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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6 年地理空間世界論壇(Geospatial World Forum)

國際研討會)」出國報告 

壹、 會議緣起與出國目的 

2016 年 於 荷 蘭 鹿 特 丹 市 舉 辦 的 第 八 屆 地 理 空 間 世 界 論 壇

(Geospatial World Forum; GWF) 是地理空間產業及其應用領域專

業人士參與的國際性會議。該論壇是地理空間社群所建立的國際性

平臺，提供來自不同國家地理空間領域專業人士一個互相學習、經

驗分享、建立全球高層決策及社會網絡的機會。會議旨在分享市場

豐富情報與技術發展趨勢，也分享來自各國的成功案例和其所建置

的地理空間技術。  

此外，地理空間世界論壇自 2011 年起，即透過該平臺頒發

Geospatial World Forum Award，以表彰在公共安全、環境、農

業、交通運輸管理等領域運用地理空間技術以創新服務有卓越貢獻

者。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國土資訊系統之環境品

質分組，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已通過「落實智慧

國 土 之 國 家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發 展 政 策 」 ， 行 政 院 「 創 意 臺 灣

ide@Taiwan2020 政策白皮書」並將智慧國土納為五大構面之一，其

中新興資通訊及地理資訊技術應用發展已列為國家重要發展政策。

考量歐盟國家發展資通訊及地理資訊應用，於國際間屬領先地位，

本署業於 104 年底以本署環境即時通 APP 參加第八屆地理空間世界

論壇舉辦「 Geospatial World Forum Award」獎項，為瞭解及掌握

國際間空間資訊及資通訊科技發展與應用新趨勢，並學習荷蘭發展

智慧感測器及資訊平臺應用經驗，爰派報告人參與本次國際會議及

參訪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體驗實驗室，以利後續推動地理資訊系統

及感測資訊平臺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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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行程 

日  期 工 作 內 容 概 要 

5月 21日(六) 啟程臺北 (台北時間 22:05) 

5月 22日(日) 抵達阿姆斯特丹 （當地時間 09:15） 

由阿姆斯特丹前往鹿特丹 

5月 23日(一) 於鹿特丹世界貿易中心參加 2016年地理空間世界論壇

國際研討會。第 1天議程，包括報到、空間資訊平臺

賦予工作流程與系統整合、空間內容的商業模式與智

慧型定位服務的商業機會等。 

5月 24日(二) 於鹿特丹世界貿易中心參加 2016年地理空間世界論壇

國際研討會。第 2天議程，包括大數據平臺的高效率

空間資料存取 、智慧城市及系統整合等。 

5月 25日(三) 於鹿特丹世界貿易中心參加 2016年地理空間世界論壇

國際研討會。第 3天議程，包括空間資訊與社會經濟

之影響、環境與氣候變遷、感測、智慧城市及頒獎晚

宴等。 

5月 26日(四) 於鹿特丹世界貿易中心參加 2016年地理空間世界論壇

國際研討會。第 4天議程，包括空間資訊與社會經濟

之影響、建構存取歐洲空間資料的單一架構、挖掘地

球觀測資料價值等。 

5月 27日(五) 參訪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體驗實驗室。 

5月 28日(六) 自阿姆斯特丹返臺北 （當地時間 14:15） 

5月 29日(日) 抵達臺北 (台北時間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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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與參訪過程 

一、 參加地理空間世界論壇研討會 

2016 地理空間世界論壇國際研討會議於 2016 年 5 月 23

日至 25 日在荷蘭第二大城鹿特丹市的世界貿易中心舉行。本

屆參與論壇的國家估計達 90 個以上，與會人士包含公部門、

非政府組織、教育領域專家學者以及地理空間相關產業人員

等， 2016 年參加人數逾 1,000。本署開發之「環境即時通

APP 」 以 「 Breathe Easy & Live Better ‐  Environment 

Info Push App」之創新服務，榮獲本屆地理空間應用卓越獎

(Geospatial World Excellence Awards– 2016)，由本署監資

處黃俊銘分析師代表領獎，議程與會議資料詳如附錄。  

本次國際研討會議計為期 4 日，會議過程如下 : 

（一） 5月 23日 

第 1 天議程討論議題主要包括空間資訊平臺賦予工作流程

與系統整合、空間內容的商業模式與智慧型定位服務的商業機

會等。前者主要討論系統整合與解決方案，及如何於未來五年

內扮演主導地位與趨勢，而在智慧型定位服務的商業機會

（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 Location Intelligence）的

議題部分，根據國際電信聯盟（ ITU）的報告指出，全球有將

近一半的人口將使用網際網路，在 2015 年底則有超過 70 億支

行動裝置。全球不斷增加的網際網路和行動裝置普及率，使得

適地性的服務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如今，定位資

訊已經成為網際網路廣告商的動力，媒體、廣電和行動應用業

者也經由分析消費者的上網行為，來提供在地性相關的服務和

行 銷 決 策 ， 其 商 業 模 式 已 由 企 業 對 企 業 (Business-to-

Business;B2B) 演 變 成 企 業 對 消 費 者 (Business-to-

Customer;B2C)。例如，大規模的新聞匯聚業者，可以透過以

地理位置為基礎的輔助性預測模型，提供適合使用者的新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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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目標行銷業者則運用地理位置資訊提供相關廣告給消費

者，並讓廣告買主清楚地衡量目標廣告的影響。以智慧型定位

服務為基礎的破壞性商業模式將延續地理空間產業新的自動化

層面，機器學習、大數據分析和物聯網帶來的智慧型定位服務

將成為空間地理資訊產業未來的優勢。  

（二） 5月 24日 

第 2 天議程，主要包含探討大數據應用與其平臺的高效率

空間資料存取，以及智慧城市及系統整合等。在應用大數據之

商業分析與智慧應用議題，主要在討論他們智慧型定位服務的

重要性，企業界已經開始在他們的商業模式中採用智慧型定位

服務和預測分析。智慧型定位服務可以應用於分析和決策，其

地理資訊系統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應用

範疇則包括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和客戶關係管理 (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CRM)

提供空間有關的意見，其分析結果有助於優化其業務決策，如

設立新的專賣店、經銷商、分公司、選址等，或者是分析客戶

購買習慣和產出客戶有關的人口統計數據。在保險和金融服務

業的應用部份，則已將智慧型定位服務應用於模擬金融風險。  

（三） 5月 25日 

第 3 天議程，包括空間資訊與社會經濟之影響、環境與氣

候變遷、感測、智慧城市及頒獎晚宴等。  

地理空間資訊對經濟的影響，在過去 10 年，已有來自澳

洲、紐西蘭、美國、加拿大、愛爾蘭、英國、印度和其他國家

等，提出地理空間資訊發展對其經濟所造成影響的評估及研

究，其研究不僅突顯地理空間資訊的重要地位，同時也驗證地

理空間資訊對社會和經濟所產生的積極作用，並也提供其對社

會和經濟產生影響的數據。  

地理空間資訊對社會和經濟所持續產生影響的程度取決於

其應用發展實力、地理空間內容製作和利用數據所提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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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研討會中也對發展中經濟體提出建議，其可以從發展

地理空間資訊的應用能力，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經濟增長的利

益。會議討論並舉出實例 :加拿大運用空間資訊使房地產專業

人士從其使用之 GIS 技術中受益；德國官方運用統計數據結合

地理資訊輔助於評估經濟增長、現狀及未來在區域發展的變

化；日本的地理空間資訊局（ GSI）則正運用地理空間技術來

計算商業與產業的經濟價值；南非則利用價值鏈分析來確定的

地理空間資訊對公共部門的影響。  

環境與氣候變遷議題部分，氣候變化、平流層臭氧耗損、

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水文系統的變遷和淡水的供應、糧食生產

系統的已造成全球環境與人體健康的威脅。地球生態系統的相

依性和環境對人的影響，帶給政府、企業及科學家極大的挑戰

及面對複雜的環境問題，包括環境保護與恢復自然環境等。地

理空間技術在面對每一環境問題發生時，其匯聚與分析能力成

為因應這些挑戰的重要工具。在環境與氣候應變計畫，則應積

極將地理空間技術應用在環保領域，並透過其它國家成功的案

例及研究來支持政策和決策。  

晚間，主辦單位為了表彰和鼓勵運用地理空間技術所提出

的創新和卓越貢獻，特舉辦晚宴頒發地理空間應用卓越獎、地

理資訊技術創新獎及地理空間政策執行獎等獎項予獲選團體及

人士。本署開發之環境即時通 APP 榮獲地理空間應用卓越獎，

由報告人代表領獎。  

（四） 5月 26日 

第 4 天議程主要參與研討的議題為利用地球觀測數據的價

值，藉由波羅的海航運、林業及基礎管道管理業等案例，探索

地球觀測數據的運用價值，並以下列 3 例說明其具體經濟效

益：  

1.  波羅的海航運業：在瑞典及芬蘭的航運業，使用衛星影像

來輔助破冰船，從結冰的海面開闢直行航道來協助船舶運



 

 7 

輸貨物，運用衛星影像可以讓破冰船以高速的方式在海上

維持航線的順暢，有效降低運輸時間及不確定性，對港務

上下貨物運輸產生重大的影響，依據會中簡報顯示，每年

在芬蘭和瑞典運用衛星雷達所產生的經濟價值約 2,400 萬

~1 億 1,600 萬歐元間，顯示衛星影像所帶來可觀的經濟效

益。  

2.  瑞典森林管理業：瑞典森林局使用衛星光學影像觀察森林

非法砍伐及管理私有森林，其模式對林業及生態旅遊產生

積極影響，依據會中簡報顯示，瑞典運用衛星雷達所產生

的經濟價值約 1,610 萬 ~2,160 萬歐元間。  

3.  荷蘭基礎管道管理業：地層下陷在荷蘭是極為常見的問

題，地表可能有數年水平差異在 1 公尺範圍，由於此因素

會導致天然氣管道及輸送水管破裂，荷蘭業者運用衛星影

像來偵測地表天然氣管道及輸送水管的細微動作，以使管

道維護具有極大的成本效益。依據會中簡報顯示，荷蘭業

者運用衛星雷達所產生的經濟價值約 1,450 萬 ~1,760 萬歐

元間。  

二、 參訪智慧城市體驗實驗室 

智慧城市體驗實驗室 (The Smart City Experience Lab)

由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計畫所創立。在這個實驗室中，有許多

包含能源、運輸和氣候等不同主題的城市解決方案，其創新顯

示其城市面臨的挑戰。  

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實際是一個由民間與政府共同組成的

團隊，該計畫提供一個智慧城市創新專案的平臺，透過民間組

織將專案落實到民眾生活，是一個民眾可以分享創意的平臺。

此行由 Freek de Bruijn 先生說明其實驗室成立之目的，在有

限的實驗室空間內陳列其專案相關創意模型，極具有啟發創意

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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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一、  歐盟國家致力於減少碳排放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運用政府

開放資料、大數據分析、感測網及地理空間等技術，在交

通、氣候、運輸、能源等方面達到最好使用效率上，已有許

多成功解決案例，後續可參考相關領域之應用。  

二、  目前驅動空間地理資訊發展的關鍵技術包括整合性的感測網

路、跨平臺感測器、整合型之處理分析平臺及系統整合及解

決方案等。本署刻正辦理感測資料蒐集、檢核及展示共用平

臺之建置，建議本署未來可持續蒐集或參考前述關鍵技術應

用於平臺建置。  

三、  氣候變遷 ,臭氧耗損，生物多樣性逐漸消失等對地球環境對人

體健康都造成危害，地球生態系統對於環境及人類有重大影

響，並給予政府 ,企業及科學家極為複雜的挑戰。應用地理空

間技術於整合分析，已成為因應這些挑戰的重要工具。本次

研討會在環境與氣候應用領域，已提出一些支持政策和決策

過程的案例，可供後續參考。  

四、  歐盟國家積極發展智慧城市，其本質係運用即時數據的收集

及智慧處理，應用於各領域，以持續支持人口成長和城市擴

張。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結合了地理空間技術形成城市的核心

技術平臺，可以增加速度，精度和輔助政府施政工作重點。

建議本署未來可持續導入相關地理空間技術，應用於智慧環

境及輔助決策應用。  

五、  本署首次參加地理空間世界論壇 (Geospatial World Forum)

國際研討會，並以「環境即時通 APP」參加應用評比，榮獲

2016 年地理空間應用卓越獎。建議未來仍可持續參與地理空

間技術相關研討會，以擴大多方交流與學習。  

六、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智慧城市計畫，除了建置感測器外，也釋

出對應的開放政府資料，並藉由公民參與與規劃，發揮創

意，以達成共同的目標。建議本署未來地理空間應用也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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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運用開放資料，並結合公民參與，發揮創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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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會議與參訪照片 

 

圖 1 會議地點-鹿特丹世界貿易中心 

 

圖 2 會議報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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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頒獎典禮播放本署獲獎環境即時通 APP 簡介 

 

圖 4 報告人代表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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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會議展場 

 

 

圖 6 會議展場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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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參訪智慧城市體驗實驗室 

    

 

圖 8 解說人員 Freek de Bruijng 介紹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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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會議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