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業務交流） 

 

 

 

 

 

 

第 6屆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及第 2屆
東協土地治理高峰會 

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內政部地政司 

姓名職稱：邱科員彥瑋 

 

 

出國地區：馬來西亞 

出國期間：107年 8月 14日至 8月 18日 

報告日期：107年 11月 12日 

  



ii 

 

摘要 

為瞭解國際土地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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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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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名參加第 6屆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及第 2屆東協土地治理高峰會

(The 6th Sabah International Surveyors Congress and The 2nd ASEAN Land 

Governance Summit)，該研討會由東南亞測繪協會(ASEAN FLAG)及會議地主國馬

來西亞皇家測量師學會沙巴分會(Royal Institution of Surveyors Malaysia 

(Sabah Branch))共同主辦。 

該會議訂於 2018 年 8月 15 日至 16 日於馬來西亞沙巴麥哲倫絲綢渡假村舉

行，會議主題為「在相互連結世界的土地治理 (Land Governance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探討及分享土地治理及管理、測繪應用於土地發展、

物產測量及工料測量等土地資源管理與發展及測繪應用的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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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東協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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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會議前後各召開 1 次第 67 屆 AFLAG 理事會議，討論東南亞測繪

協會運作方針，以促進東協各國測繪的發展。  

本次第6屆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及第2屆東協土地治理高峰會經與東協各國

官產學界研究者交流並比對國內測繪領域現況，交流成果及心得建議事項如下： 

1. 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積極參與 AFLAG 等東協相關會議，提升我國國際

能見度。 

2. 推動智能測繪新興技術於土地管理、空間測繪業務之研究發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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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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共有 10個正式的成員國：印尼、馬來西

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汶萊、柬埔寨、寮國、緬甸及越南，合稱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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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5 年 3 月 15 日成立之民間社會組織，為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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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廣大測繪機構和防救災科技人員、土地測量師

與專家學者，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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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並推進土地測量相關領域之發展、實踐與應用。協會會員由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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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臺灣、澳洲、中國、日本及韓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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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成果及目

標。此外每 2年亦舉辦 1次大型學術和測繪市場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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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繪相關之國際貿易更是在這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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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曾與我國內政部共同於 2016 年 3月 20

日至 22日期間成功爭取「東南亞測繪協會 ASEAN FLAG 第 59次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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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3年以來，馬來西亞皇家測量師協會(Royal Institution of Surveyors Malaysia，

RISM)固定每年組織辦理 1場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Sabah International Surveyors Congress，

SISC)。本次第 6屆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馬來西亞皇家測量師協會更與 AFLAG合作共同舉辦

第 2屆東協土地治理高峰會，其聯合會議的主題為：互聯世界的土地治理(Land Governa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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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connected World)。本次共同會議匯集了來自東協各國的產官學界專業人士，分享

對土地管理、土地測量、地理空間資訊、房地產和物業管理、建築及工料測量之創新且具挑

戰性的多樣性的見解。使參與者有機會了解各領域的國際最新發展。 

該次大會發表之專題演說計約 39篇，其中我國專家學者於會場上發表了共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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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餘位，規模盛大。同時會議

前後亦藉由東南亞測繪協會各理事成員雲集的機會，各召開 1次第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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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決定下屆理事會議相關議程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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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一、出國期間 

自 2018年 8月 14日至 2018 年 8月 18日止，共計 5天。 

 
二、會議行程 

日期 預 訂 行 程 任 務 備 註 

107/8/14（二） 

印尼雅加達－馬來西亞

沙巴 

搭乘印尼時間 8/14 12：15 馬來西亞航空

班機出發，於馬來西亞時間 8/14 20:50 抵

達亞庇機場。(需於吉隆坡國際機場轉機 1

次) 

接續印尼 107

年 8月 12日至

同年月 14日行

程 

107/8/15（三） 沙巴 
參加第 6 屆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暨第 2 屆

東協土地治理高峰會。 
 

107/8/16（四） 沙巴 
參加第 6 屆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暨第 2 屆

東協土地治理高峰會。 
 

107/8/17（五） 沙巴 
參加 AFLAG 代表交流活動及參訪沙巴亞庇

潮位站(Kota Kinabalu Tidal Station)。 
 

107/8/18（六） 
馬來西亞沙巴－臺北桃

園 

搭乘馬來西亞時間 8/18 06：10 亞洲航空

班機出發，於臺灣時間 8/18 09:30抵達桃

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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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重要內容 

一、會議議程 

馬來西亞： 

日期 時間 議  程 備 註 

8/15 08:00-09:00 註冊及報到(第一天)  

 09:00-12:30 主辦單位致詞及專題演講  

 13:30-17:00 平行會議 1-土地治理及管理 

平行會議 2-物業測量 

平行會議 3-工料測量 

 

8/16 08:00-08:30 報到(第二天)  

 08:30-10:15 開幕式及貴賓致詞  

 11:00-16:30 平行會議 1-土地發展測繪 

平行會議 2-物業測量 

平行會議 3-工料測量 

 

 16:30-17:00 閉幕式  

8/17 09:00-11:00 第 67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  

 14:30-16:00 參訪沙巴亞庇潮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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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情形 

本次馬來西亞出訪期間為 2018年 8月 14日至 18日，由內政部地政司邱科員彥瑋及國立

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史天元教授與會。 

結束印尼行程後，於沙巴會議前一天(2018 年 8 月 14 日)從雅加達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

搭機前往馬來西亞沙巴亞庇國際機場，中途於吉隆坡轉機，於晚間抵達會場旅館；8月 15至

16 日為第 6屆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暨第 2屆東協土地治理高峰會會議期間，8月 17日上午參

加第 67 屆 AFLAG 理事會議，下午參訪馬來西亞沙巴亞庇潮位站，8/18 日凌晨逕赴沙巴亞庇

國際機場搭機返回臺灣。 

 

 (一)2018/08/14(印尼飛往馬來西亞) 

    上午即由內政部地政司邱科員彥瑋及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史天元教授搭車前往雅

加達蘇諾哈達國際機場準備前往馬來西亞沙巴。經吉隆坡轉機後，於同日晚間 20時 50分抵

達馬來西亞沙巴的亞庇機場，並於下榻之太平洋絲綢飯店大廳與方結束東協理事會議晚宴行

程之東協理事會議成員以及相關與會人員：高理事長治喜、Pengiran Matusin Matasan 榮譽

主席、Wicha Jiwalai榮譽主席及中興大學蔡榮得教授會面(圖 1)。 

 
圖 1、東協理事會議成員及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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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08/15 (沙巴會議第一日) 

    第 6 屆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及第 2 屆東協土地治理高峰會第一天由註冊及報到、專題演

講及平行會議的各議題研討會所組成，本屆研討會舉辦於馬來西亞沙巴亞庇麥哲倫絲綢飯店

(The Magellan Sutera Resort,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圖 2 及圖 3 為第 6 屆

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及第 2 屆東協土地治理高峰會場地外觀，圖 4 及圖 5 為會場主要場地，

場外有個測繪相關業者進行展示，我國中華民國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亦於會場發送我國測繪

業宣傳冊。主會場場地內部約可容納 400 人，並於後方提供當地相關領域學校之學生參與座

位。圖 6 為本次參與大會之我國高理事長誌喜(AFLAG 理事成員)、交通大學史教授天元及中

興大學蔡教授榮得及本部代表合影，圖 7~11中為本次大會與東南亞測繪協會相關貴賓合影。

該日上午之共同演講由組織委員會主席 Simon Chung Chee Kong歡迎致詞開始，後續由 AFLAG

秘書長 Eduardo B. Sarmiento、馬來西亞 NEM 基金會成員 Stephen Chia 及澳洲測量及空間

科學協會主席 Robert Sarib 分別對於第 1屆馬尼拉土地治理高峰會的成果、區塊鏈於土地治

理的應用及 ASEAN於土地治理的建設進行演說。 

 下午議程則共分為三大主題平行進行：土地治理及管理 (Land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物產測量(Property Surveying)及工料測量(Quantity Surveying)，由於本次

內政部僅有 1 名人員參加，僅能擇取最相關之議題參與。在土地治理及管理議題中，大會邀

請了來自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汶萊等國的代表進行關於土地治理及測量實務

的演說。其中最生動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汶萊 AFLAG榮譽主席 Pengiran Matusin Matasan

所帶來的「水域的人類居住管理:汶萊經驗(Managing Human Settlement within a Water 

Regime：The Brunei experience)」在該演講中，Matusin 榮譽主席以充滿活力、幽默的演

說方式，講述了汶萊知名的水村，居住管理的轉變及及生活機能演進，使人不禁對於人類在

困難的自然環境夾縫中，努力求生的毅力及生存本能感到敬佩。也由於該類土地(水域)管理

方式在我國是相對少見的，許多有創意的公共設施及交通方式都十分特別，使人大開眼界。

此外在中午的餐會中，也一併與亞庇市政府估價部主任 Lifred Wong Nyuk Leong 藉著同桌用

餐的機會，交換雙方國家對於測繪及估價領域的情形與參與研討會的心得，實屬難得的機會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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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會場外部 1 圖 3、會場外部 2 

  

圖 4、會場內部 1 圖 5、會場內部 2 

  

圖 6、臺灣參與者合影 圖 7、組織委員會主席 Simon Chung Chee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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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AFLAG主席 Randolf S. Vincente 圖 9、AFLAG副主席 Ady Saptadi Ruchiatan 

  

圖 10、AFLAG秘書長 Eduardo B. Sarmiento 圖 11、榮譽主席 Pengiran Matusin Matasan 

 

  

圖 12、開幕專題演說討論 圖 13、致贈演說者證書及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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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亞庇市政府估價部主任 圖 15、史教授於會場發問 

 

 

(三) 2018/08/16 (沙巴會議第二日) 

    本次大會由於馬來西亞沙巴州州長 Datuk Seri Panglima Haji Mohd Shafie Bin 

Hajiapdal的行程安排，於第 2日方才展開開幕式及開幕貴賓的致詞演講。州長在引言及開

幕致詞時，也強調了健全的國家治理是建立在有效的土地政策之上，而本次大會是沙巴州政

府在土地治理方面很好的一個學習契機，也對於東協國家間的交流很有助益。會後州長也與

臺灣與會人員簡短交流合影。 

 在州長及開幕貴賓致詞結束後，隨即開始第二日之研討會議程，議程亦分為三個主題平

行進行：土地發展測繪、物業測量及工料測量。下午土地發展測繪議程由我國中華民國測繪

業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同時也是 AFLAG理事成員高理事長治喜主持，演講者有我國三位專家

學者，依序為：蔡教授榮得(圖 19)、史教授天元(圖 20)及鄭教授景中(圖 21)，分別講述

Assessment of Large-Scale Landslide Potential Area by UAS Lidar in Taiwan、Taiwan 

Tidal Stations and Their Role in Vertical Datum 及 On the Modern Gravimetry Based 

Vertical Reference System-An Example of Vertical Datum in Taiwan。內容含跨無人飛

行載具於崩塌之預測，以及潮位站、重力測量於臺灣高程基準的重要性，演講後的問答由高

理事長治喜主持(圖 22)，現場發問亦十分踴躍，也展現了我國在測繪領域的前驅者的角色。 

 整個研討會的議程，最後特別由 AFLAG秘書長 Eduardo B. Sarmiento宣讀沙巴優良土地

治理宣言(Sabah Declaration on Good Land Governance)(圖 23)，在宣言中也特別提到東

協成員五大中心思想：「體認」土地治理為社經發展之本、「理解」必須對土地治理及管理的

挑戰採取積極行動、「認知」測量師在土地治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承認」東協成員間合

作團結及共識的必要、「相信」AFLAG共同宣言為邁向測量專業及認知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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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沙巴州州長與 AFLG 成員合照 圖 17、馬來西亞傳統舞蹈表演 

 

圖 18、我國與會人員與州長合影 

  

圖 19、中興大學蔡教授榮得老師演講 圖 20、交通大學史老師天元演講 



11 

 

  
圖 21、交通大學鄭教授景中演講 圖 22、高理事長治喜主持問題討論 

 

 

圖 23、AFLAG秘書長宣讀宣言 圖 24、沙巴優良土地治理宣言 

 

圖 25、會後本次參與大會成員一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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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8/08/17(AFLAG理事會議及沙巴亞庇潮位站參訪) 

    第 67屆東南亞測繪協會理事會會議分別於研討會前後各舉行 1次，本次會議經臺灣於

AFLAG 理事會議成員高理事長治喜溝通，特以觀察員的身分參與會議。由於行程的緣故，僅

能參與研討會後的會議場次，會議中東協各國理事代表就各國相關測繪事務進行報告，並對

於 AFLAG組織運作優化進行討論(圖 26、27)。會議參與討論之國家除 AFLAG正式成員外，更

有澳洲、中國等國參與其中。會議中臺灣國旗亦與其他東協各國國旗擺放在一起，足見該組

織對我國的充分善意(圖 28)。由於該日適逢印尼國慶日(8月 17日)，會議中也特別安排印尼

理事成員暨 AFLAG副主席 Ady Saptadi Ruchiatan 領唱印尼國歌「偉大的印度尼西亞

(Indonesia Raya)」，帶領參與會議之成員一同致意。會議在確認第 68屆 AFLAG 理事會議之

時間地點後落幕(圖 29)。 

  

圖 26、理事會議情形 1 圖 27、理事會議情形 2 

  

圖 28、我方參與理事會議成員合影 圖 29、第 68屆 AFLAG理事會議時間地點 

 

在上午參加第 67屆 AFLAG 理事會議後，下午隨即前往沙巴亞庇潮位站(Kota Kinabalu 

Tidal Station)，沙巴亞庇潮位站位於東馬來西亞沙巴州，建置於 1987年，由馬來西亞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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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局(Jabatan Ukur dan Pemetaan Malaysia,JUPEM)經營管理(圖 30)。本次參訪潮位站之

機會，是藉由在研討會，交通大學史教授天元與馬來西亞土地及測量局副主任 Bernard Liew 

Chau Min先生交流中表示意願，特由 Liew副主任與沙巴測量製圖局沙巴分部主任 Looi Kam 

Seng 促成。由於該潮位站於港口之中，須申請入港許可，該部分由內政部邱科員彥瑋協助聯

繫、處理相關事宜。 

馬來西亞境內共計 22個潮位站，蒐集各地之潮位數據，並傳至馬來西亞測量製圖局進行

分析及預報的工作。各潮位站均設有水準點，並與馬來西亞其他水準網系相連，而亞庇潮位

站所觀測之平均海水面為現行東馬來西亞(沙巴、沙勞越)高程基準的參考潮位站。潮位站觀

測儀器以浮筒式潮位計為主，壓力式、雷達式(裝設於潮位站建築外)潮位計為輔(圖 31)。 

特別的是相較我國常用之壓力式及音波式潮位計，該潮位站採用較為傳統之浮筒式潮位

計為主要量測設備。相較其他技術層面較高之潮位計，偶因油汙或漂流物影響數據讀數，設

置於靜水井之浮筒式潮位計雖構造單純，卻有值得信賴的可靠度，其態度可供我國參考、借

鏡。 

 參訪踏勘行程結束後，史教授亦與 Looi分部主任互相交換禮物合影，圓滿結束本次潮位

站參訪行程(圖 32~34)。而返回飯店途中，該分部人員亦很熱情的載送前往參觀潮位站周圍

之水準點(圖 35)，該水準點與潮位站之水準點以直接水準測量聯測，可惜的是，該水準點保

存情形並不是十分妥善。與臺灣境內情況相似，水準點位常因工程或路過遊客毀損破壞，甚

至滅失，顯示該類情形為跨國共同之問題。 

 

(五) 2018/08/18(馬來西亞飛回臺灣) 

由於沙巴返回台灣之班機班次較少，故於凌晨前往沙巴亞庇機場等待早上班機返回臺灣，

結束本次公務出國行程。 

 

  

圖 30、亞庇潮位站外觀 圖 31、亞庇潮位站潮位儀及其水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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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亞庇潮位站主任合影 圖 33、史教授贈禮予潮位站主任 

  

圖 34、潮位站主任回贈史教授潮位站資料 圖 35、當地水準點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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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事項 

   本次第 6 屆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及第 2 屆東協土地治理高峰會出國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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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積極參與 AFLAG等東協相關會議，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 

本次藉由中華民國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的邀請的機會與協助，參與本會議並列席大會後

舉行之 AFLAG理事會議，從旁觀察東協組織的運作方式，也在會議上看到臺灣與會人員

爭取國際能見度的積極參與，東協各國對於空間測繪資訊十分重視且深具能量，由於各

國之國土領域特性均不相同，常有不同於我國的測繪技術應用及土地管理方式，可供我

國擬定相關土地政策時參考，建議後續持續配合政府施政方針，擴大與東南亞國家空間

測繪及防救災技術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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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推動智能測繪新興技術於土地管理、空間測繪業務之研究發展應用 

本次會議議題多圍繞如區塊鏈、無人載具或光達感測器等新興發展議題於土地治理、土

地管理及測繪領域的相關應用，足見各國均注意到該新興技術之發展潛力，我國在上述

議題，如應用光達感測器獲得地理空間資料已有相當的應用經驗、但無人載具等部分仍

待持續發展，未來應持續汲取該類科技新知，並擷取可精進地政業務的技術與理論，與

國際接軌，甚至走在趨勢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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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第 6屆沙巴國際測量師大會暨第 2屆東協土地治理高峰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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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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參加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