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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自 1970

年代發展至今，以其優異的空間資料與屬性資料的整合、分析與展示

能力，強化各項資料間的關聯性與應用價值，在國內外已廣泛的被應

用在政府與學術界當中。國內自 1990 年國土資訊系統（NGIS）正式

推動以來，已有大量的空間資訊生產流通，並應用在各項公務推廣、

基礎建設、環境規劃與社會經濟調查中。有鑑於國外 GIS 發展趨勢，

是在學界與政府大規模的應用後，民間企業界由 GIS 產業的推廣，結

合政府的基礎資料建置成果、學界的各領域專業技術發展、民間企業

的資料加值產品，以及企業內部的標準化專業知識，整合成數倍於政

府 GIS 發展規模的民間 GIS 應用產值。 

為了解國內民間 GIS 應用與發展現況，以及未來推廣需求，行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部門計畫處規劃" 服務業結合地理資訊系統之應

用與發展"乙案，並委託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進行研究，針對國內

外服務業的 GIS 應用現況、發展需求及未來趨勢，提出整體調查成

果，及國內服務業 GIS 的整體發展規劃建議。 

本研究主要工作項目為：1.蒐集國內外服務業 GIS 應用案例，並

進行發展現況及資料需求分析；2.設定國內服務業的代表性企業，進

行深入訪談，並依據訪談成果設計產業 GIS 應用現況與需求問卷，對

於國內個服務業的經營管理主管進行問卷調查；3.建置兩套服務業

GIS 示範性系統，並舉辦服務業 GIS 研討會；4.依據各項調查分析成

果，及透過示範系統與研討會所獲得的產業界回應，研擬未來政府協

助服務業結合 GIS 應用發展的配套政策與執行方案。 



本研究經過半年的執行時間，主要成果為：1.綜整美、英、法、

日及國內的不同領域服務業 GIS 案例；2.依據經建會所擬定的 12 項

服務業產業範圍，對於其中 11 項共計 15 家民間企業進行深入訪談，

規劃及執行 GIS 應用現況問卷調查；3.建置兩套服務業 GIS 示範性系

統與舉辦服務業 GIS 研討會；4.綜合國內外服務業 GIS 發展案例、國

內服務業調查成果、示範性系統與研討會回應，配合國內 GIS 發展環

境，研擬國內服務業 GIS 發展的政府政策規劃與配套措施建議。 

藉由本研究的執行成果，充分反應以下發展現況：1.國內服務業

GIS 的發展類別與方向，大致與國外發展相符，但在應用內容的細緻

度與成熟度上仍顯不足；2.國內服務業對於 GIS 的認知普遍不足；3.

對於政府現有可釋出民間使用的 GIS 相關資料，在資料類別、內容、

細緻度與即時性上，仍無法滿足民間需求；4.依據國內 GIS 發展現

況，提出結合產官學三方的國內服務業 GIS 發展架構與方案。透過本

研究的成果，提供政府相關單位作為政策規劃的參考，藉以促進服務

業 GIS 的蓬勃發展。 



Abstract 

Sience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had been 

developed in 1970's, by its execellent abilitie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spacial and attritube data, data analysis, data display, stronger the data 

connection and application, GIS had been widely using in goveronment 

and academia. When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NGIS) 

had been strated in 1990, there are huge spacial infotmation had been 

produced and used in official business, infrastructures,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social economic surveies. According to the GIS developing 

experinments in other countries, by the data release of goveronment, 

technology develpoing in academia, and application promoting by GIS 

industries, Business GIS has become a special GIS research field, and the 

development scale is several times of goveronment GIS. 

To realize the Business GIS'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ing 

requirement in the furture in Taiwan, the Department of Sectoral Planning 

of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t (CEPD) delegated a 

research project--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IS Integration 

in Service Industry" to th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R.O.C 

(ROCCOC) to investigate the GIS applying situation and requirements in 

service industries. 

This project is to investigat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and trend of 

domestic as well as global service industry with the analysis of applicable 

cases from the data collection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long 

with the consultation of foreig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interviews of 

domestic businesses to conclud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otential need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GIS, so as to not only present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complementary measures and proposal of effectiveness 

analysis/evaluation. To finish with the set up of sample prototype GIS 

system and conference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two case studies to provide 

the signific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GI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ervice industry to government and businesses as future development 

reference. 

With the result of this project, there are four conclusions has been 

discovered: first of all, the fields of service industries applying GIS are 

similar betwee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but the maturities are lower 

than other countries; second, using GIS is a quite new idea for the service 

industries in Taiwan and the managerment doesn't know too much; third, 

the data release by goveronment can't compeletely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service industries in content, detail and timeliness parts; 

finally, according to GIS developing situature in Taiwan, we proposed a 

GIS developing framework for service industries by integrating 

goveronment, academia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outcomes of this project, 

we propose government how to well establish and support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on related GI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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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計畫緣起 

配合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服務業儼然成為我國未來發展之

重點項目。為了有效提升服務業的競爭力，應滿足服務業發展之

各項需求，如快速提供服務業發展所需的各項資訊，如土地價

格、店面租金等；提供服務業進行產業據點分布分析與瞭解其服

務範圍之操作工具；促使服務業能以更多元的方式於網路平台服

務消費者等。 

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是一

結合資訊提供、空間區位分析、圖形介面服務等功能之工具。近

年來在政府大力的推廣使用下，已有不錯的發展成效，如國土地

理資訊系統（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NGIS）

的建置與推動，即提供政府進行國土規劃、保育與災害防救所需

的各項資訊。有鑒於過去在地理資訊系統的資料建置與應用方向

多以國土規劃與保育為主，在服務業的應用發展上則極為缺乏，

目前僅有少數業者，如房屋仲介、物流產業有相關之應用。因此，

未來若能建置服務業地理資訊系統，提供更多不同之服務業者取

得所需資訊或進行產業分析，如觀光產業進行遊程規劃、零售業

進行據點分析等，將能促進服務業之發展與競爭能力。 

1990 年國土資訊系統（NGIS）正式推動以來，已有大量的

空間資訊生產流通，並又幾百個 GIS 應用系統上線使用中，為政

府資訊化與自動化工作做出了顯著的貢獻。目前經建會提出了

NGIS 四大應用領域：國土規劃、國土保育、國土監測、災害防

救，但在經濟發展上的應用則未特別的強調。新政府的施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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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是並重的，工商發展與觀光產業振興都是

發展的重點，所以加強推動服務業 GIS(商業 GIS，Business GIS，

BG)的基礎建置計畫應該是 NGIS 應用上的重點。 

工商發展的主要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部，經濟部在 GIS 的發

展上已有很長的發展歷史與成就，但多是在自然基本資料庫的推

動，與地調所、礦物局、水利署、工業局的 GIS 應用系統的發展。

在商業管理上則只有非空間資料的建置與應用，而在空間資訊的

建置與應用方面則較少著力。目前經濟部已有相關的計畫正在建

構商業管理相關的 GIS 系統，配合企業 e 幫手資訊計畫來協助商

業管理，與部分的企業服務的資訊工作。 

而推動服務業(商業)GIS 第一步便是建置基本的工商空間資

料，其中主要的資料生產是與經濟部商業司、工業局及內政部統

計處（負責召集 NGIS 的社會經濟資料庫分組）有關，初步接觸，

都十分有意願承擔此項任務，但都因沒有足夠的預算而作罷。而

國內在商業上應用 GIS 的推動上，除基礎空間資料的供應外，有

大多數的應用系統都是由民間自行發展，而少有政府的輔助。目

前正是商業管理 GIS 與商業 GIS 發展的最佳時機，商業登記資料

的空間化的關鍵資料的門牌地址位置資料已有 90%以上建置完

成，而大量的商業應用的空間資料也都生產與流通了。因此藉由

已建置完成的商業應用空間資料，產業界便能進行更準確的區位

與立地分析。由於區位與立地為產業營運因子中的重點，產業的

立地條件影響農業與工業的生產條件，而區位則影響了產業上下

游關連性、市場與運輸。區位與立地的選擇是產業空間決策的重

要環節，而其中的產業選址、產業運輸選線與調配、市場分析、

行銷服務、上下游關連分析、營運風險管理、與環境管理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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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資訊作為支撐，更需要空間決策支援平台配合已有的產業資

訊系統提供全面性周全的產業決策支援，以提升產業的營運效

能、減少不必要的浪費、降低風險進而提昇國際競爭力。 

先進國家在建置產業空間資訊平台時，多是在政府已有空間

資訊基礎建置上來進行，才能以較高的投資報酬率，與較短的發

展時程來建置。目前國際上已有很多的成功案例，尤其是在市場

分析、風險管理、與分支機構的選址、車隊管理與觀光導覽方面

有很大的成長。而日本的經驗則是商業性的空間資訊發展的規模

可以是政府規模的兩三倍之大，可稱的上是潛力無窮。在美國已

認定空間資訊的相關產業是與奈米及生物科技產業合稱為三大

新興產業,故不論是在政府的產業管理與輔導及企業規劃營運上

都應該善用此一新興科技作為發展利器，進行產業升級與追求卓

越。 

目前國內的商業與服務業上應用空間資訊也都是在國土資

訊系統的基礎上發展的，其中以車隊管理、不動產的應用較為成

熟，其他的產業則上尚在試探階段、或是尚未有實務界的案例出

現。使用空間資訊（Geographic Information，GI）較為成熟的

產業，多是因為所需的資料已有政府資料釋出可以作為基礎，再

進行加值。所以在國內要輔導與加速產業使用空間資訊作為升級

的利器，一定需要政府的投入，建置產業空間資訊平台，或服務

業(商業)GIS 所需要的資料，並以合理的價格、與方便的管道進

行分享流通，並推動政府的服務業(商業)GIS 基礎建置計畫，提

供必要的空間資料、可以共用的系統功能、示範應用系統、與教

育訓練、導入空間資訊的租稅誘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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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目前推動服務業(商業)GIS 最迫切的是需要由政府特別予

以關注，增加必要的投資，納入大型資訊計畫中列管考核，才能

讓政府的工商產業管理與輔導工作有效資訊化，並使得工商產業

可以得到服務業(商業)GIS 的支援進行現代化產業運作的升級，

進而促進國家經濟發展與提昇國際競爭力。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以下簡稱本會)體認地理資訊系統

在商業上的應用有利於提昇國內商業的發展與國際競爭力，因此

於民國九十六年，延攬國內知名學者專家與業界精英，籌組「空

間資訊產業發展暨應用推動委員會」，並經多次會議後決議呈報

「地理資訊系統商業應用輔導與推廣計畫」，希望藉由全案的執

行開始帶動國內產業運用地理資訊增加國際競爭力的推動工作。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計畫將以提昇國內服務業業者國際競爭力為目的，期能透

過本計畫的執行，帶動國內業者善用地理資訊技術提升營運效

能，以下為本計畫的主要具體目標。 

一. 探討分析國外服務業運用地理資訊系統之方式、效益與未

來發展方向 

瞭解服務業(商業)GIS在世界上的發展歷史、現況與趨

勢，以作為國內發展服務業(商業)GIS的借鏡。 

二. 提出未來國內推動建置服務業地理資訊系統之策略性規

劃與政府配套措施之建議 

分析歐美日主要先進國家與國內的主要服務業(商

業)GIS的的代表性成功案件，充分瞭解服務業(商業)GI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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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要因，與運用後的效益，做為未來政府規劃與推動服務

業(商業)GIS的基礎。 

三. 提供示範性之國內服務業地理資訊系統，並可透過操作使

用以提升其產業競爭力，達到異業結合的綜效 

建置示範性之服務業地理資訊系統，透過網路發布方

式，讓國內具有GIS潛在需求之相關產業，瞭解運用GIS可有

效協助降低其生產、運輸、倉儲與其他日常事務的成本支

出，提高對目標客群或地區的生活方式與商業行為的掌控，

增進其產品廣告與行銷效益，並明確掌握各項優勢與潛在風

險。此外更可藉由此示範性系統，媒合各相關GIS產業之需

求，達到異業結合的綜合效果，提升國內產業的整體競爭力。 

第三節 計畫內容 

本研究採以國內外服務業結合 GIS 應用之文獻與案例回顧

分析，並對於國內具有 GIS 潛在使用需求之相關產業進行訪談，

歸納分析後彙整成國內外服務業結合 GIS 之現況、應用需求及發

展趨勢。 

藉由國內外案例分析成果，進行服務業(商業)GIS 之策略性

發展規劃、效益評估指標與政府單位的配套措施建議，並在經建

會同意下，選定兩種不同的服務業(商業)類別，以特定地區建置

示範性服務業(商業)GIS，並提供相關應用功能。 

除建置示範性服務業(商業)GIS 外，本研究將舉辦服務業(商

業)GIS 研習會，邀請產業界、學術界與相關政府單位共同參與，

透過研究成果發表、示範性系統展示與座談的方式，提升各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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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服務業(商業)GIS 的認知，並推廣於不同領域的產業中。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可分成三部份：1.國內外服務業應用 GIS 案例回顧分

析與國內服務業(商業)GIS 應用調查訪談，2. 國內外服務業應

用 GIS 發展趨勢與國內服務業(商業)GIS 應用需求，3.以前二項

成果為基礎，結合政府與民間 GIS 資料，完成國內服務業(商

業)GIS 應用發展建議、國內服務業(商業)GIS 應用示範系統與政

府扶植 GIS 應用配套措施發展建議。研究架構如下圖 1-1 所示。 

一. 服務業產業範圍劃定 

本研究從蒐集國外服務業(商業)結合地理資訊系統的案

例，依據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2004年提報行政院院會核定

通過之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內所劃定之12項服務業產

業範圍為基礎，依照不同產業範圍進行分類，分別對於其產業

需求、建置過程與進入障礙、使用效益以及未來發展進行分

析，探討服務業引入地理資訊系統輔助其日常業務後，對原本

的產業型態造成何種影響。 

二. 深入訪談與問卷調查 

藉由分析國外案例的成果，針對國內服務業(商業)的產業

以12項服務業產業範圍進行類型劃分，分別對於不同類型的服

務業找尋代表性產業進行蒐集資料與初步訪談，大致了解其產

業發展現況與瓶頸，並以訪談成果為基礎，設計該類型產業之

相關問卷，透過各產業公會分送各會員進行填寫，再針對回收

後的各產業問卷內容進行分析，以了解不同類型服務業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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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資訊系統的現況與所遭遇的困難與地理資訊需求。 

國際資料

蒐集、分析

國內資料

蒐集、分析

服務業(商業)GIS
應用領域類別

服務業(商業)GIS
應用業務類別

成
功
要
因

趨
勢

應
用
案
例

效
益

課
題

發
展
策
略

策略性規則
核心領域/業務

需求分析

效益評估指標 執行方案 政府建議 二項示範系統 研習會

服務業(商業)GIS
示範效益

圖 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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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趨勢、配套措施與評估指標建立 

針對國內外案例、訪談與問卷分析成果，依據產業界需求

研議服務業(商業)地理資訊系統之發展建議、政府單位的配套

措施與各項效益評估標準。 

四. 示範性系統建置 

基於綜合分析國內外服務業結合地理資訊系統案例後所

提出的發展建議、配套措施與效益評估標準，對於經建會同意

的服務業(商業)類別與試作地區，本計劃將建置一網路地理資

訊系統，同時建置兩項示範性的服務業(商業)地理資訊系統，

目前規劃為台北地區資料整合應用及高雄地區線上觀光遊程

規劃應用兩系統。為完成本計畫之研究目的，本計畫工作流程

如下圖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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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始

資 料 蒐 集
國 內 / 國 外

資 料 分 析

領 域 / 業 務
應 用 分 類

國 內 重 要 領 域 /業 務

需 求 訪 談 / 調 查

國 內 推 動 服 務 業 ( 商 業 )
G I S 之 對 象 評 估

國 內 商 業 G I S
資 料 、 意 願 、 技 術 現 況

策 略 性 規 劃

選 定 示 範 性

G I S 應 用

經 建 會 同 意

規 劃 建 置 二 項
G I S 應 用

選 擇 試 辦 地 區

建 置 與 介 接
資 料 庫

測 試 系 統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撰 寫

服 務 業 ( 商 業 )
G I S 研 習 會

期 末 成 果 報 告

結 案

圖 1-2 計畫工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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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外服務業結合GIS發展 

第一節 服務業(商業)地理資訊系統相關研究 

服務業(商業)GIS 依照應用單位而論，一般可細分為三類：

GIS 產業(GIS Industries)提供相關 GIS 的商業應用產品與服

務、政府單位所提供的商業應用服務及，以及產業應用 GIS 於生

產運輸管理、市場開發評估規劃、房地產鑑價、交通路況等。 

第一類的 GIS 產業提供商業應用服務，主要是以 GIS 產業提

供其產品與服務，創造出於商業活動中的應用，如 ESRI 公司所

提供的 ArcGIS、MapInfo Corp.所提供的 MapInfo、Autodesk 所

提供的 MapGuide 及崧旭資訊所提供的 SuperGIS 等。 

第二類是以政府單位相關空間與商業資料為出發，透過公部

門提供的服務，將空間與商業資料提供民間作為商業活動使用，

如台北市政府不動產資訊系統、台北縣樂活地圖網、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的即時路況查詢系統。 

第三類則是由產業本身具有潛在的 GIS 使用需求，進而尋求

如崧旭資訊、群琁科技、銳俤科技等 GIS 產業，針對不同的需求，

將 GIS 觀念與技術藉由不同產品或服務，引入客戶的日常業務

中，協助其降低生產運輸與管理成本，有效提高工作效率與效

益。國內目前較常見的商業 GIS 如信義房屋 GIS 系統、瞰車大車

隊管理系統、銀行土地融資鑑價系統、連鎖業者據點效益分析系

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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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理資訊在商業上的用途 

(一) GIS定義 

1. GIS是設計用來搜集、儲存、分析具有地理區位特性事

物 與 現 象 的 資 訊 系 統 。 -Stan Aronoff(GIS: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 

2. GIS的主要目的是透過疊圖及空間分析功能，將原始地

理資料轉變為能支援空間決策的資訊。-Phillip 

Parent and Richard Church 

(二) 過去GIS的定義 

GIS大多是高投資的大規模電腦作業系統，通常是由中

央、省、及地方政府出資建造。主要的目的是協助行政主管

有 效 的 管 理 自 然 及 人 文 資 源 。 -Jean 

Muller(ITC,Netherlands) 

(三) 地理資訊系統在私人部門的應用 

地理資訊系統發展的初期。主要的應用是作為土地資源

的管理。因此主要的使用者是各級政府單位，目前地理資訊

的應用已經拓展到私人部門。應用領域如下： 

1. 電話、電信、瓦斯、第四台等管線應用 

2. 環境影響評估 

3. 選舉區域的劃分 

4. 地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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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子地圖(CD及WWW) 

6. 汽車與船舶導航系統 

7. 精密農業的發展 

8. 保險業對於各地區風險程度的管理。 

9. 圖書館 

10. 廣告業對於廣告媒體的選擇 

11. 醫療設施的分配 

12. 房地產的開發及行銷 

(四) 商業的演進 

1. 連鎖商店的興起 

各種連鎖店的興起，使傳統的商店面臨極大的挑

戰，但因連鎖商店的發展，產生區位分析的需要。新業態

的產生，如大型量販店的興起，造成業態間的競爭，如連

鎖商店造成了零售通路的改變。 

2. 分眾的誕生 

過去以生產為重。製造是商業活動的重心。製造商

透過大眾媒體的宣傳，主導商品的銷售。大眾的分化為分

眾。消費者品味有所差異而且多變。因此掌握消費者動向

的商店。可以說掌控商業的發展。連鎖店藉由通路的掌

握，以及現代的科技幫助。得以掌握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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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化 

現代的商業的流通可分為金流、物流以及資訊流。

資訊流是商業現代化的重點之一。對於資訊的掌握程度，

便成為連鎖店成敗的關鍵。 

4. 立地條件的改變 

商業立地必須有足夠的人潮。交通方便的地點往往

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然而交通方便的定義、隨著時代有所

不同。 

在大眾運輸為主的時期，大眾運輸的節點是最重要

的商業區位。然而隨著私人交通工具的發達。只要有良好

道路的地點，就可能成為良好的商業地點。 

大型購物中心開發。可能使商業區位在短時間內改

變。而郵購、電視購物、網路購物等無店鋪的販賣。帶來

另一種商業發展的可能性。 

5. 桌上型地理資訊系統的發展 

過去地理資訊系統軟硬體的價格昂貴，需要專業的

人員操作。隨著電腦硬體的進步、以及地理資訊技術的成

熟。出現桌上型地理資訊系統(Desktop GIS)。以個人電

腦作為平台、配合低價位的軟體，加上親和的使用者的介

面、促使地理資訊系統的普及化。 

試算表如EXCEL以及LOTUS都加入繪製地圖的功能。

更為地理資訊系統普及做出最好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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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商業地理資訊系統的功能 

1. 資料輸入與整合 

整合各種資料，將儲存在不同空間單元的資料整

合。例如文件、資料庫、影像、聲音等資料，皆可以整合

在GIS系統當中。 

2. 繪圖 

將資料以圖形的表達方式，可以讓使用者更瞭解資

料的特性。地理資訊系統除繪製一般地地圖。必須根據屬

性資料繪製主題地圖，幫助使用者分析商業資料的空間分

佈特性。 

3. 空間及屬性查詢 

根據使用者所設下的條件查詢找出符合條件的空間

物體，繪出分佈圖。例如，列出所有競爭商店的分佈、所

有公車站牌的分佈、平均年收入在100萬以上的社區等。 

4. 住址對位 

許多商業資料、如客戶的分佈、商店的位置等以地

址方式來儲存。必須將資料的住址轉變成為xy座標值。才

可能和其他的空間資料整合。 

5. 空間資料推估 

各種社會經濟統計資料，有統計的空間單位。這些

單位不一定和分析所需要的單位一致，必須經由空間推估

的過程，方能整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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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有的服務業(商業)GIS應用方向 

國外目前有已有的常見商業GIS分類如下： 

(一) 銀行與金融服務 

1. 需符合相關法規 

銀行為符合法規，必須進行分析及製作報告。使用

地理資訊系統可增加資料之正確性與品質，進行深入分

析，以增進資訊處理過程之客觀性，產生經得起詳細驗證

之成果，並且能減少產生報告所需成本。 

2. 市場分析 

繪製分行及ATM位置及服務區，展現地區人口統計特

性。連結顧客位置與銀行服務位置，計算各地服務水準、

客戶旅次分析型態分析。 

3. 經營管理方針之規劃 

針對地區特性進行市場分層，採取地區性行銷策

略，根據顧客分層調整與改進服務，找出服務範圍漏洞，

以發現新市場。創造推銷新產品之最佳管道，並可依據市

場與人口變化進行市場再劃分。 

4. 資產管理 

根據各地需求，規劃各分行營業內容，規劃有效率

服務層級。分析分行表現差異，視覺化呈現整體配置之優

勢與缺點。管理銀行房舍及土地等各種資產。 

(二) 商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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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顧客分析 

根據商圈內人口社經狀況，尋找更多顧客，確立目

標顧客群。根據目標客群，發展商品組合，選擇適當資訊

傳播管道。 

2. 市場分析 

估計市場滲透力及市場佔有率。展示各地銷售最佳

之產品，分析不良店址問題，劃分規劃各店銷售區域，避

免過度競爭及不公平現象。 

3. 新零售店、倉庫或其他設施之選址 

考慮當地居民生活型態、購買潛力，設點後的總經

營成本及相關產業競爭狀況。 

4. 風險分析 

由於各地風土民情皆有所不同，在設立據點進行商

業活動之前，透過GIS分析經營風險，評估應保險範圍。 

(三) 運輸/物流/供應鏈管理 

1. 資產追蹤 

隨時掌控車隊行蹤，監控物體之位置與移動，跟蹤

供應鏈中運送之貨物，瞭解供應鏈狀況。 

2. 派遣 

到達客戶時間估算，根據客戶約定到達時間，規劃

最佳運輸路線，及車輛裝載方式。必要時，能安插緊急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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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路線。 

3. 轉運站及倉儲設施地點選擇 

評估候選地點周圍之競爭狀況、行車時間，尋找最

佳地點。 

4. 營運區域最佳化 

估計及監測車隊及工作人員生產力。考慮工作負荷

平衡，客戶服務水準，規劃最佳化整體運輸路線及服務範

圍區化，以建立最大服務效能與最小成本之最佳運輸車

隊。 

5. 大眾運輸 

公車路徑規劃、班次安排、跨類別交通方式轉程銜

接。 

(四) 保險 

1. 索賠處理 

定位顧客與索賠地點，展示損害區域，製作災害範

圍圖，規劃撤離路線。 

2. 風險估計 

尋找指定區域內之潛在災害，並制定相應之應對措

施。繪出索賠紀錄地圖以了解風險之空間分佈，找出高風

險區域及高風險契約之銷售範圍。圖示可能發生造假之區

域並制定應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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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保險之評估 

根據環境特徵、被保險人條件、保險類別，評估風

險程度，估計再保險金額。 

4. 法規之遵循 

管理不同層級政府對災害風險之規章與理賠差異。 

5. 市場拓展 

評估市場潛力，開發潛在之保險市場，設計行銷方

式。 

(五) 不動產 

1. 不動產銷售 

線上或店頭上展示物件特性及周邊交通設施、適意

資源、商圈、學區等特性。製作文宣及設計文宣發放方式。 

2. 不動產之評價 

計算犯罪率、環境災害要素評估及其他特性，配合

成交紀錄、區域地產供給量，以評估不動產之價值。 

3. 選址 

瞭解顧客的需求，以GIS輔助分析最佳區位與最適當

區位，並定位潛在競爭者，分析其銷售策略、展示物件特

徵，規劃應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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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媒體與新聞 

1. 新聞寫作 

展示各種自然與人為事件之地理關係，將資源集中

於新聞發生之正確區域，預期新聞事件之發生。此外更可

透過GIS分析，找出最適當的採訪位置與路線，在媒體時

效性、正確性之下，亦能保有採訪的安全性與全面性。 

2. 廣告業 

尋找媒體新市場，分析目標客群的生活方式、居住

地區，設定適當的廣告方式，增加廣告效益與收入。 

3. 電視與網路 

眼見為憑，製作各式生動影像以加深顧客之印象。 

4. 有線電視 

透過機房位置、用戶分佈，計算最佳纜線配置路線，

有效管理各項設備。 

三. 服務業產業劃分依據 

鑒於服務業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為妥適規劃各項服務

業的發展，行政院經建會自2003年起邀集產官學研召開12場

次服務業發展研討會，以及後續20餘場次跨部會協商會議，

共同選定金融服務業、流通服務業、通訊媒體服務業、醫療

保健及照顧服務業、人才培訓人力派遣及物業管理服務業、

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文化創意服務業、設計服務業、資

訊服務業、研發服務業、環保服務業、工程顧問服務業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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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服務業作為現階段的發展重點，並訂定包括各項服務業之

產業範圍、發展願景及發展目標、發展策略以及優先發展項

目等之「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並經提報2004年3月

31日行政院第2884次會議通過，如表2-1至表2-4所示。 

表 2-1 服務業產業範圍 

服務業產業別 服務業產業範圍 

金融服務業 金融及保險服務業係指凡從事銀行及其他金融機構之經營，證

券及期貨買賣業務、保險業務、保險輔助業務之行業均屬之。

產業範圍包括銀行業、信用合作社業、農(漁)業信用部、信託

業、郵政儲金匯兌業、其他金融及輔助業、證券業、期貨業以

及人身保險業、財產保險業、社會保險業、再保險業等。 

流通服務業 連結商品與服務自生產者移轉至最終使用者的商流與物流活

動，而與資訊流與金流活動有相關之產業則為流通相關產業。

產業範圍包括批發業、零售業、物流業（除客運外之運輸倉儲

業）。 

通訊媒體服務

業 

利用各種網路，傳送或接收文字、影像、聲音、數據及其他訊

號所提供之服務。 

產業範圍包括電信服務（固定通信、行動通信、衛星通信及網

際網路接取）等服務，與廣電服務（廣播、有線電視、無線電

視及衛星電視）等服務。 

醫療保健及照

顧服務業 

預防健康服務：成人健診、預防保健服務、健康食品、健身休

閒。 

國際化特色醫療：中醫、中藥及民俗療法行銷國際化。 

醫療國際行銷：結合外交與媒體共同行銷國內強項及罕見疾病

醫療技術。 

醫療資訊科技：電子化病歷、預防保健知識通訊化、遠距居家

照護服務、建立全國整合性醫療健康資訊網。 

健康產業知識庫：建立健康知識資料庫規範。 

本土化輔具：獎勵本土輔具研發，建立各類輔具標準認證系統，

輔具供需資訊與物流或租賃中心。 

無障礙空間：結合建築、科技、醫療及運輸等，規劃公共空間

及居家無障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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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服務業產業範圍(續 1) 

服務業產業別 服務業產業範圍 

醫療保健及照顧

服務業(續) 

照顧服務：醫院病患照顧、居家照顧、社區臨托、失智中心。

老人住宅：老人住宅並帶動其他相關產業，包括交通、觀光、

信託、娛樂、保險。 

臨終醫療服務：安寧照顧企業化。 

人才培訓、人力

派遣及物業管理

服務業 

人才培訓服務業：高等教育、回流教育及職業訓練，訓練機

構可能包括提供高等教育、回流教育的在職專班、推廣教育

學分班、終身教育的社區大學等，及提供職訓教育之純粹公

共職訓機構（公、民營）、企業附設（登記有案）、政府機

構、各級學校之附設職訓、部分短期補習班及學校推廣班

（部）推廣教育的學分班等。 

人力派遣：主要是一種工作型態，除從事人力供應業之事業

單位外，其他如保全業、清潔業、企管顧問業、會計業、律

師業、電腦軟體業等，亦從事部分人力派遣業務。 

物業管理服務業：針對建築物硬體及服務其社群與生活環境

之軟體，作維護管理與全方位之經營。物業管理服務業依其

服務項目可分為 3類： 

1.第一類：建築物與環境的使用管理與維護提供建築物與環

境管理維護、清潔、保全、公共安全檢查、消防安全設備及

附屬設施設備檢修等服務。 

2.第二類：生活與商業支援服務提供物業代辦及諮詢行業、

事務管理、物業生活服務（社區網路、照顧服務、保母、宅

配物流）、生活產品（食衣住行育樂）及商業支援等服務。

3.第三類：資產管理提供不動產經營顧問、開發租賃及投資

管理等服務。 

觀光及運動休閒

服務業 

觀光服務業：提供觀光旅客旅遊、食宿服務與便利及提供舉

辦各類型國際會議、展覽相關之旅遊服務。 

運動休閒服務業：運動用品批發零售業、體育表演業、運動

比賽業、競技及休閒體育場館業、運動訓練業、登山嚮導業、

高爾夫球場業、運動傳播媒體業、運動管理顧問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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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服務業產業範圍(續 2) 

服務業產業別 服務業產業範圍 

文化創意服務業 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累，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

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力，並促進整體生活環

境提升的行業。 

產業範圍包括視覺藝術產業、音樂與表演藝術產業、文化展

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電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

業、廣告產業、設計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

業、創意生活產業、數位休閒娛樂產業等。 

設計服務業 產品設計：工業產品設計、機構設計、模具設計、IC 設計、

電腦輔助設計、包裝設計、流行時尚設計、工藝產品設計。

服務設計：CIS 企業識別系統設計、品牌視覺設計、平面視

覺設計、廣告設計、網頁多媒體設計、產品企劃、遊戲軟體

設計、動畫設計。 

資訊服務業 提供產業專業知識及資訊技術，使企業能夠創造、管理、存

取作業流程中所牽涉之營運資訊，並予以最佳化之服務是為

資訊服務。 

產業範圍包括： 

1.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凡從事電腦軟體服務、電腦系統整

合服務及其他電腦系統設計服務之行業均屬之。 

2.資料處理及資訊供應服務業：凡從事資料處理及資訊供應

等服務之行業均屬之（含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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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服務業產業範圍(續 3) 

服務業產業別 服務業產業範圍 

研發服務業 研發服務業係指以自然、工程、社會及人文科學等專門性知

識或技能，提供研究發展服務之產業。 

產業範圍包括： 

1.提供研發策略之規劃服務：業務內容包括市場分析研究、

技術預測、風險評估、技術發展規劃、智慧財產檢索、智慧

財產趨勢分析、智慧財產佈局與研發成果產出之策略規劃

等。 

2.提供專門技術之服務：業務內容包括產業別或領域別技術

及軟硬體技術服務、實驗模擬檢測服務及量產服務等。 

3.提供研發成果運用之規劃服務：研發成果投資評估、創新

創業育成、研發成果組合與行銷、研發成果評價、研發成果

移轉與授權、研發成果保護與侵權鑑定、研發成果獲利模式

規劃等。 

環保服務業 研發服務業係指以自然、工程、社會及人文科學等專門性知

識或技能，提供研究發展服務之產業。 

產業範圍包括： 

1.提供研發策略之規劃服務：業務內容包括市場分析研究、

技術預測、風險評估、技術發展規劃、智慧財產檢索、智慧

財產趨勢分析、智慧財產佈局與研發成果產出之策略規劃

等。 

2.提供專門技術之服務：業務內容包括產業別或領域別技術

及軟硬體技術服務、實驗模擬檢測服務及量產服務等。 

3.提供研發成果運用之規劃服務：研發成果投資評估、創新

創業育成、研發成果組合與行銷、研發成果評價、研發成果

移轉與授權、研發成果保護與侵權鑑定、研發成果獲利模式

規劃等。 

工程顧問服務業 工程顧問服務業係以從事各類工程及建築之測量、鑽探、勘

測、規劃、設計、監造、驗收及相關問題之諮詢與顧問等技

術服務為專業者之行業，目前分為建築師、專業技師、顧問

機構三種不同業別。 

 

 



 24

第二節 國外服務業(商業)結合地理資訊系統案例彙整 

在國外的商業 GIS 的應用種類相當多元，包含交通路線規

劃、車隊管理、商圈/服務區域劃分、現有客戶服務、潛在客戶

開發、營業據點篩選、區域性消費行為分析、不動產鑑價、市場

開發潛力、資產/設施管理、風險評估管理、區域開發規劃評估、

地 區觀光 遊程規 劃，以 及適地 性服務 (Location Based 

Services)，在日常生活的各層面都可發現商業 GIS 的應用痕跡。 

從商業 GIS 應用的產業別來劃分，國外的商業 GIS 大多應用

在銀行與金融業、保險業、媒體產業、物流業、不動產、零售業

等，發展過程、引入與應用方式在不同國家中幾乎大同小異，都

是藉由政府將高共通性、高建置成本，且與基礎建設關係密切的

空間性基本圖資與社會經濟統計調查資料，以適當方式開放民間

使用後，讓民間能加以整合、分類、加值與重製，分別提供不同

領域，藉以滿足各類使用需求。 

一. 國外服務業(商業)GIS案例蒐集 

本計劃中的國外服務業 GIS 案例蒐集方式與程序如下： 

(一) 確定收集的國家對象，與蒐集的文件對象與諮詢的機

構或人員 

1. 設定代表性的參考先進國家 

原則上要技術領先，商業 GIS 需求大，且以發展商業

GIS 多年、有成熟案例之三個國家為主要的資料收集國

家。 



 25

2. 設定收集的文件 

以蒐集 GIS 產業領域的年度統計報告，國際主要的商

業 GIS 商業期刊，重要國際學術期刊中的商業 GIS 論文為

主。 

3. 設定收集與諮詢的機構 

以收集對象國家的重要研究機構、或成功的商業 GIS

服務與應用單位為主要的查詢或諮詢對象。 

(二) 開始收集資料與諮詢 

針對以上設定的對象透過網路、或是圖書收集進行資料

收集，對於重要機構則加上尋找關鍵人進行書信諮詢，以收

集更深入的商業GIS應用狀況與案例資訊。 

(三) 整理收集之資料 

資料收即要包含發展趨勢、已分析效益、規模推估、發

展現況、發展展望（或預測）、成功的代表性案例，與其已

有的應用分類。極可能公布的商業GIS導入指引等。 

二. 資料蒐集來源 

(一) 評估各國商業GIS發展狀況，選擇以美國、日本、與

歐盟中的法國在商業GIS中的案例為主要回顧對象 

在北美洲還有加拿大也有很多先進成功的商業GIS案

例，在歐洲也有其他的國家有很多成功的案例，但原則上在

北美、亞洲、與歐洲是以美國、日本、與法國在商業GIS上

最發達。其主要的原因除了技術領先，社會工商發達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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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有公開與廉價的GIS資料提供給商業GIS運用。其他

國家的成熟GIS案例與諮詢，若有取得也會附帶進行分析。 

國外案例蒐
集對象國家

清單

設訂國外案例蒐集
對象國家標準

商業GIS
發展多年

商業GIS
需求量大

具有3個以上
的成熟系統

是

是

是

排除清單

排除清單

排除清單

否

否

否

應用商業
GIS的國家

清單

GIS產業
年度統計

報告

國際主要的
商業GIS

期刊

重要國際學
術期刊商業

GIS論文

國外案例文件蒐集

對象國家重
要研究機構

成功的商業
GIS服務與
應用單位

國外案例蒐集與諮
詢機構

圖 2-1 蒐集國外案例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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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定收集的文件 

目前最具權威的GIS產業領域的年度統計報告為

GIS/Geospatial Markets & Opportunities，而國際上介紹

商業GIS商業期刊則有GIS WORLD、GeoCommunity與Arc 

News。而重要國際學術期刊則有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 and Geoinformation、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等。 

表 2-5 國外商業 GIS 文獻清單 

類型 文件/期刊名稱 出版單位 出版國家 

GIS 產業領域年度

報告 

GIS/Geospatial 

Markets 

Opportunities 

Daratech, Inc. 美國 

商業GIS商業期刊 GIS World Fort Collins, 

Colo. 

美國 

 GeoCommunity GeoCommunity 美國 

 ArcNews ESRI 美國 

國際學術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arth 

Observation and 

Geoinformation 

 美國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CM,NY 美國 

(三) 設定收集與諮詢的機構 

在美國重要研究機構為NCGIA，UCGIS（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ESRI 

GIS軟體公司也有很多的成功商業GIS的案例。其他還有在美

國的華人學者可以作為諮詢的對象，如奧克拉荷馬大學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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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理科學院副院長袁玫博士、波特蘭州立大學地理系杜俊

德助理教授。 

在日本則以國家地理願為政府重要的GIS推動單位，而

學術界則以東京大學的空間資訊研究中心為主，民間的商業

GIS的推動，則有電子地圖、車隊管理的技術支援單位，如

ZENRIN CO.。 

在法國是以國家地理院為GIS為推動的核心，在學界則

有巴黎第四大學地理系可以諮詢，商業GIS使用的代表性單

位則例如法國鐵路局、巴黎公車系統。 

表 2-6 國外諮詢單位表 

諮詢單位 所屬國家 

NCGIA 美國 

UCGIS 美國 

ESRI 美國 

MapInfo 美國 

東京大學空間情

報研究中心 

日本 

筑波大學生命及

環境科學研究所 

日本 

ZENRIN CO. 日本 

國家地理院 法國 

(四) 諮詢人員 

國外諮詢的專家學者名單如下表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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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國外諮詢的專家學者 

諮詢單位 所屬國家 諮詢對象 職稱 

College of 

Atmospheric and 

Geographic Science 

美國 袁玫 Associate Dean and Edith 

Kinney Gaylord Presidential

Professor 

Dept. of Geography, 

Portland State Univ. 

美國 杜俊德 Assistant Professor & 

Director of GIS Programs 

東京大學空間情報研究

中心 

日本 柴崎亮介 中心主任 

Zenrin CO. 日本 山田正敏 ITS 部門副理 

三. 國外現有常見的服務業(商業)GIS應用案例 

(一) 以國別區分 

由於在國外商業GIS的應用上，在不同國家的相似產業

中，大多具有相似的概念與方式，差異主要在於其所使用的

軟硬體基礎平臺、溝通傳播媒介、使用方式與特殊服務。以

下就以美國的商業GIS應用為基礎，輔以法國與日本較特殊

的商業GIS應用，回顧國外商業GIS應用現況。 

1. 美國 

(1) 銀行金融、保險與零售業 

透過人口數、年齡、商業活動、土地利用型態、

交通路線、工商登記等資料，作為潛在客戶開發、

舊有客戶服務、風險評估與潛在競爭者評估，以達

到降低風險、提升服務品質與效率，同時提高收

益。以美國的 Credit Union 為例，透過 GIS 協助

客戶分布的統計分析，選擇適合的分行設立位置，

並透過 GIS 方式將相關資訊呈現在地圖當中，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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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圖 2-2銀行選址分析 

(資料來源：

http://www.esri.com/news/arcnews/fall08articles/credit-union-streamlines.html) 

商業 GIS 對於銀行業的日常業務而言，除了原

本的客戶關係管理與分行選址之外，更常被應用在

土地/房屋擔保品的鑑價部份。由於土地/房屋的價

值，並不完全來自於本身的特質，其週遭環境的影

響，甚至附近地區長期變化，國際或區域經濟變

化，都會影響到擔保品的價值。對於銀行而言，擔

保品的價值是在融資審核時，除了個人或企業本身

的信用資料、財力資料外，相當重要的參考依據。

因此，藉由 GIS 的輔助，銀行便可綜合各項影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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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房屋價值的社會經濟因子，配合各因子間的空

間關係與擔保品鑑價的專業知識，進行準確且客觀

鑑價程序，作為個人或企業融資時的指標之一。 

對於保險業，商業 GIS 主要應用在於產物保險

方面，如土地、建物與汽機車等相關的保險商品服

務，而對於人身保險部分，則因工作地點、居住環

境、飲食習慣、生活型態等各種不同的人為因素影

響下，尚未藉由 GIS 協助保險商品銷售。 

圖 2-3 淹水情況模擬 

(資料來源：

http://www.esri.com/news/arcnews/summer08articles/gis-based-flood.htm

l) 

以目前保險業的 GIS 應用上，主要用於地區與

氣候的天然災害風險評估、分析現有客戶的保險服

務、主動提供相關商品介紹及行銷、分析潛在保險

需求區域與對象分佈、精算服務交通與時間成本、

提高服務效率與品質等方面。 

在零售業部份，GIS 是以協助選址分析、潛在

客戶分析、現有客戶關係管理等方面為主，並將各

淹水情況模擬—資料部份 淹水情況模擬—分析模式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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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據點資訊以電子地圖方式進行呈現。 

(2) 媒體產業 

在媒體產業部份，包涵平面媒體、電子媒體、

廣告設計與代理行銷，以及廣告工程等領域。在媒

體產業中，GIS 常被運用在目標消費客群分析、廣

告物設置選址、硬體設備設置選址與維護管理，以

及將各新聞事件的空間關係整合，並透過 GIS 進行

發布。 

例如 Martin Agency，分析各地區廣告客戶的

目標消費者族群，瞭解其生活方式與購買行為，並

找出目標客群的分布區位及確認新的市場開發價

值，藉此有效增加對於目標客群的廣告效益。此外

亦可對於競爭對手的廣告方式與其目標客群進行

分析，借以瞭解對方的行銷策略，並規劃對應方式。 

(3) 物流業 

依據路網圖資、配送商家位置、休息站、餐廳、

加油站或其他服務據點的分布，計算最適當的運輸

路線、配送優先順序以及貨物擺放方式與順序。此

外，再物流業的 GIS 應用中，除了路徑規畫外，轉

運規劃、車隊(船隊、機隊)管理及運輸狀況掌控，

並透過電子地圖方式呈現，也是物流業中常應用的

GIS 類型。以美國 Rand McNally Commerical 

Transportation 為例，Rand McNally Commerical 

Transportation 為一間商業貨車運輸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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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借由路網圖資、休息站、ATM、加油站等 POI

分布，提供貨運業者規劃最佳運輸路徑的服務，同

時也可提供業務管理的工具。 

 

圖 2-4 美國 Rand McNally Commerical Transportation 畫面 

(資料來源：http://www.randmcnally.com/) 

(4) 不動產 

由於不動產除了自身條件外，容易受到自然環

境、社會經濟、公共設施、交通路線與公安狀況等

影響，因此不動產在商業 GIS 中考慮的層面較廣，

不但要涵蓋人文方面，如學校、交通、社會福利、

餐飲與休閒娛樂外，同時還需考慮自然環境，如氣

候、地形、地質等資訊。不動產業者在租售物件管

理上，逐漸開始藉由 GIS 的輔助，將內部 MIS 中的

物件資料，結合 GIS 的空間展示能力，透過電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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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方式呈現，方便銷售人員與客戶進行物件瀏覽或

條件查詢，以及提供內部設施/物件管理系統使

用。除了基本的流覽與查詢外，配合各地的人文與

自然環境資料、社會經濟資料、不動產交易資料、

地區性商業活動資料等，不動產業者便可進行更精

確的物件售價評估，或作為當地投資環境評估的資

料來源。 

(5) 資料整合服務 

A. Claritas—MyBestSegements： 

Claritas藉由美國的人口調查與統計資

料，以及消費者區隔化成果，分析美國現今市場

的概況。 

在Claritas—MyBestSegements所提供的服

務中，可應用至分析各市場區域的生活型態與消

費習慣特性、規劃適合的市場行銷活動與媒體運

用策略，甚至對於不同的消費者族群，依據如旅

行習慣、飲食型態、購物喜好、教育程度、經濟

能力與種族等條件，進行消費者族群劃分。 

透過特性統計(都市化、收入、財產、年齡

層、職業階層、教育程度、種族差異)，

Claritas—MyBestSegements將消費者族群分成

67種，分別討論各族群的特徵、生活特性等，並

可透過郵遞區號查詢鄰近的市場區及消費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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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狀況。 

 

圖 2-5 Claritas—MyBestSegements 首頁 

(資料來源：http://www.claritas.com/MyBestSegments/Defaul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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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Claritas 消費者族群分類案例 

(資料來源：

http://www.claritas.com/MyBestSegments/Content/tabs/filterMenuFrameWork.jsp?menuid=

91&submenuid=911&page=../Segments/snapshot.jsp&count=1) 

2. 法國 

除了前述美國服務業結合GIS的應用外，法國較明顯

的GIS服務如下： 

(1) 大眾交通運輸整合 

與國內目前推動的 e-bus 概念類似，在巴黎附

近可透過網路查詢目前公車位置，還差多少時間到

站。此外更結合鐵路、捷運、中長程巴士等交通方

式結合，使用者可透過網路服務規劃移動路線，系

統便整合鐵路與客運交通方式，提供使用者各轉程

點的搭車時間與轉程類型建議。 

系統依據使用者所設定的條件，進行路徑與轉

乘規劃後，不但可提供文字上的路徑規畫與轉乘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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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同時可將轉乘位置與種類以電子地圖方式呈

現，方便使用者順利的抵達目的地。 

 

圖 2-7 大巴黎地區交通轉乘系統畫面(資料來源：http://www.ratp.fr) 

(2) 電話地址定位服務 

在法國可透過電話號碼與門牌地址定位資

料，進行空間位置查詢，並展示在電子地圖平臺

上。除了整合電話號碼、門牌地址與電子地圖平臺

外，同時可由商家註冊名稱及地區，查詢電話號

碼，更可進一步的透過平台服務，以電子郵件或手

機簡訊的方式，直接發送訊息到該商家，取得商家

進一步的服務。 

大巴黎地區交通轉乘系統畫面 

設定起迄點與交通工具 規劃結果與當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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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法國電話地址定位服務 

(3) 即時交通資訊 

透過政府單位的交通監控系統，將資訊回傳至

監控中心，整合後再於各地的電子告示牌提供前方

路況與旅程時間，提供駕駛人即時交通資訊的參

考。 

3. 日本 

日本的民間GIS服務，除了在商業上的選址區位分

析、車隊/物流管理這類較不易外顯於一般生活中的應用

外，主要是以無線通訊為基礎所發展的手機定位、交通路

況的相關服務則相當豐富且即時。 

法國黃頁--透過電話號碼查詢地址 

查詢結果 目標地點3D畫面 

目標地點航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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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路況方面 

在日本是以在路旁埋設感應器的方式，偵測該

路段有多少量的汽車進入與離開，藉此推估該路段

當時的車流量與車速。這種方式可以準確的搜集到

各路段的交通流量，推估平均車速，並透過感應器

發佈路況資訊，提供用路人各路段的交通狀況，正

確的引導用路人選擇替代道路。雖然藉由埋設感應

器可提供準確的交通資訊，同時避免 GPS 在訊號遮

蔽區與高架/平面路段的錯誤導航，但其營運與維

護成本相當可觀，在日本是由導航設備硬體廠商、

軟體資訊服務廠商與政府一同合資，成立財團法人

組織，共同營運此服務。使用者只需花費購買硬體

設備的費用，路況導航服務便不再收費，直到設備

汰換時再花硬體費用，一樣能享有相同的服務。 

(2) 手機GIS服務 

除了即時路況導航外，日本有許多 GIS 服務是

依靠手機上進行的。在日本的手機上，可提供電子

地圖與定位服務，使用者只需藉由電信業者提供的

相關服務，便可享受如商家搜尋、電子折價卷及路

徑導引。此外，還可藉由手機的定位功能，提供老

人照護、兒童保鑣的附加功能，配合手機感應付費

的模組，家長亦可透過小孩以手機繳付交通費時，

接收簡訊告知小孩的交通狀況，以隨時掌握小孩的

行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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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手機 GIS 服務畫面 

(資料來源：http://www.nttdocomo.co.jp/service/information/chizu_gps/index.html) 

(二) 國外其他服務業GIS實際案例說明 

國外服務業結合GIS的應用層面相當廣泛，本計畫以經

建會所提出的12項服務業產業範圍為依據，針對國外服務業

結合GIS的案例進行資料蒐集與分析，整理各領域的GIS應用

發展趨勢，如表2-8所示，藉以提供國內服務業結合GIS應用

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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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國外服務業(商業)結合 GIS 案例分析比較 

應用分類 成功案例 發展現況 分析效益 規模 發展趨勢 商業 GIS 導入 資料需求 

銀行業 

Sampath 

Bank, Sri 

Lanka 

藉由 GPS 與 Mobile 

Phone 結合，讓銀行

客戶設定僅可在某

特定地區使用電子

交易功能。 

減低於網路上被盜

用資料，進而冒用的

風險。 

地區性

服務 

為 SSL 保密協定外的另一種

避免電子交易資料被竊取及

冒用的保護措施。 

GPS 定位 

電子地圖 

行政界 

路網圖 

銀行業 

Boiling 

Springs 

Saving Bank, 

USA 

應用GIS輔助現有分

行區位效益評估。 

降低設立分行後的

不必要花費與耗

損，藉以提升整體盈

餘。 

地區性

服務 

由各產業提出專業知識，結合

GIS 空間分析能力，找出最適

當的選址區位，以降低設置與

生產成本，提升營運收入與盈

餘金額。 

區位分析 

電子地圖 

人口調查資

料 

社會經濟資

料 

路網圖 

門牌地址定

位 



 42

行業 

MasterCard 

Internation

al 

結合 Cirrus ATM 

network 分布在全球

各地的ATM位置與手

機定位功能，提供使

用者線上查詢最近

的 ATM 所在位置。 

將原本固定的ATM位

置、手機定位功能結

合在一起，提供使用

者線上付費查詢的

服務，預期 5年內的

投資報酬率可達到

1152%。 

全球性

服務 

1.除提供 ATM 查詢外，可再與

其他 POI 結合，提供更多元的

查詢功能。 

2.來對於非使用 GSM 系統的

地區，如日本的 PHS，查詢方

式除使用當地手機系統外，若

在通訊基礎建設較進步的地

區，則可透過其他無線通訊方

式進行資料交換與查詢。 

手機定位 

空間查詢 

路徑規畫 

POI(ATM) 

門牌地址 

路網圖 

保險業 

The 

Co-operator

s, Canada 

藉由GIS整合客戶資

料、各地潛在風險、

交通路線及門牌位

置，找出哪些地區或

客戶是公司內某項

商品服務的潛在市

場/客戶，進而設計

行銷與服務方案，並

規劃服務路線與順

序。 

1.藉由GIS的資料整

合分析，找出客戶在

保險商品上的不足

與需求，輔助潛在市

場開發。2.協助設計

服務方案，並輔助路

線及順序安排，提高

服務效率。 

大範圍

地區 

整合客戶關係管理、潛在市場

定位與開發，同時協助服務方

案的規劃與執行，有效提高服

務效率。 

客戶管理 

潛在市場分析

電子地圖 

行政界 

路網圖 

人口調查資

料 

社會經濟資

料 

門牌地址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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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 

Church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USA 

透過GIS找出不在洲

際道路附近的宗教

設施，作為可開發的

潛在市場。 

以 POI 資料、路網資

料進行分析，找出特

定的潛在市場分

布，使得 Church 

Mutual 在 3 年內成

長 80%的營收。 

大範圍

地區 

以 GIS 輔助空間分析，找出適

合的潛在市場，或是尚未被開

發的市場，作為服務發展、商

品設計與業績成長的利基。

空間分析 

潛在市場分析

路徑規畫 

POI 資料 

天然災害資

料 

路網圖 

門牌地址定

位 

保險業 
Hilb Rogal & 

Hobbs, USA 

結合各項GIS資料與

內部 MIS 資料，作為

營運現況、潛在市場

分析、客戶服務、商

品服務銷售的資料

分析與展示平臺。 

以GIS輔助掌握客戶

所在區域的環境現

況與潛在風險，在拜

訪客戶前便更能掌

握客戶需求，以提供

最適當且即時的服

務。 

大範圍

地區 

1.協助業務員在拜訪客戶

前，先行掌握客戶的可能需求

並做好準備，以便在拜訪客戶

時提供最符合需求的服務。 

2.提供管理階層掌控公司營

運狀況空間分佈，作為開發潛

在市場、設計保險商品及製定

營運決策的參考依據。 

客戶管理 

空間分析 

潛在市場分析

風險評估 

電子地圖 

自然環境資

料 

天然災害資

料 

路網圖 

行政界 

人口調查資

料 

社會經濟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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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流業 
Rand 

McNally, USA 

結合路徑規畫、車隊

管理功能，並考量在

長距離運輸時的駕

駛員需求，產生最適

運輸順序與路徑。 

節省交通運輸的時

間、人力與資材的成

本，提高產業的淨收

益。 

大範圍

地區 

在商業活動中，運輸成本是無

可避免的，因此有效管理並降

低運輸成本，具有相當大的發

展價值。 

GPS 定位 

路網分析 

車隊管理 

路徑規畫 

電子地圖 

路網圖 

POI 點位 

門牌地址定

位 

物流業 

Hero Honda 

Motors 

Limited, 

India 

根據最新的道路與

地圖資訊，計算最短

路徑與最有時間效

率的配送方式。同

時，店家、不動產、

人口等地理資訊亦

被紀錄於系統中，協

助最佳解決方案的

運算。 

過去需要四人完成

的工作，現在只需一

位作業人員即可完

成。目前預估每年提

昇 6％的配送路線效

率，其效益直接反應

在公司的資金運用

及配送團隊的生產

力。 

大範圍

地區 

過去使用紙本地圖來規劃路

線進行配送，需要耗費相當大

的人力與時間成本。透過 GIS

與路徑規劃輔助，找出短而有

效率的路線，增進外包配送團

隊的效能與顧客滿意度。 

空間分析 

路網分析 

車隊管理 

路徑規畫 

電子地圖 

路網圖 

POI 點位 

門牌地址定

位 

人口調查資

料 

社會經濟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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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業 

Eagle-Tribu

ne 

Publishing 

Company, USA 

結合人口調查、社會

經濟資料、商業及客

戶消費資料，作為分

析特定族群分布、消

費行為及生活型態

的依據 

透過 GIS 分析，成功

的找出當地的新移

入人口分布，並藉由

消費行為與生活型

態分析成果，與當地

社團或企業進行異

業結合，共同進行資

訊分享、活動促銷及

廣告行銷。 

地區性

服務 

以 GIS 分析各項統計調查資

料，找出空間分佈特性，再與

其他產業結合，分享資訊並共

同行銷，增加彼此的營收與利

潤。 

人口組成分析

潛在市場分析

電子地圖 

人口調查資

料 

社會經濟資

料 

商業營業資

料 

客戶消費資

料 

門牌地址定

位 

路網圖 

POI 

媒體業 
Martin 

Agency, USA 

以各項社會經濟統

計資料，如人口、教

育程度、薪資所得、

社會醫療等，進行綜

合分析，進行各地廣

告效益事先評估，增

加廣告效益。 

分析目標消費族群

特質，針對需求強調

商品特性，增加廣告

效益。 

地區性

服務 

世界各地的風土民情皆有所

差異，在廣告規畫上必須投其

所好，以增加消費者與客戶對

於廣告的印象。全球化底下的

在地化，是跨國企業所需注意

的，因此對於跨國企業來說，

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空間分析 

區位分析 

電子地圖 

人口調查資

料 

社會經濟資

料 



 46

旅館業 

Fairmont 

Hotels & 

Resorts, 

U.S.A., 

Canada 

面對競爭的旅館市

場，必須妥善運用客

戶資料，擬定更好的

行銷策略，並協助旅

館在好的區位發

展。他們希望將發展

建立在核心顧客的

偏好上，而非為擴張

而擴張。 

1.直銷的實際訂房

率增加了 300%。 

2.從新而獨特的方

式吸引潛在客戶，降

低行銷支出。 

3.根據資訊調整支

出及的建設，藉此重

新定義品牌的吸引

力。 

大範圍

地區 

透過系統進行潛在客群與目

標市場分析，採用直銷的廣告

方式，針對目標客戶進行最直

接的廣告行銷，同時配合相關

產業的異業結合，開發更多的

潛在客戶。 

空間資料挖掘

設施資產管理

電子地圖 

門牌地址定

位 

現有客戶資

料 

人口調查資

料 

社會經濟資

料 

POI 資料 

餐飲業 
Pizza Pizza, 

Canada 

公司原本的「品牌意

象再造」計畫已完

成，期待能更深入了

解市場，以擴張、經

營新興的商業領域。

提供顧客、特許經營

商更好的服務與協

助，並在充分了解地

方市場的情況下擴

張經營。 

大範圍

地區 

利用區位智慧更加貼近真實

世界與市場，包含鄰近顧客的

生活與家庭，認知城市、區域

的差異，並藉此進行分析。透

過社經資料整合分析，進行潛

在客源挖掘，可沿用至其他領

域。 

社經資料整合

區位分析 

電子地圖 

行政界 

路網圖 

人口調查資

料 

社會經濟資

料 

市場調查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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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外商業GIS資料需求與應用功能分析 

從國外商業 GIS 發展案例中可發現，商業 GIS 的發展是奠基

在充足且適當的資料，以及符合需求的應用功能之上。以下針對

蒐集到的國外商業 GIS 對於資料與應用功能的使用需求及用途

逐一說明： 

一. 商業GIS資料需求： 

在資料類型需求部份，國外的商業GIS主要需要以下類型

的資料： 

(一) 空間性基本圖資 

在空間性基本圖資當中，包含地形圖、交通路網圖、POI

點位圖、門牌地址定位資料等。藉由這些資料，支撐起整個

GIS空間分析的基礎，而在空間上具有相關性的資料，如氣

候、氣象、地形、水文、人口、聚落、經濟活動、產業分布

等，才能彼此結合，並與商業活動產生直接的關連性。 

在這些空間性基本圖資當中，政府往往是將最底層的地

形圖、門牌地址定位資料與交通路網圖，透過特定的機制，

提供給民間企業或資料加值商使用，而民間企業與資料加值

商則依據不同的使用需求，另行蒐集其他資料，以供內部或

其客戶進行後續資料分析使用。 

在資料尺度與細緻度部分，由於從以蒐集到的國外案例

資料中，並未探討到空間性基本圖資的尺度與細緻度對於商

業GIS分析所產生的影響，因此對於地形圖、交通路網圖等

空間性基本圖資的需求比例尺，一般應是以圖資供應單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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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的最大比例尺為基準，細緻度部分則應視其應用需求

而定。 

(二) 自然環境資料 

在自然環境資料當中，常被應用在商業GIS的部份包含

地形、地質、氣候、氣象、水文、環境敏感區、災害潛勢範

圍等，再與基本圖資進行結合，將自然環境資料與人文商業

活動進行空間連結，做為環境風險評估、土地開發評估、潛

在市場分析、開發潛力分析的客觀參考資料來源。 

由於自然環境資料在建置時，多是由空間中的各環境資

訊觀測點，將相關的觀測資訊蒐集後，再以空間統計或其他

方式推估所需範圍的資訊，因此在資料尺度與細緻度上，除

非專案特別建置的大比例尺資料外，一般僅會有小比例尺且

範圍廣大的資料。 

(三) 社會經濟資料 

在社會經濟資料中，可被應用在商業GIS的部份含蓋非

常廣泛，舉凡與人口組成特徵(如數量、年齡、性別、工作

狀況、教育程度、家庭收支、日夜間人口變化、固定人口與

流動人口)、商業活動(各類交易資料、商家營業額資料、消

費者行為資料、市場調查資料)、都市計劃與土地利用資料、

平均所得與支出、商品價格(土地、房屋等)，都會在不同應

用領域或課題中，與空間性基本圖資、自然環境資料結合，

進行綜合性商業GIS分析。 

由於社會經濟活動是以人為最小單位，為能將相關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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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做最接近真實現況的呈現，國外的社會經濟資料在調查

建置時，會將相關資料以街廓做為統計單元的方式進行彙整

與發佈。因此在進行商業GIS分析時，透過以街廓為統計單

位的資料所產生的分析結果，更能呈現細緻的空間地區性差

異，提供決策單位進行精準的評估依據。 

二. 商業GIS應用功能 

國外常見的商業GIS應用功能主要分為以下七類： 

(一) 現有客戶管理 

透過門牌地址定位資料，將民間企業現有的客戶資料，

在GIS或電子地圖中呈現，並可透過分類查詢的功能，對於

具有特定條件的客戶進行空間查詢，及進一步的資料分析與

挖掘。 

(二) 空間與社會經濟資料整合 

除了將民間企業內部的MIS資料與GIS進行結合外，更可

透過各項空間與社會經濟資料所隱藏或外顯的空間特徵，與

現有內部資料進行整合，以維持資料的正確性與即時性。 

(三) 空間查詢與分析 

藉由GIS的輔助，將資料的空間性依據使用者需求的方

式呈現在GIS或電子地圖上，提供使用者進行空間查詢及分

析的功能，或取所需的資訊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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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區位與選址分析 

不同的商業活動，會因自然環境、人口聚集程度、周邊

公共設施、關聯與競爭產業分布或土地使用規範的限制，產

生不同的區位條件因素。針對這些區位條件因素，在空間中

搜尋最適當的設立地點，藉此獲得最佳的地利條件。透過GIS

的區位與選址分析，藉由客觀的資料與條件因子，以及使用

者的專業知識，協助找出空間上最適當的營業據點設立位

置。 

(五) 潛在客戶/市場挖掘 

藉由現有客戶與市場資料，以專業知識或資料挖掘方

式，產生客戶及市場的特徵條件，再結合空間性基本圖資、

自然環境資料與社會經濟資料，找出具有相似特徵的人口與

區域分布，作為未來開發新客戶與市場的參考依據。 

(六) 資產與設施管理 

由於企業的有形資產與設備，多具有特定的空間分佈特

性與空間關聯性，因此藉由GIS彙整這些資產與設施位置，

進而與管理系統連結，將各項資訊以GIS或電子地圖方式呈

現，將更有利於相關管理作業的進行。 

(七) 路徑規畫 

無論在拜訪客戶、商品運輸、物品資料交換，或是引導

使用者與遊客前往特定地點，都會事先的規劃相關路徑。在

GIS中，路徑規畫是僅次於空間資料查詢瀏覽外，最常在商

業GIS中被應用的GIS功能。藉由事先的GIS路徑規畫，便可



 51

有效率的進行商品運輸、客戶拜訪，降低企業內部的營運成

本，提高生產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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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服務業(商業)結合地理資訊系
統之現況與需求調查 

由於國內企業在引入 GIS 之後，往往因使用單位需求，不一定會

將 GIS 外顯在一般社會大眾面前，而多是內部營運管理使用。同時，

由於國內商業環境競爭激烈，各企業往往不願將自己所使用的工具與

觀念技術，在任何場合中公開，避免其他同業或對手群起仿效。此外，

因 GIS 屬於一項具有相當程度專業知識及技能的領域，需要專門的一

組團隊與適當的軟體工具，才能對於企業日常需求提供適切的輔助，

而一般企業會因建置與營運成本過高，多會採以委託專業 GIS 公司進

行分析評估，同時也會要求簽署保密協定，因此在國內服務業應用

GIS 的現況調查中，往往會有調查的瓶頸。 

基於上述原因，在本計劃中便對於國內服務業中已公開使用

GIS，或是透過文獻整理與調查中得知已應用並自行建置 GIS 的廠

商，針對應用方向進行整理。 

第一節 國內服務業(商業)結合地理資訊系統現況 

國內服務業應用 GIS 於日常業務中，仍以車隊管理、市場分

析、風險管理、不動產應用、選址分析與觀光應用為主要應用方

向，但其他服務業如人力派遣、物業管理、設計服務、資訊服務

則對於 GIS 較為陌生，因此本計畫除了將深入訪談以應用 GIS 於

日常業務的產業外，亦將對於尚未應用 GIS 的服務業進行相關訪

談，進而瞭解其需求，協助將 GIS 的效益引入並節省成本與增加

營收。 

在國內現有的服務業環境中，隨著跨國企業的來台投資，以

及國內外企業的經驗交流，逐漸將地理資訊系統的概念與技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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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服務業的日常業務與決策制定過程所產生的優勢傳達給國內

企業。因此在國內的連鎖企業，或是在各地具有分之機構的企

業，也已逐步將 GIS 引入，配合內部原有的 MIS，輔助日常業務

與決策制定的各項需求，如表 3-1、表 3-2 及表 3-3。 

表 3-1 國內產業應用 GIS 及相關功能發展 

  應用產業 

  
車隊

管理 

市場

分析 

風險

管理 
不動產業 金融與服務連鎖業 觀光業 

成熟功能 V   資產管理 
選點分析 

(知識挖掘過程) 

觀光導覽、資源與設

施管理 

發展中功能  V V 

資產活化與行銷、

客戶分析、空屋分

析 

  
精緻觀光導覽、遊程

設計 

資料蒐集與建

置成熟 
V   資產管理   

觀光導覽、精緻觀光

導覽 

資料蒐集與建

置未成熟 
 V V 

資產活化與行銷、

客戶分析、空屋分

析 

V 遊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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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內產業應用 GIS 及應用方向 

服務業類別 應用企業 已知的GIS應用方向 

第一銀行 客戶分布與挖掘、據點選址、路徑規畫、建物與設施

管理、電子商務、不動產鑑價、電子地圖 

永豐銀行 據點選址 

國泰世華銀行 據點選址、商圈分析 

金融服務業 

新光人壽 電子地圖 

全家便利商店 據點選址、銷售狀況整合分析、電子地圖展示 

統一便利商店 據點選址、銷售狀況整合分析、電子地圖、物流配送

台灣大車隊 車隊管理 

大榮貨運 車隊管理 

流通服務業 

瞰車大 車隊管理 

通訊媒體服

務業 

中華電信 電子地圖、設備與管線管理 

信義房屋 不動產物件管理、商圈劃分、空間搜尋、電子地圖 

永慶房屋 不動產物件管理、商圈劃分、空間搜尋、電子地圖 

人才培訓、人

力派遣及物

業管理服務

業 寬頻房訊 客戶分布、據點選址、物件鑑價與管理 

新空間國際有

限公司 

景區解說導覽 觀光及運動

休閒服務業 

雄獅旅行社 景點介紹、旅遊資訊整合 

全國達康股份

有限公司 

電子地圖、地指定位、空間分析、生活資訊整合、商

家查詢 

資訊服務業 
中華國際黃頁

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地圖、地址定位、產業分類搜尋、空間搜尋、生

活資訊整合、商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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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國內產業應用 GIS 及應用方向(續) 

服務業類別 應用企業 已知的GIS應用方向 

銳俤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GIS研發與整合服務 

磐訊股份有限

公司 

GIS研發與整合服務 

崧旭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GIS研發與整合服務 

精誠資訊 GIS研發與整合服務 

研發服務業 

九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D GIS研發與整合服務 

環保服務業 
清華科技檢驗

股份有限公司 

路徑規畫、環境模式分析 

工程顧問服

務業 

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公司 

內部GIS圖資整合、GIS研發與整合服務 

對於國內服務業應用 GIS 現況，由於各企業除了少數外顯的

GIS 應用外，其他多視為商業機密而不願提供，以下為國內服務業

GIS 的不同應用中較具代表性的案例說明： 

一. 在房仲業中的應用—信義房屋 

在地理資訊系統中，資訊的來源與品質往往決定了此系統

的優劣。以房仲業為例，資訊的正確性與時效性是影響成交與

否的重要關鍵，因此如何快速且正確的獲得土地、房屋的相關

資訊，並比對客戶的需求，找尋出最適當的配對結果，便為房

仲業GIS系統當中的關鍵。以信義房屋GIS系統為例，藉由網際

網路技術提供民眾各種重要不動產資訊，並將「空間」資訊，

應用在民眾所關心的房屋鄰近周邊生活機能資訊（道路、交叉

路口、捷運、生活圈、重點標的、學校）。並於企業內部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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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之各類業務資料，進行分析比對與管理，以有效降低資料

處理的時間與人力。 

導入空間資訊系統的最大優點，是能大幅減少人力資源投

入，同時也能減少資訊處理與傳輸時間的浪費，在分秒必爭的

不動產仲介產業環境中，累積各項工作所節省的時間與人力，

就可以減少成本，同時提供客戶更迅速與高品質的服務。 

未來在空間資訊應用部分，希望能與國土資訊系統理念--

資源共享進行結合，利用政府機關多年來所累積的國土資訊成

果，於共通交流平台上取得務業相關資訊，整合不動產仲介業

所建置的豐富業務資訊，將各項空間資訊加值應用，達到提供

各類使用者更為精準與切合需要的資訊。例如取得地形相關資

訊、交通相關資訊或是環境相關資訊等，在客戶於網站上瀏覽

相關案件時，可以一併結合各類空間資訊服務，除了不動產相

關的資料外，也能提供諸如空氣品質、山坡地資訊、交通設施

資訊等等，提供一個更為透明的交易市場；而對於不動產仲介

業務人員而言，也可以整合相關進階資訊，如都市計畫開發、

大型交通系統規劃與建置資訊，作為企業內部分析與決策支援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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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信義房屋房仲 GIS 系統畫面(資料來源：國土資訊系統通訊 第 65 期) 

二. 在土地鑑價中的應用—精誠資訊 

自動估價系統(Automated Valuation Model, AVM)是利用

一連串統計學、數學、類神經網路及人工智慧(AI)程式，經由

電腦計算出不動產價值的預估方法。AVM收集大量不動產市場

成交資料後，根據所取得的區位、市場情況和不動產特徵進行

市場分析，再以電腦軟體建立數學模型以估算財產的市場價

值，於數秒間完成一般不動產估價人員要耗費數天才能完成之

工作。AVM系統在國外已被廣泛應用於銀行房貸抵押擔保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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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上。 

AVM結合GIS(地理資訊系統)後，除了價格的估計外，亦可

經由GIS的搜尋比對，提供電子地圖、比較案例及計算空間變

數，最終產出一份估價報告書。 

(一) 優勢 

不動產自動估價服務模式最大的優勢在於，目前國內不

動產估價並未將之轉化為電腦自動估價模式，相較於現有不

動產估價所耗費的高時間、金錢及人力成本，不動產線上自

動估價服務有其市場商機。AVM的優點及特性在於即時、快

速並大量的估價，且成本低廉同時可提供中立的估價值、避

免詐欺、降低風險並協助檢視相關決策的功能。 

(二) 功能 

提供個別資產估價、大量資產批次重估、法拍價格、房

價指數、比較案例選取、區域價格分析、估價標的及比較案

例電子地圖、估價報告書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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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精誠資訊線上不動產鑑價系統 

(資料來源：http://www.geo.com.tw/Products/49_26.html) 

三. 在車隊管理中的應用—瞰車大 

在應用GIS於車隊管理的領域中，是以衛星定位技術為核

心進行車隊管理的服務系統，使用的對象是企業客戶，而非消

費大眾。此服務結合衛星定位及手機傳輸兩項技術來輔助管理

車隊。 

車隊管理依車輛出勤的時間階段來劃分可分為出車前、出

車中及出車後三階段不同的管理重點，其中出車中管理問題一

直是車隊管理的漏洞。出車中管理最常遇到的問題為：車開到

哪去、即時調度派遣車輛、超速車輛控管、未照指定路線開車、

司機出車時摸魚、送貨遲到、客訴等問題，將這些常見問題整

理分類後，可歸納成調度派遣、績效管理、異常管理、及資訊

管理四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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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車隊管理服務，在車輛裝上衛星定位車機後，上網路

透過服務平台即可馬上掌握車輛即時位置、行車記錄、車速等

資料。此外可將車輛上感應器（或訊號）及外接設備資訊即時

回傳給車管人員，透過衛星資料自動產生績效報表及異常報

表，管理人員出勤、車輛油耗、送貨時間，還可設定異常狀況

條件，事發時以簡訊即時通知車管人員，大幅降低車隊管理風

險及成本。 

衛星車隊管理服務的導入效益層面相當廣泛，主要是因車

輛即時位置及分析衛星資訊自動產生的各類報表，可提供主管

做出正確的判斷，提高車輛的利用率，降低因車輛調派不當所

浪費的油錢，時間及通訊等費用，考核駕駛的出車狀況，進而

打造出高績效的衛星車隊。 

 

圖 3-3 瞰車大系統畫面(資料來源：國土資訊系統通訊 第 6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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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觀光業中的應用—野柳地質公園、雄獅旅行社 

觀光遊憩本身便是一個享受地理資訊的過程，但各觀光

區或業者之間並未進行相關整合，造成觀光資訊不連續的狀

況，以致於觀光資訊標準化的推動上具有相當的困難。隨著

WEB 2.0的發展，觀光資訊的提供方式，已不再是由政府單位、

旅行社或景區管理者單方面的供應，而是逐漸轉變為網路使

用者透過不同的平台，將其生活中所經歷的特殊人、事、物、

地點等具有觀光遊憩與地方風土民情位置，分門別類的上傳

到網路平台中分享，讓外地的網路使用者藉由當地人或其他

人的遊歷經驗，產生對特定地區與景點的旅遊動機。 

(一) 野柳地質公園 

野柳地質公園首先建置一套基於GPS定位的解說導覽系

統，將各景點的空間資訊與觀光解說導覽進行結合，提供遊

客不同的遊玩經歷。遊客可依照不同的遊歷時間需求，選擇

符合條件的遊程，再由導覽系統逐一的引導遊客前往遊程中

各景點，並在靠近景點時主動提供多媒體解說資訊。 

除了藉由GPS定位的電子解說導覽系統外，野柳地質公

園同時建置另一套虛擬飛行導覽系統，可提供遊客在室內環

境中，透過3D虛擬飛行的方式，對於野柳地質公園的自然環

境能有基礎的認識，再透過手持式的電子解說導覽系統，引

導遊客進入園區內遊玩，體驗充滿解說服務的野柳地質公園

之旅。 

在野柳地質公園的電子解說導覽系統中，所有的景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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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皆可透過GIS進行增修管理，同時藉由GPS定位的輔助，可

大幅減少園區內固定解說設施的設置必要性，讓園區內的自

然地質景觀能保有最真實的原貌。 

  

  

圖 3-4 野柳地質公園 PDA 電子解說導覽系統畫面 

(資料來源：野柳地質公園行動導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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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野柳地質公園虛擬飛行導覽系統畫面 

(資料來源：野柳地質公園行動導覽系統) 

(二) 雄獅旅行社 

雄獅旅行社透過WEB 2.0技術，自行架設臺灣之光旅遊

體驗網(http://www.lighttaiwan.com/)，如圖3-6所示，將

全台各地的景點、食宿、活動與優惠方案，透過座標與電子

地圖方式呈現。在此網站中除了旅行社自行建置的旅遊景

點、新聞與結合相關業者所推出的優惠方案外，更提供會員

推薦產生新的旅遊景點與景點評分功能。此外，在網站中也

提供社群討論功能，透過旅遊社群的相互討論，使用者可獲

得不同的旅遊經驗與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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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台灣之光旅遊體驗網首頁 

(資料來源：http://www.lighttaiwan.com/) 

 

圖 3-7 台灣之光旅遊體驗網景點內容 

(資料來源：

http://www.lighttaiwan.com/travel_area.aspx?table_type=scenic&this_id=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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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適地性服務中的應用—第一銀行 

第一銀行在國內銀行業中，對於GIS的引入相當有興趣，

目前已將GIS分析列入擔保品鑑價與融資審查的標準程序當

中，作為客觀的評估資料來源。此外，有鑒於擔保品鑑價的

成功引入案例，第一銀行也在評估其他業務中應用GIS的可行

性。由於第一銀行在日常業務中所使用的GIS幾乎都是內部作

業中使用，因此對於第一銀行的GIS應用案例上，便以提供一

般民眾使用的營業據點周邊生活資訊為例。 

在第一銀行的網站中，查詢各國內營業單位的位置資訊

時，同時可藉由電子地圖的方式，將查詢的目標營業據點周

邊的生活資訊，分門別類的透過電子地圖呈現，方便要前往

分行洽公的民眾，規劃可順便處理的其他事務。 

 

圖 3-8 第一銀行營業單位查詢畫面 

(資料來源：http://www.firstbank.com.tw/A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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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在線上GIS分析服務中的應用—全國達康SMR GEO 

由全國達康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的SMR GEO線上GIS分析

服務，為一套線上GIS分析成果展示的系統。藉由政府單位已

公開的人口與工商方面的各項統計或普查資料前處理，配合

部分民間公司調查所得的資訊，並結合各項空間資料進行GIS

分析，以此推估各地不同的空間特徵，作為商業評估的參考

來源。 

 

圖 3-9 全國達康 SMR GEO 線上 GIS 分析畫面 

(資料來源：http://business.map.com.tw/index.asp) 

第二節 國內外案例分析比較 

透過國內外文獻資料蒐集、專家學者與 GIS 廠商訪談後，將

國內外服務業(商業)應用 GIS 的現況進行比較。從產業類別來

看，在國外的服務業(商業) GIS 應用上可分為銀行與金融服務、

商業分析、運輸物流與供應鏈管理、保險、不動產及媒體與新聞

等六類。在這六類的應用中，國內的服務業(商業)GIS 在銀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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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服務、商業分析、運輸物流與供應鏈管理、不動產等四類，

已出現有一定程度的應用，而在保險業及媒體與新聞這兩類當

中，則尚未出現明顯的 GIS 應用。從應用 GIS 的程度上來看，雖

然已有銀行與金融服務、商業分析、運輸物流與供應練管理、不

動產等四類將 GIS 引入日常業務與決策制定過程中，但僅運輸物

流與供應鏈管理及不動產兩類的應用程度，較接近國外發展現況

外，在銀行與金融服務及商業分析上，在國內的發展則因企業對

於 GIS 的觀念與認知仍在發展中，普遍尚未意識到 GIS 所能提供

的優勢，因此發展程度較低，如表 3-4、表 3-5。 

表 3-4 國內外服務業(商業)GIS 發展類別 

國 外 服 務 業 ( 商

業)GIS 發展類別 

國外應用發展程

度 

國內應用發展狀況 國內應用發展程度

銀行與金融服務 多為內部業務使

用，如據點選址

分 析 、 客 戶 管

理、區域競爭評

估、電子商務、

擔保品鍵價與融

資評估 

已有銀行開始引

入，但幾乎都為內

部使用 

與國外發展項目相

似，但目前仍持續

發展中。 

商業分析 多應用於市場分

析、商圈劃分、

據點選址、區域

競爭評估 

已有多家企業應

用，並出現線上服

務 

常見於據點選址分

析、區域競爭評估

運輸物流與供應鏈

管理 

應用於供應鏈管

理、運輸物流管

理、車隊管理與

路徑規劃 

已有多家企業應

用，並有企業提供

車隊代管服務 

與國外發展程度接

近，但由於國內土

地面積較小，在路

徑規劃的需求與項

目皆較國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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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國內外服務業(商業)GIS 發展類別(續) 

國 外 服 務 業 ( 商

業)GIS 發展類別 

國外應用發展程

度 

國內應用發展狀況 國內應用發展程度

保險 已廣泛應用在產

物保險，甚至人

身保險中的再保

險 

無明顯應用 國內尚無明顯的應

用 

不動產 多應用於不動產

銷 售 與 物 件 管

理、建物與設施

管理 

已有多家房仲業開

始引入，並有一定

成果 

在不動產銷售與物

件管理上，與國外

發展程度相近，未

來可進一步結合虛

擬實境的方式進行

預售物件的介紹 

 

媒體與新聞 多應用於市場及

消費行為的資料

蒐集與分析、 廣

告區位分析、空

間性資料及新聞

事件的分佈展示 

無明顯應用 僅少數案例會引入

GIS 專業分析或用

相關圖資輔助呈現

除了上述六類的常見服務業(商業)GIS 應用類別外，在國內外

的 GIS 民間應用中，還有一項持續在發展中的 GIS 應用－適地性

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LBS)。在國內外的 LBS 服務當中，

是以各種不同的定位方式，如 GPS、A-GPS、RFID、WiFi 等定位技

術，確認使用者位置後，再由 LBS 伺服器依照使用者所設定的需

求條件，在資料資料庫中搜尋符合的資料後，再將資料的屬性內

容與空間資訊回傳到使用者端，讓使用者可藉由電子地圖的方

式，將所需資訊展繪在圖面上，進而了解周邊環境特性。在國外

的 LBS 服務中，常見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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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手機定位與空間搜尋服務 

如Master Card提供客戶在國外多數地區，透過手機以文

字或語音方式，找尋最近且可供使用的ATM位置，並提供路徑

指引功能。 

此外，透過手機定位功能，銀行便可知道客戶所在的區域

範圍，因此當客戶在使用電子交易時，便可比對發送交易請求

的地區與客戶手機位置的空間關係，若手機所在區域與發送交

易請求的地區不同、手機位置不在申請使用電子交易的地區

內，或是無法判定手機位置時，銀行便可以此判斷此交易請求

可能並非為該客戶所發出的，進而拒絕此項電子交易請求，以

減低客戶資料遭冒用的風險。 

二. 衛星導航服務 

透過使用者預先下載或藉由無線網路傳輸的方式，取得當

地最新的路網圖與POI資料，提供使用者在導航器或導航軟體

中，藉由GPS定位資訊，或由使用者自定座標方式，查詢現有

資料中該區域附近的特定目標點位。 

對於LBS的應用，國內由於土地面積較小，LBS的應用功能

仍在於定位、空間搜尋與導航服務為主，而應用領域則以交通

運輸、觀光旅遊為主。國內提供LBS服務的廠商，也是以圖資

供應廠商、導航系統開發商與導航設備製造商為主，藉由供應

最新的LBS服務，吸引使用者採購自家推出的軟體系統與硬體

平台，同時維持對就有客戶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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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服務業(商業)結合地理資訊系統調查與分析 

由於從現有文獻與專家學者訪談中，僅可獲得部分國內服務

業(商業)應用 GIS 的現況，較難深入的了解各業別的需求，因此

若要獲得最直接的產業需求與意見，僅能透過深入訪談，才能達

成。 

為蒐集國內各類服務業對於 GIS 的應用現況與需求，本計劃

依據經建會所提出的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以其中所劃分

的 12 項服務業產業範圍，作為本計劃的服務業產業劃分標準。

依此產業劃分標準，本計劃分別對於各產業範圍進行評估，分別

選擇具有代表性的企業進行深入訪談，藉此了解該產業對於 GIS

的應用現況與需求，並進一步分析其未來發展上的 GIS 潛在需

求。 

一. 深入訪談 

本計劃為能了解國內產業界應用 GIS 的現況，因此依據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2004年提報行政院院會核定通過之

服務業發展綱領及行動方案內所劃定之 12項服務業產業範圍

為基礎，依照不同產業範圍進行分類，分別對於其產業對於

空間資料的需求與使用經驗、引入 GIS 的建置過程與進入障

礙，以及使用 GIS 的效益以及未來發展等方面進行訪談，探

討服務業引入 GIS 輔助其決策制定與日常業務執行後，對原

本的產業型態造成何種影響。 

二. 訪談名單 

本計劃已完成訪談的單位如表 3-6 服務業 GIS 應用現況

與需求已訪談名單所示，訪談領域包含金融服務業、流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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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通訊媒體服務業、醫療保健及照顧服務業、物業管理

服務業、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文化創意服務業、資訊服

務業、研發服務業、環保服務業及工程顧問服務業等十一類，

其中因中華電信同時兼具通訊媒體服務業與資訊服務業兩種

角色，因此在服務業類別中便分列於此二類中。而依據經建

會 12 項服務業分類中，由於設計服務業部份的產業範圍中包

含產品設計與服務設計兩大類，在空間地域上的差異性及空

間資料的使用程度明顯較其他產業低，因此在本計劃中便將

設計服務業排除於產業訪談規劃中。總計在本計劃中，已完

成 11 類服務業，共 15 家民間服務業公司，如表 3-6 所示。 

表 3-6 服務業 GIS 應用現況與需求已訪談名單 

服務業類別 訪談對象 

第一銀行 

南山人壽 金融服務業 

金鼎綜合證券 

流通服務業 全家便利商店 

通訊媒體服務業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 

醫療保健及照顧服務業 緹力士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京都物業管理公司 人才培訓、人力派遣及

物業管理服務業 仲量聯行 

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 雄獅旅行社 

BBDO 黃禾國際廣告公司 
文化創意服務業 

博上廣告團隊 

資訊服務業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 

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發服務業 

Pacific GeoPro 

環保服務業 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顧問服務業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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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依據經建會 12 項服務業產業順序，分別簡述訪談

對象的產業特性與業務內容： 

(一) 金融服務業 

1. 第一銀行(http://www.firstbank.com.tw/Index.action) 

主要受訪者：副總經理 薛淑梅、副總經理 柯明川 

第一銀行創立於民國前十三年（西元一八九九年），

歷經多次合併、改組，民國六十五年更名「第一商業銀行」

（FIRST COMMERCIAL BANK），民國八十七年由公營體制轉

型為民營銀行，民國九十二年正式成立「第一金融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後改納入第一金控集團之子公司，經營迄今

已逾百年。 

該行現有資本額新台幣 469 億元以上，總資產及第一

類資本排名世界前二百大。目前員工約 7,100 餘人，營業

單位國內除總行營業部外，尚有 186 家分行、3 家簡易分

行；另設有 13 家國外分行、3 家辦事處、1家子銀行及 6

家分行，位於國際各大都會及金融商業中心。 

第一銀行的主要業務類型為： 

(1) 存款業務 

(2) 電子銀行 

(3) 外匯業務 

(4) 法人金融 

(5) 消費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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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託業務 

(7) 金融市場業務 

(8) 財富管理 

2. 南山人壽(http://www.nanshanlife.com.tw/) 

主要受訪者：保險系統部─開放系統協理 林明智 

南山人壽成立於 1963 年 7 月，引進專業管理及 AIG

國際豐富資源與經營知識，至目前公司資產總值逾新台幣

1.5 兆元，有效保單 789 萬件以上，保戶 400 萬戶。全

國有分公司 24 家，通訊處 420 多處。 

南山人壽的主要業務類型為： 

(1) 個人保險 

(2) 投資型商品 

(3) 團體保險 

(4) 房屋貸款 

(5) 汽車貸款 

3. 金鼎證券集團(http://www.tisc.com.tw/tisc/tisc.htm) 

主要受訪者：資訊長 謝守忠 

金鼎證券集團為一綜合證券商，設立於民國 77 年 12

月，結合經紀、承銷、自營、債券、股務代理，以及國際

金融等業務，提供證券投資及各項理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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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鼎證券集團的主要業務類型包括： 

(1) 經紀業務 

(2) 電子商務 

(3) 承銷業務 

(4) 股務代理 

(5) 自營業務 

(6) 債券業務 

(7) 國際業務 

(8) 金融商品 

(二) 流通服務業—全家便利商店 

(http://www.family.com.tw/Marketing/index.aspx) 

主要受訪者：總經理 張仁敦 

該公司於1988年成立，資本額為新台幣2億元。至1997

年，國內規模已達500家門市，之後以每3年500家店的擴展

速度持續成長，2008年的資本額已達新台幣23億元；於2004

年7月正式進軍中國大陸上海，為國內第一家登陸企業，分

佈於大陸上海、蘇州、廣州等地。目前全家便利商店已逐步

拓展至日本、韓國、泰國及美國等地，總店數(包含台灣及

中國大陸)達到14,741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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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便利商店的主要業務類型包括： 

1. 零售商品 

2. 宅配通 

3. 代收查詢 

4. ATM 

5. 傳真影印 

6. 國際快遞 

7. 電腦維修收送 

8. 點數/票券即時購 

9. 悠遊卡加值 

(三) 通訊媒體服務業及資訊服務業—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http://www.cht.com.tw/) 

主要受訪者：資訊處處長 陳明仕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85年7月1日由當時交通

部電信總局營運部門改制成立，成立時資本額為新台幣

964.77億元，主要業務涵蓋固網通信、行動通信，以及數據

通信三大領域，提供語音服務、專線電路、網際網路、寬頻

上網、智慧型網路、虛擬網路、電子商務、企業整合服務，

以及各類加值服務，係國內營運經驗最豐富、規模最大之綜

合電信業者，也是國際間電信業者重要合作伙伴，在促進全

球化即時訊息溝通、全面提高社會大眾生活品質，以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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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經濟社會運作效率上，績效卓著。 

94年8月政府持股數降至50%以下，其企業特質便脫離政

府體制，該公司持續強化核心能力，透過結盟、合作，積極

開發行動商務、網路應用，以及寬頻影音多媒體等服務，擴

大電信網路與資訊科技整合運用效果，成為社會大眾的生活

幫手，及廣大企業的經營伙伴。 

中華電信的主要業務類型： 

1. 個人/家庭 

(1) 行動通信 

(2) 網路及加值服務 

(3) 公用/室內/國際電話 

2. 企業客戶 

(1) 企業網路管理 

(2) 行動群組電話 

(3) Hinet視訊會議 

(4) 主機代管 

(5) 中華黃頁 

(6) 光世代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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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防健康服務業－緹力士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ctionlife.com.tw/Alife/Index.html) 

主要受訪者：執行長室副主任 陳舜明 

緹力士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Action LIFE)為克麗緹

娜集團接收原本亞歷山大健身會館部分營業據點後所成立

的，營業據點包含台北世貿、大直、公館、中和，桃園中壢

及高雄等六處，營業項目包含健身、舞蹈、游泳水療、SPA

和瑜珈等。 

(五) 物業管理業 

1. 東京都物業管理公司 

  (http://www.tokyonet.com.tw/index01.php) 

主要受訪者：資深副經理 林錫勳 

該公司係由擁有近 50 年經營管理經驗的日本 NIHON 

HOUSING 株式會社，於 83 年集資成立，迄今國內經管實

績超過 3,707 棟，戶數 67,351 戶。成立迄今，依日本多

年物業管理經驗，傳承清潔環保、設備維護等專業技術

KNOW-HOW，於台灣物業管理市場中穩健發展成長。  

東京都物業管理機構主要業務類型： 

(1) 社區行政事務管理與訓練 

(2) 警衛安全 

(3) 環境美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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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電設備維護 

(5) 物業管理顧問 

2. 仲量聯行 

 (http://www.joneslanglasalle.com.tw/Taiwan/ZH-TW/Pages/Ho

me.aspx) 

主要受訪者：總經理 趙正義 

仲量聯行係一家專營房地產服務及投資管理的金融

及專業服務跨國公司，目前全球共有 30,000 多名員工，

遍佈 60 個國家的 700 個城市，以服務本地、區域以至全

球客戶在房地產上的需求，目前在台灣主要的客戶多為跨

國外商公司及大型賣場，如 101 大樓。 

仲量聯行的主要業務類型為： 

(1) 資產管理服務 

(2) 策略顧問 

(3) 設施管理 

(4) 工業區位分析與不動產相關服務 

(5) 投資買賣服務 

(6) 租賃管理 

(7) 租戶服務 

(8) 辦公室租賃代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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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專案開發管理 

(10) 物業管理 

(11) 不動產研究 

(12) 物件零售 

(13) 租戶代表 

(14) 物件估價 

(六) 觀 光 及 運 動 休 閒 服 務 業 — 雄 獅 旅 行 社

(http://www.liontravel.com/index.asp) 

雄獅旅行社成立於1977年6月6日，為國內相當著名的旅

行社。雄獅旅行社除了提供基本的旅遊行程、票物與訂房服

務外，近年更結合多媒體影音、部落格與社群，不但由旅行

社提供各項旅遊資訊，同時藉由各導遊領隊，甚至是參與旅

行團的所有團員，都可以將旅遊的經驗，在雄獅旅行社所提

供的網路平台中分享，並作為使用者相互交流與豐富旅遊資

訊的共通平台。 

(七) 文化創意服務業—BBOD黃禾國際廣告公司 

主要受訪者：董事長 黃奇鏘 

BBDO為世界前三大知名廣告公司，且為世界第二大傳播

集團Omnicom( www.omnicomgroup.com)成員之一，全球77

個國家287家分公司。2002年合併BBDO上通結合享譽台灣廣

告界的黃禾廣告成立BBDO黃禾國際廣告公司。該公司以國際

性的資源與Know How加上深耕本土市場的專業知識，為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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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廣告主推動行銷及各項服務。 

(八) 研發服務業 

1. 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riti.com.tw/index.aspx) 

主要受訪者：環境資源業務處經理 張志誠 

該公司成立於 1992 年，資本額一億五仟萬，是以提

供技術服務、軟體 工程、網路應用服務、通訊系統服務

平台、語音加密系統及數位資料(電子地圖、衛星影像)

為主軸專業技術服務公司的公司。近年來致力於地理資訊

系統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行動定

位服務 (LBS, Location Base Service) 、指管通情系統

(C3I,Com- mand、Control、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車輛定位系統服務 (Web-AVL, Web-Base 

Automatic Vehicle Location Service)、遙感探測 (RS, 

Remote Sensing)等空間資訊應用領域並整合通訊系統，

提供動態空間資訊服務。 

銳俤科技的主要業務類型為： 

(1) 電子地圖服務 

(2) 遙測影像產品與服務 

(3) 專業通訊產品 

(4) GPS應用產品 

(5) RFID應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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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遙測軟體 

(7) 海事軟體 

2. Pacific GeoPro英屬蓋曼群島磐訊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acific-geopro.com/) 

主要受訪者：副總經理 何珊慧 

GeoPro 磐訊股份有限公司為 GIS 設計服務公司，其

總部設於臺北，多年來致力於為金融服務業，大品牌零售

商以及餐飲業提供商業管道規劃諮詢。GeoPro 的資訊資

料以及商業分析涵蓋亞洲的 23 個國家，包括中國、印度

和波斯灣國家等主要市場。該公司提供全方位服務來滿足

客戶業務需求，無論是關於目標消費者分析，還是市場潛

力模型、或是商圈評估，為客戶提供最佳解決方案。 

GeoPro 的主要業務類型為： 

(1) 目標客戶分析 

(2) 市場潛力模型 

(3) 銷售區域設計 

(4) 商業網絡規劃 

(5) 商圈評估 

(6) 商業流程諮詢 

(7) 競爭對手評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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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環保服務業—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www.tsing-hua.com.tw) 

主要受訪者：總經理 吳坤力 

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5 年取得中華民國行

政院環境署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許可，其服務內容包括水質水

量，飲用水，地下水，排放管道，周界空氣，噪音 ，土壤

及廢棄物等類別，認可項目達 200 多項。對客戶除各認可系

統檢測服務之外，尚有環保文書顧問與實驗室儀器，實驗室

空間整體規劃設計施工等相關服務。 

清華科技檢驗公司的主業業務類型為： 

1. 水質採樣檢驗 

2. 空氣採樣檢驗 

3. 土壤採樣檢驗 

4. 廢棄物採樣檢驗 

5. 噪音/振動/交通監測 

6. 歐盟RoHS 

7. 食品採樣檢驗 

8. 超微量成分分析 

9. 環保為書撰寫申請及顧問諮詢 

10. 實驗室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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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工程顧問服務業—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http://www.ceci.com.tw/) 

主要受訪者：空間資訊部副理 李信志 

該公司係由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公司於 96 年轉投資

設立之工程顧問公司，集結了台灣最頂尖的人才，在國內推

動無數建設，將專業之工程經驗於海外推廣。並以專業跨足

土木、結構、大地、水利、軌道、機械、生物科技、電機、

控制、營運管理、財經企劃等專業領域，並設有土建事業群、

軌道事業群、建築及機電事業群、營管事業群、行政管理群

等五大事業群專業分工提供多元的專業服務。 

台灣世曦的主要業務分述如下： 

1. 土建事業群 

由大地工程部、港灣工程部、水及環境工程部、第一

結構部、第二結構部、運輸土木部等單位所組成。 

2. 軌道事業群 

包括鐵道工程部、高鐵總顧問、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部、捷運工程部及高雄捷運興建計畫管理專案等單位。 

3. 建築及機電事業群 

包括建築部、機械工程部、電機工程部、智慧運輸部、

地理資訊部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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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管事業群 

由營建管理部、材料試驗部、高雄辦事處、各獨立監

造專案、中區辦事處、東部專案工程處等單位組成。 

5. 行政管理群 

由管理部、業務及研發部、資訊系統部、海外業務中

心等單位組成。 

三. 訪談整理 

本計劃目前已訪談金融服務業、流通服務業、通訊媒體

服務業、預防健康服務業、物業管理服務業、觀光服務業、

文化創意服務業、資訊服務業、研發服務業、環保服務業及

工程顧問服務業等共 11 類服務業，15 間民間公司。訪談果彙

整如下： 

(一) 應用現況 

1. 金融服務業 

金融服務業中，本計畫分別訪談銀行業、証券業與保

險業三領域，彼此之間由於業務類型不盡相同，因此在空

間資料的現行或潛在需求與應用上，具有相當的差異。金

融服務業應用現況分述如下： 

(1) 銀行業 

銀行業在 GIS 相關應用上，對於個人或企業融資的

擔保品鑑價部分，已將 GIS 分析成果納入整個物件鑑價

的流程中，提供較為客觀且一致的物件鑑價參考。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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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的銀行中，也將分行的位置與其他 GIS 資訊進行

整合，提供電子地圖方式讓預計前往各分行辦公的客

戶，能在網路上確認分行位置外，同時可查詢分行附近

的其他設施或服務分佈，如停車場、量販店、餐廳、捷

運站、飯店旅館與公家機關，甚至其他銀行的分行位置。 

除上述的物件鑑價與分行電子地圖服務外，關於銀

行客戶的空間管理、潛在客戶挖掘、分行選址分析、擔

保品風險評估與政府機關公開資料的取得及使用方

面，尚未藉由 GIS 將這些空間資料進行整合與分析。 

(2) 證券業 

在証券業當中，由於業務標的為股票、債券與期

貨，以及提供相關服務，對於空間資料的使用與需求

上，並無直接的關係。但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在證券業

的投資標的中，有許多企業是與空間具有相當大的直接

或間接關係，如農業、礦業、交通、製造業、建築業…

等，因為所有的經濟活動，本身皆與空間上具有一定程

度的關係，同時與當地的風土民情、政經環境及自然條

件密不可分，因此在證券業的日常業務與決策制定過程

中，雖然對於空間性資料的使用上，並無明顯的需求，

但其實空間性資料卻藏有其在決策過程中所需的關鍵

因素。 

目前證券業對 GIS 的認識與需求可分為兩部份：第

一是希望能借鏡 GIS 的資料視覺化功能，將證券業將各

種資料進行視覺化分析，以發覺資料中之隱藏規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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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則是評估是否能透過 GIS 的協助進行行銷，因為不同

地區客戶對於交易方式偏好不同，例如北部電子商務發

達、南部著重傳統媒體。並進行客戶發掘與市場行銷，

拓展現行業務範圍與市場。 

(3) 保險業 

保險業在業務劃分上，可分為壽險與產險兩大類，

在國外的保險業 GIS 應用當中，對於保險商品的設計

上，以產險方面應用較多，而壽險部分則是對於客戶發

掘方面應用較明顯。 

從國內保險業的訪談可發現，國內保險業對於 GIS

的可應用範圍，可能會因公司政策的不同而產生一定程

度的差異。以保險商品設計而言，由於壽險部份著重在

於統計資料的應用，如生命表、職業類別、客戶告知與

健檢報告等，在空間上的對應程度低；但在產險部份，

則較能與空間上的關係進行密切連結，如天然災害、社

會事件、交通事故與公安意外等，因此在潛在風險較高

的地區，對於產險費用或商品內容上，便可將空間差異

性加入其中，產生符合當地現況與需求的客製化產險商

品。 

2. 流通服務業 

在流通服務業中，本計畫以國內的便利商店業者作為

訪談對象，藉以了解流通服務業在 GIS 使用的需求與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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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便利商店業者的 GIS 應用項目，分別為據點選址、

各店商品銷售狀況管控、電子地圖平台以及店對店的包裹

寄送，分述如下： 

(1) 據點選址 

已結合 GIS 進行據點選址分析，基本商圈距離設定

為 200m，同時配合企業內部的現場評估標準，如路寬、

建物面向與人流方向等，進行綜合評估。 

(2) 各店商品銷售狀況管控 

藉由管銷系統，總公司可於每日上午取得前一日各

地區營業據點的商品銷售狀況，並以此作為商品上架種

類、數量、擺放空間等的調整依據。各據點回傳的商品

銷售資訊，在總公司彙整後會將特定類別的商品資訊，

提供合作廠商進行各地生活型態、商品銷售與市場差異

分析的依據。 

(3) 店對店包裹寄送 

由於消費者以宅配方式寄送包裹時，收件者並非隨

時都會在收件地址處等待宅配公司將包裹送到，因此便

規劃以店對店方式提供包裹寄送。消費者僅需於電子地

圖平台中確認所要寄達的分店，包裹送達後會主動以簡

訊方式通知收件者到店領取，收件者無須一直苦候包

裹，便可在送達後的任意時間前往領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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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地圖平台 

無論是選址分析、銷售狀況管控或店對店包裹寄送

服務，都是將各項空間資訊以不同方式連結到地圖中，

而管理者便可藉由電子地圖的方式，將經營管理所需的

資訊分門別類的展示於地圖上，進而分析其潛在空間特

性。對於消費者而言，透過電子地圖的輔助，可以輕易

的查詢各營業據點的所在位置及如何前往。 

在流通服務業的 GIS 應用中，在資料的需求部份分為

基礎統計資料、動態人口資料及氣象資料三部份，分述如

下： 

(1) 基礎統計資料部份 

由於人口統計資料現階段的最小統計單元為鄉鎮

市區，但對於商圈分析、選址分析而言，仍然無法滿足

需求。此外，由於人口統計資料的來源是戶政事務所的

人口登記資料，但因人口登記與實際的居住人口之間，

具有一定程度的落差，還需透過其他資料，進行當地空

屋率/入住率的推估，才能確切的掌握實際現況。因此

對於統計資料的更新即時性，以及在商業應用中的正確

性，還需政府部門協助，協調從如電力公司與自來水公

司的資料中推估空屋率，以期分析成果能更接近真實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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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態人口資料部份 

動態人口資料部份，可分為日間人口(就學、工作)

與夜間人口(居住)，其中夜間人口較接近登記人口狀

況。由於政府現階段並未進行動態人口資料的建置，因

此還需要其他資料輔助，才能估計動態人口的資訊。 

(3) 氣象資料部份 

由於氣象會影響到不同商品的銷售狀況，如氣溫高

對於涼麵的銷售較有利，氣溫低則對於熱食類的銷售較

有利。對於國內的便利商店業者，目前已有向國外採購

台灣地區氣象的機制，作為各地商品潛在需求的評估參

考。若將氣溫、天候等氣象預報資料，準確的進行鄉鎮

等級的發布，對於便利商店業者而言，將更能掌握各地

的商品需求。 

3. 通訊媒體服務業 

通訊業者因為需要建構許多基礎，因此很早便利用地

圖，結合資料庫系統，進行設施管理稱為 AM/FM。 

通訊業者因為本身需要，所製作出的地圖，早期是空

間涵蓋最廣的大比例尺地圖，並且具有門牌地址資料以及

電信客戶資料，因此成為資料供應者。 

4. 預防健康服務業 

目前的營業據點是由原業者的各據點中，選擇接收靠

近人口集中區的據點而得，在評估時尚未納入 GIS 的空間

分析協助據點接收規劃。在未來的營業據點擴展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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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的標準目前設定以人口密度、固定與流動人口的生活

型態、競爭者或潛在合作對象的空間關係(分析聚集效應

與市場供需量)等。 

5. 物業管理服務業 

在物業管理服務業當中，由於的使用大多是在建物管

理、設施管理、開發規劃、區位選擇、不動產租賃管理與

周邊生活資訊管理，因此在空間資訊的使用上，具有一定

程度的需求。但實際的使用現況中，往往因為資訊的不透

明、公部門資訊的不公開、產業績基礎資訊建置的不足，

以及缺乏供通的資訊流通平台，因此實際在物業管理服務

業當中，往往因為資訊的不透明與不流通，而造成許多不

必要的紛爭與成本浪費。 

6. 觀光服務業 

對於旅行社而言，最重要的資料為各地的旅遊資訊，

除了景點、餐飲、住宿與交通的基本資訊及特色外，更需

要進一步的遊客旅遊心得回應，藉此充實各地的旅遊資

訊。但在整合旅遊資訊的同時，還需要各地區的環境基本

圖資，如交通路網、行政邊界、河川，甚至當地的 POI、

影像底圖等，以及完整的網路圖資平台。藉由圖資平台提

供各項圖資的套疊，以及旅遊景點與心得的標註，讓一般

使用者可輕易的查詢與增加各地旅遊資訊，或是對於旅遊

心得進行回應與評價，而旅行社方面同時也可藉此獲得更

多的旅遊資訊，增加平台流量與人氣，提昇旅行社的知名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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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化創意服務業 

在文化創意服務業中，本計畫訪談兩間廣告設計公

司，從廣告設計業的角度來探討 GIS 對其拓展業務，協助

客戶進行現有客戶特質分析，並在空間中找出潛在消費者

分佈區位，並對重點區域提高廣告行銷強度。 

在廣告設計業當中，傳統上使用相當多的統計資料，

如主計處所提供的人口統計資料，如人口分布、結構、男

女、年齡、收入、教育程度等，以及各媒體頻道的收視率

與訂閱率調查資料。由於台灣的土地面積、市場大小或資

金多寡都較國外，如歐美地區來的小，因此企業經營者對

於台灣地區市場的掌握，傳統上是以實際跑市場的經驗為

基準。由於現在的企業經營者，已逐漸開始交由企業第二

代，或是由受過西方企業經營模式的管理者，在經營的方

式上與傳統的企業經營者相較之下，開始著重在空間與統

計資料蒐集與整理，以及消費者行為模式的推估等，因此

在於基礎資料的即時性與正確性便具有相當高的使用需

求。 

8. 資訊服務業 

在資訊服務業中，本計劃選擇訪談中華電信資料處理

及資訊供應服務業，除中華電信因為本身所產製之大比例

尺資料，可進行加值外。中華電信本身具有電腦機房、頻

寬、收費系統的設施，因此成為地理資訊相關服務的重要

平台，如目前之地政電傳視訊系統。未來也可能以類似模

式，提供線上 GIS 服務。 



 92

9. 研發服務業 

在研發服務業中，本計劃針對 GIS 服務業進行訪談，

從GIS服務業的角度來看國內企業對於GIS引入日常業務

與決策制定的過程中，企業主如何看待 GIS 所能提供的資

訊與協助。 

依據 GIS 產業訪談，在國內外的企業主對於引入 GIS

進行日常業務與策略規劃上，國外的接受度明顯高於國

內，但無論國內外卻都遇到相同的問題，在於引入的效益

難以確切的評估。 

在引入 GIS 的類型中，多數的企業主會選擇找 GIS

服務業提供專業評估報告，而較不願意內部設立 GIS 部門

或引入 GIS 系統；少數企業主則會將 GIS 引入後，與企業

內部 MIS 進行整合，將 MIS 的資訊透過 GIS 進行空間分析

及展示，提供策略規劃上使用。 

在國內願意引入 GIS 的企業類型中，是以外資企業為

主，因為外資企業的總公司對於國內的市場環境熟晰程度

較低，因此更需要國內分公司以總公司規定的方式進行市

場資料蒐集與潛力分析。國內本土企業主則因對於 GIS

的普遍認知仍不足，因此在營運策略的訂定上，仍會倚重

團隊中的實際經驗，而較不參考客觀數據分析成果。 

雖然在 GIS 服務業中已提供相當完整的專業評估與

建議報告，或是直接協助開發 GIS 系統功能，但在實際的

商業運用中，GIS 所能提供的也僅在於初期的規劃建議，

對於分析成果的後續營運狀況，則會受到營運模式、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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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變遷、行銷策略及商品與服務定位等因素影響下，產

生與當初評估報告產生差異。依據訪談所得，透過 GIS

提供的選址分析或其他空間分析服務，仍可能有 30%的案

例會因其他因素影響下，而產生與預期成效不同的狀況。 

10. 環保服務業 

在環保服務業中，本計劃對於環境檢測業進行 GIS

應用訪談。在環境檢測業當中，是以提供各項環境物質含

量測定服務為主要項目，包含空氣、水質、土壤、噪音與

振動。由於環境檢測業的客戶來源較為固定，以政府委辦

的環境監測、公司行號及機關團體的相關設備定期檢測為

主。雖然在 GIS 環境模擬、擴散模式推估中具有相當的優

勢，但在環境檢測業的客戶開發上，仍是以工商登記資料

中的相關企業團體作為客戶來源，而尚未藉由 GIS 進行污

染擴散監控與推估，進而協助潛在客戶開發。而在客戶管

理部份，環境檢測業仍是以傳統的資料表單方式進行客戶

資料管理，並未以空間方式進行客戶的管理。 

11. 工程顧問服務業 

在工程顧問服務業中，GIS 相關服務的提供對象，是

以政府單位為主，民間商業 GIS 服務則占少部份。從工程

顧問服務業的角度來看，在推動民間商業 GIS 的過程中，

往往會遇到以下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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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主對GIS不了解。 

民間公司對於本身的需求不是很清楚，政府通常標

案都是有明確的需求、範圍、界定，可是商業 GIS 本身

需求不明確，因此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談與了解，才能做

初步界定。 

在協助 GIS 應用方面，業主不是對 GIS 沒有信心，

而是與他本身的財務有關，是否願意投入這筆資金。 

(2) 企業對於GIS引入之後的效益無法掌握。 

商業 GIS 最大的問題其實是老闆的態度，若老闆覺

得 GIS 對公司沒有幫助，便不願意投資這筆經費。 

(3) 企業在採納GIS服務後，因逐漸的接觸之後，產生更

進一步的需求，造成服務提供者的工作項目增加。 

業者無法接受及了解公司所需要的 GIS 範圍多

大，談的再多，他要的東西可能遠超過一開始談的，畢

竟商業公司不像政府機構有明確的需求界定。 

(4) 企業通常不會以即期支票進行付款。 

政府機構的付款是明確的，民間公司辦不到，所以

現在民間公司沒有人要推動最大的問題在於民間公司

容易欠尾款後跑掉。 

(5) 協助企業進行GIS建置後，往往需要連同企業內部的

MIS一同整合。 

民間公司最重要的東西是，一個 GIS 案子 40%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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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GIS，60%以上其實都還是 MIS，民間公司所需要的商

業 GIS 應該涵蓋有 GIS 及 MIS，並非以商業 GIS 為中心。

由於企業傳統上習慣以 MIS 進行分析與管理，而 GIS 則

被視為圖資的查詢、顯示及分析顯示工具，所以 MIS 比

重較高時，GIS 的需求不是這麼大。 

由於以上的幾個常見狀況，在工程顧問服務業中，因

工作項目、合約保障等不同因素，而影響與民間企業接洽

商業 GIS 發展的意願。以目前與民間企業接觸的經驗而

言，其實企業對於 GIS 的需求很高，但對於 GIS 的認知，

可能是在看到 GIS 才能引導他對於 GIS 的了解與認知。在

協助企業進行 GIS 建置的過中，真正費力的不是 GIS，而

是其背後的 MIS 與 GIS 的整合。 

(二) 應用瓶頸 

綜合以上訪談成果，可發現民間企業在服務業 GIS 的應

用與發展需求上，其實具有相當大的潛在需求，但卻因對於

GIS 不了解，或是並未找到適合的 GIS 產業提供相關的服

務，因而尚未引入 GIS 於協助日常業務執行與決策制定中。 

對於目前民間企業結合GIS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與

阻礙，初步可分為以下四類： 

1. 認知層面 

雖然在大多數服務業中的工作內容，多少都用到空間

資訊，而客戶管理、資產管理、市場開發、據點營運的設

立，更仰賴空間資訊的應用。然而有些傳統的經營者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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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驗做為決策的判斷依據，缺乏資料分析，等標準作

業流程，因此不容易利用資訊系統，統計分析等方式協助

各項決策。而資訊化程度較高之業者，還欠缺對於 GIS

的理解，而台灣 GIS 從業人員多半承攬政府部門的工作，

也不清楚服務業之內涵。兩方面知識領域的不同，形成

GIS 導入企業界的阻礙。 

其次是 GIS 在企業中應用的所產生效益，經常不容易

確切的計算。如果將 GIS 應用在物流管理，車輛監控等日

常營運時，因為容易找到比較的基準，因此容易看出其效

益。但 GIS 常在策略規劃的層次，效益較難以彰顯。 

既使企業經營者而言，既使對於 GIS 已有一定程度的

了解，但因引入任何技術與系統，無論在軟硬體設備設

置、人員訓練及作業流程更新，都是需要進一步的投資。

因此在引入 GIS 過程中的建置成本，也會影響企業主接受

並投資的意願。 

2. 資料層面 

在推動服務業應用 GIS 時，民間業者都非常在意公部

門資料是否能開放民間使用，同時資料的豐富度、細緻

度、正確性與即時性，也都與民間業者在進行各項日常業

務、策略規劃與決策擬定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服務業 GIS 在資料層面的推廣限制，初步區分為以下

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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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統計與普查資料 

在所有的服務業 GIS 應用當中，最常被提到的資料

為人口統計資料。任何服務業，只要是在業務範圍中會

直接面對到消費者，都會需要使用到人口統計資料。由

於人口統計資料當中包含鄉鎮市區的人口總數、男女人

口數、縣市各年齡層人口數等統計資料，但對於商業區

位與市場分析上，除了基本的統計資料外，還需要教育

程度、收入所得、職業類別等存在於人口普查資料中的

更進一步資訊，才能對於消費市場更明確的掌握。但由

於國內的人口普查是 10 年一次，無法明確的掌握市場

變動的狀況，因此讓服務業在進行市場分析時，往往陷

於兩難局面。 

(2) 空間基礎資料 

在民間的 GIS 應用當中，將 GIS 作為空間資料呈現

的平台，如電子地圖。由於空間資料的基礎為門牌號碼

定位與道路基本圖資，因此在各服務業若要提供空間定

位、目標查詢時，若能以門牌號碼與道路圖資做為空間

關聯的基礎，便可省去相當多的資料建置成本。 

(3) 建物管理資料 

在物業管理服務業當中，由於對建物本身的掌握需

要相當程度的了解，才能有效的進行建物長期維護規劃

與執行。在建管單位當中，對於建物申請建照與使照的

過程，都會要求建商提供建物的相關設計圖資，藉以進

行基本資料的管理。由於物業管理服務業在實際進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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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理時，無論是新增建物或舊有建物，除了原本的建

物設計相關圖資外，對於建物內所使用的設施，如電

梯、監視器、水塔與發電機等公共設施，其相關的規格、

使用年限資料等，都是在實際規劃建物長期維護計劃中

所必須取得的資訊，但這部份因現行法規中並未明確規

範建商須提供相關資訊，因此造成進駐管理的單位在建

物管理上困擾。 

(4) 不動產交易資料與地區商業營業資料 

在土地開發或投資潛力評估時，主要使用的資料是

以市場資料、地區商業營業資料、租金行情、人口資料、

商用不動產資料、土地開發資料與不動產交易資料等。

藉由上述資料的綜合評估，外資便可對於本地市場的投

資價值獲得明確的判斷依據，進而提升國內市場對外資

的投資價值。 

對於土地開發與投資潛力評估的資料中，除了人口

資料、租金行情、商用不動產資料與土地開發資料，可

從政府單位提供的統計資訊或民間業者手中獲得之

外，但其中關鍵的地區商業營業資料與不動產交易資

料，是物業管理業者或投資評估顧問在進行分析時所相

當重視的一部分。 

在不動產交易資料的部份，對於國外的投資者而

言，若本地市場在資訊的透明度越高，所產生的市場潛

力評估的可信度也越高，而對於外資進行營運策略的訂

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依據國際物業管理公司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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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在一百多個設有營業據點的國家中，明顯發現不動

產的交易量與資訊透明度具有相當高的關連性，而台灣

在不動產市場的透明度中，排名為第 38 位。 

在地區商業營業資料部份，由於外資在決定投資當

地之前，必會先對於當地的商業發展進行了解，而最直

接的方式就是藉由目標地區的商業營業額進行統計。由

於商業營業額資訊具有較高的機密性，在取得上便有一

定的困難度，因此若能由政府已取得的財稅資料中推

估，或是獎勵商家與企業在特定平台中提供營業額資

訊，再將統計後的成果提供相關單位作為評估指標使

用，便將大幅提升國內的投資價值。 

因此，若政府能透過不同管道與方式鼓勵，或以法

規訂定的方式，要求國內不動產業將不動產交易資料，

如交易數量與交易金額，及各企業的地區性營業額資

訊，透過一定方式公開交流的話，對於提昇國內投資環

境的水準，具有相當正面的幫助。 

(5) 自然環境資料與敏感性資料 

在自然環境資料中，服務業在進行相關投資環境評

估、物件價格鑑定、潛在客戶開發、商品備貨與上架數

量，都有一定程度的關連性。對於銀行金融服務業與物

業管理服務業而言，藉由自然環境資料的輔助，能對於

擔保品的實際價值估算、土地開發的融資評估、開發規

劃與潛力評估，提供自然環境基本的資訊，減少人為的

資訊隱瞞風險；對於環境檢測與工程顧問服務業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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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自然環境資料將有助於提供業主更完整的環境評

估與影響成果；對於物流業而言，提供正確的氣象資

訊，將有助於推估各地營業據點的不同類型商品需求，

配合工廠與物流體系補充所需商品，如氣溫增加會對涼

麵的銷售有正面影響。 

除了基本的自然環境資料外，對於特殊的敏感性資

料，如火災潛勢分析成果、淹水分析成果、環境污染物

質分布、輻射屋、海砂屋與兇宅分部資訊等，對於銀行

金融、物業管理等與不動產相關的服務業而言，是在業

務推動中非常想獲得的資訊。但由於這類資料事涉敏

感，若任意公佈讓社會大眾都可得知時，往往會因民眾

對於資料意義的了解不足，進而產生不必要的恐慌。因

此，若能將敏感性較高的資料，以特定方式授權相關服

務業在業務範圍中使用，便可降低服務業的相關業務風

險，及減少服務業與消費者之間不必要的誤解與衝突。

表 3-7 為彙整訪談所得後的服務業 GIS 資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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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服務業 GIS 資料需求 

服務業類別 資料需求 

金融服務業 
人口、租金行情、商用不動產資料、土地開

發資料、工商管理資料、環境敏感性資料 

流通服務業 即時及小區域的人口與氣象資料 

通訊媒體服務業 大比例尺基本圖 

預防健康服務業 
人口、基本圖、相關產業與競爭者分布、消

費行為與生活型態 

物業管理服務業 
人口、商用不動產資料與土地開發資料、商

業營業資料與不動產交易資料，建物、災害。 

觀光服務業 基本圖、POI、影像底圖 

文化創意服務業 人口、媒體使用、消費行為、消費心理。 

資訊服務業 基本圖、POI 

研發服務業 社經資料 

環保服務業 自然環境 

工程顧問服務業 基本圖、自然環境、社經資料 

在上述的服務業對於 GIS 資料的需求中，由於不同的

服務業對於資料的項目、內容、空間單元大小與更新頻

率，多有所不同；同時在相同的資料名稱或欄位名稱下，

不同的政府單位所建置的資料中，也會出現資料內容與描

述方式不一致的情況，且中央與各縣市政府在資料權責劃

分上，也會出現不一致的情況，因此在彙整本計劃訪談的

服務業 GIS 資料需求與政府現有資料間的對應關係時，僅

以目前 NGIS 所整理的 TGOS 九大資料庫項目，作為政府資

料的對應基礎。下表 3-8 為服務業 GIS 資料需求與 TGOS

九大資料庫的對應關係整理，關於 TGOS 各資料庫內的資

料項目，則表列於附錄十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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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服務業資料需求與 TGOS 資料庫對應表 

資料需求類別 需求內容 對應資料庫 

人口資料 

如年齡、教育程度等靜態人口調查

/登記資料，及日夜間人口、人潮

流動等動態人口調查/推估資料 

社會經濟資料庫 

建物及不動產

資料 

如登記資料、租金行情、交易等資

料 

國土規劃資料庫、社會經濟資料

庫、土地基本資料庫 

工商管理資料 如工商登記資料、工商營業資料 
社會經濟資料庫、國土規劃資料

庫、土地基本資料庫 

環境敏感性資

料 
如災害潛勢資料、環境品質監測 

環境品質資料庫、社會經濟資料

庫、公共管線資料庫 

基本圖 
如各比例尺地形圖、影像底圖、主

題圖 

基本地形圖資料庫、公共管線資

料庫、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自然環境資料庫 

消費行為與生

活型態 

如家庭收支概況調查、社會福利需

求調查 
社會經濟資料庫 

災害資料 
如天然災害、環境汙染等事件的分

布資料 

環境品質資料庫、自然環境資料

庫、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POI/地標資料 
如公家機關、醫療院所、風景名

勝、商家與餐飲住宿等位置資料 

社會經濟資料庫、基本地形圖資

料庫、交通網路資料庫 

媒體使用現況 
如媒體設施使用率、普及率、涵蓋

區域、市場調查成果 
社會經濟資料庫 

社會經濟資料 
如收入、職業、都市計劃、產業活

動、社會安全等 

社會經濟資料庫、國土規劃資料

庫、土地基本資料庫、交通網路

資料庫 

自然環境資料 
如地質圖資、河川圖資、農林漁牧

資源分布、土壤圖等 

自然環境資料庫、自然資源及生

態資料庫、基本地形圖資料庫 

3. 技術層面 

在目前政府各單位所釋出的公部門資料當中，許多已

透過網路讓業界進行資料檢索與申請，對於提升服務業於

日常業務處理的效率有相當正面的影響。但因業界對於時

效性的要求，往往遠較公部門高，因此在進行大量資料檢

索，或是要進行開發評估、物件鑑價等業務時，以目前所

提供的資料供應平台，業界需要在不同的平台中將所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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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逐一擷取，並整理成所需的文件格式。如此雖已節省往

返不同公務單位排隊申請圖資的時間，但若能將不同系統

整合為單一平台，將可大幅節省業界的作業成本。 

在 NGIS 當中也已規劃如此的單一平台，Taiwan 

Geospatial One Stop (TGOS)，藉由整合公部門的各項空

間資料，由單一的平台進行發佈，便可大幅降低使用者在

資訊蒐集上所耗費的時間。然而在 NGIS 的規劃中，近年

更引入服務導向式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藉由 SOA 方式，將資料庫中的資訊

以標準格式進行傳遞，同時允許程式遠端呼叫，讓使用者

端僅需透過單一平台與介面，便能自不同資料庫中搜尋並

取得所需資訊，同時依照自行定義的方式呈現。 

4. 通用平台層面 

由於 GIS 對於多數業者而言，雖然有使用的需求，而

且手中也有自行建置的各項資料，但若要建置一套符合使

用需求的 GIS 系統，業者需要投入大量的成本進行建置，

同時還須負擔系統運作及資料維護的相關成本，在這情況

下，將會大幅度降低業者引入 GIS 的意願。因此，除了資

料層面與技術層面 SOA 的問題外，還須考量在圖資與基礎

GIS 的呈現及分析平台問題。因為對多數業者而言，GIS

的確可協助解決目前所遭遇的困擾，以及提供市場分析、

客戶開發、商業評估等服務，但卻因為 GIS 具有一定程度

的進入門檻，必須投入相當的資源與成本才可引入，因此

也造成業者在引入時的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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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訪談總結 

在訪談的成果中，可明顯發現各類服務業對於業務上所

需要的基礎資料，如人口統計與普查、工商普查、自然環境、

社會經濟、商業營業資訊、建物管理、不動產交易、都市更

新與地籍資訊，無論在資料的正確性、即時性、豐富性與開

放性上，都具有非常高的需求，而這些需求，往往是政府單

位從本身業務角度中並未注意到的部份。 

對於服務業而言，GIS 對於日常業務的運作與策略擬定

上，透過訪談中的說明與交流，已逐漸了解 GIS 可提供相當

大的協助。但在推廣 GIS 的商業應用價值時，企業本身也會

因 GIS 的建置與維護成本考量，及使用效益不易評估的原

因，而不願投入成本引入 GIS，或委託 GIS 服務業提供專業

服務。 

無論訪談對象為何，民間企業都很願意政府能從制度面

或法規面，將所需的空間資料由政府進行大範圍基礎資料的

建置，並以 SOA 方式全面或有條件開放給企業使用，同時維

持資料的正確性與即時性，讓民間企業在引用空間資料進行

分析時，得到與現況相近的成果。 

第四節 問卷調查與分析 

經由產業深入訪談，了解不同產業中對於 GIS 的應用現況與

需求，本計劃再進一步設計問卷，透過本會組織體系及其所屬的

企業，挑選出服務業的企業名單，透過郵寄的方式，送請各企業

營運部門主管及資訊部門主管進行填寫。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

了解普遍服務業對於 GIS 的認知程度、應用現況及使用需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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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後續協助民間企業發展與導入 GIS 的參考。 

一. 問卷設計 

本計劃中的服務業結合 GIS 應用現況調查問卷，在問題

設計上分為以下八項主題： 

(一) 資訊相關人員數量 

(二) 對於電子地圖的了解程度與使用方式 

(三) 對於GIS的了解程度與使用方式 

(四) 對於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資料的使用現況與需求 

(五) 對於GIS在商業應用功能的了解程度 

(六) 對於政府單位與民間企業所提供的資料取得方式的

建議 

(七) 是否有興趣進一步了解GIS的特性與應用方向 

(八) 希望將GIS應用在哪些方面 

二. 問卷調查對象  

本計劃中所實施問卷調查的對象，係以經建會推動 12 項

重點發展服務業之產業類別為基礎，並以本會會員單位及所

屬各產業公（協）會、企業為主要調查對象，本會計函送問

卷計 2500 份，問卷填答單位包括遠東商銀、摩根富林明投信、

兆豐金控、保德信人壽、萊爾富等國內知名企業及跨國公司，

其行業別含括了金融、證券、保險、環境檢測、廣告、交通

運輸、不動產仲介、觀光旅館、民宿休憩產業、汽車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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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開發、會議展覽等產業進行問卷調查。冀望透過問卷調

查瞭解各產業對 GIS 的認識程度，並獲取商業服務業對地理

資訊系統之依賴與需求，進而提供主辦單位將 GIS 系統導入

國內商業服務業的政策參考依據。 

三. 問卷回收與分析成果 

本計劃所回收的有效問卷共達 312 份，以下分別對於問

卷中的 8項主題進行成果統計： 

(一) 資訊相關人員數量 

在各企業當中，資訊相關人員的數量主要多為 20 人以

上(46%)，其次則為 1~5 人(26%)，分布如圖 3-10。 

 資訊相關人員數量

1人

8%

1~5人

26%

5~10人

6%

10~20人

14%

20人以上

46% 1人

1~5人

5~10人

10~20人

20人以上

 

圖 3-10 資訊相關人員數量 

(二) 對於電子地圖的了解程度與使用方式 

在這項主題中，分為是否了解或曾經使用過電子地圖，

以及使用電子地圖的方式兩子題，分別得到以下數量的回

應。從統計結果來看，了解或曾使用過電子地圖的填答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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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96%，如圖 3-11： 

是否了解或曾使用電子地圖

是

96%

否

4%

是

否

 

圖 3-11 是否了解或曾使用電子地圖 

而電子地圖的使用方式則是以提供生活資訊(28%)為最

多，其次則為營業據點展示(21%)，如圖 3-12。由此可知，

雖然幾乎全部的使用者都了解或曾使用過電子地圖，但主要

仍是單純作為資訊展示的平台使用。 

使用電子地圖方式

營業據點展示

21%

商業潛力分析

12%
競爭狀況分析

8%

客戶位置

18%

提供生活資訊

28%

其他

13% 營業據點展示

商業潛力分析

競爭狀況分析

客戶位置

提供生活資訊

其他

 

圖 3-12 使用電子地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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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GIS的了解程度與使用方式 

在這主題中分為是否了解 GIS，以及目前使用 GIS 的方

式兩子題。在是否了解 GIS 中，多數的填答者表示了解 GIS，

如圖 3-13。 

是否了解GIS

是

80%

否

20%

是

否
1

 

圖 3-13 是否了解 GIS 

但比對目前使用 GIS 的方式，卻有 53%的填答者表示尚

未實際使用，如圖 3-14，可能的原因在於本問卷在寄送時，

同時夾帶一份關於 GIS 的說明文件，讓填答者在填寫問卷之

前，能對 GIS 產生初步的了解，但實際上填答者則尚未實際

使用過 GIS。 

目前使用GIS的方式

尚未實際使用

53%

公司內部建置

29%

委外分析

5%
其他

13%

尚未實際使用

公司內部建置

委外分析

其他

 

圖 3-14 目前使用 GIS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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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於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資料的使用現況與需求 

本主題為此份問卷的重點之一，透過本主題中的 10 項

子題，希望了解企業在日常業務與客戶服務中，有使用到哪

些具有空間資訊的資料，以及對資料的更新週期與單元大小

的需求。在本主題的填答過程中，雖然有詢問企業對於各項

資料是否有使用，但卻也不能排除雖然目前並未使用，而其

實具有潛在使用需求的情況出現，因此在資料統計時，會出

現對於特定資料的使用總數，略低於資料需求總數的情況。 

在企業的資料使用狀況來看，多數企業對於基本圖資

(如電子地圖、門牌資料)及工商營運資料(如營業額)具有使

用的經驗與需求，佔 16%；而最少被使用的資料則為氣象(如

小區域氣溫、降雨機率)與社會及公安(如治安、火災分布)，

皆佔 5%，如圖 3-15。 

企業資料使用狀況

人口

14%

就業

9%

工商營運

16%
收入及消費

12%
住宅及不動產

9%

交通

8%

氣象

5%

社會與公安

5%

自然環境

6%

基本圖資

16%

人口

就業

工商營運

收入及消費

住宅及不動產

交通

氣象

社會與公安

自然環境

基本圖資
 

圖 3-15 企業資料使用狀況 

從資料取得管道來看，除了基本圖資以外，其他資料項

目的資料來源都是以政府單位為主，而在基本圖資部分，則

是政府單位與民間公司的比率相同。這情況的原因可能在於

一般的資料調查與建置，需要耗費龐大的資源，並非民間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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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能負擔，或是如氣象資料的最主要來源便為政府機構。

但對於基本圖資，如電子地圖或門牌資料，由於國內除了政

府機關，如運研所，每年會編定經費進行資料的維護與更新

外，民間也有許多圖資廠商，如中華電信、勤崴、 銳俤、

崧圖、大輿等，會自行繪製電子地圖等基本圖資，提供其他

企業作為電子地圖、LBS、路徑規劃、空間分析等使用，因

此在基本圖資的來源部分，政府單位與民間公司的比率才會

剛好一致，如圖 3-16。 

資料取得管道

政府單位

69%

民間公司

20%

自行調查

11%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圖 3-16 企業資料取得管道狀況 

在資料更新週期部分，以基本圖資與工商營運兩項填答

率最高，分別為 63.46%與 59.62%，而在這兩項資料當中，

皆是以每月為最希望的更新週期，分別佔 49%與 42%，如圖 

3-17 及圖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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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更新週期

月

49%

季

24%

年

27%

月

季

年

 

圖 3-17 基本圖資更新週期狀況 

工商營運資料更新週期

月

42%

季

26%

年

32%

月

季

年

 

圖 3-18 工商營運資料更新週期狀況 

在各資料的更新週期需求上，以每月更新為主要需求的

資料為工商營運、住宅及不動產、氣象，以及基本圖資；以

每季更新為主要需求的資料為交通；以每年更新為主要需求

的資料為人口、就業、收入與消費、社會及公安，以及自然

環境，如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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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各類資料主要更新週期需求 

各類別資料的主要更新週期需求 

每月更新 每季更新 每年更新 

工商營運、住宅及不

動產、氣象、基本圖

資 

交通 人口、就業、收入與

消費、社會及公安、

自然環境 

在資料單元需求部分，本計劃原本是希望藉由這部份，

了解企業在應用資料的過程中，希望資料所涵蓋的空間單元

最小為哪種範圍，但依據問卷填答的結果，多數的填答者似

乎認為這部份在詢問的是需要多大範圍的資料，以及在現有

的應用中所使用的資料空間範圍，因此與原本所期望得到的

成果產生一定的差距。但從資料涵蓋範圍來看，多數的企業

仍是希望得到全國的資料，作為日常業務與客戶服務中使

用。 

(五) 對於GIS在商業應用功能的了解程度 

在本主題中，希望能以常見的商業 GIS 功能，了解企業

對於 GIS 分析功能的認知程度。透過統計後可發現，除土地

適宜性分析與環境模式分析外，有聽過其他 9項 GIS 功能的

企業數都比沒聽過的多；但多數的企業就算聽說過這些功

能，卻大多尚未引入使用。 

(六) 對於政府單位與民間企業所提供的資料取得方式的

建議 

此項主題是以開放性的填答方式，由填答者依據使用經

驗與需求，提出對於政府單位與民間公司所提供的各項資料

在取得方式上的建議。經過彙整歸納後，主要的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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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單位資料 

(1) 提供單一區域人口數、性別、年齡分布 

(2) 提高更新率 

(3) 規劃建置並開放共通資料格式，供民間加值運用 

(4) 公布既有資料並開放民間使用 

(5) 提供持續性的全國統計資料 

2. 民間公司調查資料 

(1) 提供單一區域人口數、性別、年齡分布 

(2) 降低價格 

(3) 加速商業模式開發，促進產業升級 

(4) 建立資料正確性驗證的統一標準 

(七) 是否有興趣進一步了解GIS的特性與應用方向 

在本主題中，希望了解填答者對於 GIS 的特性與未來應

用發展方向，如何協助各企業降低生產成本、提昇營運績效。 

在有填答的問卷當中，共有 87%的填答者有興趣進一步

了解 GIS 的特性與應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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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興趣了解GIS特性與應用方向

是

87%

否

13%

是

否

 

圖 3-19 企業對 GIS 特性與應用方向有興趣了解之狀況 

(八) 希望將GIS應用在哪些方面 

本主題中希望了解填答者對於 GIS 的功能，想引用到哪

些決策與日常業務中。經過彙整後，主要的需求如下： 

1. 決策制定 

(1) 客源開發 

(2) 開發新據點評估與參考 

(3) 展店計畫 

(4) 商圈規劃與選址 

(5) 資料供應辦法 

2. 日常業務 

(1) 服務人員調配 

(2) 分析來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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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動態生活資訊 

(4) 協助客戶車隊運作，達到有效管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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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示範性系統 

由於服務業的涵蓋類型甚廣，且各業別中依據不同的業務需求與

方向，對於 GIS 的系統功能、資料內容、分析模式，甚至於呈現方式

皆有所不同。因此於本計劃中，將對於 GIS 資料在服務業中的應用需

求，設計兩項示範性的服務業 GIS 系統，並作為後續推廣服務業 GIS

的案例說明，讓業界能更進一步的了解 GIS 如何輔助企業的決策制定

與日常業務的進行。 

第一節 示範系統的目的 

本計劃中所提出的示範性服務業 GIS 系統，是以概念性示範

為出發點，讓企業能從這概念性示範的服務業 GIS 系統中，與其

決策制定過程及日常業務執行的程序進行結合，產生更進一步的

系統應用構想。 

第二節 示範系統規劃構想 

由於示範性系統的目的在於提供企業在構思如何將 GIS 引

入企業內部中的示範樣本，因此在示範系統的功能上，僅提供部

分 GIS 分析與展示功能，且分析模式與結果亦僅供示範參考，與

實際業務上使用會因資訊內容需求與判定準則而有一定差異。 

本計劃中選定的示範性系統主題為 GIS 資料整合的應用與

線上遊程規劃應用兩方向。在應用主題部份，資料整合的應用主

題是以台北市的便利商店選址為示範案例，而線上遊程規劃應用

主題則是以高雄市觀光旅遊規劃為示範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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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示範系統一：資料整合應用 

一. 系統發展緣由 

無論在國內外，只要是與空間環境、社會發展、市場評

估或資產管理方面相關的分析研究，都與空間位置具有相當

程度的關連性，因此需要進行廣泛的空間資料及統計蒐集與

處理的程序，才能提供分析研究使用。在國外由於 GIS 商業

應用發展較早，基礎資料的建置完整度、細緻度與開放程度

也比國內成熟，且資料來源除了公部門釋出的基礎資料外，

民間也產生許多研究機構與企業，專門對於公部門資料與民

間市場調查成果，及民間資料使用需求進行整合，並將整合

成果當成加值商品進行銷售推廣。藉由這類型的研究機構與

企業，將各項公私部門的資料進行整合後，其他企業便可將

成整合成果納入以建置的 GIS 分析模式中，以省去大量的資

料建置時間與人力成本。 

目前由於政府有計畫的推動國土資訊系統的建置，經過

二十餘年的發展，在空間基礎圖資建置已累積相當豐碩的成

果。為因應資料整合流通共享以及地理資訊科技急速發展的

迫切需求，空間資料供應倉儲系統也逐漸受到重視。由於空

間決策支援系統需要各種的空間資料倉儲系統作為支撐，本

資料整合示範系統之建置主要目的即為示範資料整合及流通

共享所能提供的加值應用而帶來的便利及提升決策品質和效

率。 

本資料整合示範系統經多方考量後選定以便利商店為主

題，提供區位選址分析網路服務系統，因此便利商店業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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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使用者。本示範系統根據訪談便利商店業者的實務經

驗，以及過去相關便利商店區位文獻中所研究的設點條件，

整理出便利商店區位選址的因子，可粗分為空間因子及人口

因子兩大類，並擬透過網路擷取空間資料倉儲系統所提供的

資料，經過適當的處理後，提供便利商店選址的空間決策支

援，協助便利商店業者進行空間區位分析。 

在資料整合應用當中，主要是在模擬政府單位已建置完

成的資料倉儲系統，如何將所收納的各項空間資料，結合社

會經濟資料庫，透過 Case Study、Data Mining 產生不同的

分析應用準則，或是匯入已建置完成的分析準則，綜合空間

資料與社經資料進行不同類型的 GIS 分析應用。 

因此，在本計劃的資料整合應用示範性系統中，便以榮

俊德(2004)透過台北市便利商店的分布資料，結合相關空間

與統計資料進行資料挖掘後，所提出的便利商店選址因子做

為分析模式的依據，再進行便利商店選址分析的 GIS 應用。 

研究案例

資料挖掘

分析模式

倉儲系統

區位分析 風險評估開發評估 市場分析 選址定位物件鑑價 潛勢分析環境模擬

提供素材

需求

推導產生

應用方向

提供素材

Pre-
Knowledge

引入

輔助

資產管理

 

圖 4-1 資料整合應用示範系統概念架構 



 119

二. 系統設計原則 

本資料整合示範系統之建置主要目的即為示範資料整合

及流通共享所能提供的加值應用而帶來的便利及提升決策品

質和效率，因此以連結各空間資料倉儲系統做為選址分析所

需空間資料的主要來源，然而這些便利商店區位選址分析所

需的空間資料仍須根據使用者的需求做整合，有些資料是可

以直接使用，但有些則需要經過更進一步的處理之後，再整

合到區位選址決策支援網路服務系統中使用。 

另外，區位選址決策支援中的選址條件也可依照使用者

的需求建立，使用者可針對商家本身的各種資料與現有空間

資料以及人口資料進行資料探勘（Data Mining）做整合分析。

商家所掌握經過長期競爭之後存活下來的商店的各種資料，

可假設其與附近的空間以及普查因子具有某種關連性，並配

合使用各空間資料倉儲系統取得空間資料以及普查資料，經

過資料探勘的方法發掘或實證這些選址的條件後，整合進入

選址分析空間決策支援系統，使其更加完整及客製化。目前

考量商家本身資料的隱私問題，並未將資料探勘的部分納入

本示範系統，未來正式的平台系統開發將會把資料探勘以及

區位選址空間決策支援系統兩者整合，提供使用者更便利及

整體一貫的使用環境。 

使用者在使用區位選址空間決策支援系統時候，可能會

考量一個方案或是多個方案。所謂單一方案的考量多發生在

使用者為單一個體，而可能單純地想做某一個點位的分析，

例如，使用者本身已經擁有一家店，於是他想要評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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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區位如何？又或是使用者本身已擁有一間空店面，因此想

要評估其區位是否適合成為便利商店的店面，而評估結果可

能作為使用者本身開店的參考，或是也可做為推銷給便利商

店業者開店的一項證明。而多方案考量則適合便利商店連鎖

業者或是加盟業者做為評比多個點位的設店優先順序，亦或

是用以檢討平均業績以下的店面是否應做遷址的選擇。另

外，便利商店區位選址空間決策支援系統也可以提供其他業

者利用，例如房仲業者可使用便利商店選址分析找出區位佳

的店面，做為輔助推銷的加值運用。 

除了對已知的點位分析，區位選址系統也可具有推薦點

位的功能，可供便利商店連鎖業者或是加盟業者做為未來開

發潛力市場的評估工具，譬如說使用者可以設定區位指標及

其條件值，由系統做即時的運算處理，找出符合其設定的區

位指標的地理範圍，甚至是限定在某個地區的範圍內，由系

統分析並呈現結果，讓並沒有預設點位的使用者能夠找到適

合設置便利商店點位的區域範圍。 

在便利商店選址分析中，競爭者是極其重要的考量之

一，雖然使用者可定義在符合其區位指標的範圍內每單位面

積要可容納多少的便利商店，然而競爭者的多寡和市場飽和

並不能劃上絕對的等號，因為在考量競爭者的時候，其競爭

策略相當地複雜，並非一定要在服務範圍裡面沒有其他競爭

者才能設點，有時候可能就會因此錯失商機。當然在服務範

圍裡面沒有其他競爭者是最理想的狀況，但是對於便利商店

顧客而言，其對便利商店基本上沒有太多偏好，距離遠近往

往是消費者最重要的考量，因此若能將便利商店的點位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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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靠近客源的地方，則可削弱其他便利商店的競爭力。 

三. 系統架構與功能規劃 

(一) 系統架構 

在資料整合應用示範系統中，是透過空間與統計資料進

行預處理後，再由使用者選擇特定地點、決定商圈範圍與因

子權重後，系統會將計算後的評估成果傳至使用者端。資料

整合應用示範系統架構如圖 4-2 所示： 

分析伺服器

門牌地址資料

使用者

戶口普查資料 工商普查資料 土地利用資料 空間資料

屬性資料分派處理

分派成果

使用者 使用者 使用者

使用者 使用者 使用者

 

圖 4-2 選址分析示範系統架構 



 122

(二) 功能規劃 

在資料整合應用示範系統中，主要功能說明如下： 

 

圖 4-3 選址分析示範系統功能架構 

1. 服務說明 

服務使用者可利用服務說明了解本服務的目的、各項

功能介紹及使用說明、常見的使用問題、相關的連結以及

聯絡服務維護者。 

2. 服務連結 

服務使用者可透過本服務介接其他公部門提供的網

路圖徵服務，以擴充決策支援分析指標的各種圖資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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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層檢視 

服務使用者可使用圖面的一般基本操作功能，例如：

放大、縮小、平移等等針對各圖層各部份做細部的檢視。

另外，圖層開關提供服務使用者任意選取欲展示的圖層，

以配合針對不同的選址指標做檢視及查詢的需求。 

4. 圖資查詢 

圖資查詢主要提供三項功能： 

(1) 距離測量：測量圖面上任意兩點之間的距離。 

(2) 定位查詢：可依行政區、重要地標及門牌地址等三

種條件進行定位。 

(3) 屬性查詢：分為空間及欄位查詢。空間查詢可直接

由圖面上點選任一圖徵進行屬性查詢，欄位查詢則

為輸入關鍵字以查詢符合之一筆或是多筆的屬性資

料。 

5. 選址分析 

(1) 點位選取：使用者可自行選取圖面上任一點進行便

利商店區位分析。 

(2) 服務範圍設定：由使用者定義便利商店的服務範圍。 

(3) 權重分配：使用者可針對個別區位分析的指標進行

權重之分配。 



 124

(4) 分析結果呈現：呈現選址分析結果之評分及優劣的

分級評等。 

6. 成果輸出 

服務使用者可將分析結果的地圖以 ESRI shapefile

的格式儲存檔案，表格則以純文字檔做為輸出格式，另外

也提供列印輸出成紙本的選擇。 

二. 系統開發平台 

本資料整合示範系統以便利商店業者為主要使用者，根

據訪談業者的實務經驗及過去相關便利商店區位文獻中所

研究的設點條件所得出便利商店區位選址的因子，透過網路

地理資訊決策支援系統的幫助，將便利商店區位的各項因子

具體空間化，以協助便利商店業者進行空間區位的分析，提

供便利商店選址的空間決策支援。 

 

圖 4-4 資料整合示範系統架構圖 

本資料整合示範系統是一個簡易展示版，因此在資料探

勘步驟的部分，將使用過去相關的便利商店區位研究做為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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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榮峻德(2005)的碩士論文『普查資料之空間資料挖掘研

究—以台北市便利商店區位分析為例』中，使用位於台北市

內，經濟部商業司(2000)所認定的五大便利商店，包括

7-11、全家、萊爾富、OK、福客多為資料探勘的主要對象，

並整合 2000 年台北市戶口普查資料、2001 年台北市工商普

查資料以及與台北市便利商店相關的空間資料，再使用資料

探勘技術中的關聯規則方法分析出便利商店商圈半徑 250

公尺內的普查資料與其他空間資料的關連性，歸納成為便利

商店區位因子量化指標。本資料整合示範系統參考其研究成

果中的十項便利商店區位指標，包括空間因子類及普查因子

類各五項，並使用其量化值做為選址系統區位指標的系統預

設值。 

本資料整合示範系統分析功能所使用的空間伺服器為

ESRI 的 ArcGIS Server 9.3，空間伺服器主要提供地圖服務

及區位分析服務兩項功能。透過 ArcGIS Server 發佈的網路

地圖服務包含七個圖層，分別是便利商店、捷運站、公園、

學校、小吃、銀行以及各里普查資料，都以台北市為地理範

圍。將 ArcGIS Server 發佈的網路地圖服務套疊到 Google 

Map 的平台，使用者透過網路瀏覽器即可使用放大、縮小、

平移等等，基本的地圖圖台功能，或是圖層開關讓使用者可

自行勾選欲展示的各個空間圖層。而 Google Map 的圖台也

提供地圖、衛星、混合地圖及地形四種底圖，使用者也可自

行切換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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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示範系統說明 

(一) 使用資料 

本計劃中的便利商店選址分析，在資料上使用 2000 年

台北市戶口普查資料、2001 年台北市工商普查資料、1994

年台北市土地利用資料及台北市相關的空間資料。所使用資

料與內容如表 4-1、4-12 所示： 

表 4-1 選址分析示範系統-空間資料內容與型態 

資料名稱 資料內容 資料型態

臺北市空間資料 便利商店 點資料 

捷運站 點資料 

加油站 點資料 

警察消防局 點資料 

公園 點資料 

學校 點資料 

餐廳 點資料 

小吃 點資料 

寺廟古蹟 點資料 

文化美術館 點資料 

郵局 點資料 

醫院 點資料 

教堂(宗教設施) 點資料 

飯店 點資料 

圖書館 點資料 

銀行 點資料 

道路 線資料 

  土地利用 面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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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選址分析示範系統-統計資料名稱與欄位 

資料名稱 選用欄位 

臺北市戶口普查資料 縣市代號 

鄉鎮市區代號 

村里代號 

普查區號 

性別 

年齡 

婚姻狀況 

就學狀況 

教育程度 

工作情形 

行業代號 

  家戶型態 

臺北市工商普查資料 縣市鄉鎮代號 

業別代號 

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 

  從業員工人數統計 

臺北市門牌地址點資料 FULL 

X 

Y 

ADMIT 

ADMIV 

ADMIL 

  … 

臺北市土地利用資料 第 I級類別 

1CODE 

第 II 級類別 

2CODE 

第 III 級類別 

  3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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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估因子 

本計劃中的便利商店選址評估因子如表 4-3 所示： 

表 4-3 選址分析示範系統-評估因子 

普查因子標準 空間因子標準 

男生人數在 1900 人以上 捷運站距離<600m 

女生人數在 2000 人以上 公園距離<400m 

學齡前兒童人數在 400 人以上 學校距離<300m 

學生 6-25 歲人數在 1200 人以上 小吃距離<900m 

青壯年 25-65 歲人數在 2100 人以上 主要道路距離<10m 

單身戶在 300 人以上 銀行距離<400m 

工業工作人數在 2000 人以上 飯店距離<600m 

商業工作人數在 3600 人以上 附近競爭店數量小於 2家 

服務業工作人數在 2400 人以上 住宅區 

有工作人數在 6500 人以上  

五. 示範系統使用情境說明 

本資料整合示範系統是以便利商店業者為主要使用者，

透過網路地理資訊決策支援系統的幫助，將便利商店區位選

址的各項因子空間化，以協助便利商店業者進行空間區位的

分析，提供便利商店選址的空間決策支援。 

首先使用者可先閱讀本系統的說明，了解這個系統的功

用是否符合其使用本系統的目的。接下來使用者可利用基本

的圖面操作功能，例如縮小、放大、平移等，檢視各個圖層

細部的資料，也可點選各圖層之圖徵做屬性查詢，並使用圖

層開關組合不同的圖層做套疊比較。接下來以欲加盟便利商

店的使用者做為案例，描述其使用本系統的兩種情境。 

(一) 情境一：使用者搜尋特定區位的商店分佈 

假設欲加盟便利商店的使用者本身並沒有擁有店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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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住在大安區，並且想要加盟全家便利商店，因此，使

用者會對大安區的全家便利商店分佈狀況有興趣，此時使用

者可以使用大安區及全家便利商店為條件做定位查詢，圖台

上會即時呈現大安區內所有的全家便利商店。接下來，使用

者希望能比對其他空間建物的分佈狀況，將其選址的範圍更

加縮小，此時可以利用圖層開關，疊上學校、捷運站、銀行、

小吃等圖層作為選點的參考。當使用者有發現感興趣的點

位，即可進入選址流程。首先第一步使用者需先設定選址指

標的條件值，例如人口因子指標中，6~25 歲學生人數應高於

多少人等等，以及空間因子指標中便利商店點位應距離捷運

站多少公尺以內等等。第二步，使用者可使用新增點位的方

法，在圖台上面點選其感興趣的點位，並設定好便利商店的

服務範圍後即可進入第三步驟，權重設定。權重設定即是根

據步驟一提供的區位選址指標，給予使用者自行決定其重要

性，在固定權重總合之下，使用者可依據各指標的重要性定

義其所佔的權重比例。經過三步驟將便利商店選址所需要的

因子都設定完成之後，即可進行選址分析，分析的結果會以

便利商店服務範圍的圖徵呈現在圖台上，以及文字說明所分

析的點位得到的總分，此外也會展示所分析的點位於各區位

因子指標分析的原始值，是否有達到步驟一所設定的指標標

準。除了提供使用者完整的分析以外，使用者可以將結果儲

存成 ESRI Shapefile 地理格式的檔案做為記錄。如果使用

者有多個感興趣的點位，或是想要調整區位指標的條件值或

權重值，使用者都可以重新設定後做分析比較哪一個點位最

符合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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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境二：自有店面評估 

假設欲加盟便利商店的使用者本身已有固定的店面，且

本身對於加盟哪一家便利商店並沒有特別偏好，正在考慮應

該加盟哪一家便利商店，因此希望能夠知道各家便利商店在

其本身店面附近分佈的情形，此時使用者可以透過便利商店

的店家和行政區為條件，快速將在某個區域內的某個店家所

有的便利商店位置定位出來，於是使用者可以方便快速地得

知本身店面週遭競爭者的分佈狀況，並做為加盟哪一店家的

參考。在這個情境下，選址分析的部分，首先使用者可根據

本系統提供的區位分析指標調整理想區位的條件值，在使用

者在設定便利商店點位的時候，可使用輸入地址的功能新增

點位，接下來設定好便利商店的服務範圍的半徑之後，使用

者可依據其本身的偏好，對個別指標進行權重分配。最後選

址分析流程的產出為根據權重計算而得的加權分數以及將

便利商店服務範圍為圖徵展示在圖台上，並記錄各指標分析

結果的原始值為其屬性資料，本系統服務提供以地圖格式檔

案儲存選址分析的結果，使用者可自行評估決定是否將該記

錄下載保存。 



 131

六. 示範系統建置成果 

 

圖 4-5 資料整合示範系統首頁 

本示範系統於網路連線的環境下，使用者使用 IE、

Firefox、Safari、Google Chrome 等瀏覽器，連結至本服務

系統的網路位置，即可操作服務系統。系統操作介面主要為

地圖圖台，說明及操作的選單置於畫面右側，右上方有顯示/

隱藏選單的選項，可開關選單，提供地圖圖台更多的展示空

間。選單有五個分頁，分別為「關於本系統」、「空間資料查

詢」、「步驟一」、「步驟二」、「步驟三」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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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隱藏選單 

首先，「關於本系統」提供本系統的相關背景資料。「空

間資料查詢」之分頁提供展示七個空間圖層的圖層開關選

單，包括便利商店、捷運站、公園、學校、小吃、銀行以及

各里普查資料。使用者可利用一般操作功能，例如：放大、

縮小、平移等等，針對個別圖層的各部份做細部的檢視。另

外，圖層開關提供服務使用者任意選取欲展示的圖層，以配

合針對不同的選址指標做檢視及查詢的需求。此外，可直接

由圖面上點選任一圖層的圖徵即可查詢該圖徵之屬性，如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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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屬性查詢 

在空間條件查詢的部分，可分別使用台北市各行政區進

行定位(如圖 4-8)或便利商店店家定位(7-11、全家、萊爾

富、OK)，或同時根據便利商店店家以及行政區進行交叉定位

功能，如圖 4-9。 

空間選址分析部分可分為三步驟。「步驟一」、區位指標

設定：為提供較彈性的選擇，各區位指標都由使用者自行調

整理想區位的條件值。目前選址條件及預設值為參考榮峻德

(2005)碩士論文『普查資料之空間資料挖掘研究—以台北市

便利商店區位分析為例』的研究成果，分為普查因子指標及

空間因子指標兩大類，如圖 4-10，未來使用者可依據其資料

探勘的結果做調整以及擴充更多的區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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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行政區定位功能 

 

 

圖 4-9 行政區及商家交叉定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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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設定區位指標 

「步驟二」：選取點位及設定服務範圍。使用者可自行選

取圖面上任一點，或是輸入地址、重要地標新增點位進行便

利商店區位分析。由於服務範圍會根據使用者的考量或是點

位所在的位置不同而有所變化，因此使用者可自定便利商店

的服務範圍的半徑。預設值為 250 公尺，如圖 4-11。 

「步驟三」：分配權重。權重總合為一定值(100)，使用

者可針對個別區位分析的指標進行權重之分配，若權重不等

於 100，系統將給予視窗訊息警告。 

以上三個步驟設定完成之後，在步驟三的頁面按下分

析，系統就會開始進行區位分析，需時約 2~3 分鐘，分析結

果會以使用者設定之服務商圈圖徵呈現在圖面上，可點選查

詢根據各項指標之分析所得原始資料以及根據權重計算的加

權總分，分析結果亦會同時以文字說明方式在「結果」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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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如圖。服務使用者可下載 ESRI Shapefile 格式的分析

結果檔案後可使用其他 GIS 軟體開啟及編輯，做更進一步的

使用。 

 
圖 4-11 設定便利商店點位及服務範圍 

 

圖 4-12 設定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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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分析結果 

七. 相關發展與應用 

在各項空間資料與社會經濟資料透過特定平台整合後，

對於各項空間分析與評估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與幫助。當

使用者擁有特定案例時，可藉由資料整合的平台進行資料挖

掘，分析案例的潛在邏輯與關連性，進而建立分析模組；或

是依據各領域專業知識，歸納整理成分析模組；或是將已有

的分析模組引入，結合平台中整合後的各項資料進行空間分

析，便可應用於各種不同領域中，如土地/物件鑑價、開發評

估、風險管理、市場分析、資產管理、潛勢分析與環境模擬

等。各項應用潛在資料需求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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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不同應用領域資料需求 

應用領域 資料需求 應用領域 資料需求 

地籍圖 所得資料 

土地使用分區

圖 工商營運資料 

地價資料 

交通與路網資

料 

交通與路網資

料 地形圖 

POI 資料 市場分析 POI 資料 

建物邊界資料 地形圖 

環境敏感資料 自然環境資料 

土地/物件鑑

價 社會安全資料 

土地使用分區

圖 

地形圖 

交通與路網資

料 

自然環境資料 潛勢分析 POI 資料 

土地使用分區

圖 環境模擬 測站資料 

交通與路網資

料  自然環境資料 

開發評估 POI 資料 自然環境資料 

地形圖 

交通與路網資

料 

資產管理 

交通與路網資

料 風險管理 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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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示範系統二：線上遊程規劃 

一. 系統發展緣由 

在觀光旅遊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時，

越來越多人開始藉由網路搜尋、書報雜誌的遊記整理，及透

過他人推薦熱門景點與遊程，著手規劃專屬自己的獨享遊

程。在進行遊程規劃的過程中，對於旅遊資訊的正確性、豐

富性與即時性的需求，不論是團體旅遊或背包客，都非常關

注的一環。 

由於觀光本身具有遊歷他地，觀察其風土、人情的涵意，

是一項以體驗空間差異性為重點的活動，且在觀光過程中所

必須的食、衣、住、行等要件，也都具有相當明顯的空間意

涵，如餐廳與住宿的地點、旅遊當地的風味餐與特殊的生活

習慣、衣著的注意事項，以及串連各行程景點間的交通方式。

因此 GIS 對於遊客與遊程規劃者而言，無論在遊程規劃、景

點解說、心得分享上，都是相當直接可應用的方向。此外，

GIS 對於觀光相關業者而言，無論是餐飲、住宿、交通、景點

或景區相關業者，由於本身的空間位置與特色，皆與其他同

業具有一定的差異，因此可透過 GIS 進行觀光資源整合，讓

業者可透過 GIS 了解週遭競爭對手的分布，或是與其他業者

進行異業結合，推出套裝優惠方案，藉此吸引遊客前來。 

二. 系統設計原則 

由於觀光遊程規劃的考量因子相當多元，如人數、天數、

時間、主題、年齡層、交通方式、預算金額、餐飲與住宿條

件等，對於遊程的決策都有一定程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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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的路線會影響旅遊的效果，因此旅遊路線的設計必

須符合旅遊者的意願以及行為法則（保繼剛、楚義芳，1999），

在旅遊景點的選擇上，也要考慮旅遊者的心理因素，旅遊者

是喜歡冒險、或是喜歡較為溫和的旅遊（Griffith 與

Albanese，1996），但旅遊排程不是一個單純的問題而已，除

了需要要考量高複雜度的巨量空間路徑外，還須考量空間內

各路徑與旅遊者所提出各種條件的組合程度何者為最佳（連

惠英，2002；陳鴻文等，2005），並必須貼近旅遊者的思維與

習慣（潘國正，2005；葉嘉楠，2006）。除此之外，旅遊路線

設計中，更需要考慮的是安全的問題（魏小安、魏詩華，

2004）。 

Oppermann（1995）認為基地營區模式應該較接近單一目

的地的的延伸，因為旅遊者主要是在停留在基地營區，只是

每天會從基地出發做短程旅行，因此 Oppermann（1995，Weaver

與 Oppermann，2000）以調查到馬來西亞旅遊的旅遊者的資

料，將國際間的旅遊，結合 Mings 與 McHugh（1992）以及 Lue 

et al.（1993）的旅遊路線模式，提出了兩種單一目的地與

五種多重目的地的旅遊路線模式： 

(一) 單一目的地模式 

1. 單一目的地（single destination）：旅遊者只到訪一

個目的地，這與Mings與McHugh（1992）的直接路線模

式，以及Lue et al.（1993）的單一目的地模式一致。 

2. 基地營區（ base camp ）：即為 Lue, Crompton 與

Fesenmaier（1993）的基地營區模式，只是Opp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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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將此模式歸為單一目的地旅遊路線模式。 

(二) 多重目的地模式 

1. 中途停留模式（stopover pattern）：旅遊者擁有一個

主要的旅遊目的地，但也在與旅遊目的地之間的路途

中，拜訪其他的的地方，這相當於Lue et al.（1993）

的半途旅遊模式。 

2. 完全環（full loop）：此種旅遊路線模式相當於Mings

與McHugh（1992）的完全路線模式，以及Lue et al.

（1993）的環狀旅遊模式。 

3. 目的地地區環（destination area loop）：此種旅遊路

線模式相當於Mings與McHugh（1992）的局部路線模式，

以及Lue et al.（1993）的區域旅遊模式。 

4. 開放狹窄入口環（open jaw loop）：是一種長途旅行的

模式，旅遊者到達及離開的目的地區域是不完全相同

的，例如要到美國旅遊的歐洲旅客，先搭飛機到紐約，

然後租車橫越美國旅遊，最後從舊金山離開美國。 

5. 多重目的地地區環（multiple destination areas 

loop）：是目的地地區環與開放狹窄入口環的擴充或結

合，旅遊者會到訪完全不同的區域，而且都會到每一個

區域的一些地方旅遊，這種旅遊路線模式最典型的例子

就是環球旅遊（round-the-world tour），旅遊者會旅

行到各大洲，並拜訪各大洲中的一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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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旅遊路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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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者

遊客族群/年齡

旅遊成本

旅遊時間

活動類型/內容

旅遊型態

規劃地區

旅遊條件

遊客特質
冒險

靜態

旅遊模式

目的地地區環

基地營區

單一目的地

中途停留

完全環

交通方式

開放狹窄入口環

多重目的地地區環
 

圖 4-15 旅程規劃因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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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繼剛、楚義芳（1999）認為旅遊路線設計所必須考慮

的基本因子有四項： 

1. 旅遊資源：亦即旅遊景點的價值。 

2. 與旅遊可達性能密切相關的基礎設施。 

3. 旅遊專用設施：如住宿等。 

4. 旅遊成本因子：費用、時間或距離。 

因此本計劃中的線上遊程規劃示範系統，選擇以時間作

為遊程規劃的核心考量因子，透過空間資訊與 3D 平台的輔

助，讓使用者能在遊程規劃的同時，也能掌握遊程路線周邊

的環境特色與觀光資源分布。 

表 4-5 線上旅程規劃示範系統模擬情境因子 

情境因子 因子內容 

遊客族群/年齡 青壯年 

交通方式 自行駕車 

旅遊時間 一日遊 

活動類型/內容 一般大眾活動 

旅遊條件 一般風景區、遊樂

區、古蹟、博物館 

規劃地區 高雄市 

旅遊型態 自助式 

遊客特質 不限 

旅遊模式 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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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架構與功能規劃 

(一) 系統架構 

在線上遊程規劃示範系統中，是將與觀光遊憩相關的空

間資料匯入資料庫後，藉由網頁方式將觀光資訊呈現於 3D

視窗中，並逐步引導使用者以時間為主要考量因子進行遊程

規劃。線上遊程規劃示範系統架構如圖 4-16 所示： 

 

圖 4-16 線上旅程規劃示範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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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功能規劃 

在線上遊程規劃示範系統中，主要功能說明如下： 

線
上
遊
程
規
劃

0.0 服務說明

1.0 圖層檢視

2.0 圖層查詢

3.0 遊程規劃

4.0 成果輸出

1.1 放大縮小平移

1.2 圖層開關

2.1 定位查詢

2.2 屬性查詢

0.2 功能說明

0.1 服務簡介

0.3 常見問題

0.4 聯絡服務

4.1 儲存檔案

4.2 列印

2.1.1 行政區

2.1.2 指定地點

2.1.3 門牌地址點

3.1 日期選擇

3.2 景點選擇

3.3 景點排序

3.5 停留時間指定

3.6 路徑規畫

 

圖 4-17 線上旅程規劃示範系統功能架構 

1. 服務說明 

服務使用者可利用服務說明了解本服務的目的、各項

功能介紹及使用說明、常見的使用問題、相關的連結以及

聯絡服務維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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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層檢視 

服務使用者可使用圖面的一般基本操作功能，例如：

放大、縮小、平移等等針對各圖層各部份做細部的檢視。

另外，圖層開關提供服務使用者任意選取欲展示的圖層，

藉以在 3D 環境中呈現不同主題的觀光資訊及滿足查詢的

需求。 

3. 圖資查詢 

圖資查詢主要提供三項功能： 

(1) 距離測量：測量圖面上任意兩點之間的距離。 

(2) 定位查詢：可依行政區、指定地點及門牌地址等三

種條件進行定位。 

(3) 屬性查詢：提供使用者藉由點選圖面上的圖徵，進

行屬性資料查詢檢視。 

4. 遊程規劃 

(1) 日期選擇：本系統目前僅提供使用者進行一日遊程

的規劃，未來在景點資料擴充與規劃模式更細緻的

設計後，則可提供多日的遊程規劃與動態景點(如活

動)的安排。 

(2) 景點選擇：依據不同景點類型，提供使用者進行目

標景點的篩選。 

(3) 景點排序：由使用者決定遊程中預計前往的景點

後，讓使用者可將景點進行排序，作為路徑規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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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交通時間的基本條件。 

(4) 路徑規畫：依據使用者設定的每日遊程，系統提供

每日的遊程路徑規畫。 

5. 成果輸出 

服務使用者可將遊程規劃結果的地圖以螢幕輸出或

是以表格的方式將規劃成果儲存或列印保存。 

四. 系統開發平台 

本系統是透過 Skyline TerraExplorer Pro 進行系統開

發，結合崧旭資訊的路徑規劃伺服器提供路徑規劃服務，並

由 Skyline Gate 網路服務發佈，讓使用者透過網路瀏覽器便

可進行線上遊程規劃。 

五. 示範系統說明 

(一) 使用資料 

本計劃中的線上遊程規劃示範系統，在資料上使用崧圖

資訊所提供的高雄市路網圖與POI點為資料為示範系統資料

來源，分別使用其中的鄉鎮界、道路與地標圖層。在系統當

中所使用的景點資料，則是將地標圖層中的觀光景點分別抽

取並納入資料庫中。所使用資料與內容如表 4-6 所示： 

表 4-6 遊程規劃示範系統-空間資料內容與型態 

資料名稱 資料內容 資料型態

高雄市空間資料 鄉鎮界 面資料 

道路 線資料 

  地標 點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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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旅程規劃示範系統-地標資料選用內容與欄位值 

項次 景點類型 景點數

1 山岳 15 

2 公園 7 

3 古蹟 39 

4 休閒渡假 2 

5 寺廟 52 

6 百貨公司 37 

7 夜市 8 

8 風景區 9 

9 海濱遊憩 4 

10 動物園 2 

11 博物館 3 

12 港口碼頭 1 

13 湖泊水庫 3 

14 農牧事業區 1 

15 遊樂園區 7 

16 藝文美術 4 

(二) 遊程規劃規則 

本計劃中的線上遊程規劃示範系統是以時間為主要考

量因子，系統中所使用的規則如表 4-8 所示： 

表 4-8 遊程規劃示範系統規則 

系統變數 示範系統預設條件 附註 

路徑選擇 無 
使用者自行決定景點優

先順序 

景點選擇 

景點限制為一般風景

區、遊樂區、古蹟、博物

館 

每日活動的起迄點，如飯

店、機場、車站 

景點間交通方式 自行駕車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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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示範系統建置成果 

(一) 景點查詢功能 

藉由點選找地標的功能，系統可對於使用者畫面中所瀏

覽的區域，依照不同的主題呈現區域內的景點搜尋結果。當

使用者對於特定景點有興趣時，可點選左側的景點名稱，在

右側的 3D 畫面便會引導使用者飛到所點選的景點位置，並

可自由瀏覽附近的環境與地形。 

 

圖 4-18 線上遊程規劃系統景點展示 

(二) 遊程規劃功能 

點選 3D 畫面上方的綠色方向鍵，便可開啟遊程規劃模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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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開啟遊程規劃功能 

開啟遊程規劃視窗後，可分為既有遊程與自定遊程兩部

份。在既有遊程中，系統中預設三條選自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所推薦的一日遊路線，分別為親子一日遊套裝行程 A、B 方

案，與愛侶遊 A方案。在遊程規劃系統的既有遊程部份，使

用者可藉由點選不同遊程名稱，檢視各遊程中的景點內容。 

 

圖 4-20 既有遊程選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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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決定選擇任意一條遊程後，先點選既有遊程的

名稱，讓右側顯示景點清單後，再點選右下方的 Fly To 按

鍵，系統便開始依照使用者所選擇的遊程內容，規劃最佳的

移動路線。 

 

圖 4-21 執行遊程路徑規畫 

若使用者選擇自定遊程，系統則會提供下拉式選單，讓

使用者依據分類後的景點類別，選擇有興趣的景點並加入到

自定遊程中，最後再按下 Fly To，交由遊程規劃系統進行最

佳路線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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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景點類型與內容清單 

 

圖 4-23 遊程新增/刪除景點畫面 

當系統完成路徑規畫後，在畫面上會以綠色的線條代表

遊程規劃的路徑，並以一台汽車的物件，逐步引導使用者如

何前往各景點，而在畫面的左側，則會將路徑規畫成果中所

經過的各路段與轉向指示表列出來，提供使用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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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遊程規劃與飛行導覽畫面 

七. 相關發展與應用 

GIS 在觀光旅遊當中的應用，除了在遊程規劃上，更可延

伸至對政府單位與業者的觀光資源管理、景區管理與觀光解

說導覽服務，及對一般民眾的虛擬旅遊及旅遊經歷管理與分

享，不但讓觀光資源能永續經營，維持美好的樣貌及提供完

善的服務外，更能讓一般民眾在不同的時間與地點，都能享

受美好的觀光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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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策略性規劃 

商業地理資訊系統在國外的發展多是在沒有整體規劃的狀態

下，透過商業競爭趨力，與以該國的地理資訊系統發展環境為基礎，

自然演化成長的。但也在國內外的商業地理資訊系統發展的經驗中歸

納出有妥善的規劃與與群策群力、分享共用，細緻分工，則是減少開

發成本、增加效益、與降低風險的為一途徑。所以若在政府有系統的

規劃與輔導下，建立商業地理資訊系統的 SDI（空間資訊基礎建置），

則會讓國內的商業地理資訊系統發展的更順暢，更有秩序。 

第一節 現況與課題分析 

一. 發展現況分析 

根據國外文獻訪談及國內結果顯示，民間部門雖動 GIS

主要的障礙為： 

(一) 資料的建置與維護。 

(二) 軟硬體的價格過高。  

(三) 缺乏同時具有GIS專業能力及應用空間資料能力的專

業人才。 

(四) 許多GIS應用為策略層面，其成本效益較難估計。 

對於國內的服務業(商業)GIS 發展現況，可歸納為以下三

個層面探討： 

(一) 資料層面 

1. 門牌位置資料庫： 

使用 GIS 資料必須有商家、客戶等空間分佈資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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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傳統調查、數化功能測量，或數化等方式建立客戶位

置資料，其建置成本相當高。因此國外多使用已建置完成

的住址位置資料及地址對位功能，利用門牌住址檔，將原

有之 MIS 資料轉化為 GIS 空間資料，同時還能保有和 MIS

資料庫連結。 

台灣地區在推動國土資訊時，已體認門牌位置資料之

重要性，輔助各縣市建立門牌位置資訊。然而目前門牌位

置資訊在應用上，仍有瓶頸尚待突破。 

(1) 門牌編定與各縣市職權，因此門牌地址資訊分別由

各縣市建置、維護及提供，造成各縣市之資料品質、

更新週期、供應方式等不一致。 

(2) 服務業之應用為跨縣市、跨區域，因此必須分別取

得各縣市之資料，並加以整合，其維護及更新困難。 

(3) 門牌空間資料之建立，未能整合進入原有戶政門牌

管理之流程。缺乏標準的作業、管理流程。 

2. 政府調查及公務統計資料 

消費者服務業必須掌握消費者之位置與動態，雖然目

前一些民間市調公司，進行消費者調查分析之服務，但樣

本數通常較小，僅能提供全國性或分縣市之資料。因此政

府所舉辦之各種普查、調查及公務統計的各種資料，空間

涵蓋面廣，成為地理人口統計（Geodemographic）之主要

基本資料來源。目前對於政府統計之利用仍有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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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間單元過大 

空間目前一般民眾所取得資料的空間單元以縣市

為主，少部分提供至鄉鎮市，小部分資料以村里為單位

提供。資料發佈的空間單元過大，在許多服務業應用上

過為粗略。目前國土資訊社經資料庫分組，已經根據國

外經驗及國內特性，開始建立小單元之統計資料發佈體

系，但實質的資料仍有待各資料生產單位提供。 

國外甚至在兼顧個人隱私的狀況下，開放原始個

資，也提升資料應用的價值。 

(2) 資料開放不足 

目前政府透過網際網路將紙本之統計資料，放在網

路，使資料分享容易，然而仍有許多政府政府部門之資

料，並未釋出。其中對於服務業應用最很高價值的包括： 

A. 財稅資料。 

B. 健保資料及建照資料。 

C. 用水、用電資料。 

3. 民間資料的整合 

民間企業本身有相當豐富之營運資料，如果能夠整

合、加值後，產生相當大的效益。然而民間資料因為營運

機密之緣故，因此整合不易。根據國內外經驗及國內調

查，重要的民間資料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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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地產交易（價格）資料。 

(2) 各種商品之交易資訊，可產出各地區對於各種商品

需求狀況。 

(3) 各種通訊基地臺、如3G、WIFI等設施位置，可輔助

GPS定位。 

(4) 基地台之通訊狀況，可推估動態人口分佈。 

(5) 具GPS監控車輛之位置速度，可推估交通動態。 

(二) 應用系統層面 

由於 GIS 應用系統軟硬體的建置需要相當經費，因此除

了大型公司，或是具有資訊部門的企業，才能在公司內部導

入 GIS。因此，對於許多具有 GIS 使用及評估需求的公司，

則是透過商業 GIS 專業公司來提供相關服務。 

(三) 人才培育層面 

服務業 GIS 的應用，需要結合 GIS 的技術及服務業的經

營知識。目前台灣在這方面仍然人才仍相當缺乏，應加強相

關人才的培育。 

以國內目前 GIS 專業領域的人才培訓狀況，以地理學系

而言，全國五所具有地理系的大學每年培養的大學畢業生約

為 200~250 人，雖然在大學階段都有受過 GIS 專業訓練，但

其中僅少數人在畢業後仍會接觸與 GIS 直接相關的工作。在

地理學系所培養的學生當中，對於商業應用的相關課程皆以

理論為主，較少在實務應用上進行探討，因此對於民間企業

的實務層面應用上，仍稍顯不足。同時，對於民間企業的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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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需求，仍多需要各項專業領域的背景知識與專業訓練才

能滿足，因此對於企業的 GIS 需求而言，雖然每年都有 GIS

的專業人才從學校畢業，但卻不一定能滿足實際業務上的應

用需求。 

二. 優先序規劃建議 

(一) 資料層面 

1. 門牌位置資料庫 

由於門牌位置資料對於服務業 GIS 的應用上屬於底

層基礎，可廣泛應用在不同的領域與類別中，對於門牌位

置資訊的生產與推廣，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 統一門牌位置資訊的生產與管理方法，納入行政流

程。 

(2) 建立整合的全國之（實體）門牌位置資料庫，並作

為資料取得之窗口。 

(3) 以免費或低廉之價格提供門牌位置檔案。 

(4) 對於少量門牌位置之運用，可採用SOA架構提供。 

2. 政府調查及公務統計資料 

由於各項基礎資料在建置過程中，往往需要耗費大量

的時間與人力成本，並非一般民間公司所能負擔，同時基

礎資料也需具備一定的公信力，才能做為國土規劃、公務

推動的標準，因此各項基礎資料無論在國內外，皆由政府

單位進行相關調查與建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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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單位所建置的各項基礎資料，在民間單位若

可透過適當的管道取得，便可大幅降低加值資料生產的時

間與成本，促使各項服務業 GIS 應用快速發展。對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 政府資料在原則上，應以開放為原則，並建立資料

供應之基本規範。 

(2) 資料的之釋出，應盡量以細緻，在顧及個人隱私，

以統計單元釋出時，宜採用國土資訊社經資料庫之

統計發佈區體系。 

(3) 建立政府各單位與產業界對話之機制，能夠協調各

種社經資料的調查、生產及釋出的方式。 

（例如房地產、物業管理等對於建物資料的需求，

捷運及公車的人口動態） 

(4) 財稅資料具有特別重要性，可了解各地區之購買力 

3. 民間資料的整合 

由於政府資料對於正確性上具有非常高的要求，往往

造成資料建置與品質管控的時程較長，且建置的資料項目

是以政府公務上的需求為考量，常無法滿足商業應用上所

需的資料內容、資料細緻度及資料時效性。建議政府可透

過商會、工會等機構，協助民間業者建立互信，達成資料

共享之機制，促進各項資料的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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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用系統層面 

1. 為加速GIS在服務業之應用，政府在推動現代化商業

時，應將GIS的納入，成為輔導的重點。 

2. 由國外文獻及調查中可知，跨國公司對於GIS在商業上

的應用已有相成豐富的經驗，並且有財力來使用GIS。

因此本土中小型企業相對而言較為不利。對於個人之微

型創業，則更處於不力之地位。 

3. 鑑於近來GIS的SOA架構逐漸成熟，政府可提供基本之商

業GIS功能供小型企業使用。 

(三) 人才培育層面 

1. 進行國外考察，深入了解服務業GIS相關產業的運作方

式。 

2. 舉辦訓練班，邀請國內外專家，培養相關人才。 

3. 鼓勵國內服務業相關學校，開設相關課程。 

除了以上三項層面的發展規劃外，同時也須關注以下層

面： 

(一) 示範及推廣 

國內目前對於 GIS 應用，尤其是策略分析上的應用仍不

熟悉。因此難以估計成本效益狀況下，採用 GIS 的意願不高。

政府除了在資料供應、人才培育等事項提供協助外，可以選

擇適當產業，在 GIS 應用與產業資料庫整合方面進行試辦。 

(二) 服務業GIS應用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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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收視率調查對電視產業的影響，國外對於人口地理

資料庫（geodemogrpahic database）的使用已相當成熟。

對於地方媒體性的收費，商業不動產的租金，加盟店的開

設，等各種商業交易中，都使用了人口地理資料庫作為協調

及議價的根據。這是 GIS 在服務業應用成熟的重要指標，若

這些資訊能夠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進行相關領域的資料整

合，並研擬適當的流通標準、機制及供應平台，便可滿足更

多的服務業 GIS 應用需求。 

(三) 政府部門的應用 

國外服務業 GIS 產業成熟後，所建立的人口地理資料庫

及應用服務，對於政府部門的施政也有很大的助益。例如在

都市更新的方式、健康醫療資源的分配、社會福利的協助，

犯罪的防制，都能針對各種小區域的特性來提供。提升了政

府的效能。 

第二節 政府輔導發展策略 

在本計劃中對於國外服務業(商業)GIS 的發展，進行案例蒐

集與現況分析，並與國內發展情況進行比較，不難發現在服務業

(商業)GIS 發展進步的國家，政府都充分扮演著基礎資料建置供

應，或是基礎平台架設與提供的角色。藉由政府所提供的各項基

礎資料建置成果，並有效率的開放民間使用與加值整合，或是透

過共通平台的架設及供應，讓各地公務機關將當地所建置的基礎

資料，能在網路上讓一般民眾查詢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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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外政府發展案例說明 

以下為美、英、日三國在政府基礎資料與共通平台釋出

民間加值使用的成果： 

(一) 美國人口普查局 

(http://factfinder.census.gov/servlet/ThematicMapFram

esetServlet?_bm=y) 

提供美國官方人口統計資料，並與相關的地理資料進行

套疊展示。在人口普查局所提供的調查資料中，其空間單元

大至全國，小至郵遞區號(zipcode)或街廓等單元，並可在

網站中查詢地名、人口數、人口密度、道路資訊、水系等資

訊。 

(二) 英國 London Profiler  

(http://www.londonprofiler.org/) 

在 London Profiler 資料庫中包含文化(種族)、教育、

社會階層、人口普查資料、健康、犯罪、交通及房價等相關

資料供查詢，並可藉由 GIS 圖台(如圖 5-3)進行相關資料的

展示。 

進一步對於這些已公開的資料進行分析，例如從吸毒事

件的發生率資料為例，犯罪事件不非隨機發生，而是有一定

的聚集性，如圖 5-3；以倫敦地區印度裔的居民分布為例，

不難發現種族則是有集中性的，如圖 5-4。此外，對於統計

資料的空間細緻度而言，最小統計單元亦是以街廓為最小單

元，進行各項普查與統計資料的搜集與建置，如圖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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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美國人口普查局主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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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美國人口普查局人口數統計圖 

 

圖 5-3 犯罪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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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印度裔人口分布 

 
圖 5-5 資料細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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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電子國土入口平台 

(http://portal.cyberjapan.jp/index.html) 

日本政府是以建置網路地理資訊系統(Web GIS)—電子

國土入口平台(如圖 5-6)，將各項空間基礎資料整合在網路

上，而不同領域與階層的公務機關，則可將業務相關的圖

資，透過電子國土平台進行展示。在電子國土平台中，同時

提供基本的空間距離測量、座標查詢、地名與公共設施空間

查詢等功能。 

 
圖 5-6 電子國土平台首頁 

除各項基礎的國土資料以外，在電子國土入口平台中，

同時也依據不同的地點與主題，提供各項主題地圖的呈現，

如山形縣的溫泉分布如圖 5-8；或是提供重要活動舉辦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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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圖定位，如在愛知縣的縣體育館將舉辦相撲活動，如圖

5-9。 

 

 

圖 5-7 不同比例尺圖資展示 

 

圖 5-8 主題圖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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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活動資訊展示 

二. 國內發展架構建議 

從上述國外政府單位對於服務業(商業)GIS 發展中所扮

演的角色來看，皆在於基礎資料與平台的建置與供應，而民

間企業則以政府的所提供的基礎資料與平台，逐步衍生出符

合其業務需求之相關 GIS 應用模式與系統。對於國內服務業

GIS 的整體推動需要幾個核心的架構來建構其基礎工作，可分

為以下五項推動工作：一為推動工作的架構，二為資料與服

務分享的系統架構，三為資料庫的架構，四為制度與組織、

及法規與標準的架構，最後是經費來源的架構。 

(一) 推動工作的架構 

推動整個服務業 GIS 最核心的工作是資料的生產、整

合、供給、更新，其次為分享流通資料與服務的共通平台，

第三為開發各領域的應用系統，第四為相關的標準訂定與作

業的指引，第五為教育與文宣、第六為效益評估，第七為技

術研發與支援（或諮商），架構圖如圖 5-10。 

以往政府在 GIS 資料建置時，是以公務需求為出發點，

大多並未考量到民間商業應用需求，因此在推動服務業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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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由一具公信力的全國性商業組織團體(以本會 GIS 委

員會為例)，結合各領域服務業(商業)GIS 代表、GIS 產業代

表與對於服務業(商業)GIS 有深入研究的學界代表，共同組

成民間企業服務業(商業)GIS 推動聯盟。藉由民間企業服務

業(商業)GIS 推動聯盟的成立，配合政府 NGIS 推動小組所成

立的商業 GIS 推動工作小組，並依據各部會的業務範圍與權

責，建議由經建會或經濟部商業司擔任召集，分別對於資料

層面、共通平台、應用系統、標準化、教育文宣推廣、效益

評估，以及技術研發與諮商等不同層面，進行政府單位的相

關政策與配套措施規劃及執行。 

在未來服務業 GIS 推動架構上，需要政府與民間相互合

作，從不同的角度提出需求與解決方案，促進服務業引入

GIS，提升工作效率與營運效益。 

1. 資料的生產、整合、供給、更新 

在推動各領域的 GIS 時，無論在學術研究、政府公

務執行或民間實務應用推廣上，最關鍵的部份便在於資

料。如何提高資料生產速率與品質，同時兼顧資料類別與

細緻度，並對於相關資料的整合與供應機制的規劃，對於

GIS 的推動上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力。 

在推動服務業(商業)GIS 的資料層面中，由於民間企

業手中的資料，多為企業所自行生產的商品，或為內部商

業機密，若非明顯且立即的對於企業有實質的利益，多數

企業都不願直接提供。因此，在推動初期，應先對於政府

現有的公部門基礎資料進行全面性的清查與匯整，不但可

了解各單位的資料內容，減少資料重複建置的狀況，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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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料內容與欄位定義進行整合，有助於日後各單位間

的資料合作生產、流通共享，以及提供民間加值更新與回

饋，提升各項資料的品質、生產效率與即時性。 

2. 分享流通資料與服務的共通平台 

無論政府單位或是民間企業所調查建置的各項資

料，若透過資料整合分析，便可產生不同類型的加值資

料，或將資料應用不同的領域當中。因此，在推動服務業

(商業)GIS 當中，資料的分享流通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然而在推動政府與民間資料分享流通的同時，除了

資料內容、欄位定義、格式與時間性的問題外，資料項目、

權責單位與流通供應辦法的不明確與不一致，同時也會造

成資料流通的困擾。因此需建立政府與民間的資料整合窗

口，由民間整合窗口匯整相關民間應用需求，向政府單位

的整合對應窗口進行資料內容與使用授權申請，再透過資

料流通與服務共通平台提供給申請使用的民間企業。如此

不但可節省民間單位找尋並申請所需資料的成本，同時也

降低政府各單位在處理各企業對於相同資料的使用申請

時的行政工作量，提升整體行政處理效能。 

3. 開發各領域的應用系統 

有鑒於服務業的涵蓋領域廣大，對於各類的服務業

的 GIS 應用需求，多具有各類別的專業性，或是在共同性

的 GIS 應用中，對於所分析的資料與權重參數以專業知識

進行調整，產生符合應用需求的分析成果。因此，若要推

廣服務業引入 GIS，需逐步對於不同領域的產業，找出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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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的重點或具指標性的 GIS 需求，協助建置相關的應用

系統做為示範，並以此推廣至相同領域的其他民間企業，

協助企業將 GIS 引入日常業務推動中。 

4. 相關的標準訂定與作業的指引 

無論是政府或民間的資料流通共享，除了平台與互

信機制的建立外，各項標準與作業規範扮演非常重要的腳

色。在標準訂定上可參考國土資訊系統中對於資料流通所

規劃的相關標準。 

國土資訊系統之標準制度以促進資料流通共享為主

要目標，所流通的地理資料皆須遵循 ISO19100 系列標

準，並透過開放式（Open）架構描述。實務之推動則由各

專業領域本其業務執掌，設計符合應用領域需求之資料標

準（Data Standard）。藉此使各類資料之流通可於規劃的

共同架構中，以開放模式運作，達成減低資料格式隔閡及

促進網際網路地理資訊服務的終極理想。 

在民間的資料標準方面，由於在資料種類、項目、

內容與格式上更為複雜，且因多數資料為各企業內部的商

業機密，對於原始資料釋出的意願必然不大。對於民間資

料的攻通標準，則可比照 NGIS 的資料流通共享規範，依

據 ISO19100 系列標準，並以開放式架構描述，另行訂定

通用的資料交換格式，以及資料內容標準。 

5. 教育推廣與文宣 

對於多數的民間企業而言，在傳統的日常業務中已

發展一套行之有年的標準作業程序，因此在剛開始接觸



 173

GIS 時，必然無法了解所產生的效益與節省的成本。因此

必須透過具有 GIS 使用經驗的同領域企業，或是各公會組

織內部的教育訓練及文宣管道，將不同領域中的 GIS 應用

成果，以舉辦產業研討會、公會年會活動與寄發公會文宣

資料等方式，推廣到各公會成員。 

對於提升各公會的 GIS 能力與認知部份，則可由政

府與民間 GIS 相關推動團體共同舉辦教育訓練，提供各公

會在協助推廣 GIS 時所需的基礎知識與技能，同時也可透

過公會的教育訓練場合，蒐集各公會成員所提出的 GIS

需求與遭遇瓶頸，提供政府持續推動服務業 GIS 的相關政

策參考。 

6. 效益評估 

以目前企業引入 GIS 的現況而言，實際所產生的效

益在多數情況下並無法精確推估，其原因主要在於以下三

項： 

(1) GIS減少錯誤投資 

當企業藉由 GIS 進行投資決策時，絕大多數的投資

決策都是選擇數據上的最大效益，因此大幅降低錯誤投

資的機會，而做後驗證的結果，也僅可獲得正面的評價

與收益，但所避開的投資損失卻是無法評估的。 

(2) GIS協助進行作業標準化 

由於 GIS 的各項分析模式與應用，皆是以各專業領

域的背景知識與實務經驗，透過系統分析與標準化後逐

一建構起的。在模式建構的過程中，企業主需投入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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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進行研發，但卻無法在短期內獲得明顯的效益回

收，因此對於企業主而言，GIS 所提供最明顯的效益便

在於協助各項專業評估過程的標準化。反而對於模式建

立後，在日常業務中所減少的成本支出，或是分析評估

的準確性，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運作後，才會逐漸呈現，

並讓企業主覺得投資在 GIS 發展上的成本有所回收。 

(3) 現階段GIS的使用仍多在於資料呈現與空間搜尋 

GIS在應用上的最大效益在於各項分析模式的建立

與標準化，提供精確且客觀評估成果，但在模式建置的

過程往往需要大量的成本及持續的模式驗證，多數的企

業因此而對於 GIS 的引入有所卻步。因此在引入並自行

建置 GIS 的企業中，仍是以資料呈現與空間搜尋功能為

主。而在資料呈現與空間搜尋上的使用效益評估部分，

也因對於使用者而言，所產生的效益僅為可展現多種資

料的空間性，難以定訂量化的使用效益評估指標，因此

企業內部也難以提出實際的引入效益數據。 

在未來的 GIS 引入效益評估指標方面，建議各企業

內部建立使用效益紀錄與評估機制，並考慮以投資報酬

率、形象效益、業務與產品開拓、工作效率提升、競爭優

勢，以及內部資料使用與供應狀況等六項作為評估指標。

各項建議評估指標內容如下： 

(1) 投資報酬率評估指標 

是屬於有形可計算的指標，但要有明確的成本與可

以度量、或轉換的金錢性的效益（如可以增加收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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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成本、或損失），不同得時期的效益會以不同，初

期的成本較高，中期的成本與效益可能打平，後其則應

該是效益高於成本。 

投資報酬率（EF）＝報酬（GAIN）/投資（COST） 

若投資報酬率（EF）大於 100%則表示此一工作的

推動是自償性的工作，其經費最多是周轉的問題、應該

是可以回收的。在商業上推動最容易推動。 

(2) 形象效益評估指標  

形象的效益是無法準確量化的，多是用外務顧客、

或一般人對於企業在使用 GIS 的前後，或因 GIS 的效能

而引發不同得企業印象（尤其是高科技印象、或是效率

印象）的改變，通嘗試透過顧客調查來度量。多是以對

與哪一些的服務、或企業總體的滿意度進行調查，可能

分為五等第、或十等第的調查。 

(3) 新興業務與新產品（含服務）的開拓評估指標 

GIS 的建置可能會提供新的服務的開拓，可能也增

加的收益、或是增加的更佳的企業印象，或是提升內部

的效益。此項評估指標可能分散到投資報酬率、企業形

象及工作效率提升等三個指標中量測，或是以增加的新

服務數量、開發新客戶/市場數量來評估。 

(4) 工作效率的提升評估指標 

針對特定的相關工作，在其處理業務的速率上的增

加，與原來工作總時間的比例，為其提升的效率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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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可作為提昇效率的指標。 

效率提升％= 減少的時間/原工作的總時間 

(5) 競爭優勢評估指標 

競爭優勢可能反應在相關的與經爭對手的正規化

業績上的比例的變化，或是反映在顧客調查的偏好程度

上。 

(6) 內部資料使用與供應狀況評估指標 

對於各企業內部的 GIS 資料與功能模組，可以申請

使用或內部下載的次數、應用的專案數、功能模組使用

的次數等，作為企業內部 GIS 的使用效益評估指標。 

7. 技術研發與支援（或諮商） 

無論對於各公會或民間企業，在進行 GIS 相關推廣

與引入研發的過程中，若無法提供有效且充足的技術協助

及諮商的情況下，很容易會遭遇到難以解決的瓶頸。因

此，需由政府相關單位、學術界，以及民間商業團體組織，

共同組成服務業 GIS 推動聯盟，提供各公會與民間企業對

於 GIS 相關技術研發與支援(諮商)的服務，促進服務業

GIS 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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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服務業 GIS 發展建議架構 

 

圖 5-11 服務業(商業)GIS 加值應用架構圖 

(二) 資料與服務分享的系統架構 

由於大部分的服務業GIS的資料是來至於政府機構的供

應，但也有少部分是企業加值生產、或自行生產、或整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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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資料。如何的與透過協調取得政府開放性的資料、並以

合理的價格使用或購買資料。而企業自己加值、或生產的資

料有希望在互惠的原則化來分享流通給需求者，更進一步還

可以成為空間資料產業的一環。所以資料的供應者應該有各

級政府的主題資料或應用 GIS 共通平台，各資料供應單位，

與業界的加值資料，業界的生產資料，而使用者則為各商業

的終端使用者或是加值商。 

(三) 資料庫架構 

服務業GIS所需的資料除了政府GIS所需的九大資料庫

資料以外，更側重於社會經濟資料的使用，尤其是與交易、

市場、收入、消費有關的資訊。不同的應用有其不同的資料

需求，經過處補的訪談與問卷調查，整理了共同性較高的空

間資料。若將此些的共通性資料再納入九大資料庫架構下，

則可以形成一初步的商業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架構。 

(四) 制度與組織、及法規與標準的架構 

服務業 GIS 的推動還是需要納入 NGIS 推動架構中，作

為政府協助企業發展工作的一部份，所以在 NGIS 推動小組

的組織中，希望能建議一商業 GIS 有關的工作小組，負責所

有與商業 GIS 推動有關的政府協助事宜。此外企業本身也需

要自發性的組織一對應的組織，可以是一商業 GIS 聯盟，出

了自我協調合作事宜、自我研發技術、與提出對企業的服

務，並代表企業與政府協調或提出建議，而相關法規與標準

應該都可以遵循 NGIS 的相關規範來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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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費來源架構 

政府協助企業推動服務業GIS的經費主要使用在建立初

期的基礎架構，示範系統的建立，與長期的文宣、教育訓練

及諮商，經費來源則可編定在公共建設的相關預算項目之

下，或以特別預算的方式，直接補助相關權責單位進行推動

規劃與執行。在後期的推動則會是以企業經營的方式來進行

商業的運作，所有的服務業(商業)GIS 的應用，應用系統的

開發、資料的採購、使用都會以使用者付費的方式來進行，

藉以維持服務業(商業)GIS 共通平台的運作、應用系統開

發、資料整合與加值更新，以及各項人才培育與教育推廣工

作的進行。 

第二節 民間團體的配套 

一. 服務窗口（服務業GIS服務聯盟） 

在本計劃的執行過程中，無論是在深入訪談、問卷調查，

或是舉辦研討會，民間企業都相當關心如何取的所需的資

料。但由於政府各項資料的權責單位並未統一，而且相同資

料的供應辦法也會因地區與權責單位的不同而有所差異，例

如在宜蘭縣的門牌資料可提供免費下載，但在台北市則需繳

交一定的規費。此外，對於民間企業來說，許多時候雖有資

料使用的需求，但卻不知所需資料的權責單位為何，或是現

有資料中是否可提供民間使用，甚至連是否有相關資料都不

清楚，造成在推動服務業引入 GIS 時，企業主無法判斷是否

有足夠的資料可支撐本身的 GIS 需求，而對於引入 GIS 產生

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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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在資料供應層面的問題，需要由政府方面整合各資

料權責單位，授權一特定單位進行資料使用授權與供應，訂

定統一的資料供應規則與辦法，同時提供各項資料的詮釋資

料，讓企業在有資料需求時，能較輕易的找到所需資料，並

按照統一的供應辦法與權責義務來使用這些資料。 

除了由政府方面籌劃共同的資料授權與供應單位外，應

可由民間各領域的企業將所有的資料需求，透過一個民間單

位進行需求統合，再向政府提出資料申請，並協助進行資料

使用上的確認與管控。藉由民間服務業 GIS 推動聯盟的協助，

不但政府的資料授權與供應單位無需面對全國各企業的資料

需求，僅需透過此民間團體便可管控資料的申請與使用流通

狀況，同時藉由此民間團體，加速輔導各企業將 GIS 引入其

日常業務與決策制定的過程中，有效幫助企業降低生產成

本，提稱營運效益。 

此民間團體除了扮演企業與政府之間的資料橋樑外，同

時更可已此機制，進一步產生以下效益： 

(一) 推動民間資料整合 

(二) 訂定共同品質檢核標準 

(三) 協助媒合資料需求者與資料供應者 

(四) 整合企業需求，促進現有資料更新與新資料類別的產

生 

二. 服務業GIS服務平台的經營 

當建置服務業 GIS 聯盟，整合民間服務業 GIS 資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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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與政府 GIS 資料供應窗口及規範後，必須面對如何提供

服務業 GIS 的服務問題。在提供服務業 GIS 的服務時，必須

考量服務提供的平台與提供的管道兩部分，這兩部分都與扮

演著後續長久發展的重要角色。服務平台必須能與現有及規

劃的資料供應模式所介接，如倉儲系統的 WFS、WMS 服務，或

是各項 SOA，以此獲得各單位所發佈的最新資訊。在服務提供

的管道上，可由民間網路平台提供者，如中華電信，透過現

有的網路服務機制，將各單位所發佈的 GIS 資料由服務業 GIS

聯盟進行整合，再提供給具有資料使用需求並提出申請的單

位進行後續分析與加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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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會承接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部門計劃處所委託研究的

「服務業結合地理資訊系統之應用與發展」乙案，共計經過六個

月的國內外商業 GIS 案例蒐集整理、國內服務業深入訪談、服務

業 GIS 應用現況與需求問卷調查、建置服務業 GIS 示範性系統，

以及舉辦研討會，搜集到相當多國內不同領域的服務業對於 GIS

的使用現況與應用需求意見，並進行彙整與歸納，提出對於政府

如何協助國內服務業將 GIS 引入其日常業務執行與決策制定的

過程中，享受 GIS 所帶來的降低生產成本、提高執行效率，並減

少不適當的決策發生率，增加企業整體營運成效。本計劃的執行

成果總結如下： 

一. 蒐集國外常見的服務業(商業)GIS應用案例，並進行資料

與功能需求分析 

藉由國外商業 GIS 期刊、現有系統案例、國外專家學者

的訪談，彙整國外服務業(商業)GIS 發展案例的特色、資料需

求與應用功能。 

在本計劃中的國外服務業 GIS 應用案例的主要來自

ESRI、MapINFO、GIS Development、GeoCommunity 等商業 GIS

電子期刊與成功案例，並透過國外專家學者的分享，取得國

外服務業GIS的發展現況案例與政府的配套政策方向等資訊。 

由於在國外商業 GIS 的應用上，在不同國家的相似產業

中，大多具有相似的概念與方式，差異主要在於其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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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基礎平臺、溝通傳播媒介、使用方式與特殊服務。例

如日本除了在網際網路上發展服務業 GIS 外，更利用電信業

者的行動電話網路作為服務平台，提供多項的 GIS 服務。 

二. 蒐集國內服務業應用GIS的案例，分析發展現況、資料需

求與應用功能，並比對國內外服務業(商業)GIS發展狀況 

透過國內文獻蒐集與專家學者訪談，了解國內現階段服

務業應用 GIS 的現況與案例，並進行資料需求與應用功能分

析，及比對國內外發展狀況。 

由於國內的服務業 GIS 仍不普遍，或是已應用 GIS 的民

間企業也將其視為商業機密，使得在國內的文獻上具有相當

的困難度。因此，在國內服務業 GIS 應用案例的部份，則是

以透過國內專家學者的實際訪談為主，了解國內的服務業 GIS

應用案例類型，並蒐集相關資訊藉以輔助說明。 

從服務業 GIS 應用的產業類別來看，在國外在應用上可

分為銀行與金融服務、商業分析、運輸物流與供應鏈管理、

保險、不動產及媒體與新聞等六類，國內在銀行與金融服務、

商業分析、運輸物流與供應鏈管理、不動產等四類，已出現

有一定程度的應用，而在保險業及媒體與新聞這兩類當中，

則尚未出現明顯的 GIS 應用。 

從服務業 GIS 應用的程度上來看，僅運輸物流與供應鏈

管理及不動產兩類的應用程度，較接近國外發展現況外，在

銀行與金融服務，以及商業分析兩類別上，在國內的發展則

因企業對於 GIS 的觀念與認知仍在發展中，普遍尚未意識到

GIS 所能提供的優勢，因此發展程度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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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針對國內服務業進行GIS應用現況與需求的深入訪談，了

解各類服務業的真正需求 

依據經建會所劃定的 12 項服務業產業範圍，挑選出 11

項與 GIS 具有顯著相關的產業範圍，透過本會的各公會會員

挑選具有代表性的企業，進行深入訪談。藉由深入訪談的方

式，直接了解企業對於 GIS 在資料與功能上的實際需求，以

此了解該類型服務業的整體潛在需求。 

本計劃中已完成 11 類服務業，共 15 家民間服務業公司

的深入訪談，了解民間企業對於 GIS 的認識程度、應用發展

現況與需求。透過深入訪談，本計劃暸解不同服務業類型的

GIS 應用發展現況與需求，並彙整成應用現況與需求比較，作

為後續發展規劃的參考。 

在訪談的成果中，可明顯發現各類服務業對於業務上所

需要的基礎資料，如人口統計與普查、工商普查、自然環境、

社會經濟、商業營業資訊、建物管理、不動產交易、都市更

新與地籍資訊，無論在資料的正確性、即時性、豐富性與開

放性上，都具有非常高的需求。 

對於服務業而言，GIS 對於日常業務的運作與策略擬定

上，透過訪談中的說明與交流，已逐漸了解 GIS 可提供相當

大的協助。但在推廣 GIS 的商業應用價值時，企業本身也會

因 GIS 的建置與維護成本考量，及使用效益不易評估的原因，

而不願投入成本引入 GIS，或委託 GIS 服務業提供專業服務。 

無論訪談對象為何，民間企業都很願意政府能從制度面

或法規面，將所需的空間資料由政府進行大範圍基礎資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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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並以 SOA 方式全面或有條件開放給企業使用，同時維

持資料的正確性與即時性，讓民間企業在引用空間資料進行

分析時，得到與現況相近的成果。 

四. 對國內各服務業進行GIS應用現況與需求問卷調查，並進

行有效問卷分析 

彙整各企業的訪談成果，進行整體服務業的 GIS 應用現

況與需求問卷設計。透過本會的各公會成員提供企業名單，

進行調查問卷的寄發與回收分析。從問卷分析中可發現，絕

大多數的企業都有使用過電子地圖，佔總回收問卷的

96.08%，大多作為生活資訊展示使用，佔使用方式的 28%。但

在總回收問卷中，有使用過 GIS 的則僅 44.23%，且有興趣了

解 GIS 特性與應用方向的佔 76.92，顯示 GIS 在服務業中仍有

相當大的發展潛力與需求。 

五. 設計並建置兩套服務業GIS示範性系統，作為未來應用的

參考 

本計劃中規劃並建置兩套示範性系統，提供服務業作為

GIS 應用的參考。本計劃中規劃的兩套示範性系統，主題分別

為資料整合應用—以台北市便利商店選址為例，以及觀光應

用—以高雄市線上遊程規劃為例。藉由這兩套示範性系統的

介紹，讓服務業能了解原本的空間資料，透過適當的處理、

知識與方法的引入與平台的呈現，便可產生各種的應用方向

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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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舉辦服務業結合GIS應用與發展研討會 

將計畫中的各項成果，透過舉辦研討會的方式，廣邀各

類別服務業一同參與。藉由國內外應用案例介紹、國內發展

現況與未來方向，以及示範性系統展示，協助服務業對 GIS

能有更進一步的了解。在研討會的綜合討論中，由產業界與

學界代表互相提出問題、需求與推動經驗分享。以實際業務

上的需求，了解彼此的著眼點，經由學者專家與企業代表的

相互交流，產生不同的解決方案，並將成果作為政府單位推

動與輔導服務業引入 GIS 的參考。 

七. 提出未來服務業GIS的發展策略、配套措施與推動方案 

綜合本計劃中的各項成果，進行服務業 GIS 發展的策略、

配套措施與推動方案的整體規劃。不但提出整體的發展策

略、政府方面的配套措施建議與輔導重點、民間單位整合的

規劃建議，以及未來推動的建議方案，作為後續結合政府、

民間與學術三方協助服務業引入 GIS 的規劃依據。 

在服務業 GIS 的未來發展策略方面，應從基礎資料的建

置、供應與加速更新，並規劃流通標準及辦法開始，提供民

間企業能獲得有助於日常業務運作與決策制定的相關資料，

再進一步的發展到應用系統、人才培育、功能示範推廣。 

在服務業 GIS 發展到一定程度後，由於部份商業分析時

所需要的資料並非政府單位所能提供，而需由不同的民間企

業將業務上所獲得的資料，以特定的方式提供給具公信力的

全國性商業團體組織進行資料整合，並提供所需的民間企業

進行後續分析使用，因此需結合政府單位與具公信力的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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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共同規劃並營運民間資料的整合平台，以滿足不同服

務業的資料需求。 

當民間企業在商業資料上已建立流通機制與平台後，對

於政府而言，便可藉由民間企業的商業資料，或是各項資料

的加值產品，提供政府作為資料項目與內容更新、都市更新

的方式、健康醫療資源的分配、社會福利的協助及犯罪的防

制上的規劃參考來源。 

第二節 近期發展建議 

在本計劃執行期間，對於國內服務業進行 GIS 應用現況的深

入訪談與問卷調查，並舉辦研討會協助企業了解國內外服務業

(商業)GIS 的發展與應用現況，已在國內服務業之間引發對於引

入 GIS 輔助現有的企業內部運作的高度興趣，如客戶管理、市場

開發、據點選址、競爭狀態評估、商圈劃分、空間資料整合呈現、

土地環境模式推估等，並期待政府能藉由本計劃的成果，加速對

於服務業 GIS 的發展，提供或催生能滿足不同應用需求的資料、

功能與平台等服務。因此對於本計劃的後續發展，本會提出以下

建議項目，除了對於國內外服務業(商業)GIS 發展狀況持續的追

蹤外，同時對於國內服務業(商業)GIS 的共同性與差異性依照不

同產業別進行更深入的了解與分析，規劃建置共通平台與服務窗

口，並提供各服務業引入與發展 GIS 所需的輔導與協助。建議後

續發展如下： 

一. 服務業GIS示範性系統後續發展方向 

在本計劃中已建置兩項示範性服務業 GIS 系統，分別為

資料整合應用與觀光應用兩方面。對於示範性系統的後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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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出以下建議。 

(一) 資料整合應用 

在資料整合應用部分，可分為系統功能整合擴充與系統

模式跨領域應用兩部份，分述如下： 

1. 系統功能整合擴充 

本計劃提出以資料倉儲為基礎，並應用於便利商店選

址分析的示範性系統，對於日後的系統發展，除了可在資

料擴充層面與模式修訂外，更可與商業決策支援系統進行

結合，藉由企業內部的調查成果、資源掌控與分配狀況，

以及外在環境條件變化趨勢，提供更深入的選址分析與營

運效益評估模式，作為精確掌握市場波動的重要參考指標

來源。 

2. 系統模式跨領域應用 

未來可配合政策方向，每年選擇重點產業類別，深入

訪談產業 GIS 應用功能需求，選擇產業內共通性高的應用

功能進行建置，作為該產業的示範性 GIS 應用功能模組，

並透過共通平台進行服務的發布。 

(二) 觀光應用 

在觀光應用部分，本計劃已將遊程規劃概念與 GIS 平台

進行初步整合，提供一日遊的汽車旅行規劃。由於在遊程規

劃時，會受日期、天數、主題、遊客類型、路線安排及交通

方式、餐飲與住宿條件等不同因子的影響，而產生各式各樣

獨特的遊程規劃。在觀光應用的後續發展，可分為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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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與觀光旅遊活動整合兩部份，分述如下： 

1. 系統功能擴充 

本計劃中所建置的線上遊程規劃示範性系統，可提供

使用者依據不同使用需求，選擇適合的遊程內容，或是遊

使用者自行決定遊程中的各景點，交由系統計算最短距離

的自行駕車路線，並以 3D 環境提供遊程飛行導覽。未來

可再結合不同的交通方式與路線資訊、餐飲與住宿資訊、

停留時間規劃功能、遊覽路線與順序的安排功能，以及不

同主題、時間與活動的旅遊景點及其解說內容，強化線上

遊程規劃服務的豐富度。 

2. 觀光旅遊活動整合 

在觀光旅遊活動的生命週期中，可分為前、中、後等

三個時期，分別對應旅遊行前規劃、旅遊活動執行與體

驗，以及旅遊後的經驗回顧與分享，而 GIS 在旅遊生命週

期當中，除了線上遊程規劃的旅遊行前規劃外，亦可應用

在旅遊活動執行與體驗，以及旅遊後的經驗回顧與分享兩

階段中。在旅遊活動執行與體驗部分，可透過 PDA 或智慧

型手機等手持式設備，配合手持式解說導覽系統、景點解

說資料庫與交通路線資料庫，提供在遊程執行期間的各項

解說資訊服務、路徑導引服務、地點/服務查詢功能、旅

遊過程記錄功能，甚至動態資訊供應服務與急難救助。在

旅遊後的經驗回顧與分享部分，則可配合旅遊過程記錄功

能，綜合遊程中的影音圖文記錄，透過部落格、網路地圖

平台與旅遊社群網站，將各項旅遊經驗與回憶分享給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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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使用者，甚至當旅遊資訊累積相當程度後，可與旅遊

相關出版業者合作，以平面旅遊書籍方式將各項旅遊資訊

與體驗彙整，並結合 GIS 的地圖與空間概念，設計並出版

不同於以往的旅遊資訊手冊。 

二. 持續掌握國外與國內的服務業(商業)GIS動態發展 

由於商業活動瞬息萬變，如金融海嘯、石油危機，或是

新的資訊交流平台推出，如 Twitter、Plunk、Facebook 等，

都會影響到實際的商業活動行為。為因應各項變化所產生的

新需求，應持續關注國內外服務業(商業)GIS 的發展狀況，了

解新的技術發展與研究成果，掌握服務業 GIS 發展需求與未

來趨勢。 

三. 規劃與建置服務業(商業)GIS的共通平台（整合資料與服

務功能） 

由於服務業在引入 GIS 時，必須面對系統的建置與維護

成本，同時必須培養一組專門的人才，才能發揮 GIS 的實際

效益。但對於一般企業來說，這項支出並不是所有單位都願

意支付這些成本，而且並非短期可發現效益的支出，因此 GIS

的建置，往往會在企業投資項目中被刪去。為解決此一問題，

減少企業引入 GIS 時的系統投資困擾，同時提供基本且共通

性高的 GIS 功能與網路平台，讓企業都可應用此平台進行資

料分析與應用，便可增加企業引入 GIS 的意願。 

除了進行政府資料整合以外，藉由服務業 GIS 的共通平

台也可對於民間企業的 GIS 資料進行整合，並以合理的方式

提供各需求單位進行後續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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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針對已發展之服務業(商業)GIS領域進行整合與深化 

本計劃中以對於國內現有的國內外服務業(商業)GIS 發

展現況進行調查與彙整分析，並進行國內外發展比較。未來

可持續對於國內現有的服務業 GIS 進行追蹤，進行相似領域

與應用功能的整合，減少企業發展 GIS 時的重複開發投資，

並對於現有的 GIS 應用功能進行深入了解與分析，提供進一

步的發展建議，使其更能符合業務單位的實際使用需求。 

五. 針對即將發展之服務業(商業)GIS領域給予輔導與推動 

由於國內多數企業尚未實際引入 GIS，因此對於引入 GIS

有興趣的企業，應積極輔導並協助解決其引入問題，同時推

動類似領域與具有相似應用需求的企業將 GIS 納入日常業務

及決策制定的過程中，降低企業生產成本，並提升整體營運

效益。 

六. 規劃服務業(商業)GIS的服務窗口與入口網站 

在國內服務業 GIS 需求調查中，許多企業都反應不知政

府可提供的資料項目、資料內容、供應單位與管道，而且對

於資料流通供應辦法的不一致也深感困擾。因此對於規劃與

建置服務業 GIS 的服務窗口與入口網站，各企業都大表贊同。

透過服務業 GIS 的服務窗口，可大幅減少企業對於資料項目、

供應單位與管道的困擾，而政府單位也僅需以適當的方式透

過此平台將資料提供給需求單位，如此便可省去相當的困

擾，並簡化資料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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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建立服務業(商業)GIS長期的教育訓練課程與通訊 

由於 GIS 的應用與發展仍持續在演化進步，因此有必要

建立長期機制，提供企業持續獲得最新、最適合的服務業 GIS

技術發展與應用模式。透過服務業 GIS 共通平台與服務窗口，

持續提供最新的技術發展、資料項目、更新狀態與教育訓練

資訊，讓國內服務業 GIS 能永續的經營發展，提昇產業競爭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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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期初審查會議委員意見回應表 

委員 問題及建議 回覆 

1. 民間的需求會自己處理

嗎？ 

部分民間公司願意投資本進

行 GIS 建置，且多與 GIS 公司

合作開發，但多數民間公司則

因不了解 GIS，或以現階段業

務而言不需 GIS 協助便可執

行，因而未建置 GIS。 

2. 在推動 BG 的工作中，有政

府、業者、與技術支援者

（GIS 的專業者）的角色。

在服務業 GIS 中，政府單位扮

演的腳色是以基礎/共通性資

料建置與提供、配套政策與輔

導發展方案的規劃為主，目的

在於提供民間業者 GIS 的應用

與發展方向，同時降低開發

本。 

因多數民間業者對於 GIS 仍不

了解，因此需要 GIS 的專業技

術支援者，提供專業技術的諮

詢與協助開發，以建置所需的

GIS 功能與系統。 

林峰田

委員 

 

3. 如亞特蘭大的不動產的會

議，已開始有 GIS 的特殊市

場區隔，來服務此一不動產

的需求。 

日後發展方向將藉由各領域

的訪談與調查成果，評估相關

需求與輔導提供各領域 GIS 需

求的民間公司之可行性。目前

國內 GIS 相關公司，已有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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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產生。 

4. 所以資料的提出，就可能是

透過專業服務者來提供外

加的資料服務，資料與技術

的服務商的產生（市場區

隔、與專業化）。 

日後在資料蒐集部分，會在對

於各領域的專業服務者與技

術服務商進行資料蒐集與調

查，以提供更完整的規劃參

考。 

5. 民間企業GIS與MIS結合的

現況與程度，希望能加以說

明。 

 

由於部分政府資料已有 MIS 系

統，可研擬從 MIS 中以最小的

成本轉至 GIS 中的方式提供給

企業界使用，以減少成本。 

 6. 能否對於失敗案例進行收

集，並與成功的案例進行數

量上的比對。 

業者一般只會提供成功案

例，失敗案例將盡量請業者提

供。 

 7. 政府的策略：資料的公開開

放，資料的加值的方便，獎

勵投資，要問如果要 GIS 是

否要政府的輔導，或是租稅

的減免，異業結合（如官商

的結合，財稅、建管）。 

計畫中將訪談各產業的 GIS 需

求，同時蒐集相關政府單位現

行政策與法規，提出政府單位

推動產業結合 GIS 的發展配套

政策與措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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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是否對於物業的設施管理

與保安方面進行訪談？台

灣有物業管理協會成立

（FM），建議可訪談此協

會。 

後續將再與物業管理協會安

排訪談，以進一步了解產業的

需求。 

 9. 目前的訪談內，國外可否收

集國外政府的策略？（美國

則是放任，在資料的協助

上）。 

將透過國外專家學者，蒐集部

分國外政府的相關政策。 

 10. 目前的訪談則未問到政府

的輔導。 

後續訪談與調查，將進一步調

查政府輔導與配套措施的需

求。 

 11. 示範系統的營運者、與使

用者為誰。會不一樣。可能

會不相同，可以轉為教育訓

練的案例。 

示範系統的營運者與使用

者，將再與經建會討論後訂

定。日後將以示範系統為教育

訓練案例，進行服務業結合

GIS 推廣的成功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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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忠藏

委員 

1. 12 服務業的代表性的業種

的尋找原則，需求較多、產

能較大者。 

後續各服務業的代表性業

種，除考慮配合度、規模與知

名度之外，將再納入潛在需求

與產能等條件，作為選擇代表

性業種的條件。根據國外經

驗，優先考慮有 GIS 效益之服

務業。 

 2. 如何進行深入訪談與問卷

調查？政府在推動服務業

結合 GIS 時的角色為何？

政府所能提供的空間基礎

資料中，產業界對於哪些資

料具有需求？（例如如何申

請，個資法、機密的限制）

計畫中依據經建會的 12 項服

務業產業範圍進行代表性業

種的選擇，在選擇代表性業種

後，會針對其成本結構、現行

的營業項目及模式與產業未

來發展方向進行訪談，挖掘出

該業種的潛在 GIS 需求，同時

訪談在未來發展上需要政府

如何輔助。依據訪談成果，設

計不同業種的調查問卷，進行

全面性的問卷調查。 

在後續訪談與調查中，會在對

於政府角色的界定、民間資料

需求與現行的限制條件進行

深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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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希望能調查 GIS 專業的服

務公司，以提供的服務業

GIS 應用。 

後續訪談與調查時將一併進

行。 

 4. 資料供應的問題，由公部門

已整理且已可以供應者，與

需求者來對應。12 項產業

別的關連政府單位數量相

當多，未來蒐集資料上困難

度較高。 

後續將依照業界 GIS 需求，清

列相關資料權責機關，以利後

續服務業 GIS 的推動。 

 5. 連鎖加盟是一種業態，希望

要選擇一種業別的連鎖業

態（便利商店為主，小吃店）

後續將與經建會協調，選擇示

範系統的目標連鎖業態。 

1. NGIS 資料的整合是重點，

產業的整合也是另外一項

重點，希望加入國內 GIS 產

業界的發展相關分析。 

後續計畫中包含國內 GIS 產業

的現況調查與未來發展分析。

經建會

都住處 

 

 

2. 希望在研習會中提供異業

媒合的機會，如通訊與

GIS 。 

在研習會當中，將提供各產業

交流的機會，並邀請國內 GIS

產業一同參加，彼此交換意見

與經驗，促使異業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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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流通部份現多為政府內

部使用，希望能對民間資料的

需求要進行調查。 

對於民間的 GIS 資料需求，本

土商業 GIS 尚待發展、可參考

國外之經驗，於後續訪談與調

查中會一併進行。 

1. 交通運輸動態具有公共服

務的性質，而連鎖加盟據較

適合本計畫主題，希望示範

系統主題為連鎖業與觀光

應用兩項。 

示範系統主題確定為連鎖業

與觀光應用兩項，而連鎖業的

業種則需再與經建會討論。 

2. 連鎖加盟業已有 2個學會

組織，希望進一步訪談再確

定業種。 

後續將對於連鎖加盟業的學

會(協會)組織進行訪談，以了

解進一步的產業內容及需求

發展。 

經建會

部門處 

 

3. 希望示範系統中能提供分

析模式。 

於示範性系統規劃中將評估

分析模式的開發可行性，再依

照需求加入示範性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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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期中審查會議委員意見回應表 

委員 問題及建議 回覆 

1. 應思考期末報告的呈現項

目與方式為何？由於研究

團隊的訪談對象對 GIS 的

認知與應用瞭解程度有差

異，造成對 GIS 的需求彙整

有相當的難度，希望在期末

成果中加以區分整理。 

後續會以問卷進行訪談，了解

民間產業對於 GIS 資料、功能

應用上的普遍性需求；接下來

會有研習會，對於已對 GIS 一

定程度認知與不了解 GIS的企

業都有機會進行教育推廣。 

2. 服務業者多需看到利益才

會發展或使用 GIS，政府應

提供讓民間能看得到的利

益措施、政策與基礎建設。

各企業之資料需求，會再進一

步整理，分為政府已有與尚未

建置兩類。以及民間整合，共

同提供者。 

周天穎

委員 

 

3. 本計畫重點應是系統的規

劃，而非系統建置，示範系

統的目的在於概念的示

範，是讓使用者瞭解 GIS 的

功能與可提供的服務，如開

設早餐店選址功能的呈

現，甚至可考慮與時事資訊

結合，如 H1N1 的分布等。

示範系統中若能引入不同應

用類型，如早餐店選址。但在

資料整合後，引入早餐店本身

的選址 know how，便可大致產

生一定程度的成果。 

林峰田

委員 

 

1. 訪談的需求希望儘量能以

量化方式描述，如資料細緻

程度、資料種類、開放程

將於期末報告進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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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更新時間與週期。 

2. 示範系統的開發方向應以

中小型企業的需求為出

發，讓小型或微型企業看到

示範系統後，能以自身的角

度提出未來引入此系統

時，在資料與功能上的需

求，並刺激其產生更多的想

法。 

對於中小企業的 GIS 功能與資

料服務，於期末報告中會將這

部份的看法與建議提出。 

3. 希望示範系統能作為中小

型企業或個人在商業活動

上的評估參考，如開設早餐

店的地點與效益，或是持有

土地可作何種商業用途？ 

目前希望能以示範系統的本

身特質，推廣到其他具有相似

特質的其他業種中，相關程序

將於期末報告中增加。 

4. 對於中小企業引入 GIS 而

言，未來的 Business Model

為何？如何協助服務業導

入與使用 GIS？未來

Business Model 或許可由

全國商業總會或其他專業

團隊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政府可提供基本的分析功

能，以供中小企業使用，而在

未來發展狀況將於期末報告

中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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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間企業GIS與MIS結合的

現況與程度，希望能加以說

明。 

 

由於部分政府資料已有 MIS系

統，可研擬從 MIS 中以最小的

成本轉至 GIS 中的方式提供給

企業界使用，以減少成本。 

1. 應說明除政府現有之資料

外，中小企業還需什麼類型

的資料。 

由於訪談的單位對於 GIS並不

十分了解，且通常無法準確的

提出資料的需求精度、週期

等，需要後續另外判斷分析，

以及由專業判斷挖掘其潛在

需求。 

內政部

資訊中

心 

2. 由於國內對於 GIS 的瞭解

程度仍不足，期末希望能再

多增加國外案例說明。 

在期末中會再將國外案例與

國內訪談成果進行整合，並說

明未來 GIS 發展上的功能與資

料需求關係，以及政府在其中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應該提供

的協助。 

台北市

政府資

訊處 

 

1. 若資料之權責單位不同，將

會造成流通上的困擾。台北

市政府目前各項資料雖回

歸各局處管理，但由資訊處

做統一的窗口，民間單位便

可減少索取資料之困擾。 

資料本身在政府部門可分為

已在建置，順便建置、修改方

式建置、尚未建置，或是牽扯

到個資部份等五類，而部分資

料在民間業者手中可以合作

生產，如動態人口分布、不動

產交易資料，但政府單位很難

建置這類資料；許多較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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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提出強烈的 SOA 需求，可

以 SOA 進行與企業內部 MIS 的

結合。 

2. 示範系統中，在台北市是選

用 ESRI，而高雄市則選用

Skyline，選擇原因為何？

每種系統有其展示的特殊

性，為突顯所需展示之功能，

故選用不同系統呈現。 

3. 本計畫兩示範系統未來與

TGOS 等倉儲系統發展及與

SOA 的關聯與結合方式為

何？ 

將於期末報告中進行。 

1. 希望了解觀光業中對於GIS

的應用現況。 

對於觀光遊憩在 GIS 上的應

用，是以民間個人應用為最終

發展目標，透過旅遊平台、軟

硬體服務廠商，將 GIS 隱藏在

不同的呈現方式背後，如 LBS

服務。 

高雄市

政府觀

光局 

2. 系統是否能實際應用在高

雄市的觀光上？ 

目前僅為一示範系統，展示透

過此系統可做到的效果，並非

正式上線，因此暫時無法實際

應用在高雄市的觀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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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業訪談的對象為旅行

社，但示範系統中則以背包

客為假設使用者，兩者之間

有一定程度的差異，是否考

慮統一示範系統的使用者

與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是希望了解各行業

對 GIS 之需求；而此系統僅為

一示範系統，兩者並無直接關

聯；後續資料整合後，旅行社

亦可於共通平台上使用相關

功能。 

4. 觀光示範系統中的預設交

通方式為自行駕車，但高雄

市尚具有其他旅遊的交通

方式，如捷運、公車等，提

供研究單位參考。 

目前系統僅為測試性質，因此

僅設置自行駕車路線，日後亦

可加入其他交通方式。 

5. 目前的遊程規劃主題為一

日遊，在高雄市還有許多不

同主題的旅遊路線，可提供

研究單位參考。 

目前系統僅為測試性質，因此

僅規劃一日遊行程，但可依照

使用者需求自行加入景點及

規劃旅遊路線。 

6. 希望研究單位能提供高雄

市引入 GIS 發展觀光的未

來發展建議。 

此示範系統主要是以整體觀

光產業為主，以高雄為示範

區，因此相關未來發展建議以

整體觀光為主軸。 

1. 希望研究團隊能對於 GIS

產業與其他業種間的異業

結合，提出相關方式與構

想。 

透過接下來的研習會，對於已

對 GIS一定程度認知與不了解

GIS 的企業都有機會進行教育

推廣，同時也可媒合 GIS 服務

公司及企業界。 

經建會

都住處 

 

 

2. 政府單位對於資料釋出的 後續會以問卷進行訪談，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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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在於資料本身的正確

性，希望研究團隊能對民間

希望政府釋出資料的數

量、種類與細節等資訊提出

相關資訊作為參考。 

民間產業對於 GIS 資料、功能

應用上的普遍性需求。 

3. 民間所需要的資料或加值

後的資料是否由政府提

供？ 

資料本身在政府部門可分為

已在建置，順便建置、修改方

式建置、尚未建置，或是牽扯

到個資部份等五類，而部分資

料在民間業者手中可以合作

生產，如動態人口分布、不動

產交易資料，但政府單位很難

建置這類資料，因此，若政府

已現有之資料可由政府提

供，其他則可透過政府建置共

通平台做後續資料分享作業。

4. 由於政府單位資料釋出的

即時性較低，而民間對於資

料即時性的需求相當高，希

望研究團隊能對於如何滿

足民間對於資料即時性的

需求提出構想與建議。 

將於期末報告中進行整合及

補充。 

經建會

部門處 

1. 希望研究團隊能對於民間

單位的 GIS 資料需求，以團

將於期末報告中進行整合及

補充。 



 207

隊的專業知識協助釐清與

說明。 

2. 有關國外相關案例之分析

部分，並未見於本次期中報

告中，請補充。 

國外相關案例之分析將於期

末報告中與國內訪談成果進

行整合及補充。 

3. 在資料整合示範系統架構

圖中，提到可將此系統架構

應用於不同的領域中，希望

研究團隊能對於這些領域

所需要的資料與功能進行

說明。同上，第二個觀光示

範系統也應有相同之架構。

將於期末報告中進行整合及

補充。 

4. 針對第一個示範系統之選

址分析功能，在普查因子部

分，當設定之服務範圍為跨

行政區（統計區）時之處理

方式為何？評估地點之優

劣準則為何？空間因子之

標準可否為自訂標準？ 

查詢設定主要是以建物為主

體，配合查詢條件，得到服務

範圍，因此服務範圍不受到行

政區(統計區)影響；由於此系

統目前僅位示範測試使用，因

此後續工作將於期末中繼續

進行。  

 

5. 在第二個示範系統部分，有

關交通時間的計算方法為

何？另是否可針對景點對

景點之資訊提供服務？可

供遊客不受時間限制下，自

行安排遊程內容與旅行方

交通時間計算的方式為距離

≒速度；在景點資訊中，此示

範系統可依照使用者需求自

行加入景點及規劃旅遊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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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6. 兩示範系統完成後，若可再

各請一個相關業者進行說

明並提供意見，將有助於系

統之可接受性。 

可於期末報告後另行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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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期末審查會議委員意見回應表 

委員 問題及建議 回覆 

1. 本報告為分析研究報告，相

關結論與推論應有根據。本

研究雖採用許多研究方

法，但成果與研究方法間之

連結薄弱。二手資料部分缺

乏參考文獻之說明，因此無

法得知資料來源。問卷之內

容應置於附錄以供參考。報

告中提出GIS之人才嚴重不

足，應有相關供需數據與來

源佐證。 

參考文獻、格式與嚴謹度會再

提昇與修正，並將問卷新增至

附錄中；人才不足非一般性之

GIS 人才，特別指具有 GIS 在

服務業應用經驗之人才，由本

研究中對 GIS 業界訪談及研究

者經驗可做合理推斷。 

蔡博文

委員 

2. 針對各項服務業應用GIS的

價值是可嘗試分析的，區分

哪些GIS為服務業可用或是

值得用的應用，後續則可找

出那些產業值得引入GIS以

大幅提升其產值。 

本研究中從各類服務業的代表

性產業訪談中可大略得到服務

業對於 GIS 的共通性需求方

向，現階段主要在於資料與服

務平台兩層面，但在各類服務

業中可用或值得使用的 GIS 應

用，則需更進一步的對於不同

類別服務業，找尋更多的代表

性與著名企業進行深入訪談，

藉以深入了解各類別服務業的

運作需求，再分析出可用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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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使用的 GIS 應用。 

3. 另可再研究分析的方向是

當 GIS 引入產業後，能創造

或加值那些新產業，尤其引

入給目前尚不瞭解GIS之業

者，例如：許多手機通訊產

業(iPhone) 或網路服務產

業(Google)。 

本研究已針對重點服務業進行

調查，並指出各產業之 GIS 發

展方向，並舉行研討會向各界

說明。 

對台灣還未出現之服務業 GIS

新產業，已由國外狀況進行推

論。如國外有 geodemograpic

等資料服務公司，以政府資料

為基礎，整合公司部門之資料

加值後販售。 

4. 服務業GIS與目前國土資訊

系統的GIS架構有一定的差

異，目前在政府架構下之國

土資訊系統似無法滿足服

務業 GIS 之需求。其不足部

分為何？又該如何改善？

本研究或後續應有相當解

決之方法。 

目前對於服務業 GIS 中最普遍

存在的問題在於資料的完整

度、即時性與流通性不足；政

府若能提供釋出更完善的資

料，將這些資訊整合後，透過

共通平台讓各單位使用，對於

服務業應用 GIS 會有更大幫

助。 

國土資訊系統中，宜增加商業

GIS 相關工作項目，作為後續

政府推動的服務業 GIS 時的相

關政策規劃與整合參考。 

陳繼藩

委員 

1. 本研究有許多國內外案

例，其參考來源與年份應詳

參考案例、文獻、格式與嚴謹

度會再提升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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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列出。 

2. 本研究之兩個示範系統應

區分使用對象。選址系統較

屬於企業內部分析使用，而

遊程規劃較屬於外部使

用。因使用對象不同，推動

方式即有差異，報告內應分

別探討兩者之推動策略。 

示範系統中，選址是以原本就

有資料庫為基礎，觀光活動是

以遊程規劃為核心，因此選擇

遊程規劃為示範方向。未來可

對於後續發展的建議權責單

位、資料需求、常用功能與發

展建議再進一步說明。 

3. 在問卷分析第七題中，數據

顯示多數企業有聽過 GIS，

但卻未應用於業務中，此為

後續推動服務業GIS之重要

課題，研究團隊應可針對此

現象深入探討其原因，以作

為推動策略之參考。 

問卷調查限於問卷篇幅及其特

性，無法提問太多深入問題，

但深入訪談結果的成果，已顯

示出原因，於第五章第一節中

總整分析，並根據調查分析成

果，在第五章中提出推動策

略。 

4. 本報告似仍以技術觀點而

非由商業觀點切入，如本研

究所提之資料整合或人才

不夠等問題。希望研究團隊

能由商業的角度如經濟規

模與商業需求角度切入，並

可用 SWOT 分析探討商業團

體應用 GIS 的價值與需求。

SWOT 比較適於業界競爭分析

的狀態，本研究重點為新技術

導入問題，因此必須深入探討

新技術之特性與新技術融入機

構組織與決策。有關各服務業

GIS 需求，本研究已有整理。

也由，如政府資料提供、SOA

平台等規模經濟的角度，提出

GIS 推動策略。 

5. 未來推動服務業GIS時應有本研究中已提及採用可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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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商業模式，如 Google 

Earth 成功之商業模式等，

其成果相較於技術模式會

較有價值。 

SOA 等策略，低 GIS 開發成本。

至於 SOA 平台的營運方式，也

提出建議。 

1. 有關報告中服務業GIS組織

推動架構，由於牽涉到其他

如觀光等非經濟部商業司

權責部分，工作小組建議由

其他單位擔任召集，而部分

分工則可視需要由商業司

擔任。 

組織架構是以政府單位性質相

近程度進行建議，當然可再進

一步討論。對於組織架構的召

集人，可以權責機關的業務涵

蓋範圍比例進行決定召集人的

相關協商標準。 

2. 有關問卷部分，較適宜之方

法應是先作初步問卷，並就

其中對GIS有認識與興趣之

業者，進行第二次問卷，如

此則可深入瞭解其需求、發

展問題與利基為何，也可調

查使用者付費之意願。 

本研究中首先根據團隊專業在

GIS 及商業方面知識及經建會

之重點服務業，選擇出深入訪

談對象，然後根據訪談結果編

制問卷。因計畫時間較短，無

法進行下一輪問卷。但在問卷

中，邀請問卷受訪對象，參加

本計畫研討會時，研討會時，

也獲取許多業界意見。 

楊忠藏

委員 

3. 有關選址分析之示範系

統，其所使用之資料太老

舊。另資料之準確性與否，

是否為具高度動態之資料

等應要注意。 

本選址示範系統僅為測試使

用，後續在建立共通平台時，

可針對民間單位對於資料的需

求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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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動策略部分應提出各項

資料建置的重要性及優先

順序。 

已在第五章第一節的發展優先

序建議中提及。 

5. 在廢除統一發證後，有關廠

商公司登記與選址，如果能

建置一共通性的平台，讓縣

市政府依據共通標準提供

相關資訊，可提高對地區資

訊的瞭解，也可提供民間業

者付費使用。 

目前內政部資訊中心已在推動

的 TGOS，匯集各單位之資料，

逐漸建立完整共通平台，日後

亦可將相關資訊功能透過此平

台做一交流。 

6. 希望研究團隊在制度法規

上的建議能具體。 

GIS 在在服務業應用所牽涉之

層面較政府 GIS 為複雜。根據

國外經驗，政府資料開放是推

動商業 GIS 的先決條件。也強

調要將相關資料蒐集，納入政

府行政流程，以便持續更新。

本研究主要這個議題進行分析

與建議。也提出採用 SOA 架構

的建議，並建議 NGIS 納入商業

GIS。至於具體的制度與法規，

有賴後續相關研究進行。 

內政部

資訊中

心 

1. 由於政府目前的GIS資料庫

建置多係以自然環境資料

為主，對於商業管理與活動

之資料較為缺乏。由於目前

本研究較社經資料庫規劃先完

成。本研究團隊部分參與社經

資料庫之規劃，因此可以本研

究之結果，融入社經資料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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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IS 與商業較接近之資料

庫為社經資料庫，建議本研

究應與社經資料庫進行整

合，提出完整之推動方案。

規劃。 

1. 各項研究都希望能落實與

執行，希望研究團隊能提出

地方政府應提供那些地理

資訊之資料。 

本計劃將於最後提供基本資料

類型建議，但由於本系統僅為

示範系統，加上觀光議題有較

多現階段無法完整評估的項

目，因此後續仍會有需要補充

與建置的部份。 

高雄市

政府觀

光局 

2. 針對線上遊程示範系統之

規劃，其對象為對內（旅行

社）或對外（遊客）？並應

由誰來推動？建議應能明

確提出以為參考。若為對內

使用，本計畫調查對象為雄

獅旅行社，該社並已有相關

應用，但目前該社之使用率

為多少？目前研究團隊所

規劃之示範系統為單一區

域且以汽車為工具之觀光

規劃，但目前政府推動觀光

多為跨區域且多屬性的，牽

涉食宿等，所需資料眾多而

建置成本極高，是否可由單

觀光旅遊系統對內及對外應用

是互相影響的，遊客可透過系

統了解旅行社對遊程設計規劃

架構，自行安排所需景點遊

程；而旅行社可透過遊客在系

統內之行為，了解一般使用者

需求，進而規劃更適合一般遊

客之行程；目前所規劃的系統

僅為一示範平台，展示透過此

系統可做到的效果，並非正式

上線之平台。日後在規劃系統

平台時，並非僅有侷限於單一

區域，且資料建置方面是由政

府提供，各旅行社共同使用，

後續收費部份再議，但並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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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旅行社負荷？研究團隊

應有所探討。 

單一旅行社負荷所有成本。 

1. NGIS 在商業應用面上確實

是較缺乏，此部分與原 NGIS

之著眼點為資料之建置有

關，應用層面則較缺乏。未

來 NGIS 在應用層面的推廣

是下一階段重要任務，而在

NGIS 中也已提出成立商業

應用推廣小組。 

將於後續規劃方案中，依此建

議進行經費架構規劃之修正。

2. 目前 NGIS 之經費編列在公

共建設計畫經費項下，只要

有單位提出相關規劃並由

NGIS 推動小組審核通過，經

費取得應無困難。 

將於後續規劃方案中，依此建

議進行經費架構規劃之修正。

都住處

王技正 

 

3. 希望研究團隊能提出後續

推動商業應用之GIS應有哪

些工作項目。 

未來可對於後續發展的建議權

責單位、資料需求、常用功能

與發展建議再進一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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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第一銀行 服務業 GIS 訪談 

一、 訪談對象： 

副總經理 薛淑梅 

副總經理 柯明川 

營運管理事業群、消費金融業務處、法人金融業務處、徵信處、資訊中心、

受信審核處等共 15 人 

二、 訪談時間：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20 日 

三、 訪談地點 

第一銀行總行 

四、 訪談重點整理： 

1. 第一銀行現行業務類型與內容 

主要分為存放款、客戶服務資訊系統、電子銀行業務、外匯業務、法

人金融、信用卡部門、信託服務、金融市場業務及財富管理等項目。 

2. 訪談問題 

(1) 企業是否已經在使用 GIS？ 

Ans：對於 GIS 已有使用，但使用量目前不大，第一銀行目前使用在

鑑價、分行選址及分行周邊生活資訊。 

(2) 若已使用，是否有遇到困難？ 

Ans：目前遇到的困難主要是資訊不足，許多普查資料為 5~10 年前

的舊資訊，只能得知過去無法推估將來，且資料的不流通及涉

及個人資料隱密性，造成業務上的侷限。 

(3) 將來政府部門可扮演的角色？ 

Ans： 

A. 提供 GIS 應用於商業之相關資訊簡報。 

B. 協助並開放取得普查資料。 

C. 銀行需要取得客戶基本資料及空間分佈，各統計資料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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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到個人資訊，希望可以在不洩密的情況下，提供金融單

位做參考。 

D. 加速統計資料及普查資料，提高提高即時性、正確性及完整

性。 

五、 第一銀行提出之問題討論 

1. 資訊中心： 

(1) 從地理資訊的角度來看，統計相關資料如所得、儲蓄、工廠營業

額等可以應用於許多地方，政府單位是某有著手去將其應用擴大

地理應用？ 

Ans：資料為各行業最重視的，政府以分享釋出為原則，但民間必須

讓政府知道其需求，透過供給與需求面來談，政府知道多數的

需求面後，可在不影響個資的狀態下製作相關資訊平台。 

(2) 擔保品的坐落位置應用，初期有委外開發應用系統，將來需求增

加後，開發應用系統環境是否為一般商業公司可方便應用？ 

Ans：主要推動的為資料分享與功能分享。現有的國土資訊系統資料

倉儲並沒有透過大力推動，因此並非廣為人知；API 的部份，

在國土資訊系統中，主要核心為 TGOS(Taiwan Geo One Stop)

及網路服務平台。 

(3) 現有的擔保品管理 GIS 中的資訊，並非即時同步的，未來對於這

些統計資料是某可以同步、即時提供？若有這方面的限制要如何

因應？ 

Ans：現有的資料中，地籍資料在地政事務所是即時更新的，若能建

立 SOA，便能達到即時更新，其他如建管、養工等處由於變化

多，目前更新最及時的應該為北市，養工處若有更新，一個月

內即通報，每三個月固定送資料至產發局，每兩年更新一次，

但對外並無即時公開。 

資料本身源頭隨時都在更新，獲取的資料是否是即時的，涉及

到費用、人力、技術及需求，若有反映希望加速更新頻率，便

會有所改變。在需求端有需要的情況下建置，以不浪費社會成

本為原則。 

2. 營運管理事業群： 

(1) 除了根據人口數、交通便利性等要素，是否有其他因素可做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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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選點分析？這些要素應如何應用？ 

Ans：企業的知識流通有困難點，相關模式的建立需要透過經驗法

則，背後的作業程序多為商業機密，但可透過蒐集學界論文及

企業本身的經營體系中，找到成功及失敗的要素，統計評估出

一套準則。 

3. 消費金融業務處： 

(1) 擔保品物件價值會因其座落位置不同而有所差異，對房貸業務而

言，是否有較細部的位置分析及較有價值的資訊？ 

Ans：在評估不動產價格方面，官方體系中有估價單元，但不確定政

府目前的規劃，最主要的還是市價，市價統計資料出來後會有

相關資訊可獲取。 

(2) 新興地區或重劃區及計劃發展中的文化園區等，其不動產案例完

成度與人口住進度資料是否可取得？ 

Ans：新興地區動態資料，可透過建造完成時申請門牌號碼得知，而

是否為空屋的部份，可透過買賣登記查詢了解，這方面目前仍

不知政府部門是否列為機密，但有些動態性資料可以去了解與

掌握，例如：可由水電來推估，是否有人入住。 

(3) 發展成熟區域中，開店數、關店數皆為房貸業務再研判一個地區

擔保品品質的重要依據，是否能得知相關資訊，以結合行銷進行

規劃，在差異化行銷與區別上，針對特定區域做產品設計與包裝 

Ans：Data mining 與社經資料有很大關係，首先，內部本行資訊是

否可做 Data mining？是否有潛在的客戶？可從中找到新興市

場。 

目前的資料仍為十年普查資料，現在規劃普查範圍縮小成街

廓，但 2010 年將採用抽查方式。門牌號碼會在全台灣建置是因

為主計單位有需要，這些東西在國家統計單位是有的，只是細

緻度不夠。 

稅務資料較敏感，連公務機構要使用都會被關切，或許可由統

計產生，在不影響個人隱私下產生新的產品，應該可向政府溝

通。 

4. 資訊中心： 

(1) 自然因子(地震、淹水…)等因素，是否可能成為系統評估準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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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ns：相關資料是存在的，如地質調查資料、洪水線等，但因沒有受

到關注，因此較少將其與地價結合，但日後長期下來仍會成為

影響地價的要素之一；此外，天然災害資料並非隱私，理論上

應該要公開，但公開後可能會造成社會不安，因此，建議不應

全部公開，而是在有專業單位來協助下使用，以避免民眾誤解。 

5. 授信審核處(鑑價管理) 

(1) 在鑑價時，碰到免感性物件價格必需修正，有關環評等較有敏感

隱密性的資料，是否可開放金融界查詢？  

Ans：敏感資料由於可能會影響到社會安定性，因此可直接找政府高

層會議會談，協調某些資訊在某些情況下，銀行及保險業者會

使用到，由於會影響到公共安全，因此必須將資料提供給相關

產業使用。 

(2) 金融同業的鑑價資訊目前在聯政中心有價格分享，但將部分地址

做隱蔽式處理，因此對金融界在應用上是無效的，這方面是否可

明確開放，使銀行界在使用時不受個資法限制。 

Ans：提供每一筆資料會有困難，但若是付費資料或許可行。在統計

資料方面，有平均資料與標準差資料，當標準差大時，代表該

地區差異較大，需要特別注意。原始資料雖然無法直接取得，

但可以取得統計資料，透過統計資料分析，推估可能的原始資

料。 

  聯徵中心有向仲介付費購買資訊，有很多資訊來自仲介，但仲

介的公信力會受到質疑，但很多資料的敏感性不知是否被誇

大，自然數據只是客觀資料，最後價值判斷應透過協調並建立

制度，再要求使用者不洩密的狀態下，協調保密條款，漸進式

開放相關資訊。 

6. 經營管理 

(1) 人口所得工商登記，大家也都講到工商登記要做改變，過去從主

計處資料庫取得的資料都是五年普查一次，資料落後使得無法得

知現在地區的發展性，只能看過去不能掌握未來。 

Ans：工商登記制度目前有要變更，工業局有做過清查資料，商業司

預計明年開始相關業務。工商資料原先便存在，只是空間化的

部分沒有做太多，目前想將現有資料空間化，但過去登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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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一定會是公司位置，因此，除了現有資料的數值及空間化外，

還有些部份要清查資料。目前相關資料最詳細的是稅捐機構，

因此計畫與稅捐機構合作。 

工商資料應該在勞工局、勞委會等機構有其他更新資料，但稅

捐機構是更動態的，這方面可與政府機構會談，了解更新及掌

握的資料到何種程度，是否有部分資料可釋出。 

(2) 房仲的部份，過去大多以契稅為主，將來房仲業成交金額件數若

可公開，對於銀行業者在選點時，消金潛在商機相對較有助益，

此外，目前很多年輕員工，通常活動區域為立地所在地區而非戶

籍所在地，希望可以知道工商的營業額、企業員工數、所得及成

長狀況。 

Ans：人口資料需要量似乎最高，人口統計中，戶籍統計資料是目前

資料中最細的，但約有 10%~15%的誤差。每年主計體系有做抽

查工作，若有足夠的統計數，便可做更新資料，並可作為社經

資料補充。 

(3) 目前取得的資料都是落後的，除了人口有及時資料外，大多是五

年才普查一次，都是落後資訊。工商普查是否有及時資訊? 

Ans：內政部統計處有每樣統計的原始資料，還有其他非公務統計的

原始資料，九大資料庫中，未列入八大資料的項目，與人有關

的皆為社經資料庫。 

一般資訊不應如地圖般嚴格區隔，但部分資料有其私密性，若

銀行業可統整出需要特定資料輔助業務，在對國家經濟發展有

助益的情況下，可要求資料釋出。 

7. 法人金融 

(1) 如何將 GIS 導入到目前法人金融的推展，以及風險管理的層面上

是重點，但財稅中心提供的資料不願意提供原始的 DATA 

MINING，是否可提供？ 

Ans：在原始資料不釋出的狀況下，可將資訊變成加值資料，可與工

業局商談。 

(2) 產業的聚落分佈，希望可以透過公部門，對潛在客戶的了解與追

蹤，以風險控管的角度來講，關廠與歇業的加速分布，在工業局

應該有資料，但不知道是否為及時？  

Ans：產業聚落較單純，但工商資料的部份若能真正做到位置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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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了解到誤差是多少，便可知道聚落群聚效益。 

門牌資料目前約 70%是正確的，其他部份大概要花 1~2 年清查，

重要地區應該可較速清查完畢。此外，可向相關機構反應哪些

地區有較高的需求，需要及早清查。此外，可透過營建署委託

都市更新基金會製作之 GIS 都市更新平台，查詢到目前政府優

先清查進行都市更新地區。 

建照及使用執照方面，建照是現有資料，與 GIS 結合後，除了

知道建照號碼外還可知道位置，雖然目前沒有做到這點，但在

技術上是可行的，若金融界有需求，可請政府推動。 

8. 電子商務 

(1) 政府目前是否已有建置好的公部門資料及功能進行分享？應從

何處得知相關訊息？ 

 Ans：國土資訊系統中的 TGOS 現為串聯全國之較大倉儲，目前由於

沒有強制，因此有近 40 個單位加入，後續會持續推動，使倉儲

資料庫更為完整。此外，台北市地政處 GIS 倉儲、資訊處 GIS

共通平台，皆有整合相關資訊可供使用。 

六、 結論 

經訪談後大致整理出第一銀行對於 GIS 潛在需求如下： 

1. 在不涉及個人隱私資料狀態下，開放相關普查資料，如：個人所得、

行業別、性別、年齡等。 

2. 有關環評等較隱密性資料，在特定條件下，供金融界參考。 

3. 加速更新普查及清查資料。 

4. 如何將 GIS 導入到目前法人金融的推展，以及風險管理的層面上是重

點。第一銀行目前已經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四家金融機構合作，建

立中小企業融資平台，融資平台資料取得的對象方面有包含商業司工

業局，勞保局、財稅資料中心，但財稅中心提供的資料不願意提供原

始的 DATA MINING，只提供加工過後的 40 個財稅資料數據給金融機構

參考。 

然而，這些訊息是金融機構業者扶持企業戶，給企業戶一個合理的資金

取得的來源，若主管機關願意主動將財稅資料中心在不將較不 detail

的資料提供給金融機構為前提外，提供其他相關資訊，這將是有即時性

及正確性的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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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這個部份可由客戶來簽署同意書，請轉達財稅資料提供工商登記相關

營收，內部資訊及報稅資料，提供金融資料成為貸貨管理的重要參考來

源 

5. 產業的聚落分佈上，希望可以透過公部門對潛在客戶了解與追蹤，例

如腳踏車行業全台分布。而且產業聚落不一定只能用在銀行，因此若

能有相關了解，對相關發展有一定幫助。 

各金融機構如何扶持各產業的業務發展，間接帶動銀行的直接授信額與

業務往來，這是一個很好的來源，若公部門可以透過 GIS 引進，會有直

接幫助。 

以風險控管的角度來講，關廠與歇業的加速分布，在工業局應該有資

料，但不知道是否為及時，對貸貨管理上希望事前有個了解，在整個台

灣哪些地區關廠與歇業較為嚴重，之後再做貸款放款時，可做一個事前

掌控。其中，包含建照部份，核發的件數越多，就會變成像這次的金融

風暴，此次美國大量核准使用執照，造成房價泡沫化的案例，可以作為

銀行貸貨管理的一個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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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金鼎綜合證券 服務業 GIS 訪談 

一、 訪談對象： 

資訊長 謝守忠 

二、 訪談時間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1 日 

三、 訪談地點 

金鼎綜合證券 

四、 訪談重點整理：  

由於 GIS 的空間分析特性，並無法直接在證券業中有效使用，但可藉由 GIS

對於其他產業進行分析，評估發展趨勢，作為證券期貨操作的參考資訊。 

五、 結論 

經訪談後大致整理出清華科技檢驗公司對於 GIS 需求潛在需求如下： 

1. 以 GIS 進行資料蒐集、Data Mining、模式建立及統計分析，進行期貨自

營分析模擬（期望值推估），輔助相關商品與證券操作。 

2. 透過 GIS 進行資料視覺化處理。 

3. 以 GIS 協助客戶的開發與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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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南山人壽 服務業 GIS 訪談 

一、 訪談對象： 

保險系統部開放系統協理 林明智  

MIS-資訊系統部專案經理 吳哲帆 

二、 訪談時間 

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8 日 

三、 訪談地點 

南山人壽資訊系統部 

四、 訪談重點整理：  

1. 南山人壽現行業務類型與準則 

(1) 南山人壽是以壽險為主，壽險中最常用到的因子為生命表，人的

平均壽命的機率有多大，作為保費推估的依據。 

(2) 每年的各地區的匯率的變化，目前是針對人的狀態作評估，而沒

有針對特定的地區做評估。 

(3) 南山人壽所提供的保險種類： 

A. 壽險：只看個人的生理狀態。 

B. 意外險：只看其職業別，依照一般性的風險評估，與年齡性

別 

C. 年金險(生存險)：相對壽險、意外險屬於死亡險，年金險則

為生存險，活越久領越多，直到 99 歲。 

D. 其他險(如醫療險)：目前還沒有看費率，是分為男女、壽險、

與習慣調查（如吸煙），是一種的附加的區分，（地區的生病

的機率的附加資訊）。（抽煙、飲酒對身體有害）， 

(4) 保險的銷售還是以業務員為主，有的保戶是透過電話、

INTERNET、DM 或是業務員親訪等方式進行產品介紹。空間分佈

是以都會地區為主，郊區較少。 

(5) 產品研發有專責單位，是由精算師來設計，不同產品之間會有些

許的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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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多的人可能還是人情的保單為主，空間性的影響並不明顯。 

2. 訪談問題 

(1) 若不同的地區有不同疾病的評估方式，如烏腳病的地區，是否會

增加投保數量？ 

Ans：壽險目前沒有考慮到如此空間的細緻度，因為人員會移動，且

職業別也可能改變，因此空間性資料所能提供的幫助有限。 

(2) 服務據點的設置是否會考慮到保戶或特定地區？ 

Ans：保險的人際關係性比地區性要高，因此在服務據點的設置上，

集中在新竹以北(不含花東)地區，佔總數的 50%，其原因在於

南山的保戶，也是以新竹以北的地區為主要分布區。 

(3) 在產品設計上，是否會考量到空間的差異性？ 

Ans：產品研發有專責單位，是由精算師來設計，在各產品間會有些

許的區隔。會依據相關的統計資料進行產品設計，但空間相關

資料的使用上，則較不會使用。 

(4) 產品、或行銷上的差異？對於不同的疾病、或地區行的行銷的差

異的可能？ 

Ans：不同的區域形成的風險、而形成的保險的差異化。有很多的保

險的因子會改變，職業、性別、習性的差異、可以有不同的保

險費率。 

(5) DATA MINING 的空間差異？ 

Ans：不同的類別的 LOSE RATIO 的空間性，與官方資訊的疾病的空

間分佈，對與特定的地區疾病的好發區。 

五、 結論： 

經訪談後大致整理出南山人壽對於 GIS 潛在需求如下： 

1. 地區性的資料需求：地區性的男女壽命的長短（年金險可能會有不

同），醫療險中的地區性的疾病的風險。 

2. 客戶的分佈的資料的掌握，與人際關係的分析，推估潛在客戶的分佈。 

3. 地區性的幫助：租金、與其他的交通方便的考量是有幫助。 

4. 地區的統計（是有空間性的）與業務員的統計，如保單類型、數量與

LOS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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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不同的類別的 LOSE RATE 的空間性，與官方資訊的疾病的空間分佈，

對與特定的地區疾病的好發區分佈。 

6. 不同地區的潛在客戶的 SALE 的派遣，可透過有特殊關係的開發，或可

以由政策性的指引、再來開發客戶，不是自己努力而已。 

7. 地區差異性、可以形成不同的產品。 

8. 空間差異性可以針對保險對象，提供不同的保護知識，減少發生意外

的知識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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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業 GIS 訪談 

一、 訪談對象： 

總經理 張仁敦 

總經理室襄理 李健鵬 

系統運用部經理 李英旭 

系統企劃團隊專案經理 陳遵淵 

系統企劃團隊專案高級專員 洪秀佳 

二、 訪談時間：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21 日 

三、 訪談地點 

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四、 訪談重點整理： 

1. 全家便利商店目前 GIS 應用現況 

(1) 全家有自有的物流，目前物流部分尚未使用 GIS。 

(2) GIS 經常被使用於選址部份，所使用的資料分為公司內部資料及

公部門釋出資料。 

(3) 在據點選址方面，全家已有 2千多家的據點，內部有物件裁點表

（物件表），作為據點選擇的評估依據之一。另外會結合內部客

戶來店資訊與空間土地使用資料，藉這些資訊便可作為新據點的

選址評估分析。 

(4) 除選址評估分析外，全家同時也使用 GIS 做為電子地圖平台，提

供內部與客戶使用。 

(5) 全家有提供一才積的小包裹店到店的物流系統，而非宅急便，利

用物流車的回頭車進行運送。民眾可藉由全家的電子地圖服務，

選擇送遞的目標店面，再由物流車協助運送包裹到指定店面，再

讓民眾取件。 

2. 訪談問題 

(1) 在不同區域設的營業據點，是否會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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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商品類型、擺設方式會依據設點位置而有所區分，如商業區、

住宅區。 

(2) 各據點每日商品銷售狀況回傳的資料，是否有在進一步分析各地

的生活習慣？ 

Ans：有與 AC 尼爾森合作，提供部份商品銷售狀況資料，作為各地

消費市場差異分析依據。 

(3) 全家的海外拓點，是否有委託當地專業團隊進行市場調查？ 

Ans：是以國內的人員到當地進行可行性分析，以 GIS 協助分析的部

份則針對據點的設置，而非是否可進入市場的可行性分析 

(4) 將各項空間資料整合後，是否有電子平台呈現？ 

Ans：這部份有 

(5) 便利超商似乎都是以被動的服務為核心，是否有主動式的服務？ 

Ans：目前是有訂購或運送物品到店時，主動以簡訊方式通知收貨者

前來取貨。 

五、 全家便利商店提出之問題討論 

1. 在消費行為分析與潛在商品銷售狀況推估中，天氣資料具有相當高的

重要性，不知國內是否有辦法提供較縣市更細的地區性氣象預報？ 

Ans：氣象資料會有使用需求，商業活動與天氣有相當高的關連，氣象局正

在推動鄉鎮預報。 

2. 人口資料統計的最小單位希望小於鄰里，同時需要入住率、空屋率，

但公部門所能釋出的資料僅為登記資料，與實際入住狀況有一定差異。 

Ans：動態人口還需要推動，但登記人口應可提供到街廓，目前正在社經資

料庫中發展。內政部已開始建置已街廓為單元的統計基礎，目前正在

規劃未來統計單元中的資料內容，動態人口也是未來調查的選項之

一，包含分日間人口（工作、就業）與夜間人口（居住）。 

3. 基本資料的來源與更新時間？ 

Ans：人與地的資料已有每日更新，但重點在於如何提供或開放程度，這部

份還需業界提供實際需求，促使政府開放相關資料。 

六、 結論 

經訪談後大致整理出全家便利商店對於 GIS 目前與潛在的需求如下： 

1. 商業資料需要更即時與全面，作為更精確的商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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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的資料建置成本相當高，希望能從政府單位現有資料中，取得開

放授權，藉以節省民間企業的資料建置成本，提升效率。 

3. 希望能有資訊整合的平台與窗口，提供民間企業的空間資訊需求。 

4. 目前全家所需要的氣象資料，是向國外採購，希望氣象局也能發布更

小行政區的氣象預報服務。 

5. 在車隊管上，雖不需要掌控司機的位置，但可藉由雙向傳輸平台，可

沿途監控運輸車輛的溫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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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業 GIS 訪談 

一、 訪談對象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處長 陳明仕博士 

二、 訪談日期： 

中華民國 94 年 4 月 10 日 

三、 訪談地點：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處 

四、 訪談要點整理 

1. 現階段 GIS 使用狀況 

(1) 中華電信在 GIS 的使用上，以設施管理、資產管理、資料加值、

動態的 LBS 及 GIS 服務平台為主要應用方向。 

(2) 中華電信的資料，由公司內部業務使用，到可以供他單位用，如

門牌與地形圖。 

(3) 雖然中華電信目前已經民營化，但政府對中華電信還是有很多的

影響，如 Last Mile 管線是否要開放、平衡業者的發展等。 

2. 對於 NGIS 的部份 

(1) 過去賀陳旦在擔任董事長時期，曾積極的規劃及評估參與 NGIS

的可行性與方式，現在對於資料的供應與加值的部分，仍相當有

意願與政府單位合作。藉由參與 NGIS，或扮演公部門圖資釋出

的服務平台，可同時評估公部門圖資與中華電信自有圖資兩者間

是否能互補。 

(2) 建議可先以台北市出發，商討扮演臺北市公部門圖資的資料供應

腳色。 

3. 圖資的商用化與 GIS 平台服務 

(1) 由於中華電信的圖資早期是以滿足公司內部業務需求所逐步建

立的，因此在商用化程度與價值上略顯不足，在投資勤威國際之

後，便由勤威國際以逐步提升的資料商用價值為目標，現已為

Micro Soft、Yahoo 與 Google 的台灣地區資料供應商。 

(2) 勤威提供的資料優勢在於商用價值較高，但政府的資料是要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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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不一定是要好用。 

(3) 公部門圖資的應用加值，事權是否可以統一？各縣市的資料是否

可以授權夠中央處理或供應？ 

4. 未來發展方向 

(1) 爭取政府的委託，提供如 DATA SUPLIED 的 BOT/ OT 服務。 

(2) 中華電信日後可扮演電傳視訊、門牌、地籍、門牌等公部門資料

的供應平台經營者，配合公部門與自有資料間的互補性，創造出

更多的加值產品與服務，以及更高的資料商品價值。 

五、 結論 

中華電信為國內電信產業的龍頭，擁有龐大的軟硬體資產與資料，提供國內

各機關團體與社會大眾穩定的電信與數據通訊服務。為能維護如此龐大的軟硬體

設施，中華電信便引入 GIS 概念與系統，協助進行圖資管理與設施維護，以及滿

足各業務單位的實際使用需求。 

近年隨著 NGIS 的發展，政府部門逐漸重視到資料整合與有效開放民間使用

的重要性，因此對於資料供應的流通平台需求，便逐漸浮現。對於資料供應的流

通平台，由於中華電信擁有豐富且完整的資訊通信平台服務經驗與能力，因此最

具有此擔任平台服務的供應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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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東京都物業管理機構 服務業 GIS 訪談 

一、  訪談對象： 

副總經理 林錫勳 

經理 魏雅蘭  

二、 訪談時間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8 日 

三、 訪談地點 

東京都物業管理機構 

四、 訪談重點整理：  

1. 現階段 GIS 使用狀況 

(1) 在建商部分會有使用到 GIS 與 3D 結合，作為建築周圍環境的變

化，四季、視覺分析等，這部份也可與社區生活進行一定程度的

聯接。 

(2) 設施管理的系統很多，在台灣的設施管理的公司很多，也有很多

的系統再執行，但可能對於空間的應用可能不太多。對物業管理

的應用，目前沒有放入空間的應用，但若有也很好。 

(3) 遠距醫療與遠距照顧可以用空間資訊，如智慧生活空間。 

(4) 目前有的資料是地政資訊，若可將資料庫的建置成本下降，則可

行性較高。除地政資料外，建管資料在進行建物長期修護計畫的

規劃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但內容往往不夠充分。 

(5) 本公司擅長於集合式住宅的管理，若能結合 GIS 資料與政府公開

資訊，對於競爭優勢是有幫助，但是建置與營運成本不一定是單

一公司可以承擔的。 

2. 訪談問題 

(1) 目前業務推動上，所遭遇的困難與對於資訊的需求為何？ 

Ans：修繕維護的資料、平均的統計很缺乏，如設施耐用年限的統計。

此部分一定要進行統計，在各地都會因其氣候差異與使用程度

而產生不同。 

社區平時就要有修繕維護經費的準備，準備的方式、金額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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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方式，會與維護時間、對象有關，因此必須先行規劃並完

整執行。例如另行收取維護基金或是管理費中取一定比例移作

維護基金，訂定設備更換的標準等。 

在社區生活服務當中，所需資訊如公共設施、交通、地形與河

川等自然與人文資料，希望政府單位有管道或平台可提供民間

進行加值服務使用。而再進一步的社區周邊生活資訊，則不知

如何有效取得並維護更新。 

(2) 資訊的實際應用案例 

Ans：如仁愛醫院的管線管理是在建物安全管理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既有建物的管理中，對於資訊的掌握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要將建物的資料要件，建築物的硬體、管線等資訊，在建物申

請建築執照與使用執照時，相關單位就應規範建商及使用單位

必須提供相關資料書面與電子檔案，如此對於所有設備的建

置、更新，才有比較完整的基礎資料。這些資訊在建築法的規

範中一定要訂定，不然對於長期修繕計畫很難推動。 

(3) 集合式住宅，要社區資訊的提供，是否可以要求政府提供資訊？

需要哪些資訊？ 

Ans：建築的維護很重要（長期的修繕），需要進行預防性的維護，

如二十年、三十年的修繕計畫，可以作分析，依序處理。社區

經營管理的估算很重要，需要很多的資料，這部份需要由政府

鼓勵、或是強制來做。對於新建物的修繕計劃在規劃上，可結

合相關管理單位的規範進行，在資訊取得相對較容易，但在舊

有建物的部份則因原有資料不完整，以及相關資料重建成本過

高，往往會被忽視。為解決修繕計劃的問題，政府需要建立一

些鼓勵的條例，如低利貸款的鼓勵，提供協助管理單位願意建

置相關資料的誘因，才有可能完成舊有建物的修繕計畫訂定與

執行。 

五、 結論 

經訪談後大致整理出東京都物業管理機構對於 GIS 潛在需求如下： 

1. 社區生活資訊的需求：資料提供可分為三個層次，最底層的大範圍基

礎資料部分由政府提供，如道路、公共設施、機關團體位置等；中間

的空間資料部分，則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建置，如資料加值商；而最上

層的細部資訊，則需透過社區居民及周邊業者共同提供，其概念如同

PPGIS，藉由民眾共同參與，將 GIS 所需的資訊逐步蒐集、建置與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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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在社區管理的資訊，建研所，營建署。 

3. 對於新的建物，應由政府相關建管單位進行統一的資訊收集，如衛生

系統、管線管理系統、設計圖與竣工電子檔，甚至於維護計畫都需要

掌握。 

4. 對於舊有建築物的資訊保管與提供，對於早期已由相關單位所蒐集的

建物圖紙資訊外，能夠建立一個平台讓民間業者能取得所需的。對於

早期未能取得或不完整的建管資訊，則需要透過相關辦法來鼓勵後續

民間管理單位來進行相關資料的重建。 

5. 希望能透過消防法的管理，加上建築法（建管）的資訊，以單一簽證

的方式進行相關的驗證，同時將消防法規與建築法規中要求的建物相

關資訊進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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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仲量聯行 服務業 GIS 訪談 

一、 訪談對象： 

總經理 趙正義 

專案顧問 曾松昱 

二、 訪談時間：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13 日 

三、 訪談地點 

仲量聯行 

四、 訪談重點整理： 

1. 仲量聯行現行業務類型與內容 

(1) 仲量聯行是一間美國的上市公司，擅長於開發評估、估價、招商、

招租、投資、買賣、物業管理。 

(2) 台北比較強的是市場與空間使用的配置顧問、土地開發的顧問，

仲介客戶中是以公司行號（多作外商為主），物件則是以 A級辦

公大樓為主，目前約管理五十棟 A級辦公大樓，占總物件的 80%。 

(3) 仲量聯行為全球最大的物業管理公司，台灣地區的客戶如花旗、

101 大樓。 

(4) 對於 GIS 的需求，無論在市場行銷、內部管理、物件導覽、區位

分析、風險評估、客戶競爭者與上下游業者分佈、社會經濟資料

連結或 3D GIS 虛擬實境，全部在內部管理與業務推廣上，都有

非常高的需求。 

(5) 除了物業管理之外，仲量聯行亦為台北縣政府進行淡海的開發的

評估，以及擔任高鐵局全省區段土地徵收的總顧問。 

(6) 在進行開發評估時，對於各項空間性資料與社會經濟資料的正確

性、即時性與豐富度具有相當高的需求。 

(7) 在進行開發評估時，主要使用的資料為：市場資料、租金行情、

人口資料、商用不動產資料、土地開發資料。 

(8) 在未引入 GIS 協助開發顧問時，以家樂福與屈誠氏設點分析為

例，評估資料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資料，而評估的方式是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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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車程範圍內的人口數來進行，同時也會考慮市場的供需狀

況。 

(9) 關於仲介業務部份，性質與信義房屋等不動產仲介商較為相近，

但信義房屋的客群偏向一般民眾，物件以住宅、店面與辦公室為

主；而仲量聯行的客群則以外商為主，物件則為工商業用途的不

動產，期中以 A級辦公大樓為大宗。 

(10) 在不動產與基金投資管理部份，仲量聯行內部有一套管理系

統，是以 MIS 角度建置，內容包括物件基本資料(如機電、管線、

平面圖、樓層與樓地板面積)、設備狀況、各地的社會經濟資料

與不動產交易資料等。透過內部系統，提供完整的全球各地投資

評估，以及建物維護管理服務。 

(11) 由於在進行全球投資評估時，不動產交易資料(如不動產交易

建數、交易金額、空屋率等)與當地商業營業額資料，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往往能影響客戶的投資意願，因此希望能透過政府

的力量，推動不動產交易資訊登記的制度，仲量聯行有非常高的

意願配合政府相關的規範。 

(12) 每個國家都有此些的資訊，在仲量聯行所分析的有一百多個國

家中，明顯發現不動產交易量與資訊透明度明顯的相關。若單就

不動產市場的資訊透明度，依據仲量聯行的評估，台灣是排名第

38 位。 

(13) 不動產交易資料(如交易的價格與交易件數)可以登記，仲介公

會有願意推動。 

2. 訪談問題 

(1) 台北市的招商資訊為何？ 

Ans：要有資訊的透明度，不動產的投資很重要的招商。招商資訊的

考量的資訊。國家升等（招商資訊透明度）很重要。 

(2) 在進行開發潛力評估時，需要哪些資料來進行？ 

Ans：不動產交易資訊、每棟大樓的屋齡、大樓的供給與需求、村里

的人口資料、百貨公司的營業額或報稅資料、商圈內的供需。

如，觀光旅館的資料的做得很好。有好的統計，營業額很重要。

上市公司資訊要透明。需要 SOA。甚至可與政府合作辦理公聽

會，讓民間產業、學術界及政府相關單位能直接交流溝通，提

高資料生產效率、正確性、應用價值與應用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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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資料的來源？ 

Ans：除公部門的統計資料外，其他商業活動資訊則透過公開資訊觀

測站(http://newmops.tse.com.tw/)上取得。 

(4) 既然主要客戶為外商，是否有位外商的管理階層提供進一步的租

屋服務，或是其他資產的定期服務？ 

Ans：商業的高階主管生活整合服務（CRC，公司的住宅的服務），每

一個月要出資產報告，建築物的額外的服務。 

五、 結論 

經訪談後大致整理出仲量聯行對於 GIS 潛在需求如下： 

1. 人口資料（每日的遷出遷入）在對於當地人口數量的掌握或是潛在市

場分析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或許可從戶政單位每日回傳的登記資料獲

得最即時的人口資料。 

2. 空屋狀況分析對於市場投資評估而言相當重要，而空屋的數量與分佈

應可從自來水公司、電力公司方面的配送資訊中獲得，藉此再推估各

地的空屋率。 

3. 房市的交易統計對於外商公司的投資評估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希望

能透過政府制度面的方式，要求民間業者共同提供此一資訊。 

4. 社會經濟資料與 SOA 需求：需要更能即時反應社會經濟現況的社會經

濟資料，如透過較小的統計單元區、戶政單位每日的遷出入戶數統計

及地政與建管單位的現有與變更資訊等，同時以 SOA 方式串連各項社

會經濟與管理資料，減少資料蒐集過程中所浪費的時間與材料成本，

同時可增加隱私較低的資料類型的透明度，提升國內在投資環境透明

度的評等，便可直接或間接的增加對外商的投資誘因。 

5. 投資商店的 SITING 評估需要人口數與人潮量的資訊：這部份在台北地

區則可透過捷運公司可藉由悠遊卡的扣款交易紀錄，推估細緻的時間

與空間統計資訊。由於悠遊卡（或香港的八達卡資訊）中隱藏的各類

資訊，如職業類型(學生、教師、上班族)、年齡(銀髮族、青少年、青

壯年/中年)等不同類型的持卡人遊走動態資訊，這些資訊可再進一步

作為市場/人潮推估的重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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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一  BBDO 黃禾國際廣告公司、博上廣告團隊  

服務業 GIS 訪談 

一、 訪談對象： 

BBDO 黃禾國際廣告公司 董事長 黃奇鏘 

博上廣告團隊 董事長 許益謙 

二、 訪談時間：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8 日 

三、 訪談地點 

台北市廣告地理商業同業公會 

四、 訪談重點整理： 

1. 廣告業對於空間性資料的使用現況 

(1) 透過人口統計資料及消費心態調查，配合收視率調查及收集顧客

生活型態，協助廣告主(Customer)找到消費者(Cumsumer)。 

(2) 透過選址決定戶外廣告招牌位置 

(3) 空間性的廣告通路，如房仲業利用電子地圖做宣傳廣告，美食資

訊結合電子地圖與 BLOG。 

2. 訪談問題 

(1) GIS 是否已有應用在廣告業？ 

Ans： 

A. 目前與地理環境有關的應用主要在透過選址決定戶外廣告

招牌位置方面相關應用，屬於區域性的廣告。 

B. 台灣整體腹地太小，目前的廣告量可能無法撐起廣告業使用

GIS；現在經營者的經營方式逐間接受 MIS 與 GIS 等資訊輔

助，GIS 對廣告商應該會有幫助，但效益會取決於資料更新

速度。 

(2) 資料的來源？ 

Ans：目前資料來源除了官方提供的人口普查統計資料外，主要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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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委外調查消費者心理及生活型態，或是透過收視率調查(尼

爾森收視率調查)獲得，但並沒有做整合，各家資料也不願意分

享。 

(3) 資料的需求 

Ans：廣告公司對於資料的即時性有非常高的需求，一般官方統計資

料需要時間整理，但統計完後便無法達到即時性的需求，因此

各廠商在配送物流時便會自行做調查，得到最新的資訊，若能

得到更新的資訊，會更有助益。 

(4) 目前廣告界最大的困難點為何，並希望政府提供哪方面的協助？ 

Ans：消費者的心態隨時在改變，統計資料取得不易，若能透過政府

取得資料，透過共通平台，由民間取得後並加值使用，可降低

民間的成本。 

五、 結論 

經訪談後大致整理出廣告業對於 GIS 潛在需求如下： 

1. 廣告公會本身對於 GIS 不是很了解，因此無法得知能透過 GIS 達到哪

些助益。 

2. 廣告業對於最新、即時的資訊有迫切需需求，除了一般的人口普查統

計資料，如人口分布、結構、性別、年齡、收入、教育程度…等，市

場調查是廣告業相當倚賴的顧客消費分析資料來源。 

3. 生活型態研究(life style study)是廣告業在輔助企業找尋消費者的

重要資訊，目前資訊來源最迅速的是來自每日物流配送來推斷，其他

有委託一般公司幫忙做調查，但調查結果並未統整，無法做到資訊流

通。 

4.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消費者的消費行為及心態隨時在改變，心理模擬分

析來自不同調查公司，而且是依各自需求來收集資料，因此資料不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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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二  Pacific GeoPro 英屬蓋曼群島磐訊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業 GIS 訪談 

一、 訪談對象 

副總經理 何彗珊 

二、 訪談時間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16 日 

三、 訪談地點 

Pacific GeoPro 英屬蓋曼群島磐訊股份有限公司 

四、 訪談重點整理 

1. GEOPRO 發展現況 

(1) 由影像銷售角度切入，後來想結合 GIS 輔助企業，但因國內對

GIS 不了解，因而轉型成為 GIS 顧問腳色。 

(2) 客戶主要為零售業。對客戶而言，GEOPRO 為空間分析專家。 

(3) 對客戶而言，會引入 GIS 是因為對於業務有幫助，而不是了解

GIS 的幫助能力與價值。 

(4) 在企業效益的評估中，空間只是一個其中一種考量，但關鍵仍在

於產品、服務、行銷與營運。 

(5) 推動 BG 時，以企業的 MIS 為基礎，GIS 為外掛的資料呈現與空

間分析模式/功能 

2. 訪談問題 

(1) 一般來說，客戶是因為其他口碑，或是發生什麼課題，才找 BG

公司提供服務？ 

Ans： 

A. 總公司有做，分公司才開始 

B. 當店數成長到一定規模，開始出現分店競爭、市場是否飽

和、佈點方式是否正確 

C. 傳統開店方式是以對當地熟析的單位，以各項市場調查方式

進行可行性評估，或是以經驗判斷是否可設置營業據點。 

(2) 家族企業有無關係？ 

Ans：目前不明確。 

(3) 客戶當有需求後，所要的成果是單純服務，或是建置系統？ 

Ans： 

A. 以分析報告與服務為主，少數會需要資料與系統建置(多位

於市場行銷部門)。 



 241

B. 台灣的企業較偏向自行建置，但進入障礙為系統開發成本，

以及相關資料，資料的問題較高，部分公司則因專業人才不

足 

(4) 企業在進行 BG 分析與服務後，後續的服務與維護？ 

Ans：現在在推動線上分析與評估工具，讓企業降低維護成本，但仍

可持續享受到 BG 服務。 

(5) 美國有 demographic 公司，但亞洲地區是否也有這類公司？ 

Ans： 

A. 歐美部分公司也想開發亞洲市場，如中國地區，但因資料取

得為主要進入問題。大陸部分的資料由於多為事業單位提

供，因此需要一定程度的經費購買 

B. 日本的資料非常豐富，是由研究機構進行資料蒐集與建置為

務，價格較平易近人。可能是因日本商業化程度高，因此對

於資料的認知便較偏向商品 

C. 韓國的資料也有相當高的管制，管制程度比台灣更高。 

(6) 常用的分析資料種類 

Ans： 

A. 國外的產業間流通的資料，如國外銀行彼此的存款餘額、ATM

內部資訊。 

B. 監理單位的車籍資料。 

C. 顧問公司整合某些產業的月報表，提出產業整體報表，如 AC 

尼爾森。 

(7) 以國內外 BG 案例來看，BG 的發展是否會與地區面積大小有關？ 

Ans： 

A. 跟土地大小的關係不是非常明顯、但因為土地大小影響到市

場大小、資金多寡有關，但新加坡、香港發展不錯，發展的

主因為基本資料的完整性與公開性，可將充足的空間資料、

統計資料提供民間企業使用 

B. 新加坡雖然政府的資料開放度不高，但民間很早以前就在建

置與提供 GIS 所需的資料 

C. 香港是將空間資料以商品來看 

D. 基礎資料一樣會收費，但費用高低、資料精度則明顯影響到

發展的狀態 

(8) 有無 BG 的效益評估指標 

Ans：效益評估指標，目前也仍在搜尋。BG 的確是在管理階層對於策

略規劃與管理的重要工具，對於空間評估具有相當大的正面幫

助，同時可提前發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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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內 BG 推動的困難點？ 

Ans： 

A. 台灣本地公司，進入障礙是以對 GIS 的不了解，以及過去不

使用 GIS 依然也成功的經驗 

B. 台灣或中國感覺上以依賴個人經驗為主，數據資料分析的成

果較不被重視 

(10) 希望政府如何輔助？ 

Ans： 

A. 希望所有資料統計單元以街廓為主，但當然部份統計資料無

法以街廓為統計單元。 

B. 透過一定平台，與政府部門溝通，取得公部門資料並進行加

值服務。 

C. 政府除資料整合外，希望能另外從教育著手，無論對企業或

整個教育體系，對於數字、邏輯、科學的敏銳度。 

(11) 成功與失敗案例？ 

Ans： 

A. 評估成果會因各項內外在因素的影響或改變，而與原本評估

的成果產生差異，總體來說評估的正確性約 70% 

B. 導入系統因為系統、資料建置與維護成本過高，因此無法成

功的導入。企業的規模不夠時，往往無法養 GIS 部門，寧可

直接購買 BG 服務、或是使用 BG 公司的分析功能。 

C. 國內成功案例：統一、麥當勞 

五、 GeoPro 提出之問題討論 

1. 社會經濟資料的最小統計單元，在台灣如何進行？  

Ans： 

A. 以街廓為基礎，平均上以 100 人為單位，但統計資料的繼承

則需視公務單位的統計資料而定。 

B. 未來各公部門或單位亦可進行客製化統計單元的訂定，配合

資料發佈方式，以提供後續服務 

2. 目前發展狀況如何？ 

Ans： 

A. 從需求與可供應的兩個出發點，蒐集相關的統計資料的來源

與應用方向及價值。 

B. 政府單位對於的資料正確性具有相當高的疑慮，因此在資料

開放上具有相當的疑慮。 

 

六、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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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訪談後大致整理出 GeoPro 對於國內服務業 GIS 發展的建議如下： 

1. 資料的透明度、取得方式與成本是推動服務業 GIS 的關鍵之一，可考

慮像香港一樣，將相關基礎資料視為商品販售，以普遍企業所能接受

的合理價格提供民間加值使用，刺激國內服務業 GIS 發展。 

2. 企業對於＂會影響消費型態的資料＂的統計資料較為關心，如教育程

度、個人收入/企業營收，政府可考慮調整調查方式、提高蒐集的頻率，

並思考開放的機制。 

3. 希望所有資料統計單元以街廓為主，但當然部份統計資料無法以街廓

為統計單元。 

4. 透過一定平台，與政府部門溝通，取得公部門資料並進行加值服務。 

5. 政府除資料整合外，希望能另外從教育著手，無論對企業或整個教育

體系，提升國人對於數字、邏輯、科學的敏銳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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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三  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業 GIS 訪談 

一、 訪談對象： 

總經理 吳坤力 

二、 訪談時間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1 日 

三、 訪談地點 

清華科技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四、 訪談重點整理：  

1. 主要客戶類型？ 

Ans：公務機關部分是以定期檢測為主，如環保署/局、工務局與交通局，

分別針對不同的環境污染源進行檢測。民間機構部分則是依照相關法

令，對於環境與設備進行定期檢測。 

2. 開發客戶方式？ 

Ans：對於公務單位是以取得標案的方式進行客戶開發，而民間機構則是依

據黃頁或相關工商登記資料進行拜訪。 

3. 資料蒐集的週期？ 

Ans：依照委託單位需求，進行定期資料蒐集，如每月固定的水體（包含地

表水、地下水與海域）監測。 

五、 結論 

由於現在是由環境檢測業進行資料蒐集，再交由工程顧問公司進行後續分

析，希望能以本計畫的機會，將 GIS 技術引入環境檢測業中，輔導環境檢測業能

進行簡單的模式推估，掌握大範圍環境現況，作為進行潛在客戶開發的參考。 

經訪談後大致整理出清華科技檢驗公司對於 GIS 潛在需求如下： 

1. 由監測點資料，逐步推估成線與面資料。 

2. 降低 GIS 入門的成本與技術門檻。 

3. 目前在環境檢測業中，僅可提供測站的定期檢測報告，但無法分析其空間

性、進行空間推估，甚至進行污染擴散的模擬。 

4. 希望能從地表空間中的環境資料蒐集，拓展到園區、廠房與大樓內的環境

監測，並輔以 GIS 技術進行資料管理分析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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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測站的選址分析。 

6. 由公部門進行環境資料庫的建置，並適度的開放給民間業者。 

7. 建立 GIS 廠商的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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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四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業 GIS 訪談 

一、 訪談對象： 

空間資訊部副理 李信志 

二、 訪談時間：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9 日 

三、 訪談地點 

台大地理系朱老師辦公室 

四、 訪談重點整理： 

1. 台灣世曦現行業務類型與內容 

(1) 目前客戶群中，政府與民間單位的比例約 9:1 

(2) 協助企業進行 GIS 規劃及 GIS 與 MIS 整合 

(3) 台灣世曦最大的業主為公司本身，公司每天所需的資料及地圖服

務需求量大，若能滿足自己內部公司就有達到一定目標。 

2. 訪談問題 

(1) 台灣目前推動商業 GIS 的困難點與現況？ 

Ans： 

A. 政府機構的標案通常有明確的需求、範圍與界定，但一般公

司對於 GIS 的需求不明確，也不是很了解 GIS，因此難以幫

忙推估其需求界定，且在費用上也也無法確定。 

B. 與民間公司合作，在契約上沒有保障，可能會有收不到餘款

的狀況。 

C. 所有 GIS 公司與一般商業公司沒有聯繫管道，沒辦法接洽，

不知道較有地位的負責人是誰。 

D. 若以商業使用為主，GIS 只是一個工具，一般公司手上的資

料不會公開。 

(2) 希望國內政府在推動商業 GIS 時所扮演的角色，或是明確希望政

府能提供的協助為何？ 

Ans：  

A. 政府應開放基本圖資給商業 GIS，並界定 GIS 在商業上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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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讓商業界可以了解 GIS。透過政府去告知民間機構，GIS

可以對其業務扮演的角色，了解現有 GIS 技術可以做到哪種

程度。 

B. 民間公司中，MIS 的理念重要性超過 GIS，圖資查詢與顯示

及分析所佔的比率較低。因此，企業主若覺得 GIS 對公司沒

有幫助，便不願意投入經費。 

C. 政府可架設一 BG 平台，讓所有的商業公司可以在上面運作

及運用，若是以 SOA 架構，政府可扮演一個 BG 平台，廠商

直接以 WMS 服務來使用即可。 

(3) 從工程顧問公司的角度來看，政府單位與民間企業在引入 GIS

於日常業務時的差異與困難點為何？ 

Ans： 

A. 差異很大，政府機構行政目前大多是紙本作業，GIS 主要使

用於業務應用；民間企業使用 GIS 主要在 MIS、企業報表、

管理，與其日常業務連在一個系統，如公文系統、出缺席系

統、表單系統、材料耗材，因此大多是 MIS，與政府機構的

應用方式不一樣，將 MIS 當成 GIS 一個展示平台。 

B. 政府機構的付款是明確的，民間公司辦不到，現行民間公司

沒有人願意推動最大的問題在於，民間公司通常只先開三個

月的支票，後面尾款不一並可以拿得到。 

(4) 以世曦的角度來看，如何評估引入 GIS 後，讓業主(無論政府或

民間單位)所能獲得的效益？有無明確的效益數據，或是效益評

估指標？ 

Ans： 

A. 世曦有作業主滿意度調查，引用 GIS 後，其效益為何，這點

無法做業主的效益評估。 

B. 世曦內部有做效益評估，網站每個月，每個年度有多少使用

者上來，下載多少電子地圖、衛星影像、航照影像，查詢了

多少資訊。但是，對業主的效益數據，世曦很難、也無法去

得到。 

(5) 在協助企業主進行商業 GIS 分析時，成功與失敗的案例 

Ans： 

A. 資訊不便透露，無論是成功或是失敗的案例，業主都會希望

能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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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協助 GIS 應用方面，100%的業主不是對 GIS 沒有信心，而

是與他本身的財務有關，是否願意投入這筆資金或是本身財

務狀況是否有能力投資。 

(6) 對於 MIS 世曦是否有相關經驗，MIS 多少也會有相關問題，但能

持續推動，表示有一定的規格標準。 

Ans：MIS 與 GIS 不同，MIS 發展時期較長，有現成的模組套裝工具，

所有發展 MIS 的公司都有自動程式產生；GIS 就現階段來說很

難，除非是很近似的東西，例如門牌可各縣市間互通使用，否

則不太有機會複製 

五、 結論 

經訪談後大致整理出台灣世曦對於 GIS 潛在需求與建議如下： 

1. 希望政府開放基本圖資，並輔導商業界了解 GIS 對其業務的幫助 

2. 建議政府成立一個中心，固定且長期去維護資料，由下面的廠商收費。

商總提供 WEB 平台服務，廠商在投資自己的系統架構。例如，現有兩

個資料庫，一個是政府提供的，將政府所提供資料庫中的圖放到自己

的資料庫中，成為自己資料庫內的東西。 

3. 商總應從幾個指標性的大型企業著手，如長榮海運、萬海、中華航空

公司、台塑較屬於全球運籌的企業目前尚無 GIS，此外如 7-11 等便利

商店連鎖業也可做為示範產業，商總若能將這幾個大企業當成示範，

示範效果能出來，其他企業便會跟進。 

4. GIS 在商業可以做什麼？政府若要將 GIS 應用於商業，必須要改變目前

的行政流程。現今就業人口很多都是臨時的，是否在資料更新上及圖

資建置需要更新？依照過去的經驗，資料品質及資料控管是問題，僅

有少數在一定規模上的公司才能做有獨立的系統，且通常都與 MIS 綁

在一起，其他的小企業只能使用 WEB 端線上系統。 

5. 提供企業在訪談需求企劃書的部份即可，後續花錢將規模擴大，若企

業本身沒有動力沒需求也沒意義。 

6. 勤崴只是提供 7-11 圖台，圖台可提供企業內外東西不足，應可提供更

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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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五  服務業結合地理資訊系統之應用與發展計畫 

訪談簡報綜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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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六  服務業結合地理資訊系統之應用與發展計畫 

問卷說明頁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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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七  服務業結合地理資訊系統之應用與發展計畫 

問卷調查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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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八  服務業結合地理資訊系統之應用與發展計畫 

問卷統計結果 

Q1 資訊相關人員數量 

項目 1 人 1~5 人 5~10 人 10~20 人 20 人以上 總計 

數量 24 78 18 42 138 300 

百分比 8.00% 26.00% 6.00% 14.00% 46.00% 98.04% 

 

 資訊相關人員數量

1人

8%

1~5人

26%

5~10人

6%

10~20人

14%

20人以上

46%

 

 

Q2 是否了解或曾使用電子地圖 

項目 是 否 總計 

數量 294 12 306 

百分比 96.08% 3.92% 98.08% 

 



 319

是否了解或曾使用電子地圖

是

96%

否

4%

 

 

Q3 使用電子地圖的方式 

項目 營業據點展示 商業潛力分析 競爭狀況分析 客戶位置 提供生活資訊 其他 

數量 132 72 48 114 180 78 

百分比 42.31% 23.08% 15.38% 36.54% 57.69% 25.00%

 

使用電子地圖方式

42.31%

23.08%

15.38%

36.54%

57.69%

25.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營業據點展示 商業潛力分析 競爭狀況分析 客戶位置 提供生活資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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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是否了解 GIS 

項目 是 否 總計 

數量 246 60 306 

百分比 78.85% 19.23% 98.08% 

 

是否了解GIS

是

80%

否

20%

 

 

Q5 目前使用 GIS 的方式 

項目 尚未實際使用 公司內部建置 委外分析 其他 

數量 174 96 18 42 

百分比 55.77% 30.77% 5.77% 13.46% 

 

目前使用GIS的方式

55.77%

30.77%

5.77%

13.46%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尚未實際使用 公司內部建置 委外分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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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各單位對於資料的目前使用情況、資料來源，及未來更新週期與單元大小的需求為何 

1 人口 

  是否使用 資料取得管道 更新週期 資料單元 

項目 是 否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月 季 年 全國 縣市 鄉鎮 鄰里 街廓 個體 

數量 186 96 180 24 6 48 48 60 91 67 73 24 7 6 

百分比 59.62% 30.77% 57.69% 7.69% 1.92% 15.38% 15.38% 19.23% 29.17% 21.47% 23.40% 7.69% 2.24% 1.92% 

是否使用人口資料

是

66%

否

34%

人口資料取得管道

政府單位

86%

民間公司

11%

自行調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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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資料更新週期

月

31%

季

31%

年

38%

人口資料使用單元

全國

34%

縣市

25%

鄉鎮

27%

鄰里

9%

街廓

3%

個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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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業 

  是否使用 資料取得管道 更新週期 資料單元 

項目 是 否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月 季 年 全國 縣市 鄉鎮 鄰里 街廓 個體 

數量 120 132 114 18 0 30 36 60 71 49 25 5 8 0 

百分比 38.46% 42.31% 36.54% 5.77% 0.00% 9.62% 11.54% 19.23% 22.76% 15.71% 8.01% 1.60% 2.56% 0.00% 

是否使用就業資料

是

48%

否

52%

就業資料取得管道

政府單位

86%

民間公司

14%

自行調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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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資料更新週期

月

24%

季

29%

年

47%

就業資料使用單元

全國

45%

縣市

31%

鄉鎮

16%

鄰里

3%

街廓

5%

個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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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商營運 

  是否使用 資料取得管道 更新週期 資料單元 

項目 是 否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月 季 年 全國 縣市 鄉鎮 鄰里 街廓 個體 

數量 210 78 186 66 42 78 48 60 108 70 49 12 27 22 

百分比 67.31% 25.00% 59.62% 21.15% 13.46% 25.00% 15.38% 19.23% 34.62% 22.44% 15.71% 3.85% 8.65% 7.05% 

是否使用工商營運資料

是

73%

否

27%

工商營運資料取得管道

政府單位

64%

民間公司

22%

自行調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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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營運資料更新週期

月

42%

季

26%

年

32%

工商營運資料使用單元

全國

38%

縣市

24%

鄉鎮

17%

鄰里

4%

街廓

9%

個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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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消費 

  是否使用 資料取得管道 更新週期 資料單元 

項目 是 否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月 季 年 全國 縣市 鄉鎮 鄰里 街廓 個體 

數量 156 102 132 42 12 24 48 60 66 70 47 14 20 5 

百分比 50.00% 32.69% 42.31% 13.46% 3.85% 7.69% 15.38% 19.23% 21.15% 22.44% 15.06% 4.49% 6.41% 1.60% 

是否使用收入及消費資料

是

60%

否

40%

收入及消費取資料得管道

政府單位

71%

民間公司

23%

自行調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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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消費資料更新週期

月

18%

季

36%

年

46%

收入及消費資料使用單元

全國

30%

縣市

32%

鄉鎮

21%

鄰里

6%

街廓

9%

個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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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宅及不動產 

  是否使用 資料取得管道 更新週期 資料單元 

項目 是 否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月 季 年 全國 縣市 鄉鎮 鄰里 街廓 個體 

數量 126 144 90 42 24 48 36 24 55 32 36 7 38 12 

百分比 40.38% 46.15% 28.85% 13.46% 7.69% 15.38% 11.54% 7.69% 17.63% 10.26% 11.54% 2.24% 12.18% 3.85% 

是否使用住宅及不動產資料

是

47%

否

53%

住宅及不動產資料取得管道

政府單位

58%

民間公司

27%

自行調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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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宅及不動產資料更新週期

月

45%

季

33%

年

22%

住宅及不動產資料使用單元

全國

30%

縣市

18%
鄉鎮

20%

鄰里

4%

街廓

21%

個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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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通 

  是否使用 資料取得管道 更新週期 資料單元 

項目 是 否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月 季 年 全國 縣市 鄉鎮 鄰里 街廓 個體 

數量 108 156 108 18 12 30 54 36 79 41 20 5 0 3 

百分比 34.62% 50.00% 34.62% 5.77% 3.85% 9.62% 17.31% 11.54% 25.32% 13.14% 6.41% 1.60% 0.00% 0.96% 

是否使用交通資料

是

41%

否

59%

交通資料取得管道

政府單位

78%

民間公司

13%

自行調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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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料更新週期

月

25%

季

45%

年

30%

交通資料使用單元

全國

53%
縣市

28%

鄉鎮

14%

鄰里

3%
街廓

0%

個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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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氣象 

  是否使用 資料取得管道 更新週期 資料單元 

項目 是 否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月 季 年 全國 縣市 鄉鎮 鄰里 街廓 個體 

數量 66 198 78 0 0 36 12 12 24 37 19 0 0 1 

百分比 21.15% 63.46% 25.00% 0.00% 0.00% 11.54% 3.85% 3.85% 7.69% 11.86% 6.09% 0.00% 0.00% 0.32% 

是否使用氣象資料

是

25%

否

75%

氣象資料取得管道

政府單位

100%

民間公司

0%

自行調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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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資料更新週期

月

60%

季

20%

年

20%

氣象資料使用單元

全國

30%

縣市

46%

鄉鎮

23%

鄰里

0%

街廓

0%

個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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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會與公安 

  是否使用 資料取得管道 更新週期 資料單元 

項目 是 否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月 季 年 全國 縣市 鄉鎮 鄰里 街廓 個體 

數量 66 198 60 6 12 18 24 36 41 32 28 7 13 0 

百分比 21.15% 63.46% 19.23% 1.92% 3.85% 5.77% 7.69% 11.54% 13.14% 10.26% 8.97% 2.24% 4.17% 0.00% 

是否使用社會與公共安全資料

是

25%

否

75%

社會與公共安全資料取得管道

政府單位

77%

民間公司

8%

自行調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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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公共安全資料使用單元

月

23%

季

31%

年

46%

社會與公共安全資料使用單元

全國

34%

縣市

26%

鄉鎮

23%

鄰里

6%

街廓

11%

個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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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然環境 

  是否使用 資料取得管道 更新週期 資料單元 

項目 是 否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月 季 年 全國 縣市 鄉鎮 鄰里 街廓 個體 

數量 84 168 84 6 6 24 6 54 43 49 22 0 0 2 

百分比 26.92% 53.85% 26.92% 1.92% 1.92% 7.69% 1.92% 17.31% 13.78% 15.71% 7.05% 0.00% 0.00% 0.64% 

是否使用自然環境資料

是

33%

否

67%

自然環境資料取得管道

政府單位

88%

民間公司

6%

自行調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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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資料更新週期

月

29%

季

7%

年

64%

自然環境資料使用單元

全國

37%

縣市

42%

鄉鎮

19%

鄰里

0%

街廓

0%

個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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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本圖資 

  是否使用 資料取得管道 更新週期 資料單元 

項目 是 否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月 季 年 全國 縣市 鄉鎮 鄰里 街廓 個體 

數量 216 54 114 114 78 96 48 54 108 61 53 41 37 55 

百分比 69.23% 17.31% 36.54% 36.54% 25.00% 30.77% 15.38% 17.31% 34.62% 19.55% 16.99% 13.14% 11.86% 17.63% 

是否使用基本圖資

是

80%

否

20%

圖資取得管道

政府單位

38%

民間公司

37%

自行調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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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更新週期

月

49%

季

24%

年

27%

圖資使用單元

全國

31%

縣市

17%
鄉鎮

15%

鄰里

12%

街廓

10%

個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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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資料使用狀況

59.62%

38.46%

67.31%

50.00%
40.38% 34.62%

21.15% 21.15% 26.92%

6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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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取得管道

68.46%

20.07%

11.47%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政府單位 民間公司 自行調查

 

資料更新週期

月

35%

季

29%

年

36%

 



 342

Q7 GIS 在商業上的應用認知程度 

1.現有客戶空間分布管理 2.潛在客戶空間分布挖掘 

  是否聽過 貴單位是否使用過   是否聽過 貴單位是否使用過

項目 是 否 是 否 項目 是 否 是 否 

數量 192 78 72 186 數量 168 102 60 204 

百分比 61.54% 25.00% 23.08% 59.62% 百分比 53.85% 32.69% 19.23% 65.38% 

3.營業據點選址分析 4.適地性服務 

  是否聽過 貴單位是否使用過   是否聽過 貴單位是否使用過

項目 是 否 是 否 項目 是 否 是 否 

數量 216 66 78 198 數量 156 114 60 204 

百分比 69.23% 21.15% 25.00% 63.46% 百分比 50.00% 36.54% 19.23% 65.38% 

5.路徑規畫 6.交通運輸與車隊管理 

  是否聽過 貴單位是否使用過   是否聽過 貴單位是否使用過

項目 是 否 是 否 項目 是 否 是 否 

數量 234 36 132 138 數量 204 66 48 216 

百分比 75.00% 11.54% 42.31% 44.23% 百分比 65.38% 21.15% 15.38% 69.23% 

7.土地/擔保品鑑價 8.建物設施管理 

  是否聽過 貴單位是否使用過   是否聽過 貴單位是否使用過

項目 是 否 是 否 項目 是 否 是 否 

數量 174 108 72 198 數量 144 132 66 204 

百分比 55.77% 34.62% 23.08% 63.46% 百分比 46.15% 42.31% 21.15% 65.38% 

9.災害風險評估 10.土地適宜性分析 

  是否聽過 貴單位是否使用過   是否聽過 貴單位是否使用過

項目 是 否 是 否 項目 是 否 是 否 

數量 144 132 24 252 數量 132 138 12 252 

百分比 46.15% 42.31% 7.69% 80.77% 百分比 42.31% 44.23% 3.85% 80.77% 

11.環境模式分析 

  是否聽過 貴單位是否使用過 

項目 是 否 是 否 

數量 126 150 30 246 

百分比 40.38% 48.08% 9.62% 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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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過現有客戶分布

是

71%

否

29%

 

公司是否曾使用過現有客戶分布

是

28%

否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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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過潛在客戶挖掘

是

62%

否

38%

 

公司是否曾使用過潛在客戶挖掘

是

23%

否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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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過營業據點選址

是

77%

否

23%

 

公司是否曾使用過營業據點選址

是

28%

否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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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過適地性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s)

是

58%

否

42%

 

公司是否曾使用過適地性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s)

是

23%

否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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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過路徑規畫

是

87%

否

13%

 

公司是否曾使用過路徑規畫

是

49%
否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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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過交通運輸與車隊管理

是

76%

否

24%

 

公司是否曾使用過交通運輸與車隊管理

是

18%

否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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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過土地擔保品鑑價

是

62%

否

38%

 

公司是否曾使用過土地擔保品鑑價

是

27%

否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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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過建物設施管理

是

52%

否

48%

 

公司是否曾使用過建物設施管理

是

24%

否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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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過災害風險評估

是

52%

否

48%

 

公司是否曾使用過災害風險評估

是

9%

否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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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過土地適宜性分析

是

49%
否

51%

 

公司是否曾使用過土地適宜性分析

是

5%

否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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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過環境模式分析

是

46%

否

54%

 

公司是否曾使用過環境模式分析

是

11%

否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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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是否有興趣了解 GIS 特性與應用方向 

項目 是 否 總計 

數量 240 36 276 

百分比 76.92% 11.54% 88.46% 

是否有興趣了解GIS特性與應用方向

是

87%

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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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九 TGOS 九大資料庫現有圖資項目 

自然環境資料庫 

圖資項目 

臺灣地區土壤圖 光復前對位影像十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大武山) 

臺灣氣候圖集 光復前對位影像十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大南澳) 

地形坡度坡向計算 光復前對位影像十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花蓮港) 

五萬區域地質圖_三芝_1981 光復前對位影像十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研海)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三星_1995 光復前對位影像十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臺東)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大甲_1994 光復前對位影像十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豐濱)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大武_1993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大屯山)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大禹嶺_1993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大甲)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大園_1984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大園)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中壢_1984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中壢)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北港_2002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白沙屯)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玉里_1991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竹東)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甲仙_2000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李棟山)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白沙屯_1990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宜蘭)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成功東河_1992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東勢)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竹東_1988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桃園)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枋寮_1993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淡水)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東勢_2000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新竹)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林口_1981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新店)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花蓮_1991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臺北)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南澳_1993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澎佳嶼)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恆春半島_1991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頭圍)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苗栗_1995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舊港)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埔裡_2000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羅東)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桃園_1996 光復前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區域地質圖幅(觀音山)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琉球嶼_1990 

光復前對位影像其他地質圖(山子腳油田地形及地質_

北幅)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高雄_1998 光復前對位影像其他地質圖(尖山湖油田地形及地質)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國姓_1999 光復前對位影像其他地質圖(南投油田地形及地質)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雲林_1998 

光復前對位影像其他地質圖(國姓油田地形及地質_北

幅)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新竹_1988 

光復前對位影像其他地質圖(清水坑油田地形及地質_

左右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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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資料庫 

圖資項目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新店_2000 

SDE.地調所二萬五仟主題地質圖_九二一地震車籠埔

斷層沿線地表破裂位置圖_1999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綠島_1994 SDE.地調所五十萬主題地質圖_臺灣地體構造圖_1978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臺中_2000 

SDE.地調所五十萬主題地質圖_臺灣新地體構造形態

圖_1997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臺北_1998 SDE.地調所五仟其他區域地質圖_南勢角_1992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澎湖群島北幅_1999 SDE.地調所十萬其他區域地質圖_海岸山脈_1993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頭城_1984 SDE.地調所五十萬其他區域地質圖_臺灣_1986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豐濱_1993 SDE.地調所五十萬其他區域地質圖_臺灣_2000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雙溪_1984 SDE.地調所百萬其他區域地質圖_臺灣_1986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蘇澳 SDE.地調所二百五十萬其他區域地質圖_臺灣_1974 

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蘭嶼_1994 礦床分布圖 

sde.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中壢_2001 能源礦產分布圖 

sde.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高雄_2001 陸上土石採取場 

sde.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麥寮_西螺_2002 砂石碎解洗選場分布圖 

sde.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臺西_2002 主要河川土石資源圖 

sde.SDE.地調所五萬區域地質圖_霧社_2001 土石滋園區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三芝) 海砂資源分布圖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三星) 現存礦區分布圖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大甲) 煤礦舊坑道分布圖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大武) 引水點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大禹嶺) 水文地質剖面位置點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大園) 水文地質剖面線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中壢) 水門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玉裡) 水庫堰壩位置圖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甲仙) 水庫集水區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白沙屯) 水庫蓄水範圍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成功,東河) 水資源分區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竹東) 水資源相關單位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東勢) 水道治理計畫用地範圍線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林口) 水道治理計畫線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花蓮) 台北水源特定區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南澳) 地下水分區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恆春半島) 地下水管制區範圍圖 

自然環境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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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項目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苗栗) 地下水質監測站(水利署)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埔裡) 地下水觀測井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桃園) 地層下陷觀測井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琉球嶼) 地層下陷觀測站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高雄) 含沙量測站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國姓) 防汛塊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雲林) 抽水站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新竹) 河川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新店) 河川公地圖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綠島) 河川水位測站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臺中) 河川局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臺北) 河川流域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澎湖群島北幅) 河川流量測站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澎湖群島南幅) 河川斷面樁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頭城) 河川斷面線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豐濱) 主要河道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雙溪) 河道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蘇澳) 近海水文氣象站 

座標對位影像五萬分之一分幅地質圖 (蘭嶼) 近海水文海氣象觀測站 

氣象資料 近海水文潮位站 

地震資料 雨量站 

海象資料 海氣象資料浮標站 

堤防或護岸 海堤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圖資項目 

交通部觀光局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土地使用分

區圖 96202069 滁山西部彩色正射航照影像 

交通部觀光局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五千分之一

地形圖 96201061 安東山(四)彩色正射航照影像 

交通部觀光局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轄區範圍圖 96201062 安東山(一)彩色正射航照影像 

交通部觀光局北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工程計畫表

圖 94192054 山上彩色正射航照影像 

132 種作物適栽等級分布圖 96203016 丹大(二)彩色正射航照影像 

農地自然生產力等級分布圖 94191072 茄苳腳彩色正射航照影像 

自然資源與生態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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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項目 

農地重要性等級分布圖 95214074 甲南彩色正射航照影像 

重要農業生產區 95214070 泰安彩色正射航照影像 

重要農業設施分布圖 96183023 彩色正射航照影像 

養殖漁塭分布圖 中部地區農村聚落建設區圖 

漁港位置圖 全省子集水區範圍圖 

林務局林班圖 全省山坡地土地利用現況圖 

國有林土地利用型圖 (原始版) 全省山坡地土地利用現況索引圖 

土壤調查 － 森林土壤型圖 全省山坡地土壤圖 

林小班圖 全省山坡地土壤索引圖 

森林遊樂區範圍界 全省次集水區範圍圖 

保安林分佈概略圖 全省集水區範圍圖 

林道分布圖 全省農村綜合發展規劃區圖 

自然保護區 全省九十七年度土石流潛勢溪流圖(TWD67) 

自然保留區 全省九十六年度土石流潛勢溪流影響範圍圖(TWD67)

野生動物保護區 全省九十三年度崩塌地範圍圖(TWD67)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全省九十七年度土石流潛勢溪流圖(TWD97) 

稻作分布圖 全省九十六年度土石流潛勢溪流影響範圍圖(TWD97)

林地土壤圖 全省九十三年度崩塌地範圍圖(TWD97) 

臺灣野生動植物分布圖  

環境品質資料庫 

圖資項目 

土壤 319 公頃_調查區一公頃 飲用水水源水質取水口 

土壤 319 公頃_調查採樣點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位置圖 資源回收場所 

水污染管制區 廢棄物回收處理業 

交通噪音監測站 機車定檢站 

垃圾掩埋場位置圖 環評_水質監測站 

垃圾掩埋場復育場址 環評_地下水監測站 

垃圾掩埋場範圍圖 環評_空氣品質監測站 

河川水質監測站 環評_噪音振動監測站 

空氣污染防制區 環境用藥工廠 

空氣品質區 環境用藥販賣 

空氣品質監測站 環境噪音監測站 

環境品質資料庫 

圖資項目 

流域_集污區 環境檢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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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域_集污區排入點 總懸浮微粒測站 

病媒防治業 區域性地下水水質測站 

焚化爐煙囪位置 空氣品質測站 

焚化爐廠區範圍 噪音人工測站 

紫外線測站位置 固定污染源 

社會經濟資料庫 

圖資項目 

警政署各縣(市)警察(分)局暨所屬分駐(派出)所點資

料  臺中市警察分局轄區範圍 

新竹市工商資料 臺中市派出所轄區範圍 

交通網路資料庫 

圖資項目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路網數值圖 臺中市公車路線 

臺中市站牌  

土地基本資料庫 

圖資項目 

地籍圖 潮間帶地形圖 

地段圖 國土利用調查圖 

地政事務所轄區圖 地籍圖 

一等控制點 大漢溪河川圖籍 (DWG), 計 77 個檔 

二等控制點 南崁溪河川圖籍 (DWG), 計 4 個檔 

三等控制點 老街溪河川圖籍 (DWG), 計 14 個檔 

四等控制點 社子溪河川圖籍 (DWG), 計 43 個檔 

一等一級水準點 茄冬溪河川圖籍 (DWG), 計 26 個檔 

一等二級水準點 新竹市建物套繪地籍圖 

五千分之一相片基本圖向量 GIS 檔 (去等高線) 新竹市地籍圖 

五千分之一相片基本圖向量檔 (非密圖、去等高線) 臺南市一千分之一土地使用分區圖 

兩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臺南市六千分之一土地使用分區圖 

五萬分之一地形圖  

公共管線資料庫 

圖資項目 

一般電信系統管線 給水系統管線 

一般電信系統孔蓋 給水系統孔蓋 

軍訊系統管線 雨水系統管線 

軍訊系統孔蓋 雨水系統孔蓋 

公共管線資料庫 

圖資項目 



 360

警訊系統管線 供氣系統管線 

警訊系統孔蓋 供氣系統孔蓋 

有線電視系統管線 輸油系統管線 

有線電視系統孔蓋 輸油系統孔蓋 

供電系統管線 汙水系統管線圖 

供電系統孔蓋 系統孔蓋圖 

基本地形圖資料庫 

圖資項目 

日治時期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影像資料庫 高雄縣門牌號碼及其位置圖 

日治時期五萬分之一臺灣地形圖影像資料庫 屏東縣數值地址門牌位置調查資料 

日治時期十萬分之一臺灣地形圖原圖影像資料庫 94 年度台東縣一千分之一數值地形圖 

日治時期五萬分之一番地地形圖原圖影像資料庫 臺東縣門牌號碼及其位置調查暨系統 

臺灣地區五萬分之一地形圖影像資料庫 一千分之一數值航測地形圖 

日治時期二萬分之一臺灣堡圖影像資料庫 花蓮縣門牌號碼及其位置查詢系統 

金門縣千分之一數值地形圖 建物門牌位置 

金門縣 1/5000 正攝影像圖 新竹市道路中心線 

1000-DTM 數值高程模型 新竹市門牌 

重要地標圖 新竹市地標 

一般地標 新竹市區界圖 

縣市界 新竹市建物圖 

鄉鎮市區界 新竹市街廓圖 

街廓 新竹市里界圖 

學校 臺中市千分之一索引圖(TWD67) 

公園  臺中市千分之一索引圖(大坑地區)(TWD97) 

地址門牌  臺中市水系中心線 

消防分隊  臺中市水系面 

千分之一數值航測地形圖 臺中市正射航照影像(TWD67) 

國道快速道路 臺中市正射航照影像(TWD97) 

道路 臺中市地標圖(TWD97) 

鐵路 臺中市地標圖(TWD67) 

高速鐵路 臺中市里界(TWD67) 

捷運 臺中市門牌號碼圖(TWD97) 

港口 臺中市門牌號碼圖(TWD67) 

公車路線 臺中市建物(TWD97) 

公車站牌 臺中市建物(TWD67) 

基本地形圖資料庫 

圖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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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 臺中市特殊道路-鐵路(TWD97) 

消防栓 臺中市特殊道路-鐵路(TWD67) 

桃園縣門牌位置 臺中市特殊道路不含鐵路(TWD97) 

重要地標圖 臺中市特殊道路不含鐵路(TWD67) 

道路中心線 臺中市區界(TWD97) 

水系 臺中市區界(TWD67) 

建物 臺中市植物覆蓋(TWD67) 

一千分之一數值地形圖 臺中市植物覆概(大坑地區)(TWD97) 

都市計畫區千分之一地形圖 臺中市道路中心線(TWD97) 

門牌 臺中市道路中心線(TWD67) 

一千分之一地形圖 臺中市道路交叉點(TWD97) 

門牌位址資料 臺中市道路交叉點(TWD67) 

地標資料 臺中市道路面(TWD97) 

門牌資料 臺中市道路面(TWD67) 

建物框線資料 臺中市道路面(不切路口)(TWD97) 

道路中心線 臺中市道路面(不切路口)(TWD67) 

道路街廓 臺中市 59 年地形圖影像 

雲林縣門牌 臺中市里界圖(TWD67 物流版) 

門牌查詢 嘉義市一千分之一都市計畫數值航測地形圖_TWD97 

地標查詢 嘉義市數值地址門牌位置調查資料_TWD97 

建物查詢 臺南市一千分之一數值地形圖 

街廓查詢 臺南市六千分之一數值地形圖 

道路中心線 臺南市地標資料 

數值高程模型 臺南市門牌位置資料 

都市計劃樁 臺北市一千分之一數值地形圖 

都市計劃使用分區 臺北市土地利用潛力圖 

都市計劃範圍 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控制點 臺北市山坡地範圍圖 

建物 臺北市山崩潛感圖 

道路 臺北市工務局地標檔 

道路中心線 臺北市地質災害分佈圖 

既成路網中線 臺北市寺廟位置圖 

道路名稱 臺北市里界圖 

水系 臺北市坡度分析圖 

水系中心線 臺北市門牌位置數值資料 

基本地形圖資料庫 

圖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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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體 臺北市神壇位置圖 

高壓線路 臺北市區界圖 

植物覆蓋 臺北市教會位置圖 

等高線 臺北市登記工廠分佈圖 

獨立標高點 臺北市數(值)化地籍圖檔 

門牌資料 臺北市環境地質圖 

1/1000 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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