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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促進國際地籍測量學術交流，交換彼此實務經驗，提升我國測繪技術水

準，於 1998 年由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主辦第 1 屆國際地籍測量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adastral Symposium, ICS），邀請日本、韓國參與，並約定每 2 年

由 3 個國家輪流主辦，1998、2004 及 2010 年由我國主辦，2000、2006 及 2012

年由日本主辦，2002 及 2008 由韓國主辦，本 2014 年為第 9 屆，輪由韓國大韓

地籍公社主辦。 

    本次研討會時間為 2014 年 8 月 26 日及 27 日，地點在韓國首爾國際會議展

覽中心（COEX）308 會議廳，韓國於 2011 年 9 月，制定並發布了有關地籍再調

查的特別法律，並研擬地籍圖再調查計畫（即臺灣之地籍圖重測計畫），期望藉

由該計畫於 2030 年能完全解決宗地邊界不一致的情形，以有效的管理土地，因

此特別將本屆研討會主題訂為「Sustainable Land Administration」（土地永續管

理），希望了解各國對於地籍管理的應用及發展，主要議程分 3 個子題，進行論

文發表、討論及評論。3 子題分別為：「地籍法律、制度、行政、政策及教育」、

「地籍測量、製圖、GPS、航空測量及技術創新」及「土地空間資訊及 GIS」，

分由 3 國之代表上台發表論文，並於會後 8 月 28 日參訪大韓地籍公社的空間資

訊研究所及 8 月 29 日參訪國土交通部地籍圖再調查事業團。 

本次會議我國各界代表共 18 人參加，現場論文發表者有 6 篇（本中心 2

篇）；日本代表共 13 人參加，現場論文發表者有 6 篇，韓國正式代表共 22

人參加（連同韓國各界先進參加研討會者計約 100 人），現場論文發表者有 6

篇，除了主場請李範寬先生（慶一大學教授）專題演講外，總計論文數為 18

篇。透過各國論文發表及中日韓多位專家學者發表評論，進行地籍測量學術的探

討與實務經驗的交流，有助於本中心掌握測繪科技脈動與精進地籍管理措施。 

    從本次參與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參訪大韓地籍公社空間資訊研究所及國

土交通部地籍圖再調查事業團，除可提供我國辦理地籍圖重測的參考及促進國

際交流外，亦有助於本中心提升測繪技術及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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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前臺灣省政府地政處土地測量局（81 年 7 月至 88 年 7 月，之後改隸內政部

更名為內政部土地測量局，96 年 11 月 16 日法制化改名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曾局長德福，與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曾前理事長清凉一行於 87 年 3 月 16 日至

25 日赴日本、韓國考察。鑒於我國與日本及韓國 3 國地籍測量問題類似，為促

進國際地籍測量學術交流，交換彼此實務經驗，分別與日本土地家屋調查會士連

合會會長水上要藏、榮譽會長三浦福好及韓國行政自治部地籍組課長金相洙取得

共識，共同倡議舉辦國際地籍測量學術研討會，並決定第 1 屆在臺灣舉行。 

    由於我國與日本、韓國並無外交關係，乃由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於 87 年

11 月 25 日至 26 日辦理第 1 屆國際地籍測量學術研討會，邀請日本、韓國參與。

會中決定國際地籍測量學術研討會應繼續由中（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日（土

地家屋調查會士連合會）、韓（大韓地籍公社）3 國輪流每 2 年舉辦 1 次。另為

增進各國合作及友誼，交換地籍、調查及測量等多目標土地資訊，以促進地籍學

術科技與實務之發展，於 91 年成立「國際地籍學會」，3 國輪流推派擔任會長，

負責推動會務與主辦國際地籍測量學術研討會，形成輪流主辦的機制。 

    本學術研討會自 87 年 11 月 25 日在臺中舉辦第 1 屆以來，至今已滿 16 年，

目前已召開 9 屆研討會。分別為 89 年第 2 屆由日本主辦，91 年第 3 屆由韓國

主辦，93 年第 4 屆由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主辦，95 年第 5 屆由日本主辦，

97 年第 6 屆由韓國主辦，99 年第 7 屆由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主辦，101 年

第 8 屆由日本主辦，103 年第 9 屆依例輪由韓國大韓地籍公社主辦。本次研

討會時間為 103 年 8 月 26 日及 27 日，地點在韓國首爾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COEX）308 會議廳，韓國於 100 年 9 月，制定並發布了有關地籍再調查的

特別法律，並研擬地籍圖再調查計畫（即臺灣之地籍圖重測計畫），期望藉

由該計畫於 119 年能完全解決宗地邊界不一致的情形，以有效的管理土地，

因此特別將本屆研討會主題訂為「Sustainable Land Administration」（土地永

續管理），希望了解各國對於地籍管理的應用及發展，主要議程分 3 個子題，

進行論文發表、討論及評論。3 子題分別為：「地籍法律、制度、行政、政策

及教育」、「地籍測量、製圖、GPS、航空測量及技術創新」及「土地空間資

訊及 GIS」，分由 3 國之代表上台發表論文，我國參加人員並於會後 8 月 28

日參訪隸屬大韓地籍公社的空間資訊研究所及 8 月 29 日參訪國土交通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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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圖再調查事業團。 

    本次會議我國各界代表共 18 人參加，現場論文發表者有 6 篇（本中心 2

篇）；日本代表共 13 人參加，現場論文發表者有 6 篇，韓國正式代表共 22

人參加（連同韓國各界先進參加研討會者共計約 100 人），現場論文發表者

有 6 篇，除了主場請李範寬先生（慶一大學教授）專題演講外，總計論文數

為 18 篇。我國現場論文發表者，其題目與發表人詳列如下： 

一、圖解地籍圖以數值作業方式辦理土地複丈之探討－以經界現況或地籍圖

註記邊長為例（邱明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技正）。 

二、大高雄三圖合一再出發（許明斌/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測量科科長）。 

三、臺北市政府圖資中心共通平臺於地政業務之應用（黃俊偉/臺北市政府地政

局土地開發總隊科長）。 

四、VBS-RTK 應用於界址測量之探討（劉冠岳/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專員）。 

五、開放式空間資訊於智慧城市之應用（周天穎/逢甲大學地理資訊系統研究中

心主任）。 

六、大臺南智慧城市空間資訊基礎平台建置計畫（徐福成/臺南市白河地政事務

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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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的 

    韓國與我國之地籍圖資料皆於日據時期測繪，因此中、日、韓三國之地籍圖

資料背景頗為類似，現今所遇到之地籍問題亦雷同，舉凡年代久遠致圖紙伸縮，

天然地形變遷及人為界址變動因素，造成圖、簿、地不符情形，影響公私財產權

益甚鉅；爰日、韓與我國分別辦理地籍再調查（即地籍圖重測）與地籍圖重測計

畫，重新測製新地籍圖，建立精確之數值地籍測量成果，作為政府施政的基礎，

釐清土地產權以保障民眾之財產權益。 

    透過國際性測量學術的相互研討及實務經驗交流，從中了解日本及韓國地籍

測量技術研究發展成果、地籍圖重測政策及面臨問題與解決方法、測繪領域發展

策略方向，藉以提升我國地籍測量、地籍圖重測、測繪視野及測繪技術水準，並

將我國地籍圖重測經驗、政策與測量技術提供予日、韓作為參考。三個國家藉由

經驗交流及知識分享，提升各自測量技術與分享各自地籍圖重測方向與策略，達

成三贏局面。 

103 年我國乃援例派員赴韓國首爾參加第 9 屆國際地籍測量學術研討會，我

國代表團共 18 位成員與會，日本代表團 13 人參加，加上韓國產、官、學界合計

近 100 人參與。日、韓與我國地籍測量領域人員於研討會上發表論文，進行地籍

測量學術探討與實務經驗交流，有助於我國掌握地籍測繪技術發展與精進地籍管

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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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過程 
一、依據 

(一)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103 年 1 月 7 日地測會字第 1030002-2 號函請各

單位投稿。 

(二)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103 年 5 月 22 日地測會字第 1030029 號函請派

員參加。 

(三)內政部 103 年 7 月 31 日台內人字第 1030217145 號函同意出國計畫。 

二、會議及參訪期間 

自 103 年 8 月 25 日起至 103 年 8 月 31 止共計 7 天。 

三、會議及參訪行程 

時間 行程內容 備註

8 月 25 日（星期一） 去程  

8 月 26 日（星期二） 第 9 屆國際地籍測量學術研討會  

8 月 27 日（星期三） 第 9 屆國際地籍測量學術研討會  

8 月 28 日（星期四） 參訪大韓地籍公社  

8 月 29 日（星期五） 參訪國土交通部  

8 月 30 日（星期六） 市政參觀  

8 月 31 日（星期日） 回程  

四、出席會議機關、團體、人員 

(一)臺灣 

編號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主任委員 
1 周天穎 

逢甲大學地理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主任 

2 葉美伶 逢甲大學地理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講師 

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 理事 
3 江渾欽 

國立台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副教授 

4 蔡宜真 國立台北大學不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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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5 劉正倫 主任 

6 邱明全 技正 

7 劉冠岳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專員 

8 張鵬修 內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 技士 

9 黃進雄 副局長 

10 許明斌 科長 

11 高光輝 股長 

12 蘇厚銘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科員 

13 許瑞娟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副處長 

14 林裕清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專門委員 

15 黃俊偉 科長 

16 林汝晏 技士 

17 林佑倫 

臺北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技士 

18 徐福成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科長 

 

(二)日本 

編號 
No 

姓名 
Name 

單位 
Office 

職稱 
Post 

1 
林  千年 

(Hayashi Chitoshi)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会長 
（President） 

2 
加賀谷 朋彦 

(Kagaya Tomohiko)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副会長 
（Vice-President）

3 
菅原 唯夫 

(Sugawara Tadao)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副会長 
（Vice-President）

4 
宮嶋 泰 

(Miyajima Tai)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副会長 

（Vice-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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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No 

姓名 
Name 

單位 
Office 

職稱 
Post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5 
佐藤 彰宣 

(Sato Akinobu)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常任理事 
（Executive 
Director） 

6 
山谷 正幸 

(Yamaya Masayuki)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理事 
（Director） 

7 
古関 大樹 

(Koseki Daiju)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研究員 
（Research 

Institute 
Researcher） 

8 
戶田 和章 

(Toda Kazuaki)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研究員 
（Research 

Institute 
Researcher） 

9 
芦澤 武 

(Ashizawa Takeshi)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理事 
（Director） 

10 
小野 伸秋 

(Ono Nobuaki)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常任理事 
（Executive 
Director） 

11 
粟野 章 

(Akira Awano) 

岐阜県土地家屋調査士会 
（Gifu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常任理事 
（Executive 
Director） 

12 
長谷川 博幸 

(Hasegawa 
Hiroyuki)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研究員 
（Research 

Institute 
Researcher） 

13 
森 豊 

(Mori Yutaka) 

日本土地家屋調査士会連合会 
（Japan Federation of Land and House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事務局課長 
（Secretariat 

Department Chief）

 
(三)韓國 

編號 
No 

姓名 
Name 

單位 
Office 

職稱 
Post 

1 
金 永杓 

(Kim Young-Pyo) 
大韓地籍公社 社長 

2 
金 泰勳 

(Kim Tae-Hoon) 
大韓地籍公社 副社長 



 11

3 
趙 晩承 

(Cho Man-Seung) 
大韓地籍公社 光州·全南本部長 

4 
車 得奇 

(Tcha Dek-Kie) 
大韓地籍公社 技術開發室長 

5 
孫 宗永 

(Son Jong–Young) 
國土交通部  

地籍再調查企劃團 
事業支援課長 

6 
丁 海益 

(Jung Hae-lk) 
國土交通部 

國土地理情報院 
空間映像課長 

7 
成 潤模 

(Sung Yun-Mo) 
國土交通部 

國土地理情報院 
國土測量課長 

8 
徐 哲洙 

(Seo Chul-Soo) 
新丘大學校 敎授 

9 
金 幸鐘 

(Kim Haeng-Jong) 
世明大學校 敎授 

10 
金 榮學 

(Kim Young-Hag) 
淸州大學校 敎授 

11 
孫 世苑 

(Son Sea–Won) 
忠清大學校 副總長 

12 
李 範寬 

(Lee Beom-Gwan) 
慶一大學校 敎授 

13 
李 廷彬 

(Lee Joung-Bin) 
大韓地籍公社 企劃研究室長 

14 
金 鴻澤 

(Kim Hong-Taek) 
韓國Cyber大學校 敎授 

15 
姜 相求 

(Kang Sang-Gu) 
大韓地籍公社 責任硏究員 

16 
李 仁秀 

(Lee In-Su) 
大韓地籍公社 責任硏究員 

17 
鄭 英鎮 

(Jung Young-Jin) 
大韓地籍公社 硏究員 

18 
李 賢基 

(Lee Hyun-kee) 
大韓地籍公社 代理 

19 
金 敬日 

(Kim Kyung-ll) 
大韓地籍公社 課長 

20 
李 賢淑 

(Lee Hyun-Sook) 
大韓地籍公社 課長 

21 
李 斗新 

(Lee Du-Shin) 
大韓地籍公社 硏究員 

22 
金 貞玉 

(Kim Jung-Ok) 
大韓地籍公社 先任硏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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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重要內容 

一、日期、會場及單位 

(一)日期：103 年 8 月 26 – 27 日 

(二)會場：首爾國際會議展覽中心（COEX）308 會議廳 

(三)單位： 

1.主辦機關：國際地籍學會 

2.實施機關：大韓地籍公社 

3.協辦機關：國土交通部、韓國地籍學會、韓國地籍資訊協會 

 

二、會議議程 

時 間 程  序 

13：30-14：00 報到 

14：00 開幕典禮 

14：30-15：00 

專題講演  李範寬教授 

Keynote Address(Prof. Lee Beum Gwan) 

기조연설 (이범관 교수) 

土地永續管理建議 

Suggestions for sustainable land administration 

지속가능한 토지행정을 위한 제언 

地籍制度因環境變遷造成之挑戰與機會  金榮學教授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ith regard to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in 

cadastre system  

지적제도의 환경변화에 따른 기회와 도전 

地籍制度の環境変化に応じた機会と挑戰 

日本地籍制度面臨之歷史問題 

-19 世紀土地制度改革遺留之問題  古関 大樹研究員 

Historical Issues that Japanese Cadastral System is Facing-  

Remaining Problems of Land System Reform in the 19th Century  

일본의 지적제도가 안고있는 역사적 과제 

- 19 세기 토지제도 개혁이 남긴 문제점  

日本の地籍制度が抱える歴史的課題 

-19 世紀の土地制度改革が残した問題点 

論文簡報 

第 1 場 

15:00-16:15 

The research for digital-method survey on graphic cadastral maps-base on 

the building feature or cadastral map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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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程  序 

건물특성 혹은 지적도 폭에 기반한 그래픽 지적도상의 디지털 

측량방법 연구 

圖解地籍圖以數值作業方式辦理土地複丈之探討-以經界現況或地籍圖

註記邊長為例  邱明全技正 

16：15-16：30 休息 

地籍圖重測計畫之現況與遭遇問題  戸田 和章研究員 

Current Status and Related Issues of Cadastral Resurvey Project 

지적재조사사업의 현황과 제반문제 

地籍再調査事業の現状と諸問題 

The Re-starting of Three Maps in One in Kaohsiung City 

가오슝시의 세가지 지도의 재 병합 

大高雄三圖合一再出發  許明斌科長 

論文簡報 

第 2 場 

16:30-17:45 
國際地籍學術研討會之論文方向研究  金鴻澤教授 

Research on the tendency of journals from International Cadastral 

Symposium 

국제지적심포지엄 게재논문의 연구 동향 

国際地籍シンポジウム掲載論文の研究動向 

Application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GIS Database Exchange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Land Administration 

타이페이시청의 토지행정을 위한 GIS 데이터베이스 교환과 관리 

시스템 응용 

臺北市政府圖資中心共通平臺於地政業務之應用  黃俊偉科長 

未來超輕之 UAV（無人駕駛飛機）使用於地籍領域  李仁秀責任研究員

Cadastral Utilization Plan for Ultra light UAV in the future 

초경량 무인항공기의 미래 지적분야 활용 

超軽量の無人航空機の未来の地籍分野に活用（韓国） 

論文簡報 

第 3 場 

09:20-10:35 

使用準天頂衛星 LEX 波段之測量系統  芦澤 武理事 

Survey System Using LEX band of Quasi-Zenith Satellite 

준 천정 위성 LEX 대역을 이용한 측량 시스템 

準天頂衛星 LEX 帯を利用した測量システム(일본) 

10：35-10：45 休息 

地籍成果建置於全球大地坐標系統之管理計畫  姜相求責任研究員 

Management Plan for Cadastral result based on the World Geodetic System 

세계측지계 기반 지적성과 관리방안 (한국) 

世界測地系ベースの地籍成果の管理方法（韓国） 

論文簡報 

第 4 場 

10:45-12:00 

地圖製作制度改革之必要性  小野 伸秋常任理事 

Necessity for Renovation in Map Making System 

지적도작성 제도개혁의 필요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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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程  序 

地図作成制度改革の必要性(日本) 

A Study on VBS-RTK apply to Boundary point survey 

경계점 측량 응용을 위한 VBS-RTK 연구 

VBS-RTK 應用於界址測量之探討  劉冠岳專員 

12：00-13：00 午餐 

地籍圖製作與更新計畫的未來展望/透過民間參與-藉由連結地段與土地

現況製作地籍圖  粟野 章常任理事 

Future Prospect of Map Making / Updating Projects through Utilization of 

private Sector 

 - Map Making by Connecting Lots and Land  

□□□ □□□ □□□ □□, □□□□□□ □□(□□) 

- □□□ □□□ □□□ □□□ □□  

民間を活用した地図づくり,地図更新の未来(日本) 

- 一筆の土地を繋いで地図と成す  

Towards the Open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for Building Smart City 

스마트 시티 건설을 위한 오픈 공간데이타 기반 마련 

開放式空間資訊於智慧城市之應用  周天穎主任 

論文簡報 

第 5 場 

13:00-14:15 

依據土地分類分析土地價值  鄭英鎮研究員 

Land Valu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nd Classification 

지목에 따른 토지의 가치 분석 

地目による土地の価値分析   

14：15-14：30 休息 

Implementation Project on the Platform of Geo-spatial Data in Great Tainan 

Smart City 

타이난 스마트 시티의 지형공간 데이터 플랫폼 실행 계획 

大臺南智慧城市空間資訊基礎平台建置計畫  徐福成主任 

使用地面 LiDAR 獲取 3D 資料之應用研究  李賢基代理 

A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3D data on acquired by Terrestrial LiDAR focused 

on Haemie –upseoun＇s case 

지상 LiDAR 로 취득한 3D DATA 의 활용에 관한 연구 

地上 LiDAR で取得した 3D DATA の活用に関する研究(韓國) 

論文簡報 

第 6 場 

14:30-15:45 

提倡地籍 2014 日本版：PEGASUS 精度測試  長谷川 博幸研究員 

Cadastre 2014 Japan-Initiative： PEGASUS Accuracy Tests 2014 

지적조사 세계표준 일본판 지상법 정확도검증실험 

地籍調査世界標準日本版地上法精度検証実験(日本) 

15：45-16：00 休息 

16：00-17：00 總結 

17：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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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研討內容 

第 9 屆國際地籍測量研討會，主辦國－韓國於 2011 年 9 月制定並發布

有關地籍再調查（即臺灣之地籍圖重測）的特別法律，並研擬地籍圖再調

查計畫，期望藉由該計畫於 2030 年能完全解決全國 15%宗地邊界不一致的

情形；而日本從 1963 年開始執行地籍再調查計畫，至今己超過 50 年，完

成約 49% 的土地；臺灣則自 1973 年試辦地籍圖重測作業，至今已逾 40

年，完成約 51%（筆數）的土地。各國均以地籍圖重測計畫重新製作地籍

圖，解決宗地邊界不一致問題，並使圖、地、簿一致，俾利有效管理土地，

因此特別將本屆研討會主題訂為「Sustainable Land Administration」（土地

永續管理），希望探討各國對於地籍管理的應用及發展。 

研討會於 103 年 8 月 26 日下午 2 點在韓國首爾國際會議展覽中心

（COEX）308 會議廳開幕，除中、日、韓三國代表外，並邀請韓國國土交

通部地籍再調查企劃團全萬敬局長及韓國地籍學會會長徐哲珠教授擔任貴

賓及致詞。本研討會以「Sustainable Land Administration」為主題，並細分

「地籍法律、制度、行政、政策及教育」、「地籍測量、製圖、GPS、航空

測量及技術創新」及「土地空間資訊及 GIS」等 3 個子題。 

(一)專題演講 

由李範寬教授主講，其為慶一大學不動產地籍學科教授，亦為韓國

地籍學會副會長，演講題目為「 Suggestions for sustainable land 

administration（土地永續管理建議）」，內容一開始先追悼不久前仙逝之

日本地籍學會松岡會長，且說明國際地籍學會成立之緣由與過程，並介

紹本次研討會發表之研究論文共分為 3大類，第 1大類為有關地籍制度，

3個國家各發表 2篇，總共 6篇；第 2大類為有關地籍測量技術，3個國

家亦各發表 2篇，總共 6篇；第 3大類為有關地籍應用，總共 6篇。 

建議欲永續且有效管理土地須透過良好之地籍制度及地籍產官學界

參與，地籍制度與地籍產官學界好比是永續有效管理土地這牛車的左右

輪，兩個輪子的前進速度必須一致，牛車方能筆直前進，所以須均衡兩

方面的發展與成長。 

地籍制度之兩大重要因素為地籍學界及地籍學；地籍制度為國家管

理土地之基本制度，舉凡土地現況、單位、調查、登記、公告及管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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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影響民眾財產與權利甚距，所以必須著重其本質的正確性。地籍學

可透過教育與研究環境培養地籍方面人才，除固有之學識外，亦須結合

現今之地籍活動與地籍現象以活化地籍學，確實將理論與實際緊密結

合，方能制定符合實際需求之地籍制度。 

地籍方面人才進入地籍產、官、學 3 領域，透過地籍學理論、預測

問題、實際問題及解決方案，共同解決可能或實際遭遇之問題，並從過

程中尋找新增之地籍學理論，以豐富地籍學內容，並可能建議新增或修

正地籍制度，使其更加完備且符合實際管理需求。 

(二)論文發表 

1.地籍系統分類 

（1）題目：지적제도의 환경변화에 따른 기회와 도전（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ith regard to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in 

cadastre system；地籍制度因環境變遷造成之挑戰與機會） 

演講者：金榮學教授（韓國） 

從地籍制度的定義及地籍環境變遷 3 因子（第 1 為辦理主體，從

公家機關辦理，擴大增加民間參與，第 2 為辦理標的，從陸地土地延

伸至海洋領域，第 3 為辦理之技術，地籍之訊息和傳輸技術發展-地

籍 2.0）說明地籍制度與社會環境變遷之關係；並探討社會環境變遷

造成地籍制度改變，包含地籍定義改變、地籍標的物改變及地籍 2.0

產生；地籍定義改變，形式從 2D 到 3D，價值化（情報）產生、數值

化登記、登記機關增加、所有權權利包含時間因子、多目標取向及增

加資料活用性；地籍標的物改變，從陸地延伸至海洋，含政策、保存、

法律、制度及技術原則改變；地籍 2.0 之組成要件包含資               

料標準化、任何操作顯示裝置（電腦、行動裝置、手機、瀏覽器、多

媒體）、資料透明化、資料架構、提升品質、線上服務、公民參與、

網絡、雲端計算、外包服務等。 

最後說明地籍制度未來的挑戰與機會，辦理主體方面，朝向公私

部門合作、（多元化）網路參與、成立海洋管理單位及全民監督資料

品質努力；辦理標的方面，朝向 3D 及 4D 地籍、海洋地籍、線上提

供空間資訊及符合土地管理資料架構邁進；系統支援技術方面，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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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裝置及雲端計算、增加地籍透明度、地籍外包服務及活化土地資

訊應用研究。 

 

（2）題目：日本の地籍制度が抱える歴史的課題-19 世紀の土地制度改

革が残した問題点（Historical Issues that Japanese Cadastral 

System is Facing-Remaining Problems of Land System Reform 

in the 19th Century；日本地籍制度面臨之歷史問題-19 世紀

土地制度改革遺留之問題） 

演講者：古関 大樹研究員（日本） 

本研究探討日本 19 世紀地圖，因改革所形成之問題，至今仍未

解決。在江戶時代（西元 1600-1868）之傳統地圖由農民自行測量、

製圖及計算面積，以作為農民納稅之依據，惟全國未有統一製圖規

定，使全國地圖未統一格式且存在多種錯誤。 

爰明治時代始，進行 5 階段（西元 1872 - 1889）改革，為日本地

圖現代化之過渡時期；第 1 階段(西元 1872-1874)為土地所有權的確

認，並以 1/600 比例尺製作全村之地圖，使地圖尺寸太大（1~16 公尺），

且地圖中存在多種的問題及錯誤； 第 2 階段(西元 1875-1881)為計算

土地價值（大藏省，現今之財政部）；第 3 階段(西元 1883-1890)為確

認土地邊界及統一土地種類（内務省，現今之內政部）；第 4-5 階段(西

元 1885-1890)為修正錯誤之土地資訊及地籍圖（大藏省，現今之財政

部），在這階段廣泛使用現代之測量和製圖技術。每階段因應不同之

政策目標，加上各地方未全然實行 5 階段（可能只有 3 或 4 階段）改

革，使改革結果存在各種矛盾和多種局部差異（全國可分成 63 種區

域）地籍結果；本研究僅以滋賀県為例，藉由拋磚引玉希望更多人進

行其他區域之研究，期望在未來的幾十年可全部解決上述問題。 

 

（3）題目：圖解地籍圖以數值作業方式辦理土地複丈之探討-以經界現

況或地籍圖註記邊長為例（The research for digital-method 

survey on graphic cadastral maps-base on the building feature 

or cadastral map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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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邱明全技正（臺灣） 

本中心於 94 年研提「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

圖套疊計畫」（以下簡稱整合計畫）解決地籍圖破損、伸縮或人為因

素造成圖幅無法接合之問題。 

本論文透過實地界址查驗，抽取整合計畫成果之 6 實驗區共 392

界址點，經實地（使用現況為牆壁或圍牆）放樣，多數精度可達數值

法土地複丈精度；並透過整合成果現況套圖分析，抽取整合計畫成果

6 實驗區 73 現況參考點，多數點位亦符合數值法土地複丈精度；發現

整合計畫成果可改善圖解地籍圖品質及提高圖解數化地籍圖土地複

丈測量精度及縮短作業時間。 

本論文最後設計 21 道題目，針對地方政府人員進行問卷調查，

總共回收 148 份有效問卷，分析其結果，大多數地方政府贊同以數值

作業方式辦理圖解區土地複丈，並肯定整合計畫辦理成效。 

綜上成果，整合計畫成本約重測計畫之 1/6，對於地籍整理或偏

遠且尚未辦理地籍整理地區，如該區現況明確，及歷年土地複丈亦無

複雜之疑義，可將該地區納入整合計畫辦理，俾利未來全面依數值作

業方式辦理圖解法地籍圖土地複丈作業，減少界址爭議情形。 

 

（4）題目：地籍再調査事業の現状と諸問題（Current Status and Related 

Issues of Cadastral Resurvey Project；地籍圖重測計畫之現況

與遭遇問題） 

演講者：戸田 和章研究員（日本） 

現行地籍制度不敷政府及民眾需求，地籍資料須更新、擴充及更

精確，如界址明確化、地籍資料 3 維化、多元化及國土利用效率化，

說明地籍再調查（即地籍圖重測）之必要性。 

本論文目地為藉由分析現行日本及韓國之地籍再調查作業，找尋

最適合日本及韓國地籍再調查之方式；透過文獻及網路搜尋方法，研

究時間範圍為西元 1951 至今，從地籍再調查之目地、負責（執行）

機關、經費、依據法律、目前完成數量及遭遇問題，比較日本和韓國

的相同處和異質部分；相同之處為目地、財政困難、辦理人力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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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異質部分為依據法律（日本依據兩個法律-不動產登記實行法和

國土測量法，韓國依據地籍再調查特別法）、負責（執行）機關（日

本為地方政府所轄市機關，韓國為中央政府-國土交通部）、執行結果

（日本由市機關決定主動辦理與否，造成毗鄰市之間可能存在不同精

度成果，韓國由國家主導且使用全球坐標系統，全國精度一致）、面

積增減處理方法（日本無，韓國有補償金制度）及經費負擔不同（日

本中央負擔 1/2、地方政府 1/4、市 1/4，韓國由中央負擔）。 

 

（5）題目：大高雄三圖合一再出發（The Re-starting of Three Maps in One 

in Kaohsiung City） 

演講者：許明斌科長（臺灣） 

高雄市之原高雄縣地區，因地籍圖、都市計畫圖及地形圖分由地

政和都計單位建置，且作業程序、精度標準和坐標系統差異，成果無

法完全套疊應用，圖解地籍圖之品質甚差地區尤為明顯。 

藉由上述三圖之共同圖徵，在一個「基準」（TWD97 坐標系統）

上套疊，兩個「共同圖徵」（加密控制點和圖根點）為分析，三個「測

繪精度」（地籍圖臨路經界線、都市計畫圖街廓線和地形圖道路邊界

線）為判定套疊疑義問題準則之原則下制定「三圖合一」標準作業流

程-清查及蒐集相關圖資資料、加密控制測量、圖根測量、都市計畫樁

位補建及聯測、都市計畫樁成果坐標轉換至 TWD97 坐標系統、界址

點現況測量、都市計畫圖與現況套疊及分析、地籍圖坐標轉換至

TWD97 坐標系統、套疊地籍圖與都市計畫樁位圖和地形圖及正射影

像、地籍圖上繪製土地使用分區經界線；並於所轄之鳳山及仁武地政

事務所的 45 段數值區及 1 段圖解區地籍圖，布設 160 點加密控制點

及 2,395 點圖根點，測設 77,000 點現況點，依標準作業流程完成三圖

合一作業。 

三圖合一之效益：獲取三圖之原坐標轉換至 TWD97 坐標系統之

轉換參數、產製地籍圖上之使用分區土地經界線加速土地使用分區證

明核發作業、可使用數值法辦理土地複丈及鑑界作業、獲取圖解區全

段接合之地籍圖及作為基礎圖資並匯入 GIS 倉儲系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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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題目：국제지적심포지엄 게재논문의 연구 동향（Research on the 

tendency of journals from International Cadastral 

Symposium；國際地籍學術研討會之論文方向研究） 

演講者：金鴻澤教授（韓國） 

本論文依據第 1 屆至第 8 屆國際地籍研討會論文集，分析研究論

文整體之趨勢。 

首先明列第 1 屆至第 8 屆之各屆主辦國、會議主題、論文篇數及

各國參加人數，除臺灣外（較大範圍探討），日本及韓國主辦研討會

皆有主題，並顯示每屆各國產官學參與論文篇數。 

共以 5 方面分析探討論文趨勢方向，第 1 為各國發表之論文，至

第 8 屆止共計 162 篇論文，臺灣 61 篇、日本 54 篇、韓國 46 篇及中

國大陸 1 篇；其中產業單位 74 篇、學術單位 51 篇及政府單位 37 篇。

第 2 為研究領域，基礎理論 31 篇，131 篇為應用領域。第 3 為參與研

究人數，韓國 46 篇中，單獨研究 13 篇，共同研究 33 篇；日本 54 篇

中，單獨研究 50 篇，共同研究 4 篇；臺灣 61 篇中，單獨研究 9 篇，

共同研究52篇。第4為研究主題和內容， 52篇為地籍測量和調查（32.1

％）佔最多，21 篇為地籍法規和制度（13.0％）次之，20 篇為土地邊

界（12.3％）再次之，接下來為 19 篇關於地籍資訊（11.7％）。第 5

為使用之語言及摘要有無，第 1 屆至第 4 屆無規定使用語言，自第 5

屆始有統一規定；另 162 篇中，110 篇有摘要，52 篇無。 

由上述分析可得知，產業和學術單位發表篇數較政府單位多，應

用領域較基礎理論多，日本較多單獨研究，而臺灣共同研究者較多，

而研究主題和內容著重於地籍測量和調查、地籍法規和制度、土地邊

界及地籍資訊，論文的結構、版型和摘要缺乏一致性。爰建議各國理

論基礎和應用理論文章發展應均衡，各國建立激勵制度以鼓勵論文發

表者及追求論文之統一格式並嚴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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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籍技術分類 

（ 1）題目：臺北市政府圖資中心共通平臺於地政業務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GIS Database 

Exchange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Land Administration） 

演講者：黃俊偉科長（臺灣） 

臺北市政府各局處因應業務需求，建立地理資訊系統以輔助分析

決策；尚未推動圖資中心共通平臺前，使用了 9 種 GIS 軟體，建立 39

個應用系統，各系統之相同圖資其格式不一、重複建置及資料不一

致，造成人力、時間及成本增加，另軟體介面不一，亦使資料無法共

享，影響施政效率。 

臺北市政府於 94 年起陸續建置「地理資訊資料倉儲」及開發「圖

資中心共通平臺」，圖資中心共通平臺以地理資訊資料倉儲作為其基

礎圖資，且以 SOA 及 WEB GIS 作為系統開發架構，並以共用性鑲嵌

圖臺為重點，使各局處開發應用系統時，不需架設任何地理資訊系統

或資料庫，但卻可共享府內圖資及圖臺之軟體元件、服務、流程，降

低建置成本及系統開發門檻。 

現行圖臺輔導完成之地理資訊系統已有 20 餘項，地政業務較常

使用的包括臺北市控制測量成果管理系統、臺北市現行地價查詢系統

及臺北市不動產交易實價查詢服務。臺北市控制測量成果管理系統，

提供地政單位直觀及視覺化查對、建置及搜尋各級控制點資料，及提

供民眾更豐富及更透明之控制點資訊。臺北市現行地價查詢系統提供

使用者以門牌查詢基地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亦可以地號

查詢歷年土地公告現值及地價，並可估算土地增值稅。臺北市不動產

交易實價查詢服務，提供使用者以彈性框選、圖文或純文字方式查詢

不動產交易價格，並將查詢結果除以文字顯示外，亦顯示於圖面上。 

上述 3 種系統及服務，地政單位業管之地籍圖為重要之基礎圖

資；另地政單位業務對於其他圖資需求較其他單位為大，圖資中心共

通平臺建置對於地政業務效率有顯著提升。未來將加速 3D GIS 發展

及提供跨縣市及中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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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目：초경량 무인항공기의 미래 지적분야 활용（Cadastral 

Utilization Plan for Ultra light UAV in the future；未來超輕之

UAV（無人駕駛飛機）使用於地籍領域） 

演講者：李仁秀責任研究員（韓國） 

UAV 應用快速的增加，國外已經普遍應用於各種領域，但韓國國

內僅被使用於文化資產管理、軍事偵查、工地測量及廣播應用，尚未

全面應用於空間資訊。本論文利用網路搜尋及文獻研究之方法，空間

範圍為災害、溫室崩塌、家畜限制區、國土利用調查、文化遺產及檢

查測量成果之影像獲取、範圍標示、空間資訊獲取及建立 3D 地籍應

用模型，時間為 2012 年 6 月至 2013 年 11 月，內容包含地籍空間資

訊項目及分類之內容，應用於地籍之計畫成果介紹，探討 UAV 之應

用。 

地籍空間資訊項目及分類包含：空間資訊製圖、電腦化之資訊服

務、資料庫建立、屬性管理業務、設施測量、空間資訊研究服務、改

善地籍資訊品質及提供高品質服務（3D 資料），UAV 具有快速獲取影

像能力，搭配處理軟體及工具可快速生產空間資訊，且相關法律（航

空法）完善，可滿足上述項目之應用。 

UAV 利用於地籍計畫成果，含災難區、溫室崩塌及家畜限制區之

區域標示；UAV 可快速拍攝且製作災難區（洪水及海嘯）標示資料，

提供疏散、檢查防洪措施及恢復災難區之決策資訊；UAV 可提供溫室

因大雪崩塌之位置資訊、範圍及空間資訊等資料；UAV 影像套疊地籍

圖及家畜限制範圍圖，可協助判識是否有超出限制範圍使用之情形；

比較傳統作法，UAV 提供影像及更快速之空間資料獲取，另套疊其他

資料圖，讓使用者或決策者更快速且直觀地應用及判斷。另外 UAV

於地籍之應用如國土利用調查及建立其面積、建立文化遺產的 3D 地

籍應用模型及檢查地測之測量結果等。 

 

（3）題目：準天頂衛星 LEX 帯を利用した測量システム（Survey System 

Using LEX band of Quasi-Zenith Satellite；使用準天頂衛星

LEX 波段之測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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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者：芦澤 武理事（日本） 

為解決 GPS 訊號在城市中的遮蔽問題，及 RTK-GPS（即

GPS-RTK）當測站超出基準網或主站之通訊距離（尤其在山區無手機

訊號）而無法測量問題，日本發展準天頂衛星測量系統（目前僅於實

驗階段），使用 LEX（L6）頻訊號，補足上開測量之 GPS 訊號不足情

形，使成果仍然可達公分（3 公分）等級精度。 

 其原理為透過日本全國1200個連續接收GPS訊號的已知坐標基

準站，在不進行任何差分計算，求解 GPS 衛星軌道和時錶誤差、電離

層誤差、對流層誤差等，主控中心將這些資訊透過衛星追蹤和控制系

統送至準天頂衛星，使用者同時接收 GPS 衛星訊號及準天頂衛星訊號

(LEX 頻)，以解算使用者（靜態或動態）的絕對坐標；因為不進行差

分計算，可提升定位之精度、可靠度和解算成功率。使用者需具備 LEX

訊號之天線盤和接收儀，GPS 雙頻接收儀和天線盤及定位計算軟體；

定位計算軟體包含從 LEX 頻訊號萃取誤差參數及定位計算程式。 

在已知控制點比較 FKP(NET-RTK)和 LEX 系統，LEX 系統需很

長時間才能獲得固定（fix）解，FKP 獲得固定解時間較 LEX 為短；

另 FKP 有穩定的觀測量，LEX 系統觀測量存在不穩定因素，所以 LEX

系統目前不能使用於即時定位；另外使用後處理方式計算 LEX 系統

觀測量，可得平面定位之標準誤差 1.27 公分，確實可達到平面 3 公分

精度。 

準天頂衛星 LEX 系統實驗成果已達當初設計之平面 3 公分定位

精度，惟未來方需改善，如達成即時定位技術、改善觀測量穩定性及

整合 GPS 和 LEX 之天線盤和接收儀等。 

 

（4）題目：세계측지계 기반 지적성과 관리방안（Management Plan for 

Cadastral result based on the World Geodetic System；地籍成

果建置於全球大地坐標系統之管理計畫） 

演講者：金榮學教授（韓國） 

韓國土地調查、水資源調查及地籍記錄法 2009 年實行前，地籍

成果為區域坐標系統，該法實行後，成果規定需建於世界大地坐標系



 24

統（WGS）；地籍再調查（即地籍圖重測）特別法亦規定成果需使用

WGS 坐標系統；而 WGS 坐標系統建構於國際地球參考框架（ITRF），

ITRF 常隨著地殼位移、地震、海嘯及新的地球模型等因素而發布新

版本，例如原參考 ITRF2000(2002 年 1 月 1 日發布)，最新發布之版

本為 ITRF2013(2014 年 8 月發布)，期間還包含 ITRF2005 及

ITRF2008。隨著每次 ITRF 新版本發布，國家控制點（國家地理訊息

研究所，NGII 管理）亦發布新的坐標，但地籍控制點（空間資訊研究

院，SIRI 管理）卻無更新，爰此本論文提供及建議如何於世界坐標系

統有效管理地籍成果。 

一、依據發布的國家控制點管理地籍成果：國家控制點發布新版

本，惟地籍控制點坐標無隨著更新，所以需將地籍控制點重新整理計

算，若地籍控制點以靜態 GPS 測量者，僅需將原使觀測資料（RINEX）

以國家控制點新坐標重新計算，再重新計算（轉換）圖根點和界址點

新坐標；若使用 RTK（含 NTE-RTK）測量者，需分析地籍控制點和

圖根點新舊坐標之差異量，然後再調整（轉換）界址點和圖根點新坐

標。之後再以實地測量（靜態 GPS、VRS（即 VBS-RTK）及 Total Station）

驗證新坐標成果，依本論文實驗結果，按此法所得之新坐標與實際檢

測成果誤差為 1 公分以內。 

二、依據 ITRF 版本管理地籍資料：為保持地籍資料一致性,可發

展新的地籍模型，例如動態地籍坐標系統，該模型透過全國的數學模

型運算於 ITRF 版本之間自動求得轉換參數，再將地籍資料成果轉換

成新成果。為達成上述目的，必需詳細研究同步或逐步統一地籍成果

（地籍控制點及界址點）建構於 ITRF。 

三、利用 RTK 管理地籍成果：協商國家地理訊息研究所（NGII，

管理國家控制點）及空間資訊研究院（SIRI，管理地籍資料）共享資

料，以求得 ITRF 和地籍資料之差異量，並且發展全國數學模型自動

較正新舊坐標差異量,然後將該模型建置於 GPS 接收器內；如此，外

業測量使用 RTK（含 NET-RTK）時，即可獲得最新版本 ITRF 地籍資

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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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題目：地図作成制度改革の必要性（Necessity for Renovation in Map 

Making System；地籍圖製作制度改革之必要性） 

演講者：小野 伸秋常任理事（日本） 

本論文從天然災害、溫故知新及世界先進國家之地籍圖制度，說

明日本現行地籍圖製作及管理制度需進行改革；日本地籍圖因隱私權

問題，於災害發生需重建時，私人機關或學術機關依法無法取得相關

資訊；藉由比較平成時期和明治時期之地籍圖製作及管理方式和機

關，並從中學習各時期地籍圖改進措施；地籍圖較先進的世界國家，

如美國水牛市可於網路上瀏覽建物圖、澳洲可於 Google map 瀏覽建

築物和其相關資訊及德國地籍圖明確標示建物和樹木資訊，日本之地

籍圖僅有土地區塊，於災難發生時，無法直接獲取建物相關資訊，僅

能由地籍圖和 Google map 套疊分析。另不動產登記法雖有規定建物

需於 30 天內辦理登記及罰則制度，且相關市政人員調查無登記之建

物並彙整成冊，但無人執行建物無登記罰則，推究其原因為相關機關

無合作制度；綜上，建議相關政府單位及相關法律需整合、合併或合

作，使土地和建物調查資訊完備且共享。 

2011 年日本發生東部大地震，岩手、宮城和福島縣地籍圖因位移

受到嚴重影響，該區 90％為以不動產登記法之精度建置，經檢測分析

該區三等控制點及綜合住宅區之面積、位移方向及大小，變異量超出

該法之允許誤差，也因變形量不一致，無法以坐標轉換方式產生災後

之地籍圖，僅能以重測之方式進行地籍圖重製。 

最後提出地籍圖製作和管理之新概念；第一，控制點的新概念，

使用GPS基本控制點建立地籍測量之登記控制點，取代 3等及 4等（即

加密）控制點之誤差傳播及建置成本，並持續分析基本控制點間之相

對位置並記錄。第二，有鑒於災後移動之基本控制點難以方便且迅速

或於短時間內回復，使用基本站控制網（NET-RTK-GNSS）之具時間

序列資訊的 GPS 基本控制點建立無等級（order-free）控制點，做為每

一地段測量基準；需產製地籍圖時，僅需將圖幅內之地段拼接起來，

而圖幅之間使用最小二乘分析且依測量時的精度給予權重計算結

合；如此可產生且保存任何時間序列之精確地籍圖，俾利災後分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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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原。 

 

（6）題目：VBS-RTK 應用於界址測量之探討（A Study on VBS-RTK 

apply to Boundary point survey） 

演講者：劉冠岳專員（臺灣） 

本中心已研究利用 e-GPS（VBS-RTK）辦理三等控制點檢測、加

密控制及圖根測量作業，本論文研究 VBS-RTK 是否可應用於地籍圖

重測之戶地測量的界址測量作業；藉由 VBS-RTK 於地籍圖重測區實

地施測，並以電子測距經緯儀檢測（地測），檢視其誤差量是否符合

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之界址點重複觀測需小於 3 公分的規範（以下稱

檢核標準）。 

為節省建置及觀測加密控制點及圖根點之時間和成本，實驗區選

擇 102 年度平鎮、民雄及長濱地籍圖重測區；於該區加密控制點施測

VBS-RTK，並使用其 97 坐標，獲取 VBS-RTK 轉換至 97 坐標系統之

轉換參數，俾利將 VBS-RTK 施測之界址點轉換至 97 坐標系統，方能

與地測結果比較。依據實驗結果，除長濱實驗區因轉換參數精度欠佳

外，大部分界址點可通過檢核標準；分析觀測誤差，含 VBS-RTK 定

位誤差、坐標轉換誤差及圖根點強制附合加密控制點所造成之誤差，

循序剔除圖根點強制附合加密控制點所造成之誤差及坐標轉換誤

差，都可提升通過檢核標準之界址點數量，惟未能全部通過。另以

VBS-RTK 辦理界址點重複觀測，發現該界址點可全數通過檢核標準；

因此 VBS-RTK 可應用於界址測量。 

分析長濱實驗區，發現由於該區不位於基準站控制網內（外插）

及各基準站之坐標無隨著相對位置關係而變動（長濱附近各基準站坐

標變動量為 13.6 公分至 28.2 公分），造成觀測成果甚差。另電離層指

數高低影響 VBS-RTK 收斂時間長短，指數高，收斂時間長。 

本中心於 102 下半年（本實驗皆於上半年作業）推展 e-GNSS

（GPS+GLONASS），且各基準站坐標隨著彼此相對關係變動而更

動，並於 103 年新埔及岡山地籍圖重測區進行上述實驗步驟測試，其

成果較 102 年實驗為佳，且收斂速度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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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籍應用分類 

（1）題目：民間を活用した地図づくり,地図更新の未来-一筆の土地を

繋いで地図と成す（ Future Prospect of Map Making / 

Updating Projects through Utilization of private Sector - Map 

Making by Connecting Lots and Land；地籍圖製作與更新計

畫的未來展望/透過民間參與-藉由連結地段與土地現況製作

地籍圖） 

演講者：小野 伸秋常任理事（日本） 

日本全國由登記機關保管之地籍圖約略 681 萬幅，其中 42％（284

萬幅）不準確（年代久遠）；地籍圖修測計畫現行由國家執行，分為

依不動產登記法第 14 條第 1 項執行的圖地不符及誤謬之地區，另為

國土交通省執行的地籍再調查（即地籍圖重測）；其中依不動產登記

法第 14 條第 1 項執行之都市區大比例尺修測計畫，部分由民間辦理。 

依據平成 24 年之統計，民間辦理之測量案件和土地筆數遠超過

（2 倍多）由國家辦理之數量，本論文建議以民間辦理之測量結果作

為地籍修測之依據或成果，則可加快地籍圖修測速度；惟民間辦理之

測量成果，需經過國家專業單位審核或國家認可之民間機構【例如可

由土地家屋調查士（土地和房屋測量師）組成的認證機構】認證，且

依法其成果需使用 2011 世界大地坐標系統並符合法規規定精度，另

辦理人員亦需為專業人士（土地家屋調查士）且遵循地籍測量規範施

測，如此方能獲得一致且被人民接受的成果。此外，本論文建議建立

補貼制度，鼓勵私人機關參與都市地區之地籍圖修測，以減少財政負

擔，且培養地籍及其審核專業人才，加速地籍圖修測。 

地籍圖是基於蒐集地籍資訊而產生，隨著 GIS 系統的發展，應該

將相關地籍資訊納入 GIS 系統，並且建立資訊共享機制，以降低相關

資訊收集時間及減輕民間企業負擔，使地籍圖內富有更多資訊，如經

過測量之建築物或結構物相對於宗地的位置及宗地現況，增加其附加

價值及應用。 

未來，地籍圖更新不是由國家執行，而是由民間所蒐集大量之地

籍資訊替代，這是需要改變之地籍圖修測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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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題目：開放式空間資訊於智慧城市之應用（Towards the Open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for Building Smart City） 

演講者：周天穎主任（臺灣） 

智慧城市指以資通科技為核心，串聯物與物、人與物之間的網

絡，藉以傳遞城市內的各項服務及訊息，大幅提升企業與市民的便利

與幸福感；在全球已啟動或建置 1 千多個城市，且每年以近 20％的複

合成長率增加。 

智 慧 城 市 需 具 備 高 度 感 知 化 （ Instrumented ）、 互 聯 化

（Interconnected）及智慧化（Intelligent）的能力，其以數位城市為基

礎，必須蒐集與建置各式各樣不同領域之巨量資料，其中有 80％為空

間元素的資料；為使各項巨量資料能夠運算及儲存，導入雲端運算為

優質的選項。 

本論文以臺灣臺中市大宅門特區為例，說明智慧城市、雲端運算

及開放式空間資訊的相互關係。臺灣臺中市大宅門特區以「智慧生

活」、「低碳生活」及「環境共生」為開發願景的經貿生態園區，建立

寬頻網路、智慧電網、環境監測服務及保全設備等，使園區居民能夠

隨時使用高速網路及資訊服務。其中空間資訊基礎設施導入 Google 

Earth Enterprise 及 ESRI ArcGIS Server，且架構在雲端服務基礎設施

上，處理各種應用服務需求。空間資訊基礎設施的基礎服務之一為標

準網路服務，為使各種空間資料能方便存取與展示，地圖 API 透過一

致的操作方式，讓各種不同應用服務存取與建置各自的 GIS 平台，運

用在各自的應用系統，實踐開放式空間資訊加值服務。空間資訊基礎

設施另包含 2 維及 3 維地圖 API，以直覺及多元方式展示及操作空間

資料。 

未來期望透過大宅門特區成功案例推廣至全臺中市，將臺中市的

城市智慧化推向另一個高峰。 

 

（3）題目：지목에 따른 토지의 가치 분석（Land Valu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nd Classification；依據土地分類分析土地價值） 

演講者：鄭英鎮研究員（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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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效用性、相對稀少性、有效需求、公告地價、地籍測量（複

丈及鑑界）頻率及再審查（爭議）次數等 6 因素評估土地價值。 

效用性為尋找土地最大利用價值，透過土地效用性將 28 種土地

使用分類歸類為住宅（單戶、連棟別墅、公寓及多戶住宅）、公家機

關（市政府、消防，警察及其他公家機關）、商業（銀行、辦公室及

公司企業辦公室及住房）、文化（博物館、劇院及藝術畫廊）、商業（百

貨、超市、商場及專賣店）、酒店（飯店、汽車旅館、旅館及青年旅

館）及醫（診所、藥店、養老院及葬儀社）；於多目的使用上，這 6

大類相較其他土地使用分類有較高之效率，另外增加人工設施可增加

其他土地使用分類土地的效用性。 

土地相對稀少性為大自然的供給，無法透過資本支出及人工勞動

改變其數量；上述 6 大類僅佔全國面積 2.8％，但筆數佔全國筆數 18.9

％，而森林筆數佔全國之 12.4％，面積卻佔了 64.1％；因為國家經濟

活動大部分發生於上述 6 大類，所以雖然其面積極少，但筆數卻很多，

是因為相對稀少性。 

土地有效需求為土地買賣需求，上述 6 大類筆數僅佔全國 18.9

％，但分析 2009 年至 2012 年土地筆數交易情形，卻佔了 64.5％，遠

高於排名第 2（農場 11.8％）和第 3（稻田 10.1％）5 倍多。 

官方土地公告價格可客觀呈現土地經濟價值，透過分析義王

（Uiwang）市的官方公告價格，驗證上述 6 大類具有較高之土地公告

價值（150 萬韓元），僅次於加油站（209 萬韓元）。 

地籍測量頻率可表示土地移轉和開發的情形，透過韓國地籍公社

（Korea Cadastral Survey Coporation）2010 年至 2012 年的地籍測量次

數，指出上述 6 大類較其他類別為多。 

再審查（爭議）次數可顯示土地測量次數及被重視之程度，透過

韓國地籍公社 2006 年至 2010 年地籍再審視次數（99 次），上述 6 大

類佔了 45％，遠高於其他類別（次高為森林 25％）。 

綜上，上述 6 大類根據 6 分析因子可得到最高的土地價值；另外

增加人工設施可增加土地價值，例如加油站為最高的官方公告土地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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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題目：大臺南智慧城市空間資訊基礎平台建置計畫（Implementation 

Project on the Platform of Geo-spatial Data in Great Tainan 

Smart City） 

演講者：徐福成主任（臺灣） 

臺南市政府自 2004 年建置「臺南市多目標地籍圖地理資訊系統」

（2D），2008 年建置「臺南市三維地理資訊系統暨網際網路應用平台」

（3D），2010 年隨著臺南縣市合併升格，擴充平台功能並整合原 2 縣

市圖資。近程目標為建構空間倉儲系統，整合地政局各單位圖資與空

間資料，並發展開放式 Map API，俾利各業務發展快速及簡便的 GIS

應用系統；另因應三維房屋模型資料不足（目前僅 1/1000 地形圖方有

資料），研擬自動化基礎建物模型建置流程與週期性更新機制，並發

展開放式 VGIS（Volunteer GIS），提供民眾瀏覽、檢視及線上編修，

強化三維建物模型覆蓋率及正確性。中程目標為將地政局空間倉儲系

統發展經驗提升為臺南市公務機關三維倉儲平台，並提供民眾瀏覽、

取得和介接公務資料可能性。遠程目標為發展高度可擴性的服務系統

架構，以達到圖資單一入口、服務多元化的目的，降低各單位系統建

置成本。 

透過上述空間資訊基礎平台，結合智慧城市概念，加強政府效能

與民眾幸福感，提出未來的可能應用：第 1，打造文化首都，建構 3D

安平生態文化 GIS 系統，以安平港為主，結合億載金城、觀光漁業運

河、安平工業區轉型、西濱景觀及交通，搭配三維雲端運算，打造 3D

文化歷史深度導覽服務系統；另外將數位城市加上資通訊，打造智慧

城市，讓城市管理更擬真，如三維路燈系統及三維管線管理。第 2，

打造低碳城市，未來臺南市發展南區空運策略同時，將空運門戶與自

由貿易港區、黃金海岸休憩區、高品質休閒住宅社區和交通運輸發展

構想一併納入低碳城市推動計畫，以明確的空間發展藍圖做為低碳城

市的願景。第 3，打造科技新城，將智慧城市應用加上本土空間科技

（藏識科技之 PilotGaea 3D O＇View），建構安南科技大學城為高科技

研發中心，配合台江宗教、生態、觀光及農漁業轉型，建構科技新城

願景。第 4，打造觀光樂園，建置完整的網上實景都市，串連生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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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文化特質、商展會議及美食商圈等，提供觀光客欲了解的各種資

訊，提高觀光客旅遊意願。 

 

（5）題目：지상 LiDAR 로 취득한 3D DATA 의 활용에 관한 연구

（A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3D data on acquired by Terrestrial 

LiDAR focused on Haemie –upseoun＇s case；使用地面

LiDAR 獲取 3D 資料之應用研究） 

演講者：李賢基代理（韓國） 

本論文透過地面 LIDAR 3D 掃描儀針對韓國第 116 個歷史文化古

蹟且保存最好的西山海美邑城（Seosan Haemie-Upseong）進行研究，

含城門、城牆、堡壘及古蹟內外雕刻之文字。 

於古蹟城外選定 4 個控制點，並以靜態 GPS 觀測求得控制點坐

標，再以距離 10 米誤差 1 毫米精度之 LIDAR 掃描儀進行 3D 掃描，

以每 100 公尺為 1 掃描單位，完成結構物之外觀、內牆、頂部及建築

物掃描，每 200 至 230 公尺為 1 單位進行外牆掃描，且於日落後，進

行雕刻文字掃描；之後再進行每掃描單位的匹配、過濾、坐標轉換（含

距離改正）至地籍坐標系統，而後可製成正射影像、網格正射影像、

剖面圖、3D 雕刻文字及倒塌模擬系統（倒塌回復）。 

最後建議 LIDAR 掃描儀可應用於古蹟文化資料保存及遭破壞後

之回復工程資料提供、定期古蹟安全檢查、製作文化古蹟立體化宣導

品及古蹟雕刻文字宣傳單及提供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古蹟資訊。 

 

（6）題目：地籍調査世界標準日本版地上法精度検証実験（Cadastre 

2014 Japan-Initiative： PEGASUS Accuracy Tests 2014；提倡

地籍 2014 日本版：PEGASUS 精度測試） 

演講者：長谷川 博幸研究員（日本） 

地籍 2014 日本版提出財產登記法之地籍圖需具備土地和建物資

料，且其地籍測量方法參考國土測量法，規定須為地面測量或航空攝

影測量或高精度攝影測量。在 2011 年大地震之前，地籍測量之地面

測量必須引用地面控制點，且該控制點須經過上一級地面控制點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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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平差求得；在地震後，災區之地面控制點之不確定性因素，影響地

籍管理系統；於是作者提出三個革命性概念，第一、建置多衛星電子

控制點（multi-GNSS ECP）站替代原地面控制點，第二、使用 GEONAP 

大地網型平差軟體解算監測國家級控制點，第三，使用 FKP 測量方法

應用於地籍測量之地面控制點測量。 

現行地籍測量皆引用 4 等控制點或地籍控制點，其存在誤差傳

播，且經過大地震及海嘯後，存在不確定性因素，需重新檢測或補建，

徒增加成本浪費；建議地籍測量時直接引測多衛星電子控制點，可避

免誤差傳播及浪費重新檢測或補建之成本。 

GEONAP 大地網型平差軟體為德國翰諾威大學研發的靜態法衛

星導線網平差軟體，其使用參數估計衛星測量靜態法（Parameter 

Estimation Satellite Surveying Static approach），本論文以此軟體計算國

家級 4 個、岐阜 5 個、京都 4 個及大阪 5 個周邊 ECP 站之 2014 年 2

月 16 日 24 小時觀測量，估計日本 ECP 站（由現行的國家大地網型平

差求得）之精確度；由實驗結果得知，該軟體計算之 ECP 站成果和官

方公布之坐標差異量，X 和 Y 方向達-6 及-15 公分，若和德國國家大

地網型平差之標準偏差 8 毫米相比較，顯示日本國家大地網型平差是

需要改進的。 

短時間 FKP（Flaechen Korrektur Parameter in German）地面控制

點測量法，其使用參數估計衛星測量（Parameter Estimation Satellite 

Surveying）之誤差表面改正法（Error Surface Correction Approach），

需搭配 GN-SMART 解算軟體，透過衛星和 ECP 站的虛擬距離觀測量

之網型平差產生誤差表面改正參數（含衛星軌道、時錶誤差、電離層

和對流層誤差），移動站利用載波相位得到該改正參數，即可進行虛

擬距離光束法網型平差，求得實際之虛擬距離觀測量；經其他研究證

實，短時間 FKP 地面控制點測量法所求得之精度同等於後處理解算，

可作為監測 ECP 站之用，若 ECP 站建構於地震斷層上，即可用於地

震監測及海嘯預警。本論文利用短時間 FKP 地面控制點測量法測量 5

點 4 等三角點、3 點地籍控制點及 1 點市區街廓控制點，由實驗結果

得知，無論有無遮蔽（高樓建築或樹林，需要較長的觀測時間），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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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均可達到 2 至 3 公分精度等級（與官方公布之坐標相比較）。 

最後指出，使用上述兩個正確、快速且有效率的地面測量方法，

結合航空攝影測量法，則可快速蒐集 3D 國土資訊系統之土地基本資

料。 

 

四、國際地籍學會 2014 年總會會議 

(一)日期：103 年 8 月 27 日下午 17 時 30 分 

(二)地點：首爾國際會議展覽中心（COEX）308 會議廳 

(三)人員： 

1.韓國：金泰勳、趙晩承、金幸鐘、金榮學 

2.日本：林千年、加賀谷朋彦、菅原唯夫、宮嶋泰 

3.臺灣：黃進雄、江渾欽、劉正倫、邱明全 

    (四)會議內容： 

        本次會議除例行性會務討論外，主辦單位韓國提議製作總會 logo 及徽

章，以彰顯總會精神及擴大活動範圍，獲各國代表同意，並經我國代

表建議，決議由各國先行設計後於明年會議討論。本次總會會議並進

行會長交接，輪由下次國際地籍研討會主辦國擔任會長，第 10 屆國際

地籍研討會輪由我國舉辦，中華民國地籍測量學會由教育訓練委員會

主任委員劉正倫代表理事長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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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2014 智慧地理空間世博會展 

（SMART GEOSPATIAL EXPO 2014） 

本次國際地籍研討會於 8 月 26 日下午舉行，適逢首爾國際會議展覽中

心（COEX）401 室會議廳舉行 2014 智慧地理空間世博會展，當日早上簡

單填寫報名表後入內參觀。 

會場內展示多種 3D 顯圖、分析、應用、管理、服務及決策之空間地理

資訊系統，其中許多開發 APP 版及網路版，供智慧型移動裝置及一般瀏覽

器使用，增加其便利性、易操作性及實用性；另有測量儀器廠商的儀器展

示，含電子測距經緯儀、手持式測距儀、衛星測量儀器、街景車、測量車

和 UAV 等；公部門與法人機構亦設有攤位，展示其業務成果或最新技術；

尚有巨量資料處理及應用攤位，展示巨量資料處理軟體及使用巨量資料分

析及應用。會展中最大的兩個亮點為模擬飛行車及降落傘，模擬飛行車利

用真實影像及飛行車之結合，使用者駕駛飛行車，前方電視大螢幕隨著車

子前進、轉彎及向上向下呈現對應的真實世界（資料），讓使用者感受彷彿

駕駛真的飛行車一般；降落傘亦類似相同的概念，不同處於前方和地上分

別由 8 面和 16 面電視牆組成，前方顯示水平視線的景象，地上顯示由上往

地面看的視野，讓使用者隨著降落傘的升降改變可視景象，體驗真實降落

傘的視覺感受。 

 

  

 

 

 

 

 

 
會展海報 智慧手機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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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V UAV 
  

UAV 作業 UAV 作業 
  

UAV 應用 UAV 應用 
  

測量（街景）車 測量（街景）車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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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財產整合管理系統 國家財產整合管理系統 

  

SOKKIA 儀器廠商 TOPCON 儀器廠商 

  

國土交通部 韓國測量製圖協會 

  

國土交通部（U-city） 土地使用登記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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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ble 儀器廠商（UAV） Trimble 儀器廠商（測量車） 

  

模擬飛行（真實 3D） 3D 實境系統 

  

虛擬實境（降落傘） 空間資訊產業振興學會 

  

大韓地籍公社 大韓地籍公社（宣導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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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量資料處理應用 巨量資料處理應用 

  

巨量資料處理應用 巨量資料處理應用 

  

巨量資料處理應用 巨量資料處理應用 

  

巨量資料處理應用 巨量資料處理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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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量資料處理應用 韓國森林營運 

  

文化遺產管理 韓國統計 

  

韓國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統 國家公園 

  

安全和公共管理部 韓國運輸安全管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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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參訪 

一、大韓地籍公社空間資訊研究所 

大韓地籍公社為韓國提供地籍測量、地籍測量系統和技術研究之服

務，致力於地籍資訊系統發展的一個半官方組織。持續不斷的開發先進測

量技術，以加強國家的土地資訊基礎建設技術，另積極尋求國外的先進系

統和技術，以期使用最先進的測量系統和技術完成地籍測量作業。為解決

日益增長的土地位置確認（土地複丈）需求，持續推動地籍再調查（地籍

圖重測），透過標準化的數值格式提供土地相關資料。本次參訪單位大韓地

籍公社下轄之空間資訊研究所（Spatial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IRI），為該社 1994 年成立之地籍技術發展部門，於 2012 年 3 月 1 日改制

為 SIRI，現為該社之空間資訊部門，主要負責地籍測繪系統及測量技術的

研究及發展；為解決經濟成長、工業化和城市化對於土地需求的快速增長，

及有效率管理土地資源和空間資訊訊息，致力土地和空間相關問題的研

究，並不斷發展地籍空間系統的研發和地籍測量技術。近年來，韓國也積

極參與國際地籍活動，SIRI 下即設國際事業部，主動與開發中國家進行地

籍測繪技術的交流及協助，展現韓國在地籍測繪的發展。 

 

 

 

 

 

 

 

 

 

 

 

 

圖 1  大韓地籍公社空間資訊研究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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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當日由大韓地籍公社金永杓社長親自主持，並由金敬日課長對

SIRI 的業務進行簡報。簡報主題為韓國地籍系統和大韓地籍公社介紹，內

容分為地籍和土地管理之概念、韓國土地管理之經驗及大韓地籍公社介紹。 

地籍和土地管理之概念方面，由國家和人民實際財產之丈量和邊界的

廣泛登記定義地籍，包括每筆土地之所有權、使用權、精確位置、面積及

價值，作為土地稅賦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並由土地有關所有權、價值和土

地使用之決定、紀錄和傳播訊息的處理之執行政策定義土地管理，包含地

籍測量、製圖、土地登記及土地價值和稅賦；良好的土地管理政策可促進

經濟持續發展、提供土地資訊分享、便利土地交易、支援環境管理、減少

界址爭議、增進都市計畫及基礎設施發展、作為土地利用及財產徵稅的基

礎及保障人民財產安全。 

韓國土地管理之經驗方面，首先提到地籍系統，韓國目前有 3,700 萬筆

土地，74.8 萬幅地籍圖，所有地籍已數值化，並掌握所有土地之利用情形；

然後說明土地管理系統，地籍和地形業務主管機關為國土交通部，登記業

務主管機關為最高法院。並介紹韓國地籍現代化歷史，如地圖之演進，從

一開始的簡單描述形狀和邊界，至近代地籍和森林地圖（經過測量），最後

發展為電腦化地籍圖；而地籍系統之演進，從一開始的僅土地稅賦基礎、

土地國有和簡單描述所有權及買賣紀錄，至文件系統化（土地和森林登記

簿），近而發展為電腦化地籍登記系統，目前為建立開放式的土地資訊中心

供查詢及應用。 

大韓地籍公社介紹方面，成立於 1938 年，為根據公法設立的法人，其

隸屬國土交通部下的半官方組織；主要營業項目為地籍測量服務、建置數

值化地籍資訊系統、海外計畫、教育和訓練地籍測量人員及研發改善地籍

系統和技術，每年承接 100 萬件之測量案件，全國共 185 個辦公室計 3,700

名員工，採用自行開發的測量資訊管理系統，並且與超過 10 個發展中國家，

透過國際合作方式，協助其發展地籍計畫、系統和人才。除 185 個辦公室

外，還設立 1 處總部、12 處分部、1 訓練機構及 1 研究所（空間資訊研究

所）；訓練機構之主要目的為地籍再教育及訓練，每年訓練地籍測量人員

2000 人、公務人員 700 人及外國人 30 人；而空間資訊研究所之研究目標為

土地的制度、組織和技術方面之問題、土地資訊的應用與服務、地籍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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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和詮釋資料及發展影像技術應用於地籍圖（3D 地籍）。 

大韓地籍公社於 1990 年前，業務主要以地籍測量為主；1990 年至 2000

年，以發展韓國土地資訊系統為主；而 2006 年至 2014 年，除原本的地籍

業務，致力於地理空間資訊計畫及海外計畫；地理空間資訊計畫內容包含

全國門牌系統、土地財產管理系統、自然災害管理系統及國家文物管理系

統；海外計畫包含建置土地行政和管理、諮詢服務和建設能力項目。建置

土地行政和管理目地為地籍系統之現代化和發展土地管理和登記系統，工

作範圍包括衛星影像、航拍和數值測量建立地籍圖及建置土地管理系統，

實績包含摩洛哥(Morocco)土地登記試驗計畫（2007-2008）、阿塞拜疆

(Azerbaijan)改善地籍系統計畫（2009-2010）……等；諮詢服務目的為地籍

系統和土地管理的協助和建議之諮詢服務，工作範圍為可行性研究、建置

土地管理總體計畫及發展 NSDI(國家空間資料基礎設施)和 e 政府，實績包

含智利(Chile)地籍資訊管理計畫（2013）、孟加拉(Bangladesh)數值化土地管

理系統可行性研究（2013）……等；建設能力目的為透過各種講習和實地

考察協助海外國家培養其政府官員的地籍相關專門知識，工作範圍為土地

管理和 NSDI 政策導向講習及地籍測量和空間資訊的技術導向講習，實績包

含柬埔寨(Cambodian)土地測量師訓練計畫（2007）、海地(Haiti)政府官員的

實地考察（2011-2012）……等。 

 

二、國土交通部 

韓國於 1948 年成立交通部，歷經幾次改組於 2013 年 3 月更名為國土

交通部（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MOLIT），主要任務

為公路與航空運輸及國土綜合開發計劃的制定與調整、國土資源和水資源

的保護與開發及城市、道路、港灣與住房的建設等。本次參訪為該部下設

的地籍再調查事業團（Cadastral Resurvey Planning Office），主要負責規劃

國家地籍再調查（即國內之地籍圖重測）政策。韓國現使用的地籍圖多為

日據時期利用竹紙所製成，由於轉繪及隨時間造成的損毀，約有 15% 的地

籍圖與現況不符，造成後續土地糾紛及影響相關土地開發。為解決此問題，

國土交通部制定「地籍圖重測計畫」，規劃從 2012 年至 2030 年，結合公部

門、大韓地籍公社及私人公司，預計分三階段完成所有土地的數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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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土交通部位置示意圖 

參訪當日全萬敬局長親自主持，並由孫宗永課長以「地籍再調查」計

畫為主題進行簡報，內容分為地籍再調查的必要性、地籍再調查程序及地

籍再調查之效益。 

地籍再調查之必要性方面，因目前使用之地籍圖已 100 餘年，過時的

測量技術和設備造成的錯誤，地籍紙圖隨著時間磨損、損壞及變形，錯誤

的地籍資訊導致界址爭議發生，現有的土地資訊不敷數位化時代需求等原

因；所以為了保障人民財產權利、有效率使用土地、減少界址爭議、提高

人民生活品質、為與世界接軌（轉換為世界大地坐標系統）、具有 3 維地籍

資訊、擁有先進的地籍系統、有效率的土地資訊管理及提高土地利用價值，

需辦理數值化的地籍再調查。 

地籍再調查程序方面，首先回顧地籍再調查計畫，期程從 2012 年至

2030 年，預算為 1 兆 3000 億韓元，使用國家最先進的技術，針對地籍之圖

地不符部分（55.4 萬筆土地，佔全國 15％）實施精確的測量，以期重新釐

整地籍並且發展國家的智慧領土。執行程序如下： 

（一）國土交通部建立基本計畫，且廣泛聽取各界意見，並經中央地

籍再調查委員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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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認基本計畫和建立執行計畫，並確認計畫地區（面積）。 

（三）進行土（宗）地的調查和測量。 

（四）界址的測量和所有權人同意，含土地擁有者和利益相關者之界

址確認檢視。 

（五）確認界址爭議和上訴，計算、支付、收集補償金之金額及和解

處理。 

（六）公告地籍再調查計畫完成。 

（七）準備新的土地建物整合登記及其他相關資料數值資訊，並辦理

登記作業。 

另外界址確認之 4 個準則如下： 

（一）實際的現況：僅依實際現況點（線）確認界址，無糾紛情形。 

（二）雙方同意確認界址：由雙方土地所有權人同意界址。 

（三）地籍圖確認界址：有任何的界址糾紛，在測量的時候參照地籍

圖確認界址。 

（四）地方風俗(習慣)：在特定的地區，以當地傳統的方法確認界址。 

地籍再調查之效益方面，可保障人民財產權、提供精確的土地資訊和

簡化管理程序、增加土地利用價值和發展地方經濟、提升國家地位和帶動

經濟發展及產生的預期效益，分述如下： 

（一）保障人民財產權：地籍再調查可解決界址糾紛，並減少地籍複

丈、鑑界費用，並透過 3 維數值化地籍保障人民財產權；3 維數

值化可分為地表物（建物、輸配線及立交橋等）、地上物（界址

點、參考點、道路及河流等）及地下物（地鐵、購物中心及地

道等），及其對應之地表權、地上權及地下權。 

（二）提供精確的土地資訊和簡化管理程序：避免錯誤資訊增加管理

成本，並使用最先進的測量技術提供最精確的測量成果，進而

簡化管理程序及增加地方政府效能，且提供高精度的數值資

訊，在任何時間及地方檢核土地資訊；社會經濟之影響層面，

地籍再調查計畫成本約 1 兆 3,000 億韓元，建立完成後預估土地

管理經濟效益為 1 兆 8,886 億韓元，帶來人民的便利性和減少交

易成本約 1 兆 5,104 億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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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土地利用價值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透過界址調整增加土

地利用性，並以宗地為單位整合土地表面、地上及地下資訊管

理，便於土地規劃和管理，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四）提升國家地位並帶動經濟發展：建置數值地籍留給下一代使

用，並與其他領域空間資訊整合產生更大應用效益，且可出口

先進的數值地籍系統和現代化的測量技術，提升國家在國際地

籍地位。 

（五）預期效益：使用現代化的儀器及技術精確的測量，以保障人民

財產權，並完成智慧地籍提升未來競爭力，且有效率的土地管

理作為人民快樂生活的基礎。 

簡報後雙方由於兩國地籍問題相近，且皆積極辦理地籍圖重測計畫，

雙方針對重測計畫期程、經費、重測後面積減少補償金及重測執行之程序

細節與測量技術議題，進行意見交流。 

國土交通部位於韓國中部的世宗市，是韓國的一個特別自治市，位於

忠清南道燕岐郡與公州市交界處，於 2012 年 7 月 1 日正式啟用為行政首都，

除總統府青瓦台和韓國國會等重要國家機關仍然駐於首爾外，其他 36 個政

府機構則於 2012 年 9 月至 2014 年年底期間陸續遷往世宗市，本次參訪於

簡報結束後，由該事業團人員引導參觀世宗市的市政建設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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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心得 

一、地籍圖重測計畫推動 

我國和韓國的地籍圖有著相似的背景，都是於日據時期所測繪之成

果，距今已逾百年之久；日本之地籍圖隨著施政軸心的改變，歷經幾次的

重大改革，且各地方未全然參與各階段改革，以致全國存有 63 種地籍圖成

果。從 3 國在研討會的發表文章及參訪時之簡報和交流，一致認為地籍圖

重測為解決圖、地、簿不符、減少人民紛爭、有效使用土地及保障人民權

利之最有效的方式。日本從 1963 年開始辦理地籍圖重測計畫，迄今完成約

49% 的土地，預估尚需 60 年方可全部辦竣；我國自 62 年試辦地籍圖重測

作業開始，迄今已完成約 51%（筆數）的土地，預估尚需 20 年方可全部辦

理完成；韓國於 2011 年 9 月制定並發布地籍再調查特別法且研擬地籍再調

查計畫，期望至 2030 年能全部完成重測作業。 

我國、日本和韓國無不大力推動地籍圖重測計畫，惟目前均面臨經費

編列困難及辦理人力不足之情形；再加上天災影響，舉凡地震、海嘯及土

石流等，使原辦竣之地區，需重新檢視或需全面重測，讓重測終點之道路

更加遙遠。 

為加速地籍圖重測腳步，可從培育地籍測量人才及增加民間機構參與

著手。地籍測量人才不僅需具備測量技術，且需同時擁有地籍相關法規與

知識專才，除靠一般具測量、地政與不動產科系之學校培育外，另可從地

籍測量專業培訓機構養成。本次 2014 智慧地理空間世博會展及參訪，大韓

地籍公社下設有培育地籍測量專業人才之單位，每年育成不在少數的專業

人員；而我國方面，本中心每 2 年亦開設地籍測量人員訓練班，受訓合格

之學員，亦是被國家認證許可的地籍測量專業人員。而本次研討會，日本

和韓國均提及擴大民間參與地籍圖重測計畫，以加速完成之構想，其中最

重要的為訂定審核民間機關之配套措施及標準作業流程；另需增加審核人

員數量，必要時可委託民間機構審核，使地籍圖重測成果合於法規規範。

另外，3 個國家均需克服因為地籍圖重測經費編列困難之困境；國家之經

濟問題非地籍人員可解決，但可從地籍圖重測基於國家發展規劃和管理的

重要性，以及其帶來之經濟效益遠大於成本，獲得政府和人民認同，俾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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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地籍圖重測經費。 

 

二、地籍制度改變與創新 

地籍制度攸關土地管理效率及規劃應用，本次研討會日本和韓國均提

及地籍制度活化及現行制度面臨之問題，地籍制度需因應地籍活動與地籍

現象改變而調整，舉凡地籍定義改變、社會變遷及地籍圖改革等，而我國

尚無此方面的相關討論。 

韓國認為現行地籍制度無法滿足現在及未來之地籍應用及管理需求，

地籍資料需由 2 維資料轉變成 3 維資料甚或 4 維資料，另需包含時間因子、

從陸地延伸至海洋，並提倡地籍 2.0（資料標準化、顯示裝置多樣化、網路

及雲端計算、線上服務、擴大公民參與……等）；另配合土地調查、水資源

調查及地籍記錄法，地籍成果均需建置於國際大地坐標系統，因應地籍資

料、應用和法規的轉變，地籍制度也需隨之調整，方能符合實際地籍需求。 

日本提出因應 2011 年大地震後，私人機關或學術單位因隱私權問題，

於災後無法取得相關地籍圖資料供進行分析或重建，呼籲政府應進行相關

單位整合或法令修改；另提出有關地籍測量控制點直接由 GPS 基本控制點

求得，即無等級（order-free）控制點概念，方便且有效的管理地籍圖資料；

以及提出擴大民間參與地籍圖製作之想法，加速地籍圖重測速度；若為達

成上述需求，該國地籍制度勢必亦需調整。 

我國地籍制度為因應未來可能之地籍活動及地籍現象的改變，可針對

日本及韓國建議之地籍制度改革作法或概念，進行評估。 

 

三、地理空間資訊發展與應用 

雖然日本和韓國在本次研討會中並未發表有關地理空間資訊系統論

文，但從 2014 智慧地理空間世博會展出內容可以看出，韓國已積極發展地

理空間資訊系統及相關應用。我國在本次會議中，臺北市和臺南市不約而

同的提出圖資共通（基礎）平臺以減少圖資及平台重複建置情形，另可以

更彈性及更少的成本建置相關圖資應用系統。此外逢甲大學以臺中市大宅

門智慧城市案例，說明智慧城市和雲端計算及開放式空間資訊的關係，並

希望藉由此成功案例，推廣至整個臺中市，讓臺中市成為臺灣智慧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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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從 2014 智慧地理空間世博會展，韓國相關政府機關與民間測繪空間資

訊業者所展示的地理空間資訊應用系統，大部分均有展示 3D 顯圖功能，

並且為同一套系統，經詢問後，其為該國耗時 10 年自行開發之 GIS 系統，

該系統呈現的 3D 顯圖流暢度及速度不亞於 Google Earth，並且包含分析及

應用功能；另因應行動裝置普及化，許多地理空間資訊系統亦開發 APP 版，

如定位、導航、勘查及監工……等應用。因應網路化時代，許多地理空間

資訊系統亦開發網路版，讓一般使用者透過一般電腦或行動裝置的瀏覽器

即可瀏覽及查詢相關資料，提升系統的靈活性和可用性。為了巨量資料處

理及分析，亦開發相關的處理系統及程序，並結合雲端儲存及運算技術，

讓一般的企業或政府機關可輕鬆地處理、整合、分析及運用巨量資料，節

省大量建置相關系統及儲存設備之成本。 

我國相關政府機關地理資訊系統，目前也已朝向 3D 資訊顯圖方面發

展，部分使用 Google Earth，部分使用國內自行發展之 3D 資訊顯圖系統，

且具備分析及處理巨量資料功能。惟國內 GIS 系統相較於韓國，發展行動

裝置 APP 版數量明顯少於韓國，這部分尚有成長及加速發展空間。 

 

四、UAV 的應用 

UAV 具有成本低廉、可低空飛行、高機動性及高靈活性等優點，應用

範圍更是廣泛，舉凡地面影像擷取、軍事偵察、文化資產管理、圖資更新……

等。本次研討會韓國發表 UAV 於測繪地籍圖之應用，透過 UAV 可快速獲

得影像及空間資訊，應用於災難區、崩塌區的區域標示，國土利用調查、

建立文化遺產的 3D 地籍應用模型及檢測地測之測量結果；相較傳統的地

測方法，UAV 作業時間短及較不受天氣影響，對於需立即獲得相關訊息以

研擬對策之情形，如災難發生時，可獲得良好的應用效果。 

我國近年來在 UAV 應用上已日漸增加，本中心已發展藉由利用 UAV

搭載一般數位相機之無人飛行載具系統（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UAS），建立 UAS 航拍作業及影像處理標準作業流程，產製空間資訊成果，

應用於國土利用規劃、民生建設及防救災等領域。並協助相關政府機關辦

理特定區域航拍作業，製作正射影像成果提供相關單位監測使用，及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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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區域通用版電子地圖、基本圖圖資更新作業。另本中心 UAS 團隊亦已

納入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緊急災害應變團隊，於災害發生後立即接受任

務指派進行航拍並快速製作相關成果，提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災情研判

的參考。 

我國目前於 UAS 的技術發展與應用成果已和各國並駕齊驅，惟目前國

內尚無專屬 UAS/RPAS 法令規範。交通部民航局於 2012 年參考 ICAO 暨歐

美先進國家規範，發布修訂版航空公報(AIC 04/2012)。依航空公報(AIC 

04/2012)內容，目前我國尚未開放以 UAS 執行普通航空業營業飛航或自用

航空器活動，僅針對軍事、公務機關或使用政府經費進行研究與測試及展

示等對象可適用該公報並依相關程序申請空域。UAS 飛航作業以專案方式

申請辦理，再視其作業性能與飛航目的，以專屬空域或協調開放空域之方

式供其使用。而 UAS 飛航申請應於 15 天前提出相關表格，且除經主管機

關准許外，不得進入限航區、人口稠密區及機場管制地帶。上開規定大幅

限縮 UAV 使用，使得 UAV 無發充分發揮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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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建議 

一、持續辦理地籍圖重測 

（一）加速辦理地籍圖重測 

於本次研討會發表之論文及參訪大韓地籍公社與國土交通部之內容得

知，我國、日本和韓國均積極加速辦理地籍圖重測計畫，除應持續培育地

籍測量人才，使辦理該計畫之專業人員不於匱乏外，也應擴大民間機關參

與計畫執行，讓每年可辦理之計畫範圍及筆數最大化，早日完成重測計畫，

以減少土地糾紛、有效土地管理和應用、保障人民財產。此外，加速地籍

圖重測計畫 3 國均面臨最大的問題為經費編列困難，如何在國家財政困難

情形下，每年編列足夠的預算，甚或增加預算額度擴大辦理範圍及筆數，

為目前地籍圖重測面臨的最大課題。 

目前本中心地籍圖重測後續計畫已獲得行政院核定，將自 104-107 年

持續辦理，建議參考韓國做法，由政府公開宣示地籍圖重測總體計畫與完

成期限，並按計畫足額匡列所需經費，俾讓計畫能夠順利完成。 

（二）實地考察地籍圖重測辦理情形 

於本次研討會及參訪行程，我國、日本和韓國針對地籍圖重測計畫、

法律、規定、程序及作業辦法……等方面，均有深入的探討和意見交換，

獲益良多；惟美中不足的是，無充分的時間實地觀察地籍圖重測實際作業

及程序辦理情形，無法從彼此實際的經驗及作業過程中，探討或學習日本

及韓國有關地籍圖重測執行的優點；建議可另外安排出國計畫，考察日本

及韓國之地籍圖重測實際辦理情形，以增進或改善國內辦理重測做法。 

（三）持續推動「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 

本計畫每筆所需成本僅地籍圖重測之 1/4 至 1/6，且依據近年成果顯

示，該計畫確實可解決圖解地籍圖接圖問題及改善圖地不符情形，並聯測

都計樁及地形圖之共同點，將三種圖籍轉換到相同坐標系統，建立無接縫

整合式空間資料。雖然本計畫目前辦理地區以完成圖解地籍圖重測區為

主，但少數亟需辦理之地籍圖重測區因位處於郊區或山區，其雖非位於都

市計畫區且未辦理完成圖解地籍圖重測，但仍可依本計畫作業方式，藉由

布設控制點及檢測現況，同樣可解決圖解地籍圖接圖問題及改善圖地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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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進而達成圖籍整理目的，後續仍可以數值方式辦理土地複丈及鑑界

作業。在地籍圖重測經費編列困難情形下，為加速地籍圖重測早日完成，

建議可將部分地籍圖重測區以本計畫方式替代辦理。 

 

二、研議地籍制度更新 

本次研討會日本和韓國均提出該國之地籍制度面臨的改變，例如地籍 3

維化甚或 4 維化，地籍管理納入時間因子，將海洋地籍納入地籍管理，辦

理地籍圖重測時一併測量建物或結構物相對地籍圖之位置，將地籍成果建

置於世界大地坐標系統，地籍 2.0 概念……等，均為因應世界趨勢及災後應

變及管理。臺灣同樣位於天然災害經常發生區域，建議我國地籍制度可參

考日本及韓國地籍制度的改變作法或概念，以建立完善且合時宜的地籍制

度，俾利有效管理及規劃應用國家土地，促進國家發展及增進人民福利。 

 

三、擴大空間資訊系統應用 

臺中大宅門為臺灣第一個智慧城市之開發案例，而世界各國也已啟動

或建置 1 千多個智慧城市；建議政府應支持智慧城市的規劃與建置，除與

世界接軌外，藉由建立完整空間資訊系統並善用資通訊科技傳遞城市內的

各項服務與訊息，以大幅提升企業與人民的便利與幸福感，增進人民生活

品質，提升國家地位和城市競爭力，並創造光觀與旅遊業，帶動國家和地

方經濟繁榮。 

另國內目前空間資訊系統發展 APP 版數量仍屬有限，為順應行動裝置

普及化及便利民眾使用，建議可多發展相關 APP 版程式供一般民眾查詢或

瀏覽。 

 

四、建立完善 UAV 法規 

目前國內UAV技術及應用領域，均與世界接軌，惟相關法規尚未完善

制定，建議主管單位儘速研議，俾有法規依據管理UAV飛行申請及航拍管

理作業，並儘量朝向開放方式辦理，簡化申請程序與開放航拍區域，俾能

擴大UAV應用領域，充分發揮UAV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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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錄 

附錄一  第 9 屆國際地籍學術研討會宣傳單 

附錄二  大韓地籍公社宣傳單 

附錄三  國土交通部 2012 年至 2030 年地籍再調查宣導手冊 

附錄四  我國研提論文題目與作者 

附錄五  活動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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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第 9 屆國際地籍學術研討會宣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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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大韓地籍公社宣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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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國土交通部 2012 年至 2030 年地籍再調查宣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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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我國研提論文題目與作者 
分類 編號 領 域 題 目 作 者 

1 

圖解地籍圖以數值作業方式辦理土地複丈之探

討-以經界現況或地籍圖註記邊長為例 
The research for digital-method survey on graphic 
cadastral maps-base on the building feature or 
cadastral map width 

邱明全、謝博

丞、鄔守中、

蘇惠璋 

2 

地籍系統 

大高雄三圖合一再出發 
The Re-starting of Three Maps in One in 
Kaohsiung City 

謝福來、許明

斌 

3 

臺北市政府圖資中心共通平臺於地政業務之應

用 
Application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GIS 
Database Exchange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Land Administration 

林汝宴、黃俊

偉、吳智維、

郭丞峰、易立

民 

4 

地籍技術 

VBS-RTK 應用於界址測量之探討 
A Study on VBS-RTK apply to Boundary point 
survey 

劉冠岳、王建

得、黃國良、

何定遠 

5 
開放式空間資訊於智慧城市之應用 
Towards the Open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for Building Smart City 

周天穎、張忠

吉、葉美伶 

現場

發表 

6 

地籍應用 
大臺南智慧城市空間資訊基礎平台建置計畫 
Implementation Project on the Platform of 
Geo-spatial Data in Great Tainan Smart City 

陳均昇、沈明

鋒、林燕山、

王煒涵、許福

成 

備註：作者中用    註記者為上台報告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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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活動照片集錦 

 (一)研討會照片(開幕式) 

研討會開幕場景 韓國金泰勳會長致詞 

韓國國土交通部全萬敬局長致詞 我國地籍學會周天穎主任委員致詞 

日本林千年會長致詞 李範寬教授專題講演 

中、日、韓代表合影 中、韓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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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照片(1) 

本中心邱技正明全報告 本中心邱技正明全報告 

高雄市政府許科長明斌報告 高雄市政府許科長明斌報告 

臺北市政府黃科長俊偉報告 臺北市政府黃科長俊偉報告 

本中心劉專員冠岳報告 本中心劉專員冠岳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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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照片(2) 

 

逢甲地理資訊系統研究中心周主任天穎報告 逢甲地理資訊系統研究中心周主任天穎報告 

臺南市政府徐主任福成報告 臺南市政府徐主任福成報告 

研討會場景 研討會場景 

臺北大學江教授渾欽代表總結 逢甲大學周教授天穎代表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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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照片(3) 

 

 

我國代表團於研討會後合影 

 

中、日、韓代表團於研討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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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歡迎晚宴照片 

韓國金會長泰勳致詞 周主任委員天穎晚宴致詞 

日本林會長千年致詞 周主任委員天穎贈韓國代表禮品 

周主任委員天穎贈日本代表禮品 本中心劉主任正倫贈韓國代表禮品 

歡迎晚宴各國代表交流情形 歡迎晚宴各國代表交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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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地籍學會 2014 年總會會議照片 

總會會議我國代表團 總會會議日本代表團 

總會會議韓國代表團 總會會長交接 

各國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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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參訪大韓地籍公社空間資訊研究所 

大韓地籍公社空間資訊研究所入口處 歡迎海報 

簡報會議室 大韓地籍公社社長主持參訪 

大韓地籍公社課長簡報 本中心劉正倫主任致贈禮品 

我國參訪團與大韓地籍公社代表合影 意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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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參訪國土交通部(1) 

國土交通部全萬敬局長主持參訪 本中心劉正倫主任代表參訪團致詞 

我國參訪團與國土交通部與會人員合影 國土交通部孫宗永課長簡報 

意見交流 意見交流 

意見交流 意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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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參訪國土交通部(2) 

我國參訪團與國土交通部代表合影 本中心劉正倫主任致贈禮品 

 
世宗市遼望塔 世宗市規劃圖 

世宗市建設前 世宗市建設後 

專人講解世宗市建設 世宗市建設宣導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