理資訊系統市政建設考察 

2013/9/7 重慶市-成都市 拜訪成都市規劃管理局及地理資訊

系統市政建設考察 

2013/9/8 成都-台灣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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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活動 

(一)、市政建設參訪 

桂林市轄 12 縣 5 區，面積 2.78 萬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 565 平方公里，主

城區 75 平方公里。總人口約 502 萬，市區常住人口 75 萬。氣候溫和濕潤。桂林是

廣西東北名城和交通、文化中心，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桂林屬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

灰岩地形，大部分為丘陵，北部和東部分別為越城嶺和海洋山、都龐嶺山區，有很

多面積較小的山間盆地，森林覆蓋率 69.05%。 

桂林市區坐落在湘桂走廊中的一個相對較大的平原里，市文化名城以旅遊為

主，由中國國務院核准控管之。為維護原有景觀，主城市區內之建築高度受限制，

目前主城區內之房產價約 0.8~1.5 萬人民幣每平方公尺(約新台幣 15 萬元)，近城區約

0.6~0.8 萬人民幣每平方公尺，為疏解主城區之人口，自 2002 年起積極規劃開發臨桂

新區，規劃未來開發面積共 200 平方公里，開發區為 45 平方公里，目前建設區約

13.5 平方公里。此地區政房產價 3 年前約 0.2~0.8 萬人民幣每平方公尺，目前之房產

價約 0.4~0.8 萬人民幣每平方公尺，成長的速度相當驚人。桂林市年均所得 2.23 萬人

民幣高於全國年均所得。 

臨桂新區將為新市政府所在地，該區內具有大型的博物館、圖書館與劇院館，

佔地 1.3 平方公里。新區內大樓林立，惟受限於熔岩地質，地下層只能有一層，影

響了地下鐵路或交通之發展。 

參訪日當天桂林市長黃俊華先生特從廣西省惠南寧市趕回接待，黃市長為廣西

中南工業大學測量工程專業畢業，同濟大學測量係土地資訊系統專業碩士研究生，

武漢大學攝影測量與遙感專業博士。歷任桂林工學院地質係副主任、桂林工學院國

土開發與測繪係第一副主任、系主任等職，與本團多位成員所學相同，因此暢談甚

歡，互惠良多，會後黃市長即趕回南寧市參加國務院辦理博覽會，宣導桂林市建設。 

  

拜會桂林市長並交換紀念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E%86%E5%8F%B2%E6%96%87%E5%8C%96%E5%90%8D%E5%9F%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80%E6%96%AF%E7%89%B9%E5%9C%B0%E8%B2%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80%E6%96%AF%E7%89%B9%E5%9C%B0%E8%B2%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7%81%B0%E5%B2%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8%E9%99%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9F%8E%E5%B2%A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6%B4%8B%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5%BA%9E%E5%B2%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B%86%E5%9C%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9%98%E6%A1%82%E8%B5%B0%E5%BB%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5%8E%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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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桂林市長、副秘書長、國台辦主任、規劃局座談 

桂林市整個城市建設均由桂林規劃局負責，規劃局下有設計學院與測繪研究院

兩個單位，合計有人員 200 餘員，前者負責規劃設計，後者負責測量製圖與圖資建

立。訪問規劃局由周彥副局長接待，桂林市政府副秘書長唐明澤、桂林市台辦主任

劉漢軍陪同，桂林市地理資訊中心主任兼測繪研究院院長譚波先生與設計學院院長

韋偉先生共同參與座談。 

桂林市已完成全市 10000 分之一土地調查，2010 年完成土地規畫使用，是以

2005 年的圖資，2008 年所作之資料收集的結果進行，規劃原則為保護生態，離開灕

江為主體，朝二帶雙合八組合為開發目標，定向朝西走，規劃時以虛擬智慧城市方

式設計，建設時以實體三維表現作業成果。目標與雄心甚為浩大。也顯現出其自信

的成果。 

  

與副秘書長、規劃局長、設計院長、測繪院長座談與交換紀念品(本校瓷盤) 

實地參訪考察臨桂新區建設，由桂林市臨桂新區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蕭源董



 9 

事長接待座談，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屬國有企業，臨桂新區預定投資 400 億人民幣進

行建設，新區人口預定 70 萬人，一部分紓解舊城區之人口，一部分接受來自其他地

區之新居民。大型公共建設投資包括區內中心的博物館、圖書館與劇院站 1.3 平方

公里花費 100 億人民幣，由北京清華大學負責規劃設計。 

 

  

  

臨桂新區開發現地參訪 

  
臨桂新區管理委員會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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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峽兩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統論壇 

本年度論壇主題為『智慧城市與城市 GIS 應用』，論壇論文集共計有 43 篇，另包括

2 篇專題講演，台灣地區共提出了四篇論文，分別為都慧型土地利用調查與空間資訊整

合發展、三維城市的建構與多目標地籍應用、無人機即時空間資訊之發展與應用、智慧

城市時空信息平台，分別由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臺北大學、經緯衛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學與台灣地理資訊中心等四單位所提出。另由成功大學林峰田教授進行氣候變遷

空間調適策略與 GIS 之專題演講。 

香港方面提出 2 篇論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信息系統及土地供應組提出香

港規劃署的選址工具開發及應用經驗，即由香港中文大學提出基於三圍虛擬地理環境的

城市環境與空間認知研究探討。大陸方面則提出 37 篇論文，分別來自於上海市、重慶

市、天津市、南京市、與北京大學等重大城市，將目前正規畫中之實務作業成果與推動

中之策略與方法提出經驗交流。 

智慧城市，目前比較公認的一種定義應是以「數字城市」為基礎，依靠物聯網、雲

端計算、傳導設備等資訊技術，融合更大量的時空資訊，把人類的知識充分應用到資訊

條件下的城市規劃、設計、建設、管理、營運和發展當中，形成智能畫專題應用，並通

過相互之間的優化組合，最終使城市具有智慧、變得智能，以實現人口、產業、空間、

國土、環境、社會活動和公共服務等領域智能化管理為目標的全新城市型態。以簡單的

公式表示，即是 智慧城市=數字城市+物聯網+雲端計算。可以說智慧城市就是數字城市

的升級版。 

歸納起來智慧城市是以物聯網與互聯網為主要運行載體的現代化最新的技術總稱，

大致具有下列四大特徵： 

1. 感知：透過遍布的感應系統和智能設施，對城市進行測量、監控與分析 

2. 整合：「物聯網」與互聯網完全結合，將數據整合為城市進行全圖，提供智慧的

基礎設施。 

3. 創新：政府企業和個人在智慧設施之上進行各類創新應用，為城市提供源源不斷

的發展動力。 

4. 協同：基於智慧型基礎設施，城市各主要系統和盡行銷效能的互用分享，形成城

市運作的最佳狀態。 

所以未來智慧城市的資訊平台的建設方面，應包括下列幾個方向： 

1. 建置地理實體資料庫 

2. 完整建設時空資訊平台 

3. 資料分享與挖掘大量資料庫 

4. 提供地理知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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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構建大測繪體系 

6. 實現雲端服務 

7. 提供 4A 服務，包括任何人(Anybody)、任何時間(Anytime)、任何地點(Anywhere)、

任何目標(Anything)的地理資訊服務。 

  

 

論壇開幕與各地區代表合影 

本次論壇分共計發表 15 篇四個時段進行，第一時段專題報告，由天津規畫局侯學

鋼先生主持，重慶市規劃局章遠副局長致歡迎辭後，由香港中文大學林琿教授主持專題

報告，分別由台灣成功大學規畫設計院院長林峰田教授提出氣候變遷空間調適策略與

GIS，重慶社科院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勇先生提出新型城鎮化內涵及發展路徑之專題

演講。 

第二時段由廣州規畫局李時錦副總工程師主持，四篇文章分別由河南大學孔雲峰

先生提出大規模離散設施選址優化問題理論與方法，高雄市政府地政局資訊室主任王宏

仁先生提出都會型土地利用調查與空間資訊整合發展，重慶市勘測院工程師何興富先生

提出基於地理設計的三維道路設計系統建設與應用研究，南京市城市規劃編制研究中心



 12 

工程師陳踴先生提出城市規劃與地理資訊移動平臺建設探索。 

第三時段由廣州城市規劃局陳思偉副局長主持，五篇文章分別由香港中文大學博士

生林天鵬先生提出基於三維虛擬地理環境的城市環境與空間認知研究探討，臺灣大學地

理環境資源學院教授孫志鴻先生提出智慧城市時空資訊平臺，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資訊

中心主任劉利鋒先生提出上海市規劃、國土和房產資料管理及業務化應用平臺建設，廣

州市城市規劃局副工程師李時錦先生提出與“數”俱進，大資料時代的城市規劃資訊化，

天津市規劃資訊中心主任才睿女士提出天津市“一控規兩導則”管理體系與應用平臺

建設。 

第四時段大會安排由本人主持，四篇文章分別由經緯衛星資訊公司總經理羅正方先

生提出無人機即時空間資訊之發展與應用，重慶市規劃資訊服務中心副主任周宏文提出

重慶主城區分區規劃動態監測分析系統建設思考，上海市水務資訊中心工程師呂文斌生

提出“一張圖”水務綜合資訊平臺研究與實踐，重慶地理資訊中心主任羅靈軍先生提出

從數字重慶到智慧重慶。 

最後由成功大學規畫設計院院長林峰田教授進行總結與討論，並確認 2014 年海峽

兩岸城市地理信息系統論壇主題為『因應氣候變遷的城市規劃』，並宣布於 2014 年 6 月

假台灣高雄市舉辦。 

  

研商討論主題交會意見與宣告交接高雄市政府 

論壇第二日由大會安排，進行重慶市建設參訪，並至武龍參觀世界 5A 級自然景觀天

坑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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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目前國際上正推動發展智慧城市，所謂的智慧城市即是建立好良好的數位平

台，讓全體人員有參與性、分享性，透過雲端的服務建立更多生機，謀求過多的

創意性知識，建構美好的生活環境。建構此智慧城市的基礎平台主要有三項： 

第一項是資訊基礎設施，要有高速寬頻網路和支撐的電腦服務系統和網路交

換系統。也就是說智慧城市的第一項任務是解決資料傳輸速率與通路的問題。 

第二項基礎是資料，尤其是「空間資料」。據統計，人類生活和生產的資訊

有 80%與空間位置有關，「數字地球」的基本概念也是定義在地球空間框架上集

成和展示各種資料，數位地圖和數位影像是「數字城市」的基礎框架。衡量「數

字城市」的指標，除寬頻網里程以外，另一個重要指標是資料量的大小，特別是

各類基礎空間資料的資料量。在現今的資訊快速發展的時代，空間資料自然是指

向三維的空間資訊，各大網路平台均朝向 3 維地球平台，即代表即將到來的世界

就是三維的基礎環境。 

第三項基礎是人，管理智慧城市和使用智慧城市的人。管理智慧城市要逐漸

建立起相應的機構和規範，要不斷對網路系統和資料進行建設、更新、維護和升

級，並協調用戶的訪問。培養使用智慧城市的人也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只是

建了「數位城市」而沒有人用，是一種浪費，也產生不了社會經濟效益。只有當

大多數的企業、市民均應用智慧城市才可以產生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促進國家

經濟的快速發展。 

本人之研究團隊多年來所進行之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是以地籍建物測

量成果圖繪製之產權範圍資料建置成三維建物 LOD3~LOD4 層次之建物細緻性資

料，並兼具有三維地籍之產權資訊。為了達三維城市網際網路資訊系統之運作效

能，以及資料在視覺與應用之完整性與多功能性，因此，運作過程中，同時加入

了三維建物 LOD1~LOD2 層次之建物近似化模型，故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之三維

虛擬城市系統，實具有由粗到細，由外部到內部之三維建物之效用，除可以做為

三維地籍產權資料之導覽管理之外，此以門牌、建號等戶數為單元之資料，亦可

加值接合戶政資料、建管資料、不動產資訊、與警政、消防等系統，可以發揮絕

對之影響效益，達智慧城市應用之價值，也是三維智慧城市基礎資料建置的基本。

但因智慧城市發展考慮層面甚廣，有從文化、藝術考量，有從通訊、網絡環境考

量，有從城市建築、管理考量，亦由從資訊、地理資訊技術面考量。亦已有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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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面思考，以整體城市的發展為考量，有以微觀面思考，結合業務與民眾權益面

考量。由於目前世界各城市皆在推動發展智慧城市，，故應由國家地理資訊推動

主管單位，成立智慧城市發展小組及研擬發展方向與目標等。。 

國土資訊系統經過了 20 年來的努力推動，已具有基本的規模與架構，也建立

了資料倉儲與共享服務的平台，隨著科技的發展、環境的變化、民眾的期待，逐

漸的過去二維的資料模型與呈現方式，已無法滿足大家的需求，因此，三維地理

資訊系統的發展亦變為勢在必行的一項作業，但如何重新規劃一套完整的三維地

理資訊的基礎架構，如何才能由現在的二維環境轉換成為三維作業，如何整合現

有之地理資訊資源而應用於不同之領域發展，亦是今後國土資訊系統在未來的新

發展階段所需去面對與思考的問題。 

中國大陸在硬體的建設上是驚人的，每次都見到有實質的轉換，此行實地參

訪桂林市、重慶市、成都等城市，發覺他們對於旅遊城市的規畫、自然資源的保

護、街景市容的規劃、文化資產的保存均有顯著的成效。如桂林市是兼具有文化、

自然景觀的旅遊城市，所有城市規畫均須報國務院管理，為保存特有地形景觀，

山邊 3 公里內禁止建設，建物樓層不多高於 5 層樓。為紓解老城區人口的過度成長，

開發臨桂新區，並將政府所在地遷移至新區，投資公共建設，提高人民素養亦不

遺餘力。雖然目前中國大陸在質的部分上覺得有些落差，但是感覺到的是人民的

信心非常強烈。 

從論壇論文中亦可以看出大都會城市，均進行了整合性、海量資料的建立，

並規劃出未來的整體應用目標，也同時逐步朝目標進行中，雖然口號喊的很響，

如『一控規兩導則』、『一張圖』等，但也顯示反映出確有整體基礎平台規畫建

置的成效，相較於國內，可能受限於整體經費預算之限制，以至於發展方向無法

突破的困境，多僅能朝小而美的業務處理，缺乏大氣度與整體大目標之實踐作業。

目前中國大陸確有財大的氣勢，推動建設，不論是軟、硬體環境，只要中央科學

院核定即充分補助，中央主管單位亦每年檢討國家發展重要科技，包括基礎資料

建置、應用科學等，而不單以眼前所見為是之短視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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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 

 

一、 會議議程 

時間：2013 年 9 月 5 日           地點：重慶市江北區觀音橋富力凱悅酒店 

活動 時間 內容 發言人 主持

人 

開幕式 9:00-9:30 致開幕辭： 

  

致歡迎辭：  

林琿（香港中文大學

教授） 

張遠（重慶市規劃局

副局長） 

侯學

鋼 

主題報告 9:30-10:00 氣候變化與城市 GIS 林峰田（臺灣成功大

學規劃與設計學院

院長）： 

林琿 

 

10:00-10:30 新型城鎮化內涵及發展路

徑 

李勇（重慶社科院區

域研究中心研究員） 

 10:30-11:50 全體合影、休息   

學術報告

(1) 

10:50-12:05 1、大規模離散設施選址優

化問題理論與方法 

2、都會型土地利用調查與

空間資訊整合發展 

3、基於地理設計的三維道

路設計系統建設與應用研

究 

4、城市規劃與地理資訊移

動平臺建設探索 

孔雲峰（河南大學） 

 

王宏仁（高雄市政府

地政局） 

何興富（重慶市勘測

院） 

 

陳踴（南京市城市規

劃編制研究中心） 

 

 

 

李時

錦 

 

 12:05-14:00 午餐、休息   

學術報告

(2) 

14:00-15:30 5、基於三維虛擬地理環境

的城市環境與空間認知研

究探討 

6、智慧城市時空資訊平臺 

 

7、上海市規劃、國土和房

林天鵬（香港中文大

學） 

 

孫志鴻（臺灣大學地

理環境資源學院） 

劉利鋒（上海市房屋

 

 

 

 

陳思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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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資料管理及業務化應用

平臺建設 

8、與“數”俱進，大資料時

代的城市規劃資訊化 

9、天津市“一控規兩導

則”管理體系與應用平臺

建設 

土地資源資訊中心） 

 

李時錦（廣州市城市

規劃局） 

才睿（天津市規劃資

訊中心） 

 15:30-15:45 休息   

學術報告

(3) 

15:45-17:00 10、無人機即時空間資訊

之發展與應用 

11、重慶主城區分區規劃

動態監測分析系統建設思

考 

12、“一張圖”水務綜合

資訊平臺研究與實踐 

13、從數字重慶到智慧重

慶 

羅正方（高雄市政府

地政局） 

周宏文（重慶市規劃

資訊服務中心） 

 

呂文斌（上海市水務

資訊中心） 

羅靈軍（重慶地理資

訊中心主任） 

江渾

欽

(臺

北大

學教

授)、 

 

 17:00-17:10 休息   

會議總結

與討論 

17:10-17:40 總結發言 

 

就會議主題“智慧城市與

城市 GIS 應用”進行討論 

簡逢敏（上海城市規

劃行業協會） 

會議代表 

林峰

田 

 18:00-19: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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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表論文全文 

 

三維城市的建構與多目標地籍應用 

謝福來1  許明斌2  

江渾欽3  蔡宜真4  魏伊晨5 

摘  要 

現代社會都市化的發展，人口紛紛往都市集中，城市地區的建設朝垂直方向發展，

如高樓大廈、高架道路等，由於二維地圖無法表達，而三維城市模型可提供真實世界的

視覺化呈現，描述完整的城市現況，使人們更能了解都市高樓建築的三維視景，因此，

數碼城市(Cyber City)成為二十一世紀都市資訊基礎建設的焦點之一。由於數碼城市的

建立包含層面甚廣，若要面面俱到建置三維城市資料，恐遙不可及，但三維城市的建立

也不僅是作為視覺導覽而已，應更須與業務相結合，提供更多有效益性之服務，三維地

籍資料即是以產權管理為目標、建立三維空間的土地與建物之權屬資訊，也是目前國際

測量師聯合會(FIG)組織之大力推動與發展之系統。 

台灣政府近年來發展三維城市與多目標地籍的建構與應用，內政部與高雄市政府地

政局為積極推動辦理「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計畫」，試驗利用地形圖建物外廓、

街景紋理與無人飛行載具(UAV )拍攝影像建構符合 LOD1~LOD2層級之可視性三維房屋模

型、利用竣工平面圖與地政單位產權登記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資料建置符合 LOD3~LOD4層

級之細緻性以產權為範圍之三維地籍建物，並開發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服務網，除可

進行三維城市之導覽外，並可以進行三維土地與建物之產權查詢及不動產之加值應用等

功能。  

本文說明執行「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計畫」研究之作業內容、方法與成果，

以作為後續應用推動發展之參考。 

關鍵字：三維城市、多目標地籍、建物量成果圖。 

 

 

                                                 
1
 高雄市地政局局長 

2
 高雄市地政局測量科科長 

3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 

4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專任助理 

5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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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現代社會都市化的發展，人口紛紛往都市集中，城市地區的建設朝垂直方向發

展，如高樓大廈、高架道路等，由於二維地圖無法表達，而三維城市模型可提供真實

世界的視覺化呈現，描述完整的城市現況，使人們更能了解都市高樓建築的三維視

景，因此，數碼城市(Cyber City)成為二十一世紀都市資訊基礎建設的焦點之一。 

數碼城市包含內容甚廣如數值地形、三維建物、街景影像、正射影像、…等等，

但真實世界中人類與建築物的互動最為頻繁，在城市的發展中也以建築物的景觀最能

的顯現出其繁榮之景象，同時，與民眾財產權益最大關係的不動產也是建築物，因此，

在討論數碼城市之建置時，三維建物模型的構建與三維地籍及城市發展的應用，成為

現階段國際上三維數碼城市積極推動的目標之一。三維建物模型為滿足視覺上之需

求，國際組織 CityGML將三維建物模型依建物細緻程度(Level of Detail，LOD)分為

積木式模型(LOD1)、結構建物模型(LOD2)、建物外部細緻模型(LOD3)、建物內部細緻

模型(LOD4)等四個層級，反映不同應用領域的資料蒐集過程與需求，以提高系統運作

的效能及資料的分析應用，。 

台灣近年來積極推動三維數碼市的建構與發展三維地籍多目標的應用，試驗利用

地形圖建物外廓、街景紋理與無人飛行載具(UAV )拍攝影像建構符合 LOD1~LOD2層級

之可視性三維房屋模型、同時利用竣工平面圖與地政單位產權登記之建物測量成果圖

資料建置符合 LOD3~LOD4層級之細緻性以產權為範圍之三維地籍建物，並開發多目標

地籍圖立體圖資服務網，除可進行三維城市之導覽外，並可以進行三維土地與建物之

產權查詢及不動產之加值應用等功能。  

本文說明台灣執行「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計畫」研究之作業內容、方法與

成果，以作為後續應用推動發展之參考。 

二、 數碼體城市與三維地籍的建構 

三維城市或稱為數碼城市(Cyber City)是在電腦環境中建置一個與真實世界相同的

城市，以三維空間資料來表現城市的地理資訊，其內涵除了重現真實世界城市中地形、

房屋、道路、植栽等各項物件的位置、幾何形狀與外觀之外，應具備城市的活動及完整

自動化運作的機能。有別於傳統的二維地形圖，三維城市模型可完整描述地物的三維幾

何資訊，將真實地表物體以三維幾何模型進行重建，並於模型表面貼附紋理影像，再建

立各項物件的屬性資料，使其具備完整的城市機能，在三維城市中可呈現真實世界的各

類地景，如建物、河流、森林、草地、道路、橋梁…等，甚至是各時期的不同地貌，並

透過網際網路進行瀏覽、查詢及應用。三維城市模型以呈現地物的仿真三維模型為主，

採用三維圖元來描述地物之幾何外觀，其主要地物類別與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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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建物、土地、地形、交通、水體、植被、城市設施及界線等八種地物類別，惟三維

城市地物類別僅限於城市範圍內之地物。三維地籍則是因應城市發展，城市人口密度增

加，土地使用越來越複雜，各都會區的建築型態越趨複雜且密集，城市土地朝向垂直方

向的立體化利用，地表、地上及地下空間可分層開發並有不同權屬，因此，土地的三維

空間所有權和使用權需要由三維地籍進行管理(劉咏梅等，2010)。三維地籍也成為當前

土地資源管理的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技術問題，也是目前國際測量師聯合會 (FIG)

正大力推動並倡導的工作，自2002年起特專門成立了三維地籍工作組大力的推動著三維

地籍。 

三維城市與三維地籍在使用目的及包含資訊有所不同，可依涵蓋範圍、建物型態、

細緻程度、著重點、空間關係與可視性之不同進行比較，如表1。三維城市所涵蓋的範

圍較廣泛，包含了建物、水體、交通、地形、植被、城市設施、界線及土地使用等八種

地物類別，並限於城市範圍內之地物；三維地籍則包含三維建物、三維產權單元、三維

土地、三維空間範圍等。在三維城市和三維地籍中最主要之地物類別即為建物，因此三

維建物模型是三維城市及三維地籍中最重要的基礎空間資訊。 

目前三維城市主要多注著重在三維的視覺化表現，而三維建物模型具有建物外觀，

大部分的三維建物模型可視性達到LOD1~LOD2層級，三維地籍則著重於地籍產權之管

理，以三維地籍建物模型為主要資料，具產權空間可視性，由於三維地籍建物模型是以

區分所有權作為權利範圍之劃分，因此區分所有建物多可達到LOD3~LOD4層級之細緻

度。而在空間關係的處理上，三維城市的三維建物模型雖具有空間位相關係，膽多以棟

為單元，無個別產權資料之管理；而三維地籍的三維地籍建物模型，則可依產權(Rights)、

責任(Responsibility)、約制(Restriction)來管理空間資料關係(Shen Ying等,2012)。 

表 1 三維城市與三維地籍之比較 

比較 三維城市 三維地籍 

 
 
 
 

展示

型態 

  

 

涵蓋

範圍 

行政界線 三維邊界點 

交通(道路) 三維土地 

地形 三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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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 三維產權單元 

… … 

 

 

 

特性 

建物型態 三維建物模型 三維地籍建物模型 

細緻程度 LOD1-LOD2 LOD3~LOD4 

著重點 視覺表現 地籍產權管理 

空間關係 具棟別3D位相關係，無產

權資料之管理 

可依產權、責任、限制(RRRs)來管

理處理空間關係 

可視性 具有建物外觀可視性 具產權空間可視性 

因此，台灣在推動「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計畫」時，兼顧數碼城市與三維

地籍的需求下，在遠距離時以三維城市的方式呈現，在近距離放大比例尺時，則加入三

維地籍的應用內涵，以完整數碼城市的發展價值。 

2.1 LOD1~LOD2建物模型建構 

目前常用於呈現數碼城市之三維建物模型資料，在建物多採大比例尺地形圖、航

空影像、光達資料等方式塑模，其成果主要在於呈現建物實體之真實形狀、外觀、高

度，另再配合建物仿真圖像或通用模式進行模型表面紋理敷貼，使建物模型呈現擬真

之效果，達到數碼城市可視化之目的。為考慮三維建物呈現的效果、作業成本與平台

負担的能量，因此，本計畫在以棟為表現的單位時，採用了通用模式建立了建物的近

似模型，而在重點建設或重要地區則採用了仿真模型，以達視覺化之效果。 

2.1.1 三維建物仿真模型 

仿真模型之建立係利用多視點(multi-view)空載傾斜攝影搭配計算機視覺及影像

處理技術作業，近期也有利用地面 LiDAR 取得距離、街道輪廓、建物邊線等資料，同

時並以街景相機拍攝相片供建物牆面敷貼之相關研究，本計畫部分採用了地形建物外

廓配合建物街景相機拍攝相片方式作業，亦嘗試使用 UAV 全景影像中之垂直與傾斜

攝影成果，透過人工立體數化得到屋頂三維結構線，再以自動化程序重建 B-Rep 模式

所描述的多面體三維屋頂模型，另以 UAV 拍攝之垂直與傾斜攝影照片進行自動化牆

面紋理貼圖，最後轉換成 CityGML 及 Google Earth DAE 格式，以便在三維網際網路平

台上呈現，作業成果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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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三維建物仿真模型 

2.1.2 三維建物近似化模型 

為考量運作成本下，利用建物外廓圖形現有資源建立建物之近似化模型(犧牲建

物部份細節，但顏色及材質類似於實際外觀)，如此，不作大額投資即可滿足三維數

位城市之整體視覺效果。整體架構及流程如圖所示，所需資料為正射影像、建物輪

廓圖，以及具地理坐標之街景影像圖。其中，建物輪廓圖用來產生建物之三維建物

立面模型，屋頂紋理貼圖則運用正射影像，並運用影像辨識技術修正因傾斜攝影所

造成之建物屋頂位移問題，進行更精準之屋頂紋理貼圖。至於牆面紋理則利用Google 

Streetview API 獲取建物對應之街景影像，搭配事先建好之材質影像庫，運用影像檢

索技術，比對出最相似之材質來進行近似化牆面紋理貼圖。 

 
圖 2 建物之近似化模型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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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三維建物近似模型成果 

2.2 LOD3~LOD4建物模型建構 

建立建物內外部結構細緻性資料的方法類似電腦繪圖作業，但由於三維地籍涉及

產權範圍與產權使用情形，尚須符合一些地籍管理的規則，除圖形資料外尚須連結所有

地政相關屬性資料，因此，建置時須兼顧之條件甚多。三維地籍產權建立的方法如張玲

玲等 2010 所提包括二維宗地法(2D parcel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perty 

volume)、疊置宗地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overlapped parcel)、多面體法(Polyhedron)、四

面體格網(Tetrahedral grid)。顧及已大量存在之二維地籍資料之存在，因此，本計畫利用

現階段地政單位辦理建物產權登記時建立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資料，採用的是二維宗地法

建立建物樓層平面圖資料，再配合建物樓層高度，參考國際三維建物標準，建立細緻性

三維產權建物模型資料。 

建物樓層平面圖為建物權屬與構成三維圖資的最基本資料，地政事務所辦理建物

產權登記時所繪製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具有個人權屬範圍之建物平面圖資訊，由於建物

平面圖係以建號為單位分別測繪，為求整合同一樓層之完整建物樓層平面圖資料，必須

先將同一層樓各建號之建物平面圖予以向量化，再利用空間資料處理方式將相鄰多邊形

重新接合；樓層與樓層間的垂直投影對齊關係，再將各樓層平面調整套疊於所屬之地籍

坵塊內，即可形成以產權範圍為依屬之三維地籍建物產權為置資訊。 

每一戶建物資料依據建物登記屬性內容與圖形特性，研究規劃設計出十種建物結

構項目(張毅雄，2010)作為描述地籍建物空間資料模型之主要物件，包含「立體建物」、

「立體樓層」、「樓地板」、「牆」、「門」、「窗」、「雨遮」、「陽台」、「樓電

梯」及「柱」等，參考建物竣工平面圖將建物所屬結構分別標定出其在建物樓層平面圖

所在位置。並依此賦予門窗等之參考圖象建立出具有建物內外結構物件滿足視覺性

LOD3~LOD4 的三維建物模型。 

若要達美觀與精緻之紋理或加值之效果，則可透過現場調查或利用街景資訊，補足

建物測量平面圖與竣工平面圖無法提供的建物內部資訊。進行現場調查前，可利用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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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成果圖繪製建物之外部牆面輪廓，以建物外廓圖為基準，將現場測量的數據紀錄於

建物外廓圖上。現場調查的內容包含距離量測、出入口位置與門窗註記、實地拍攝室內

紋理。 

因此，以保存登記之建物測量成果圖資料為基礎之三維建物模型之建立，其內容包

含建置建物樓層平面圖、3D 基礎建物建置、3D 建物細緻塑模等三大作業，其作業流程

如圖 4 所示。 

「建物測量資訊系統」

(向量式)

「建物樓層平面圖及位置數化系統」

(影像式)

繪製建物內部隔間繪製柱子位置

建立柱子建立內部隔間牆

建立開口位置

(門、窗)

屋頂影像

建
置
細
緻
建
物
樓
層
平
面
圖

建
置3D
基
礎
建
物
模
型

建
置3D

細
緻
建
物

模
型

建物竣工平面圖

外牆、權屬牆、主附建物牆

三維地籍基礎建物模型

細緻建物樓層平面圖

建物樓層平面圖

三維地籍細緻建物模型

立面材質

裝飾建物內部

擺放家具美化內部隔間牆

建物測量成果圖

「建物樓層平面圖及位置數化系統」

「3D基礎建物繪製系統」

「3D細緻建物繪製系統」
(SketchUp)

建物竣工平面圖

立體建物模型

三維地籍建物模型建置作業流程

 

圖 4建立三維地籍建物模型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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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三維產權建物模型與細部範圍處理成果 

三、 多目標三維地籍之發展與應用 

內政部多年來發展「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建置計畫」，提供三維建物之展示、建

檔、管理、匯出及交流等功能。其核心功能「虛擬三維城市展示平台」，以地政單位之

地籍資料及建物測量成果圖資發展建置之三維建物為系統核心圖資（包括具基礎結構及

精細模型、場景導覽之建物），結合正射影像圖、使用分區圖、路網數值圖、數值地形

圖、建物測量成果及使用執照資料...等多種圖資，及中華電信 Show Taiwan 3D地圖內

容及網路資源，利用遠近距離方式檢視 LOD1~LOD2的近似三維建物模型與 LOD3~LOD4的

細緻性三維地籍建物模型，提供定位查詢、土地及建物屬性查詢、樓層平面圖檢視、精

緻建物(包括建物內部)瀏覽、開發作業規劃等。該平台上目前建置了高雄市歷年來多目

標立體圖資建置計畫所有立體建物塑模成果，包括公有建物（學校、政府機關、展覽館

等)、集合住宅、學校等，其中鼓山區美術館公園 44期市地重劃區(青海段)、凹子底農

16區段徵收區(龍中段)兩開發區內建置了完整之精緻建物，其擬真性可為國內虛擬三維

城市推展與應用之示範，可應用在地政管理、都市景觀、空間規劃、不動產加值...等

用途。系統特色包括了： 

 運用多種 3D WebGIS技術，包括 SkylineGlobe套裝軟體、Google Earth API及

WebGL，建置了 Skyline、Google Earth及行動裝置之虛擬城市展示平台，提供

快速、美觀、即時動態顯圖。 

 提供門牌查詢、交叉路口、地物設施、位置（TWD97坐標、經緯度）查詢等地圖

定位功能。 

 提供完整的三維土地及建物資訊查詢，包括地籍圖、土地及建物標示、全棟建物

屬性、樓層平面（用途及 2D圖形）、精緻建物資料等，並可作為不動產加值應用。 

 結合開發區及使用分區資料，提供都市規劃之細部資料查詢。 

系統部分成果展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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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系統畫面與城市導覽 

  
圖 7 土地位置資訊及建物資訊查詢查詢 

  

圖 8 三維地籍產權查詢 

  
圖 9 土地使用分區與模擬建築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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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虛擬城市電訊範圍與不動產加值應用 

四、 結論 

地理資訊隨著資料攫取與電腦科技的發展，逐漸朝向三維化發展，目前數碼城市

之建構在全球掀起一股熱潮，其中三維建物模型之建立更是近幾年國內外研究的熱門話

題。三維城市的建置因資料量的龐大與不同應用面的考量，逐漸趨向於以建物棟次為單

元之LOD1~LOD2層級的三維建物，以及以建物內部細緻性結構為考量之LOD3~LOD4之三維

建物，前者較以宏觀大尺度為觀，因此，可應用於都市景觀導覽、都市開發建設、都市

土地利用強度、都市風洞..等類型，資料建置的技術已較成熟、快速，多視點空間掃描、

傾斜射影、街景車等均易達成所需圖像資訊，惟相關應用的屬性資料仍須視目的之不同

需多方收集與建立。後者則是較著重於微觀尺度，由於資料的取得較為不易，具有高精

度建築物內部圖資，作業成本高，因此，過去多以特定性建物為主題製作，無法普遍性

建立。 

傳統地籍產權以文字描述於地籍圖位置，如於某一地號上持分若干比例為表示，

如此，無法確切表示出自有建物產權之空間所在位置，然而，台灣在辦理建物產權登記

時建立之地籍建物測量成果圖資料隱含著以建號為單元之三維空間資訊，可利用整合同

一樓層之建號資料重建樓層平面圖，再利用建築物的樓層高度資料，塑造出以權利範圍

為基準之三維地籍建物資料，因建物有建號、門牌號、使用執照號，因此，除可以進行

三維地籍管理之功效外，還可以藉這些資料進行戶政系統、營建系統間之串聯，達到以

戶為單元之三維建物資訊，可進行如不動產估價、精緻看房、學區分配、物產管理、物

流配送，亦可作為建築物防救災系統與室內導覽等之多目標應用。 

多目標地籍圖立體圖資計畫之推動，已成功的利用地政單位所保存之建物測量成

果資料重建三維地籍建物產權資訊，再據以易結合不同尺度層級之三維建物資訊，藉由

『多目標地籍圖三維圖資系統』開發可查詢呈現出多樣態之成果，展現三維地籍多目標

加值應用之蝴蝶效應。三維地籍的推動與發展，可從技術面、管理及應用面、法制面等

三大層面進行探討(Guo et.al., 2011)，技術面討論三維地籍模型建立之方法，如三維建物

模型之建置；管理面探討三維地籍資料的管理與應用，如三維資料儲存標準、資料共享、

應用系統開發等；法制面則研究三維產權登記的相關法規制度與配套措施，如產權範圍

界定、登記、作業程序及資料繳交等，本研究雖已建立起保有產權資訊之三維地籍建物

的作業技術與成果，後續應再朝法制層面與管理層面進行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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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 

(一)拜會桂林市長 並參與座談會 

  

與桂林市長、副秘書長、國台辦主任、規劃局座談 

(二) 拜會桂林市規畫局並進行座談會 

  

與副秘書長、規劃局長、設計院長、測繪院長座談合影 

(三)參訪桂林臨桂新區管理委員會並進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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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桂新區開發現地參訪 

  
臨桂新區管理委員會座談 

  

重慶市開發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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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討會與主持會議 

  

UGIS 研討會 

  

UGIS 研討會主持 

  
UGIS 研討會與高雄市政府計畫同仁合影 

  

    UGIS 研討會與高雄市政府合影       澳門代表本系系友麥鈺冰(昔日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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