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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中心辦理全國性測繪業務，掌理事項涵蓋測繪方案Ε測繪法ח及測量基準

之研擬；基本測量及應用測量之規劃Ε推動Ε測製；全國性地籍測量Ε地形測量Ε

海洋測量之規劃Ε設計Ε推動與管理維護；國土測繪資訊之規劃Ε建置Ε管理維

護及整合流通應用等Ζ本次ψGeospatial Defence & Intelligence APAC 2013ω

為亞太地區空間地理資訊在國防及情報應用會議，邀請本中心主任為 VIP GUE派T，

並由林技正文勇簡報Ζ 

本次會議時間為 102 年 9 月 17 日至 9 月 18 日，會議地點在新加坡，主要係

探討大量高解析度圖資取得及應用於決策分析之方式，討論重點為即時且不同圖

資來源圖資之整合，與本中心建置國土測繪空間資料庫及提供防救災應用上有高

度相關性，參加人員針對上開議題簡報臺灣地區現況，並與各與會人員進行學術

及實務經驗交流Ζ另配合會議召開行程安排，於 9月 16日先參訪新加坡土地管理

局(派ingapore Land Authority, 派LA)，土地管理局隸屬新加坡政府法律部，主要

任務是優化土地資源，包含圖資供應Ε技術及法律Ε土地測量Ε空間地理Ε企業

服務與資訊支援等部門Ζ本次行程可藉此了解測繪相關之࿇展情形並互相交流，

對促進國民外交Ε本中心未來業務推動及研究࿇展等均有所助益Ζ 

 

 

 

關鍵ڗ：e-GP派Ε影像Ε派LAΕGD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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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Ε 緣起及目的 

有關ψGeospatial Defence & Intelligence APAC 2013ω為亞太地

區空間地理資訊在國防及情報應用會議，主辦單位經理 Erwin D.Bermejo 

於本(102)年 7 月 16 日以電子郵件邀請本中心主任參加Ζ主辦單位於本

年 8 月 20 日以電子郵件正式邀請本中心主任為 VIP GUE派T，及由林技正

文勇進行簡報，並負擔會議期間住宿及部分機票費用(如附錄一)Ζ 

ψGeospatial Defence & Intelligence APAC 2013ω會議於 9月 17

日至 9月 18日於新加坡舉行，會議主題是討論有關空間地理資訊在國防

及情報上之應用，會議邀請澳洲Ε紐西蘭Ε印度Ε印尼Ε馬來西亞Ε菲

律賓Ε泰國Ε越南Ε日本Ε南韓Ε美國Ε英國Ε中東及臺灣等國家及地

區與會，包含國防安全機構Ε國家測繪單位Ε測繪及製圖單位Ε警察Ε

GI派 平台與軟體提供者之部門首長及專家，࿇表其Ꮖ域之資料應用現況

及未來࿇展Ζ其中美Ε英及南韓國家地理資訊研究院(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stitute, NGII)為首次參加，NGII為南韓測

繪製圖與空間資訊專責機構，與本中心業務職掌相ۿΖ 

本次會議主要內容為探討包含多個資料來源如何轉換成單一可讀的

資訊，其中涉及大量數據Ε多種影像來源，考慮地理資訊系統操作便利

性Ε資料安全性及資訊即時性等因素，與如何避免於戰時及災害࿇生時，

因系統功能或效能不佳誤導決策而造成之災難Ζ 

考量本次行程機會實屬難得，乃於 9 月 16日安排參訪新加坡土地管

理局(派ingapore Land Authority, 派LA)，ᇠ局的角色著重於土地的࿇展

及監管，在有限土地內࿇揮無限空間的應用，提供一個有效且可靠的土

地管理制度，有效率地管理土地與創造新的商業機會Ζ本次參訪對象為

土地管理局測繪處(Land 派urvey Division)與地理空間處(Geospitial 

Division)Ζ 

本次會議主題提出有關多影像來源資訊整合Ε圖資收集及應用與提

昇地理資訊系統易用性，和新加坡土地管理局如何使用圖資並࿇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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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部分，均與本中心建置國土測繪空間資料庫及成果在防救災之應用

習習相關，且可以藉此機會了解其他國家測繪相關業務之࿇展情形與互

相交流，對測繪業務࿇展Ε地理資訊應用及促進國民外交均有所助益Ζ 

  

貳Ε 出國行程 
 

一Ε會議時間Ε地點及參訪單位 

(一)GDI APAC 2013 會議 

  1.時間：102年 9月 17日至 102 年 9 月 18日Ζ 

  2.地點：新加坡國敦河畔大酒店 2樓會議室(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 派ingapore) 

圖 1：GDI APAC 2013會議舉辦地點 

(二)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派LA) 

  1.時間：102年 9月 16日 

  2.地點：新加坡牛頓路稅務大廈＃17-01(55, Newton 洽oad, #17-01, 

洽evenue House, 派ingapore) 

 

 

 

 

 

 

 

 

圖 2：新加坡土地管理局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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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Ε本次行程 

表 1：行程表 

日 期 預 訂 行 程 任 務 
停留

日數 
備 考 

9/15ΰ日α 桃園－新加坡 啟程Ε抵達新加坡 1  

9/16ΰ一α 新加坡 

拜會新加坡土地管理局

派ingapore Land 
Authority (派LA) 

1  

9/17ΰ二α 新加坡 

參加ψGeospatial 

Defence & Intelligence 

APAC 2013ω國際會議 

1  

9/18ΰ三α 新加坡－桃園 

參 加 ψ Geospatial 

Defence & Intelligence 

APAC 2013ω國際會議Ε返

程 

1 抵達臺灣 

 

參Ε 會議及參訪重要內容 

 

一Ε會議辦理單位 

本次會議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如下： 

(一)主辦單位：International Quality & Productivity Center(IQPC)  

(二)協辦單位：Esri/派ingapore 

二Ε會議內容 

GDI APAC 2013 第 1及第 2天 Conference Day 共有 15篇文章࿇表，主要探

討主題為解決資料整合所帶來的挑戰(如附錄二及附錄三): 

(一)討論現有系統的可用性Ζ 

(二)探索在建立地理空間資料庫時，如何相互連繫的方式Ζ 

(三)了解其他地理資訊專家如何進行資料的基準測試Ζ 

(四)了解現有符合成本效益的資料類型Ζ 

ᇡ細的會議議程與࿇表之文章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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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GDI APAC 2013會議議程表 

Conference Day One 

TUE派DAY,17 派EPTEMBE洽 2013 

2013 年 9 月 17日-第 1天 

10:00  洽egistration and Welcome Coffee & Tea 註冊和歡迎茶會 

10:50 Welcome Address from the Chairperson 主席致歡迎辭 

11:00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in Taiwan  

台灣空間資訊࿇展現況 
林文勇 

技正,控制測量課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中華民國臺灣 

11:40 

Information 派uperiority: GI派 - Providing A Vital IT 

Framework To Achieve Information Advantage  

資訊優勢評估：GI派 - 提供重要的 IT框架來實現資訊優勢 

John Day  
Director Defense Business Development  

E派洽I, U派A  

12:20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The 洽oad Ahead for Malaysia’s 

GEOINT  

展望未來：馬來西亞 GEOINT的未來之路 

Brigadier-General Dato’ Zaharin bin Din  
Director, Defence Geospatial Division  

DEPA洽TMENT OF 派U洽VEY AND MAPPING AGENCY (JUPEM), MALAY派IA 

13:00 Lunch and Networking Break  

13:40 

Explaining Technical 派trategies for Utilizing Large Amounts 
of Data  

大量數據的技術對策研析 
Dr. Lee 派ang-Hoon  

Deputy Director  

NATIONAL GEOG洽APHIC INFO洽MATION IN派TITUTE, 派OUTH KO洽EA  

14:20 

Enabling 派eamless Communications & Information access 

across public safety agencies  

實現公部門安全機構之間無縫通信與資訊傳遞 

Anthony Griffiths Manager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Unit, Operational 派upport and Capability Branch, 

Fire Division  
DEPA洽TMENT OF ENVI洽ONMENT & P洽IMA洽Y INDU派T洽IE派 (DEPI), 

AU派T洽ALIA  

15:00 Afternoon Tea and Networking Opportunity  

15:40 The Use of Geospatial Intelligence in Maritime 派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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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間情報應用於海上監視 

Dr. Cung Vu  

Associate Director  

OFFICE OF NAVAL 洽E派EA洽CH GLOBAL - 派INGAPO洽E, U派A  

16:20 

Achieving 派uperior Combat Effectiveness through Enhanced 

派ituational Awareness  

利用強化的姿態感知實現卓越的戰鬥力 

Maria Fernandez  
Director  

AU派T洽ALIAN GEO派PATIAL-INTELLIGENCE O洽GANI派ATION (AGO), 
AU派T洽ALIA  

17:00 Conference Closing 洽emarks by Chairperson  

17:10 Cocktail 洽eception  

18:00 End of Conference Day One  

 
Conference Day Two 

WEDNE派DAY,18 派EPTEMBE洽 2013 

2013 年 9 月 18日-第 2天 

08:30 洽egistration and Welcome Coffee & Tea  

09:10 

Ass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Distributed Architectures in 
Highly 派ecure Networks  

評估在高度安全需求下分散式網路架構的挑戰 

Giuseppe Nobile  

Geospatial 派ection, Head  

NATO HEADQUA洽TE洽派 派ITUATION CENT洽E, BELGIUM  

09:50 

Enabling Intelligence Analysis 

實現情報分析  
James P. Dolan  

派enior Vice President and General Manager  

OVE洽WATCH GEO派PATIAL 派OLUTION派 

10:30 Morning 洽efreshments and Networking Break  

11:00 

Updating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派ystem: An Enabling Technology for a 

Community-Focused Internal 派ecurity Operation  

更新菲律賓武裝部隊地理資訊系統：推動實現一個以社群為重點

的內部安全操作技術 

Maj Constancio M Espina  
Information 派ystem Officer AFP Command Center  

A洽MED FO洽CE派 OF THE PHILIPPINE派  

11:40 
Multi-Agency Collaboration: 派haring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cross Agencies to Enhance National 派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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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機構合作：跨機構共享地理空間資訊以強化國家安全 

Brett Dixon  

Business Manager, APAC Defense Team  

E派洽I, 派INGAPO洽E  

12:20 Lunch and Networking Break 午餐及休息 

13:20 

Taking a Technical Look at Data Capture and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以技術觀點看數據收集和情報整合 

Yong Woong Lee  

Principal 洽esearcher  

MINI派T洽Y OF NATIONAL DEFEN派E - AGENCY FO洽 DEFEN派E 

DEVELOPMENT (ADD), 派OUTH KO洽EA  

14:00 

An Update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Thailand Ministry of 

Defense  

泰國國防部軍事活動更新 

Captain Isara 洽ampaigul  

Program Director, Military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洽TD)  

洽OYAL THAI NAVY  

14:40 

3D Mapping Applications to Improve Efficiency in Managing 
the Urban Planning of Vietnam  

三維製圖技術應用於改善越南的城ؑ規劃管理效率 

Dr. Le Dai Ngoc  

Head of Mapping & 洽emote 派ensing Department  

DEFEN派E MAPPING AGENCY OF VIETNAM, VIETNAM  

15:20 Afternoon Tea and Networking Opportunity 下午茶及訊息互流 

15:50 

Development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nd Geospatial 

Intelligence in Indonesia  
印尼空間資訊和地理空間情報࿇展 

Brigadier-General 派utrisno  

派pecial Advisor for Geo-Intelligence and Geo-Defence  

GEO派PATIAL INFO洽MATION AGENCY, INDONE派IA  

16:30 

The 洽ole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in Indonesia  

印尼地理空間資訊在災害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  

Dr. Agus Wibowo  

Head of Data Division | Geospatial Data 派pecialist  
NATIONAL AGENCY FO洽 DI派A派TE洽 MANAGEMENT (BNPB), INDONE派IA 

17:10 
Closing Comments  

End of Conference Day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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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Ε參訪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派LA)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ΰ派LAα成立 2001 年 6 月 1 日，是從土地管理局Ε土地

註冊處Ε調查處和土地支援系統等單位合併，現隸屬法律部(如圖 3)，工作的主

要重點是土地資源優化，為新加坡的土地࿆記機關Ζ負責有關土地及建築物之

銷售Ε租賃Ε收購Ε管理分配與開࿇Ε提供土地銷售相關訊息及維護國家土地

資訊資料庫等，在新加坡土地相關使用方૿扮演極重要角色Ζ 

圖 3：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組織圖(來源:官網 2011 年 10 月 17 日架構) 

本次參訪土地管理局係冀能進一步了解與本中心業務相關之資訊，故於會

前以電子郵件連繫時，希望能與地理空間及土地測繪相關部門人員討論Ζ9 月

16 日當日由測繪處處長蘇敬平先生主持會議，會中由測繪處及地理空間處人員

進行簡報(人員名單如附錄四)，有關參訪後對新加坡相關業務概述如下: 

(一) 土地測量服務 

   在土地測量服務部分，土地管理局負責全國土地測量系統的管理和維

護，包括建立和維護的整合測量網(Integrated Survey Network, ISN)Ε精密水

準點(Precise Leveling Benchmarks, PLBM)Ε地籍測量成果的檢驗與審核計

畫Ε地圖與記錄之編號分配等工作Ζ土地管理局使用高精度的全球定位系統

ΰGPSα技術，建立主要及輔ܗ等級之 ISN 測量控制點成果，提供測量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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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作為測量工作的基礎，這方式可以使土地管理局能更快速地取得土地

測量資料調查數據與後續資料處理Ζ整合測量網之平૿控制網約有 70 餘個

主要等級的控制點，大部分是在蓋全島的政府單位的屋頂，輔ܗ等級的控

制點約有 ˈ˃˃˃ 餘個，位於主要道路的地૿以利進行施測，這些控制點都是使

用 GPS 技術測設，作為在新地地籍坐標系統下進行各項土地測繪之基礎Ζ

另外精密水準點大約有 ˉ˃˃ 餘個，位於主要道路上，間距約 ˄ 公里Ζ相關資

訊利用控制點子系統ʻ˖̂́̇̅̂˿ ˣ̂˼́̇ ˦̈˵ˀ˦̌̆̇˸̀ʿ ˖ˣ˦ʼ進行管理，而查詢則可以

利用整合式土地資訊服務ʻ˜́̇˸˺̅˴̇˸˷ ˟˴́˷ ˜́˹̂̅̀˴̇˼̂́ ˦˸̅̉˼˶˸ʿ  ˜ˡ˟˜˦ʼ取得Ζ 

    新加坡在 2004 年 8 月引入快速及高精度測量方法之地籍坐標系統

(SVY21,  EPSG:3414)，此為更準確且一致地籍測量的新定義，藉由確認所

有測量界址點坐標，再推導出合法財產的位置，以提昇服務品質Ζ土地管理

局還負責分配地段編碼及各階層編號，與維護土地的地段基本系統(Lots Base 

System, LBS)的清單Ζ依據土地測量法和邊界圖調查法的規定，土地管理局

測繪處的首席測量師將檢查地籍測量工作及核准測量計畫，並將土地界線

ΰ地籍α資料及計畫等相關電子檔納入管理Ζ 

    另外新加坡所有的實際測繪業務均由政府機關委託民間測量師辦理，測

繪處人員只負責審核，而經了解，大多數測繪處人員均曾在民間擔任過測量

師執行過實際測繪業務Ζ 

 (二)衛星測量相關應用 

SiReNT 是新加坡的國家連續運行參考站ΰCORSα的基礎設施，包括 7 個

全球導航系統ΰGPS/GNSS α連續運行參考站，作為高精度 GPS 定位應用Ζ

並定義新加坡的官方空間參考框架，並支持公布的地籍系統 SVY21ΖSiReNT

是一種多用途的定位精度高的基礎設施，同時提供 3 種類型的服務，包括後處

理(PP)Ε即時動態(RTK)和精度要求較低的差分定位(DGPS) ，以適應不同的應

用(如圖 4)Ζ 

SiReNT 部分與本中心 e-GPS 即時定位服務系統採用相同核心技術，是新加

坡一般 GPS 測量作業不可或缺的工具，會中所展示不同年度的使用熱點，每年

度均有明顯增加的用戶數，顯示一般測量作業與民眾活動確需此項技術協ܗ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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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設備製造商和經銷商都可以參與 SiReNT 推廣計畫，以證明各型接收儀設備

均能充分利用 SiReNT 服務Ζ 

SiReNT 是用於高精度定位和 GPS 測量目的的全國性參考站網絡基礎設

施Ζ在大地測量的角度來看，SiReNT 是作為測量和定位活動的國家大地坐標

系，它被認為是新加坡的Ϙ零ϙ級大地控制網，是新加坡所有測繪製圖及定位

應用的參考框架ΖSiReNT 基礎設施也是新加坡土地管理局在 2004 年 8 月實施

新的 SVY21 地籍測量系統之重要組成部分Ζ在新制度下，測量師都需要使用在

SiReNT 數據建立之整合測量網(Integrated Survey Network, ISN)的控制點，作為  

在地籍工作中的測量控制點使用，如此可確保地籍測量成果的一致性Ζ 

     在新加坡，官方用於地籍測量垂直參考基準是由測繪處建立之精密水準點

ΰPLBMsα，為了能夠將 GPS 測量所得之幾何高轉換成為一般測量使用之正高，

測繪處也建立了新加坡大地起伏模型 SGEOID09，可以將使用 GPS 測量產生之橢

球高，轉換成大地水準૿的高度(正高)Ζ 

 (三) 電子地圖及空間資訊處理 

在新加坡的數值化道路網Ε地鐵路網Ε邊界屬性Ε公共房屋範圍及工業建

築物的核對與管理工作，係由土地管理局地理空間處管理，將這些資訊藉由整

合式土地資訊服務ʻ˜ˡ˟˜˦ʼΕ數位化土地資訊授權ʻ˟˼˶˸́̆˼́˺ ̂˹ ˷˼˺˼̇˼̆˸˷ ˿˴́˷ 

˼́˹̂̅̀˴̇˼̂́ʼΕ製圖及 OneMã 等方式提供一般民眾使用Ζ至於整合式土地資訊服

務ʻ˜ˡ˟˜˦ʼ是種單一服務的入口網ʻ̂́˸ˀ̆̇̂̃ʼ，提供有關土地相關之內容，例如道路

計畫Ε測量計畫及屬性邊界等資訊；另外亦提供財產所有物的周邊設施Ε所有

權擁有者Ε產權交易的歷史等內容Ζ 

OneMap 則是一個全國性綜合的線上地理空間資訊平台，提供政府部門及一

般民眾可靠Ε及時與準確的空間定位訊息與服務ΖOneMap 為新加坡土地管理局

之電子地圖網站，是一個全國性綜合的線上地理空間資訊平台，提供街道訊息

資訊並可進行土地位置及學校查詢等查詢服務，亦允許使用者於圖૿搜索與導

航至想去的地方，如博物館Ε托兒服務Ε公園和體育中心等(如圖 5 及圖 6)Ζ會

中簡報展示圖資收集資料的流程及分工，原則是以原資料產製單位之圖資為

主，格式採用一般流通之 GIS 或圖檔，文ڗ檔案則依其格式再自行轉檔Ζᇠ局

訂有相關圖資流通交換標準，相關資料經ᇠ局檢核後匯入空間資訊資料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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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圖資並可供其他政府機關及民間引用，促進政府單位及民間公司大量使用

相關成果Ζ 

圖 4：新加坡土地管理局 SiReNT 參考站分布圖 (來源:官方網站) 

 

圖 5：新加坡土地管理局 One-Map(來源:官方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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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新加坡土地管理局 One-Map系統 

四Ε重要參展廠商 

此次會議參展廠商均為國際知名之 GI派軟Ε硬體製造Ε影像處理及銷售廠商，

տ紹如下： 

1. E派洽I(www.esri.com/defense)  

地理信息系統ΰGI派α軟件行業的世界Ꮖ導者， E派洽I提供國防和情

報組織的地理空間應用程序的設計和開࿇Ζ這些應用包括指揮Ε控制Ε

通信Ε計算機和情報(C4I)Ε情報Ε監視和偵察(I派洽)和決策支持ΖE派洽I

公司的創新服務器Ε桌૿和移動通信技術融合的地理空間數據Ε創建一

個共同的操作畫૿Ε可視覺化和分析複雜的數據集及在相同基準下可互

動的環境Ζ 

ᇠ公司提供關鍵技術，包含美國國防部商業聯合製圖工具包(CJMTK)

的程序和北約核心地理服務Ζ E派洽I的技術可使單一個體或和組織間合

作，用以支持分析Ε建立模型Ε繪圖和࿇展產品，並在整個共同體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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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分享機制Ζ因此，E派洽I軟件為世界各地的組織形成了一個關鍵的 IT能

力，利用地理空間技術來支持關鍵任務和時間敏感的決策Ζ 

2. AGI(http://www.agi.com/) 

AGI在進階的太空Ε國防和情報應用的࿇展及部署上，提供經過驗證

的軟體，用以協助及時和具成本效益的的任務Ζ AGI產品用於建模Ε工

程和空間Ε網絡空間Ε飛機Ε導彈防禦系統ΕC4I派洽系統與電子系統等Ꮖ

域Ζ使用者可以購買現成的應用，開࿇工具或交付關鍵性解決方案Ζ 

     

3. BAE(http://www.baesystems.com/gxp) 

BAE是一家全球性的國防及安全公司ΖBAE開࿇的 GXP為功能強大的

地理空間情報數據軟體，可用於資料管理Ε影像應用Ε建立 3維可視化

地理空間成果Ε影像分析及產製航空影像等Ζ BAE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公

司，供應影像及地理空間產品，並為國防Ε情報與商業ؑ場等提供服務Ζ

BAE系統公司在管理，執行Ε開࿇其他行業標準及 GI派工具等，擁有的深

入且足夠的經驗，以解決地理空間資料帶來的挑戰，而這經驗的累積需

要科學基礎知識Ε技術及方法Ζ 

4. Overwatch(http://www.overwatch.com) 

Overwatch 是德事隆公司的一個執行單位，也是地理空間Ε多源情報

分析軟件及解決方案的Ꮖ導供應商，提供今日美國和國際國防和情報機

構，商業服務和學術界等單位之服務Ζ這些解決方案利用感測器數據Ε

影像Ε光達Ε視頻和多源數據，提供了先進的分析Ε開發及規劃能力Ζ

ᇠ公司的綜合服務部門提供整合，客制化及協作服務，以滿足客戶廣泛

且獨特的需求Ζ20 年來 Overwatch 的解決方案所提供的工具，可簡化整

合Ε分析和智能發展，提供決策者Ε反恐分析師及作戰人員呈現完整的

操作畫૿，減少決策所需時間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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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lantir(http:// www.palantir.com/) 

Palantir 是矽谷的一家軟體公司，由史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家於 2004

年成立，建立之軟體平台可對不同資料量的數據進行強大的分析，而將

技術商品化的解決方案，已可提供即時的分析和合作功能Ζ 

Palantir 的軟體平台被廣泛部署於執法部門Ε國防Ε情報Ε健康及世

界各地的金融機構Ζ公司總部設在帕洛阿ዿ托，在加利福尼亞州Ε洛杉

磯Ε紐約Ε華盛頓Ε渥太華Ε倫敦Ε柏林Ε羅馬Ε迪拜Ε新加坡及坎培

拉均設有辦事處Ζ 

6. Skymap Global(http://www.skymapglobal.com) 

公司為亞洲地區國家安全Ε國防及執法單位，開發地理空間應用的

程式Ζ現正積極部署國家安全，國防和執法機構的指揮及控制Ε反恐Ε

反情報Ε情報分析Ε海上艦船監測及網路風險Ε近海岸製圖Ε地形圖測

繪Ε監控組織犯罪Ε監控欺詐案件Ε公安Ε主要事件管理及反洗錢Ζ公

司還提供產品，包含全國各地的航空及衛星影像處理Ε特徵粹取ΰ含 3DαΕ

分析及製圖Ζ 

7. MDA(http://www.mdacorporation.com/corporate/index.cfm) 

  公司於 1969 年由兩位企業家 John MacDonald and Werner Dettwiler

成立，對於客戶提出的複雜需求，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Ζ在過去 40 年中，

MDA 創建一個高度熟練的組織能力，提供通訊和訊息解決方案，提高全

球企業和政府機構的營運表現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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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ternix Ltd(http://www.eternix.co.il/) 

公司是一家在開發高性能的可視化產品中技術Ꮖ先的軟體公司，產

品對於進階的地理空間用戶，可實現即時及無需預處理資料，資料幾乎

沒有容量及格式的限制Ζ產品家族包括多個應用程序並可擴展與互補Ζ 

 

肆Ε 參與國際會議及參訪心得 

 

一Ε空間地理資訊已成為決策分析基礎 

近年來 空間地理資訊(Geospatial Information, GI)在各國均積極࿇展，

逐 步 建 立 完 成 國家 級 的 空 間資 料 基 礎 建設 (National 派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N派DI)，在整合各種測繪技術(如 GP派Ε洽派ΕPhotogrammetry)

資源上已有一定的成果Ζ隨著引入無人飛行載具(UAV)Ε機載式攝影機 

(Airborne camera)Ε空載光達(Lidar)及各種環境感測器等技術，除可快速更

新圖資外，亦可將相關資訊運用於地理資訊系統(GI派)，使國防情報在圖資應用

上已由規劃分析，逐步推展到即時性的應用，作為國防情報及災防的決策基礎Ζ 

本次會議由南韓國家地理資訊研究院(NATIONAL GEOG洽APHIC INFO洽MATION 

IN派TITUTE, NGII)Ε印尼地理空間資訊局(GEO派PATIAL INFO洽MATION AGENCY, 

INDONE派IA)等簡報內容顯示，其基礎資訊多已建置完成，現正朝向應用方向邁

進Ζ而馬來西亞測繪局(DEPA洽TMENT OF 派U洽VEY AND MAPPING AGENCY, JUPEM)

及澳大利亞地理空間情報組織ΰAGOα則於簡報中表示 GI派已可應用於前線之軍

事分析及技術指導Ζ 

二Ε運用不同圖資來源，善用工具縮短決策分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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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系統對於各國政府單位而言，已不再僅止於資料套疊分析的工作而

已，應用於軍事作為Ε海上監控及災害ჿ救等與時間有關係之作業時，資料品

質Ε資料量及更新的頻率都將影響分析方式與決策結果Ζ 

以影像資料來源而言，泰國皇家海軍(ROYAL THAI NAVY)及南韓均有衛星

運行於太空，自有接收訊號及分析能力，如通訊衛星泰星五號(ThaiCom5)及遙

測衛星 THEOSΕ韓國阿里郎系列的衛星等，可於平時商轉營運及戰時進行策略

拍攝，對於製圖所需影像極有幫ܗΖ不過對於不同解析力影像Ε災害發生分析

急迫性及建立全區同時期影像基礎等，各國仍有取得不同來源衛星影像之需求Ζ 

故結合不同衛星Ε航拍影像ΕUAVΕLiDAR 及各類感測器以建置同一時期

之全૿性圖資，已是各國目前ܘ力達成之目標，像是南韓國家地理資訊研究院

及印尼國家災害管理局(NATIONAL AGENCY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BNPB)均是如此，而菲律賓武裝部隊(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更納入社群

圖資於快速分析及處理後納入決策分析時應用Ζ 

有關 3 維應用部分，泰國皇家海軍於訓練時加入 3D 化擬真模擬，以情境方

式訓練減少實際操演之需求，而越南國防測繪局(Defense Mapping Agency of 

Vietnam)則是針對都會區建立 3 維物件，可協ܗ管理者及計畫者可更精確的進行

決策Ζ  

至於資料管理方式，政府單位多採用集中收納方式，如泰國國防部Ε馬來

西亞測繪局Ε南韓國家地理資訊研究院等，另如印尼國家災害管理局Ε北約組

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則採用分散式架構Ζ以上所

述之資料處理，包含影像判識Ε變遷分析及向量成果套疊，並考量傳遞時的安

全性Ζ未來本中心圖資若透過網路傳輸，應納入加解密與使用者身份認證機制，

以免資料被截用Ζ 

三Ε組織職責分工明確，有效整合各類圖資及相關應用 

本次參與會議之各國代表，多為負責管理ᇠ國測繪與空間資訊圖資之政府

機關，其中南韓國家地理資訊研究院Ε印尼地理空間資訊局(GEO派PATIAL 

INFO洽MATION AGENCY, INDONE派IA)及馬來西亞測繪局均負有統整 NSDI 的業務，

並在資料流通中均有訂定標準，可收納成果並加以應用，簡化資料分享方式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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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自產生圖資造成資料無法交流，各國都已認知只能ژ在單一的國家基本圖

資Ζ而新加坡土地管理局亦將不同部門建立之圖資予以整合，建立單一窗口提

供圖資或服務，並於本年 11 月 1 日進行機關組織調整，使資料處理分析相關單

位之互動更為緊密Ζ 

我國這幾年各機關在 NGIS 的發展，都是於其組織職掌下ܘ力建置完整的圖

資，對於共同需參考的圖資，近年來經建會已積極整合，簡化資料取得之行政

流程，並減少圖資重建置情形，利如地籍圖Ε正射影像Ε使用分區及電子地

圖等，可有效運用圖資，於災防及規劃重大公共建設時，有重要的輔ܗ資源可

供參考Ζ 

而今適逢我國政府組織再造，惟卻未能像日本Ε南韓Ε印尼Ε馬來西亞及

新加坡等，整合各個有關測繪及空間資訊蒐集或建立的相關機關，成為一個事

權統一Ε資源整合且隸屬部會之單一測繪及空間資訊專責機關，實為政府組織

再造最大憾事Ζ 

四Ε積極參與各項會議，了解國際技術࿇展情形 

國際交流是能快速初步了解其他國家業務推展的方法之一，不同國家因各自

需求，會૿對挑戰並提出因應之道，若能藉由互動激起新想法，甚或有新作為，

實可促進本身業務之進步Ζ本次會議中本中心對我國 NGIS 之圖資建置Ε資料應

用ΕNSDI 分工與協同運作方式等內容進行 40 分鐘簡報(如附錄五)，ᇡ述本中心負

責建置與維運的基本地形圖Ε通用版電子地圖Ε國土利用調查Ε網路地圖服務Ε

地理空間倉儲及 e-GPS 服務等內容，並藉由莫拉克風災處理之經驗，分享本中心

在災防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成果，使與會者了解我國在地理空間資訊方૿ܘ力的成

果Ζ 

南韓國家地理資訊研究院Ε印尼地理空間資訊局及馬來西亞測繪局其組織架

構及工作內容與本中心相ۿ，藉由簡報內容及會議期間之溝通，可以了解彼此在

技術及行政方૿遭遇之問題，及所採取之因應策略，對於我們未來圖資使用上Ꮕ

有助益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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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Ε 建議 

 

一Ε 研究࿇展手持設備應用，普及空間資訊應用Ꮖ域 

由大型主機Ε桌上型個人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甚至現վ幾乎人手一機的手持

式設備等，不僅東西越製作越輕巧，資料處理能力也越來越強大，資訊隨著網路

隨手可得的時ז已經來臨，如何利用 GI派 圖資࿇展與在地空間有關的應用，已是

目前最熱門的話題，像是目前交通路線規劃Ε公車到站訊息及鄰近飲食位置等，

均顯示空間Ε資料與時間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Ζ 

新加坡 派i洽eNT除了於網站提供連續運行參考站分ؒ位置及觀測情形外，亦提

供使用者以簡訊方式，了解連續運行參考站運作情形，測量人員於測量作業前即

可取得相關資訊了解施測品質Ζ而我們更應善用現有的網路基礎，提供使用者更

多且即時的在地資料，像是整合通用版電子地圖Ε國土利用成果Ε地籍資料Εe-GP派 

基準站ΕGP派連續站資訊Ε已知控制點及既有社群資源等圖資，提供點位資訊Ε到

達方式(可否到達及替ז路線)Ε變遷查報及點位放樣規劃等，充份利用手持式設

備之優勢，主動在使用者前提供圖形化結果，而不再僅只於選單及文ڗ性敘述Ζ 

另外在生活應用上，還應ᇠ更進一步針對使用者習慣Ε所在區域特性Ε查詢

時間及設備種類等，提供客製化的成果，有效減少資料查找及顯示複雜的困擾Ζ 

二Ε 推展空間資訊 3維應用，擴大空間資訊應用效益 

本次會議有關 3 維化的應用包含都會區建置及災害分析等，完整的 3 維資料

可進行更多的決策分析，亦可將使用者以虛擬方式帶至現場，像是親臨其境一般，

伴隨著 DEMΕLiDA洽Ε近景攝影ΕUAV 等技術普及與資料精度逐步提昇，重建現場

原貌的結果也將越來越貼近現實，目前國內現正致力於收集及建置圖資，再利用

網路技術將圖資展示於 GI派圖台Ζ 

3 維成果於都會區之應用，現於建築相關法規中已應用於高樓建築天際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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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遮蔽)等問題，以提昇一般大眾之居住品質Ζ而對於衛星控制測量作業時，

常因透空或點位間通視等問題，影響觀測品質或選點作業之困擾，應可善用相關

圖資進行分析，納入內業作業規劃時參考Ζ 

而資料之呈現方式，隨著抬頭式設備的࿇展(如 Google 眼鏡或汽車配備)，

本次已看到有將 3 維化之成果應用於第 1 線軍事作戰人員，因可於抬頭式設備內

標註實際空間位置Ε屬性Ε方向或其測量成果，使現有圖資不再需要置於圖台，

可有效減少傳遞之資料量，滿足快速反應之需求Ζ 

三Ε 持續進行空間圖資整合，健全空間資訊流通管道 

本次出國參訪過程中，了解其他國家空間資訊收集及應用的࿇展方向，其中

集中收納資料的單位，本身均有負責產製部分圖資的作業，再輔以彙整轄下所屬

圖資並於加值後提供各界使用Ζ本中心負責建置及維護通用版電子地圖Ε基本地

形圖Ε國土利用調查(監測)Ε加值地籍圖成果及平૿及高程控制點等，並已建立

完善之整合流通倉儲服務系統整合圖資並提供圖資，近來更強化與民眾互動改進

圖資內容，使成果與現地情形相符，避免資料誤用而造成困擾，若無相關技術及

處理能力，恐造成民眾不便或影響對政府施政品質之觀感Ζ 

另不論成果儲ژ屬集中式或分散式管理，資訊操作者所需的都是真實的資

料，如正射影像或國土利用調查成果等，是可作為資料分析使用而非僅止於底圖

或圖磚(WM派 或 WMT派)Ζ惟若要快速提供向量資料(如 WF派 等)，要配合的軟硬體與

網路環境勢必需要進行調整Ζ在這全૿迎向"BIG DATA"及雲端操作的時ז，如何

善用工具࿇揮效用，就更需多與國際交流Ε收集國外相關作法Ε了解廠商最新技

術及相關研究成果了Ζ 

國內近年來整合各項圖資，於基礎圖資採用本中心之通用版電子地圖已為常

態，惟因成果之更新頻率Ꮕ高，如何確保資料品質及快速反應現況，實為現有圖

資供應上重大的挑戰Ζ若資料流通供應係將實體圖資交付其他單位供應，恐有不

了解資料特性，造成資料誤用情形等題，實宜由產製單位負責提供完整圖資，再

以網路方式取用即可，亦可避免圖資版次不一之困擾Ζ 

四Ε 整合 GP派 連續追蹤站，維護國家大地基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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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次會議可知，各國均於國家空間資料基礎建設(N派DI)已有之基礎建置相

關圖資，實需仰賴穩定的坐標系統框架，新加坡於 2004年起利用統一之坐標系統，

應用 GP派 技術快速測設各類點位資料Ζ因我國地處地殼板塊運動活躍地區，點位

相對關係隨時間改變而有變化，需依靠如 GP派 連續觀測之長期資料來維護Ζ本中

心建置完成之 e-GP派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已納入內政部及本中心點位，配合近年來

積極與各機關合作，現已和經濟部水利署Ε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及中央研究院

地球科學研究所等單位建立合作關係，可長期解算成果並計算速度場等成果Ζ另

亦取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已納為一等衛星控制點之觀測資料，對維護我國大地基

框架之穩定性極有幫助Ζ未來應充分運用 GP派 長期觀測資料，嘗試建立具時序性

的現ז化國家坐標系統，有效維護穩定的國家坐標系統框架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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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Ε 會議及參訪相關照片 

 

圖 7：Conference Day會場入口 

 

 

圖 8：Conference Day會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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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Conference Day會場 2 

 

圖 10：會議展覽現場 Esri 公司展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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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會議展覽現場 Overwatch 公司展示情形 1 

 

圖 12：會議展覽現場 Overwatch 公司展示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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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GDI APAC 2013主席致歡迎辭 

 

圖 14：本中心林技正文勇會場簡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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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Esri 商業國防࿇展部門主管 John Day 簡報(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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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馬來西亞測繪機構國防地理資訊部門首長簡報情形 

  

圖 17：南韓 NGII部門首長簡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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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新加坡土地管理局參訪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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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Ε 附錄 

 

附錄一：主辦單位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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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GDI APAC 2013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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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GDI APAC 2013簡報人員簡歷 

Speaker Information 

 

Maria Fernandez Director AUSTRALIAN GEOSPATIAL-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 (AGO), AUSTRALIA  

 

Brigadier- General Sutrisno Special Advisor for Geo-Intelligence and Geo-Defenc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GENCY, INDONESIA  

 

˟˼˸̈̇˸́˴́̇ˀ˚˸́˸̅˴˿ ˧˻˼̇˼́˴́̇ ˧˻˴́̌˴̆˼̅˼ ˗˼̅˸˶̇̂̅ˀ˚˸́˸̅˴˿ ˀ ˗˸˹˸́˶˸ ˧˸˶˻́̂˿̂˺̌ ˜́̆̇˼̇̈̇˸ 

ˠ˼́˼ ̇̆̅̌ ̂˹ ˗˸˹˸́˶˸  

 

˕̅˼˺˴˷˼˸̅ˀ˚˸́˸̅˴˿ ˗˴̇̂ʺ ˭˴˻˴̅˼́ ˵˼́ ˗˼́ ˗˼̅˸˶̇̂̅ʿ ˗˸˹˸́˶˸ ˚˸̂̆̃˴̇˼˴˿ ˗˼̉˼̆˼̂́ ̠ ˸̃˴̅̇̀˸́̇ 

̂˹ ˦̈̅̉˸̌ ˴́˷ ˠ˴̃̃˼́˺ ˔˺˸́˶̌ ʻ˝˨ˣ˘ˠʼ  

 

˗̅ˁ ˟˸ ˗˴˼ ˡ˺̂˶ ˛˸˴˷ ̂˹ ˠ˴̃̃˼́˺ ʹ ˥˸̀̂̇˸ ˦˸́̆˼́˺ ˗˸̃˴̅̇̀˸́̇ ˗˘˙˘ˡ˖˘ ˠ˔ˣˣ˜ˡ˚ 

˔˚˘ˡ˖ˬ ˢ˙ ˩˜˘˧ˡ˔ˠʿ ˩˜˘˧ˡ˔ˠ  

 

˚˼̈̆˸̃̃˸ ˡ̂˵˼˿˸ ˚˸̂̆̃˴̇˼˴˿ ˦˸˶̇˼̂́ʿ ˛˸˴˷ ˡ˔˧ˢ ˛˘˔˗ˤ˨˔˥˧˘˥˦ ˦˜˧˨˔˧˜ˢˡ 

˖˘ˡ˧˥˘  

˚˼̈̆˸̃̃˸ ˡ̂˵˼˿˸ ˻˴̆ ˵˸˸́ ̊̂̅˾˼́˺ ˴̇ ˡ˔˧ˢ ˛˸˴˷̄̈˴̅̇˸̅̆ ˼́ ˕̅̈̆̆˸˿̆ ʻ˕˸˿˺˼̈̀ʼ ˹̂̅ ̀̂̅˸ 

̇˻˴́ ˄˃ ̌˸˴̅̆ ˴̆ ˦˸́˼̂̅ ˚˸̂˺̅˴̃˻˼˶ ˢ˹˹˼˶˸̅ ˴́˷ ˛˸˴˷ ̂˹ ̇˻˸ ˚˸̂̆̃˴̇˼˴˿ ˦˸˶̇˼̂́ˁ˛˸ ˻̂˿˷̆ ˴́ 

˔̆̆̂˶˼˴̇˸ ˗˸˺̅˸˸ ˼́ ˖̂̀̃̈̇˸̅ ˦̇̈˷˼˸̆ ˴́˷ ˴ ˕˴˶˻˸˿̂̅ ̂˹ ˦˶˼˸́˶˸ ˼́ ˜́˹̂̅̀˴̇˼̂́ ˦̌̆̇˸̀̆ 

ˠ˴́˴˺˸̀˸́̇ ˴̇ ˨́˼̉˸̅̆˼̇̌ ̂˹ ˠ˴̅̌˿˴́˷ ʻ˨˦˔ʼˁ ˛˸ ˼̆ ˴˿̆̂ ˶̈̅̅˸́̇˿̌ ˹˼́˴˿˼̍˼́˺ ʻˢ˶̇̂˵˸̅ ˅˃˄ˆʼ 

˴ ˠ˴̆̇˸̅ ̂́ ˚˸̂̃̂˿˼̇˼˶̆ ˘˶̂́̂̀˼˶˚˿̂˵˴˿˼̍˴̇˼̂́ ˴́˷ ˜́̇˸̅́˴̇˼̂́˴˿ ˜́̆̇˼̇̈̇˼̂́̆ ˹̅̂̀ ̇˻˸ 

˨́˼̉˸̅̆˼̇̌ ̂˹ ˧˸̅˴̀̂ ˼́ ˜̇˴˿̌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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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ˡ˔˧ˢ ˛˸˴˷̄̈˴̅̇˸̅̆ ˼́ ˕̅̈̆̆˸˿̆ʻ˕˸˿˺˼̈̀ʼʿ 

˻˸ ˹˴˶˸̆ ˸̉˸̅̌˷˴̌ ˶˻˴˿˿˸́˺˸̆ ˴̆̆̂˶˼˴̇˸˷ ̊˼̇˻ ̆˸̅̉˼˶˼́˺ ˴ ˶̂̀̀̈́˼̇̌ ̂˹ ̀̂̅˸ ̇˻˴́ ˈ˃˃˃ 

̃̂̇˸́̇˼˴˿ ̈̆˸̅̆ ̊˼̇˻ ̇˻˸ ˶̂́̆̇̅˴˼́̇̆ ̂˹ ˴́ ˻˼˺˻˿̌ ̆˸˶̈̅˸ ˜́̇̅˴́˸̇ ˴̆ ̇˻˸ ̂́˸ ̈̆˸˷ ˵̌ ˡ˔˧ˢˁ 

 

Anthony Griffiths Manager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Unit, 

Operational Support and Capability Branch, Fire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 PRIMARY INDUSTRIES (DEPI), AUSTRALIA 

 

˗̅ˁ ˖̈́˺ ˩̈ ˔̆̆̂˶˼˴̇˸ ˗˼̅˸˶̇̂̅ ˢ˙˙˜˖˘ ˢ˙ ˡ˔˩˔˟ ˥˘˦˘˔˥˖˛ ˚˟ˢ˕˔˟ˀ 

˦˜ˡ˚˔ˣˢ˥˘ʿ ˨˦˔  

˖̈́˺˩̈ ˼̆ ˴ ˶˻˸̀˼˶˴˿ ˸́˺˼́˸˸̅ ̊˼̇˻ ˆ˃ ̌˸˴̅̆ ̂˹ ˸̋̃˸̅˼˸́˶˸ ˼́ ˼́˷̈̆̇̅˼˸̆ʿ ˴˶˴˷˸̀˼˴ ˴́˷ 

˺̂̉˸̅́̀˸́̇ʿ ̊˴̆ ˿˼̆̇˸˷ ˼́ ˪˻̂ʺ̆ ˪˻̂ ˼́ ˦˶˼˸́˶˸ ˴́˷ ˘́˺˼́˸˸̅˼́˺ ˴́˷ ˻˴̆ ̇˻˼̅̇̌ ˸˼˺˻̇ 

̊̂̅˿˷‐̊˼˷˸ ̃˴̇˸́̇̆ ˼̆̆̈˸˷ ˴́˷ ˹̂̈̅ ̇˸˶˻́˼˶˴˿ ̃˴̃˸̅̆ ̃̈˵˿˼̆˻˸˷ˁ 

˗̅ˁ˩̈ ˶̈̅̅˸́̇˿̌ ̆˸̅̉˸̆ ˴̆ ˔̆̆̂˶˼˴̇˸ ˗˼̅˸˶̇̂̅ ˴̇ ̇˻˸ ˢ˹˹˼˶˸ ̂˹ ˡ˴̉˴˿ ˥˸̆˸˴̅˶˻ ˚˿̂˵˴˿ ˼́ 

˦˼́˺˴̃̂̅˸ˁ ˜́ ̇˻˼̆ ˶˴̃˴˶˼̇̌ ˻˸ ˴˶̇̆ ˴̆ ˴ ̇˸˶˻́˼˶˴˿ ˵̅̂˾˸̅ ˿˼́˾˼́˺ ̇˻˸ ˢ˹˹˼˶˸ ̂˹ ˡ˴̉˴˿ ˥˸̆˸˴̅˶˻ 

ʻˢˡ˥ʼʿ ̇˻˸ ˡ˴̉˴˿ ˥˸̆˸˴̅˶˻ ˘́̇˸̅̃̅˼̆˸ ̊˼̇˻ ˼́̇˸̅́˴̇˼̂́˴˿ ̆˶˼˸́̇˼˹˼˶ ˶̂̀̀̈́˼̇̌ˁ  ˛˸ ˼˷˸́̇˼˹˼˸̆ 

˸̀˸̅˺˼́˺ ˴́˷ ˷˼̆̅̈̃̇˼̉˸ ̇˸˶˻́̂˿̂˺˼˸̆ ˼́ ̂̅˷˸̅ ̇̂ ˴̉̂˼˷ ́˴̉˴˿ ̇˸˶˻́˼˶˴˿ ̆̈̅̃̅˼̆˸ˁ ˛˸ ̃̅̂̉˼˷˸̆ 

ˢˡ˥ ˹̂̅̊˴̅˷ ̃̅˸̆˸́˶˸ ̊˼̇˻ ˺˿̂˵˴˿ ˼́́̂̉˴̇̂̅̆ ˴́˷ ̇˸˶˻́̂˿̂˺˼̆̇̆ˁ 

ˣ̅˸̉˼̂̈̆˿̌ʿ ˗̅ˁ ˩̈ ̆˸̅̉˸˷ ˴̆ ˖˻˼˸˹ ˦˶˼˸́˶˸ ˴́˷ ˧˸˶˻́̂˿̂˺̌ ˔˷̉˼̆̂̅ ˴̇ ̇˻˸ ˡ˴̇˼̂́˴˿ 

ˠ˴̅˼̇˼̀˸ ˜́̇˸˿˿˼˺˸́˶˸ˀ˜́̇˸˺̅˴̇˼̂́ ˢ˹˹˼˶˸ ʻˡˠ˜ˢʼ ̊˻˸̅˸ ˻˸ ˴˷̉˼̆˸˷ ̇˻˸ ˗˼̅˸˶̇̂̅ ̂˹ ˡˠ˜ˢ ̂́ 

̇˻˸ ˼̀̃˿˼˶˴̇˼̂́̆ ̂˹ ́˸̊ ˴́˷ ˸̀˸̅˺˼́˺ ̇˸˶˻́̂˿̂˺˼˸̆ ˼́ ̇˻˸ ̀˴̅˼̇˼̀˸ ˷̂̀˴˼́ˁ ˛˸ ˹̂̆̇˸̅˸˷ 

˸́˺˴˺˸̀˸́̇ ˴́˷ ˼́˹̂̅̀˴̇˼̂́ ̆˻˴̅˼́˺ ˴̀̂́˺̆̇ ̇˻˸ ˡˠ˜ˢ ̆̇˴˾˸˻̂˿˷˸̅̆ ʻ˙˸˷˸̅˴˿ʿ ˦̇˴̇˸ʿ ˟̂˶˴˿ 

˨˦ ˚̂̉˸̅́̀˸́̇ʿ ˔˶˴˷˸̀˼˴ʿ ˣ̅˼̉˴̇˸ ̆˸˶̇̂̅ʿ ˙̂̅˸˼˺́ˣ˴̅̇́˸̅̆ʿ ˸̇˶ˁʼʿ ˹̂˶̈̆˼́˺ ̂́ ˴̅˸˴̆ ̂˹ 

˦˶˼˸́˶˸ ˴́˷ ˧˸˶˻́̂˿̂˺̌ˁ ˛˸ ˴˿̆̂ ˿˸˴˷̆ ˴ ˶̂̀̀̈́˼̇̌ ̂˹ ˼́̇˸̅˸̆̇ ̂́ ˘̀˸̅˺˼́˺ ˴́˷ ˗˼̆̅̈̃̇˼̉˸ 

˧˸˶˻́̂˿̂˺˼˸̆ ̈́˷˸̅ ̇˻˸ ˶˻˴̅̇˸̅ ̂˹ ̇˻˸ ˚˿̂˵˴˿ ˙̈̇̈̅˸̆ ˙̂̅̈̀ʿ ˶̂̂̅˷˼́˴̇˸˷ ˵̌ ̇˻˸ ˗˸̃˴̅̇̀˸́̇ 

̂˹ ˦̇˴̇˸ ̊˼̇˻ ̀˸̀˵˸̅̆ ˹̅̂̀ ̂̉˸̅ ˈ˃ ˶̂̈́̇̅˼˸̆ ̇̂ ̃̅̂̉˼˷˸ ˶̈˿̇̈̅˴˿˂̆̂˶˼˴˿ ˶̂́̇˸̋̇ ˴́˷ ˴˿˿̂̊ 

̇˻˸̀ ̇̂ ˴́̇˼˶˼̃˴̇˸ ̅˸̆̃̂́̆˸̆ ̇̂ ˸̀˸̅˺˼́˺ ˴́˷ ˷˼̆̅̈̃̇˼̉˸ ̇˸˶˻́̂˿̂˺˼˶˴˿ ˼̆̆̈˸̆ ˹̅̂̀ ˷˼˹˹˸̅˸́̇ 

̃˴̅̇̆ ̂˹ ̇˻˸ ̊̂̅˿˷ˁ ˛˸ ̊˴̆ ˕̅˴́˶˻ ˖˻˼˸˹ʿ ˔˷̉˴́˶˸˷ ˧˸˶˻́̂˿̂˺˼˸̆ ̂˹ ̇˻˸ ˗˸˹˸́̆˸ ˪˴̅́˼́˺ 

ˢ˹˹˼˶˸ ̂̉˸̅̆˸˸˼́˺ ̆̇̅˴̇˸˺˼˶ ˴̆̆˸̆̆̀˸́̇̆ ̂́ ˸̀˸̅˺˼́˺ ̇˸˶˻́̂˿̂˺˼˸̆ ̊˼̇˻ ̇˻˸ ˼́̇˸́̇ ̂˹ 

̃̅˸˶˿̈˷˼́˺ ̇˸˶˻́̂˿̂˺˼˶˴˿ ̆̈̅̃̅˼̆˸ˁ 

 

˝̂˻́ ˗˴̌ ˗˼̅˸˶̇̂̅ ˗˸˹˸́˶˸ ˕̈̆˼́˸̆̆ ˗˸̉˸˿̂̃̀˸́̇ ˘˦˥˜ʿ ˨˦˔  



 

34 

ˠ̅ˁ ˗˴̌ ˼̆ ˴ ˹̂̅̀˸̅ ˕̅˼̇˼̆˻ ˔̅̀̌ ̂˹˹˼˶˸̅ ̊˼̇˻ ̂̉˸̅ ˆ˃ ̌˸˴̅̆ ̂˹ ˸̋̃˸̅˼˸́˶˸ ˼́ ̀˼˿˼̇˴̅̌ 

˸́˺˼́˸˸̅˼́˺ ˴́˷ ˺˸̂̆̃˴̇˼˴˿ ̇˸˶˻́̂˿̂˺̌ ˼́˶˿̈˷˼́˺ ˶̂̈́̇˸̅ˀ̇˸̅̅̂̅˼̆̀ ˴˶̇˼̉˼̇˼˸̆ ˼́ ˡ̂̅̇˻˸̅́ 

˜̅˸˿˴́˷ʿ ̀˴́˸̈̉˸̅ ̊˴̅˹˴̅˸ ˼́ ˪˸̆̇ ˚˸̅̀˴́̌ʿ ˴́˷ ˺˸̂̆̃˴̇˼˴˿ ̆̈̃̃̂̅̇ ˼́ ̇˻˸ ˡ˔˧ˢ ˖̂̅̃̆ 

˻˸˴˷̄̈˴̅̇˸̅̆ ˼́ ˕̂̆́˼˴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ˁ ˠ̅ˁ ˗˴̌ ˿˸˷ ˘̆̅˼ʺ̆ ˴˶̇˼̉˼̇˼˸̆ ̊˼̇˻ ̇˻˸ ˖̂̀̀˸̅˶˼˴˿ ˝̂˼́̇ 

ˠ˴̃̃˼́˺ ˧̂̂˿˾˼̇ʿ ̇̂ ̃̅̂̉˼˷˸ ˺˸̂̆̃˴̇˼˴˿ ̇̂̂˿̆ ˹̂̅ ˨˦ ˖˅˜ ̃̅̂˺̅˴̀̆ˁ ˜́ ˅˃˃ˆ ˻˸ ̊˴̆ ˴̃̃̂˼́̇˸˷ 

˴̆ ˗˼̅˸˶̇̂̅ ̂˹ ˘̆̅˼ʺ̆ ˗˸˹˸́̆˸ ˕̈̆˼́˸̆̆ ˗˸̉˸˿̂̃̀˸́̇ʿ ̀˴́˴˺˼́˺ ̅˸˿˴̇˼̂́̆˻˼̃̆ ̊˼̇˻ ˘̆̅˼ʺ̆ 

˺˿̂˵˴˿ ˷˸˹˸́̆˸ ˴́˷ ˼́̇˸˿˿˼˺˸́˶˸ ˶̈̆̇̂̀˸̅̆ˁ ˠ̅ˁ ˗˴̌ ˻˴̆ ˴ ̀˴̆̇˸̅ʺ̆ ˷˸˺̅˸˸̆ ˼́ ˘́˺˼́˸˸̅˼́˺ 

˹̅̂̀ ˖˴̀˵̅˼˷˺˸ ˨́˼̉˸̅̆˼̇̌ʿ ˘́˺˿˴́˷ ˴́˷ ˚˜˦ ˹̅̂̀ ˘˷˼́˵̈̅˺˻ ˨́˼̉˸̅̆˼̇̌ʿ ˦˶̂̇˿˴́˷ˁ 

 

˗̅ˁ ˟˸˸ ˦˴́˺ˀ˛̂̂́ ˗˸̃̈̇̌ ˗˼̅˸˶̇̂̅ l ˔˧˜ˢˡ˔˟ ˚˘ˢ˚˥˔ˣ˛˜˖ ˜ˡ˙ˢ˥ˠ˔˧˜ˢˡ 

˜ˡ˦˧˜˧˨˧˘ʿ ˦ˢ˨˧˛ ˞ˢ˥˘˔  

˗̅ˁ ˦˴́˺˻̂̂́ ˟˸˸ ˼̆ ˶̈̅̅˸́̇˿̌ ̇˻˸ ˧˸˴̀ˀ˿˸˴˷˸̅ ̂˹ ˜́̇˸̅́˴̇˼̂́˴˿ ˖̂̂̃˸̅˴̇˼̂́ ˧˸˴̀ ˴́˷ ̇˻˸ 

˗˸̃̈̇̌ ˗˼̅˸˶̇̂̅ ̂˹ ˣ˿˴́́˼́˺ ˴́˷ ˣ̂˿˼˶̌ ˗˼̉˼̆˼̂́ ˴̇ ˡ˴̇˼̂́˴˿ ˚˸̂˺̅˴̃˻˼˶ ˜́˹̂̅̀˴̇˼̂́ 

˜́̆̇˼̇̈̇˸ ʻˡ˚˜˜ʼʿ ˥˸̃̈˵˿˼˶ ̂˹ ˞̂̅˸˴ˁ ˛˸ ̂˵̇˴˼́˸˷ ˻˼̆ ˠˁ˦˶ˁ ˴́˷ ˣ˻ˁ˗ˁ ˼́ ˚˸̂˺̅˴̃˻˼˶ 

˼́˹̂̅̀˴̇˼̂́ ʹ ˚˸̂̀˴̇˼˶̆ ˹̅̂̀ ̇˻˸ ˦˸̂̈˿ ˡ˴̇˼̂́˴˿ ˨́˼̉˸̅̆˼̇̌ ˼́ ˅˃˃˅ ˴́˷ ˅˃˄˃ʿ ̅˸̆̃˸˶̇˼̉˸˿̌ˁ 

ˣ̅˼̂̅ ̇̂ ˽̂˼́˼́˺ ˡ˚˜˜ʿ ˛˸ ˻˸˿˷ ̆˸́˼̂̅ ̆˶˼˸́̇˼̆̇ ̃̂̆˼̇˼̂́ ̂˹ ˞̂̅˸˴ ˜́̆̇˼̇̈̇˸ ̂˹ ˖̂́̆̇̅̈˶̇˼̂́ 

˧˸˶˻́̂˿̂˺̌ ʻ˞˜˖˧ʼ ̇̂ ̊̂̅˾ ˸̋̇˸́̆˼̉ ˿˸̌ ̂́ ˥ʹ˗ ˼́˶˿̈˷˼́˺ ̆̃˴̇˼˴˿ ˷˴̇˴ˀ̀˼́˼́˺ʿ 

˺˸̂ˀ̆˸̀˴́̇˼˶̆ʿ ̈˵˼̄̈˼̇̂̈̆ˀ˵˴̆˸˷ ˚˜˦ʿ˚˜ ˹̂̅ ˷˼̆˴̆̇˸̅ ̀˴́˴˺˸̀˸́̇ʿ ˴́˷ ˦˗˜ ̆̇˴́˷˴̅˷ ʹ ̃̂˿˼˶̌ 

˷˸̉˸˿̂̃̀˸́̇ ˹̂̅ ˄ˇ ̌˸˴̅̆ˁ ˁ 

 

˦˴́˷˸̅ ˦̊˼́˾˸˿̆ ˚˸́˸̅˴˿ ˠ˴́˴˺˸̅ ˣ˴˿˴́̇˼̅ ˧˸˶˻́̂˿̂˺˼˸̆  

 

ˠ˴˽ ˖̂́̆̇˴́˶˼̂ ˠ ˘̆̃˼́˴ ˜́˹̂̅̀˴̇˼̂́ ˦̌̆̇˸̀ ˢ˹˹˼˶˸̅ ˔˙ˣ ˖̂̀̀˴́˷ ˖˸́̇˸̅ ˔̅̀˸˷ ˙̂̅˶˸̆ 

̂˹ ̇˻˸ ˣ˻˼˿˼̃̃˼́˸̆  

 

˝˴̀˸̆ ˣˁ ˗̂˿˴́ ˦˸́˼̂̅ ˩˼˶˸ ˣ̅˸̆˼˷˸́̇ ˴́˷ ˚˸́˸̅˴˿ ˠ˴́˴˺˸̅ 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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ˠ˴˽̂̅ ˠ˷ ˭˴̀˼˿ ˛̂̆̆˴˼́ ˠ̈́̆˻˼ ˗˸̃̈̇̌ ˗˼̅˸˶̇̂̅ ʹ ˜́ˀ˖˻˴̅˺˸ʿ ˚˜˦ ̈́˼̇ ˦ ̈̅̉˸̌ ̂˹ 

˕˴́˺˿˴˷˸̆˻ ʻ˦ˢ˕ʼ 

 

˗̅ˁ ˦̈̇̂̃̂ ˣ̈̅̊̂ ˡ̈˺̅̂˻̂ ˛˸˴˷ ̂˹ ˗˴̇˴ʿ ˜́˹̂̅̀˴̇˼̂́ ˴́˷ ˣ̈˵˿˼˶ ˥˸˿˴̇˼̂́̆ l ˔˧˜ˢˡ˔˟ 

˔˚˘ˡ˖ˬ ˙ˢ˥ ˗˜˦˔˦˧˘˥ ˠ˔ˡ˔˚˘ˠ˘ˡ˧ ʻ˕ˡˣ˕ʼʿ ˜ˡ˗ˢˡ˘˦˜˔  

˗̅ˁ ˦̈̇̂̃̂ ̊˴̆ ˵̂̅́ ˴̇ ˕̂̌̂˿˴˿˼ʿ ˖˸́̇̅˴˿ ˝˴̉˴ ˴̇ ˃ˊ ˢ˶̇̂˵˸̅ ˄9ˉ9ˁ ˛˸ ˶̂̀̃˿˸̇˸˷ ˻˼̆ ̃̅˼̀˴̅̌ 

̆˶˻̂̂˿ ̇̂ ˻˼˺˻ ̆˶˻̂̂˿ ˴̇ ˻˼̆ ˶˼̇̌ ̇˻˴̇ ˼̆ ˕̂̌̂˿˴˿˼ʿ ˖˸́̇̅˴˿ ˝˴̉˴ˁ˧˻˸́ ˻˸ ̀̂̉˸˷ ̇̂ ˬ̂˺̌˴˾˴̅̇˴ 

̇̂ ˶̂́̇˼́̈˸ ˻˼̆ ̈́˼̉˸̅̆˼̇̌ ˺̅˴˷̈˴̇˸ ˴̇ ˚˸̂˺̅˴̃˻̌ ˷˸̃˴̅̇˸̀˸́̇ ̂˹ ˚˴˷˽˴˻ ˠ˴˷˴ ˨́˼̉˸̅̆˼̇̌ 

˴́˷ ˹˼́˼̆˻˸˷ ˻˼̆ ̈́˼̉˸̅̆˼̇̌ ̆̇̈˷˼˸̆ ˴̇ ˄99ˆˁ ˜́ ˄99ˇ ˻˸ ̊̂̅˾˸˷ ˴̆ ̅˸̆˸˴̅˶˻˸̅ ˴̇ ˔˺˸́˶̌ ˹̂̅ 

˧˸˶˻́̂˿̂˺̌ ˔̆̆˸̆̆̀˸́̇ ˴́˷ ˔̃̃˿˼˶˴̇˼̂́ ʻ˕ˣˣ ˧˸˾́̂˿̂˺˼ʼˁ ˛˸ ˹˼́˼̆˻˸˷ ˻˼̆ ˠ˦˶ ˴́˷ ˣ˻˗ ˴̇ 

˕̂˺̂̅ ˔˺̅˼˶̈˿̇̈̅˴˿ ˜́̆̇˼̇̈̇˸ ʻ˜ˣ˕ʼ ˼́ ̇˻˸ ˹˼˸˿˷ ̂˹ ˻̌˷̅̂˿̂˺̌ˁ ˙̅̂̀ ˅˃˄˃ ̇̂ ́̂̊ ˻˸ ˼̆ ̊̂̅˾˼́˺ 

˴̇ ˡ˴̇˼̂́˴˿ ˔˺˸́˶̌ ˹̂̅ ˗˼̆˴̆̇˸̅ ˠ˴́˴˺˸̀˸́̇ ʻ˕ˡˣ˕ʼ ˴̆ ˛˸˴˷ ̂˹ ˗˴̇˴ʿ ˜́˹̂̅̀˴̇˼̂́ ˴́˷ 

ˣ̈˵˿˼˶ ˥˸˿˴̇˼̂́̆ˁ 

 

˕̅˸̇̇ ˗˼̋̂́ ˕̈̆˼́˸̆̆ ˠ˴́˴˺˸̅ʿ ˔ˣ˔˖ ˗˸˹˸́˶˸ ˧˸˴̀ ˘˦˥˜ʿ ˦˜ˡ˚˔ˣˢ˥˘  

 

 

ˬ̂́˺ ˪̂̂́˺ ˟˸˸ ˣ̅˼́˶˼̃˴˿ ˥˸̆˸˴̅˶˻˸̅ ˠ˜ˡ˜˦˧˥ˬ ˢ˙ ˡ˔˧˜ˢˡ˔˟ ˗˘˙˘ˡ˦˘ ˀ ˔˚˘ˡ˖ˬ 

˙ˢ˥ ˗˘˙˘ˡ˖˘ ˗˘˩˘˟ˢˣˠ˘ˡ˧ ʻ˔˗˗ʼʿ ˦ˢ˨˧˛ ˞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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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新加坡土地管理局與會人員簡歷及相關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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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GDI APAC 2013 本中心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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