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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土地使用地理資訊系統之研究
一以台南市第例

鄒克萬*

A Study on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for Urban Land Use 

一A Case Study of Tainan 

by 

Keh-Wann Tzou * 

摘 要

土地使用現祝賀料是擬定各種空間計畫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料，故於擬定空間計畫之前，通常均得花費龐大的人力與物

力來進行現況調查 。 但因現況資料量常很多，傳統的人工處理技術無法非常勝任，以致對於現況只能加以簡單敘述性地說

明及統計，同時土地使用的分類系統也因被過度簡化，而無法多目標使用，以發揮最大的效用;並且因資料無法長期保存

，故難以應用於環境監測與未來時間縱斷面的詳細比較研究，實在殊為可惜 。

近年來，由於地理資訊系統軟體、硬體設備的日趨成熟，應可研究這項新的技術來改善土地使用現況資料的處理、分

析與應用 。 有鑑於此，本研究乃以台商為例，嘗試進行都市土地使用地理資系統建立之研究 。

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 (一)都市土地使用分類系統， 的土地使用資料處理系統的規畫與設計，目資料庫整合技術與圖庫

管理系統之分析與設計， (1四)系統應用等等。

ABSTRACT 
The land use data is a basic for determinimg a spatial plan, and the land use investigation before planning re

quires the expenditure of much money and effort. Due to the limit of traditional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cess 

the great volumes of land use data, the items of investigation and the categories of land use were all simplified, 

thus the results of processing were too simple to be effectively used. Besides, the data couldnt bestored for long, 

its not easy to apply for a continuous comparision on monitoring the environment. Recently, a new technology, 

known as the geographicinformation systems, has been developed, which can effectively be used to improve the 

proces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land use dat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ntends to establish a geographicin

formation system for urban land use in Tainan. The study consists of four parts : part one is to explore the system 

of urban land use categories ; part two is to plan and design a system for processing the urban land use data ; part 

three describes the technology of integrated data-base, and designs a system for managing the map-base ; finally 

in part four , functions of this system are dr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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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調查計劃

﹒調查項目、方法設計
.調查表格設計

﹒調查蝙時設計

﹒調查結果整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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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流程圖

的系統之應用:根據土地使用地理資訊系統實際建立的成

果，探討其應用分析方法與功能，並以實例展示其部份

效果 。

制結論與建議。

二、都市土地使用分類

自有土地使用調查以來，有關土地使用分類的問題便

一直困擾著研究者與專業者，迄今恐怕仍未有最佳的答

案 。 這種情況的發生大概可歸因於如故三點:

(一)學術領域不同時，關心土地使用類別的焦點便有所差異

，自然造成分類的不同;例如美國地質調查所 ( USGS 

) 與我園地政機關所採用的分類芳法便不一樣，前者由

航測或衛星遙測的觀點，將土地使用分成九大類， 其'1'

都市或建成地進一步可再細分成表 1 所示;而我國地政

機關則依土地行政管理的觀點，只將土地使用分成四大

類，如表 2 所示。

(二)即使可歸屬於同一學術領域，也常會因研究人員出發點

l 現況土地使用編時表 |

! 調查表格再整理 | 

| 土地使用資料謝富 | 

圖 1

土地使用現況資料是擬定各種空間計畫不可或缺的基

本資料，故於擬定空間計畫之前，通常均得花費龐大的人

力與物力來進行現況調查 。 理論上對於這項寶貴的資料應

該予以有效的應用，但是對於範圍較大的都市而吉，現祝

資料量很多，傳統的人工處理拉術無法非常勝任，以致常

被侷限於只能敘述性地說明及簡單的統計，土地使用的分

類系統也因而被過度地簡化，無法多目標使用，導致花費

不貴的土地使用現況調查資料無法真正如預期般地發揮最

大的功能，以輔助空間規劃上的決策 。 此外，傳統的處理

方法均提用人工繪圖，因紙張不易保存，幾吹查閱後，便

可能已破損不堪，故無法長期保存做為環境監測與未來時

間縱斷面的詳細比較研究，實在殊為可惜 。

近年來，由於地理資訊系統的軟體、硬體設備日趨成

熟，應可研究這項新的技術來改善土地使用現況資料的處

理、分析與應用 。 有鑑於此，本研究乃以台商市為例，嘗

試發展都市土地使用地理資訊系統 。 研究的重點包括都市

土地使用分類系統和都市土地使用地理資訊系統之分析、

規劃、設計與應用......等 。 整個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幾

個主要步驟包括:

←)文獻回顧與檢討:本階段著重於有關土地使用分類方法

，土地使用調查內容與資料處理技術方面文獻的回顧與

檢討，以策定本研究之研究設計的參考 。

(斗擬定適當的調查計畫與土地使用分類系統 :針對上一階

段檢討的結果，擬定土地使用資料調查蒐集計畫，期使

調查的成果可供建立多目標都市土地使用地理資訊系統

之需 。

(司實地調查:包括基本闊的套繪與現場的實地調查 。

(的土地使用資料處理方法的規劃與設計 :因為國內迄今尚

未有過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來處理四十萬筆土地使用現況

的經驗，所以如何配合資料特性、系統環境及目標來規

劃設計並測試處理方法，是本階毆最重要的研究重點 。

因資料的實際處理:根據上一階駝的研究成果，將基本處

理工作交由低價位的個人電腦來進行，其中文數字部份

配合 DBASE+資料庫系統來處理，圓形部份則配合

AutoCAD 繪圖系統來數化 。

(六)資料庫整合技術之探討:透過網路系統將文數字資料庫

與圓形資料庫整合在 ARC/INFO 地理資訊系統工作

站上，而此工作站則採用 SUN4 SPRACn 硬體設備。

伯國庫管理系統之分析與設計:由於圖量高達四百張，而

基本處理分析單元又小至戶，在這種狀況下，需要經由

詳細的分析後，再設計良好的圖庫管理系統，否則極易

發生錯誤，未來系統應用時的效率將十分低落 。

一、前

4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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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USGS 都市或建成地細分額表

第一級 第二級

口 :; ;業及服; l
H 13 工業 |

14 交通及
運輸設施

15 工商業
混合區

16 都市混合

或建成地

17 其他都

或建成地

第三級

上的差異，而導致有不同的分類芳法，例如興大都研所

之土地用分類方式 ( 辛晚教. 1982 : 96 ) 便與內政部營

建署所訂者 ( 李明山. 1988 : II 一2/ 12 )大不相同 。

臼由於調查資料量通常隨分類1ï法的細緻化而大量增加，

可能使得傳統的作業處理方式難以負荷，故研究者常因

其可以負荷的程度不高，而勉強接受大分類的調查方式

，導致其應用價值降低很多 。

因此，現行圍內所採用的都市土地使用分類方法，似

乎有些混亂，令人容易感到無所適從 。 對於都市及區域規

劃者而吉，雖然不同的分類芳法各有其特色，但從標準性

、商業性及工業空間規劃分析要求等觀點來看，這些分類

方法仍有如t欠三項共同的缺點 :

(一)分類及編碼方法自成一格，無法與全國最正式的樣準

一一「 中華民國行職業分類標準 J 連繫在一起，使得地

區間的比較研究與一些深人的關連分析不易進行 。

(斗對於都市及區域規劃者而吉 ，商業空間的區位結構特性

是商業系統規劃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料，但是一般對商業

及服務業的分類並未能考慮其中心性 ( Centrali ty ) 與

區位特性 ( 鄒克萬. 1987 )。

臼隨著環保意識的抬頭，對於工業空間的分析通常都必須

包括工業污染分佈的探討，以便適當地調整工業區位與

改善都市環境品質，可是一般對工業的分類也未能從工

業污染程度的角度來考慮，以致其結果很難進行這芳面

非常重要的研究 。

有鑑於此，未來都市土地使用分類系統的重新研擬，

應該將上述三個問題的解決觀點納人其中，以便都市土地

使用現況的調查資料能夠更加符合規劃者的要求 。

針對上述都市土地使用分類不理想的地方 ， 本研究以

台商市為例，重新設計一套都市土地使用分類系統，並加

以實地調查，調查所得的資料，則供下一階康發展都市土

地使用地理資訊系統之需 。 新分類系統與調查內容的構想、

乃著眼於:

(一)在住宅芳面建立房屋型態及結構分類之別類資訊，建立

都市更新地區選定的參考資料，以提供對於居住及生活

環境品質的相關 。

(斗在商業芳面考慮不同商業型態之中心性，並表示各種批

發、零售、儲存，以反應商業服務機能及規模之差異

性 。

目根據不同工業之污染程度評價以做為類別區分的標準，

藉以表示產品製造或工業處理不同使用並掌握都市產業

公害之可能空間分佈情形 。

倒就公共及半企共服務機能的分類，以表示各種福利設施

之服務及不同休憩遊樂設施之空間分佈型態 。

個明確的定義調查單元的規模，使其在空間單元上延伸至

建築物各樓層的客戶，不同於以往的平面及大空間單元

調查，如此可建立三度空間的立體土地使用型態，透過

立體的土地使用活動強度分析及高度發展分析，可以確

實掌握不同土地使用型態之容積率分佈狀況 。

的建立個別單獨建物之蒙引系統，使其能經由索引鍵值查

詢個別建物的使用狀況，並且配合學棟、街廓、里、規

劃分區、行政區界以至於全市等不同空間單元的土地使

用狀況及容積率，都能透過地理資訊系統之運作得到 。

結果將都市土地使用計分為住宅、 一級產業、製造業

、金屬及非金屬製造修配業、水電燃氣、營造業、批發、

零售、餐旅、運輸、金融服務、社會及醫療保健、個人服

務業及各項公共設施等十大項及 300 種細分類，應足可提

供都市結構.. . .. .等方面之深人研究，如表 3 所示。

三、土地使用資料處理方法

回顧國內先前所發表的各種都市土地使用調查及分析

報告，可以發現除了台中市土地使用調查 ( 施鴻志、鄒克

萬. 1988 ) 曾採用簡單的地理資訊系統 ( MAP ) 協助處

理外，其餘仍分別採用下列三種傳統的調查、處理1ï法 :

←)人工資料處理方法

本階段乃以人工的芳式，對於各類型土地使用資料，

如住宅、商業等土地使用面積及性質資料，以方格紙或求

積儀的芳式求得，並以檔案表格方式統計，由於資料暈龐

-21一



表 2 我國地政機關之土地使用分頭表

大 分 類 分 類

建築用地 建:房屋及其附屬之庭院、園園、一切墓地均眉之 。

雜:自來水用地、運動場、紀念碑、練兵場 、射擊場 、 飛機場

、砲台等用地及其他不屬於各地目之土地均屬之 。

祠 : 祠廟、寺院、佛堂、神社、教務所及說教所等均屬之 。 但

兼作住宅或家廟則不在此限 。

鐵 : 車站、車庫 、 貨物庫及在車站內之站長、 車長等之宿舍等

均屬之 。

公:公園用地 。

墓:墳墓用地 。

直接生產用地 田:水田I也

* 旱田地

林 : 林地、林山均屬之

養:魚、池

牧 : 牧畜用地

礦:礦泉地，但限於湧泉口及其維持上必要之區域

單:製鹽用地

地:池塘

交通水利用地 線:鐵道線路用地

道:公路、街道、街巷、村道、小徑等及公用或公共用之鐵道

線路均屬之

71<: 埠圳用地

溜:灌溉用之塘、湖、沼澤

溝:一切溝渠及運河屬之

其他土地 堤:堤防用地

原 : 荒蕪未經利用及已墾復荒之土地均屬之

一位一



表 3 部份分額編碼表

土地使用頡別 編號及使用說明

住 0100 住宅
0200 興建中

宅 。300 空屋
1100 農 如:水、早田 ， 果、菜園，苗園 ， 開藝、花卉等

- 1200 林 如:造林業、特殊林木經管業，仗木業

級 1300 畜牧 如:家畜，家禽飼養，牧場

產 1400 魚 如 - 魚、嘿，釣魚場，釣蝦場

業 1500 盟 如:鹽田，製鹽場

1600 礦 如:金屬及非金屬礦業

食 202 食品加工業 :21. 乳罐叫頭品製食品造品口業製制造自業
n口口 5 脫麵f可守食水ι均毛快浸主京主培鬥讀n譜製食"""造品正主業歹製奪之造業

製 203 製油、睡米及製粉業 ;毒品也握繁重蓋茶
2040 製糖業

造

業 206 食品能料製造業 21.. 味其精他製調造味業品製造業

207 飼料配置業

2090 其他食品製造 如:粉條擷食品 ， 雜項食品製造業

2110 飲料製造業 如:酒額體造配置業 ， 啤酒製造業，不含酒精飲料製造業

2120 菸草製造業

220 紡織業 21 .. 紡印染織整品理製業造業(如:棉毛絲，再生及合成纖維業，針織 〉
2300 成家及服飾品製造業 如:成家製造業，製帽業，紡織鞋製造業等

240 莓，毛皮及其製品製 i3 :. 畫皮畫鞋堂及皇其室旭品皮製革造製警口口製造業
jJt I 1 1. 文蓋其 ' 康發草 用品批發業
發 612 批發三 3 業業 9. 批批器 發(6104-6123 以外)

1. 零產 售業

零 620 零售一 5 

6 . 品品， 零零捕售售火業業劑等(如零香售料) ，食用及工業添加劑，粘料
87 .. 售品業零(J%)也售業(含美容器材零售)

售 - 4 2 3. 零零EiE學l 各含家種木用炭器中血西，藥煤零品球售醫業, 碩療材油料零零售售) ) 

621 零售二 5. 料零售)

i 基E ii草工業及醫療周儀器誼編輯〕
1. 文首聞其< 瞳書售 用品零售業2. 

622 零售三 3. 揖拉 9 售f 業=f~þ..日開產製品， 廢品，宗教用品等零售〉
來 6210-622、、3言，以←31l外1直苟)1白，趕

623 B貨公司及超級市場業 231 . 超百小級百貨市公貨司場行業業
6300 國際貿易業 凡從事國際間商品貴資而有交易行為之行業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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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精度低且無法至最小的建築調查單元，依街廓或不同

行政分區等規劃分析單元，分別統計所需的土地使用資料

，因此對規劃研究之時效性與應用性不大 。 就圓形而吉，

則以調查所得資料，用人工方式繪製於基本國上 。 採用本

法所處理的資料，僅限於平面之資料，而未有三向度空間

之觀念。

口初期電子資料處理法

本主T法各類土地使用資料的獲得，乃以數位版來替代

人工統計，因此資料精確且速度快;然仍缺乏資料庫管理

系統的運用，使得各類型土地使用資料亦僅限於地面厲的

土地使用分析歸類 。

目三向度資料處理方法

本資料處理芳法，擴展了二向度之資料型態，而進入

三向度之空間土地使用型態 。 土地使用資料庫之建立與管

理，使得土地與建物資訊之取得，均可透過資料庫分別統

計依街廓、行政區界等單元的地面層、 二層、 三層等立體

的土地使用狀況 。 然而，本方法之圓形資料尚無法與資料

庫真正密切地結合，故分析功能十分有限 。

至於台中市土地使用調查中 ，因為 MAP 僅具有地理

資訊系統雛形的功能，所以尚難真正被號稱為地理資訊系

統技術處理的首宗個案，不過該項系統設置成本低，操作

簡易，尚適合財政困窘的地方政府於過渡期間使用 。

地理資訊系統的觀念萌芽於 1960 年代，由幅員廣大

，人才不足的加拿大首開先河 。 加拿大的先例引發許多大

學及政府機構的興趣，然因電腦周邊設備昂貴，道發展出

成本較低的方格式資料結構，取代向量式結構 。 方格法的

主要缺點就是資料的精確度受到網格大小的限制，但在電

腦程式的撰寫上 ，比向量法容易 。

七十年代地理資訊系統的發展，依其應用的古向，大

略可分為兩類， 一類是以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為主要目的，

重棍多層資料重疊分析之能力 ，方格法能提供快速的資料

重疊功能，故多為此類系統採用 。 另一類應用以處理地籍

圈，公共設施管線分佈圖等為主，要求的精確度較高 'lf

格式系統顯然不能滿足需求 。 此類系統乃採用電腦輔助設

計及繪圖 ( Computer Aid Design and Drafting, CADD 
) 的架構，但缺乏空間分析的能力是此類系統的基本缺

陷 。

八十年代初期，地理資訊系統發展有了一些較重要的

突破，例如 1981 年 ESRI 公司發展的 ARC/INFO 系統

，順利將向量式圓形系統與資料庫管理系統結合在一起，

使高度精確性的繪圖系統也有強大的空間分析能力 。

目前己有許多的地理資訊系統相繼推出，其中較著名

者也有七、八種之多，不過仍以 ARC/INFO 的空間分

析功能較完整些 ( 孫志鴻， 1989 )。 透過地理資訊系統，
可草將土地使用現況的圓形資料與屬性資料密切地整合在

一起，使都市土地使用現況資料發揮其應有的分析效用 。

雖然地理資訊系統是一種非常好的工具，但是仍有些問題

存在，包括價格昂貴，不同國幅按合會產生的國邊建物查

詢拉術問題，輸入資料錯誤不易查核等問題 。 因此，本研

究針對都市土地使用資料的特性、系統環境的狀況與目標

，深人分析與規劃設計資料處理系統 。

土地使用資料的內業整理主要可分為土地使用屬性資

料庫的建立、調查圓形資料庫的建立及資料庫整合等三個

階扭 。 其中土地使用資料庫在以樓層、家戶為調查單元的

考慮下，資料的規模變得非常龐大 。 另外，圓形資料庫則

以 1/1200 航測地形圖為輸人得基本圈，因而圓形與屬性

資料的建立都需要龐大的人力，所以資料系統的建立如果

全部以專業性非常高的地理資訊系統來規劉 ，則必形成極

大的瓶頸，而且人員的訓練、流動將會干擾規劃作業的進

行 。 因此經由對硬體架構的分析、軟體資料交換能力評估

及介面程式的發展能力後，研擬採用 PC 與繪圖工作站聯

合作業的方式來解決資料建立的瓶頸，其作業流程如國 2 . 

所示 。 主要目的則在於以低價位的 PC 及人員養成容易的

PC 軟體-建立大量的平行作業網路，並經由介面程式轉換

資料格式，再透過網路系統傳遞到高性能的繪圖工作站來

執行資料的二次處理及分析工作，以使人力及資源的調度

能得到最佳的定位，將經費預算及時間的限制降至最低，

並可透過圓形資料與屬性資料未來相互檢核的方式來減少

人為誤差 。

圖 2 台南市土地使用調查資料處理流程

(→土地使用艾數字資料庫之建立

台商市土地使用現祝賀料約40萬餘筆，全市約有近

18MB ( 18 MiIlion bytes ) 的資料量須進行處理，數量可

謂相當龐大，其資料處理過程說明如下:

1.土地使用資料庫格式之建立

利用 DBASE m PLUS 建立交談式資料建檔系統，
以簡化輸人之人工作業並降低失誤的產生率，土地使用現
祝資料庫之格式參見表 4 。

2. 資料的編碼

調查回來之資料，依前述之格式，以每一張國幅為單

位進行編碼 。

3. 資料的輸人

編碼完成之資料，亦以一張國幅對應一個檔案進行輸

人，以便同一國帽的屬性資料能與圖形資料的建構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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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地使用資料格式

欄位名稱 你j位型!$

里編號 ( 弓~7C
圖號(1) 字元
圖號(2 ) 二j己7ζ

街廓編號 ;一子兀一
建物編號 子一兀一

樓層 子于兀一
戶別編號 字元

土地使用類型 子兀
不同使用比例 數字

建物型態 (刁~J一E 

建物結憶 刁<-7C

違建比例 做字
實際使用比例 做字

基地面積 U1J(宇

欄位長度

3 

3 
3 
2 
2 

4 

4 
4 

10 

錯誤帽掛月

l 宛撮合點

2.稅金齡
3.精告到觀

4.鸝掛
5.橄
6.多邊形菊詮餌合

7.第都習揖蠱

圍 3 初步數化完成之原型圍

A 
。口

4. 資料的除錯

|悶位代lin;

只2

!\lJ 
:\112 
S 
B 
F 
H 

λ 

ßF 
BS 
IR 
PS 

八 l主E\

由於資料編碼及輸人過程中難免會有錯誤 ， 故必續對

每一項資料進行除錯工作，除錯原則為 :

(1)由於文字資料編碼有一定的範圍，故以各文字資料

編碼範圍瑪依據 ， 找出不在該範圍之資料，即可得

出錯誤所在進行修改 。

252 '0<021 

人)一一
圍 4 各調查建築單元編碼

f三言論系國
註: 252404021 

2524 園幅號
04 : i封那個是

021 :建物號

(2)由於數字資料編碼設有間定的編碼範閣，故以找出

數字資料較一般數值過大或過小之資料，進行比對

及除錯 。

(3)漏打的資料可以由各國幅所包含之資料總筆數與已

輸人的資料總筆數核對而得。

(4)對於各資料欄位彼此之相關性作檢查 ， 女日樓層與面

積的相互核對 。

(5)對於欄位資料漏打，可經由逐欄檢查是否為空白

得 。

(6)除錯工作以分國帽，由多部個人電腦進行 。

口圓形資料庫的建立

整個圓形資料的建立流程可區分為原型關數化及原型

國婦輯，如國 3 所示者，是以現況套繪後之第二原圖為基

本間，經數位版之數化過程所產生的原國型，在初步完成

的原圓形上一般可以發現接合不良、掉線、重疊等失誤，

因此必須進行第二步驟的原形圖編輯以改正上述錯誤 。

在國型資料之建構過程 ， 除了圓形的數化外 ， 定必須

付予每一個建築調查單元一個編碼，如圖4所示，以此建

物碼為鍵值，可以任意與土地使用資料關連 ， 而叫不同顏

色顯示或圖形符號來反應土地使用資料庫的內容 ， 並同時

產生統計報表 ， 以達到單張國幅之屬性資料庫與國型資料

庫整合的目的 。



四、國庫管理采統之分析與設計

透過上述的整合程式後，單張圖幅之圖形資料已能與

其屬性資料做密切的結合，但是仍無法真正的使用，因為

經過分幅的地圈，僅是全市地圓的一部份，使用上常須配

合連結周圍相相鄰的土地，所以必須設計一套好的圖庫資

料管理系統，才能使分幅獨立儲存的資料，可在地理資訊

系統的使用上，將其規為連續全市圈 。

在 ARC/INFO 中，其國庫管理的基礎系統為一階

層狀的架構，如圖 5 所示;最上層為圓形庫定義檔 ( Lib

rary Defintion File ) ，記錄下的所有圓形庫;最下層萬

分層主題圓形檔 ( Layer ) ，聶各分幅單元之主題圈檔 。

圓形庫定義檔

﹒ l 分層圓形檔 N

圖 5 ARC/INFO 圓形庫管理架構圖

雖然 ARC/INFO 已有圖庫管理的基礎系統，但是

在使用上仍需研究者配合實際的需要，再進行有關的闢庫

管理設計，且此國庫管理設計之適當與否，嚴重地影響到

未來地理資訊系統之使用 。 尤其在本例中，台南市的分幅

地圖數接近四百張，故其設計上的影響更較一般情況重大

，所以不得不特別慎重 。

有鑑於此，本研究曾針對未來系統可能的使用者之使

用方式加以調查分析 ( 其中所採用的方法主要為檔案研究

法與調查訪問法 ) ，然後再根據此分析的結果，決定本研

究在分幅上仍應踩用原地圖分幅架構，但為配合建物與街

廓之查詢及設計，宜將原分幅地圖之邊界部份配合街廓的

完整性來調整，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分幅方式已不是原芳

格系統 。

分幅架構確立後，即可實際建立圖形庫系統，其步驟

如lX ( ES間， 198ν ) : 

1.建立全市分幅架構之索引圈 。

2. 安排各分幅之系統儲存空間。

3. 建立整個圖庫管理之架構 。

4. 將各土地使用現祝國檔安排到設計的圖庫管理系統

中 。

五、采統之空間分析功能

當完成上述的各項步驟後， 一個多目標、高功能的都

市土地使用現況地理資訊系統便已產生;透過這個系統的

基本空間分析功能 ( 如國 6 所示 ) ，例如拓樸重疊 (

Topology Overlay ) ，以屬性萃取圓形特徵 ( Feature 

Extraction by Attribute ) ，屬性處理 ( Attribute Pro
cess ) ._-_ ..等等，都市規劃者可以配合其需要來進行許多

的分析，表 5 所示者，即為本系統可提供的都市土地使用

基本分析及統計項目，國 7 至國 10 皆是本系統所提供的

實際成果之一。 當然，除了表 5 之外，使用者仍可經由系

統的基本空間分析功能，將上述資訊再進一步處理 。

圖 7 台南市土地使用分佈現況圖(圖號 M2154 ) 

圍 8 台南市建物型態分佈現況圖(圓號 M2154 ) 

戶
。

呵
，ι



(!)極度/極向 (SlρPE/ASPECT)

(即體積 (VOLUMN )

(8回D 還親 ( 3D-VIEW )

(4陣團總 ( CONT啞UR )

(5旭刊面 ( PROFILE ) 
(61肉抽預測 ( IMTER-POLATION)

111取冊 (DLSSOLVE)

間lI4峰( ELlMIN ATE ) 

111持區( DISTRICT ) I I 11濁掃特定的曹科 ( SELECTION ) 
(21車，短網路 ( ROUTE) I I (卸責科告掛 ( RELATE/ JOIN ) 
(31網絡時矗 (ALωCATE ) 1 1(31直研計算 ( UPTATE/CALCULATE )

(4I1 NFO 11式

(!)剪輯 (CLIP)

{卸去除( ERASE) 
(31轍定 ( IDENTITY)

(4 1吏，且 ( INTERSECT ) 
(51持制 ( SPLIT) 
(61告畔 (MAPJOIN)

(71聯單( UNION) 
(81區斬 ( UPDATE)

圍 6 基本空間分析功能圍

圍 9 台南市建物分佈現況圍(圍號 M2154 ) 

圍10 台商市違建物分佈圖(圖號 M2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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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一)都市土地使用資料如果能夠藉助地理資訊系統來儲存、

管理、分析與展示，將可有效發揮其應有的價值，以提

升空間管理與規劃的品質 。

(二)欲建立一個較佳的都市土地使用地理資訊系統之前，必

須先對其關鍵的準備工作加以深人的探討分析，包括:

土地使用的分類方法、調查作業的設計及地理資訊系統

的規劃與設計......等等 。

目根據本文案分析的結果顯示，現行的土地使用分類方式

可能須要配合當前規劃需求與環境的改變而調整，調整

的角度建議有三 :

1 分類系統宜儘量配合較標準的“中華民國行職業分類

標史學以利未來較深人的比較分析;

2. 商業及服務業之細分類宜注意其中心性的位階 ，以利

未來商業空間的系統分析;

3. 工業之細分類宜考慮其污染程度的大小，以使現況資

料足以反應污染分佈及程度 。

(的由於都市地價昂貴，建築物向空中發展的趨勢非常明顯

，此種狀況下，土地使用調查己不適宜侷限傳統的平面

調查，而應進一步擴展到三度空間的立體調查，如此的

調查結果方足以反應真正的土地利用現況 。

間對於大都市而吉，其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的資料數很多，

以台南市為側，資料筆數即達 40 萬筆，此時必須考慮

不可完全依賴高價位的工作站來處理 ; 最佳的芳式乃是

採用本研究的方法，以低價位的個人電腦工作站分別處

理屬性及國形資料 。 然後再透過網路系統在高功能的工

作站中整合 ( 如 SUN4 ) 。 這樣的處理技術可有效降低

處理的成本 。



(六)由於資料量大，傳統輸人法的檢誤工作不易落賀，但如

依本研究的方式，採取圓形與屬性分別由不同人員輸人

方法，則未來可利用屬性資料庫與圓形資料庫整合的機

會，進行資料相互檢查，有效提高資料的可靠性 。

的同樣的，因為資料量大的關係，需有一套高效率的電腦

系統來處理，而且要具功能完備的基礎軟體，因此系統

的設置費用較為昂貴，但展望未來，費用應可逐較降

低 。

表 5 都市土地使用基本分析及統計項目表

處 理 空 間

統計分析項目
街廓 里 行政區

土地闖關程度 V V V 

住宅使用建物總數 V V V 

住宅使用墓地面積 V V V 

住宅使用建物面積 V V V 

住宅使用1至被率 V V V 

l商業使用遞物總數 V V V 

商業使用墓地面積 V V V 

的2能使用迎物面積 V V V 

商使用容積郁 V V V 

工業使用建物總數 V V V 

工業使用墓地面積 V V V 

工業使用建物面積 'v V V 

工業使用容積率 V V V 

住宅建物型態別總數 V V V 

住宅建物型態別面積 V V V 

住宅建物結構 V V V 

商業建物型態別總數 V V V 

商業建物型態別面積 V V V 

商業建物結構 V V V 

工業建物型態別總數 V V V 

工業建物型態別面積 V V V 

工業建物結槍 V V V 

一、二、三產業用地面積 V V V 

產業細分類建物面積 V V V 

產業細分類用地面積 V V V 

產業細分類總數 V V V 

農業用地面積 V V V 

公共設施闖關面積 V V V 

進建面積 V V V 

註 : 打V係表示該項目可處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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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使用國分幅管理時，宜配合街廓形態，調查分幅地

圓的邊界，以利使用者進行建物及街廓的查詢、統計與

分析 。

。。我國宜考慮參照日本的方式，每隔五至十年進行一次全

國性的都市土地使用調查，並全面建立都市使用地理資

訊系統，以便空間規劃者能夠有效掌握我國都市土地使

用的狀況，提升管理、規劃與決策的品質。

學 7c 輸出的結果
鞠化為

以單元墓地 空間
所組合成的 表格

統計閩
任何區分 分{布國

V V V V 

V V V V 

>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一一一一

V V V 
←一一一一一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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