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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空間資料基礎設施工作小組(Marine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 Working 

Group，MSDIWG)，是國際海道測量組織（IHO）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該工作小組的目

的是推動和發展海洋空間資料基礎設施（MSDI）相關的政策、標準和指南。本次會議包

含聯合國全球地理資訊管理工作組（UN-GGIM）和開放地理資訊聯盟海洋領域工作組（

OGC MDWG）的聯合會議。 

本部藉由參與此次會議，瞭解MSDI及各國際組織工作小組運作及討論方式、汲取各

國經驗並與各國際組織及各國相關領域人員進行交流建立友好關係，以促進國際合作交

流機會。並獲以下建議：（一）持續參與國際會議或技術工作小組，瞭解發展趨勢、（二

）持續研製IHO S-100新資料標準相關產品、（三）配合使用GitHub接軌IHO工作專案的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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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目的 

    國際海道測量組織（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IHO），其成立

於 1921年，致力於協調和促進海洋測量和海圖製作的標準化和合作。總部位於摩納哥

的摩納哥市。國際海道測量組織的成員包括來自各個國家的海洋測量和海圖製作機

構。其使命是確保海洋測量和製圖的準確性和一致性，以促進安全的海上航行和海洋

活動。 

海洋空間資料基礎設施工作小組(Marine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 

Working Group，MSDIWG)，專門負責海洋空間資料基礎設施（MSDI）相關事務，MSDI

是空間資料基礎設施（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SDI）的一部分，專注於海洋

方面的資料內容、治理、標準和技術。傳統上，水文資訊主要用於導航，但在其他領

域也有廣泛應用，包括：海上貿易、環境保護、可持續漁業、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

設、國防、搜索和救援以及科學研究。將水文資料與其他海洋空間資料結合進行有效

分析，也可以支持一些主要挑戰：藍色經濟、電子導航、緊急應變、氣候變化和海平

面上升，以及海洋空間規劃（Marine Spatial Planning，MSP）。 

    考量本部為蒐整國內水深測量相關成果以加值製作電子航行圖，目前已公告「深

度基準與深度系統」，並訂定「水深測量作業規範」供國內各機關依循，另本部後續須

推動我國電子航行圖新資料標準 S-100系列產品發展決策及國際相關組職具有重大助

益，並可作為研擬未來新興中長程計畫之決策參考，爰派員赴印尼參加本次會議，以

瞭解 IHO對於 MSDI的立場與指引，並與其他國家專業人員交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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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一、 會議地點及時間 

會議地點：印尼峇里島 Courtyard by Marriott Bali Nusa Dua Resort 

會議時間：2024 年 3月 4日起至 8日（5天） 

二、 行程紀要 

參、會議過程 

一、 會議議程 

本次會議時間為 2024 年 3 月 4 日至 8 日，共計 5 天，會議地點位於印尼峇里島

Courtyard by Marriott Bali Nusa Dua Resort，計有將近 18個國家約 49人報名參

加。會議第一天為聯合國全球地理資訊管理工作組（United Nations Global 

Geo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UN-GGIM）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後續第二天至

第五天會議包含了聯合國海洋地理空間資訊工作組的第六次專家會議；國際海道組織

海洋空間資料基礎設施工作組的第十五次會議和開放地理空間協會海洋領域工作組

的 2024年會議，議程主要討論 MSDIWG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進行回顧檢討及本次會議

提案內容進行討論。本次會議本部係以觀察者身分參與，會議議程(參考附錄)，相關

議題討論、大會邀請及參與者名單皆以網頁形式提供與會者瀏覽或下載

(https://iho.int/en/msdiwg15-2024)。 

日期 停留地點 行程 

3/3（日） 臺灣桃園－印尼峇里島 啟程 

3/4（一） 印尼峇里島 參與國際研討會 

3/5（二） 印尼峇里島 參與技術工作小組 

3/6（三） 印尼峇里島 參與技術工作小組 

3/7（四） 印尼峇里島 參與技術工作小組 

3/8（五） 印尼峇里島 參與技術工作小組 

3/9（六） 印尼峇里島-臺北桃園 回程 

https://iho.int/en/msdiwg1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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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先簡述本次會議為多個國際組織的工作組聯合舉辦的會議，故先統一簡稱如

下: 

1. 海洋空間資料基礎設施(Marine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以下簡稱

MSDI) 

2. 海洋空間資料基礎設施工作小組(Marine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s 

Working Group，以下簡稱 MSDIWG) 

3. 開放地理空間協會(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以下簡稱 OGC) 

4. 海洋領域工作小組(Marine Domain Working Group，以下簡稱 Marine DWG) 

5. 海洋地理空間資訊工作小組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Geospatial 

Information，以下簡稱 WG-MGI) 

6. 聯合國全球地理空間資訊管理工作組 (United Nations Global 

Geo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以下簡稱 UN-GGIM) 

（一） 第一天（2024/3/4） 

    第一天為聯合國全球地理空間資訊管理工作組 (United Nations Global 

Geospat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UN-GGIM)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首先

地主國印尼由他們聯合國全球地理資訊管理亞太地區區域委員會的主席和海軍

水文海洋中心的負責人先開場歡迎各位來賓的到來，並於開幕儀式安排一段峇

里島當地的舞蹈『SekarJepun』表演，令人印象深刻，再來和受邀嘉賓共同主

持國際研討會的開幕，開幕完後，印尼地理空間資訊機構和印尼海軍水文海洋

中心也藉這個場合簽訂合作協議，並有一個水深資料交換的儀式，令人感到滿

特別的。 

   本次研討會主題為「有效整合海洋地理空間資訊管理」。且本次討論主要分

成 3個環節，依序是「海洋地理空間資訊的可用性和可取得性對於有效治理海

洋至關重要」、「實施聯合國國際地理空間基礎設施水文專案（UN-IGIF-

Hydro）並推進海洋資源的保護和永續利用」及「整合海洋地理空間資訊管理

的合作夥伴關係和創新」，而每一個環節的形式基本上是 1個主持人加上 3個

演講者來報告他們的主題，並且現場開放討論。 

    在本次的研討會中也聽到了許多有趣的議題，像是第一個環節的內容有探

討水下的民用交通，傳統上，航行安全幾乎專注於海洋表面交通工具進行的海

上活動，而水下潛艇的活動往往是軍方所掌控，但現今隨著時代和科技的進步

水下民用交通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像是潛水艇觀光等等，而透過建置完善的海

洋地理空間資訊，它可以幫助避免碰撞，規劃活動的距離和時間，另外完善的

資訊對於決策者如何制定適當的法規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應對不斷

增加的民用水下交通。 

    在研討會中也有國際海纜保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able Protection 

Committee, ICPC)來介紹他們組織架構及目標，ICPC是一個致力於保護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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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海底電纜安全的國際非營利組織，由電信運營商、電纜製造商、海洋科學

家、政府機構等利益相關方組成，其主要任務包括促進海底電纜的安全佈設和

維護、進行相關研究和資訊交流、提供最佳實踐指導和建議，以確保全球通

信、能源傳輸和資料傳輸網絡的安全和可靠運行。本次研討會的目標為分享知

識，促進點對點學習並思考整合海洋地理空間資訊管理中跨領域的連結。 

    第一天晚上主辦單位也舉行了晚宴邀請所有參與者，將所有與會來賓聚在

一起，並能在輕鬆愉快的用餐環境中互相交流，期間我們也與印尼的地理空間

資訊局(Geospatial Information Agency, BIG)的與會代表有所交流。 

（二） 第二天（2024/3/5） 

    一早我們前往與昨天一樣的會議廳去跟主辦單位報到，由於本次我們非

IHO成員國之成員，故本次身分是以觀察者之身分報名參加這次的工作小組，

報到完成後，主辦單位引領我們進會場後，發現本次的會議形式就跟昨天有很

大的區別，圍成一個口字型來做討論，而因為觀察者身分的緣故被安排在後

排，前排主要都是成員國代表，以方便討論並決議事項。 

    首先早上的會議依序分別為第 6次 WG-MGI專家會議及第 15 次 MSDIWG會

議，下午則為 WG-MGI、MSDIWG和 OGC MDWG的聯合工作會議。 

1. 第 6次 WG-MGI專家會議 

    首先由主席 Dr. Parry Oei發表簡短的歡迎詞，與會者將審查並確認

工作組第六次專家會議的議程、焦點和組織安排，而後主席將概述本次會

議的期望和預期結果，在會議中主席鼓勵工作組分享他們在 UN-IGIF-

Hydro實施方面的經驗，並重申更新和維護 UN-IGIF-Hydro 作為一份動態

文件的必要性，就解決陸地、海洋、建築和地籍領域整合的問題而言，主

席期待準備一份與 UN-IGIF的九條戰略途徑保持一致的指南檔案。該方法

是展示良好的做法和經驗教訓，可以利用新加坡-IHO創新和技術實驗室

作為試驗平臺，並體認到需要做更多的外聯工作，以吸引更多相關利益團

體加入。 

 

    先簡單敘述 UN-IGIF-Hydro是聯合國地理空間資料架構（United 

Nations Integrated Geospatial Information Framework，UN-IGIF）的

一個組件，專門涉及水文地理資訊，目標是建立一個共同的標準和指南，

以便各國能夠更有效地收集、處理、存儲和共用水文地理資訊，從而提高

整個國際社會在這些關鍵領域的應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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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 UN-IGIF的實施遵循三個關鍵因素上的九個戰略途徑） 

    再來為工作組的聯合主席將彙報工作組的活動、進展和成就的更新，

主席回顧並提醒會議有關工作組的五個目標及其 2023 - 2024 年的工作

計劃： 

(1) 領導：在制定全球地理空間資訊發展議程方面提供領導，並促進其應

用以應對主要的全球挑戰。 

(2) 協調：為會員國和相關國際組織提供協調和對話的論壇，以加強合

作。 

(3) 能力培養及建設：提供一個平臺，制定有效的戰略，以建立和發展中

國家有關地理資訊資訊的能力和能力，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 

(4) 標準：提出工作計劃、框架和指南，以促進地理空間資料和服務的互

通性和使用。 

(5) 包容性：對生產和使用地理空間資訊的國家、地區和全球政策框架內

之間做出共同決策並制定方向。 

    另外主席針對第一天的研討會也發表了自己的一些結論，鑒於氣

候變遷造成災害的數量和嚴重性大幅提升，主席認為有必要做好危機

準備，並發展可應對處理危機的能力和未來需求，可以通過採用人工

智慧和機器學習等技術和工具來解決資源有限的問題，同時國家海洋

地理空間資訊還需要積極宣傳和公開他們的工作，以擴大受眾，因

此，需要發展一致的宣傳計劃，並分享已經進行和正在進行的知識、

經驗和項目，另外也強調了國家和次國家層面的合作的重要性，特別

是在整合陸地、海洋和地籍領域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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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5次 MSDIWG 會議 

    上午第 2個場次的會議為第 15次 MSDIWG，首先由主席 Caitlin 

Johnson主持會議開幕並致歡迎詞，並邀請參與者進行自我介紹，另外

IHO 秘書 Yong Baek 宣佈將透過 IHO新的門戶網站更新 MSDIWG 成員資訊

的程式，會員國成員被邀請在新的 IHO網站啟動並更新他們的成員資訊，

包括聯繫方式，再來針對本次的議程向與會代表作確認，主席介紹了會議

的目標和結構，涵蓋了四個主要項目：區域 MSDIWG的知識交流、關於

IHO SPI、C-17 Ed.3.0以及與外部組織的合作的討論，而後也批准上一

次工作小組(MSDIWG14)的會議記錄和行動項目。 

    在本次工作組會議中也同意採用 INToGIS 作為 IHO MSDI 的框架，

大韓民國海洋與水文學會(Korea Hydr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Association, KHOA)在推進這一倡議方面的重大貢獻 MSDIWG 對此表示感

謝，主席及 IHO秘書確定支持 IHO MSDI以 INToGIS 系統為基礎，並在下

次 MSDIWG 會議上報告結果和 INToGIS 在 MSDI 方面的未來方向，另外

工作會議中也決議將 S-122產品規範修訂為與 S-100的 Ed.5.2.0 一致，

並在需要時為非導航用途提供輸入要求。 

    主席後續也概述最近的成就，包含了國家倡議和演示、通過 RHC的區

域支持、知識體系（BoK）以及 C-17 Ed.3.0的發布，而在會議上主席也

多次強調 IHO C-17 Ed.3.0版本在上次的會議後已經採用，並請各與會代

表可給些意見及回饋，最後主席在也對這次工作小組會議設定接下來該做

什麼讓大家一起發想。 

   這邊提到的 IHO C-17 是國際海道測量組織（IHO）發布的一份指南

檔，名為《海洋空間資料基礎設施的發展指南》。該文件提供了有關如何

開發和管理海洋空間資料基礎設施（MSDI）的指導，幫助海洋測繪辦公室

（HOs）在各個階段有效地建立和維護 MSDI，IHO C-17 提供了詳細的指

導，涵蓋了 MSDI的各個方面。其中包括： 

(1) MSDI的基本概念：解釋了什麼是 MSDI以及其在海洋領域中的重要性

和應用價值。 

(2) 海洋測繪辦公室的角色：說明海洋測繪辦公室在 MSDI 開發和管理中

的責任和作用，以及他們如何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 

(3) MSDI的開發方法：提供了系統化的方法和步驟，幫助海洋測繪辦公

室確定和實施 MSDI的發展策略和計劃。 

(4) 整合地理資訊框架（IGIF）：介紹了 IGIF在 MSDI中的應用，包括如

何整合不同來源的資料和標準，以確保資料的互通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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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SDI的新趨勢：探討了 MSDI發展中的新興趨勢和未來發展方向，以

及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和機遇。 

    總體來說，IHO C-17 在本次的工作小組會議中是一份重要的文件，

對於各國海洋測繪辦公室在建立和管理 MSDI方面提供了寶貴的指導和參

考，有助於提高海洋空間資料的整合和應用水準，推動海洋相關活動的永

續發展。 

3. WG-MGI、MSDIWG 和 OGC MDW的聯合工作會議 

    到了第二天下午的議程將透過參與成員國、區域水文委員會（Regional 

Hydrographic Commissions, RHC）的 MSDI工作組以及相關產業人士和專家貢

獻者的一系列報告，共同探討海洋地理空間資訊管理的有效性和整合性。成員

國將分享他們利用「整合地理空間資訊管理操作框架（UN-IGIF-Hydro）」的國

家經驗，以加強國家海洋地理空間資訊管理和能力，或介紹他們的國家水文測

量和海洋觀測計劃。 

    在聽到各成員國針對本身國內 MSDI的發展經驗上最常聽到的問題包括資

料品質和一致性、資料標準化、技術整合和互通性、資安問題及開放權限、資

金和資源限制、政策和法律規範以及技術能力和培訓，而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也總結為需要政府、業界、學術界和甚至國際組織的積極參與和合作，通過整

合資源、共用經驗來推動 MSDI的發展和應用，其中在會議中主席也常強調共

享資料的重要性，敘述各國可以更迅速地獲取資訊，進行更有意義的合作，並

在透明和可重複的基礎上建立知識，同時資料共享也促進了資源的最大化利

用，減少了重複性工作，也能在共享的過程中會有創新的發現。 

    後續主席和 IHO秘書處將考慮組織一場研討會，將作為聯合活動與 UN-

GGIM和 OGC共同舉辦。這次研討會主要對象為國家和區域代表，並計劃作為

線上舉行。 

（三） 第三天（2024/3/6） 

    第三天早上的會議依序分別為第 15次 MSDIWG會議及第 6次 WG-MGI專家

會議，下午則主辦國印尼安排的技術參訪。 

1. 第 15次 MSDIWG 會議 

    今天早上的議程一開始為主席先總結前一天的討論，而後接下來的主題為

MSDIWG該如何支持區域性 MSDI工作組，而這裡比較特別的是在進入討論前，

議程裡安排了一個破冰的活動，由丹麥的代表負責主持這項活動，首先他請與

會的成員們 5-6 人分成一組，並請小組成員討論認為有效合作的要素是什麼，

並寫在白紙上，最後再請所有與會成員將各組寫的有效合作的要素予以分類，

並與所有人分享經驗，我們也與新加坡和印尼代表組成一組並討論，而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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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也有效的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進而能促進各國之間的交流，並從各

種角度共同討論解決方案，以達成區域性的合作。 

    緊接之後主席也對區域性 MSDI工作組調查結果作了簡報，並對區域性

MSDI工作組的實際工作情形作了總結： 

(1) 工作組每年召開 1-6次會議。 

(2) 大多數工作組已經獲得了年度工作計劃的批准。 

(3) 參與國家的範圍廣泛。一些工作組的參與國家不到 25％，而一些工

作組則有 100％的參與國家。 

(4) 大多數工作組今年發布的官方文件不超過 2份。 

(5) 大多數工作組尚未成立分組。 

(6) 大多數工作組今年啟動或完成的涉及多個參與國家的項目不超過 3

個。 

(7) 大多數工作組定期向上級機構報告。 

    而經討論後 MSDIWG以透過定期的會議、工作坊或研討會，MSDIWG讓各區

域 MSDI工作組可以交流經驗、分享成果，並建立合作關係。同時 MSDIWG也提

供資源和共用平臺，以加強區域工作組的工作效率和能力。促進資料標準化和

協調，以確保資料的一致性和互通性，並協調各地區的工作，避免重複努力。

此外，MSDIWG還鼓勵區域 MSDI工作組開展新項目和創新實踐，並提供支援和

反饋，促進其不斷發展和進步。透過這些方式，MSDIWG充分發揮其協調和促

進作用，促進區域 MSDI工作小組之間的合作和發展，推動全球海洋空間資料

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應用。 

2.  第 6次 WG-MGI專家會議 

    這個環節在討論的是工作小組的計畫和活動以及工作計畫的更新，討論了

以下活動： 

(1) 與土地管理專家組、IHO MSDIWG和 OGC MDWG一起向 IHO新加坡創新和技

術實驗室提交聯合提案，探討陸海介面和陸地、海洋和地籍領域的整合。 

(2) 出版有關陸海介面和整合問題的檔案或出版物，以提供利用 UN-IGIF和

UN-IGIF-Hydro 解決社會、環境和經濟挑戰以及陸海介面的多個方面的解

決方案，包括物理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整合。 

(3) 作為 UN-IGIF-Hydro的一部分，發展任何海洋空間資料基礎設施連接到國

家空間資料基礎設施的理解，並確保「一次構建，多次使用」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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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術參訪 

    而下午的行程則為主辦方舉辦的遊覽行程，去了峇里島當地的 Garuda 

Wisnu Kencana Cultural Park，是一個融合了文化、藝術和自然景觀的綜合

性景點。這座公園以巨型的威斯努神鳥（Garuda Wisnu）雕像聞名，該雕像高

度達到 121米，寓意著印尼的國家象徵之一，而出發前主辦單位亦向與會來賓

準備印有這次會議名稱及標誌的衣服給所有人換上，便於團體行動時方便辨

識，若後續我國舉辦國際型研討會有類似行程時，或許可參考效仿，在參訪該

景點同時，因為有分組帶開，故亦有許多機會和其他國家代表交流。 

 

（四） 第四天（2024/3/7） 

    本日會議一開始為 OGC Marine DWG 2024會議後續是 WG-MGI、MSDIWG和

OGC MDW的聯合工作會議。 

1. OGC Marine DWG 2024 會議 

    OGC呼籲參與其成立的 Marine DWG。Marine DWG的成立是為瞭解 OGC

的標準基線在海洋地理空間資料方面的適用性，並確保相關標準組織、

OGC成員和更廣泛的地理空間社群之間有效地交換知識，多年來，海道測

量機關已成功將海洋領域用於導航目的地理空間資料標準化，這使得航海

員能夠安全地航行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海洋、港口和水道上，然而支持這

項行動的核心資料現在需要更廣泛的應用，包括環境保護、緊急應變、海

上能源、漁業等，因此這些資料的互通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雖

然該小組不會制定新標準，但它將成為一個開放的論壇，討論和理解互通

性方面的任何問題、擔憂或障礙，以確保更廣泛的社群能夠有效地使用海

洋資料，而這些資料大致可以在 MSDI內獲取。 

    會議中簡報也提到全球地理空間及水文空間界意識到提高陸地和海洋

資料連接能力的重要性，這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同時也要改善不同成熟度

水準的 MSDI 之間的區域連結性，以釋放非航行資料的價值。 

在 2024/25 試點計畫中，也列出以下可能的場景包括： 

(1) 連接陸地和海洋：旨在解決連接資料和克服陸地與海洋之間差距的難

題（例如基準、與當地基準相關的挑戰）。 

(2) 連接到海洋社群：旨在更好地連接全球海洋科學資料。範例可能包括

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和海面溫度預測模型。 

(3) 陸地和海洋數位孿生：旨在進一步試驗 OGC以及與連接陸地和海洋數



 

10 

位孿生相關的其他標準。 

(4) 水層資料：旨在探索水下資料收集/水層資料，用於近海岸環境監測

以及海底和海底資源管理等場景。 

(5) 沿海資料整合： 整合海洋、氣象、環境和「海岸」的建築基礎設

施。 

(6) 推動海洋保護區(S-122)的發展。 

    會議中 OGC組織也將向 IHO秘書處提供聯合 MSDI試點計畫的出版

物，一旦可用，將在 IHO BoK(Body of Knowledge)網站上發布。 

2. WG-MGI、MSDIWG 和 OGC MDW的聯合工作會議 

    這次討論了 2大重點，一個為增加水文測量資料的使用以造福社會，

其中包含海洋保護區 S-122及 Esri提供「HUB」技術相關的 MSDI操作相

關的演示，另一個為討論 MSDI的未來，探討從 MSDI的角度來看，將 S-

100、數位孿生和合作夥伴參與納入未來 MSDI的可能性，以制定工作計劃

和行動清單。 

    在會議中提出關於 ProtectedSeas活動以及其對海洋保護區的初始實

施的介紹，ProtectedSeas為一海洋保護組職，致力於開發一個以地圖形

式呈現的全球每一個海洋保護區（MPA）的視覺資料庫，同時部署新的雷

達系統來保護易受非法活動威脅的區域，而該組織開發的 Navigator 是

目前最全面的海洋生物保護區及其邊界的資料庫，故會議中有決議將邀請

ProtectedSeas 參與非航行用途 S-122的開發，且 ProtectedSeas 將在下

一次 MSDIWG 會議上報告其有關海洋保護區的專案或活動的進展情況。 

    接下來為 Esri介紹他們 Hub平臺的功能，Esri為美國環境系統研究

公司（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Esri）為目前世界

最大的地理資訊系統技術供應商，Esri的產品和被廣泛應用於政府、商

業、學術和非營利組織等各個領域，Esri的 ArcGIS Hub旨在促進跨部門

和跨組織之間的資訊共用和合作，以解決空間問題並推動持續進步，目前

Hub提供兩種授權等級：基本授權等級和進階授權等級。ArcGIS Hub 

Basic包含在 ArcGIS Online中，並提供資料共用和網站建立功能，而

ArcGIS Hub Premium 則包含用於與團隊（包括社群成員）合作的附加功

能。 

    第 2個重點關於討論 MSDI的未來，首先主席和 IHO秘書處主持了關

於 IHO C-17 出版品更新和維護的前進方向的討論。根據 IHO 秘書處的建

議，他們已開始使用 Github進行文件管理工作，以改善 IHO 出版品的管

理和服務，例如，S-102專案小組目前正在使用 Github儲存庫修訂 S-102



 

11 

產品標準。秘書處建議將 C-17文件管理也納入 Github，以便即時生成 C-

17 Ed.2.0 文檔。 

    後續工作小組主席介紹了 C-17的通過情況，並討論了未來的出版品

更新，會議上工作組注意到了 IHO秘書處的提案演示，MSDIWG15 通過了

透過 IHO GitHub 進行 C-17檔案維護的提案，並成立了由副主席領導的文

件管理團隊（DMT），負責維護 C-17的內容。相應的行動包括 MSDIWG成員

通報意願加入文件管理團隊，IHO秘書處安排 GitHub培訓，另外 DMT與

IHO秘書處聯絡，為 C-17檔案建立 GitHub儲存庫並更新其內容。 

（五） 第五天（2024/3/8） 

    本日會議場次一開始接續昨天 WG-MGI、MSDIWG和 OGC MDW 的聯合工作會

議討論，後續是第 15次 MSDIWG會議，最後為第 6次 WG-MGI專家會議及閉

幕。 

1. WG-MGI、MSDIWG 和 OGC MDW的聯合工作會議 

    承接昨天討論 MSDI的未來，會議中最後也列出涉及 MSDIWG 在未來角

色和發展方向上的挑戰和機遇，重點如下： 

(1) 里程碑成就和先進技術：C-17出版品更新的完成為 MSDIWG 未來的角

色和影響提供了機會，但技術、資料科學和地理空間工具的快速發展

也需要前瞻性的方法。 

(2) 不斷變化的需求和全球合作：海事界對空間資料的需求不斷變化，從

航行安全到環境監測，MSDIWG必須與國際組織、水道測量辦公室和利

害關係人合作，以確保有效協調和統一。 

(3) S-100和 MSDI：MSDIWG需要持續考慮 S-100對 MSDI的影響和角色，

包括做為資料生產者和使用者提供指導，支援特定 S-100 圖層的資

料，以及支援 S-100的非航行用途。 

(4) 海洋保護區/S-122：MSDIWG需要關注海洋保護區和 S-122 的發展，包

括其在非航行用途中的潛在優勢以及支援 S-122所需的資料是否可用

於其他目的。 

(5) 海洋空間資料的數位孿生：數位孿生可用於探索虛擬副本以進行決策

和加強規劃和監測，MSDIWG需要研究其在海事領域中的作用和實施。 

(6) 合作夥伴和利害關係人的合作與參與：MSDIWG需要與合作夥伴和利害

關係人合作，共享知識和專業知識，並通過建立通用標準和協議實現

空間資料的共享和互通性。 



 

12 

(7) 新興科技趨勢：MSDIWG需要關注新興科技趨勢，包括基於雲端的解決

方案、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以及增強的大資料和進階分析功能。 

(8) 海洋科學與海洋觀測資料治理：MSDIWG需要將科學資料整合到 MSDI

中，並加強與海洋觀測網絡的聯繫，以推廣最佳實踐和持續更新相關

知識手冊和指南。 

2. 第 15次 MSDIWG 會議 

    根據 MSDIWG15 的決議，已更新了 MSDIWG 2024–2027 年工作計畫，

並確定了優先重點工作項目如下： 

(1) 透過創建故事地圖展示 MSDI的價值和治理機構。 

(2) 透過發布 SWPHC MSDIWG資料價值主張文件來獲取資料。 

(3) 透過與創新中心合作，進行人工智慧案例的探索性研究，並促進陸地

與海洋介面的創新。 

(4) 透過簡化新手使用者標準，並將 S-100與其他相關標準（例如 ISO 

19115）進行對應來建立標準。 

(5) 透過根據 IGIF-H維護出版品 C-17來提高能力和教育水準。 

(6) 透過提交國家報告，與 RHC合作，以及與 UN-GGIM和 OGC 舉行年度面

對面會議來進行溝通。 

    後續工作小組主席將 MSDIWG 2024–2027工作計畫草案提交給 IRCC

批准。同時，將向 IRCC16提交第 15屆 MSDIWG會議報告，其中包括選舉

MSDIWG主席、副主席和秘書等事宜，在會議中成員一致選舉 Caitlin 

Johnson女士（美國）為主席，Chris Hemmingway先生（加拿大）為副主

席，Julien Barbeau 先生為 MSDIWG秘書，最後本次會議也同意下次會議

於 2025年 3月 17至 21日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辦。 

3. 第 6次 WG-MGI專家會議 

    本次工作小組討論了一項關鍵活動，涉及到陸地、海洋、建築和地籍

領域的整合。該小組計劃通過聯合國地理資訊框架（UN-IGIF）的「陸地-

海洋」策略路徑來處理這個問題，並尋求解決與陸地-海洋介面和垂直方

向相關的技術複雜性。他們希望學習來自紐西蘭、澳大利亞、波羅的海地

區和加勒比海地區的相關專案經驗，也參酌新加坡-IHO創新與技術實驗

室和聯合國全球大地測量卓越中心在其中的角色和貢獻。 

    工作小組商定採用一種建議的模式，通過一系列相互關聯的「小規

模」重點工作來解決這些問題，包括垂直參考、資料互通和整合、資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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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資料標準、良好的實踐和經驗教訓等。這些工作將為制定和準備利用

UN-IGIF的 9個策略路徑的指導檔案提供基礎。 

    再來本次聯合主席針對後續該麼做也敘述到工作小組需要思考如何邀

請、整理和分享各國在實施 UN-IGIF-Hydro方面的經驗，以提高海洋地理

空間資訊的有效性和整合性。他們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確定誰願意並有能力

貢獻，並致力於記錄經驗和案例，並提供適當的實踐指南來支援實施。這

項工作應該是一個全面的、包容參與的過程。聯合主席已同意啟動這項工

作。 

    工作小組通過定期審查和更新 UN-IGIF-Hydro的相關性，認識到維護

和維持 UN-IGIF-Hydro作為一個動態文件的重要性。他們歡迎並接受新加

坡提出以數位方式發布 UN-IGIF-Hydro促進框架的維護和維持。 

    在陸地、海洋、建築和地籍領域的整合方面，並將採用焦點工作組模

式，包括本工作組、專家組以及相關的地理空間資訊管理政策與法律架

構、聯合國全球大地測量卓越中心、新加坡-IHO創新與科技實驗室，這

些焦點工作組應該具有包容性和參與性並且最初的重點將放在陸地-海洋

介面和與垂直參考（高度基準）相關的技術複雜性上。 

    後續工作小組請求聯合國秘書處提供適當的會議設施，與土地行政和

管理專家組聯合舉辦一次有關陸地、海洋、建築和地籍領域整合的會外活

動，也包括政策和法律框架工作組以及聯合國全球大地測量卓越中心。 

4. 閉幕 

    閉幕一開始由 IHO MSDIWG主席和副主席以及 OGC MDWG 主席對所有參

與者的貢獻和共同努力表示感謝，他們也表達了對主辦國的感謝。印尼海

軍水文和海洋學中心負責人也感謝所有參與者的參與，並說明海洋地理空

間資訊不僅應該用於支持航行安全，還應支持國家發展優先事項。BIG副

主席敦促加強提升綜合地理空間資訊管理的價值和認可。他補充說領導力

和協作將使我們的地理空間社群繼續前進。 

    而最後聯合工作小組代表主席感謝 IHO MSDIWG和 OGC MDWG 的合作和

聯席會議，兩個小組成員的參與和貢獻使得所有工作小組各自的議程、重

點和工作能夠得到更好的協調和一致，與會者對印尼政府、地理空間資訊

局和海軍水文和海洋學中心在為期一周的活動期間的熱情接待和盛情款待

表示衷心感謝，對細節的一絲不苟、組織良好的活動以及對所有參與者的

真誠熱情確保了在峇里島度過了富有成效和愉快的一周，特別感謝地理空

間資訊局、海軍水文和海洋學中心以及峇里島努沙杜瓦萬怡度假酒店的工

作人員的耐心、奉獻精神和不懈努力，促成了許多有意義的對話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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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一、各國之間應建立共同的標準和協議促進空間資料共用和互通性 

    在這次會議中也多次提到資料之間的互通的重要，其中印象深刻有一個滿重

要的概念為「Map once, use several times」，就提到本部在製作的電子海圖，

裡面是由許多來自海洋領域內外的資料編輯而成的且內容的呈現被 IHO標準化，

主要目的為支援航行安全，然而該內容與非海洋機構使用的工具和系統不太相

容，因此將資訊存儲在標準化的 IHO格式中至關重要，這樣可以在資料和相關團

體間實現更大的互通性，而作到資料的多次使用。另外許多空間資料具有跨國界

的特性，例如氣候資料、地形資料和環境監測資料等。若能通過建立共同的標準

和協定，可以促進跨國界的資料共用，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如

氣候變化、自然災害和環境污染等。 

 

二、提高社會對水文資料的應用程度，以促進社會進步 

    一般來說最早海洋測繪資訊主要用於航海，目的為航行安全，然而這些測繪資

訊在其他領域中已有更廣泛的應用，包括：海洋貿易、環境保護、漁業、資源開發、

基礎設施建設、國防、搜救和科學研究。將海洋測繪資料與其他海洋空間資料進行

有效分析結合，還可以實踐一些整合項目：藍色經濟、電子航海、緊急計劃和應變、

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洋空間規劃（MSP），若能將測繪資訊有效整合氣象、

海象、海洋生態系等資訊，則更有機會能擴大用戶基礎，進而增加海洋資料價值和

可能帶來的收入，最終能促進國家及社會的進步。 

三、跨組織會議議程安排值得學習 

    本次實際為 3 個國際組織共同組成的工作組會議，其議程安排分配得宜，有各

工作小組會議的時間，也有安排一起舉辦的聯合工作小組會議，會議一開始先明確

討論的目標，並針對議程先向所有人作確認，且因每個環節都有不同的主持人，也

常會針對不同的角度發表看法，也會適時地分享己見，並在會議中安排破冰活動，

以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感，本部在後續也將製作 S-100系列產品，其中涉及到需要

的資料為其他主管機關所持有，便會有跨機關會議，也許參考組成相關的工作組分

別討論工作項目細節，而整體方向的推進也需要聯合工作組會議這種形式來討論，

或許可能更有效率的推動 S-100系列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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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事項 

一、持續參與國際會議或技術工作小組，瞭解發展趨勢 

由於本部後續也將緊跟國際趨勢製作 S-100系列產品，而參加本次會議也能更

深入瞭解 MSDI和 S-100之間的相互關係，MSDI主要為設計一個框架，旨在管理和

整合海洋資料，而 S-100 提供標準化的資料格式和交換協議，有助於 MSDI 中不同

資料來源的整合和互通，另外參加工作小組的討論，透過世界各國及相關國際組織

的經驗分享，也能了解相關的指引及趨勢，且會議中面對面的與其他國家人員互動

討論，也有助提高國際能見度，建議仍應持續派員參加相關國際會議或工作小組，

以作本部後續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 

二、 持續研製 IHO S-100 新資料標準相關產品 

本部目前正研製 S-100系列相關產品，其中 S-131（港埠基礎設施）業已委請

臺灣海洋大學參與 IHO 新加坡實驗室的 S-131 資料庫專案，開發平台軟體，S-131

資料庫平台的構想是做為各國海測製圖單位與該國港口交換資料的平台，對港口而

言，能產出符合 IMO 要求、具有國際共通性，能支援港口到港口航行規劃的港口資

訊指南；對海測辦公室而言，將能獲得其編輯電子航行圖（ENC）與航海刊物所需

的港埠資訊，且能持續更新，而我國藉由參與這項專案可與其他國家及港口交流，

增加能見度亦可將我國國際商港納入 IHO的國際標準全球海港設施資訊庫中，藉由

以上持續研製 S-100 系列相關產品，過程中能使我國不斷在實務及技術上跟上國際

資料標準及格式，進而為往後建置海洋空間資料基礎設施有事半功倍之效。 

三、 配合使用 GitHub 接軌 IHO工作專案的項目 

在本次的會議上通過了透過 IHO GitHub進行 C-17檔案維護的提案，並成立了

由副主席領導的文件管理團隊（DMT），IHO 秘書也表示 IHO 目前使用 Github 進行

文件管理工作，其中也包含 S-100系列部分，GitHub 是一個基於網絡的代碼托管

服務，它主要用於版本控制和協作開發。它提供了一個平台，讓開發者可以共同合

作開發軟件項目，跟蹤代碼的變化，進行版本管理，並通過問題追蹤、合併請求等

功能進行協作。本部後續也將配合使用 GitHub 以追蹤 IHO 工作專案相關的文檔和

其他資源，也可對本部電子航行圖中心目前水深資料處理及 ENC 的進度作追蹤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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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會議照片 

 

圖 1、報到處 

 

圖 2、飯店大門的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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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UN-GGIM國際研討會場地 

 

圖 4、UN-GGIM國際研討會貴賓及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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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UN-GGIM國際研討會開幕表演 

 

圖 6、印尼地理空間資訊局和印尼海軍水文海洋中心合作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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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UN-GGIM國際研討會報告形式 

 

圖 8、第一天晚宴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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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第一天晚宴現場狀況 

 
圖 10、第二天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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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工作小組會議現場 

 
圖 12、我們座位位於後排靠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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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工作小組會議大合照 

 
圖 14、破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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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破冰活動 

 
圖 16、技術參訪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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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附錄、議程與議題及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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