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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 國際測量師聯合會工作週（FIG Working week 2023）」由國際測量師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urveyors, FIG）及美國國家專業測量師協會（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Surveyors, NSPS）聯合主辦，是最具代表性之國際測量盛事，來自 90 個不同國家、

約 2,000 人參與；本年度工作週會議訂於 2023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

多舉行，以「保護世界，征服新領域（Protecting Our World, Conquering New Frontiers）」為主題，

就空間資訊管理、定位量測、工程測量、地籍及土地管理等 10 項可持續發展目標之議題，舉

辦技術展覽、論壇及參訪等交流活動。 

為汲取最新國際發展趨勢，並蒐集各國地籍、測量、土地管理、城鄉規劃與新市鎮發展等

專業領域經驗及技術發展狀況，輔助內政部未來地政業務推廣與政策參考，內政部地政司指派

1 名同仁參與 2023 國際測量師聯合會工作週會議，藉由與各國產官學界之專業人士進行知識

探討與技術交流，反饋在內政部地政業務政策規劃與推廣。 

    本次會議除內政部及測繪中心各 1 位代表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李局長鎮洋、

中華測繪聯合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史主任委員天元、國立成功大學洪教授榮宏、逢甲大學周教授

天穎等，臺灣代表共計 9 位出席，發表 4 篇文章，讓參與的國際人士了解臺灣於系統應用與測

繪實力，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期許帶動國內測繪界立足臺灣走向世界舞台。 

    參與本次會議，收穫豐碩，建議持續精進的部分有以下 3 項：（1）看重測繪專業技能，持

續辦理測繪專業訓練。（2）持續精進智慧空間測繪技術及資料管理，提升測繪業務效能。（3）

積極參與國際性會議，汲取測繪技術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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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會議背景  

    國際測量師聯合會(Fé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Géomètres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urveyors, 

以下簡稱 FIG)，1878 年於法國巴黎成立，當時由比利時、法國、德國、英國、義大利、西班牙

和瑞士等 7 國的代表組成協會，目前是聯合國和世界銀行所認可，在地理空間資訊、土地、海

洋及建築管理領域具有領導地位之國際非政府組織。發展迄今，其會員來自全球超過 100 多個

國家，並且涵蓋全球關於土地管理、地球空間資訊、空間規劃發展及測量等專業領域，其組織

架構、各委員會情形與會員狀態等，擇要摘錄於附錄。 

    FIG 的願景是透過實際行動支持，並在測繪領域持續發展專業，以因應科技日新月異又瞬

息萬變的現代社會，能夠可靠地提供各種解決方案。 

    國際測量師聯合會工作週(FIG Working week)為每年定期舉行之會議，聯合會並於每 4 年擴

大舉行國際研討會(FIG Congress)，2018 年於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國際研討會、2019 於越南舉

行工作週會議，本部均派員參與。今年度工作週會議訂於 2023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假奧蘭

多邦尼特克里克希爾頓西嘉酒店會議中心舉行，本次由國際測量師聯合會(FIG)協同美國專業

測量師學會(The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Surveyors, 以下簡稱 NSPS)共同主辦，以「保護世

界，征服新領域（Protecting Our World, Conquering New Frontiers）」為主題，闡述展望未來、探

索測量師未來所需專業、維持現行有效工作等 3 方向之重要性，並藉由這次機會，以多樣測量

技術展覽，強調測量與地理空間資訊議題與挑戰，認識奧蘭多與佛羅里達州。     

    本次會議有來自全球 90 個國家，約 2,000 位測量或空間資訊專業人士參與，分別對地籍與

土地管理、測繪空間資訊、城鄉規劃發展、水文、工程測量、不動產估價、建築經濟與管理等

專業跨領域議題，舉辦技術展覽、論壇等交流活動。 

 

二、與會目的  

    本司掌理測量、土地管理等項政策，積極發展新型測繪技術，結合地政業務加速辦理相關

作業；透過參加 FIG 相關會議，與國際產官學界之專業人士進行知識探討與技術交流，汲取最

新國際發展趨勢，並蒐集各國測繪專業領域經驗及技術發展狀況，有助於本部未來地政業務推

展及政策擬定之參考。 

    中華測繪聯合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史主任委員天元，於本次會議受邀簡報臺灣大地基準、測

繪發展現況，直接展示在國際舞台上，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 

 

貳、出國行程  

一、出國期間  

自 2023 年 5 月 27 日至 2023 年 6 月 3 日止，共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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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及參訪行程  

日期 預 訂 行 程 任 務 

112/5/27 

（六） 

臺灣桃園 

↓ 

美國洛杉磯 

1.桃園國際機場(TPE)搭乘長榮航空 BR12 班機出發 

2.當地時間 16:20 抵達洛杉磯國際機場(LAX)再轉乘捷藍航

空至奧蘭多 

112/5/28 

（日） 
美國奧蘭多 

1.當地時間 9:10 抵達奧蘭多國際機場，即搭車前往會場 

2.參與工作週 

112/5/29 

（一） 
美國奧蘭多  參與工作週 

 
(FIG 工作週主視覺) 

112/5/30 

（二） 
美國奧蘭多  參與工作週 

112/5/31 

（三） 
美國奧蘭多  參與工作週 

112/6/1 

（四） 

美國奧蘭多 

↓ 

美國西雅圖 

1.參與工作週 

2.會議結束即前往奧蘭多國際機場(MCO)，搭乘阿拉斯加

航空至西雅圖轉機 

112/6/2 

（五） 

美國西雅圖 

↓ 

臺灣桃園 

1:00 於美國西雅圖搭乘長榮航空返臺 

112/6/2 

（六） 

臺灣桃園 5:15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TPE) 

 

三、出席人員 

    依據大會公布的資料，本

會議臺灣代表除本部派員外，

尚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本部國土測繪中心、中華

測繪聯合會(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國立成功大學、逢甲大學

等代表。圖 1 為「2023 國際測

量師聯合會工作週」大會公布

臺灣代表名單；圖 2 為部分參

加人員合照。 

 

圖 1：2023 國際測量師聯合會工作週 app 臺灣代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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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出席 2023 國際測量師聯合會工作週臺灣代表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 職稱 

1 康家桂 內政部地政司 技士 

2 黃華尉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技正 

3 李鎮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局長 

4 史天元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所 教授 

5 洪榮宏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教授 

6 周天穎 私立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主任 

7 葉美伶 私立逢甲大學空間資訊與環境規劃處 處長 

8 侯昕宜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博士生 

9 楊善茹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碩士生 

         

  
於會議場地合照 開幕歡迎酒會合照 

圖 2：參與 FIG 工作週 2023 臺灣代表成員 

四、會議舉辦地點  

FIG 工作週是在 4 年一度 FIG 研討會(FIG Congress)間，每年所舉辦之 FIG 年度會議，均由

各國測繪相關組織提案爭取主辦，並透過會員大會無記名投票決定主辦地。 

本次會議場地，奧蘭多邦尼特克里克希爾頓西嘉酒店(Signia by Hilton Orlando Bonnet Creek 

Orlando)會議中心，鄰近華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區（Walt Disney World）和奧蘭多環球影城度假村

（Universal Orlando Resort），研討會及展覽皆於會議中心 1 至 B1 樓舉行，工作週第 1 天，邀請

所有與會代表，於會議中心戶外場地舉辦歡迎酒會。(會議場地及其平面圖，參閱圖 3、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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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奧蘭多邦尼特克里克希爾頓西嘉酒店會議中心會議場地圖 

 

 

圖 4：奧蘭多邦尼特克里克希爾頓西嘉酒店會議中心會議場地 1、B1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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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議舉辦單位  

FIG 工作週除由 FIG 組織主辦外，皆由會員或相關組織共同舉辦，本次由美國國家專業

測量師協會 (NSPS)，在遊樂園之都奧蘭多舉辦測量員和地理空間專家的首要活動。 

 

參、會議重要內容  

一、會議議程  

本次會議規劃議程如表 2，研討會與展覽主要是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詳細資訊可參考

表 3 至表 5，前後各 1 日則舉行 FIG 會員大會，晚間大會另有安排社交活動。 

 

表 2：會議議程 

Tentative overview of the Conference Days 

時間 5/28(日) 5/29(一) 5/30(二) 5/31(三) 6/1(四) 

Morning 
Friday/Saturday/ 

Sunday 
Pre-events 

新人會議 
Newcomers 

Session 

   

9:00-11:00 

FIG 會員大會 
FIG General 
Assembly  

全體會議 
Plenary 
session 

全體會議 
Plenary session 

全體會議 
Plenary session 

FIG 會員大會 
FIG General 
Assembly 

11:00-

11:30 

休息/ 
展示區開幕 

Break 
Opening of 
Exhibition 

休息 
Break 

休息 
 

Break 

11:30-

13:00 

技術會議 
Technical 
Sessions 

技術會議 
Technical Sessions 

技術會議 /  
美國國家大地測量局日 

Technical Sessions/ 
National Geodetic Survey Day 

/ NGS 

13:00-

14:30 

午餐 
Lunch 

惜別餐會 
Farewell 
Reception 

14:30-

16:00 

技術會議
Technical 
Sessions 

技術會議 
Technical Sessions 

技術會議 /  
美國國家大地測量局日 

Technical Sessions/ 
National Geodetic Survey Day 

/ NGS 

 

16:00-

16:30 
 休息 

Break 
休息 
Break 

休息 
Break 

NSPS PAC 
Cornhole Event 

16:30-

18:00 

開幕儀式 
OPENING 

CEREMONY  

技術會議 
Technical 
Sessions 

技術會議 
Technical Sessions 

技術會議 /  
美國國家大地測量局日 

Technical Sessions/ 
National Geodetic Surve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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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S 

            

   

半天技術導覽 
Half day 

Technical  Tours (starting at 
13) 

半天技術導覽 
Half day 

Technical  Tours (starting at 
13) 

 

  EXHIBITION 11:00-18:00  

Evening 
歡迎酒會 
Welcome 
Reception 

Informal get-
together 

委員會餐敘 
Commission dinners 

工作週晚餐: 美國之夜 
Working Week Dinner: 

American Evening 

FRIDAY: 
Golf 

Tournament 

 

 

二、會議紀要  

為期 5 天的工作週研討會，於奧蘭多邦尼特克里克希爾頓西嘉酒店 (Signia by Hilton 

Orlando Bonnet Creek Orlando)會議中心舉行，謹就所參與的場次概述如下： 

（一） 112 年 5 月 28 日會議 

一早抵達奧蘭多國際機場，即搭車前往位於華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區之會議中心辦理報到

事宜。會場轉角處擺設早期測量儀器及相關書刊等，保存良好，如圖 5-7。 

 

 

   
圖 5：古典經緯儀、六分儀、水準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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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經緯儀、平板測距儀、捲尺 

   
圖 7：測量介紹書籍、文章及漫畫 

 

  

圖 8：開幕式，會場場地照與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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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圖 8)，主持人介紹本工作週的主題和地點，闡述許多國家(地區)在過去 20 年，都

市化的快速發展，帶來交通、基礎建設、社會福利、住宅、環境保育、資訊管理及公共設施

等問題。本次 FIG 工作週主題「保護世界，征服新領域」，聚焦「永續發展」，強調在追求發

展的前提下，人須與自然和諧相處，而身為土地、建築和自然環境，以及地理空間查調專業

人員，測量師在世界各地發揮關鍵作用，領導並為實現這永續發展的議題做出貢獻，激勵土

地管理、土地測量和土地行政領域的測量和地理空間專業人士，透過技術、經驗、協作和善

意，擴大我們的影響力，共創更美好的明天。 

    會議主題借鑒 FIG 的願景，為人類、地球服務，並攜手合作，以造福社會。當全球逐步

擺脫全球 COVID-19 流行病，迎向實體會議的新熱情，善用地理空間技能日益重要。世界和

居住在其中的人，需要我們的幫助，以找到更好的方式來維持生活環境；隨著全球氣候變

遷，我們該如何利用知識庫和工具，為自己也為後代子孫查調、監測及預測所處的環境，並

加以改善，本主題與聯合國宣布「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一致；SDGs 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涵蓋了 169 項細項目標、230 項指標，指引全球共同努力、

邁向永續(圖 9)。 

 

 

圖 9：聯合國所定的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FIG 會長 Diane 提及 FIG 為全球專業機構，以服務社會、造福人類和地球為已任，確保

在各個層面保持影響力；期許在座每位土地、建築和自然環境領域專業人士，展示我們的決

心，以清晰傾聽和實際行動，找出可靠、可見的方法，共同努力實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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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專業測量師學會(NSPS)會長 Beverly，以「秘密收購土地進行邊界測量，後來成為華

特迪士尼世界」為題，講述她父親的故事。Beverly 的父親被要求，在 6 週內完成 12,450 英畝

土地測量，而隨後量測面積 27,443 英畝（11,106 公頃）的土地，也就是大家所知的華特迪

士尼世界，這故事包含當地歷史，以及當時用於佛測量羅里達州中部樹林和沼澤邊界線的技

術，並為美國當時最大的私人建設。 

Beverly 於 1993 年獲得佛羅里達州測繪執照。她是第四代測量師，曾參與許多市政、商業和

住宅計畫。 

 

 
圖 10：會議簡報-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研究報告 

 
依據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 RICS）研究報告，地

理空間分析是處理地理或空間數據分析的研究領域，應用於多種行業，包括交通、農業、環境

管理和公共衛生。全球地理空間分析市場以 16.6%年均複合成長率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增長，從 2022 年的 733 億美元增至 2023 年的 854.7 億美元，其中因俄羅斯、烏

克蘭戰爭導致多個國家受到經濟制裁，大宗商品價格飆升，供應鏈中斷，商品服務通貨膨脹，

影響全球市場，破壞全球經濟從 COVID-19 大流行中復甦的機會。但我們仍預期，地理空間分

析市場在 2027 年將成長至 1532.2 億美元，可達年均複合成長率 15.7%。(圖 10) 

地理空間分析從地球觀測、地理訊息系統、世界導航、衛星系統、定位、位置傳感器和移

動設備中收集地理數據和圖像，以構建數據可視化以及地方與人之間的關係。地理空間分析市

場報告涵蓋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巴西、中國、法國、德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俄羅

斯、韓國、英國、美國。預期亞太地區將會成為年複合成長率增長最快的地區。 

另測量員在英國平均年齡已達 55 歲，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平均年齡更達 63 歲。因此，我們

要積極地邀請年輕測量員加入。根據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 (RICS) 的數據，在過去 6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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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測量師或助理測量師資格的年輕人（18-30 歲）人數增加了 30%。2013 年，有 1,125 名 18-

30 歲青少年符合資格，到 2018 年，增加至約 1,520 人。 

 

（二） 112 年 5 月 29 日會議 

11:30–13:00 

 

 

動態基準和數據結果 

國際五大湖基準 International Great Lakes Datum, IGLD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以下簡稱 NOAA)

國家大地測量(National Geodetic Survey, 以下簡稱 NGS)部門，針對其近期大地測量工作相關成

果進行分享，其中包括建立現代化的美國國家空間參考系統，將國家地理空間數據與全球基

準接軌，建立衛星連續觀測站的網路服務，進而應用於即時動態定位方式建立大地控制測量

整合專案，並與加拿大合作進行國際性大地基準(International Great Lakes Datum ,IGLD)測量工

作，一系列長期規劃的國家大地基準規劃作為，可提供我國後續維護測量基準工作進行參

考。 

NGS 長期致力於建立美國現代化的國家空間參考系統(National Spatial Reference System, 以

下簡稱 NSRS)，規劃逐步取代衛星定位技術出現之前定義的測量基準，減少對設置於地面上

傳統測量點位的依賴使用，並有效提高坐標系統的精度與延續性。NGS 開發的線上空間定位

服務(Online Positioning User Service, 以下簡稱 OPUS)，可即時查詢、下載及計算 NGS 或其他單

位提供之衛星連續觀測站資料，並結合使用者端所蒐集的外業觀測資料(靜態或動態)，獲得

一致性的點位坐標成果。(圖 11) 

 

 
 

圖 11：會議簡報-OPUS 介紹 

加拿大空間參考系統 Canadian Spatial Reference System (C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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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規劃在 2025 年更新空間參考系統，將現行使用之 NAD83，以新的幾何參考系統北

美陸地參考框架 NATRF2022 取代，而高程基準 CGVD2013 將會更新為 GEOID2022，可兼容

NAPGD2022。(圖 12) 

 
圖 12：會議簡報-加拿大介紹北美陸地參考框架 NATRF2022 

 
14:30–16:00 

 

肯亞對於建築測量師在建築維護價值鏈是重要的 

本研究探討風險管理，彙整建築測量師在每次錯誤及失誤中累積之經驗。在艾弗·西利 (Ivor 

Seeley)的著作《建築維護》(Building Maintenance) 明確地指出，建築安全維護是建築環境中的

灰姑娘，如果沒有後續維護，建築業就是一項無價值的投資，而不維護或缺乏維護對住戶而言

是危險的。全新的建築由於缺乏維護或投資不足而被廢棄，僅去年 1 年，肯尼亞就有幾座正在

施工的建築物倒塌。 

建築法規應禁止所有危險的方法與行為，但是施工仍在繼續，有增無減，無人監管。也許

是投資者、設計團隊、及業者不擔心後果，多年來一直有類似案例。建築安全維護設計管理，

其目的在維護、修理和改進建築物及其相關，並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安全、宜居、舒

適和功能齊全的環境。 

然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引發的全球大流行疫情，肯亞對建築環境議題順

勢停擺，但實務上必須找到解決方案，以滿足所需標準，包括設計、材料選擇、允許“保持距

離”的空間規格，所稱允許保持距離的空間應含:教堂、商店、體育場等，任何 3 人以上共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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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甚至在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中；公共建築中的電梯和自動扶梯。 

本報告重點在於肯亞正加緊腳步，訂立建築物維護政策及相關法規規範，以確保建築物之

結構符合規範要求，而不是待建築物建築完成後，再花相當之金額進行修復或維護，建築測量

師負有這樣的職責。 

 

義大利米蘭用 LiDAR 進行 3D 建築物 

本報告介紹義大利如何處理和解決大型房地產投資組合所有服務的普查問題，以米蘭大都

市 500 多棟社會住宅大樓的查調資料作為本次大數據資料庫。為獲取建築物的地理空間訊息，

使用 LiDAR 室內移動測繪系統進行三維測繪，並通過高分辨率 360° 全景 RGB 圖片。在現場

獲取的圖像，能夠識別建築物中所有的設備與設施，例如：燈、電梯、插頭、門的類型、路徑

等。 

三維數據和球形 RGB 全景影像可在網路上共享，並允許在 3D 模型進行虛擬遊覽。數據

資料可以按層次結構呈現，並可以自動辨識元素並於模型添加浮水印或文字。這樣創新技術的

發展，透過在可辨識範圍內註記和標示，可以加快建築物普查和結構查調的構建。由網路分享

大量的 3D 點雲資料，從而創建整個建築群的數字孿生(digital twin)。 

 

 

16:30－18:00 地理空間人工智能（geoAI）的進展 

 

地理空間人工智能（geoAI）結合了空間科學的創新以及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計算方法。本次

技術會議的目的是匯集來自跨學科科學領域的學者，介紹與機器學習、深度學習、數據挖掘和

高端計算相關的前沿研究，旨在解決與災害管理、氣候變化、土地、農業、健康等相關的未來

挑戰。 

德國利用 GIS 結合模糊邏輯和情境規劃處理人口變化 

GIS 即以電腦為輔助基礎，進行地理空間資料的模型化、存取、管理、分析及展現等，並

可與其他資料庫相連結，擴大運用範圍。 

德國對於農村人口高齡化和持續減少的問題，運用地理信息系統（GIS），為人口變化提供

解決方案，本研究即運用模糊邏輯(fuzzy logic)和情景規劃(scenario planning)擴增現有 GIS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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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巴伐利亞農村地區老年人的醫療保健作為研究個案主題。本次使用 QGIS、Parmenides 

EIDOS、以及自主開發的 DEWIS loc 等軟體，可以在分析中加入人類決策，並消除不確定性。

但在本次案例研究中，各軟體功能難以界接，報告者所提結論乃朝向自行開發所需之空間決策

支持系統。 

 

人工智慧對測量員工作潛在的影響 

人工智慧 (AI) 模擬人類智力，使機器能夠比人類更好地執行特定任務並模仿人類行為。

人工智慧已經可以在無需人工干預的情況下執行基本任務、儲存現有數據並從這些數據中產生

更好的結果。未來，先進的人工智能機器也許能夠連接並更好地解釋人類的思想。雖然這仍假

設的，但未來的人工智慧在某些領域可能比人類思維更聰明。測量與技術進步密切相關。預計

測量員的工作將在未來幾年繼續受到新技術的影響，就像過去幾十年一樣。 

測量員 2.0 的定義：管理、測量、建模。簡要介紹測量員 2.0 的不同功能，如知識管理員、

土地專業人員、大地測量員、訊息管理員、數據採集員、系統設計師、現場測量員、品管經理。

接下來我們要思考，未來人工智慧對測量員所帶來衝擊，會改變甚至取代上列部分功能，我們

該如何利用人工智慧去拓展我們的機會。(圖 13) 

 

 

圖 13：會議簡報-測量員 2.0 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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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5 月 30 日會議 

9:00－11:00 

 

人類在不斷進步並尋找新的領域，但測量專業成員都沒有改變。主講者對新領域的解釋，

數值化轉型、地理空間基礎設施、空間研究和開發等方面，進行智能工作。此外，聽取年輕測

量員的看法與聲音，讓他們願意選擇測量作其職業。 

Elaine Ball Ltd 自 2017 年起致力於教育兒童，瞭解測量員的工作，藉由架設網站「Get kids 

into survey」，開發線上資源，辦理學校和職業日活動，以及製作引人入勝、令人興奮的學習材

料，讓世界各地的孩子學到更多關於地理空間資訊工作的知識。(圖 14) 

    現有的項目包括： 

1.為年輕測量員和教育工作者提供的在線資源中心 

2.SurveyFest 讓學生體驗地理空間技術並會見測量員 

3.GKiS 教育基金，籌措資金，用於推廣支援、學校參觀等項活動 

4.GeoSquad 漫畫，充滿動感、圖文並茂的介紹測量世界 

 

  

圖 14：會議簡報-教育兒童測量員工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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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3:00 

 

挪威連續 16 年協助摩爾多瓦建立地理空間部門，改善該國的公共服務，以強化土地市場

管理，達到提升經濟成長的目標。 

挪威測繪局與摩爾多瓦地籍局聯合實施發展計劃，支持高效、安全和透明的房地產登記制

度，並提供全國各地最新地理訊息。該計劃對公共和私營部門帶來多項成果，並建立了專業和

技術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提供原始空間數據，高解析度航空影像、正射影像、數值地形

模型、全國數值大區域基本圖等，國家空間資料基礎建設的重要組成，並符合歐盟要求。 

 

（三） 112 年 5 月 31 日會議 

9:00－11:00 

 
測量員可以為社會做出很多貢獻，並強調、倡導，最重要的是採取行動，確保基於可持

續發展議程的變革。在本次全體會議上，發言者進一步闡述，延續前人經驗及 FIG 委員會工

作小組選定可持續發展議題及推動未來需求之挑戰，包括： 

1. 引入的新參考系系統/基準，美國國家大地測量局(NGS)於 5 月 31 日進行一整天的論壇; 

2. 小島嶼國家災害應變之挑戰，這也是技術會議的一個專題； 

3. 城市地區發展的可持續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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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工作週主題“保護世界，征服新領域”，需要運用不同主題的地理空間數據，

並可操作、定義在現代、準確的參考框架。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 的任務在瞭解

和預測氣候、天氣、海洋和海岸的變化，以及定義、維護和提供國家空間參考系統 (NSRS)。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下的國家大地測量局 (NGS) 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美國第 1 個聯邦科學

機構，進行測繪和製圖工作，並提供國家空間參考系統(NSRS)作為美國定位框架。 

美國 NSRS 更新作業已進行 10 年，現接近完成，以新系統產製的美國地理空間資料將會

是全球數據資料中關鍵的一環，以增加對氣候變遷，對社會和環境影響的分析和建模。現代

化 NSRS 將實現新舊技術的數據集成，採用現代標準，並賦予新領域和更多應用。 

 

 

經理 Dru Smith 提到 NSRS 是在前 GPS 時代就被定義，為美國官方坐標系統，美國聯邦

政府所使用，然而 NSRS 仍無法滿足測量員提出的新需求，例如準確測量海平面上升。為了

改進國家空間參考系統(NSRS)，NGS 將用 4

個新的地球參考框架及重力位面基準，替換 3

個 1983 年北美基準面(NAD 83)框架、7 個垂

直基準，含 1988 年北美垂直基準 (NAVD 

88 )。 

現代化 NSRS 的實際影響，同點位的緯

度、經度和橢球體高和 NAD 83 (NSRS2007)量

測值之差異約+/-2 公尺，另正高與 NAVD 88

量測值差異約+/-2 公尺中值。 

 

  

圖 15：會議簡報-介紹 NOAA、NGS 以及現代化 N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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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會議簡報-現代化 NSRS 實質影響 

 

NOAA 連續運行參考站 (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s, 以下簡稱 CORS) 網路 

(The NOAA Continuously Operating Reference Stations Network, 以下簡稱 NCN) 由 NOAA/國家大

地測量局管理，提供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GNSS) 數據，作為美國 3 維定位、氣象、天氣和地

球物理應用。測量員、GIS 使用者、工程師、科學家和其他收集 GPS/GNSS 數據的人員，可

以使用在大地測量控制基準站，所獲取的 NCN 數據，來提高其位置精度，並在國家空間參

考系統 (NSRS) 內調整。NCN 增強的後處理坐標精度，在無論在水平或垂直方向，均能達到

厘米等級。 

CORS 網路是一個多目標、多機構合作的項目，由數百個政府、學術和私人組織，免費

與 NGS 分享各自擁有和經營的基準站資料，包含 GNSS/GPS 載波相位、測量結果，以及測

站點雲資料。 

Dru Smith 指出 NOAA CORS 網路（NCN）已發布的坐標函數，將成為 NSRS 的主要大

地測量控制。NGS 致力於整合網路分析，提高資料一致性並減少混亂，例如增強 OPUS，以

通過大地測量數據交換(GDX) 格式，將測量儀器中的數據直接提取到 OPUS 6 中，這些包括

來自 GNSS 接收器、水平儀、全站儀和重力計的原始測量觀測數據。  

 

11:30－13:00 

 

科技發展提供人類經濟活動基礎，使人類生活品質進步，促成更多資源投入新科技研

發；面對全球化競爭與有限資源過度開發的壓力下，自然資源面臨殆盡危機，生態環境也因

此遭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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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化競爭、新科技研發，測量員的工作正在改變，但我們面臨很多挑戰，需要找

到解決方案。其中，已開發國家的問題在於測量員勞動力高齡化，難以吸引新的測量專業學

生；開發中國家也有測量員缺工問題，甚至缺乏專業培訓/教育人員。 

傳統測量教育，習慣以面對面課程教授、或實地操作培訓測量技能。然而，勞動力高齡

化，難以吸引學生投入測量專業，及缺乏培訓/教育人員等問題，均是當今的挑戰。FIG 第 2 

委員會（專業教育）認為通訊技術和視訊會議的發展，以及學習管理系統的開發，我們應積

極推廣利用線上學習，以增強傳統面對面教學方式。 

隨國家的發展程度不同，土地管理教育及訓練的方式亦截然不同：在教育環境發展良好

的國家，爲吸引和培訓專業人員，需要不斷更新教學方式；而在發展落後的國家，缺乏有用

的資源和人員。FIG 的任務在確保參加國際測量師聯盟的測量員，接受良好的測量技能訓

練，為市場和社會所需要，並提供學術網路供大家分享知識與經驗。 

拉丁美洲建立土地管理網路（Latin America Land Administration Network, LALAN），目的在

實質參加拉丁美洲土地管理教育機構，以分享土地管理知識的活動。哥倫比亞現代化土地管

理系統（L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 LAS）已發展成熟， 2021 年在瑞士的支持下，哥倫比亞

啟動國家培訓戰略，建立土地管理系統公共政策和多用途地籍；依國家環境、創新教育、成

功地留住學生等條件，創造新價值；大學開設之學術課程更加靈活，透過學習與技術相結合

的創新課程，促進終身學習之目的。 

另外，韓國也分享將測量專業技能，像是如何選點、找點的基本工，結合電腦遊戲動畫

呈現，吸引學生的興趣。 

 

 

 

 

圖 17：5 月 31 日 NGS 整日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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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S 開發的使用者線上定位服務(OPUS)，可即時查詢、下載及計算 NGS 或其他單位提供

之衛星連續觀測站資料，並結合使用者端所蒐集的外業觀測資料(靜態或動態)，獲得一致性的

點位坐標成果。 

  

OPUS 系統的介紹 
透過 OPUS 線上下載衛星連續站 

觀測資料及規劃測繪專案 

  

使用者外業觀測資料與衛星連續站測繪專案整

合作業規劃 
衛星資料計算處理流程設計 

圖 18：會議簡報 

 

高精度直接水準測量作業是十分耗時且需要大量人力經費的工作，以臺灣國家大地基準

一等水準網為例，從基隆水準原點起算，測設一等水準點約 2,715 點，施測路線約 4,500 公

里。因臺灣位處地殼板塊活動頻繁地區，常導致地表隨時間及地震之影響而位移顯著，造成

控制點間相對精度降低，故必須定期重新測量後辦理成果公告，以維持高程系統之完整，並

確保其精度。 

NOAA 規劃結合高精度衛星定位測量與直接水準測量作業方式，在水準網中加入長期觀

測的高精度衛星控制點(圖 19)。後續若因為地殼板塊活動而造成的地表位移，可透過長期建

立衛星測量速度場模式，及大地起伏模式橢球高與正高間的轉換，進行水準點正高值的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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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會議簡報-高精度衛星定位測量與直接水準測量作業 

 

直接水準測量是測定地面點高程的主要方法之一，且為獲得相對高程差最精確的方法，

但透過 GNSS 衛星定位觀測，橢球高、大地起伏模式與正高控制網的結合，在缺少上級水準

點，或直接水準測量路線不易到達的地區，便可透過衛星定位測量測設高程控制點，甚至作

為鄰近水準正高的引測點位；另以維護國家高程基準的角度，加入衛星控制點速度場模式，

可在不需重新辦理直接水準測量的前提下，推算不同時間點的水準點正高值，有效節省人力

與經費。 

  

（四） 112 年 6 月 1 日會議 

9:00－13:00 會員大會（II） 

本日是 FIG 第二場次的會員大會，所有 FIG 會員代表皆設有專屬位置，大會並歡迎其他非

會員的參與者自由出席會員大會，以瞭解本次工作週的成果以及 FIG 第一場次會員大會的決議

事項及未來將持續努力的目標，最後並由下一屆主辦地迦納代表，介紹明年度在阿克拉主辦之

工作週會議暨活動，並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五） 最新測繪軟硬體展示及業務介紹 

會議期間 5 天，大會於休息時間設立專區，提供測繪廠商展示最新軟、硬體，或由協辦

單位進行業務介紹，現場有相關人員立即進行解說，讓參加者瞭解最新的測繪技術發展，後

續可依照自己的需求引進新技術或進行合作。(圖 20) 

 

  

地面 Lidar 3D 掃描儀展示與介紹 測繪用 UAV 戶外展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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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載光達及最新測繪儀器展示 GIS 軟體展示及功能介紹 

  
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海岸及海洋科學研究簡介 NOAA 國家大地測量相關研究介紹 

圖 20：會議期間測繪軟硬體展示及業務介紹 

 

本次展示亦有臺灣較少使用的小型雷射掃描越野測繪車，並加裝雷射掃描及影像鏡頭，

利用遙控方式操控，可在崎嶇地形或車輛不易到達地區快速蒐集空間資料，並提供套裝資料

處理軟體，即時產製 3 維模型成果。(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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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小型雷射掃描越野測繪車應用展示 

 

另外，結合慣性測量單元(IMU)及雷射測距功能的 GNSS 衛星接收儀，可作為待測點透空環境

不佳的解決方案。由於高精度的 VBS-RTK 動態定位測量，需在透空良好的環境進行，部分被

屋簷或車輛遮蔽的觀測點位則不易施測，目前常用解決方案是於鄰近位置 VBS-RTK 測量參考

點後，輔以全測站進行邊角地面觀測，實務上需要 2 種儀器及多人配合操作。而新式 GNSS

接收儀加裝 IMU，進行傾斜改正，將衛星天線傾斜後拉開與遮蔽物之距離，可有效提升定位

成功率與精度；另外透過內建雷射測距功能，還可在數公尺以外透空良好地點求解衛星定位

後，輔以雷射測距求得待測點坐標，理論上應可有效提升作業效能。 

 

圖 22：內建慣性測量單元(IMU)及雷射測距儀 GNSS 接收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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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一、聯合國提出 17 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已為全世界各政府機關、機構、企業，或

各類團體，盤點工作與發展，期能達成一致性，實現永續發展之目標。測量的專業技能，

運用相關設備儀器、軟體配件，產製準確、量化之各類數據，能為衡量目標的指標做出實

質貢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史天元教授為此撰寫一篇「測量行業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以回顧 FIG 在 SDGs 的實踐，具體說明測量行業與 SDGs 的關聯。 

二、各國所面臨測量專業人員趨向高齡化及產業缺工，臺灣業界亦有同樣的問題，難以吸引學

生選讀測量系/測量專業、或測量專業學生畢業後，從事跨領域工作；參與會議瞭解，教育

從小扎根的重要性，藉由圖文並茂、精彩有趣的科普教育網站向兒童介紹測量員工作內容，

設計結合測量專業的線上遊戲吸引青少年的學習興趣，開設學習與技術相結合的創新課程，

以創新教育成功留住學生，並達終身學習之目的。這些是我們可以學習，亦可作為後續推

動測繪教育目標。 

三、隨著新式測繪技術的發展與結合，應用衛載、空載、車載等行動測量系統建構模型時，GNSS

可提供位置資訊進行分析，而美國開發的使用者線上定位服務 OPUS，可即時查詢、下載

及計算 NGS 或其他單位提供之衛星連續觀測站資料，並結合使用者端所蒐集的外業觀測

資料(靜態或動態)，即時獲得點位坐標成果；澳洲、紐西蘭亦分別開發線上空間定位服務

系統 AUSPOS、PositioNZ。臺灣不惶多讓，已有規劃建置線上精密單點定位服務系統，另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業將「發展無人行動載具即時動態精密單點定位服務系統」列入 112-

115 年智慧衛星定位及移動測圖科技發展計畫。 

四、本次 FIG 工作週會議，安排各委員會分組成果分享、各式測繪儀器設備展示、地理資訊系

統軟體教學、測繪相關電影欣賞，以及早期測量儀器展覽等活動，十分精采，各國專家於

分組會議分享自身經驗，儀器廠商在展示會場介紹自有儀器設備之優勢，在這 5 天會議交

流互動，收穫滿滿，除接收新資訊外，相信藉由本次親身接觸適切交流，快速瞭解各國測

繪研究新知，之後可回饋在提升工作思慮廣度。 

五、本次會議遇到韓國官方代表，其積極詢問臺灣地籍圖重測相關作業程序，並分享韓國目前

所面臨的問題，雙方互相切磋技術與分享經驗的能力，間接提升臺灣能見度與發展國民外

交。 

 

             圖 20：本部及測繪中心代表與韓國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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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事項  

一、看重測繪專業技能，持續辦理測繪專業訓練 

測量的工作範疇，不僅於測繪、計量的字面聯想，或對土地邊界的精確定位，測量專

業已將 AI 技術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IS），創造智慧空間資訊（Geospatial AI），扮演未來生

活應用不可或缺的科技角色，測量員應看重自己的角色。 

FIG 成立 SDGs 的任務編組(Task Force)，檢視每一個 FIG 委員會與其他組織的具體目

標和指標，各委員會進行之目標盤點與制定計畫，並評估產出數據進而提供指標計算使用，

其認為測量及空間資訊專業技能，可為 SDGs 制定政策與量度情況。永續發展為臺灣十分

重視的核心價值之一，為追求積極邁向永續發展，並回應全球永續發展行動與國際接軌，

同時兼顧在地化的發展需要，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105 年啟動研訂「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作業；而「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及訂定對應指標，所需要的準確、量化各類數據，

相信內政部有技術與能力提供，作為詮釋資料的佐證。 

英國藉由圖文並茂、精彩有趣的科普教育網站向兒童介紹測量員工作內容，以達測繪

教育從小扎根；韓國設計結合測量專業的線上電腦遊戲，吸引青少年的學習興趣；拉丁美

洲開設學習與技術相結合的創新課程，以創新教育成功留住學生，並達終身學習之目的。

測繪專業人員的教育、培育，應思考早期教育，並與時俱進調整教學方式，設計創新課程，

可為內政部後續推動測繪教育目標之規劃，或辦理相關測繪教育訓練之參考。 

二、持續精進智慧空間測繪技術及資料管理，提升測繪業務效能 

隨著新式測繪儀器及技術的發展與結合，應用衛載、空載、車載等行動測量系統建構

模型，GNSS 可提供位置資訊進行分析，發展無人行動載具即時動態精密單點定位服務系

統，是為趨勢。而 NGS 透過 GNSS 衛星定位觀測，橢球高、大地起伏模式與正高控制網

的結合，測設高程控制點，另再加入衛星控制點速度場模式，可在不需重新辦理直接水準

測量，推算不同時間點的水準點正高值，然而實務作業須能解算高精度的大地起伏模式，

美國自稱其大地起伏模型計算已達 1 公分等級精度，本議題需持續關注。 

面對測繪技術及空間資料蒐集方式的轉變、空間資料分析方法的改變，以及空間資料

的種類更加豐富及多元化，我們必須持續精進智慧空間測繪技術，運用電腦處理巨量的空

間資料，並妥善管理各類資料，開發衍生測繪系統工具。美國提供之 OPUS 系統服務，整

合資料庫及即時提供使用者定位端服務，值得借鏡；另持續精進大地起伏計算，以 GNSS

衛星定位觀測取代傳統水準測量的目標邁進，作為精進高程現代化作業參考。 

三、積極參與國際會議，汲取測繪技術與經驗 

藉由參與國際會議汲取技術與經驗交流，瞭解國際間產官學界所面臨之共同問題與解

決策略，接觸測繪廠商獲取最新測繪軟、硬體資料與資訊，更能體現國際測繪技術發展狀

況，或引發思考其他面向問題，除可為我國辦理空間測繪計畫之參考，對於測繪業務規劃

或推展，具有一定助力。 

爾後類此國際會議，建議廣邀測繪有關公會團體、直轄市、縣(市)政府地籍測量業務

主管參與，並組成參訪團體，於會議期間主動拜會其他國家與會人員，形成民間團體與政

府和國際間的夥伴關係，以達到外交功能，增廣國際視聽，提昇國際接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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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FIG 組織架構(參考自 FIG 官方網站) 

 

圖 21：FIG 組織架構圖 

二、FIG 理事會 

 

FIG Council at its first face-to-face meeting in February 2023 in Copenhagen. From left: VP Kwame Tenadu, 

Ghana, ACCO representative Tim Burch, USA, VP Daniel Steudler, Switzerland, President Diane Dumashie, 

UK, VP Mikael Lilje, Sweden, VP Winnie Shiu, USA and FIG Director Louise Friis-Hansen 

 

主  席：(任期:2023-2026) Diane Dumashie 博士, 英國籍(中) 

副主席：(任期:2021-2024) Mikael Lilje, 瑞典籍(右 1) / Kwame Tenadu, 迦納籍(左 3) 

        (任期:2023-2026) Winnie Shiu, 美國籍(右 2) / Daniel Steudler, 瑞士籍(左 1)  

FIG 辦公室：Louise Friis-Hansen(右 3) 

ACCO 理事會代表：Tim Burch, 美國籍(左 2)  
三、FIG 會議資訊 

⚫ 近年 FIG 工作週及大會(4 年一次)舉辦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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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巴黎(法國) 2009 伊拉特(以色列) 2015 索菲亞(保加利亞) 2021 阿陪爾頓(波蘭)  

2004 雅典(希臘) 2010 雪梨(澳洲) 2016 基督城(紐西蘭) 2022 華沙(波蘭) 

2005 開羅(埃及) 2011 馬拉卡治(摩洛哥) 2017 赫爾辛基(芬蘭) 2023 奧蘭多(美國) 

2006 慕尼黑(德國) 2012 羅馬(義大利) 2018 伊斯坦堡(土耳其) 2024 阿克拉(迦納) 

2007 香港(中國大陸) 

2008 斯德哥爾摩(瑞典) 

2013 阿布賈(奈及利亞) 

2014 吉隆坡(馬來西亞) 

2019 河內(越南)  

2020 阿姆斯特丹(荷蘭) 

2025 布里斯本(澳洲) 

2026 開普敦(南非) 

備註：粗體為 FIG 大會，其餘為 FIG 工作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