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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圖解地籍圖因長期使用，破損、伸縮等因素累積誤差造成圖地不符及圖幅

無法銜接之問題，影響地籍圖精度及造成土地複丈之困難。台灣地區已於 2005

年完成全部圖解地籍圖數值化作業(以下簡稱圖解數化)，但由於圖解數化係保

存數化當時地籍圖之原貌，僅能讓地籍圖不再惡化但無法解決前述問題。以致

目前大多數完成圖解數化之地籍圖仍以分幅方式管理未能發揮數值資料之管理

及運用優勢，亦影響國土資訊之應用與發展。 

為有效運用圖解數化成果，解決圖地不符及圖幅接合問題，達成整段圖籍

整合及數值化管理之目標，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研擬「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

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以下簡稱數化整合)，透過實測方式，參考地

籍調查表之記載，在地籍圖精度範圍內修正地籍圖，達到改善圖地不符情形之

目的，可說是圖解地籍圖的延壽工程。又，本計畫執行時一併布設 TWD97 坐標

系統控制點，以坐標轉換方式將圖解法地籍圖各界址點轉換為 TWD97 坐標，有

利後續採用數值方式辦理地籍資料管理與土地複丈作業。 

同時為加速地理資訊應用圖籍整合，作業時並經由辦理地籍圖與都市計畫

樁位圖、地形圖共同點位之聯測，達到圖資系統整合，提高三者之間的吻合度，

增進國土資訊系統之實質效益。本文主要係就推動數化整合計畫及 2009 年作業

情形進行介紹，並針對地籍圖重測與數化整合作業之成本及效益做比較與分析。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圖解數化圖解數化圖解數化圖解數化、、、、數化整合、數化整合、數化整合、數化整合、土地複丈土地複丈土地複丈土地複丈、、、、坐標轉換、坐標轉換、坐標轉換、坐標轉換、地籍圖重測地籍圖重測地籍圖重測地籍圖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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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臺灣自 78 年度起全面採用數值法辦

理地籍圖重測工作，建立高精度及數

值化地籍圖資，對於後續土地複丈及

國土資訊系統基本資料之建置與應

用，已發揮具體功效；惟地籍圖重測

工作因限於經費以及繁複之作業流

程，無法於短期內全面辦理完竣。為

避免圖解地籍圖持續破損、惡化，並

因應電子化政府之殷切需求，自民國

86 年起執行「臺灣省圖解地籍圖數值

化後續計畫」，於 94 年度全部完成臺

灣省圖解地籍圖數值化(以下簡稱圖

解數化)工作。惟囿於圖解數化資料僅

保存數化當時地籍圖之精度，地籍圖

因破損、伸縮等自然或人為因素造成

圖幅無法銜接之問題，並無法藉由圖

解數化解決，且圖解數化後，係保留

原地籍圖坐標系統，不利於與其他圖

籍之整合應用。 

地籍圖重測，為最根本解決早期

圖解地籍圖地區圖地不符問題之方

法，惟所需經費龐大、作業期程漫長。

包括光復後初期辦理圖解法修測或重

測地區，因年代久遠其圖籍已逐漸破

損，也已面臨需再辦理重測之壓力，

惟這些地區地籍圖破損情形不如日治

時期測繪地籍圖嚴重，且有地籍調查

表資料可稽，似可利用圖解數化成

果，以原有地籍調查表為基礎，以實

地測量檢核修正地籍圖，以更為速

捷、節省經費之方法，減少圖地不符

之現象，達到延長地籍圖使用壽命之

目的。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 94 年研

提「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

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以下簡稱數化

整合計畫或本計畫)，經行政院 95 年

核定實施。主要係運用現代精密之測

量儀器與方法，布設新台灣大地基準

TWD97 系統控制點，並在圖解地籍圖

精度範圍內採實地檢測方式修正地籍

圖；並透過聯測與都市計畫樁位圖、

地形圖之共同點方式，提高三圖之間

之套疊精度，提升爾後國土資訊系統

應用效益。 

貳貳貳貳、、、、數化整合數化整合數化整合數化整合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本計畫為 9 年計畫（96年度至 104

年度），預定辦理臺灣省 21 個縣、市

及金門縣約 97 萬筆土地，主辦機關為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機關為各地政事務所。 

本計畫主要內容包含資料清查蒐

集、檢討修訂作業標準及規範、電腦

套圖系統開發、圖根點補建平差模式

建立、外業測量(含加密控制測量、圖

根測量、都市計畫樁聯測及現況測量)

等，並藉由相關資料之輔助，實施約

制坐標轉換計算，改善圖地不符之情

形，以及處理圖解地籍圖圖幅接邊及

段界不符之問題，將圖解數化成果整

合成無接縫地籍圖。 

本計畫於 96、97 年為推動初期，

二年度經費計約一億元，辦理約 17 萬

筆，惟執行時陸續發現軟體功能不足

以處理多種複雜的圖地不符狀況、各

單位作業程序不一致、整合後之成果

是否具備合法地位之疑慮及承辦廠商

作業能力與經驗不足…等問題，使得

推動成效受到質疑。為解決 96、97 年

度執行所遭遇之問題，98 年度經費先

予縮減，並由國土測繪中心辦理「圖

解數化地籍圖、都市計畫樁位圖及

1/1000 數值地形圖三圖合一作業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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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探討」及「研訂圖解數化地籍圖整

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作業標

準暨規範」委辦研究案，以探討本計

畫作業與成果之法律地位及應修正法

規之建議，並擇一實驗區，以實際作

業檢驗及檢討評估合宜之作業流程，

制定標準作業程序及規範，以期提升

往後執行本計畫之效益。 

經 98 年委託研究結果，認為圖解

數化及數化整合作業均不屬於重新地

籍整理之作為，其成果均是原地籍圖

之修正以及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之版本

差異，其管理運用並無法源上之問

題，並經建議內政部修訂地籍測量實

施規則第 165 條等相關條文，使其作

業與成果管理運用之准許更臻明確；

另於試驗區之辦理經驗，據以研修訂

作業手冊，將使後續作業更有所遵

循，該區數化整合成果，圖地符合比

例提高，確可提升辦理複丈作業之精

度及速度。 

 

一一一一、、、、分年分年分年分年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作業量及作業量及作業量及作業量及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    

年度 計畫經費(千元) 計畫筆數 編列經費 完成筆數 備註 

96 60,000 80,000 26,305 40,616  

97 112,000 200,000 78,789 130,859  

98 115,000 220,000 4,868 3,507  

99 115,000 220,000 4,770 19,413  

100 100,000 170,000 3,000 15,357 規劃辦理筆數 

101 100,000 170,000 -- --  

102 110,000 190,000 -- --  

103 110,000 190,000 -- --  

104 120,000 210,000 -- --  

    

二二二二、、、、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問題分析    

((((一一一一))))經費經費經費經費不足不足不足不足影響推展影響推展影響推展影響推展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本計畫自 96 年開始執

行，至 99 年止實際辦理筆

數約 20 萬筆，遠低於原規

劃筆數(72 萬筆)，嚴重影響

本計畫推展目標。期望後續

年度在法源、程序、規範均

已明確下，能順利爭取到更

足夠預算，提高目標達成

度。 

((((二二二二))))廠商經驗及能量問題廠商經驗及能量問題廠商經驗及能量問題廠商經驗及能量問題    

地籍圖及地籍測量與

民眾權益息息相關，除測量

技術外，法令規定亦較其他

技術性測量之規定繁瑣。經

分析，本計畫之推動以地政

事務所自辦，成果較為可

靠，惟各地政事務所業務繁

忙且測量人力多有不足，無

法就計畫數量全面自辦；而

民間測量公司對地籍測量

法令及地籍測量作業實務

經驗則均仍有待提昇。    

三三三三、、、、本計畫推動本計畫推動本計畫推動本計畫推動重要紀事重要紀事重要紀事重要紀事    

(一)94 年開發圖解數化成果土

地複丈電腦套圖軟體。 

(二)95 年行政院核定本計畫。 

(三)96 年內政部訂頒本計畫作

業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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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8 年辦理「圖解數化地籍

圖 、 都 市 計 畫 樁 位 圖 及

1/1000 數值地形圖三圖合

一作業法源之探討」及「研

訂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

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

作業標準暨規範」等委辦

案。 

(五)99 年修訂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第 165 條等相關條文。 

參參參參、、、、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流程及流程及流程及流程及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一一一一、、、、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作業流程    

            
圖 1  作業流程圖 

    

二二二二、、、、作業方法作業方法作業方法作業方法    

茲就作業流程擇要說明作業方式

如下： 

((((一一一一))))規劃準備規劃準備規劃準備規劃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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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作業區之選定，人

員調配訓練、儀器調配校

正…等。 

作業區之選定，依各地

段之測製年代、圖籍品質、

成圖比例尺及是否屬都市

計 畫 區 內 等 屬 性 予 以 分

類，排定辦理地區之優先次

序，其地區之選定應以圖籍

狀況良好之都市計畫區內

且 樁 位 資 料 齊 全 者 為 優

先，其順序之原則如下： 

1.近期已辦竣地籍整理地

區。 

2.早期已辦竣地籍整理地

區。 

3.未列入地籍圖重測之日

據時期地區。 

((((二二二二))))地籍地籍地籍地籍資料清查、蒐集資料清查、蒐集資料清查、蒐集資料清查、蒐集    

作業前清查歷年地籍

調查表、測量原圖及土地複

丈圖等資料，核對有關土地

界址點與使用現況，作成界

址指示圖，作為實地實施現

況測量，提供約制坐標轉換

依據。    
((((三三三三))))外業測量外業測量外業測量外業測量    

外業測量部分包括加

密控制測量、圖根測量及界

址點現況測量。係利用一、

二、三等基本控制測量成

果，測設加密控制點及圖根

點。再以圖根點為依據，參

照前開界址指示圖，至實地

施測現況點與界址點，依據

測 得 相 當 數 量 界 址 點 之

TWD97 坐標，可據以辦理

套圖分析並將圖解數化地

籍圖坐標轉換為 TWD97 成

果。 

((((四四四四))))套圖及面積分析套圖及面積分析套圖及面積分析套圖及面積分析    

進行套圖時，應將施測

之現況點、實量距離及邊長

註 記 納 入 作 為 套 圖 之 依

據，如地籍調查表記載明確

經界物者，亦應將該經界物

現況納入考量。原筆界(黑

色線)應優於分割線(紅色

線)，即先套疊原筆界後，

再 進 行 分 割 線 之 套 疊 作

業，並以地籍調查表所記載

之固定物優先套疊。 

套疊結果，應使多數之

界址點或實地現況界線與

地籍圖經界線吻合，並符合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5 條

或第 76 條之規定，且不得

使地籍線相對關係改變。 

((((五五五五))))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成果整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成果整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成果整圖解法地籍圖數值化成果整

合及檢核合及檢核合及檢核合及檢核    

圖籍整合時，應參考測

量原圖、歷年複丈圖(含鑑

界成果及分割條件)、實地

使用情形及登記面積等；如

圖幅內無足夠現況點可供

套疊時，應參考相鄰圖幅套

疊結果所建立轉換參數及

相關界址點之改正量等資

料，予以接合。除應將各分

幅（區）接合成整段無接縫

之地籍圖外，並不得導致界

址點間相對關係改變。接合

處有實地有與地籍調查表

註記相符之現況時，據以計

算面積與登記面積差在合

理範圍者，應使整合結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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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線與現況相符。 

完成圖解法地籍圖數

值化成果整合作業並計算

界址點之 TWD97 坐標成果

後，納入現有相關系統管

理，方便後續土地複丈全面

採用數值化方式作業。  

((((六六六六))))成果檢查成果檢查成果檢查成果檢查    

針對各項外業測量與

內業整理之成果，依規定實

施成果檢查(如與地籍圖圖

形是否相符、經界線位置是

否與地籍調查表記載界址

一致、與地籍圖、複丈圖上

邊長註記是否相符等相關

檢核)，以確保成果品質，

成果檢查時，除作書面審查

外，必要時需至實地進行抽

檢。    

肆肆肆肆、、、、實驗成果與分析實驗成果與分析實驗成果與分析實驗成果與分析 

一一一一、、、、實驗區實驗區實驗區實驗區    

本研究以 98 年度辦理標

準作業流程與規範研究之實

驗區，說明辦理情形與結果。

實驗地區為新竹市東光段及

東明段二段土地範圍，合計面

積約 159 公頃、筆數 3507 筆。

其中東光段有 37 幅、東明段

有 44 幅，均為 68 年辦理地籍

圖重測地區，比例尺 1/500，

坐標系統為 TWD67，地籍圖為

500 磅原圖紙，破損情形不嚴

重，於 87 年完成圖解數化。

實驗區範圍圖如圖 2。 

 

 

 

 

 

 

 

 

 

圖 2 東光段及東明段範圍圖(紅色線為圖廓線) 

 

二二二二、、、、外業測量成果分析外業測量成果分析外業測量成果分析外業測量成果分析    

((((一一一一))))控制測量成果控制測量成果控制測量成果控制測量成果    

清 查 本 實 驗 區 附 近

TWD97 坐標基本控制點，共

計有 13 點可供運用，經檢

測採最小約制平差計算後

皆能達到檢核精度。據以辦

理新設加密控制點 5 點，約

制平差成果，N、E、h 方向

點位中誤差最大值分別為

0.009m、0.008m、0.021m，

成果精度良好。 

依據完成之加密控制

點成果辦理圖根點新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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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建，共新測設圖根點 156

點，並聯測鄰接之地籍整理

區圖根點 14 點，合計施測

圖根點共 170 點，採圖根網

整體平差成果，精度(平均

多餘觀測數 0.3、單位權中

誤差 0.9970、距離相對精度

比最大值為 1/8257)皆符合

規範。 

((((二二二二))))都市計畫樁位聯測成果都市計畫樁位聯測成果都市計畫樁位聯測成果都市計畫樁位聯測成果    

區域內都市計劃圖係

86 年及 95 年測繪，坐標系

統為 TWD67，必須予以聯測

並轉換為 TWD97 成果。 

本實驗區內合計聯測

都計樁 194 點。為瞭解成果

一致性如何，以聯測 194 點

所 有 樁 位 作 為 轉 換 共 同

點，進行坐標轉換成果比

較，其都市計畫樁轉換成果

與聯測之 TWD97 成果比較結

果 良 好 (dx=0.017m ，

dy=0.015m，dr=0.023m)。    

((((三三三三))))現況測量成果現況測量成果現況測量成果現況測量成果    

現況界址測量之目的

在於求解圖根點、界址點等

坐標轉換所需之點對點、點

對 線 條 件 的 地 籍 圖 上 坐

標，計算區域坐標轉換參

數，據以解算未納入共同點

轉換之界址點 TWD97 坐標。

地籍圖上之經界線註記及

原地籍線（黑線）或分割線

（紅線）可供外業測量經界

物之判斷依據。透過現況界

址測量可提供圖籍坐標轉

換所需之共同點坐標、點對

點及共線點等條件，並依據

坐標轉換成果求得各宗土

地之界址點坐標、計算面

積，以確定各宗土地之地籍

位置、形狀、面積。 

本實驗區係 68 年度圖

解地籍圖重測地區，在實地

測量之前依據各宗土地地

籍調查表，註記於數化圖

上，調製成界址指示圖，逐

宗施測其土地使用現況，東

西向及南北向地籍線上之

現況需均勻施測，跨圖處之

使用現況亦需施測，供套繪

作業之使用。其實測點數統

計如表 1。 

 

表 1 現況測量各段實測點數統計表 

 

 

 
三三三三、、、、地籍圖整合成果分析地籍圖整合成果分析地籍圖整合成果分析地籍圖整合成果分析    

((((一一一一))))地籍圖套圖分析地籍圖套圖分析地籍圖套圖分析地籍圖套圖分析    

本實驗區於圖解數化

地籍圖套疊測量現況點，進

行坐標轉換套圖前，已將各

圖幅以圖解數化管理系統

先予整合，再以現況與地籍

線明顯有區域特性、街廓區

或其他天然界等細分為不

地段 段代碼 筆數 面積(公頃) 圖幅數 界址點數 實測點數 實測百分比 

東光 OA0015 1485 70 37 5980 4045 67.6% 

東明 OA0017 2022 89 44 8523 5894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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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套圖區分別套圖及坐標

轉換。 

套圖分析與坐標轉換

作業採用「圖解法地籍圖數

值化成果土地複丈電腦套

圖系統(SUR-I)」，以分區

內可靠界址點作為共點、共

線或距離條件，原地籍圖如

有伸縮、折縐破損者，亦予

以考量，求分區轉換參數，

並參考測量原圖、歷年複丈

圖 (含 鑑 界成 果 及 分 割 條

件)、實地使用情形及相關

界址點之改正量等資料，予

以套圖後再整合，套疊結

果，應使多數之界址點或實

地現況界線與地籍圖經界

線吻合，並符合地籍測量實

施規則第 75 條或第 76 條之

規定，且不得使地籍線相對

關係改變。 

前述方式得到整合後

的 TWD97 地籍圖成果，每筆

土地均就土地登記面積與

圖解數化地籍圖面積、土地

登記面積與整合圖解地籍

圖面積、及圖解數化地籍圖

坐標整合前、後面積進行 3

種不同形式面積的分析比

較，統計如表 2。發現經轉

換結果，轉換前後面積比較

超出公差之百分比並無減

少，在無法同時使實地現況

及登記面積一致時，應不宜

以面積因素作為成果精度

之衡量指標。 

圖解數化面積在實施

數化整合前，數化面積與登

記面積比較即有不少之比

率超出公差值，故辦理本計

畫作業時，圖解數化面積與

土地登記面積應核對，如大

於誤差範圍時，應依規定辦

理更正。 

 

表 2 利用可靠界址點坐標轉換不同形式面積比較表 

 

 

 

 

 

 

 

 

    

    

    

    

    

    

        

東光段東光段東光段東光段(1487)    東明段東明段東明段東明段(2015)    
段別段別段別段別((((筆數筆數筆數筆數))))    

登記與數化登記與數化登記與數化登記與數化    登記與登記與登記與登記與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整合整合整合整合與數化與數化與數化與數化    登記與數化登記與數化登記與數化登記與數化    登記與登記與登記與登記與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整合整合整合整合與數化與數化與數化與數化    

合 計 筆 數 530  510  262  775  831  268  

筆 數 318  329  105  570  596  126  
≦5 

百分比 60.00% 64.51% 40.08% 73.55% 71.72% 47.01% 

筆 數 103  83  64  101  109  58  
5～10 

百分比 19.43% 16.27% 24.43% 13.03% 13.12% 21.64% 

筆 數 75  59  64  67  74  51  
10～25 

百分比 14.15% 11.57% 24.43% 8.65% 8.90% 19.03% 

筆 數 34  39  29  37  52  33  

面 
積 
超 
過 
公 
差 

(㎡) 

＞25 
百分比 6.42% 7.65% 11.07% 4.77% 6.26% 12.31% 

百分比：超過公差筆數占面積超過公差合計筆數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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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整合後地籍圖檢核整合後地籍圖檢核整合後地籍圖檢核整合後地籍圖檢核    

圖籍整合完成後，除應

再檢算相關現況點至地籍

線之垂距外，並應至實地檢

核整合後之地籍線（或界址

點）與使用現況之垂距，且

檢核地號儘量均勻分布；經

實地檢核地籍調查表記載

固定物界址之地號結果，實

地檢核東光段總筆數(1485

筆)的 5％，計 75 筆，東明

段總筆數(2022 筆)的 5％，

計 102 筆，均符合地籍測量

實施規則第 75 條規定之容

許誤差(圖上位置誤差不得

超過 0.3 毫米，本案容許誤

差為 15 公分)，整合後地籍

圖檢核表如表三所示，垂距

小於 6 公分百分比遠大於垂

距介於 6 至 15 公分百分

比，整合後成果接近使用現

況精度，幾乎達到數值區地

籍圖精度(小於 6 公分)。 

 

表 3  整合後地籍圖檢核表 

 
四四四四、、、、地籍圖整合成果應用分析地籍圖整合成果應用分析地籍圖整合成果應用分析地籍圖整合成果應用分析    

((((一一一一))))以以以以數值方式數值方式數值方式數值方式辦理複丈作業辦理複丈作業辦理複丈作業辦理複丈作業    

本計畫完成地區，每一

界 址 點 均 有 點 位 坐 標

(TWD97)成果，其後續土地

複丈作業，可採用數值測量

儀器，如電子測距經緯儀或

GPS 施測，再結合土地複丈

外業作業系統後，將有利全

面推動數值化測量作業，改

進現行圖解平板複丈作業

方式，縮短測量時間，提升

土地複丈之速度與精度。 
((((二二二二))))地籍圖整合成果套疊都市計地籍圖整合成果套疊都市計地籍圖整合成果套疊都市計地籍圖整合成果套疊都市計

畫樁位圖及地形圖畫樁位圖及地形圖畫樁位圖及地形圖畫樁位圖及地形圖    

圖籍整合完竣後，與都

市計畫樁位圖及 1/1000 地

形圖進行套疊時，應參考都

市計畫單位所提供之都市

計畫樁位圖與 1/1000 地形

圖，各項圖籍之測設精度，

在其精度範圍內，得作適當

之平移、旋轉及尺度改正，

並將三種圖籍整合建置到

相同坐標系統(TWD97)使各

項 圖 籍 有 較 佳 之 套 合 結

果，其套疊成果，可提供地

政、都市計畫、公共建設及

其他多目標使用。 

((((三三三三))))核發地籍圖謄本核發地籍圖謄本核發地籍圖謄本核發地籍圖謄本及調製土地及調製土地及調製土地及調製土地

複丈圖複丈圖複丈圖複丈圖    

目前大部分地政事務

所仍以分幅方式管理圖解

地籍圖，在應用圖解數化成

果於核發地籍圖謄本及調

製土地複丈圖作業時，如遇

垂距垂距垂距垂距≦≦≦≦6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6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垂距垂距垂距垂距≦≦≦≦15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地段地段地段地段    實地檢核筆數實地檢核筆數實地檢核筆數實地檢核筆數    

筆數筆數筆數筆數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筆數筆數筆數筆數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東光段 75 66 88.00％ 9 12.00％ 

東明段 102 79 77.45％ 23 22.55％ 

合計 177 145 81.92％ 32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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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跨圖幅時，多仍依人工

拼接方式處理，未有一套標

準作業機制，致出現不同測

量人員處理結果不同。如經

辦理數化整合後，依整合成

果核發地籍圖謄本，及調製

土地複丈圖，可提高謄本圖

之品質及提升複丈成果精

度與一致性，提高地政管理

與複丈之公信力。 

伍伍伍伍、、、、成本及效益成本及效益成本及效益成本及效益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數值地籍圖資料庫為國土資訊系

統之核心資料庫，惟圖解法測繪之地

籍圖成果仍佔臺灣地區 (包含臺灣

省、臺北市及高雄市)地籍圖之 66%，

本節係就建立數值地籍圖資料庫角

度，就圖解地籍圖數值化、地籍圖重

測、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三種方式，

作成本效益之分析比較，詳如表 4。 

「圖解地籍圖數值化」僅保存數

化當時地籍圖之精度，地籍圖因破

損、伸縮等自然或人為因素造成圖幅

無法銜接之問題，無法藉由圖解數化

解決。 

「地籍圖重測」係採用最新測量

儀器，配合嚴謹的程序依據所有權人

指界辦理地籍圖重新測製，計算面

積，達到圖地簿內容一致之目的。 

「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則係以

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及布設 TWD97

控制點為基礎，經實地檢測現況界址

點、檢核地籍原圖上邊長註記等資

料，輔以平差計算技術，將數化地籍

圖作套合及坐標轉換，建立無接縫整

合式空間資料，改善圖地不符問題，

並可作為地政機關全面推動數值化辦

理土地複丈作業之基礎。 

 

表 4  數化、重測、數化整合成本效益比較表 

作業方式 

 

比較項目 

圖解地籍圖 

數值化 
地籍圖重測 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 

辦理地區 全部圖解地區 地籍圖破損嚴重地區 
未列入數值重測 

之圖解地區 

單價分析 約 83 元／筆 
約1600元／筆(自辦) 
約2700元／筆(委外) 

約 440 元／筆(自辦) 
約 750 元／筆(委外) 

成本(單價) 最低 最高 低 
時間 最短 最久 短 
精度 低 最高 高 

資料管理方式 分幅管理 整段管理 整段管理 
與其它資料整合難易 困難 容易 容易 

主要工作項目 內業資料處理 
1.地籍調查 
2.外業測量 
3.內業資料處理 

1.外業測量 
2.內業資料處理 
 

效益分析 
(預期效益) 

1.延續地籍圖壽
命。 

2.減少人工繪圖
問題。 

3.提高為民服務
品質。 

1.保障公私有土地產
權。 

2.獲得高精度數值地
籍測量成果。 

3.可以全面採數值法
土地複丈。 

1.容易與都計圖、地形圖
整合。 

2.提高圖解數化地籍圖
應用效能。 

3.再可接受的精度下，以
低成本及快速建置地
籍圖資料庫。 

4.提高推動數值化土地
複丈之可行性。 



 ～61～ 

 

圖 3 為學者分析數化與重測在時

間、精度、成本三個因素間之關係

(Tamim，1992, Tamim, et al. 1995，

郭英俊，1995)，顯示數化作業在成本

及時間均可較重測更有競爭力，然而

其精度亦遠不及重測之成果。圖解數

化地籍圖整合作業基本上就是圖上所

示直線 2 之路徑，投入較重測所需為

低的時間與成本，改善圖解數化地籍

圖在精度面向的不足，可在全面辦理

重測所需時間及經費龐大之問題未能

克服之前，以較短的時間與經費提升

數化地籍圖的精度，延長其使用壽命。 

 

 

 

 

 

 

 

 

 

圖 3  選擇資料庫建置方法考慮因素圖 

 

陸陸陸陸、、、、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一一一一、、、、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以實驗區實地檢核整合後地

籍圖之地籍線（或界址點）

與使用現況之垂距結果，均

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5 條規定之容許誤差(圖上

位置誤差不得超過 0.3 毫

米，本案容許誤差為 15 公

分)，且多數達到數值區地

籍圖精度(小於 6 公分)，圖

地一致比例高，提高辦理複

丈作業之精度及速度，可作

為數值地籍測量(含土地複

丈)作業之基礎。 

(二)本計畫透過現況測量及坐標

轉換作業，整合圖解數化分

幅成果，並轉換至 TWD97 坐

標系統，且提高圖地相符程

度，對於尚未高度都市化發

展的郊區或山區，甚至不需

再辦理重測，可減輕完成全

面 重 測 之 時 程 與 財 務 壓

力，節省國家財政支出。 

(三)本計畫可推動圖解法地籍圖

延壽工程，有效運用圖解法

地籍圖數值化成果，解決圖

幅接合問題，達成整段圖籍

整合及管理之目標。 

(四)以整合成果辦理土地複丈作

業，可採用數值測量儀器，

如電子測距經緯儀或 GPS 施

測，再結合土地複丈外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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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系統後，將有利全面推動

數值化測量作業，改進現行

圖解平板複丈作業方式，縮

短測量時間，提升土地複丈

之速度與精度；惟測量精度

仍應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第 75 條之規定。 

(五)地籍圖數化整合後有利於與

都市計畫圖、地形圖套疊應

用，且均轉換為 TWD97 坐標

系統成果，套合一致性高，

對推動國土資訊系統之應

用，有正面具體之效果。 

(六)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

98 年委託研究結果，就數化

整合成果辦理土地複丈及

推動數化整合作業均符合

國土測繪法規範測量之範

疇，內政部並修訂地籍測量

實施規則第 165 條等相關條

文，使辦理本計畫有明確之

法源依據。 

二二二二、、、、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地籍圖重測是提升地籍管理

最有效的方式，惟程序嚴謹

成本高，其作業速度遠不及

社會期望。在地籍圖已完成

全面數化，尤其圖解法地籍

整理地區，既有地籍調查表

可查考界址的記載，而且測

量原圖尚保存良好有諸多

測量資訊可參考，辦理數化

整合作業可達到接近數值

法重測的成果，應繼續大力

推廣。 

(二)大部分民間測量公司團體對

於地籍測量作業之熟悉度

仍需加強，執行成效有待提

昇，本計畫目前仍以自辦為

佳。應就委外作業規範及驗

收機制妥為檢討，以提升委

外辦理之成果品質，妥善運

用民間測繪資源。 

(三)本計畫因公共建設經費預算

有限，導致實際辦理筆數遠

低於原規劃筆數，嚴重影響

推展目標。應積極爭取依本

計畫需求數編列經費，擴大

辦理工作量，效益將更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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