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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國土利用監測整合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UR-10801) 

會議名稱 需求訪談會議 中部場 

與會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國立中央大學 

會議時間 108年 3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會議地點 經濟部水利署中辦 5樓第 5會議室 

 

會議名稱 需求訪談會議 北部場 

與會人員 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國立中央大學 

會議時間 108年 3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2時 

會議地點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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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訪談紀錄 

一、以高解析衛星影像辦理臺澎金馬地區國土利用監測作業 

# 需求討論項目 受訪對象 

1.1 每 2個月 1次監測頻率 

 1. 變遷通報期程確認 營建署及城鄉發展分署、

水保局、水利署 

決議 同意依執行團隊規劃辦理，唯變遷期別編碼原則建議於後續工作會議進

一步討論，是否於新年度重新規劃，希望未來能同時滿足以下需求 

1. 城鄉發展分署：因每 2 月 1 次與每月 1 次的監測頻率之計價方式不

同，希望能藉由期別命名識別出不同監測頻率類型，以利核銷經費 

2. 水保局：本局今年度已調整監測頻率至每月 1期，為提升各期別編碼

「所代表時間區間」及快速回應輿情處理等需求，要求調整既有期別

編碼模式；惟因各機關通報頻率尚存差異，及契約針對加頻、常態通

報圖幅之經費計價方式不同等因素，爰今年期別編碼暫不調整；然期

別編碼是否能「具識別性」，請執行團隊列案於後續工作會議提出討

論，俟凝聚共識後納為明(109)年期別編碼調整之參考 

3. 營建署：同意維持目前期別編法，而未來會研議否與水利署、水保局

一致通報頻率(每月 1次)，請執行團隊於新年度招標作業前(約 8月)，

提供本年度衛星影像接收情況、水利署與水保局高頻施作成效等資

料，以供評估 

2. 變遷回報、稽催期程確認 營建署及城鄉發展分署、

水利署 

決議 同意依執行團隊規劃辦理 

3. 通報單位範圍確認與取得 

»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海岸地區特定區位許可核

准案件」監測範圍、通報單位及回報機制 

»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自然海岸之陸域範圍及潮

間帶」監測範圍、通報單位及回報機制 

營建署及城鄉發展分署 

決議 1. 監測範圍調整 

（1） 自然海岸之陸域範圍及潮間帶：刪除「潮間帶」範圍 

（2） 新增「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範圍」 

2. 「海岸地區特定區位許可核准案件」、「自然海岸之陸域範圍」範圍圖

已提供給執行團隊，若變異點落於該範圍內，則通報至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查報作業，並副知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3科 

1.2 辦理海岸線及海域區監測作業 

 1. 變遷通報期程確認 營建署 

決議 同意依執行團隊規劃辦理，惟最後一期影像獲取期間應修為 108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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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遷回報、稽催期程確認 營建署 

決議 同意依執行團隊規劃辦理 

1.3 因應各機關監測需求提高監測頻率 

 1. 變遷通報期程確認 水保局、水利署 

決議 同意依執行團隊規劃辦理 

2. 變遷回報、稽催期程確認 水利署 

決議 同意依執行團隊規劃辦理 

二、辦理國土利用監測整合資訊網（含行動智慧裝置加值應用 APP軟體）功能維護、

更新及擴充 

# 需求討論項目 受訪對象 

2.1 整合系統功能之擴充 

 1. 建置國土利用現況土地覆蓋調查成果展示及查詢系統規

劃確認 

營建署及城鄉發

展分署 

決議 同意依執行團隊規劃辦理，未來若有需要進一步分析，請執行團隊配合

提供實體成果之圖資 

2.2 整合系統功能之維護 

 1. 相關圖台網站的共用底圖將全面改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之需求確認 

營建署及城鄉發

展分署 

決議 請執行團隊確認整合系統的所有圖台皆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底圖，並

設為預設顯示的底圖 

2. 國土監測查報 APP：iOS開發者帳號移至營建署 營建署及城鄉發

展分署 

決議 建議 iOS開發者帳號仍維持在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3. 水利署「河海區排管理系統」原介接機制確認 水利署 

決議 系統僅更名為「河海區排管理系統」原介接機制無異動 

4. 水保局「山坡地管理資訊系統」原介接機制確認 水保局 

決議 原介接機制無異動 

5.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經營管理應用平台」資料交換

機制（資料項目、傳送時間及程序）確認 

水利署臺北水源

特定區管理局 

決議 未來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查報人員將移至「經營管理應用平台」回報

變異點，因此「國土利用監測整合資訊網」與「經營管理應用平台」的

介接機制將改以水利署「河海區排管理系統」介接模式為設計基礎，辦

理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轄管範圍內衛星變遷偵測通報與查報資訊交換

整合，惟改用 JSON格式，後續細節將再與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研擬 

2.3 資料整理之維護更新 

 1. 變異點標準內容確認 城鄉發展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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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討論項目 受訪對象 

決議 變異點標準欄位仍在審核中，請執行團隊於本年度仍依國土測繪中心於

105年度製定的版本匯出資料 

2.4 伺服器、儲存設備及系統建置於 GSN政府網際服務網租用維運 

 1. 移機至 GSN IDC北部機房之需求確認 

» 107年度負責租借及維運相關費用至 108年 6月 30日止 

» 108年度負責租借及維運相關費用至 109年 6月 30日止 

城鄉發展分署 

決議 同意移機至 GSN IDC北部機房，請執行團隊研擬於租約到期(108年 6月

30日)前辦理，並儘量避開變遷通報期間 

四、辦理監測加值應用 

# 需求討論項目 受訪對象 

4.1 辦理臺澎金馬國土利用現況土地覆蓋（land cover）圖及土地覆蓋變遷圖相關統

計及指標化分析 

1. 分析範圍需求確認 營建署 

決議 與去年度分析範圍相同 

2. 綠覆率、建成環境比率計算公式確認 營建署 

決議 沿用去年度，無須調整 

3. 各都市計畫區都市發展率分析及統計公式確認 營建署 

決議 沿用去年度，無須調整 

4. 可追溯年度與可取得的影像資料，提請討論 營建署 

決議 請執行團隊進一步研擬評估的參考方案，建議包含以下項目 

1. 依不同年度可取得的衛星影像，分析不同影像解析度的試作成果 

2. 若涉及需新購置影像，估算可能的經費 

3. 可試圖尋找公部門是否可取得免費的全臺衛星影像，例如，農委會 

4.2 辦理 107年度農地存量分析 

 1. 分析範圍需求確認 營建署 

決議 與去年度分析範圍相同 

4.3  非都市土地核准開發許可案範圍更新及分析 

 1. 全臺非都市土地核准開發許可案數量 營建署 

決議 會儘早確認予執行團隊 

4.4 既有工業區及園區土地開闢利用分析 

 1. 優先分析受理審議中案件之確認 營建署 

決議 會儘早確認予執行團隊 

4.5 建立歷年海岸地區衛星影像資料庫及海岸線變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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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討論項目 受訪對象 

 1. 13處侵淤熱點分析範圍需求確定 營建署 

決議 與去年度分析範圍相同 

2. 自然/天然海岸線損失比率名稱確定 營建署 

決議 配合永續會，全面更名為「自然」海岸線損失比率 

4.6 辦理尚未公告平均高潮線離島之海岸地區劃設（釣魚台、烏坵、太平島等） 

 1. 海岸地區包含近岸海域與濱海陸地，所需繪製之線段或面狀區

域為何 

營建署 

決議 同意依執行團隊建議，平均高潮線與潮間帶均劃設 

4.7 利用衛星影像判釋太陽光電板數量、規模及區位可行性評估研究 

 1. 期望作法與成果之需求確認 營建署 

決議 分析的方向可朝向（1）光電板分布範圍（2）核准與實際裝設的範圍比

對。請執行團隊先搜集經濟部已核准公告的設置範圍資料，再以衛星影

像檢核，初步可以 1.5 公尺解析度的衛星影像試作，以評估衛星影像判

釋太陽光電板的可行性 

4.8 以國土利用監測辦法（草案）規定先行試作相關結果及分析 

 1. 期望作法與成果之需求確認 營建署 

決議 國土利用監測辦法將於近期頒佈，本項工作的分析細節將於後續工作會

議討論，並說明國土利用監測辦法內容，以及需協助的分析事項 

4.9 比較山坡地加頻通報成效及提供專業建議 

 1. 針對 107年全年度及 108年度 10月底前衛星影像，提出兩者通

報變異點數、面積及查證回報為違規率之比較及成效說明 

水保局 

決議 主要目的是為分析各縣市於 107 年全年度及 108 年度 10 月底的整體查

報成效，即不同監測率、變異點數、變異點面積等對回報效率的比較，

以評估各縣市執行查報成果的效益，並無需以年度切割分析單元。後續

細部分析規劃待與水保局商議後配合辦理 

2. 依據 106年至 108年 10月底之山坡地衛星影像查證結果，提供

至少 5項判釋模式調整之專業建議 

水保局 

決議 主要探究衛星影像未能拍攝區域之原因，希望能逐步調整判釋模式，使

其具有變異預警的效果。後續細部分析規劃待與水保局商議後配合辦理 

4.10 建置深槽與河川裸露地判釋成果 

1. 建置中央管河川（含淡水河及磺溪水系）共 26 條之汛期及非汛

期深槽流路及裸露地判釋 

水利署 

決議 深槽分析成果可作為疏濬範圍之參考，也可進一步套疊生態敏感區共同

分析，請執行團隊評估是否可提供 103年前的分析成果；而裸露地判釋

建議可參照水文事件比對淹水前後的時間點，請執行團隊評估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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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討論項目 受訪對象 

4.10 辦理全國重要濕地範圍及其周邊 100公尺範圍內之植生地變遷分析 

 1. 分析案件數量與範圍（原 81處）確認 城鄉發展

分署 

決議 會儘早提供範圍予執行團隊 

五、以解析度 3-5公尺衛星資料試做國土利用監測作業 

# 需求討論項目 受訪對象 

5.1 挑選目標區域與條件，提請討論 

1. 自每 2個月 1次監測頻率的區域，依 SPOT6/7影像的拍攝

結果，就未拍攝區域內的離島或高山區域，挑選出 1期 

2. 自各機關監測需求提高監測頻率的區域，依 SPOT6/7影像

的拍攝結果，就未拍攝區域，挑選出 1期 

城鄉發展分署 

決議 同意依執行團隊規劃辦理 

5.2 試作成果將包含拍攝影像購置及分析成本、取得難易度等面

向，提出衛星影像使用建議方案及相關經費需求概估，提請

討論 

城鄉發展分署 

決議 同意依執行團隊規劃辦理 

六、辦理監測義務志工推廣工作 

# 需求討論項目 受訪對象 

6.1 義務志工宣導辦理方式需求確認，與 NGO團體合

辦的可行性討論。例如，荒野保護協會 

營建署及城鄉發展分署、

水保局、水利署 

決議 1. 屆時可邀請河川局的環境志工共同參與 

2. 建議合辦對象可考量目前較活躍的地球公民基金會 

6.2 義務志工宣導辦理時間、地點與對象之需求確認 營建署及城鄉發展分署、

水保局、水利署 

決議 1. 建議課程設計可以較活潑取向，以吸引義務志工參與 

2. 辦理地點可以中部為考量，方便全省義務志工參加 

3. 建議可以發布新聞稿，以宣揚本案成效 

七、辦理系統教育訓練 

# 需求討論項目 受訪對象 

7.2 辦理地點、時間與授課內容之需求確認 

» 北部、中部及南部共 3梯次（期中 2場、期末 1場） 

» 每梯次 3小時，每梯次 30人次 

營建署及城鄉

發展分署 

決議 1. 辦理場地須為交通便利，建議同去年於電腦公司辦理 

2. 報名方式沿用去年採用審核後錄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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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討論項目 受訪對象 

3. 同意提前於期中階段完成辦理 

7.3 辦理地點、時間與授課內容之需求確認 

» 期末 1梯次教育訓練 

» 每梯次 3小時，每梯次 30人次 

水利署 

決議 1. 建議可安排至中央大學太空遙測研究中心參觀接收站 

2. 同意提前於期中階段完成辦理 

7.3 水保局「山坡地管理資訊系統」合辦之需求確認 

» 6梯次（期中 2場、期末 4場） 

» 每梯次 2小時，每梯次 30人次 

水保局 

決議 需與「山坡地管理資訊系統」合辦，相關場地及時程規劃屆時由執行團

隊再洽水保局確認憑辦。 

八、專案時程規劃確認 

 108年 3月 14日決標，作業期間 280曆天(108年 3月 15日~108年 12月 19日) 

 完成期限 交付項目 

作

業

啟

動 

決標日+10日 

108年 3月 24日（日） 
提送契約書正本 2份、副本 18份 

決標日+15日 

108年 3月 29日（五） 

工作計畫書（含需求訪談紀錄） 15份，併同電子檔案光

碟 3份 

期

初

階

段 

決標日+90日 

108年 6月 12日（三） 

提交期初報告書（含電子檔案光碟）20份，並含下述各

項工作成果： 

1. 第 1期及第 2期國土利用監測作業成果 

2. 至本作業期間所完成的作業成果 

（1） 因應各機關監測需求提高監測頻率成果 

（2） 國土利用監測整合資訊網(含行動智慧裝置加

值應用 APP軟體)功能維護、更新及擴充 

（3） 臺澎金馬國土利用現況土地覆蓋（land cover）

圖及土地覆蓋變遷圖相關統計及指標化分析 

（4） 107年度農地存量分析 

（5） 以國土利用監測辦法（草案）規定先行試作相

關結果及分析成果 

（6） 水保局驗證變異點現況分析成果 

（7） 全國重要濕地區位面積及周邊一定距離植生地

變遷分析 

（8） 建置深槽與河川裸露地判釋成果 

（9） 以解析度 3-5 公尺衛星資料試做國土利用監測

作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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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期限 交付項目 

期

中

階

段 

決標日+180日 

108年 9月 10日（二） 

提交期中報告書（含電子檔案光碟）20份，並含下述各

項工作成果： 

1. 第 3期及第 4期國土利用監測作業成果 

2. 第 1期海岸線及海域區監測作業成果 

3. 完成國土利用監測整合資訊網（含含行動智慧裝置

加值應用 APP軟體）功能維護、更新及擴充 

4. 完成 107年度農地存量分析 

5. 完成辦理尚未公告平均高潮線離島之海岸地區劃設 

6. 完成以國土利用監測辦法（草案）規定先行試作相關

結果及分析 

7. 完成以解析度 3-5 公尺衛星資料試做國土利用監測

作業 

8. 至本作業期間所完成的作業成果 

（1） 因應各機關監測需求提高監測頻率成果 

（2） 臺澎金馬國土利用現況土地覆蓋（land cover）

圖及土地覆蓋變遷圖相關統計及指標化分析 

（3） 既有工業區及園區土地開闢利用分析（至少二

分之一案件數量） 

（4） 歷年海岸地區衛星影像資料庫及海岸線變化

分析（至少 6處海岸侵淤熱點分析） 

（5） 利用衛星影像判釋太陽光電板太陽光電板數

量、規模及區位可行性評估研究成果 

（6） 水保局驗證變異點現況分析 

（7） 比較山坡地加頻通報成效及提供專業建議成

果 

（8） 全國重要濕地區位面積及周邊一定距離植生

地變遷分析 

（9） 深槽與河川裸露地判釋成果 

9. 辦理教育訓練 

（1） 營建署及分署第 1-2梯次 

（2） 水保局第 1-2梯次 

期

末

階

段 

決標日+270日 

108年 12月 9日（一） 

提交期末報告書（含電子檔案光碟）60份，並含下述各

項工作成果： 

1. 第 5期及第 6期國土利用監測作業成果 

2. 第 2期海岸線及海域區監測作業成果 

3. 完成因應各機關監測需求提高監測頻率成果 

4. 完成臺澎金馬國土利用現況土地覆蓋（land cover）

圖及土地覆蓋變遷圖及相關統計及指標化分析 

5. 完成非都市土地核准開發許可案範圍更新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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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期限 交付項目 

6. 完成既有工業區及園區土地開闢利用分析（剩餘案

件數量） 

7. 完成歷年海岸地區衛星影像資料庫及海岸線變化分

析（剩餘數量） 

8. 完成利用衛星影像判釋太陽光電板數量、規模及區

位可行性評估研究成果 

9. 完成水保局驗證變異點現況分析 

10. 完成比較山坡地加頻通報成效及提供專業建議成果 

11. 完成全國重要濕地區位面積及周邊一定距離植生地

變遷分析 

12. 完成建置深槽與河川裸露地判釋成果 

13. 完成辦理 1場志工推廣 

14. 辦理教育訓練 

（1） 營建署及分署第 3梯次 

（2） 水保局第 3-6梯次 

（3） 水利署 1梯次 

15. 完成全島最佳品質鑲嵌影像 

總

結

階

段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審查

通過發文日+15日 

1. 提交總結報告書（含電子檔案光碟）10份 

2. 依營建署、水保局、水利署及分署等負責的通報範圍，

以 USB外接硬碟繳交相關工作成果 

於分署通知期限內 

提交修正後總結報告書 100份（含電子檔案光碟），並配

合第 6期通報截止時間，更新相關統計數據，以及營建

署監測計畫之各縣市評比統計資料 

 決議：同意執行團隊規劃。 

九、其他臨時動議 

# 需求討論項目 提出單位 

9.1 疏濬範圍的熱區監測、界樁坐標及工程期程等資料請逢甲團隊由疏

濬管理系統線上直接發布至國土監測整合資訊網的模式，請中央大

學及逢甲團隊研議如何接收應用 

水利署 

決議 逢甲團隊預計於 4月提供資料範例檔，未來將視「疏濬管理系統」開發

進度，配合接收。 

9.2 監測範圍之變異分析技術研發 

1. 通報查報系統建議能逐步朝向人工智慧發展 

2. 衛星影像能否判釋漂流木或流動貨櫃屋，可輔助漂流木清除作

業之需 

3. 河川區域的植生變化分析 

4. 對於廢棄物熱點，以衛星影像判釋分析 

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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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討論項目 提出單位 

決議 由於本案本年度工作項目未含列所提議的各項需求項目，初步研判該 

需求項目皆需投入大量大力與時間分析，建議研擬納入未來工作項目 

9.3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致電，希望能取得歷年 13處侵淤熱點的分析成

果，以做相關分析 

執行團隊 

決議 後續若有類似需求，請執行團隊委請該單位直接與營建署聯絡 

9.4 林區管理處請求轉移變異點的次數頻繁，懇請分署協助向林務局取

得最新的監測範圍圖 

執行團隊 

決議 會後分署可協助向林務局申請，以更新原監測範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