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前言

我國土地登記是採登記生效主義。依據

民法第 758 條「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

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

效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之。」，其

效力之發生，係以登記簿所登載之資料為準，

而登記簿所載土地坐落位置即為「地籍」，為

此而測繪的地圖稱為「地籍圖」，地籍圖為政

府機關土地管理系統之基礎資訊，當發生土地

權屬疑義時，業務單位會先於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套圖判

釋，但 GIS 圖台上之地籍位置究為真實絕對位

置，答案是否定的。

臺灣地區已辦理登記土地之地籍測量原

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轟炸總督府時均

被炸毀，目前地政事務所使用之地籍圖，係日

據時期依據地籍原圖描繪而成之副圖，保存迄

今都已破損、滅失、比例尺變更或其他重大原

因致地籍原圖失其準確性，而使圖、地不符，

為釐整地籍，乃由政府基於職權劃定地區，分

期實施重測，以維地籍圖之確實，便利土地管

理之措施，惟自民國 65 年度開始執行臺灣地

區地籍圖重測計劃至今，由於各種因素影響導

致工作進度嚴重落後，若要完全依靠重測方式

來汰舊換新，恐非短期內所能實現，在未全

面完成地籍圖重測前，應用 GIS 圖套疊地籍圖

圖解區地籍圖與重測區地籍圖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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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需對數值地籍圖要先有基本認知才不致引

用錯誤。

二、 圖解地籍圖的來源及檔案格

式

依據產製時間有日據時期以間為單位之

紙圖，民國 60 幾年間圖解地籍圖修測區，民

國 70 年圖解重測區及 78 年三社放領地測量

圖解區，格式包括不同的圖幅大小、比例尺、

坐標系統、精度等。

原始地籍圖以圖簿方式保存，為因應資

訊化，將已伸縮之圖簿地籍圖以技術數化成電

子檔地籍圖，以利於保存及管理，經數化後，

僅保存其數化當時狀態，各圖簿過去在各地政

事務所的使用、管理及維護情況差異甚多，因

此不同來源的地籍圖其數化的成果精度當然

也不同。

內政部辦理「臺灣省圖解地籍圖數值化

工作」是將圖解地籍圖數值化後圖檔成果區分

為「分幅」與「整合」兩種，分幅儲存方式，

係將紙圖數化後，不處理相鄰地段接邊問題，

以段為儲存單位；而整合數值地籍圖，依無接

縫地籍圖概念，將相鄰地段強制接合成接近無

重疊及分離狀態，以方便地籍圖管理及廣泛運

用於地理資訊系統（GIS）中，但無法以運算

方式將已伸縮之地籍圖還原成原來之比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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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測區地籍圖

重測區地籍圖於測量術語又可稱為數值

區地籍圖，與數值地籍圖（以電子檔儲存之地

籍圖）應要有所區別。數值區地籍圖包含重測

地籍圖及事業區數值地籍圖，重測區地籍圖顧

名思義為地政單位近年以數值測量方式進行地

籍重測，重測後其轉折點均以坐標表示，坐標

系統為 TWD97，地政單位可直接以數值測量

（e-GNSS）方式鑑界，數值測量只要坐標系統

轉換成 TWD97，原則上測量結果排除人為及

系統誤差每次鑑界結果均會一致。而事業區內

地籍圖，係由內政部以小班為單位分二期數化

而成，未經過嚴密之控制測量，僅能以圖解區

地籍圖等級視之，第一期為 TWD67 坐標系統

數化，第二期為 TWD97 坐標系統數化。

展示在電腦上之絕對位置並非正確（圖、地不

符），整合圖實際因原圖簿伸縮嚴重，亦有段

界無法完全接合情況，地政事務所欲鑑界圖解

區地籍圖，尚須依測量實施規則有關圖解區專

章來進行地籍圖重製（平移、旋轉）始得以坐

標測量（數值測量）法實施鑑界。

四、 如何區別重測地籍圖及圖解

地籍圖

於 GIS 套疊數值地籍圖並無法明確方法區

別該地籍圖屬重測區地籍圖或圖解區地籍圖，

在未建立重測地籍圖及圖解地籍圖概念前，地

籍位置常遭誤判而不自知，要區別重測地籍圖

及圖解地籍圖有以下方法。

1. 地籍謄本面積登記小數點以下位數是否有

數字區別 : 依據內政部 93 年 12 月頒數值

法地籍圖重測作業手冊第 11 章計算面積與

編造清冊第 2 節計算面積 :「依據地號界址

檔及界址坐標檔，利用坐標法計算每一宗

地之面積。宗地面積以公頃為單位，計算

至平方公尺以下二位小數（即公頃後第六

位小數）」，故由地籍謄本面積登記小數

點以下 2 位數是否有有效數字來判定該地

段地籍是否已有重測。

2. 請地政事務所提供清冊 : 地政事務所為執

行地籍測量管理的第一線單位，地籍重測

與修正一般均由地政事務所執，故掌管第

一線測量業務對於轄管區域重測區或圖解

區最為明瞭。

▲圖2、上圖為重測區；下圖為圖解區土地謄本

▲圖1、左圖為圓山段分幅圖；右圖為整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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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中央政府機關

地籍資料加值流通供應計畫」會員取得帶

屬性資料地籍圖 : 該計畫於 104 年 6 月 1

日修正該要點，將歷年開發之加值地籍圖

資料網路服務，包含網路地圖服務（Web 

Map Service, WMS）（地段地號查詢單筆宗

地、坐標查詢單筆宗地及最小統計區地籍

圖等）、Web Services 服務（宗地外包矩形

查詢、宗地基本資料查詢、地段清單查詢、

地段地號清單查詢及地段清單資料）與「地

籍圖磚」WMTS 服務及 API 服務（地段地

號查詢定位點及坐標查詢單筆地段地號）

納入供應範疇，未來以申請取得實體電子

檔或介接方式取得地籍圖及其屬性資料，

從屬性資料直判讀是否為重測區地籍圖，

南投林區管理處於 103 年開發程式與地政

司介接 WMS 地籍圖及線上查詢地籍屬性資

料於林政管理系統圖台，於圖台點選後即

可出現地籍相關資訊包含面積及土地管理

者屬性資料，從面積直接判讀是否為重測

地段，惟地政司提供該服務之網路頻寬及

穩定性不足查詢失敗率太高，將來可朝向

與國土測繪中心介接及取得實體電子檔於

GIS 應用。

五、 圖解區地籍圖如何校正

圖解區數值地籍圖係從已伸縮之圖簿地

籍圖以技術數化成電子檔地籍圖，僅保存其數

化當時狀態，故無法以程式還原成原始狀態，

以圖解區土地複丈的作業來說，首先面臨的是

地籍圖精度太差問題，依據測量實施規則第二

章為圖解複丈專章第 240 條「複丈應以圖根

點或界址點作為依據。其因分割或鑑定界址複

丈者，應先將其測區適當範圍內按其圖上界線

長度與實地長度作一比較，求其伸縮率，分別

平均配賦後，依分割線方向及長度決定分割點

或鑑定點之位置。」，地政事務所複丈鑑界遇

到圖解區施測有以下作法：

1. 以平板儀進行現況界址點的施測，並描繪

透明紙上如果是面積過大，使用平板儀精

度不足者，則以光波經緯儀進行現況界址

點的施測，後以平板式繪圖機進行展繪與

地籍圖同比例尺的透明紙上。

2. 藉著疊合施測點位於地籍圖的經界線後，

完成測站點在地籍圖上的位置進行推圖動

作，推圖方式最大問題是，每個人推圖的

結果都會不盡相同，有一個笑話，10 組人

有 11 種結果，但此種作法用於 GPS 放樣

測量及套圖最為簡便。

圖解區地籍複丈鑑界對於地政事務所技

術上是大挑戰，何況林區管理處人員若要進行

地籍測量以判斷是否管理土地有被占用情事

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常有誤判之情事。

南投林區管理處於 103 年發展租地重測

模組時，就以地籍管理之觀念將地籍圖納入租

地重測基礎圖資之參考，但為解決圖解區地籍

圖定位之問題，將地籍鑑界之成果「鑑界樁」

以公分級 GPS（e-GNSS 或 RTK）測量，界樁

坐標資料建立資料庫，並將鑑界樁位顯示於林

政管理系統圖台，藉以提供圖解區地籍圖應用

於 GIS 套疊之修正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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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高遠文化）

▲圖3、地籍鑑界管理介面

▲圖4、圖解區地籍圖套疊正射影像 ▲圖5、圖解區地籍圖依據鑑界樁糾正後套疊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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