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題名： 

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

三圖合一應用之研究－以臺中市太平區為例 
  

 
 
 
 
 
 
 
作者：張家銘 

系級：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一年級 

學號：M9911336 

開課老師：周天穎 

課程名稱：空間資訊系統 

開課系所：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開課學年： 九十九 學年度 第 一 學期 
 
 
 
 



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三圖合一應用之研究－以臺中市太平區為例 

                                    1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0 年) 

中文摘要 

 

目前國內各地政事務所圖解地籍圖數值化工作業於 94 年度全部完成，因圖解數

化資料僅保存數化當時地籍圖之原貌及精度，而地籍圖因破損、伸縮等自然或人為因

素造成圖幅無法銜接之問題，於圖解數化工作階段並未解決，致目前仍以分幅方式管

理圖解數化地籍圖，間接影響國土資訊之應用與發展。目前應用圖解數化成果核發地籍

圖謄本及繪製土地複丈圖作業，如宗地橫跨多圖幅時，仍依人工拼接方式處理，未有

一套標準作業機制，以致產生不同測量人員處理結果不盡相同，影響民眾權益；土地

複丈之測量工作，每年辦理數量約有20~30萬筆，其中有一定比例係圖解地籍圖地區。

於圖解地籍圖地區辦理土地複丈時，仍需先施測現況點後，再進行套圖分析後釘樁，

因其採用傳統平板儀施測，致測量成果未能建檔利用，造成重複施測大量現況點情形。

另圖解地籍圖地區，因圖地不符及與都市計畫地形圖之精度不一，而影響國土資訊系

統套疊精度及其應用效益。是以應積極解決圖解地籍圖接圖問題，建立無接縫整合式

空間資料，改善圖地不符問題，以確保民眾權益，並於圖解地籍圖整合作業中，同

時與都市計畫圖及 1/1000 地形圖套疊整合 ，達   到   三圖合一，可提高國土資訊系統空

間資料之精度及提升套疊整合利用效益及加速電子化、數位化政府時代的來臨。 

為有效規劃國土利用，達到國土永續經營，建立臺灣為「人文科技島」之目標，

亟需建立圖解地籍圖整段管理方式及達成無接縫地籍圖目標，以提高國土資訊加值

及國土規劃應用效益，並配合 e-Taiwan 策略，推動地籍測量全面數值化作業，提

供各級政府施政應用與民間各項產業需求，並減少資料重複建置，以有效整合國

家資源，提升國家競爭力。為鼓勵各縣市政府編列經費及投入其他資源辦理本項工

作，並期資源作最有效利用，作為後續各縣市政府推動之參據，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爰

訂定「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 

 

關鍵字：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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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計畫背景及目的  

    鑒於目前國內各機關保管之圖解數化地籍圖、都市計畫樁位圖及 1/1000 地形圖

等圖資在測圖背景、精度要求、運用範疇、比例尺、、、等各方面不一致之情形，為有

效推動國土資訊系統多目標運用，應將前開三種圖籍資料加以整合套疊合一，以

提供各界政府機關、民間企業及民眾多元化的服務。至於三圖合一工作之推

行，可由過去與未來兩個方面來討論，就過去三圖之整合為一，不需強調處理達

到無接縫的程度，而改善了原圖籍套疊之情形，並透過行政程序協調處理，努力解

決其不相符的因素；就未來方面，建議製訂標準作業程序SOP，將三圖整合為無接縫

三合圖的依據。 

      三圖的權屬管理與維護機關皆不同，各圖測製及使用的方法及用途不相一致，

在沒有法令依據或成立一個專責機構負責此三圖的測製與管理時，欲將三圖整合為

一個無接縫的三合圖，似乎短期內無法達成，惟有儘速成立一個專責機構負責此三

圖的測製與管理，進行未來三圖合一的艱難工程，如此才能加速推動國土資訊系統基

本一致的圖資供應。 

 

第二章、研究區域、計畫運用的項目及內容、資料處理程序 

2.1  研究區域 

為有效運用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成果，行政院 95 年核定「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

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96 年至 100 年） ，經 96 及 97 年辦理結果，計有 22 個縣（市）

政府、38 個地政事務所參與，合計完成辦理面積 5098 公頃、2521 幅、17 萬餘筆圖解數化地

籍圖、都市計畫樁位圖及 1/1000 地形圖套疊整合資料，辦理的區域範圍如表 1-01、1-02。 

 本文將以97年度臺中縣太平市（現今改制為臺中市太平區）信平段、義平段等2地段

為例，以該2地段辦理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案，探討其

相關作業項目及內容、分析遭遇的困難與限制及成果之運用情形，最後期盼透過其他相

關研究製訂標準作業程序SOP，將三圖整合為無接縫三合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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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1 96 年度辦理區域範圍一覽表                  

縣市 事務所 鄉鎮地段 筆數 面積(公頃) 圖幅數 自辦/委辦

臺北縣 板橋所 板橋府中段 2526 40.4261 18 自辦 
新竹縣 新湖所 湖口德盛段 1314 186.9800 10 委辦 
新竹市 新竹所 北區福林段 2459 73.0652 38 自辦 
臺中縣 大里所 大里新仁段 1950 27.0000 15 自辦 

中山所 南區番婆段 1406 51.0000 32 委辦 
中正所 北屯區建功 1388 57.8285 56 委辦 

 

臺中市 
中興所 南屯區永定段 1425 63.9421 37 委辦 
員林所 員林員林段 2680 36.4189 17 自辦 

彰化縣 
和美所 和美仁和段 2977 65.1766 32 自辦 

雲林縣 斗六所 斗六市公正段 1537 45.2606 29 委辦 
嘉義市 嘉義所 嘉義市北圍段 2877 246.7917 109 自辦 
臺南縣 新化所 善化小新營 1500 25.2000 2 委辦 

東南所 南區省躬段 2753 72.2330 35 自辦 
臺南市 

臺南所 北區仁愛段 2712 40.6996 23 自辦 
鳳山所 鳳山道爺部段下菜園小段 2863 46.0578 27 自辦  

高雄縣 
岡山所 岡山鎮大全段 2048 60.2668 32 自辦 
屏東所 屏東新生 1053 52.5015 28 自辦 

屏東縣 
東港所 新園新洋(新洋一小) 1413 36.7835 18 自辦 

   
 
 
  表 1-02 97 年度辦理區域範圍一覽表 

縣市 事務所 鄉鎮地段 筆數 面積(公頃) 圖幅數 自 辦 / 委 辦

臺北縣 板橋所 板橋市忠孝段等 3 段 5242 72.63 56 委辦 
桃園縣 中壢所 中壢市前寮段 3443 101.1549 48 委辦 
新竹縣 竹東所 竹東鎮資源段等 2 段 4720 147.6011 78 委辦 

北區及東區自由段等 3 段 6963 123.7451 81 自辦  

新竹市 
 

新竹所 
竹市北區舊社段 1734 69.4606 41 委辦 

苗栗縣 頭份所 頭份鎮蟠桃段後庒小段 6500 164 14 委辦 
 
臺中縣 

大里所 

太平所 

大甲所

 

大里市、太平市及大甲鎮新仁段等 7 

段 

 
9774 

 
138.08 

 
94 

 
自辦 

臺中市 中興所 西屯段、南屯段 9564 174.3433 113 委辦 
 
彰化縣 

員林所 

和美所 

彰化所

 
員林段等 5 段 

 
9620 

 
152.61 

 
108 

 
自辦 

南投縣 水里所 水里鄉新城段等 3 段 3922 114 70 委辦 
雲林縣 北港所 口湖鄉新湖段等 2 段 5560 351.1351 159 委辦 
嘉義縣 水上所 太保市嘉保段等 4 段 3797 394 84 委辦 
嘉義市 嘉義所 嘉義市北湖段等 4 段 6692 422.9901 200 自辦 
臺南縣 鹽水所 新營市新營段 5321 179.3 51 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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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所 北區華興段 4203 40.8159 25 自辦  

臺南市 
東南所 東區虎尾寮段 3965 35.6942 19 委辦 
鳳山所 鳳山市鳳山段、草店尾小段等 2 小段 3213 29.0697 15 自辦  

高雄縣 
仁武所 仁武鄉仁德段等 2 段 3213 135.6989 117 委辦 

屏東縣 屏東所 屏東市民和段等 5 段 4926 157.455 103 委辦 
花蓮所 花蓮市福德段等 2 段 3466 102 57 委辦  

花蓮縣 
鳳林所 光復鄉大安段 2882 127 59 自辦 

宜蘭縣 羅東所 羅東鎮東安段等 2 段 3261 107.96 65 自辦 
安樂所 七堵區大華段 3049 63.469 38 自辦  

基隆市 
信義所 中正區中義段等 6 小段 1977 17.1121 13 委辦 

澎湖縣 澎湖所 馬公市馬公段 4027 69 30 委辦 
金門縣 金門地政局 金城鎮及金沙鎮前水頭段等 11 段 5232 142.4 61 委辦 
台東縣 台東所 台東市永樂段等 4 段 3815 123.15 97 委辦 
合計 30 78 130,081 3,756 1,896 9/18 

2.2  計畫運用的項目及內容 

本文依據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運用項目及內容，分別

探討圖籍整合及套曡、地籍圖套疊現況及面積分析、成果管理與供應機制的建議等，分述如

下： 

2.2.1 圖籍整合及套疊作業步驟 

       (1)地籍資料清查、蒐集      

       (2) 加密控制測量 

       (3) 圖根測量（圖1） 

       (4) 都市計畫樁位聯測（圖2） 

       (5) 現況測量（圖3） 

       (6) 地籍圖套疊現況（圖4） 

       (7) 地籍圖整合及檢核 

       (8) 套疊都市計畫樁位圖及地形圖 

       (9) 整合後地籍圖檢核（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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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圖根點（含加密控制測量點）分布圖 

 

 
           圖2   都市計畫樁位聯測圖 

 

 

           圖3   現況測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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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地籍圖套疊現況圖 

 

 

圖5   整合後地籍圖檢核 

 

 

2.2.2  地籍圖套疊現況及面積分析 

圖解數化地籍圖套疊測量現況點，利用直接套合現況點方式、控制點進行坐標轉換方式、

及利用可靠界址點坐標轉換方式，分別採用「地籍圖重測系統(NECCAD)」、「不同地籍坐標系

統整合建置作業系統(MCMRG)」及「圖解法地籍圖數值化成果土地複丈電腦套圖系統

(SUR-I)」其方法大致如下： 

（1）直接套合現況點方式：利用地籍圖重測系統，採逐筆套合TWD97 現況

點，將TWD67坐標系統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轉換為 TWD97 坐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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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利用控制點進行坐標轉換方式：利用控制點作為共同點，求分區

轉換參數進行坐標轉換，利用不同地籍坐標系統整合建置作業系

統進行坐標轉換整合。 

         (3) 可靠界址點坐標轉換方式：利用現有軟體「圖解法地籍圖數值

化成果土地複丈電腦套圖系統」    ， 以測區可靠界址點作為共同

點，求分區轉換參數進行坐標轉換及整合。 

採用上述三種方式各得到整合後的地籍圖成果，進行不同形式面積的分析比較，如土地

登記面積、數化面積、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後轉換面積、圖解數化地籍圖坐標整合後與數

化面積及登記面積差值比較等資料（表2）。 

 

                  表2   約制條件坐標轉換計算表（節錄） 

 

2.3  資料分析及處理程序 

查本計畫經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09）研究報告指出，若三圖皆已整合於 TWD97 坐

標系統後，理論上，地籍圖之鄰路經界線與都計圖之街廓線應該為共同圖徵，地形圖所

測繪之道路邊界線雖與前兩圖之圖徵線未必完全一致，但差異值不大。套疊分析作業

將使用「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作業」所得到之 TWD97 坐標系統

上之地籍圖、都市計畫街廓圖及 1/1000 數值地形圖，以地理資訊系統軟體處理擷取三

圖之共同圖徵線（地籍圖之鄰路經界線、都計圖之街廓線、與地形圖之道路邊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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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後之圖資再進行套疊分析各圖間之共同圖徵線的偏離程度。經過整合後之地籍

圖、都市計畫街廓圖、及地形圖，在地理資訊系統軟體平台上，分別將兩圖套疊於 TWD97

坐標系統上，經分析套疊交集圖層中，造成明顯著色之交集區面積過大之原因可能為：

(1)地政機關未辦理都市計畫道路邊界之逕為分割作業(2)都市計畫道路尚未開闢，致

與現況不符(3)地形圖資過於老舊，與都市計畫圖及地籍圖不相符合（本研究計畫之地

形圖測製時間約為 1999 年）。 

套疊完成後，再依屬性表欄位資料，進行三圖之共同圖徵線的偏離程度計算，計算

偏 離程 度分為 小於0.15m、 0.15m-0.5m、0.5m-1.0m及大於 1m等4個級距，假使地

籍圖與都計圖套疊後，其共同圖徵線之偏離程度小於15公分的區域佔總長度的比例

較高，表示兩圖之鄰路經界線與街廓線的相符程度較高，在圖解地籍測量的容許誤差限

制內，部分套疊成果偏離程度大於 1m 以上者，其造成原因為部分區域的都市計畫道路

未於地籍圖上辦理逕為分割所致。上述兩圖與地形圖套疊結果皆不理想，形成的原因

為圖紙皺摺、伸縮與破損，製圖的精度、內容、用途、坐標系統及測製方式等，另地形

圖的測製時間為 1999 年   ，歷時已久，以上因素均會造成與地形圖套疊結果不理想的原

因，相關套疊分析結果將可提供各圖資之主管機關查明，並藉由行政協調方式，處理套

疊不符疑義的部分。 

 

2.4  計畫完成之成果探討及效益分析 

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作業完成之TWD97坐標系統整合

成果，能否符合目前地政機關土地複丈外業精度之要求，進而透過辦理土地複丈作

業達到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TWD97 地籍圖資料庫維護更新的機制，應開發相關成

果管理系統提供成果管理及異動需求。現階段各地政機關已擁有圖解地籍圖數化成果管

理系統、 Web 網路版管理系統，因此建議於現有系統平台擴充相關功能即可，應不須另開

發一個新系統平台，以免造成地政測量人員不熟悉新系統操作功能，進而排斥疏遠不

使用新開發系統，致無法達成整合成果地籍圖資料庫更新維護作業。 

另本計畫完成之整合成果，除符合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作業需求外，如能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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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地籍圖資套疊都市計畫圖、地形圖、正射影像、地段圖、道路名稱、重要地標、戶政

門牌位置等GIS圖資型態提供測量、地價、地用業務外業及為民服務等業務需求之外，

在橫向跨機關方面，亦能提供地籍圖資供應服務，以達到資料共享之效益。因此，現有

系統平台擴充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成果管理功能外，更應滿足上述需求，以期達到

整合建置成果的管理維護永續服務。 

2.5  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作業成果之應用 

套疊作業成果可提供運用在經濟部水利署的河川公私地清查、淹水治理計畫用地

範圍劃定、都市觀光發展處的生態調查、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生態工程資

料庫、都市發展處的變更都計規劃及工務單位的公共管線資料庫、環境開發規劃

等，其應用範圍涵蓋多方面。另整合作業成果具體之應用，可提供都市計畫單位辦理核

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供公共建設規劃及地價區段劃分使用、多目標地籍圖應用等，對

於效率上、成果精度上均有明顯的提升，在應用上有很好之成效；本成果亦可應用於都

市計畫通盤檢討、土地開發、土地重劃、都市更新、區段徵收規劃上，以達到資源共享及

多目標應用之境界。 

 

第三章、結論與建議 

三圖合一在解決地籍圖籍之間的問題（如圖幅、段界接合）及了解與解決各種

圖籍間套疊不相符的情形，每種圖籍須符合各自的精度規範，如此在國土規劃上之

套疊運用十分便利，因此未來圖籍套疊規劃能建立在一個基準之上，可以解決圖籍

坐標系統間之問題，一個基準是有其必要性且維護容易，進行套疊時再比較相同圖

徵的偏離程度，以圖徵線誤差容許較寬的來做標準，判斷其是否相符，若超過誤差

太大，由相關主管單位相互協調處理，以取得共識尋求解決方法。為使「圖解數化

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地形圖套疊作業」完成之 TWD97坐標整合成果，能夠符合

目前各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外業精度需求，進而能透過辦理土地複丈的過程達到數

化地籍圖整合建置 TWD97 地籍圖維護更新的機制，建議應規劃另案擴充成果管理系

統，以提供目前完成之成果管理及異動需求，於設計成果維護與更新作業機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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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議考慮原圖解數化成果、整合建置成果，以及圖資運用與更新方式，使不同

版本圖解地籍圖的成果管理機制完善。 

    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後之成果得否持續應用推廣，建議應先從修法上著手，目

前地政機關保管之圖解地籍圖具有法律位階之效力性，雖經過數化過程讓圖解地籍

圖成為數值圖籍資料，但未減其效力，今藉由圖解數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都市計畫

地形圖套疊計畫，將分幅數化地籍圖整合成全區管理數化地籍圖，整合後相關土地面

積增減變動、地籍圖形界址前後差異及相關圖籍成果並未重新辦理公告作業，地政機

關無法據以辦理土地標示變更登記，致參與本計畫之地政事務所目前大多僅能將套疊

完成之整合成果運用於土地複丈外業時之參考依據，應建請相關單位研議修法，讓

整合後之圖籍成果合法化，並且研擬訂定標準作業流程（SOP），才能讓圖解數化地

籍圖整合建置套疊成果，有效應用於地政機關土地複丈外業及數化圖籍管理作業；

並能提供其他單位整合後之地籍圖資供其加值應用，以達到資源共享及多目標應用之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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