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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年亞太地區電子化航行研討會（2019 ENUW AP Conference）自9月2日

至3日於韓國首爾舉行。本次會議以「電子化航行：亞太地區實施新的數位化海

事服務」為主題，為確保各組織在海事安全和網路安全性採取一致的數位化流程，

在多個議程上，優先重點討論電子化航行的相關議題，包括：開發和提供數位化

海事服務、船舶航行和通訊的創新、電子化航行的合作與基礎能力建設、海事部

門的網絡安全等。 

本部藉此次參與亞太地區電子化航行研討會，瞭解各國電子化航行現況與發

展趨勢，並汲取各國經驗與相關研究成果，另參訪韓國電子航行圖ENC主管單位：

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orea Hydr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Administration, 

KHOA）、研究單位：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ips 

and Ocean engineering, KRISO）、執行單位：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Korea 

Hydrography and Research Association, KHRA）等3個單位，以瞭解韓國在電子航

行圖ENC執行與發行的現況，單位之間的協作方式，以及因應國際趨勢之作為等，

以提供作為本部未來規劃各項基礎測繪工作，及推動我國電子航行圖ENC規劃與

發展之參考，並獲以下建議：（一）持續參與國際會議，汲取國際經驗，瞭解國

際發展趨勢、（二）加強宣傳國內電子航行圖成果，促進國內與國際交流與合作、

（三）新一代資料標準的研究與測試、（四）跨部會協作與檢查機制。 



III 

 

目次 

摘要 ................................................................................................................................ II 

目次 ............................................................................................................................... III 

壹、 緣起及目的 .......................................................................................................... 1 

貳、 出國行程 .............................................................................................................. 2 

一、 會議地點及時間 .............................................................................................. 2 

二、 行程紀要 .......................................................................................................... 2 

參、 會議與參訪重要內容 .......................................................................................... 3 

一、 會議議程 .......................................................................................................... 3 

二、 會議與參訪情形 .............................................................................................. 3 

肆、 心得 .................................................................................................................... 26 

一、 標準 S-100系列 ............................................................................................. 26 

二、 海域資料的地理資訊 GIS標準化與管理..................................................... 27 

三、 政策推動的法源依據 .................................................................................... 27 

伍、 建議 .................................................................................................................... 29 

一、持續參與國際會議，汲取國際經驗，瞭解國際發展趨勢 .......................... 29 

二、加強宣傳國內電子航行圖成果，促進國內與國際交流與合作 .................. 29 

三、新一代資料標準的研究與測試 ...................................................................... 29 

四、跨部會協作與檢查機制 .................................................................................. 29 

陸、 會議與參訪照片 ................................................................................................ 31 

柒、 附錄 .................................................................................................................... 42 

 

 



1 

 

壹、緣起及目的 

國際航標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rine Aids to Navigation and 

Lighthouse Authorities, IALA）是一個非盈利、非政府間組織，致力於協調全球航

標系統標準。為推廣電子化航行服務，於 2012年與丹麥海事局（Danish Maritime 

Authority, DMA）合作，創建「國際電子化航行 ENUW International」研討會，另

於同年與美國海岸防衛隊（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USCG）合作，創建「北美

地區電子化航行 ENUW North-America」研討會，並於 2017年與韓國海洋與漁業

部（Ministry of Oceans and Fisheries, MOF）合作，創建了「亞太地區電子化航行

ENUW Asia-Pacific」研討會，開放全世界共同參與，持續為電子化航行的發展做

出重要貢獻。 

過去，這一系列的 ENUW 一直運行在獨立的網路資料庫，其中所收集的數

據需要具有凝聚力和統一性。自 2017年以來，通過國際航標協會(IALA)，丹麥

海事局(DMA)，美國海岸防衛隊(USCG)和韓國海洋與漁業部(MOF)之間的密切

合作，設計並整合開發電子化航行網站，密切關注全球電子化航行數位化，與電

子化航行平台一致化。通過整合每個研討會的資訊，並標準化每個 ENUW 研討

會的網站，新開放的網站將為用戶提供方便的使用界面，使各界可以在一個統一

的網站上查找大量有關電子化航行的資訊與知識。此外，整合後的 ENUW 網站

有望通過各 ENUW 研討會間的相互協調與合作，以促進電子化航行的實施及進

一步發展。 

2019年 9月 2日至 3日於韓國首爾舉行的 2019年亞太地區電子化航行研討

會（2019 ENUW AP Conference）。為符合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的政策方向，韓國海洋和漁業部(MOF)、國際航標協會(IALA)

與丹麥海事局(DMA)，自 2017年以來，一直在規劃本次的研討會，作為有關亞

太地區電子導航技術研討的論壇。因為迫切需要提高航行安全性，並減少人為失

誤的需求，觸發了對電子化航行的開發與導入的相關討論，這促使國際海事組織

(IMO)希望在 2020年開始的電子化航行服務邁出了具體的一步。 

為確保各組織在海事安全和網路安全性採取一致的數位化流程，大會將以

「電子化航行：亞太地區實施新的數位化海事服務」為主題，在多個議程上，優

先重點討論電子化航行的相關議題，包括海事服務數位化和網路安全等。藉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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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參與亞太地區電子化航行研討會的機會，並規劃參訪韓國電子航行圖 ENC 主

管單位：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orea Hydr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Administration, KHOA）、研究單位：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ips and Ocean engineering, KRISO）、執行單位：韓國水道測量與研

究基金會（Korea Hydrography and Research Association, KHRA）等 3個單位，以

提供作為本部未來規劃各項基礎測繪工作，及推動我國電子航行圖 ENC 規劃與

發展之參考，內政部爰派員參加本次會議。 

貳、出國行程 

一、會議地點及時間 

會議地點：韓國千禧首爾希爾頓酒店（Millennium Seoul Hilton） 

會議時間：108年 9月 2日至 108年 9月 3日（共 2天） 

參訪時間：108年 9月 4日至 108年 9月 5日（共 2天） 

 

二、行程紀要 

日期 停留地點 行程 

108/9/1（日） 臺北－首爾 

 啟程，自臺北松山機場搭乘中華航

空公司 CI260班機前往首爾。 

 當地時間 12：45抵達首爾金浦國

際機場後，轉乘地鐵前往住宿地

點。 

 當地時間 18：00前往千禧首爾希

爾頓酒店報到暨參加歡迎晚宴。 

108/9/2（一） 千禧首爾希爾頓酒店  參加研討會。 

108/9/3（二） 千禧首爾希爾頓酒店  參加研討會。 

108/9/4（三） 首爾－釜山 

 參訪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

(KHRA)。 

 搭乘韓國快速鐵路 KTX前往釜山

住宿地點。 

108/9/5（四） 釜山－大田－釜山 

 搭乘韓國快速鐵路 KTX前往大

田，參訪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

所(KRISO)。 

 回釜山參訪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 

(KHOA)。 

108/9/6（五） 釜山－臺北  返程，由住宿地點搭乘機場巴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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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釜山金海國際機場，並搭乘中華

航空公司 CI187班機返臺。 

 22：10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參、會議與參訪重要內容 

一、會議議程 

本次會議時間為 108年 9月 2日至 3日，共計 2天，會議地點位於韓

國千禧首爾希爾頓酒店內，會場內另有電子化航行商業展覽活動。本次會

議議程與議題相關電子檔案，皆以網頁形式提供參會者瀏覽或下載

（https://www.e-navap.org/cmm/main/mainPage.do?siteId=1）。 

 
圖 1 本次會議參與人員與海洋大學張淑淨教授 

 

二、會議與參訪情形 

會議場地位於千禧首爾希爾頓酒店 3樓翡翠廳，由電梯口出來之後，

藉由一系列海報看板，導引移動路線穿過電子化航行商業展覽區域，最後

進入會議場地；場地原規劃 168位席次，但因參與者實際超過 200位，最

後於場地後方加設椅子以容納參與者人數；另於場地後方架設多媒體控制

台，協調 3臺大型攝影機拍攝畫面與議題簡報播放，其中 1臺大型攝影機

由會場中間後方，拍攝講台與主講者正面的畫面，另外 2臺大型攝影機由

會場前方兩側，移動拍攝參與者提問畫面；會議場地亦提供即時口譯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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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於會場 1側架設口譯室，由 2位口譯員在裡面進行英文翻韓語、韓語

翻英文之工作。 

 

 
圖 2 會議場地 

 

（一）第一天（108/9/1，會議前一天） 

大會開幕前一天傍晚先至千禧首爾希爾頓酒店 1樓大廳報到，由主辦

單位：韓國海洋與漁業部(MOF)，與協辦單位：韓國海事與漁業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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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Korea Institute of Maritime and Fisheries Technology, KIMFT）之工作人

員協助報到事宜並參與歡迎晚宴。 

晚宴期間陸續由主辦單位致詞：代表韓國歡迎各位參與者參與本次大

會；國際航標協會(IALA)秘書長致詞：透過一系列 ENUW研討會相互協調

與合作，促進電子化航行進一部發展；國際海事組織(IMO)營運安全負責

人致詞：雖然全球電子化航行數位化與電子化航行平台一致化發展速度緩

慢，仍一步步確實的在進步中，愈來愈符合安全的海事服務的國際趨勢。

本部出席人員積極與參與者交流意見、拓展電子航行圖(ENC)相關人脈，

如國際航標協會(IALA)技術營運經理、丹麥海事局(DMA)專案經理等。 

 

（二）第二天（108/9/2） 

 開幕式： 

分別由韓國海洋與漁業部(MOF)副部長進行開場致詞，與國際航標協

會(IALA)秘書長進行祝賀致詞。 

丹麥海事局(DMA)總幹事之主題演講提到：ENUW在電子化航行扮演

者領頭羊的角色，數位化的電子航行雖然一開始的發展速度緩慢，最終仍

會迎來爆發性的變化，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許多單位與資源整合在一起，

包含：國際海事組織(IMO)、國際水道測量組織(IHO)、國際航標協會

(IALA)等，需要共同創造一個廣大的數位與經濟系統，以提供電子化航行

爆發性成長的基礎建設。 

國際海事組織(IMO)營運安全負責人之主題演講提到：國際海事組織

(IMO)持續促進並指引電子化航行的發展，不管是船載或岸上的基礎建設

都是同樣重要，如同全球衛星系統一般，雖然發展過程必須一步一步的進

行，同時也是世界級的挑戰，但可以預期會有個鉅大的成果。 

後續於會議場地外之天台進行合照，並由兩臺大型空拍機吊掛本次會

議之旗幟，懸停於團體兩側後方入鏡；除了靜態合照，大型空拍機亦從空

中拍攝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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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議程：開發和提供數位化海事服務 

 電子化航行海事服務（MS）產品的測試平台案例 

在案例中，電子化航行已被證實可以提高效率與安全性，海事服

務相關部門也正在研擬可用的電子化航行產品的架構，現有與新興的

產品都能證明電子化航行已成為現實可行技術；目前海事服務的協定

需要進一步去完善，包括標準與技術服務之定義，並且依照不同的使

用對象，提供可符合預期的海事服務，無論是政府或是私人，都需要

利用電子化航行的產品，去支持海事服務的運行。 

 不同標準和平台之間的協調和互操作性 

在國際間或各國內，要在不同標準和平台之間的作業具有極大的

挑戰性，定義資料共享標準、介接服務 API、認證機制與經驗共享，

才能將協調和互操作性變為可能， 

 用戶和管理員落實電子化航行的好處和挑戰 

在案例中，透過 S-100系列的資料交換標準制定與測試，以及其

他船載設備以 JASON格式傳遞額外的資訊，經由 4G LTE通訊網路，

可以實現船上與岸上資訊的互相通聯。 

 支持電子化航行海事服務產品的測試平台案例 

在案例中，建議應以既有測試平台為基礎，使用國際標準與協定，

增加與其他專案的合作，以擴大測試平台的使用範圍，藉由向歷史學

習以持續發展。 

 簡介 SMART航行專案 

韓國 SMART航行包含 5大服務：海上交通協調與優化服務、海

域知識服務、積極主動的海上安全管理服務、遠端協助服務、與海上

遠程信息處理服務。是國際海事組織(IMO)於韓國施行的一種電子化

航行，並與國際海事組織(IMO)電子化航行架構保持一致，其目的在

於增強韓國水域內非 SOLAS 與 SOLAS 間船舶於海上航行之安全，

並根據船舶所遭遇的情況，提供安全訊息、警告、警報、緊急警報與

指導；目前正進行驗證與確認中，預計 2021年開始佈署服務。 

第 2議程：船舶航行和通訊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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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戶（船員，駕駛員，航運）的電子化航行海事服務需求 

建議「對於所有資源的現使用情況，來重新構想如何最大程度地

了解所面對的情境」；新版的航海手冊是以電子化航行為中心的版本，

在規劃航行路線計畫與所涉相關資訊時，應該以電子航行圖(ENC)資

訊優先為原則，相對於過去傳統紙本海圖優先，優點在於能提供可驗

證並可共享的電子航行路線文件，每條航行路線安全餘裕程度，在電

子化裝置 ECDIS亦可手動進行位置檢查。 

 智能海洋 - 整合數位服務，實現高效安全的海上導航 

透過雲端服務可以結合水陸、海域與港相關數據，以便向船舶與

港口提供所需數據。在未來，智慧型終端經由 5G通訊網路取得數據

將可能實現；雲端服務集成的資料可傳遞到用戶自己的平台上，用戶

自己生成的數據亦可提供為雲端服務平台的一部分。 

 用於實施數位導航的船載設備：ECDIS，ECS和行動 APP 

透過通用的水文數據模型：S-100系列資料集與標準，實現 ECDIS、

ECS、與行動設備之間的顯示一致性與互操作性，落實國際海事組織

IMO電子化航行的概念，除了提供 SOLAS船舶，亦能提供非 SOLAS

船舶相關的海事服務，以提高不同船舶航行安全。 

 SMART航行專案中的海事數位通訊測試平台 

在案例中，韓國透過沿岸 4G LTE通訊網路實現近岸 10Mbps資

訊傳輸；透過數位高頻訊號 Digital HF實現 100至 2,000公里 51kbps

資訊傳輸；透過沿岸非常高頻訊號 VDES-TER 實現 100 公里內

307kbps資訊傳輸；透過衛星非常高頻訊號 VDES-SAT實現全球覆蓋

範圍內 307kbps資訊傳輸。 

 LTE-Maritime：擴展無線電覆蓋範圍和高速數位通訊 

在案例中，4G LTE通訊網路在資訊傳輸速度上可以取代 VDES，

在通訊設施上比衛星便宜，亦可透過 4G LTE通訊網路漫遊實現全球

沿岸覆蓋。 

 資訊交換的演變 - 為什麼我們需要MCP？ 

海事服務連通平台MCP包含，海事服務身份註冊：用戶、船舶、



8 

 

設備等，透過唯一的識別符號：MRN 碼進行標準化的訪問服務；海

事服務註冊：可以依照關鍵字、服務涵蓋範圍等搜尋可用的服務端點；

海事訊息服務：透過點對點的方式，進行資料串流的儲存或轉發，單

一的資料串流可由不同的服務端點提供。 

 國際海事組織(IMO) FAL / NCSR對於促進發展海事服務的工作 

在促進發展海事服務的工作中，國際海事組織(IMO)委員會的主

要目標在於確保一致化、標準化、數位化、促進報告自動化、與資料

的再使用化；相關的海事服務必須得到國際海事組織(IMO)協調下才

得以成功，國際航標協會(IALA)與國際水道測量組織(IHO)也需要增

加關注的重點，以及願意做出貢獻；除了必須協調產品規格與技術解

決方案，還更需關注成果。 

 挪威和新加坡的 SESAME II創新和測試平台 

SESAME II是在挪威和新加坡施行的一種電子化航行解決方案，

提出了為什麼船舶應與目的地共享其航線和預計到達時間？在單一

（生態）系統的基礎，啟動自動化流程：報告重點將會是已知的、可

以識別並訂閱沿途的海事服務、可以協調可用的泊位和港口服務。 

 為海事行業策劃資訊技術 IT，操作技術 OT和數據農場 

軟體的資訊技術 IT 與硬體的操作技術 OT 在許多方面都具有不

同的特徵，當兩者之間需要有更高的連接性時，同樣的會有更高的機

會被駭客入侵；為了使系統或服務更加安全與可靠，可以引入資訊技

術 IT、操作技術 OT與數據農場之間的協作，並且所有的概念都應該

有適當的指引，或由指導小組精心規劃。 

 NAVTOR新的創新服務 

NAVTOR是系統商提出的一種電子化航行方案：實施船隻跟踪、

船舶投資組合管理、圖表更新歷史、顯示船舶 AIS目標、定時和營運

報告、應急工具、成本追踪、端口搜索、訂閱證書、路線和通行計劃。 

（三）第三天（108/9/3） 

第 3議程：電子化航行的合作與基礎能力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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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製定電子化航行海事服務和能力建設計劃(IMO)指南 

國際海事組織(IMO)認為必須要有一個全球一致化的實施計畫，

與逐步協調方法；藉由協議好的海事服務國際標準、建議和指南，去

進行訊息交換、資料數位化與一致化；協助各國尋求實施海事服務的

需求、或審查與增強現有的服務，以實施電子化航行的目標。 

 利益相關者的角色（管理者，行業，用戶，非政府組織和政府間組

織） 

為了在全球範圍內實現一致且可用的電子化航行服務，需將數據

產品註冊服務至電子化航行服務內，並必須存在 4 個資料檔：S-100

系列數據規格之產品、技術服務之設計說明、技術服務之規格、技術

服務之實例說明；並建立成承載服務的基礎設施，以制定良好的業務

案例進行推廣。 

 國際雙邊和多邊合作 

以新加坡為例，合作涉及航港局、港口營運商、研究機構與產業，

基礎能力建設涉及多個層面與計畫，需針對不同的需求與成果，要有

不同的夥伴關係與機制。 

 基於網際網路的電子化航行海事服務 

APPWeb是韓國電子化航行之海事服務其中一個平台，持續加強

韓國地區海事服務資訊內容，並支持該海域船舶使用電腦與網路瀏覽

器，免費取得海事服務資訊；預計 2020年開始提供電子化航行服務，

作為邁向數位化與海事領域第 4次工業革命的墊腳石；電子化航行就

如同行動裝置用指尖縮放一般，是一項技術革命，以滿足用戶和市場

的需求；其中需要全球數位化海事服務之群體合作，透過基礎能力建

設與全球性的測試環境，以便不斷發展技術，並在各國實現成果共享。 

 澳大利亞以電子化航行實施海事服務的現況 

以澳大利亞為例，不同層面會面臨許多課題，網路安全：船舶與

岸上的系統連接愈來愈多設備，大型、分散式且複雜的系統，容易有

更多的漏洞，攻擊範圍從數據收集到惡意活動，都會對船舶營運造成

干擾，以致風險難以預測；通訊需考量通訊覆蓋範圍、數據流量、使

用專線還是共享網路，未來更面臨資訊的快速變化，更多的數據需要

更快的傳輸，如何克服傳輸範圍的限制等；服務提供者：國家、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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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商如何責任分工，國家級工作團隊的重要性、之間如何協調、

如何在瞬息萬變的環境共享訊息，數位化時代如何自動化；自律系統：

如何讓人信任，如何消除使用者的厭倦感與疲勞感，如何培訓自動化

時代的操作員。 

 

第 4議程：海事部門的網絡安全 

 海事自律系統的保護 

以澳大利亞為例，具有更高自律水平的系統正在迅速發展，但也

可能嚴重打亂船舶管理；隨著我們面對電子化航行，如何適應、決策、

交流、與人機互動朝向更高的自律程度邁進，決策與行動的品質保證

將需要有別於傳統的新方法認證；行為視角將提供一種統一的方法來

解決系統自律、人、與人為自律所帶來的問題；並提供對行為的不確

定進行量化，以便可以對利益關係者、監督者的決策過程提供相關資

訊。 

 丹麥政府網絡安全和資訊戰略 

以丹麥為例，網絡安全和信息戰略包含 6大面向：歐盟國際法的

施行、海事服務網路和資訊安全論壇、給海事部門的建議、專注於網

路安全管理相關的標準化作業流程、網路文化與意識、網路風險管理、

海事部門與網路安全中心之間的交換節點。 

 一般海岸基礎系統架構的網路安全 

以韓國 SMART海事通訊平台為例，系統開發階段的風險評估和

保護流程的方式，是透過分數系統決定風險等級，優先對弱點系統進

行安全控制或更改系統設計，以降低網路安全風險；在整個系統的生

命週期內進行網路安全管理，橫向涵蓋整個軟體開發歷程的各個階段，

縱向涵蓋各個軟體、硬體、系統設計層面。 

 船載網路安全活動 

以韓國 Shipping 4.0為例，海事領域將帶來許多變化，海事服務

系統將不再獨立執行，從硬體、封閉軟體、單一執行的開放軟體、集

成系統、到智能系統，從成本效益到安全保證，從單個設備到集成的

系統測試，數據連接與開放系統將成為一大課題，網路安全與保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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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變得更加重要，這都需要國際合作的參與，來面對網路安全的需求。 

 保護憑證免受網路詐欺 

區塊鏈標準化：透過設計區塊鏈標準，相關利益關係者都可以自

動驗證和使用數位證書；網路安全風險：駭客只會在暗處伺機而動，

透過相關產業的準備，使駭客的任務更加艱鉅，並使其更難以滲透任

何類型；轉移成區塊鏈所核發的證書：這將幫助相同項目的利益關係

者都具有 100％可驗證的證書，並在基於區塊鏈的安全環境中交換資

訊。 

第 5議程：即將舉行的電子化航行會議 

 簡介 ENUW綜合網站 

新開放的網站將為用戶提供方便的訪問界面，以連接國際電子化

航行 ENUW International、北美地區電子化航行 ENUW North-America、

與亞太地區電子化航行 ENUW Asia-Pacific，並整合與標準化每個研

討會的資訊和網站，以便在一個統一的網站上訪問大量有關電子化航

行的資訊與知識（https://www.e-navap.org/）。 

 簡介 2019年北美電子化航行研討會 

2019年北美電子化航行研討會，於 2019年 11月 12-13日舉行，

將由國際航標協會(IALA)、與海事服務無線電技術委員會（Radio 

Technical Commission for Maritime Services, RTCM）主辦，會議地點

位於坦帕港的會議中心，會議主題是電子化航行正在創建的海事資訊

環境的廣泛應用，並將解決關鍵基礎設施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未來發

展的基礎，參與者將學習到可供航海員使用的創新工具，以及影響海

事界的政府計劃，並就電子導航的開發和應用提出建議，以提交給國

家和國際海事主管部門和標準制定組織。 

 簡介 2020年數位海洋研討會 

2020年數位海洋研討會，於 2020年 1月 28-30日舉行，將由丹

麥海事局(DMA)主辦，會議地點位於 Pearl Seaways 郵輪上，借助新

技術和數位化技術，海洋世界正處於向數位世界轉變的重大變革的邊

緣，有人將其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這種轉變還需要新的業務模型、

新的能力，嶄新且升級的法規以及新的工作和協作方式，會議的目的

是藉由召集來自海洋世界的不同利益關係者，以提出有關未來遠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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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方向的建議。 

 簡介 2019年電子化航行工作坊 

2019年電子化航行工作坊接續於 2019年亞太地區電子化航行之

後，於 2019 年 9月 4-6日在釜山舉行，工作坊是韓國與國際海事組

織(IHO)基於綜合技術合作計畫備忘錄所商定的活動，透過協調船上

海洋資訊的收集、整合、交換、表示和分析，並通過電子手段加以遵

守，以增強從泊位到泊位的航行及相關服務，以確保海上安全和保安

以及保護海洋環境。 

本部於派員出國前，積極與研討會秘書處聯絡，表示參加工作坊

的強烈意願，但仍被秘書處以非「國際海事組織(IMO)指定的發展中

國家名單」為由婉拒，無法參加。 

 簡介 2020年船舶交通服務與電子化航行座談會 

第 14屆 2020年船舶交通服務與電子化航行座談會，於 2020年

5月 25-29日舉行，將由荷蘭基礎建設與水管理部、與國際航標協會

(IALA)主辦，會議地點位於荷蘭鹿特丹世貿中心，會議主題是電子化

航行的概念下，結合現代船舶交通服務 VTS 與海事服務，為來自世

界各地的組織，營運商，技術和工業海運之經理及專家，提供展示與

共享知識機會，並討論有助於安全，高效，安全航行的創新發展，航

運以及海事領域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合作。 

第 6議程：各議程討論和總結 

 會議通過要點 

1. 重要的是，同時在 SOLAS和非 SOLAS船舶推動電子化航行（或

“數位海事服務”）的背景下，繼續開發和落實一致的海事服務。

尤其是，此類服務有可能極大地提高非 SOLAS船的安全性，例

如漁船和國內客運渡輪。 

2. 在電子化航行的背景下，為國際海事組織(IMO)-海事服務規劃的

未來發展做出貢獻是非常重要。 

3. 有必要根據數據產品規範和技術服務說明來規劃現有和新興的

電子化航行服務，例如，如國際航標協會(IALA)指南 G1128（關

於電子化航行技術服務的規範）所述。 這將有助於數位海事服

務的協調性和互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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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TE-M是一種已經過驗證的數位海事通訊系統。3GPP和國際海

事組織 IMO-ITU 專家團隊將繼續加強 LTE-M 並開發新的通訊

標準。 

5. 在電子化航行的背景下，應更加重視基礎能力建設。在這方面，

由國際海事組織(IMO)和國際航標協會(IALA)等組織帶頭的國

際及區域合作倡議是至關重要的。 

6. 並提出建立全球海事創新聯盟的想法。在發展海事產業以應對第

四次工業革命時，這可以成為促進國際合作的一種機制。 

7. 共享網路攻擊的相關訊息是非常重要的，任何經驗所受到的教訓

都可以納入風險管理計劃中。為了促進安全的訊息交換，需要一

種提供可信任的身份認證架構。 

8. 建議和專案，尤其是測試平台，應更加注重結果，並在可行的情

況下，與用戶和產業合作方式進行。 

9. 新的測試平台應以先前測試平台的結果為基礎。應使用國際海事

組織(IMO)和國際航標協會(IALA)報告模板，來共享電子化航行

的測試平台結果。 

（四）第四天（108/9/4） 

參訪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Korea Hydrography and Research 

Association, KHRA） 

 介紹： 

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KHRA)，於 2004年取得財團法人許

可；2005 年依海道測量調查法為法源基礎，成立基金會；2007 年分

別與日本海道測量協會、英國(UKHO)等 2家海圖經銷單位簽訂備忘

錄；2008年與挪威海道測量局（海圖經銷單位）簽訂備忘錄；於 2010

年為海道測量工程師提供職業培訓管理服務；2015 年被韓國海洋與

漁業部(MOF)指定為公有事業組織；作為韓國電子航行編繪與發行的

主要執行單位。 

 願景： 

做為海洋資訊專家，指引安全與幸福的海上航道；透過提供準確

的海洋資訊，為海洋產業的發展做出貢獻；以最高的專業水平，準確

性和責任感為核心價值，以履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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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 

 

 任務-海道測量： 

海道測量成果審查：為了確保通過海道測量而獲得的最終產品

（海道測量成果）的質量而進行的檢查工作。 

海道測量技術指導：在進行海道測量時，對相關的測量技術事項

進行技術支援，指導和監督的工作。 

海洋觀測設施管理：為了長期和連續地收集國家管轄海域的最新

觀測資訊，而有效管理國家海洋觀測設施。 

 任務-海圖資訊： 

海圖：根據最新的測量成果，在海圖中反映了用於船舶安全航行

的最新航行資訊數據；並負責海圖出版，供應和庫存管理。 

電子航行圖：根據國際海道測量組織（IHO）S-57或 S-101標準

而製作的電子航行圖，可依 S-63 標準進行加密提供，並可載入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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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圖顯示與資訊系統(ECDIS)展示 S-52標準顯示之相關資訊。  

航海刊物：包含安全航行船隻所必需的信息（所有形狀，海路，

港口，漁港錨地，沿海條件等），並包括航行指南、信號圖、潮汐圖、

潮汐表、燈塔圖、天文曆書、及所有海圖，電子航行圖和航海刊物的

目錄；並負責航海出版物的供應和庫存管理。 

領海基點：管理和維護以確定管轄範圍（內水，領海，鄰接區，

專屬經濟海域）的領海基點，以支持國家海洋政策目標的實施。 

海道測量基點：基於衛星參考點和垂直基準面的參考點，用於在

海道測量時，確定水平位置，高度，深度測量值和海岸線。 

 任務-海道測量技術研究： 

海道測量教育中心：為了發展海洋觀測、海道測量以及安全航行，

以引領相關技術的發展，關鍵業務包含：下一代電子航行圖試製和出

版標準（S-101）、制定國際海道測量培訓中心（TRDC）海道測量課

程的國際認證計劃、建立 e-Navi小型船舶電子航行圖服務系統。 

海道測量工程師培訓：階段性並持續進行基礎和專業培訓，以提

高海道測量工程師的專業知識和技術職能。 

 參訪會談內容： 

 

圖 3 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 KHRA 

左 5：會長 JIN Joon Ho、左 3：KIM Younsoo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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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人員抵達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KHRA)之後，先拜會

基金會會長 JIN Joon Ho與主任 KIM Younsoo博士，說明此行參訪的

目的，並表達希望建立兩國電子航行圖團隊持續技術交流的合作關係，

並互相交換見面禮；接著由電子航行圖發行經理 LEE Jaeyon 與雙方

電子航行圖團隊進行參訪會談： 

透過宣導影片傳達成立過程、宗旨、願景、核心價值、組織架構

與主要任務，讓外賓快速的了解該單位的整體概況；接著以宣傳簡報，

逐一說明主要任務的執行現況；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KHRA)

雖然沒有外業測量團隊，但涉及海道測量的資料需送交他們進行審查

與認證，以第三方中立的角度，對海道測量成果進行品管；訂定海道

測量相關儀器的率定檢校流程，以確保各項儀器在施測前皆符合標準，

指導並監督外業測量團隊了解與執行檢校流程的各項細節；領海基點

與水準點以 1年 2次的頻率進行檢查，以確認基點現況與變動情形；

組織規劃上，海道測量資料處理與製圖各自有獨立的團隊負責，製圖

人員在編制上，計 13 人，目前電子航行圖團隊已不需從無到有製作

全新的電子航行圖，僅需負責更新電子航行圖；韓國的電子航行圖，

在相同比例尺的使用目的（Usage Band），以不重疊的圖框範圍進行

分幅，總計超過 500 幅的電子航行圖由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

(KHRA)進行維護與發行，部分敏感區域的電子航行圖由韓國水道測

量與海洋局(KHOA)管理。 

電子航行圖的標準 S-57 施行已久，為符合電子化航行進步的趨

勢，而有了 S-100 系列標準，電子航行圖為了符合標準系列中的 S-

101，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KHRA)陸續將電子航行圖轉換成新

資料標準 S-101，藉由大量的轉換，解決所發現的各種問題，並載入

電子航行圖顯示與資訊系統(ECDIS)進行測試，確認各項物件與屬性

能正確顯示，以期在全面推動前訂定出使用指引；國際海道測量培訓

中心（TRDC）除了訂定符合標準 S-8B（B類海圖製圖員的能力標準）

的國際認證計劃，亦持續培訓海道測量工程師的計算與進階能力；目

前符合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 SOLAS）船舶，規定需使用電子航行圖顯示與資訊系統

(ECDIS)，並載入官方發行的電子航行圖(ENC)，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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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KHRA)亦發展 e-Navi小型船舶電子航行圖服務系統，以提供

航行圖資供非 SOLAS的小型船舶使用。 

 

（五）第五天（108/9/5） 

參訪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ips and 

Ocean engineering, KRISO） 

 介紹： 

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KRISO)附屬於韓國海洋科學技術

研究所 KIOST（Korea Institute of Oc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IOST）

之下，為韓國國家級研究中心之一，成立於 1976年，在開發技術、

制定國家政策和應對國際法規層面發揮領導作用。 

 願景： 

作為韓國船舶和海洋工程領導者：通過管理目標確保全球技術競

爭力，建立工業生態系統的核心基礎，加強穩定和創造性的操作系統，

致力於通過開發、應用、商業化和研究原始技術來解決國家問題、亦

通過對領先國際標準的創新研究來滿足對技術和政策的需求。 

建立對開放、合作、生產船舶和海洋工程的穩定研究環境，以推

動創意經濟：以知識型中心、負責任的管理、創新技術、社會和工業

外聯、開放式協作等作為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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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 

 

 任務-海洋安全和環境研究： 

致力於通過開發相關技術來減少海事事故並最大程度地減少因

此造成的損害。為防止海事事故，必須增強船舶，海上乘員和海上交

通環境（自然，基礎設施，法律法規和系統）的安全性。為此努力開

發建設先進的海上交通基礎設施所必需的技術，例如電子導航和 PNT

（位置，導航，時間），自主航行和導航支持系統技術，海上 GIS技

術，預防人為錯誤的技術，海上事故回報技術。 

智能海事安全技術：考慮人為因素的海上事故預防與管理技術；

智能情勢感知；用於船舶導航和交通控制。 

電子導航基礎設施及其海上安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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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 HNS（危險和有毒物質）洩漏事故應對技術：結合準備，回

應和恢復，開發有效管理的海上 HNS溢漏事故的整體解決方案。 

開發技術以加強 DGNSS服務能力並在港口進行 PNT（位置、導

航、時間）監測：開發 DGNSS集成軟件 RSIM（參考站和完整性監

控器）複雜技術的增強技術，並進行船廠導航信號集成監控和容量評

估，以開發可測量港口 PNT（定位、導航和計時）服務信譽的港口平

台技術。 

多功能智能 USV（無人水面載具）的開發：3噸級無人水面載具，

用於海上監視和調查（最大速度為 45節，可在海面狀態等級 4以下

使用）；無人載具導航和執行任務的遠程控制和監視系統（可運行超

過 20公里）；自主障礙物跟踪和避撞技術。 

先進的海事 M＆S（模型與模擬）技術：用於虛擬導航的 M＆S

技術；訓練模擬器技術以應對緊急情況；船舶和交通設施的安全分析

和驗證技術。 

S-100（通用水文數據模型）標準技術和下一代水文數據的試驗

平台系統：開發 IHO 和 IMO 應用於水文數據和電子導航服務的 S-

100核心技術；開發涵蓋下一代 ENC的水文數據測試台。 

 參訪會談內容： 

 
圖 4 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 KRISO 

中間：OH Sewoong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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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人員抵達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KRISO)之後，由電子

化航行研究室 OH Sewoong博士帶領參觀研究設施，拖曳式試船池：

試船池大小為長 200公尺、寬 16公尺、深 7公尺，以模型船測試船

舶的基本性能、螺旋槳性能、船體結構型式評估、流量可視化、破浪

波形模式分析等，亦承接韓國海軍新型軍艦測試，完成超過 1800艘

模型船的測試；海洋工程水池：水池大小為長 56公尺、寬 30公尺、

深 4.5公尺，模擬現實的海樣環境，包含波浪、風與洋流，以進行船

舶和海上結構的操縱性測試，以及對海洋設備的性能評估，參觀時正

進行水下無人載具 ROV（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的採礦作業測

試，以評估深水採集礦物的作業能力；全任務艦橋模擬器：以 5個球

形螢幕涵蓋水平 225 度、垂直 32.5 度的艦橋視角，可依不同船舶的

動力學參數與三維地形資料建模，以模擬其操作特性，受外力（例如

風，浪，流和天氣）時的航行姿態模擬，海上交通安全和海上事故分

析，亦作為新型船舶的培訓設備，另有 3套小型的艦橋模擬器；之後

至 OH Sewoong博士的電子化航行研究室，說明此行參訪的目的，互

相交換見面禮後，進行參訪會談。 

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KRISO)為韓國電子航行圖 ENC 的

研究單位，並由 OH Sewoong博士主持「標準 S-100系列（通用水文

數據模型）標準技術和下一代水文數據的試驗平台系統」任務，OH 

Sewoong博士多次於電子化航行相關研討會發表標準 S-100系列的核

心技術，與下一代電子航行圖(ENC)的測試環境與成果。OH Sewoong

博士說明：目前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KHRA)需負責包含不同

使用目的（Usage Band）共上千電子航行圖 ENC 圖幅範圍，其範圍

會大於紙本海圖範圍，另實際測量範圍與電子航行圖 ENC 圖幅範圍

大致一致，由外業測量團隊送交測量成果給電子航行圖 ENC 團隊製

圖，所以實際會有兩條產品線以製作符合新標準 S-101之電子航行圖

ENC，一個是以舊標準 S-57轉換成新標準 S-101，另一個是以測量成

果製作新標準 S-101之電子航行圖 ENC，以檢查之間的差異；由於新

舊標準交替，許多流程與成果需要一直檢核，如以 CARIS HPD製作

電子航行圖 ENC時，需同時產製舊標準 S-57與新標準 S-101，以比

較之間的差異，透過 CARIS HPD 轉換工具將舊標準 S-57 轉換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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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S-101時，轉換結果仍有 20％需要人工檢視與處理，另因美國國

家海洋與大氣總署(NOAA)使用 ESRI Composer軟體製圖，亦需比較

不同軟體之間的差異；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 KHOA 作為韓國電子

航行圖(ENC)的主管單位，訂出今年（2019年）需完成 800幅新標準

S-101之電子航行圖(ENC)，明年（2020年）需完成剩餘 400幅，2022

年需完成電子航行圖顯示與資訊系統(ECDIS)能正確展示新標準 S-

101電子航行圖(ENC)之修改，以期 2024年電子航行圖顯示與資訊系

統(ECDIS)能支持韓國船舶使用新標準 S-101電子航行圖 ENC，2026

年能支持使用全球新標準 S-101電子航行圖(ENC)；相較於新標準 S-

100系列，舊標準 S-57之電子航行圖(ENC)在資料內容上減少很多細

節，而新標準 S-100系列各資料項可以保留原本的細節，因此在產製

電子航行圖(ENC)時，新舊標準應視為不一樣的產品去看待，包含資

料源、資料細節、處理流程、產品顯示、平台相容性等。 

參訪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orea Hydr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Administration, KHOA） 

 介紹： 

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HOA)，成立於 1949年，歷經多次組織

調整，目前隸屬於韓國海洋與漁業部(MOF)之下；於 1957 年加入國

際海道測量組織(IHO)，作為正式成員；為韓國電子航行圖(ENC)的主

管單位。 

 願景： 

目標：進行海洋觀測和海道測量，以確保水域安全；從海道測量

和海洋數據中創造附加值；支持海洋政策。 

策略：在韓國水域進行海洋觀測和海道測量；提供航行資訊以防

止海上事故；根據海洋預報數據開發基礎設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提供以用戶為中心和客製的海洋資訊；建立有效的海洋觀測和海道測

量基礎設施；利用海洋觀測和海道測量數據創建新的產業；擴大國際

合作，加強其在國際社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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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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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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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會談內容： 

 
圖 5 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 KHOA 

左 3：高級副主任 Park In-sun、右 2：海圖科科長 Shin Arum 

 

我方人員抵達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HOA)之後，先拜會高級

副主任 Park In-sun與海圖科科長 Shin Arum，說明此行參訪的目的：

作為兩國電子航行圖的主管單位，希望建立兩國電子航行圖經驗交流

的合作關係，並互相交換見面禮；接著由科長 Shin Arum與兩方電子

航行圖團隊進行參訪會談： 

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HOA)依「空間資料建立與管理法」

（ 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MANAGEMENT, ETC. OF 

SPATIAL DATA ） 及「空間資料建立與管理強制命令」

（ ENFORCEMENT DECREE OF THE 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MANAGEMENT, ETC. OF SPATIAL DATA），

作為海域觀測與海道測量之主管機關，目前轄下共有 8艘測量船，定

期每 5年完成各主要港口範圍測量，每 10年完成其他港口範圍測量，

並可依需求調整測量順序與計畫；目前已完成韓國海域的全面測量，

除了需持續更新航船布告，應已不需要其他單位的測量資料，但其他

單位仍會以互惠的方式提供；各港口定期與不定期的海事工程，依法

需主動提供相關資料，但有時還是會以公文索取；轄下測量船需依規

定的測量標準進行施測，測量資料亦須通過各項檢查項目，才能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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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資料源提供後續使用。 

韓國作為國際海道測量組織(IHO)之正式會員，亦聘請加拿大 IIC 

Technologies公司之資深製圖專家規劃完整的製圖課程、授課與實作，

以培訓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HOA)，與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

會(KHRA)之製圖員專業能力；韓國紙本海圖與電子航行圖(ENC)使

用相同的製圖資料源資料庫（Source Data Base），轄下管理紙本海圖

390幅、電子航行圖(ENC) 509幅、主要港口之航行指南與航行刊物

等，並以 POD（Print On Demand，依客戶需求隨選印刷）服務提供約

90位客戶使用；其中電子航行圖 ENC亦轉換成數位航行圖（Digital 

Chart）版本，以提供 GIS軟體 API介接使用；製作特殊使用目的之

海圖，如飛翼船用海圖（Chart for WIG Ships，利用翼地效應的一種

水上交通工具，為韓國 6大國家項目之一）。 

在國家政策上，主導「標準 S-100系列之單一設備、測試系統與

測試船之全面測試」計畫；在韓國海洋與漁業部(MOF)之電子化航行

e-Nav 計畫項目之下，在 LTE-M 通訊環境，進行標準 S-100 系列產

品自動化更新的研究、非 SOLAS船舶使用之 ECS系統開發、僅供政

府機關使用的電子航行圖(ENC)軟體開發、電子航行圖(ENC)與系統

電子航行圖 SENC（自有格式）之驗證軟體開發。 

隨後參觀東海獨島展示館，展示館除了就獨島的空間位置、歷史

文獻、自然科學證據等，闡述韓國對獨島主權事實外，亦設有海道測

量技術之海報與模型，與艦橋模擬器等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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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本次亞太地區電子化航行研討會，在兩天的會議期間，各議程內容均十分豐

富，也完整涵蓋電子化航行在各層面所需因應課題，也因此更加瞭解海域空間資

料庫與電子航行圖，是安全航行、海域建設、經濟活動、永續發展的重要基石。

另參訪電子航行圖相關單位，藉由瞭解韓國在電子航行圖 ENC 執行與發行的現

況，單位之間的協作方式，以及因應國際趨勢之作為等，作為我國電子航行圖

ENC在管理、研究、執行與協作上之重要參考。以上，對本部未來規劃各項基礎

測繪工作，及推動我國電子航行圖 ENC 規劃與發展具有重大的助益，茲就本次

參加會議與參訪電子航行圖相關單位，獲得心得如下： 

一、標準 S-100系列 

 
圖 6 IHO 標準 S-100系列示意圖 

舊電子航行圖標準 S-57，於 1992年 5月正式採用，已被普遍接受為電子航

海圖（ENC）的基礎標準。標準 S-57版本 3.1在 2000年 11月“凍結”，並將保

持不變，直到不再需要為止。2007年 1月，為滿足國際海事組織(IMO)的需求，

國際海道測量組織(IHO)發布了 S-57補充文件，以使群島海道和特別敏感海域能

夠編碼並包含在電子航行圖 ENC中。S-57的特徵之一是，定義所有電子航行圖

(ENC)內容的物件和屬性目錄，作為標準的組成內容。 

新標準 S-100系列提供了新一代的海域地理空間資料標準，以支持各種與海

域相關的數位資料源。它完全符合主流的國際地理空間標準，尤其是 ISO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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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地理標準，從而使地理空間資料更容易地匯集到 GIS地理空間軟體中。標準

S-100系列擴充了標準 S-57內容，本質上比標準 S-57更靈活。新標準規定了圖

像和網格數據類型，增強的元數據和多種編碼格式的使用。它還通過專用的在線

註冊表（由相關的國際組織維運），為物件、屬性和描述提供了更加靈活和動態

的維護機制。基於 ISO 19000系列標準和規範，並作為可以與之互操作的組件框

架。這些標準和規範還用作大多數現代 GIS地理空間標準開發活動的基礎，並且

與其他標準開發計劃（例如開放地理空間聯盟（OGC））緊密結合。 

二、海域資料的地理資訊 GIS標準化與管理 

海域資料包括水深地形、潮信資料、海事界線、陸域邊界、海洋保護區、航

船布告、航路管理、港口服務與設施、礙航物管理、助導航設施、水位觀測與預

測、表面流觀測與預測、天氣觀測與預測、波浪觀測與預測等，大多資料皆有地

理空間資訊（平面位置、分布、範圍或垂直資訊），於標準 S-100系列亦訂定其

資料標準，各項海域資料可依標準做成地理資訊 GIS資料庫，以圖形界面的方式

管理，由各主管機關維護資料庫的內容與正確性，避免資料存在不同的平面坐標

系統或垂直基準、僅有紙本或以文字描述空間資訊、港區與施工範圍未更新至現

況等情況發生，減少需要一再的人工確認工作。 

各項海域資料經過地理資訊 GIS 標準化後，僅需透過 API 介接的方式，就

可依其需求顯示與整合相關資訊，在航行安全的管理上，有助於各主管機關全面

了解海域資訊，減少普查非主管業務的各項成本，資料交換上亦可依標準產製，

避免不同格式之間轉換而造成落差。如紙本海圖上的各項圖徵無法即時更新，或

反應現況；如助導航的位置、屬性、現況等，由主管港口管理維護，亦不需由其

他單位進行普查，或造成資訊缺漏；一般民眾的海域活動更可使用行動 APP 介

接顯示相關資訊，提高海域活動的安全性。 

三、政策推動的法源依據 

電子航行圖的製作與推行，不僅僅只有利於航行安全，其內容資訊也是其他

事務與活動的重要基礎，包含：海域資源開發、海域環境的保護與管理、海域劃

界、國家海域空間基礎資料、海域休閒遊憩、觀光旅遊、海上防禦與保安、海嘯

災害與淹沒模擬、海岸管理、海洋科學、航運與國際貿易、離岸與海底設施（風

電、電纜、管線）、漁場與保護區劃定等，亦會涉及其他主管事業機關之權責與

業務，資料取得、檢查與使用等，如何與其他主管事業機關協作與交流機制，先

需要有法源依據作為最有力的依靠。 



28 

 

本部就海圖製作與海域測量的相關法源：國土測繪法、國土測繪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基本測量實施

規則、應用測量實施規則等，如何就現有法律條文去組織推動電子航行圖政策所

需論述與依據，是持續推動電子航行圖業務及與其他主管事業機關順利協作的重

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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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一、持續參與國際會議，汲取國際經驗，瞭解國際發展趨勢 

電子化航行是海上航行安全的重要變革與目標，亦是國際發展的重要趨勢，

更涉及官、產、學、研等不同層面，影響的航運、軟體資訊、資訊安全、硬體系

統、通訊等產業更是不計其數。各國與國際組織亦就電子化航行的目標，定期舉

辦研討會，各研討會依其需求與需解決的課題，訂有不同的討論主題。為瞭解國

際發展的現況，以跟上世界革新的潮流，建議應持續派員參與國際會議，汲取國

際寶貴的經驗，掌握最新的管理機制與知識，作為本部相關業務後續規劃與管理

之重要參考依據，促進官、產、學、研邁向進一步的發展，避免故步自封、閉門

造車與國際趨勢脫鉤，喪失國際競爭力。 

二、加強宣傳國內電子航行圖成果，促進國內與國際交流與合作 

本部歷經 10餘年的準備，包含大陸礁層調查計畫、海域調查與圖資整合發

展計畫等研究與測量成果，於 107年 11月成立「臺灣電子航行圖中心」，並陸

續產製臺灣官方的電子航行圖於國際發行，建議未來在經費的許可下，舉辦成果

發表會、工作坊或研討會，藉此與其他海域業務及資料之主管機關、相關產業、

研究單位等進行交流，促進資料成果共享、海域資訊整合、協作機制完善、整體

製圖技術與資料品質的提昇；另建議邀請國際組織的成員或國外的專家學者，來

分享寶貴的經驗，藉由共通性議題的討論，進行各種面向的交流，或創造合作機

會。 

三、新一代資料標準的研究與測試 

新一代資料標準 S-100系列，歷經不斷的發展、測試與驗證，為滿足不同使

用者的需求，除訂定標準的修訂歷程，標準 S-100系列將於 2020 年進入全面的

實作，也就是轄下各海域資料的產品規範將不會有大幅度的更正與擴充，讓軟體

與硬體配合開發與調整，以其完整且正確的顯示各項海域資料。藉此全面實做的

機會，更應儘速進行基於新一代資料標準的電子航行圖(ENC)研究與測試、新舊

標準之成果轉換測試、轉換差異的處理與解決方法，以期跟上國際新一代資料標

準的發展時程。 

四、跨部會協作與檢查機制 

藉由電子航行圖製作與推行的需求，協調各相關部會與單位，就主管的海域

資料內容與格式標準化、海事工程前中後期相關與必要資訊、海事區域的位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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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漁區、保護區、演習區等）、航船布告登打與製作、助導航設施的位置與

屬性、港區與航道的維護與測量，海道測量的規範等，逐一協調並訂定檢查機制，

提高資料品質，減少人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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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會議與參訪照片 

 
圖 7 本次會議場地：韓國千禧首爾希爾頓酒店 

 

 
圖 8 1F大廳報到處 



32 

 

 

 
圖 9 海報看板 

 
圖 10 會場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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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電子化航行商業展覽-1 

 

 

圖 12 電子化航行商業展覽-2 

 

 

圖 13 口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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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韓國海洋與漁業部(MOF)部長 

 

 

圖 15 國際航標協會(IALA)秘書長 

 

 

圖 16 國際海事組織(IMO)營運安全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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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國際航標協會(IALA)技術營運經理 

 

 

圖 18 丹麥海事局(DMA)專案經理 

 

 

圖 19 韓國海洋與漁業部(MOF)副部長 

 



36 

 

 

圖 20 丹麥海事局(DMA)總幹事 

 

 

圖 21 開幕式合照 

 

 

圖 22 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KRISO)，OH Sewoong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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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KHRA) 

 

 

圖 24 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KHRA)-宣導影片 

 

 

圖 25 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KHRA)- 

電子航行圖發行經理 LEE Jaeyon（左 2）與電子航行圖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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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韓國水道測量與研究基金會(KHRA)-3臺 ECDIS用於檢查電子航行圖 

 

 

圖 27 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KRISO)-拖曳式試船池（內部禁止拍攝） 

 

 

圖 28 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KRISO)-海洋工程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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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KRISO)-全任務艦橋模擬器 

 

 

圖 30 韓國船舶與海洋工程研究所(KRISO)-小型的艦橋模擬器 

 

 

圖 31 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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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HOA)-會議室 

 

 

圖 33 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HOA)-測量船 

 

 

圖 34 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HOA)-東海獨島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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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HOA)-艦橋模擬器 

 

 

圖 36 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HOA)-政令宣導品 

 

 

圖 37 韓國水道測量與海洋局(KHOA)-海道測量技術之海報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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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附錄 1：會議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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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019 ENUW AP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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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韓國海洋與漁業部MOF-SMART航行專案宣傳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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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韓國海洋與漁業部(MOF)-APPWeb海事服務宣傳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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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商業展覽-海事服務連通平台MCP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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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商業展覽-電子化航行解決方案宣傳折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