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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要要要要    

     

地形圖是許多現代國家的基本圖，在地形圖繪製的過程中，地圖符號被使

用來表達空間中的地理資訊，而用圖者也透過地圖中的地圖符號來認識環境，

所以，隨著環境變遷，地圖符號的使用應該有所變化。本研究主要透過歷史研

究法途徑，歸納整理臺灣科學化製圖(1904 年)以來，普通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

使用情形，並以製圖綜合概念來探究、詮釋影響地圖符號使用的因素與製圖思

維，且進一步對近來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加以討論。研究結果

如下：一、地圖符號在類別上由繁化簡，實際使用數量亦呈現減少的現象；二、

地圖符號使用差異主要受製圖目的、用圖需求、測繪技術、產銷觀念及傳統關

聯與標準化等因素的影響；三、內政部已對基本地形圖建置地圖符號標準化的

使用，主要透過學術單位研究調查與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小組會議研議決定，這

將影響未來地形圖修測的內容與地理資訊的呈現。本研究建議如下：政府相關

單位可發展基本地形圖教育計劃，使基本地形圖易為民眾所了解、使用；得透

過網路互動式需求調查反映社會發展所需的地圖符號；促使國家基本地形圖內

容發展更具教育性、文化性。 

 

 

關鍵詞：地形圖、地圖符號、製圖綜合、地圖符號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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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pographic map is the basic map in many modern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topographic mapping, map symbols are used to express the geographic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and map users recognize th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map symbols.  So, the use of map symbols should be 

altered as changes i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collates and analyzes 

map symbols in the  general map since the scientific mapping of Taiwan(1904), 

investigates and interpret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use of map symbols and the 

subjective thought in mapping through the conception of cartographic generalization, 

and discusses the trends and mechanisms of  the map symbol use in topographic 

maps in Taiwa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p 

symbols was simplified and the number used on maps was decreased actually.  

Second,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use of map symbols include the purpose of 

drawing, map use requirements, production and cost aspects, conventional 

associations and standardization, and geo-data characteristics.  Third,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as establish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ap symbols on topographical map, 

main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ports of academic institution entrusted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the resolution at meetings of the working group of Basic 

and Topographic Map.  That will affect revisions of topographic maps in the future 

and the map content and present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he sugges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could develop 

education programs of the basic topographic map for general public, every one can 

search and use maps more conveniently.  Reflect the map symbols needed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by interactive survey on web.  Promote the content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basic topographic map mor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Keywords：topographical maps,  map symbols,  cartographic generalization ,  

standardization of map symbols. 



 III 

目目目目錄錄錄錄    
    

圖圖圖圖次次次次 ............................................................................................................. IV 

表表表表次次次次 ............................................................................................................. VI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1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 4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 ................................................................... 20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 25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地圖符號的演變情形地圖符號的演變情形地圖符號的演變情形地圖符號的演變情形................................................................... 27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臺灣地形圖的繪製與發展臺灣地形圖的繪製與發展臺灣地形圖的繪製與發展臺灣地形圖的繪製與發展.................................................... 27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各時期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各時期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各時期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各時期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 ................................................ 32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地圖符號使用變遷因素探討地圖符號使用變遷因素探討地圖符號使用變遷因素探討地圖符號使用變遷因素探討 ....................................................... 95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日治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日治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日治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日治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 .................................... 95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民國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民國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民國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民國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 .................................... 98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經建版地圖符號選取的因素與過程經建版地圖符號選取的因素與過程經建版地圖符號選取的因素與過程經建版地圖符號選取的因素與過程 .................................. 104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109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 ......................................................113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國外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國外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國外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國外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 .......................................113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與地圖符號標準化基本地形圖資料庫與地圖符號標準化基本地形圖資料庫與地圖符號標準化基本地形圖資料庫與地圖符號標準化 .............................. 130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地圖符號的修訂與內涵地圖符號的修訂與內涵地圖符號的修訂與內涵地圖符號的修訂與內涵...................................................... 141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152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 155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55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58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 160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 163 

謝謝謝謝辭辭辭辭 ........................................................................................................... 165 

    



 IV 

圖圖圖圖次次次次    

圖 1- 1：地圖符號................................................................................................................ 1 

圖 1- 2：日本地圖符號使用變遷情形............................................................................. 2 

圖 1- 3：Board 的資訊傳播模式........................................................................................ 5 

圖 1- 4：Robinson 的地理資訊傳播模式 ......................................................................... 5 

圖 1- 5：Kolacny 的地圖資訊傳播模式 ........................................................................... 6 

圖 1- 6：地圖符號模式圖................................................................................................. 10 

圖 1- 7：地圖符號關係圖................................................................................................. 10 

圖 1- 8：地圖符號設計的八大要素 ............................................................................... 12 

圖 1- 9：地圖符號設計的系統化步驟........................................................................... 14 

圖 1- 10：地圖符號發展的五個步驟 ............................................................................. 14 

圖 1- 11：本研究地圖符號概念圖.................................................................................. 21 

圖 1- 12：研究概念圖 ....................................................................................................... 22 

圖 1- 13：研究流程圖 ....................................................................................................... 24 

圖 2- 1：臺灣堡圖中的地圖符號 …………………………………………………36 

圖 2- 2：日治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 45 

圖 2- 3：日治版地形圖西吉嶼圖幅中的地圖符號 ............................................... 60 

圖 2- 4：臺灣省圖中的地圖符號.......................................................................... 64 

圖 2- 5：聯勤軍用地形圖中海部相關地圖符號................................................... 67 

圖 2- 6：聯勤軍用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壽豐，第四版)..................................... 69 

圖 2- 7：經建版(第一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 73 

圖 2- 8：經建版(第二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 74 

圖 2- 9：經建版(第二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 75 

圖 2- 10：經建版(第三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 76 

圖 2- 11：經建版(第四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 77 

圖 2- 12：經建版(第五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 78 

圖 3- 1：光復初期地形圖中圖例英文參照說明.........................................................99 

圖 3- 2：地形圖編纂流程............................................................................................... 106 



 V 

圖 4- 1：日本國土地理院組織沿革........................................................................114 

圖 4- 2：國土地理院的權責與功能 ............................................................................. 115 

圖 4- 3：日本彩色地形圖線上瀏覽 ............................................................................. 116 

圖 4- 4：日本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117 

圖 4- 5：「風車」地圖符號的使用................................................................................ 119 

圖 4- 6：「老人安養院」地圖符號的使用................................................................... 119 

圖 4- 7：日本地形圖中廢除之地圖符號..................................................................... 120 

圖 4- 8：USGS 組織圖..................................................................................................... 121 

圖 4- 9：USGS Maps 各尺度系列地圖......................................................................... 123 

圖 4- 10：US TOPO 地形圖(Coffeyville East Kansas)................................................. 124 

圖 4- 11：美國 1：24,000 地形圖中地圖符號............................................................ 126 

圖 4- 12：國土資訊系統與九大資料庫....................................................................... 131 

圖 4- 13：基本地形圖資料庫數值檔下載網頁.......................................................... 138 

圖 4- 14：地形圖資料庫中地圖符號的決策過程與機制......................................... 139 

圖 4- 15：地圖符號使用與地形圖修測後續發展...................................................... 140 

 

    



 VI 

表表表表次次次次    

表 1- 1 日本年齡結構統計百分比 .......................................................................... 2 

表 1- 2 Morrison 的符號語法結構 ........................................................................... 8 

表 1- 3 Bertin 的符號結構 ....................................................................................... 8 

表 1- 4 本研究範圍對象 ....................................................................................... 25 

表 2- 1 日治時期實測臺灣地形圖一覽表…………………………………………28 

表 2- 2 二萬五千分之一聯勤製圖一覽表 ............................................................ 31 

表 2- 3 本研究之臺灣地形圖版本 ........................................................................ 32 

表 2- 4 日治時期臺灣地形圖適用圖式版本對照表 ............................................. 33 

表 2- 5 臺灣堡圖中地圖符號的類別與數量 ........................................................ 35 

表 2- 6 日治版地形圖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 41 

表 2- 7 臺灣省圖中地圖符號的類別與數量 ........................................................ 63 

表 2- 8 聯勤軍用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壽豐，第四版) ................... 68 

表 2- 9 本研究經建版地形圖選取版本 ................................................................ 72 

表 2- 10 經建版地形圖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變化情形 ................................... 80 

表 2- 11 各時期地形圖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差異情形 ....................................... 85 

表 2- 12 臺灣地區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變化情形一覽表................................ 87 

表 3- 1 日治時期地形圖中軍事相關之地圖符號…………………………………97 

表 3- 2 光復初期地形圖中軍事相關之地圖符號............................................... 101 

表 3- 3 各時期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影響因素差異比較 ............................... 110 

表 4- 1 國家地理空間計劃測繪標準(NGP Standards)內涵……………………...129 

表 4- 2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形分類編碼表(八十七年版) ........................ 134 

表 4- 3 二萬五千分之一圖式規格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 ............................... 135 

表 4- 4 地形圖資料庫調查單位對象屬性 .......................................................... 137 

表 4- 5 經建版地形圖與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圖符號之比較............................ 140 

表 4- 6 八十七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 141 

表 4- 7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 142 

表 4- 8 新、舊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名稱與數量差異比較............................ 143 



 VII 

表 4- 9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持續使用之地圖符號 ....................................... 145 

表 4- 10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持續使用之「文字註記」圖式 ...................... 147 

表 4- 11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刪除之地圖符號 ................................. 148 

表 4- 12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刪除之「文字註記」圖式 .................. 148 

表 4- 13 新、舊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修改之地圖符號 ..................................... 149 

表 4- 14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規格表中新增之地圖符號 ...................... 151 

表 4- 15 各國地圖符號制定與標準之差異比較 ................................................. 153 

 



 1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章章章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文對臺灣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演變情形、因素、機制與影響進行探究。

本章分四節，分別為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與流程及研究範圍

與限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研研研究動機與目的究動機與目的究動機與目的究動機與目的    

壹壹壹壹、、、、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圖圖圖圖 1111----    1111：：：：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2010)2010)2010)2010)    

    地圖是地表環境的縮影，在地圖繪製的過程中，真實環境的地理資訊被簡

化、選取並以地圖符號(map symbol)的形態表現在地圖上，因此，隨著環境變遷

與用圖需求差異，地圖中所使用的地圖符號理當有所異同。 

    圖 1-1 的地圖符號所代表的是「老人安養院」，此地圖符號並非出現在臺灣

經建版地形圖上，而是出現在日本國土地理院所繪製的兩萬五千分之一國家基

本地形圖上。國土地理院是日本政府組織交通省下之一部會，其主要之任務是

在繪製國家基本地圖及推廣地圖教育，在日本國土地理院的網站上，詳盡介紹

了該國的地圖發展與現況，同時也將其國家基本圖中所使用之地圖符號放置在

網站上供民眾瀏覽，甚至轉印成摺頁文宣、手帕等物品讓民眾有更多的機會認

識與接觸。在教育推廣上，除上述媒介與平台外，對於地圖符號之解說皆配合

赴實地拍攝之照片加以說明，以幫助讀圖者能體會出符號語意的真義，產生較

符合實際地貌、地物的意像，建立閱讀地圖的基本知識；在地圖繪製及地圖符

號使用發展上，除了紀錄自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以來地圖符號使用情形外(如

圖 1-2)，對於近年來社會環境發展與變遷，在地圖符號使用上也有所增減與創

新，如上圖 1-1 地圖符號的設計使用便是一例。 

    由下表 1-1 之日本人口年齡統計數據可知，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佔了總人

口的 25.2%，可見高齡化情形甚重，而此「老人安養院」地圖符號的使用，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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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了國家對社會環境發展的關切。除此之外，日本於平成九年(1997)之後所

新頒行之地圖符號尚有:「電子基準點」、「風車」、「圖書館」、「博物館」等。由

此可見，日本不僅在地圖符號發展、使用及教育上皆「與民親近」、「逾時俱進」，

亦可看見日本製圖單位對修測基本地形圖的思維。 

 

圖圖圖圖 1111----    2222：：：：日本地圖符號使用變遷情形日本地圖符號使用變遷情形日本地圖符號使用變遷情形日本地圖符號使用變遷情形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2010)2010)2010)2010)    

    

    

表表表表 1111----    1111    

日本年齡結構統計百分比日本年齡結構統計百分比日本年齡結構統計百分比日本年齡結構統計百分比    

年齡 男性 女性 總計 

65 歲以上 22.5 19.8 25.225.225.225.2    

15-64 66.1 62.1 64.0 

0-14 14.1 12.8 13.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日本總務省統計局(2009/05/01(2009/05/01(2009/05/01(200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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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臺灣，目前較為人所知的地形圖是由內政部委託國防部聯勤四 0 一廠

繪製的經建版地形圖，此經建版地形圖在都市地區已修測至第五版，自民國六

十年代以來，經建版地形圖已成為國家社會發展的基本圖，時至今日，臺灣社

會經濟發展快速，地物、地貌之變化可謂甚劇。在地圖修測更新時程緩慢與社

會環境劇變的情形下，地圖符號除了作為紀錄地理環境的客體外，地圖符號系

統的發展也體現了製圖者的主觀思維。相較於日本的基本地形圖，在臺灣基本

地形圖中並沒有「老人安養院」此一地圖符號，然而，臺灣社會正面對人口高

齡化及少子化的現象與問題，此一地圖符號或許正是將來臺灣社會所需要的地

圖符號！ 

許哲明（1992）曾將民國七十八年(1989)繪製的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中

的地圖符號，與日本地圖中心發行之地形圖圖式
1
做比較，並提出地圖符號發展

相關建議。然而，該文至今已經過二十多年，地物、地貌又再次歷經二十多年

的變遷，隨著社會變遷，國家製圖單位對製圖目的是否有不同的思維呢？國家

基本圖中的地圖符號是否有新的變化呢？這些問題尚缺乏系統性的闡述說明。 

因此，有關國家基本圖製圖思維、資料選取、符號化等問題便有待進一步

的探討。究竟，臺灣自科學化製圖以來在基本地形圖上出現了哪些地圖符號呢？

影響地圖符號使用與改變的原因究竟為何呢？這些地圖符號使用到現在出現了

什麼變化與趨勢呢？是否有新的需求呢?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貳貳貳貳、、、、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要探討、解決的問題如下： 

一、了解科學化製圖以來臺灣基本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為何。 

二、分析不同時期地形圖中影響地圖符號使用與變遷的因素。 

三、探討現階段國內、外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發展。 

                                                
1 日本以「圖式」一詞稱「地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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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本節針對本研究之目的與問題進行文獻探討，分別就地圖傳播理論、地圖

符號性質、功能與設計及過去相關研究進行回顧與討論。 

 

壹壹壹壹、、、、相關理論回顧相關理論回顧相關理論回顧相關理論回顧    

    地圖是一種傳遞地理資訊的方法與工具，而地圖符號則是表達地圖內容的

手段，適當運用地圖符號是地圖的基本特性。地圖學的理論研究旨在增強製圖

者與用圖者的傳播效果，徐聖謨(1984)與 Robert(2001)皆指出地圖傳播理論

(cartographic communication)與地圖符號化理論(map symbolization)是當代地圖

學研究的二大主流。依本研究之目的，對地圖傳播理論、地圖符號化理論、地

圖符號的性質、功能與設計等概念予以闡明： 

一、地圖傳播理論與模式 

關於地圖傳播理論模式有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說法與見解，

Robinson(1976)在<The Nature of Map>一書中對地圖符號所具有的傳播功能

有詳盡的介紹；徐聖謨(1984)曾歸納近代地圖學者的討論並以線型、三角

形、方型與矩型(范氏圖解)等形態加以說明；許哲明(1988)則以基本傳播模

式、羅賓遜傳播模式、地圖資訊傳播模式、范氏圖解傳播模式來說明；林怡

先(2009)則另外指出，自 1970 年代起，因為電腦興起以及科技的發展，伴

隨認知觀點在地圖傳播理論中的運用，興起視覺化理論的研究。這些研究觀

點與模式都著重地圖的傳達功能的討論，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因此，本研究

不再另訂指標加以分類，僅就其中具普遍代表性的三種來說明： 

(一)Board 的資訊傳播模式： 

英國學者 Board(1967)認為，地圖製作將真實世界作為地圖資料的來

源，製作過程的符號化為編碼器，符號為訊號，眼睛為接受器，心智為解

碼器，讀者有效閱圖則為最後目的(林怡先，2009)。其傳播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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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111----    3333：：：：Board 的資訊傳播模式的資訊傳播模式的資訊傳播模式的資訊傳播模式    

(修改自 Robinson，1976 ) 

 

(二)Robinson 的地理資訊傳播模式： 

美國地圖學者 Robinson(1976)以著重地理概念觀點，將地圖傳播概念

加以簡化，建立更接近理想化資訊處理系統的模式。其模式概念如下： 

圖圖圖圖 1111----    4444：：：：Robinson 的地理資訊傳播模式的地理資訊傳播模式的地理資訊傳播模式的地理資訊傳播模式    

(修改自 Robinson，1976) 

圖中 C2 表至製圖者經過選擇所得到的真實世界概念，即是要傳播的訊息，

地圖(C3)是密碼化的信號，知覺者的概念(C4)即是所收到的訊息，箭頭表

示各階段的轉變過程(徐聖謨，1984)。 

 

(三)Kolacny 的地圖資訊傳播模式： 

捷克地圖學者 Kolacny(1968)主張製圖與用圖應互相緊密結合，在地圖

傳播過程中，不應僅僅是傳遞地圖內容(map content)而已，真正傳播的應

該是地圖資訊(cartographic information)。地圖內容是用圖者感官所能見到

的全部符號，是具體可見的，而用圖者不參加任何意見；地圖資訊則是抽

象的意義，是製圖者與用圖者結合在一起時才能產生的，亦是地圖傳播的

真正內容(許哲明，1988)。其著重地圖資訊的傳播模式如下： 

資料 

來源 
編碼器 傳送者  接收者 解碼器 目的 

信號 

訊息 編碼訊息 訊息 編碼訊息 

信號 

噪音 

製圖者的概念 
Cartographer’s 
conception 

真實 

世界 

Real world 

地圖 
Map 

知覺者的概念 
Percipient’s 

conception 

C1 C2 C3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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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111----    5555：：：：Kolacny 的地圖資訊傳播模式的地圖資訊傳播模式的地圖資訊傳播模式的地圖資訊傳播模式    

(修改自 Robinson，1976 ) 

在 Kolacny 的傳遞模式中，前半段為製圖過程，後半段為用圖過程。U 是指

真實世界；U1 是指製圖者所見之真實；U2 是指用圖者所見之事實；S1 是

製圖者的智識；S2 是用圖者的智識；L 是地圖語言；M 是地圖。地圖資訊

的傳播過程有七個階段(許哲明，1988)： 

(1) 製圖者以其具有之智識與能力，依特定目的選擇觀察到資料 

(2) 製圖者收受已選擇的資料(Is)，此時仍為三度空間狀態之資料 

(3) 將三度空間的資料(Is)轉換為平面形式，成為地圖資料(Ic) 

(4) 用地圖符號表示地圖資訊，成為地圖原稿 

(5) 透過地圖將地圖資訊傳給用圖者 

(6) 用圖者獲得地圖資訊增進知識與經驗 

(7) 用圖者依據所得到的地圖資訊在腦中重建立體的真實世界 

      

    由上述地圖傳播理論模式可以歸納得知，在資訊的傳播過程中，從製圖者

到用圖者之間，歷經一連串選擇與判讀的過程，此過程中用圖者所重建的形象

世界必與真實的世界發生差異。這些差異一部分是編碼方法與解碼方法上的差

異，另一部份則是來自製圖者與用圖者對事物觀察的扭曲(distorted)。也就是說，

地圖在無法以等比例方式表現的情況下，製圖者必須把地物資料區分類別與層

(1) 和( 2) 

S1 S2 L L M 

U 

U1 U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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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選取重要的、共有的或對用圖者有意義之地物與地理特徵，將其餘不重要

的地物符號刪除，這一過程就是地圖「製圖綜合」，亦即是地圖簡化，是評估、

選取、強調的過程(聞祝達，1995)。可見，在地圖資訊傳播過程中，地圖內容

及地理資訊與製圖者的主觀性、符號編碼方式有密切的關係。 

 

二、地圖符號化理論 

地圖具有傳播地理資訊的功能，為了提高傳播的效果，有許多學者便

不斷地探討研究是否能建立共同的地圖語言的可能，以利於讓製圖者與用

圖者能共同了解，並提高地理資訊的傳播效果。地圖語言領域的研究乃是

借用符號語言學(semiotics)的概念與方法，從語法學(syntactics)、語意學

(semantics)、語用學(pragmatics)三方面來探討。語法學在研究符號的分

類、組合以及符號與符號間系統的關係；語意學則是研究地圖上符號的意

義以及符號與其所代表事物間的關係；語用學則是研究符號與使用者之間

的關係(林惠娟，1984)。MacEachren(1995)在<How maps work>一書中對

如何利用語法、語意與語用的原則來增進地圖符號的傳播效能有詳盡的解

釋，其中，在地圖符號化理論研究的學者中，以美國學者 Morrison 及法國

學者 Bertin 最具系統性： 

(一)Morrison 的符號語法論： 

Morrison 於 1976 年提出一套地圖符號語法的初步理論架構，其指出

符號具有八種向度：即大小(size)、形狀(shape)、色彩之色相(hue)、明度

(value)、彩度(intensity or chroma)，以及花紋(patten)之結構(texture)、排

列(arrangement)與定向(orientation)。此八種圖形要素可以表示出地圖資訊

四種不同量測尺度層級的關係：類別(nominal)、級序(ordinal)、間距

(interral)、比率(ratio)。Morrison 利用八種圖形要素與四種量測尺度所建

立的語法結構，提供了地圖符號化時一項合乎邏輯之基本法則(許哲明，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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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11----    2222    

Morrison 的符號語法結構的符號語法結構的符號語法結構的符號語法結構    

符號向度 相配合的測量尺度 

大小 級序+ 

形狀 類別 

色彩之色相 類別 

色彩之明度 級序+ 

色彩之彩度 級序+ 

花紋之結構 級序+ 

花紋之排列 類別 

花紋之方向 類別 

符號向度 相配合的測量尺度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許哲明許哲明許哲明許哲明，，，，1988198819881988        (級序+表示尚包括間距及比率量度)    

 

(二)Bertin 的符號語法論： 

Bertin(1983)認為一個心像(image)的圖形要素有六種，即大小、明度、

結構、色彩、方向與形狀，此六種圖形要素均分別含有一定的知覺

(perception)特性，計有聯合(Association)、選擇(Selective)、級序(Ordered)

與定量(Quantitative)等四種，同時依照六種圖形要素所含知覺特性之多

寡，排成一結構層次(如下表 1-3)，其中所包含的知覺特性愈多的，則差

異層次也就越高(許哲明，1988)。 

表表表表 1111----    3333    

Bertin 的符號結構的符號結構的符號結構的符號結構    

大小  ≠ ○  

明度  ≠ ○  

結構 ≡ ≠ ○  

色彩 ≡ ≠   

方向 ≡ ≠ 

形狀 ≡  

←限於點符

號與線符號 

≡聯合  ≠選擇  ○級序  定量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許哲明許哲明許哲明許哲明，，，，198819881988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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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Morrison 及 Bertin 的符號語法論為地圖中地理資訊、地圖符號、量測

尺度的配合提供了一套具有邏輯與系統的規則，透過這些規則作適當的配合，

將有利於地圖傳播的效果。可見，一旦地圖符號化的語法結構與語用結構得以

建立，則地圖符號的語意規則即不難推演而出(徐聖謨，1984)。 

地圖符號化理論為地圖符號的使用體系提供了一個基礎，而透過地圖中地

圖符號語意、語用的分析則可進一步了解製圖者由符號體系所欲傳達的概念與

思維，亦即製圖的主觀性(subjectivity)。 

 

三、地圖符號的性質與功能 

由上述地圖傳播理論與地圖符號化理論的討論可知，地圖符號在地圖

簡化(cartographic generalization)的過程中被設計與使用以表達現實世界的

地理資訊，地圖符號是地圖重要的構成要素；地圖透過地圖符號在圖面上

的組合產生關連，進而傳達空間地理資訊，因此，地圖符號可以說是地圖

的語言，了解地圖符號就可以瞭解地圖上所傳達的訊息。石慶得（1991）

亦認為，地圖的製作是以符號來做空間資訊的代表，故在讀圖時，首先須

了解各種符號之意義，以達到正確的判讀。 

地圖符號系統與地圖的主題、內容、比例尺及其用途有關，所以，不

同類型的地圖有其不同的地圖符號系統。是故，地圖符號是客觀世界對象

的人工指示物，又是製圖者思想表達的工具，也就是說，地圖符號可作為

將客觀內化為主觀的手段而融合在認識活動中，又可以作為將主觀外化為

客觀中介物活耀於實踐活動中。所以，地圖符號是具有象徵性、空間性、

準確性、被操控性與支配性等特點(劉承洲，1998)。 

茲就地圖符號的性質與功能概述闡明： 

(一)地圖符號的性質 

劉承洲(1998)曾以地圖符號模式圖來說明地圖符號的性質，其認為地

圖符號所表達的不只是事物和名稱，更是一種概念和物質形象，要能表達

各種對象的本質與特徵，因此，製圖者必須對製圖對象進行綜合分析和抽

象。是故，地圖符號包含了兩項要素的心理反映：一是經過製圖綜合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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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製圖對象，稱為「所指」；另一則是符號的視覺形象，稱為「能指」。「寫

出」是指當人們創造概念和運用地圖符號時，將一個概念轉換為形象，並

賦予一定的定義時，符號所能產生的作用；「讀取」則是指當人們閱讀地圖

符號時，能把物質表象轉換為相應的概念，是逆向於寫出的過程。換句話

說，地圖符號的「能指」構成了表達面，符號的形式可以被視覺感覺到形

象，符號是具有一定意義的資訊載體；地圖符號的「所指」則構成內容面，

意指可以被推知或理解的內容，這個內容是納入人的知識範圍，能被人的

思維所控制。 

 

圖圖圖圖 1111----    6666：：：：地圖符號模式圖地圖符號模式圖地圖符號模式圖地圖符號模式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劉承洲劉承洲劉承洲劉承洲，，，，1998)1998)1998)1998)    

 

此外，Jan(2004)亦曾引下圖1-7來說明地圖符號的性質與功能之關係： 

 

圖圖圖圖 1111----    7777：：：：地圖符號關係圖地圖符號關係圖地圖符號關係圖地圖符號關係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Jan，，，，2004)2004)2004)2004)    

解釋 

指示對象 符號載體 

概念 

表達 事物 

指涉、委託 

(reference) 

意識、意義 

(sense) 

寫
出 

概念 

 

視覺形象 

讀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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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指出地圖符號內在本身具有代表事物、表達形體與製圖概念的內

涵，而外在則具有指涉、委託(reference)與傳達意識、意義(sense)的雙

向關係，而這雙向關係亦是地圖符號學所關切的議題。 

可見，人的思想成為聯繫地圖符號和製圖對象之間的紐帶，思想反映

客觀對象所具有的能動作用會轉移到符號身上，表達出符號的內在本質、

抽象共性。 

 

(二)地圖符號的功能 

經由上述對地圖符號性質的討論，可以發現地圖符號具有以下幾個功

能(劉承洲，1998)： 

1.地圖符號是表達空間事物的手段，也是直接認識事物的工具： 

製圖者將其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思維的結果加以抽象化，用地圖符號在地

圖上展現說出；用圖者接觸、判讀各種符號所指稱的事物，了解地圖中的

地理資訊。 

2.地圖符號可以作為思維操作的工具： 

符號的操作活動亦是思維活動，表現在各種符號單元的擴充、分解、組合

等過程。地圖符號的形成與發展，就是對符號形象的分析、綜合、歸納、

演繹以及將形象加以類比和推測的持續性結果。 

3.地圖符號可以作為一種文化模式： 

地圖符號體系乃對應著一種思考問題的方法。地圖符號所指稱的不單是人

們所知的客觀環境，更是納入人的認知範疇，其指涉的具體對象能夠表現

出人的觀念意識。地圖符號系統一旦建立，此規範就能支配和掌握製圖者

與用圖者，人們在此系統規範的深度和廣度下去觀察地圖上的事物及認識

製圖的對象。 

由上述地圖符號性質與功能的的討論可知，地圖符號具有客觀、主觀的二

元性。地圖符號的選取與使用反映了製圖者的主觀思維，也某種程度局限了用

圖者的認知識覺，而透過不同時期地圖符號的分析與探討，也就可以進一步瞭

解客觀環境的變遷與製圖者主觀思維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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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圖符號設計 

地圖符號設計是地圖設計整體的重要一環。Bos(1984)曾提出較為完善

的系統化設計概念(如圖 1-8)，其認為地圖符號設計包含八個要素(石慶得

等，1991)： 

 

圖圖圖圖 1111----    8888：：：：地地地地圖符號設計的八大要素圖符號設計的八大要素圖符號設計的八大要素圖符號設計的八大要素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石慶得等石慶得等石慶得等石慶得等，，，，1991) 

 

(一)用圖需求(map use requirements)：控制地圖內容的主要因素，因用圖

目的不同，則地圖內容與符號設計方式將大幅改變。 

(二)地圖內容(map content)：符號設計所要考量的項目，內容資料的選取

必須由用圖需求來決定，不過編圖者之主觀看法也是一項影響因素。 

(三)地理資料特性(geo-data characteristics)：內容決定後，要將所需要的地

理資料加以分析，可從四個層面分析： 

A.平面特徵(planimetric)：點、線、面符號 

B.量度標準(measurement)：可分類別、級序、間距與比率等四個層次： 

需求之
視覺認
知階段 

地理資
料特徵 

視覺
變量 

符號 
設計 

產銷
觀念 

用圖
需求 

傳統之關

聯與標準

化 心理-生
理定律 

地圖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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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組織結構(organization)：將相似的資料依組織加以區分，如水稻田、

棉田…。 

D.其他特性：實線、虛線、色彩等。 

(四)視覺變數(visual variables)：過去利用點、線、面、圖像、幾何、

文字之區分辨別；較佳的方式利用視覺變量(Visual variables)來區分：

大小、明度、結構、色彩、形態、定向、位置等七項，作為符號設計

之依據。需搭配視覺認知階段做搭配。 

(五)製圖資料之視覺認知階層(required visual perception levels)：相

同的資料用不同的方式表現時，即造成不同之認知。關聯認知、選擇

認知、級序認知、計量認知。 

(六)心理-生理定律(psycho-physical perception laws)：認知的恆定

(constancies)與對比(contrast)。如形底觀念中，黑底與白底之認知差

異。 

(七)傳統之關連與標準化(conventional associations and standardization)：地

圖符號正如語言發展一樣，有其歷史背景，也就是慣例用法必須要儘

量配合，如藍色線條代表河川。符號標準化是地圖國家化與國際化的

趨勢，標準化的符號雖然阻礙了符號設計之發展，但卻可提高用圖之

效率，因此權衡之下，雖有必要宜加以侷限在較特殊需求之部分，如

地質圖、地形圖、主題圖。 

(八)產銷之觀念(production and cost aspects)：經費充裕度、生產時間緊迫

度等條件。 

再者，祝國瑞(2004)亦指出符號設計可參考的系統化步驟，如下圖 1-9

所示，其認為符號設計首先應從地圖使用要求出發，對地圖基本內容及其

地圖資料進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擬定分類分級原則，其次是確定各項內容

在地圖整體結構中的地位，並據以排定他們所應有的感受水平，然後選擇

適當的視覺變量及變量組合方案。進入具體設計階段，要選擇每個符號的

形象素材，在這個素材的基礎上，概括抽象形成具體的圖案符號。常常需

要經過局部的試驗和分析評價，作為反饋信息重新對符號進行修改。掌握

了符號設計的要求和步驟，剩下的就是設計的藝術構思和繪製技巧了。 



 14 

圖圖圖圖 1111----    9999：：：：地圖符號設計的系統化步驟地圖符號設計的系統化步驟地圖符號設計的系統化步驟地圖符號設計的系統化步驟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祝國瑞祝國瑞祝國瑞祝國瑞，，，，2004)    

    John、Jerome、Stephen 與 Matthew (2008)則指出，在發展地圖符號

設計時，可以利用如下五個步驟與過程加以評估與修正： 

 

圖圖圖圖 1111----    10101010：：：：地圖符號發展的五個步驟地圖符號發展的五個步驟地圖符號發展的五個步驟地圖符號發展的五個步驟    

((((修改自修改自修改自修改自 John et al，，，，2008)2008)2008)2008) 

聞祝達、石慶得、鄒永龍(1992)等人在討論地圖設計時亦指出，在地圖

資料之選取上應以製圖目的為依歸；在地圖符號設計上，應依選取之資料

為依據，再參酌製圖區域之自然與人文環境背景以及用圖需求來設計；在

實際簡化作業上，必須以完善的符號系統為基礎，以製圖目標為依歸，來

進行簡化，以增加內容之一致性與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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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相關研究回顧相關研究回顧相關研究回顧相關研究回顧    

地圖學是一門研究科學、技術與藝術的學科，地圖領域的研究極廣，大致

上可以分為古地圖的探討、投影、地圖設計與傳播、繪圖技術及製圖程式研發

等領域，因此，本研究先回顧近來國內地圖學研究的趨向，再進一步對地圖符

號相關研究進行討論。 

一、國內近年來地圖學研究的趨向 

高慶珍(1999、2007)、張春蘭(2004)，曾探討臺灣近年來在地圖學教

育與研究方面的發展。高慶珍(1999)蒐集 1969~1999 年間發表於國內地理

期刊有關地圖研究的文章，以此為指標探討當時臺灣地圖學發展的趨勢，

同時以每十年為一個年代，將文章分成傳統地圖、航測與遙測地圖、電腦

地圖、地理資訊系統、地圖應用與其它等五大類來闡述說明地圖研究趨勢，

其研究指出 1969-1979 年間，航測與遙測和傳統地圖之論述為當時地圖學

主要的發展趨勢，1980 年以後，地理資訊系統席捲全球，也影響臺灣地理

學界有關地圖的研究。 

張春蘭(2004)以全國博碩士地圖相關的論文為對象，蒐集 1977-2003

年間有關地圖研究之論文進行分析，以探討台灣本土地圖學術研究的發

展，其研究指出，以年代別來分析，可發現地圖類別的發展以 GIS 地圖、

電腦地圖、認知地圖和地圖教育等相關課題有增加的趨勢，學位論文以 GIS

地圖最高，其次為電腦地圖、傳統地圖、RS 地圖、地圖教育和古地圖等，

同時，除地理領域外，資訊相關領域亦有地圖研究論文發表。 

高慶珍(2008)更進一步透過國內、外期刊閱讀對照，探討當前臺灣地

圖學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內容指出，國外研究取向從對認知、標準化新概

念的提出探討，再到藉由視覺實驗來對認知因素加以驗證，而後延續實驗

研究熱潮提出對在螢幕上進行地圖設計所要重視的要點與根據。反觀國內

研究的取向，早期多停留在對影像與地圖做定性式介紹，並無共同的研究

議題，但是，在地理資訊系統的引入後激發有關地圖技術層面的研究，而

後因地圖會刊的出版，使地圖相關研究大量出現，唯議題多圍繞在河流簡

化、地名選取以及技術層面的探討，但已略有有關認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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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學者的研究結果可知近來有關地圖方面的研究有二個趨勢： 

(一)隨地理資訊系統與地圖數值化發展的精進，如何提升技術、精度成

為學者關注的焦點。 

(二)地圖如何能更有效傳播與被認知，此回饋式議題的研究亦受到關

注，這些皆與地圖符號有關。 

    地圖符號是地圖設計的要素(elements)，屬於地圖設計與傳播此地圖學研究

領域的一部份，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就國內、外近年來地圖符號相關之研究做

一回顧與討論。 

 

二、地圖符號認知與設計 

蘇永生、石慶得（1997）就兒童對地圖符號的認知情形曾做一探究分

析，其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採變異數分析的方法，探求兒童對地圖符號

中定性符號與定量符號認知上的差異。 

    林惠娟(1984)以符號語言學之理論為依據，引用其主要部門—語法、

語意、語用，來探討地圖符號中圖形符號的設計原則、使用方法與中外地

圖集中符號使用現況，並以大學生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分析符號設計品

質優劣與主題地圖表示法的好惡偏向。在其問卷調查中所選取的 65 個地圖

符號，主要來自當時聯勤測量署出版的各類圖式，而調查的結果指出，需

重新設計的符號包括：警察局、加油站、銅像；有待改進的符號包括：孔

廟、陵墓、紀念碑、古蹟、燈塔、運動場、關隘、山口、高速公路休息站

等。 

高慶珍（2000；2002a；2002b）曾探討觀光地圖上地圖符號的認知問

題，其對取樣的地圖符號進行偏好研究與認知程度探討，同時也對氣象報

導中常用的地圖符號進行認知與語意分析，其研究指出地圖符號語意對認

知與傳播的影響，並以此對地圖符號設計提出建議。 

賴逸書(2005)探討基本地形圖中等高線品質的差異，其研究發現，隨

著測量與繪圖技術的提升，誤差值是逐漸在遞減當中，其重點在檢視繪圖

技術的精度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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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rtleff 與 Geniselman(1986)曾以大學生為對象，選擇地形圖上包含

點、線、面特徵的十七種地圖符號，對四十名地圖使用初學者進行地圖符

號的認知研究，其研究指出由形狀特徵來建立地圖符號系統對地圖使用初

學者是較有效益的，並據此建議在地圖符號發展與評估上應著重考量使用

者的感受與反應。 

    Richard、Brian、Eiichi、John、Stephen、Graham 與 Piers(1990)對路塹

(cutting)及路堤(embankment)的地圖符號進行認知研究，他們在地圖上設立

包含現行地圖符號在內的五組地圖符號讓中學生接受測試，研究結果指出

替代性的地圖符號較現行符號有更高的指涉程度且較能傳遞地理特徵。該

研究指出了製圖專家在從事地圖符號設計時忽略了地圖初學者的意興，而

這是在新地圖符號設計時可以考慮的。 

 

三、地圖符號內涵研究 

夏忠平(1996)將臺灣地圖史分成歐殖、清代、日治三時期，以文化歷

史地理學的觀點詮釋地圖文化意涵，藉由山形符號為觀察對象，以觀念、

技術、工具三方角度來解明各時期的文化意涵，其指出地圖是地圖思維下

的產品，文化人以不同的觀點繪製地圖，如果空間觀點不同，就會產生不

同的空間概念，由山形符號製圖法的進步可以看出不同時期文化群的世界

觀點，文化群有不同的世界觀、空間觀，象徵著人的主體性的發揮。夏忠

平的詮釋研究僅就一地圖符號來探討，雖然未對其他地圖符號討論，但是

指出了各時期製圖技術、文化群思維的差異是會影響地圖符號的表現。就

時間而言，夏忠平僅探討到日治時期，時至今日已過六十餘年，政權亦有

遞嬗，那麼近代文化群的製圖思維是否又有不同？是否可以透過不同地圖

符號的型態變化來觀察討論呢？有待進一步探討。 

劉承洲（1998）闡述地圖符號在人的表達、認知、思維、文化和美學

方面的多重功能。他指出研究地圖符號是研究地圖學的基本問題之一。地

圖符號作為地圖語言，其性質與功能不僅表現在實用技術上，而且也表現

在思想、文化、哲學和美學的意境裡。他認為，除了繪製的技術之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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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有美學的根基才能設計出一個具有高度傳達資訊的地圖符號。 

洪明宏（1998）曾對國內市面上民間繪製、販售的單張式半開版臺灣

省縣市地圖的內容規劃與視覺符號的設計、內容加以分析研究。此調查研

究的資料，乃蒐集自不同出版社出版之地圖，總抵而言，這些地圖符號在

系統性、準確性、空間性上皆有缺失，可見製圖之不嚴謹，但是，符號類

型與符號增加的現象，則顯示了地表上地物、地貌之變化，適時增加符號

得以使地圖之地理資訊更充實、更具代表性，然而，這也反映了製圖者必

須面對類化與內容目的取捨之問題。在研究對象上，民間出版的地圖內容

比較容易各自為政、各自表述，只要地圖製作符合地圖出版規範即可，因

此，各版本地圖有各自的利益考量與製圖思維，這方面的議題並未談及討

論。此外，尚需注意比例尺度的問題，不同尺度地圖的簡括化程度不同，

也會影響內容的承載。 

洪明宏（2003）探討分析清朝的康熙、乾隆時期的臺灣輿圖、日據的

臺灣堡圖和鳥瞰圖、民國的軍民用地圖的地圖形式，並以視覺符號為分析

依據測論各時期的環境觀。其研究認為一般人較為著重於地圖的呈現，忽

略了更重要的人文景觀的探討，因為地圖繪製的結果除了受到製圖者本身

技術與涵養的牽制外，當時代的社會背景和風俗民情也能達到一定程度的

影響。洪明宏的研究指出了庶民社會的可能影響。但是，就技術層面而言，

清朝與日治時期之繪圖技術差異甚大，在科學化製圖中，許多人文景觀被

簡化、符號化，地圖符號呈現的本身就是一種「選擇」。因此，承續科學化

繪圖技術的官方機構，其所繪製地形圖中的人文景觀--地圖符號是否有受

庶民社會的影響呢？有待進一步討論。 

朱瑪瓏(2004)以 GIS 分析結果為基礎來重新解讀日治時期地圖中地圖

符號差異的意涵，其認為地圖符號在時間數量上、分布差異上，如鐵路、

電線、郵政等建設基礎的符號記錄體現了殖民政府在臺灣的具體成就，此

外，其更指出在這兩套地圖上隱藏的議程是透過記載少數、忽略多數，以

降低或消除異質性所造的現代空間，這似乎掙回了殖民地圖自身的地位。 

 

綜合上述文獻回顧，本研究發現，無論是以地圖設計原則來探討地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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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好壞，或是透過電腦實驗設計來驗證地圖符號認知程度的高低，亦或是

資料簡化程度等論題的研究，過去有關地圖符號的研究所呈現的特徵如下： 

(一)在研究內容上： 

多著重地圖符號的「認知」、「傳播」等效果、功能的討論，以及地圖符號

設計注意要點的建議，也就是多放在地理資料符號化與繪製(plotting)的討

論，對於資料處理後簡化(simplification)的「選取」討論較少。且這些研究

問卷與實驗所取樣之地圖符號皆來自各民間出版地圖中現有之地圖符號，

研究結果雖有建議地圖符號設計時應注意語法、語意、語用之重要性，但

是，未討論地圖符號的系統性演變問題，且對官方出版之地圖亦甚少將其

視為討論的對象。雖然，林惠娟(1984)的研究指出官方出版地圖中所用地

圖符號在語用上的落差，時至今日，這些出現在官方繪制地圖上的地圖符

號是否有所改變？亦或是持續使用這些「語意」不清的符號呢？許哲明

（1992）亦曾就日本地圖中心發行之地形圖圖式（symbols）與我國兩萬五

千分之一地形圖（民國七十八年，聯勤版）的圖式作分析比較，並提出相

關地圖符號繪製的建議，然而該文至今已久，當時之建議不知是否有被製

圖單位採納？地物、地貌歷經十多年的變遷，地圖符號是否有新的變化？

至今亦未有人闡述說明，可見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之使用與變遷值得再進一

步探究。 

(二)在研究取向上： 

多是從「應用」的角度來探討地圖設計與地圖符號，缺少以「需求」角度

來探討。除了測繪技術的進步會影響地圖內容外，不同時期製圖單位的製

圖目的、環境識覺等差異亦會影響地圖內容的呈現，這也反映在地圖符號

的設計與使用上。可見，由地圖符號的增減情形與符號機能的擴充可以測

論，各時期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的需求與人民環境意識及製圖者的思維密

切相關，此一議題尚待系統化的整理討論。 

 

 



 20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    

為釐清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藉歷史研究法之途徑來探究問題。經文獻回

顧後發展研究概念、方法與流程如下： 

壹壹壹壹、、、、    研究概念研究概念研究概念研究概念    

    在探討製圖的過程與議題中，為了處理地理資訊，使地形圖上的自然及人

文地理現象的特性與分布得以被均衡的呈現，發展出「製圖綜合」此一概念(祝

國端，2004)。 

    聞祝達(1995)認為「製圖綜合」是一個評估、選取、強調的過程，亦即是

地圖簡化，是地圖在無法以等比例方式表現的情況下，製圖者必須把地物資料

區分類別與層級，選取重要的、共有的或對用圖者有意義之地物與地理特徵，

將其餘不重要的地物符號刪除。 

    祝國端(2004)則進一步指出此概念包括了兩個層面：「選取」與「簡化」。「選

取」又稱為取捨，指選擇那些對製圖目的有用的訊息，把他們保留在地圖上，

不需要的訊息則被捨掉，實施選取時，要確定何種訊息對所編地圖是必要的，

何種訊息是不必要的，這是一個思維過程，在思維過程中「取」和「捨」是共

存的，但最後表現在地圖上的是被「選取」的訊息；「簡化」指的是對製圖物體

的形狀、數量和質量特徵的化簡，其中，質量特徵概括則表現在製圖表象分類、

分級的減少。可見，「選取」是一種整體性的考量，「簡化」則是進行細部的合

併。地形圖中所呈現的地圖符號便是製圖者對製圖對象的第一次綜合，也就是

說，各時期的製圖者或單位在「思維」過後目的性地「選取」了其認為重要的

訊息，這些訊息以地圖符號呈現在地圖上。 

    可見，「製圖綜合」是一連串製圖思維的過程，其面對的首先問題在於要「選

取」什麼？如何「選取」？這影響了地圖符號的語意，因此在分析上需要建立

構面來討論，是故，本研究綜合上述有關地圖符號研究之討論後認為，符號向

度、量測尺度與視覺變量之認知關係主要反應在地圖符號的語法系統建立上，

反而是製圖目的、用圖需求、地圖內容、傳統關聯與標準化等因素反應了地圖

符號的語意，這與本研究目的關係密切，所以，本研究以 Bos(1984)所提地圖

符號設計之用圖需求、地圖內容、傳統關聯與標準化、地理資料特徵及產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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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來建立分析構面，這些構面成為「製圖綜合」此一影響地圖符號語意差異的

變遷因素與內涵。 

    因此，本研究發展、修改地圖符號概念圖如下圖 1-11，並以地圖符號所具

備的性質與功能出發，以「用圖需求」、「地圖內容」、「傳統關聯與標準化」、「地

理資料特徵」及「產銷觀念」為內涵的「製圖綜合」觀點，來分析、探討自日

治時期以來臺灣地區基本地形圖中所「選取」之地圖符號的類型與變化情形，

並進一步對背後的原因加以分析，以釐清地圖符號使用情形的脈絡與國家製圖

單位製圖思維的脈動(如下圖 1-12)。最後，透過與國外地區地圖符號使用差異

的比較，對地圖符號發展趨勢與機制加以討論。 

圖圖圖圖 1111----    11111111：：：：本研究本研究本研究本研究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概念概念概念概念圖圖圖圖    

((((修改自修改自修改自修改自劉承洲劉承洲劉承洲劉承洲，，，，199819981998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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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111----    12121212：：：：研究概念圖研究概念圖研究概念圖研究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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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為探究與釐清研究問題，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途徑如下： 

一、 文獻分析：蒐集相關研究文獻、檔案文獻、歷年出版之地形圖圖式、

圖資等資料，進行文獻閱讀與分析。 

二、 內容分析： 

以時間為經，地圖符號為緯，針對地圖符號內容及類別進行歷時性的

變遷分析，探究、歸納出其地圖符號可能的變遷規律，並進一步從文

獻、訪談等資料分析其變遷因素。 

三、 訪談法： 

輔以訪談法，對相關製圖單位及繪圖人員進行訪談，以瞭解製圖之決

策過程與未來發展，以此作為論證之輔助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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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在研究流程上，本研究首先針對研究論題分別進行相關文獻閱讀與分析，

並蒐集各時期圖資上的地圖符號加以歸納整理，再者，參照訪談與文獻分析所

得對研究發現進行解釋，最後撰寫研究結果。研究流程如下： 

 

 

 

 

 

 

 

 

 

 

 

 

 

 

 

 

 

 

圖圖圖圖 1111----    13131313：：：：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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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在考量我國製圖發展、使用情形及比例概括化的影響下，本研究在地圖類

別上，以尺度為兩萬五千分之一官方編繪之普通地形圖為對象，探究此一比例

尺下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變化情形。 

    本研究探討之地圖範圍與地圖符號對象如下表： 

表表表表 1111----    4444    

本本本本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範圍對象範圍對象範圍對象範圍對象    

地圖類別 基本地形圖 

地區 臺灣地區 

時間 以日本在臺灣正式實施三角測量後所繪製之地形圖為對象 

尺度 
以 1：25000 為基礎，雖然臺灣堡圖為 1：20000，但因其重

要性與尺度相近，亦納入本研究範圍。 

版本 
臺灣堡圖、日治版地形圖、臺灣省圖、聯勤版地形圖、經

建版地形圖（一～五版） 

研究對象 
對上述各版本地形圖上之地圖符號做一普查，討論地圖符

號類別（Nominal）量度增減變化之情形 

 

 

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在地圖符號的討論上，林惠娟（1984）曾以定性符號（Qualitative symbols）

與定量符號（Quantitative symbols）來討論符號的設計與使用，而在一般普

通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主要是表達自然地貌形態與人文地物環境等地理資料空

間位置的關係，而這些資料大部分為類別量度（Nominal）的資料，亦即為定性

符號。因此，為了探討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以較能反映社會變遷之地物、地

貌等類別量度之定性符號為觀察對象，對選定版本之地形圖中所出現的地圖符

號做一普查，並釐清地圖符號使用增減變化之情形，最後解釋、討論其原因與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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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地圖符號的地圖符號的地圖符號的地圖符號的演變演變演變演變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探討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使用變化情形，因此，在考量科

學化繪圖技術、時間序列、概括化等影響下，將討論同一尺度的地形圖。本章先

回顧整理臺灣地形圖的繪製發展，以釐清脈絡，再將各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加

以擷取比較、分析，以描繪使用情形之差異變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臺灣地形圖的繪製與發展臺灣地形圖的繪製與發展臺灣地形圖的繪製與發展臺灣地形圖的繪製與發展    

    地圖是地理資訊的載體，地形圖是許多現代國家的基本圖，本章節先就臺灣

地區的地形圖發展作一整理，以建立本研究對象各地形圖的繪製環境脈絡，本文

依據政權分期加以討論。 

 

壹壹壹壹、、、、日治時期的地形圖日治時期的地形圖日治時期的地形圖日治時期的地形圖    

鍾美淑(1995)曾對臺灣的地圖測繪史發展做一研究整理，該研究以臺灣地圖

測繪的事實為對象，以清代前、清代、日據、光復後等不同的政治時期為分野，

就地圖內容、測繪技術方法、比例尺等項目進行分析。清代傳統的臺灣地圖有兩

種，一為中國「山水畫式」的地圖；另一為「計里畫方」的地圖，但是，就精準

度而言，這兩種方法皆無法與現代科學測繪方法相比。若就測繪技術而言，這類

地圖可歸類為「古地圖」。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甲午戰爭後，日本人佔領臺灣，這一政治統治權力

的轉換使臺灣地圖的測繪有了改變。 

三角測量、天文測量、基線測量、水準測量等現代技術的使用，可以說是日

本測製臺灣地圖的一大特色，此一測繪技術的改變，使得「地圖上的臺灣」呈現

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姿態。精密的三角測量方法和工具被引入到臺灣，透過精密

的測量、紀錄和有系統的投影轉換過程，臺灣的每一塊土地、每一個聚落、每一

片田園從地表被轉換到地圖上，就地圖與地理的層面而言，這也是臺灣地圖進入

現代化的年代(魏德文等，2008)。 

施添福(1999)認為臺灣之有地形圖，始於日治時代。日本治台五十年，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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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製六套的實測地形圖，作為鎮壓人民、管理土地、開發資源和改造社會的基本

藍圖。這些地形圖雖然測圖的機構、年代、方法、精密程度和目的皆有所不同，

但都是瞭解和研究日治時代臺灣歷史和地理的珍貴史料。 

表表表表 2222----    1111    

日治時期實測臺灣地形圖一覽表日治時期實測臺灣地形圖一覽表日治時期實測臺灣地形圖一覽表日治時期實測臺灣地形圖一覽表    

圖名 比例尺 調製張數 調製或製圖時間 測圖機關 

臺灣地形圖 
五萬分一 85 以上 明治 28~29 年

(1895~1896) 

陸地測量部臨時測圖

部 

臺灣堡圖 
二萬分一 466 

（含一覽圖） 

明治 37 年

（1904）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臺灣地圖 
十萬分一 36 

（含一覽圖） 

明治 38 年

（1905）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臺灣蕃地地

形圖 

五萬分一 68 明治 40～大正 5

年（1907~1916）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屬 

臺灣總督府蕃務本屬 

臺灣地形圖 

二萬五千

分一 

177 

四幅有名無

圖（173） 

大正 10 年～ 

昭和 3 年

（1921~1928） 

陸地測量部 

臺灣地形圖 

五萬分一 117 大正 13 年～ 

昭和 13 年

（1924~1938） 

陸地測量部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施添福施添福施添福施添福，，，，1996199619961996    

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初，時係全台抗日，為應付軍事鎮壓和展開殖民統

治的需要，日本陸地測量部臨時測圖部於明治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間，匆促測繪

出五萬分一比例尺的臺灣地形圖，然此套圖並未依據正常順序作業，故雖屬實測

但對地物地貌的描繪精確度不足。待戰事告一段落，明治三十一年(1899)臺灣總

督府設立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著手實施土地調查，並將製作地形圖列為該局實

施土地調查的三大目的之一，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完成地形測量，調繪出比例

尺為二萬分一的地形圖，通稱「臺灣堡圖」。臺灣堡圖不僅詳細描繪臺灣當時的地

物地貌，重要的是也影響臺灣西部土地管理與基層行政區劃。此後，日本有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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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分一臺灣地形圖(1895~1896)、臺灣堡圖(1904)、五萬分一臺灣蕃地地形圖，

皆因特殊狀況在臺灣正式實施三角測量前，即以較為簡便的測量方式完成地形測

量，精密程度或許有些不足，陸地測量部乃決定自明治四十二年(1909)起正式實

施三角測量，作為重新調製跟日本本土相同尺度之地形圖的基礎。大正末年至昭

和年間(1921-1945)，日本帝國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完全比照日本本土的測圖程序

和方法，調製成二萬五千分之一和五萬分之一尺度的一般基本地形圖，此套圖不

僅原圖精確可以媲美日本本土的地形圖，而且也構成日本帝國基本地形圖的一

環，具體反映了日治後期台灣地表景觀的特色。此外，陸地測量部為協助使用者

判讀，除提供一份地形圖圖式外，並公開對外發行二幅圖式和具體地物對照的說

明書。地形圖圖式或圖式與實際地物說明書皆以日本帝國境內可能出現的地物地

貌為對象所作的統一設計，種類極為繁多，然而，實際上出現的每一幅地形圖中

的種類卻為數有限，因此，為了便於判讀，每一幅正式製版的地形圖，皆在其圖

廓的下方或左側直接附上該幅地形圖所使用的圖式符號。但因是假製版或二次大

戰列為密圖，因此，僅東吉嶼等四幅附有圖式符號。臺灣基本圖多以假製版方式

發行，除要塞地帶外，原本皆對外公開發行，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地形圖開始列

入管制，1934 年起不再發行，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以軍令宣布將部分要塞地帶

列為軍事密圖不得流通和使用，後更呼籲民間將家藏的各種地形圖和地圖繳回警

方集中燒毀(施添福，1996；1999)。 

 

貳貳貳貳、、、、民國時期的地形圖民國時期的地形圖民國時期的地形圖民國時期的地形圖    

抗戰勝利初期，臺灣尚處在復健時期，地理學的研究與教學受到嚴厲的拘束，

比例尺稍大的地圖，概視為禁品，使用地圖既無自由，編製地圖更難。當時軍方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測量署，依據美國陸軍製圖局(AMS)編印的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

地形圖，改編為二十五萬分之一、五萬分之一和二萬五千分之一等地形圖。但幾

乎全部供應軍用，列為密件，不提供私人機構使用，一般人很難看到，更不用說

是編製了(鍾美淑，1995)。由此可見，臺灣從日治後期到國民政府初期這段時間，

因為戰爭與政治控制的因素，使得臺灣的地形圖無法流通，擁有地形圖也被視為

一種禁忌，此段時期，可謂臺灣地形圖發展的黑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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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民國六十四年(1975)，在內政部的主持下，政府開始實施「臺灣地區土

地測量計畫」，委由聯勤測量署執行「基本控制點檢測」工作，林務局農林航空測

量所測製大比例尺的像片基本圖，以及省市地政處測量總隊
2
繪製地籍圖。又各機

關應業務所需，也利用地形圖編製了各種主題地圖、行政圖及地圖集等(鍾美淑，

1995)。其中，由聯勤測量署測量隊所執行的基本控制點檢測工作，於民國六十九

年(1980)完成，此次的檢測工作不僅修復了因自然或人為因素而損失的三角點，

更使得臺灣本島與澎湖地區共同納入同一個投影帶，提高了地圖測繪的精度。 

民國六十四年(1980)農林航空測量執行測繪「臺灣地區大比例尺像片基本

圖」，此次測量採用較新的正射投影技術，不僅測製迅速而且圖上地物的型態也相

當逼真，測圖精度也維持相當的水準。此一系列像片圖亦成為地形圖測繪的基礎。 

民國七十四年至七十八年(1985-1989)間，由內政部主辦，農委會協辦，由聯

勤四 o 一廠根據五千分之一及一萬分之一像片圖及最新照片修測，實地調繪而成

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261 幅，並於民國八十三年(1994)完成第二版平地及山坡

地部份地形圖 165 幅。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年(1980-1981)間完成五萬分之一地形

圖 79 幅。兩地形圖均係五色地形圖，地貌以等高線及高程值表示，圖廓外包括圖

名、圖號、比例尺、測圖說明、圖幅接合表、圖幅位置、圖例等資料(鍾美淑，1995)。

而後，內政部分年分區辦理基本圖修測計劃，此一系列地圖被稱為「經建版」地

圖。賴逸書(2005)曾就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做一整理(如下表 2-3)。 

由於都市地區建設的快速發展，地形、地物產生許多變遷，再加上地理資訊

系統的發展與需求，台北市政府乃自民國八十到八十四年(1991-1995)委託中華民

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等單位，引進先進之航測方法重新測製一千分之一數

值地形圖，藉由電腦製圖系統之功能，將地形資料分類分層編碼測錄座標數值建

檔，使基本地形資料數化後便於利用電腦科技以建立資訊管理、應用、傳輸及更

新等作業之自動化體系，可提高工作效率增進使用便利，此數值地形圖之規格與

圖式仍多沿用舊有規定 (鍾美淑，1995)。 

此一數值化地圖的作業與技術，也漸漸擴及到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的繪測

上，目前，國土資訊系統九大資料庫中的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已將經建三版的地

                                                
2該單位幾經改制，現改為國土測繪中心，隸屬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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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圖數化，供民眾下載使用。 

表表表表 2222----    2222    

二萬五千分之一二萬五千分之一二萬五千分之一二萬五千分之一聯勤聯勤聯勤聯勤製圖製圖製圖製圖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    

測繪年代 圖幅名稱 圖幅數 註記 

1955 

(民國 44 年) 

臺灣省圖 

 

254 張 ●有三版 

●聯勤彙整之前所有台灣

套圖 

●舊圖幅經差 6 分、緯差 4

分 

1959-1972 

(民國 48-61 年) 

臺灣地形圖 297 張 ●平地最多七版 

●偏遠地區有可能只有一

版 

1978 

(民國 67 年起) 

1/25,000 圖 最多 261 張 ●新圖幅經緯差 7.5 分 

1986-1987 

(民國 75-76 年) 

臺灣經建版地形圖 261 張 ●經建一版 

1992-1994 

(民國 81-83 年) 

臺灣經建版地形圖 261 張 ●經建二版 

1995 

(民國 84 年) 

聯勤軍圖 約 261 張 ●軍用 

1999-2001 

(民國 88-90 年) 

臺灣經建版地形圖 

 

約 263 張 ●經建三版 

●都市地區有五版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修改自修改自修改自修改自賴逸書賴逸書賴逸書賴逸書，，，，20052005200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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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各時期各時期各時期各時期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    

經由上述臺灣地形圖測繪發展的回顧與討論可知，「臺灣堡圖」尺度為二萬分

之一，但是，此圖乃臺灣地形圖發展之基礎與先驅，且該尺度與現代國家基本地

形圖二萬五千分之一差異較小，故在其重要性考量下，本研究亦將「臺灣堡圖」

列為研究的對象。除了臺灣堡圖是兩萬分之一外，其餘皆以兩萬五千分之一的地

形圖為對象，年代版本如下表 2-3 所列。唯為了清楚分別地形圖版本之差異，本

研究分就六個版本的名稱加以定義，以利後續討論。 

本節將各研究版本所列之地圖符號加以擷取比較，先簡述地圖符號的類別與

數量，再依時間脈洛加以彙整、說明地圖符號使用之情形。 

表表表表 2222----    3333    

本研究之臺灣地形圖版本本研究之臺灣地形圖版本本研究之臺灣地形圖版本本研究之臺灣地形圖版本    

測繪年代 
地圖名稱 比例尺 出版 本研究版本

名稱定義 

1904 
臺灣堡圖 二萬分之一 複刻版(1996) 

遠流出版社 

臺灣堡圖 

1926 
臺灣地形圖 二萬五千分之

一 

複刻版(1999) 

遠流出版社 

日治版地形

圖 

1955 
臺灣省圖 

 

二萬五千分之

一 

聯勤測量署印

製 

臺灣省圖 

1959-1972 
臺灣地形圖 二萬五千分之

一 

聯勤測量署印

製 

聯勤製軍用

地形圖 

1986~1987 
臺灣地形圖經建版 

(第一版) 

二萬五千分之

一 

聯勤測量署印

製 

經建版地形

圖 

1992~1994 
臺灣地形圖經建版 

(第二版) 

二萬五千分之

一 

聯勤測量署印

製 

經建版地形

圖 

1996~2003 
臺灣地形圖經建版 

(第三、四、五版) 

二萬五千分之

一 

聯勤測量署印

製 

經建版地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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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臺灣堡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堡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堡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堡圖中的地圖符號 

臺灣堡圖異於一般地形圖的關鍵所在正是其展現出土地利用、聚落占地大小

及行政區劃境界等人文現象的調查與測量 (施添福，1996)。也就是說，在臺灣堡

圖中，除了三角測量、水準測量和圖根測量等科學化的繪測技術外，更使用了地

圖符號、文字等來表示地表上的重要地物，這些圖例日本以「圖式」一詞來稱之。

所以，圖中地圖符號的使用也就表示了有哪些地物被記錄了下來。 

又根據施添福(1999)的研究，日本近代實測地形圖的圖式隨時間而幾經修

正，不同時期的臺灣地形圖所適用的圖式是不同的，經整理如下表 2-4： 

表表表表 2222----    4444    

日治時期臺日治時期臺日治時期臺日治時期臺灣地形圖適用圖式版本對照表灣地形圖適用圖式版本對照表灣地形圖適用圖式版本對照表灣地形圖適用圖式版本對照表    

時間/版本 情形 適用版本 

明治二十四年 

（1891 年） 
首次訂定二萬分一地形圖式 

 

明治二十八年 

（1895 年） 
修正前期圖式後公布 

明治二十九年(1896)完成之

五萬分一臺灣地形圖 

明治三十三年 

（1900 年） 
修正前期圖式後公布 

明治三十七年(1904)完成之

二萬分一臺灣堡圖 

明治四十二年 

（1909 年） 
修正前期圖式後公布 

明 治 四 十 年 ~ 大 正 五 年

(1907~1916)完成之五萬分一

臺灣蕃地地形圖 

大正六年 

（1917 年） 
修正前期圖式後公布 

大正末年~昭和年間之二萬五

分一及五灣分一臺灣地形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修改自修改自修改自修改自施添福施添福施添福施添福，，，，1999199919991999    

由上述可知，就本研究尺度的地圖版本而言，二萬分一的臺灣堡圖與二萬五

千分一的臺灣地形圖，分別採用明治三十三年(1900)及大正六年(1917)修正後所

公布的地形圖圖式。 

在 1996 年遠流出版社所複製的明治三十七年(1904 年)的「臺灣堡圖」中，除

了少部分文字有略作翻譯外，其餘內容皆保存原狀，不予異動。因此，本研究直

接將其「檢索地圖」中的圖式(明治三十三年版)以由上而下、由右至左的順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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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理，以釐清其分類系統，整理後如下表 2-5。 

經本研究整理可知，在臺灣堡圖中主要的類別有十四類。又根據魏德文等人

(2008)研究指出，臺灣堡圖中如城廓、土圍、公共建物、民宅、道路等較重要的

地物會比原比例尺略放大繪入地圖中，其他如三角點、圖根點、水準點在圖幅中

均可找到，均標有數目字。另有形、無形而不易呈現的則設計特別的符號做為圖

例置入圖中，共有 109 種。 

上述文獻所稱之臺灣堡圖中共有 109 種的說法，經本研究一一細數臺灣堡圖

中的圖式後發現，其計算之方式，乃是將有符號型態且有名詞者，方予計算一種，

如此計算才有 109 種地圖符號。因此，本研究在後續計算地圖符號數量時，亦以

此標準加以操作算計。若出現一地圖符號有二個(含)以上名詞或一個名詞有二個

(含)以上地圖符號時，仍採一種計算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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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    5555    

臺灣堡圖中地圖符號的類別與數量臺灣堡圖中地圖符號的類別與數量臺灣堡圖中地圖符號的類別與數量臺灣堡圖中地圖符號的類別與數量    

主類別 符號種類 數量 

一、市街 市街 1 

二、庄社 庄社 1 

三、副記號 

神祠、寺廟、祠廟、西教堂、陸軍所轄、海軍所轄、陸軍

兵營、海軍兵營、廳、支廳、街庄役場、公署、監獄暑、

學校、病院、憲兵屯所、警官派出所、法院及出張所、郵

便電信局、郵便局、電信局、測候所、郵便電信局出張所、

郵便局出張所 

24 

四、小物體 
石燈、墳墓、紀念碑、獨立樹、孤竹、礦泉、採礦地、井、

三角點、三角圖根點、水準點、獨立標高點 

12 

五、構圍 城郭、上圍 2 

六、境界 廳、堡里澳鄉、街庄、地域、蕃地 5 

七、道路 
一等、二等、三等、小路、徑路、不明路、電線、除土、

積土 

9 

八、鐵路 停車場、交叉部、交會部、建築中、道路卜交會部、墜道 6 

九、耕地及天

然地 

火田 地、田地、茶火田、草地、樹林、竹林、荒地、墓地 8 

十、起伏地及

變形地 

崩落、頹岩、散岩、露岩、沙準、低下曲線 6 

十一、埤圳及

其附屬物體 

被覆、堰、地上、地下、空間、河上、道路上 7 

十二、諸水 湖池、沼、濕地、泥地 4 

十三、河川及

其附屬物體 

嶮岩、礫地、沙地、細流、涸川、土堤、石堤、橋樑、鐵

製鐵道橋、木製鐵道橋、渡舩所、通舩、流水方向 

13 

十四、海部及

其附屬物體 

嶮崖石磯、岩礁、沙濱、沙洲、防波堤、埠頭、鹽田、大

舩投錨所、小舩投錨所、燈臺、浮標 

11 

總計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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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 地圖符號(圖式) 

一、市街 

 

二、庄社 

 

三、副記

號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圖圖圖圖 2222----    1111：：：：臺灣堡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堡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堡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堡圖中的地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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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 地圖符號(圖式) 

四、小物

體 

 

五、構圍 

 

六、境界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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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 地圖符號(圖式) 

七、道路 

 

八、鐵路 

 

九、耕地

及天然地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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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 地圖符號(圖式) 

十、起伏

地及變形

地 

 

十一、埤

圳及其附

屬物體 

 

十二、諸

水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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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 地圖符號(圖式) 

十三、河

川及其附

屬物體 

 

十四、海

部及其附

屬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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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日治日治日治日治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施添福(1999)指出日治時期陸地測量部發行的臺灣實測地形圖，基本上採用

當時陸地測量部統一制定的圖式，同時，為了因應社會的需要以及適時透過地形

圖展現重要地物的分布狀態，圖式的內容亦隨時間而修正。 

本研究對象中所觀察的日治時期二萬五千分一地形圖，其測繪的年代約介於

大正十年(1921)至昭和三年(1928)，所採用的圖式為大正六年(1917)所頒訂之圖

式。本研究依據遠流出版社 1999 年複製版上所列之大正六年(1917)地形圖圖式為

觀察對象，將其所用之地圖符號依由上而下、由右至左加以整理，整理後如下表

2-6。 

表表表表 2222----    6666    

日治版地形圖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日治版地形圖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日治版地形圖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日治版地形圖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    

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符號種類符號種類符號種類符號種類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一、市街 市街 1 

二、村落 村落 1 

三、公園 公園 1 

四、古城 古城 1 

五、家屋 商賈連棟部、普通部、無壁舍、  4 

六、副記號 

神祠、佛宇、西教堂、內國公署、外國公署、陸軍所轄、

海軍所轄、師團司令部、旅團司令部、要塞司令部及警

備司令部、聯隊區司令部及警備隊區司令部、鎮守府、

要港部、陸軍軍營、海軍軍營、道廳府縣廳及廳、支廳

島廳及郡役所、市役所及區役所(北海道及沖繩)、町村

役場市內區役所及區長役場(臺灣)、學校、病院、避病

院及隔離病舍、憲兵隊、警察署、控訴院及裁判所、監

獄、稅關、稅務監督局及稅務署、林區署、礦務署、專

賣局仝支局及仝製造所、海事部、郵便電信局、郵便局、

電信局、電話局、測候所、海軍望樓、製造所、鍛工所

及鑄造所、發電所、造船所、倉庫、銀行、火藥庫、水

車房 

47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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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符號種類符號種類符號種類符號種類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七、溝圍 埦工牆、牆、柵、土圍、水濠、乾濠 6 

八、居住地之附

屬諸地 

庭地、園囿、樹叢、苗木火田、花火田、芝地、墓地 7 

九、小物體 

門、屋門、鳥居、梵塔、高塔、石段、燈籠、墳墓、紀

念碑、立像、界標、立標、風車、烟突、獨立樹(鍼葉樹)、

獨立樹(闊葉樹)、三角點、標石?四等以下三角點、水準

點、獨立標高點、驗潮場、井、石油井、洞、石坑、礫

坑、沙坑、土坑、堆土、壘石阻 

30 

十、指示記號 

山陵、城墟、古戰場、火山、礦泉、湧泉、磚瓦製造場

及陶瓷漆製造場、石灰製造窯、材料貯蓄場、牧場、採

礦場 

11 

十一、道路 

國道、縣道、里道(細分三類)、小徑、道路、荷車可通

部、建築中部、分明部、並木、電線(普通、高壓)、架

空索道、特種鐵道(復、單)、交會部、鑿開部及築堆部、

鑿岩部地下部及穹窿部、水上部及棧道 

24 

十二、鐵道 

尋常鐵道(單線、二線以上)、停車場、建築中、增建中、

支分部水槽及雪除部、交會部、道路與鐵路交會部、地

下及水上下部、特種鐵道(單線)、特種鐵道(復線)、特

種鐵道(停車場及支分部) 

15 

十三、境界 
外國、(府縣、廳、支廳)、郡市支廳、國、町村區、官

有地、地類 

7 

十四、地類 

(火田地、數木植生火田地）、乾田、水田、沼田、桑火田、 

茶火田、果園、三木亞田、草地、闊葉樹林、鍼葉樹林、枯

木及燒木林、竹林、棕梠科樹林、荒地、矮松地、條地 

18 

十五、變形地 
雨裂、崩土、流土、露岩、散岩及頹岩、流岩及流沙、

沙埠 

9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43 

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符號種類符號種類符號種類符號種類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十六、河川 
河、河岸、斜面、沙地、礫地、高水界、涸川及季節性

涸川、石湍及嶮岸 

9 

十七、河川附屬

之物體 

鐵橋、土完工橋、木橋、鐵木橋、假橋、脆弱橋、舟橋、

徒橋、鐵道橋、汽船渡、人馬渡(兩岸出舩)、人渡(一岸

出舩)、綱度、車輛涉所、徒涉所、汽舩通舩、舟揖通舩、

下筏、制水、水面下制水、防波杭、土堤、石堤、臼舩、

水草、水深及岸高、流水方向、急流、瀑布 

30 

十八、溝渠及其

附屬物體 

堰、閘、埦工被覆、木製被覆、並木 5 

十九、水樋及其

附屬物體 

地面、空間(木製)、河上(鐵製及埦工製)、道路上、地

下、樋木升 

6 

二十、諸水 
湖池及水面標高、貯水池、枯燥貯水池、沼、瀦水、濕

地、泥地 

8 

二十一、海部 

滿潮界、干潮界、潮入川、崩土、斷崖及隱顯泥地、岩

石嶮崖、磯及岩礁、沙濱及沙洲、防波堤及卸載所(鐵製

棧橋、木製棧橋、浮棧橋、石段、敷石斜坂)、塩田 

18 

二十二、海部之

附屬物體 

無線電信電柱、水底電線沉定點樣、燈臺、固定標(有

燈)、固定標(無燈)、浮標(有燈)、浮標(無燈)、警報標、

軍港、要港、商港、大舩投錨所、小舩投錨所、停船所 

14 

總計 292 

 

由以上整理可知，在日治時期的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中，將地圖符號分為

二十二類。至於地圖符號的個數，根據魏德文等人(2008)的說法認為，在 1921-1929

年間，以平板測量及地面照相測量，繪製而成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共 173 幅，

本地形圖的圖式規格與圖例符號有 85 種，是按陸地測量部於 1917 年所公布，此

圖採用 1920 年革新後的行政區劃界線與改制後的地名，此圖的完成，成為日本帝

國規格的基本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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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獻所稱該圖式中之地圖符號有 85 種的說法，經本研究一一細數後發

現，數量上有所出入，若依據上一節中所提的地圖符號計算原則，凡有名稱與符

號型態者皆算一種，則本研究計算大正六年(1917)公佈之地圖符號共有 292 種。 

又根據施添福(1999)的說法，陸地測量部為協助使用者判讀，除提供一份地

形圖圖式外，並公開對外發行二幅圖式和具體地物對照的說明書。地形圖圖式或

圖式與實際地物說明書皆以日本帝國境內可能出現的地物地貌為對象所作的統一

設計，種類極為繁多，然而，實際上出現的每一幅地形圖中的種類卻為數有限，

因此，為了便於判讀，每一幅正式製版的地形圖，皆在其圖廓的下方或左側直接

附上該幅地形圖所使用的圖式符號。但臺灣地形圖多屬假製版或二次大戰期間被

列為軍事密圖而消除圖式，因此，僅大嶼近傍的東嶼坪嶼、東吉嶼、大嶼和西吉

嶼等四幅地形圖附有圖式符號。 

因此，本研究再根據東吉嶼等四幅地形圖中所列之地圖符號加以算計，然而，

在此四幅地形圖中，圖廓下方所附之地圖符號竟然各不相同，在依據有名稱與符

號型態者即算一種的原則來計算，僅西吉嶼此幅地圖所附之地圖符號為 85 種。 

面對此一問題，在參照施添福、魏德文等人的研究與考量研究目的後，本研

究採取計算西吉嶼此幅地形圖中所列之地圖符號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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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一、市街 

 

二、村落 

 

三、公園 

 

四、古城 

 

五、家屋 

 

 ( ( (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圖圖圖圖 2222----    2222：：：：日治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日治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日治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日治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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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六、副記

號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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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六、副記

號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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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七、溝圍 

    

八、居住

地之附

屬諸地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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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九、小物

體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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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九、小物

體 

     

十、指示

記號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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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十一、道

路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52 

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十二、鐵

道 

 

 

十三、境

界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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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十四、地

類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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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十五、變

形地 

 

十六、河

川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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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十七、河

川附屬

之物體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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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十八、溝

渠及其

附屬物

體 

 

十九、水

樋及其

附屬物

體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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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二十、諸

水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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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二十

一、海部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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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主類別    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二十

二、海部

之附屬

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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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圖圖圖圖 2222----    3333：：：：日治版地形圖西吉嶼圖幅中的地圖符號日治版地形圖西吉嶼圖幅中的地圖符號日治版地形圖西吉嶼圖幅中的地圖符號日治版地形圖西吉嶼圖幅中的地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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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臺灣省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省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省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省圖中的地圖符號    

臺灣省圖為經建版的前身，此套圖是由聯勤總部測量處利用民國三十七年

(1948)航測照片內業製圖並民國四十一年(1952)實地調繪之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

圖，並參照民國四十二年(1953)翻印五萬分一兵要圖改繪各種道路，依台中虎子

山原點輿地位置推算，加繪世界橫麥卡脫投影座標格。 

本研究根據臺灣省圖之圖例逐一細數地圖符號，發現本圖之圖例並未詳細分

類，僅界線、公路、鐵路有分級，雖然大部分地圖符號在圖例中沒有標示地圖符

號的類別，但是並不影響本研究之調查，因此，依據有名稱與符號型態就算一種

的原則來進行算計，經統計圖例中的地圖符號共有 118 種(未計算等深線)。 

此外，在臺灣省圖圖幅所列圖例中，每個地圖符號皆有英文名稱對照，且在

公路符號系統上使用紅色、在河川符號系統上使用藍色、等高線使用棕色，其餘

地物使用黑色，可見在測繪上已分版製圖，此可謂這套圖的特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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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    7777    

臺灣省圖中臺灣省圖中臺灣省圖中臺灣省圖中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的類別與數量的類別與數量的類別與數量的類別與數量    

主類別 符號種類 數量 

界線 國界、省(院轄市)界、縣(省轄市)界 3 

公路 

三車道(硬路面、鬆路面)、二車道(硬路面、鬆路面)、

一車道(硬路面、鬆路面)、晴天可用道、建築中道路、

公路隧道、其他道路、鄉村道、小徑 

9 

鐵路 
1.437 公尺寬(單軌、雙軌)、1.067 公尺寬(單軌、雙軌)、

車站、鐵路隧道、特種鐵路(單軌、雙軌) 

8 

圖上未分類

屬之地圖符

號 

電話電報線、高壓線、油管、雙軌鐵道橋、單軌鐵道橋、

公路橋、小橋、渡口、涉所、沙地、大瀑布、護岸、小

瀑布、水壩、可通行水壩、國都、省(市)政府、縣(市)

政府、使領館、高級軍事機關、陸軍營地、海軍營地、

飛機掩護體、軍用工廠、工廠、船塢、氣象台、無線電

台、電報局、電話局、郵局、警察局(派出所)、發電廠、

自來水廠、水力發電廠、監獄、學校、醫院、教堂、寺

廟、孔廟、砲台、碉堡、採礦地、油井、井、湧泉、溫

泉、火山、石階、陵墓、靶場、運動場、水準點、標高、

三角點、天文點、塔、銅石像、紀念塔、煙筒、古跡、

飛機場、磚城、土堤、土質斜坡、墓地、體現沉船、礙

航沉船、不礙航沉船、孤石及水深、不及二公尺之孤石、

燈塔、燈浮、出基準面石、平基準面石、礙航、小船投

錨所、大船投錨所、海流、漲流及速度、落流及速度、

水深線、鹽田、防波堤、種植地、水稻田、沼澤濕地、

矮林、樹林、易氾濫區(泥地)、斷岩、流岩、雨裂地、

散岩、崩土、露岩 

98 

總計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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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圖圖圖圖 2222----    4444：：：：臺灣省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省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省圖中的地圖符號臺灣省圖中的地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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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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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聯勤製軍用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聯勤製軍用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聯勤製軍用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聯勤製軍用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根據賴逸書(2005)的研究，民國四十八至六十一年(1959-1972)間，聯勤測量

署曾陸續修測尺度為二萬五千分之一的臺灣地形圖，平地地區最多有七版，偏遠

地區甚至只有一版，這些地形圖主要為軍用。 

本研究參照此時期之地形圖後發現，圖例中的地圖符號與版本較無關係，圖

例中地圖符號的多寡與該地區的地理環境有所差異，在有臨海區域的圖幅中，圖

例增列等深線及海部相關地圖符號(如下圖 2-5)，這類圖幅的地圖符號應較為完

整。是故，本研究應以此類圖幅為對象來探討。此版本的地圖符號，本研究選取

自圖幅<壽豐，第四版>來加以探討，經統計類別、數量與型態如下表 2-8 及圖 2-6。 

 

圖圖圖圖 2222----    5555：：：：聯勤軍用地形圖中海部相關地圖符號聯勤軍用地形圖中海部相關地圖符號聯勤軍用地形圖中海部相關地圖符號聯勤軍用地形圖中海部相關地圖符號    

 

此外，此一系列聯勤軍用圖與臺灣省圖相較，仍維持英文名稱對照與分版製

圖的特徵，至於地圖符號使用差異的特徵則留於下一章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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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    8888    

聯勤軍用地形圖中的聯勤軍用地形圖中的聯勤軍用地形圖中的聯勤軍用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類別與數量類別與數量類別與數量((((壽豐壽豐壽豐壽豐，，，，第四版第四版第四版第四版))))    

主類別 符號種類 數量 

道路 

4.8 公尺以上寬硬路面、4.8 公尺以上寬鬆路面、2.4-4.8

公尺寬硬路面、2.4-4.8 公尺寬鬆路面、4.8 公尺以上寬晴

天可通行之鬆路面、2.4-4.8 公尺以上寬晴天可通行之鬆路

面、1.5-2.4 公尺寬之馬車道路、1.5 公尺以下之小路 

8 

鐵路 
3’6”標準單軌、3’6”標準雙軌、窄單軌、窄雙軌、公

路上之車道或鐵路、 

5 

界線 國界、省界或院轄市界、縣界或省轄市(局)界 3 

圖上未

分類屬

之地圖

符號 

路標、建築區、電報(電話線)、高壓線、纜車(架空索道)、

城牆(大)、城牆(小)、堤、堤上路、峻岸或斜岸、土圍牆、

公路隧道、鐵路隧道、鐵路橋(高架橋)、木橋、鋼橋、水

泥橋、小橋、渡口、涉所、沙地、礫石、大瀑布、小瀑布、

大急流、小急流、可通行之磚石水壩、不能通行之磚石水

壩、泥壩、護岸(木)、護岸(石或磚)、省(市)政府、縣(市，

局)政府、醫院、廟宇(祠堂)、孔廟、自來水廠、氣象臺、

無線電臺或播音臺、工廠、發電廠、水力發電廠、學校、

教堂、塔、石(銅)像、紀念碑、陵墓、礦場、油井、煙囪、

湧泉、礦泉、墳地、天文點、三角點、水準點、經校正之

獨立標高點、未經校正之獨立標高點、懸崖、露岩、散巖、

雨裂、凹地、土墩、體現沉船、不礙航沉船、礙航沉船、

燈塔、防波堤、碼頭、出基準面石、平基準面石、平基準

面石航海危險區、暗礁、暗礁航海危險區、孤石水深、小

船拋錨所、大船拋錨所、海流、漲潮流及速度、落潮流及

速度、鹽田、稻田、沼澤或濕地、易積水區、樹林、農場

或果園、矮林、茶林、蔗田、旱田(種植地) 

92 

總計(未計算等深線)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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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圖圖圖圖 2222----    6666：：：：聯勤軍用地聯勤軍用地聯勤軍用地聯勤軍用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壽豐壽豐壽豐壽豐，，，，第四版第四版第四版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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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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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經建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經建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經建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經建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民國六十年代後期，為了因應國家經濟建設與發展之需要，主管機關內政部

會同國防部、農委會協辦，由聯勤總部測量署四 o 一廠根據五千分之一及一萬分

之一像片圖及最新照片修測，實地調繪而成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261 幅。而後

分年分區進行修測、印製，此經建版地形圖業已由內政部地政司公開發售。每幅

地形圖圖廓下方皆附有圖例，同一版本中的圖例並無差異，除公路、鐵路外其餘

並未分類、分級。因此，本研究隨機選取各版本任一圖幅(如圖 2-7～圖 2-12)加

以比較，所選取圖幅如下表 2-9： 

表表表表 2222----    9999    

本研究經建版地形圖選取版本本研究經建版地形圖選取版本本研究經建版地形圖選取版本本研究經建版地形圖選取版本    

版本 圖幅名稱 印製時間 

經建一版 淡水 民國七十六年 

經建二版 屏東 民國八十二年 

經建二版 中壢 民國八十五年 

經建三版 埔里 民國八十九年 

經建四版 石碇 民國八十八年 

經建五版 臺北市 民國九十二年 

 

    必須注意的是，在表 2-9 中「屏東」與「中壢」兩圖幅同為經建二版，但是

在印製時間上有所先後；而「石碇」圖幅雖為經建四版，但是印製時間卻較經建

三版的「埔里」為早，這些情形乃因經建版地形圖是採分年分區進行修測、印製

所致。因此，本研究特別針對上述經建版地形圖圖例加以比較，發現經建二版雖

有印製年代的差異，但是圖例內的地圖符號是一致的；而經建四版的「石碇」與

經建三版的「埔里」圖幅在圖例內的地圖符號亦是一致的。是故，本研究進一步

針對經建版一到五版地形圖上之圖例一一計算並加以整理如表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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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    7777：：：：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第一版第一版第一版第一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取自民國七十六年印製取自民國七十六年印製取自民國七十六年印製取自民國七十六年印製，，，，淡水淡水淡水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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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    8888：：：：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第二版第二版第二版第二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取自民國八十二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二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二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二年印製，，，，屏東屏東屏東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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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    9999：：：：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第二版第二版第二版第二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取自民國八十五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五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五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五年印製，，，，中壢中壢中壢中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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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    10101010：：：：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第三版第三版第三版第三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取自民國八十九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九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九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九年印製，，，，埔里埔里埔里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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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    11111111：：：：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第四版第四版第四版第四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取自民國八十八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八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八年印製取自民國八十八年印製，，，，石碇石碇石碇石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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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222----    12121212：：：：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第五版第五版第五版第五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取自民國九十二年印製取自民國九十二年印製取自民國九十二年印製取自民國九十二年印製，，，，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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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 2-10 乃以經建一版所列符號為基礎，每一版皆與前一版比較，比較說

明如下： 

一、雙刪除線劃記表示取消，如：大道 

二、底線劃記表示修改文字，如：小徑 

三、灰階劃記表示有新增或修改地圖符號，如：省道 

本研究根據經建一版至經建五版地形圖中圖例所列之地圖符號，逐一比對

後歸納，發現如下： 

一、新增加之地圖符號有： 

(一)「沙地」、「崩土」：經建二版開始增加，第三、四版繼續使用。 

(二)「捷運路網」：民國八十二年(1993)出版印製之經建二版開始使用。 

    (三)「高速鐵路」：民國八十八年(1999)出版印製之第三、四、五版皆有使

用。 

(四)「鐵路未完成」：經建二版新增加「未完成」符號。 

(五)「獨立屋」：經建二版僅增列文字，未增設圖形符號。 

二、修改之地圖符號有： 

    (一)「省道」：經建一版、二版、三版上的「省道」地圖符號經過二次修改。 

(二)文字修改： 

1.「小路」改成「小徑」 (經建三版) 

2.「其他道路」改成「鄉鎮道其他」(經建三版) 

3.「3.6”標準軌」改成「一般鐵道」(經建三版) 

4.「窄軌」改成「輕便鐵道」(經建三版) 

5.「院轄市」改成「直轄市」(經建二版) 

6.「區界」改成「直轄市區界」(經建二版) 

三、刪除之地圖符號有： 

(一)「大道」：經建三版刪除此地圖符號。 

(二)「公路上之鐵路」：經建三版起刪除此地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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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    10101010    

經建版地形圖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變化情形經建版地形圖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變化情形經建版地形圖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變化情形經建版地形圖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變化情形    

版本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時間 
民國七十四~七十八年

間(1985~1989) 

民國八十一~八十三年

間(1992~1994) 

民國八十八~九十二年

間(1999~2003) 

國道(高速公路) 國道(高速公路) 國道(高速公路) 

省道 

(硬面、鬆面路) 

省道(修改符號) 

(硬面、鬆面路)  

省道(修改符號) 

(硬面路、鬆面路) 

縣道 

(硬面、鬆面路) 

縣道 

(硬面、鬆面路) 

縣道(硬面路、鬆面路) 

其他道路(硬面、鬆面

路) 

其他道路(硬面、鬆面

路) 

鄉鎮道其他 

(硬面路、鬆面路) 

大道 大道 大道 

公路

及編

號 

小路 小路 小路  

改 小徑 

3.6”標準軌 

(單軌、雙軌) 

3.6”標準軌 

(單軌、雙軌、未完成) 

3.6”標準軌  

改 一般鐵路 

窄軌 窄軌 

(新增未完成) 

窄軌  

改 輕便鐵路 

公路上之鐵路 公路上之鐵路 公路上之鐵路 

 捷運路網(新增符號) 捷運路網 

鐵道 

  高速鐵路(新增符號)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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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纜車、架空索道 纜車、架空索道 纜車、架空索道 

公路隧道 公路隧道 公路隧道 

鐵路隧道 鐵路隧道 鐵路隧道 

涵洞 涵洞 涵洞 

院轄市、省界 直轄市、省界 直轄市、省界 

省轄市、縣界、區界 省轄市、縣、直轄市區

界 

省轄市、縣、直轄市區

界 

縣轄市、鄉、鎮、區界 縣轄市、鄉、鎮、省轄

市區界 

縣轄市、鄉、鎮、省轄

市區界 

高壓線 高壓線 高壓線 

建築區 建築區、獨立屋 建築區、獨立屋 

鐵路橋 鐵路橋 鐵路橋 

公路橋 公路橋 公路橋 

小橋 小橋 小橋 

可通行之磚石水壩 可通行之磚石水壩 可通行之磚石水壩 

不能通行之磚石水壩 不能通行之磚石水壩 不能通行之磚石水壩 

河流 河流 河流 

時令河 時令河 時令河 

湖 湖 湖 

 沙地(新增符號) 沙地 

 崩土(新增符號) 崩土 

堤防 堤防 堤防 

可通行之堤防 可通行之堤防 可通行之堤防 

圖例

中未

分類

屬關

係之

地圖

符號 

纜車、架空索道 纜車、架空索道 纜車、架空索道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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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公路隧道 公路隧道 公路隧道 

鐵路隧道 鐵路隧道 鐵路隧道 

涵洞 涵洞 涵洞 

院轄市、省界 直轄市、省界 直轄市、省界 

省轄市、縣界、區界 省轄市、縣、直轄市區

界 

省轄市、縣、直轄市區

界 

縣轄市、鄉、鎮、區界 縣轄市、鄉、鎮、省轄

市區界 

縣轄市、鄉、鎮、省轄

市區界 

高壓線 高壓線 高壓線 

建築區 建築區、獨立屋 建築區、獨立屋 

鐵路橋 鐵路橋 鐵路橋 

公路橋 公路橋 公路橋 

小橋 小橋 小橋 

可通行之磚石水壩 可通行之磚石水壩 可通行之磚石水壩 

不能通行之磚石水壩 不能通行之磚石水壩 不能通行之磚石水壩 

河流 河流 河流 

時令河 時令河 時令河 

湖 湖 湖 

 沙地(新增符號) 沙地 

 崩土(新增符號) 崩土 

堤防 堤防 堤防 

可通行之堤防 可通行之堤防 可通行之堤防 

鹽田 鹽田 鹽田 

魚池 魚池 魚池 

圖例

中未

分類

屬關

係之

地圖

符號 

沼澤或濕地 沼澤或濕地 沼澤或濕地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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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水田 水田 水田 

易氾濫區(泥地) 易氾濫區(泥地) 易氾濫區(泥地) 

綠地 綠地 綠地 

茶林 茶林 茶林 

樹林 樹林 樹林 

蔗田 蔗田 蔗田 

果園、農場 果園、農場 果園、農場 

旱作地 旱作地 旱作地 

矮林 矮林 矮林 

院轄市、省政府 直轄市、省政府 直轄市、省政府 

省轄市、縣政府 省轄市、縣政府、直轄

市區公所 

省轄市、縣政府、直轄

市區公所 

縣轄市、鄉、鎮、區公

所 

縣轄市、鄉、鎮、省轄

市區公所 

縣轄市、鄉、鎮、省轄

市區公所 

警察局 警察局 警察局 

派出所 派出所 派出所 

學校 學校 學校 

國中 國中 國中 

國小 國小 國小 

醫院 醫院 醫院 

診療所(衛生所) 診療所(衛生所) 診療所(衛生所) 

衛生站 衛生站 衛生站 

燈塔 燈塔 燈塔 

亭 亭 亭 

圖例

中未

分類

屬關

係之

地圖

符號 

銅像 銅像 銅像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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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紀念碑 紀念碑 紀念碑 

墓地 墓地 墓地 

水井 水井 水井 

土地廟 土地廟 土地廟 

祠堂 祠堂 祠堂 

廟宇 廟宇 廟宇 

教堂 教堂 教堂 

塔 塔 塔 

水塔 水塔 水塔 

發電廠 發電廠 發電廠 

變電所 變電所 變電所 

水廠 水廠 水廠 

加油站 加油站 加油站 

工廠 工廠 工廠 

礦場 礦場 礦場 

郵局 郵局 郵局 

電信局 電信局 電信局 

電臺 電臺 電臺 

氣象臺 氣象臺 氣象臺 

瞭望臺 瞭望臺 瞭望臺 

三角點 三角點 三角點 

水準點 水準點 水準點 

地標指示 地標指示 地標指示 

圖例

中未

分類

屬關

係之

地圖

符號 

獨立標高點 獨立標高點 獨立標高點 

總計 82 87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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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章主要在探究、了解臺灣基本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的類型與變化情

形，以釐清地圖符號使用情形的脈絡。 

在一般普通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主要是表達地貌形態與人文地物等地理資

料及其空間位置關係，因此，重要性著重在呈現出地圖符號的類別量度差異。

由下表 2-11 之整理可知，從臺灣堡圖到經建版地形圖，圖中所列之地圖符號在

類別與數量上的差異。 

表表表表 2222----    11111111    

各時期地形圖地圖符號類別與各時期地形圖地圖符號類別與各時期地形圖地圖符號類別與各時期地形圖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差異情形數量差異情形數量差異情形數量差異情形    

版本 數量 類別(數字為數量) 

臺灣堡圖 109 ●分十四類： 

市街(1)、庄社(1)、副記號(24)、小物體(12)、

構圍(2)、境界(5)、道路(9)、鐵路(6)、耕地及

天然地(8)、起伏地及變形地(6)、埤圳及其附屬

物體(7)、諸水(4)、河川及其附屬物體(13)、海

部及其附屬物體(11) 

日治版地形圖 

(西吉嶼圖) 

85 ●日治版地形圖之公告圖式分二十二類、292 個。 

●西吉嶼圖所列之圖式，僅有標「地類」(13)、

「真高」(4)類別，但是，在排列上仍將境界、

道路、鐵路、小物體、副記號等屬性相同之地圖

符號排置在一起。 

臺灣省圖 118 ●僅「界線」(3)、「公路」(9)、「鐵路」(8)有

標示類別，其餘未標示類別(98)。 

聯勤製軍用地形圖 108 ●僅「界線」(3)、「道路」(8)、「鐵路」(5)有

標示類別，其餘未標示類別(92)。 

經建版地形圖 

(一版) 

 

82 

(二版) 87 

(三、四、五版) 83 

 

●僅「公路」、「鐵路」特別標示類別，其餘皆未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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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更進一步將上述各節所得之資料，以最近印製之經建版地形

圖中的地圖符號為基礎，採用倒溯的方式來逐一比對進行歷時性比較，歸納成

下表 2-12，並對仍持續使用中的地圖符號變化情形加以說明如下： 

一、 測量基準：各時期版本中與地形圖繪測作業相關的三角點、水準點皆有標

示，在測量基準點的符號使用上，除了臺灣省圖中的「水準點」外，其餘

一致性頗高。 

二、 境界：境界一般以線符號來表示，以標明行政區之範圍，從境界線的變化

與註記，可以看出不同時期政權下地方行政分級的差異，至於經建版地形

圖的境界線則承襲自臺灣省圖，數量上無改變。 

三、 道路系統：道路符號在各時期地形圖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在經建一版後

開始使用公路系統符號於地圖符號中，唯在分類上經建三版有所概括調

整，刪除「大道」之分級，其中，「省道」符號經過二次改變。 

四、 鐵道系統：各時期皆依鐵道軌距之差異，在地圖符號表現上有所分級，對

於「建築中」、「未完成」的鐵路皆設有地圖符號，經建二版地形圖中新增

加了「捷運路網」、經建三版地形圖中新增加了「高速鐵路」的地圖符號。 

五、 副記號、小物體：經建版地形圖中的「警察局」、「派出所」、「學校」、「醫

院」、「燈塔」、「紀念碑」、「墓地」、「井」、「廟宇」、「教堂」、「礦場」、「郵

局」、「電信局」、「電臺」、「氣象臺」等地圖符號，皆可追溯到日治時期臺

灣堡圖或地形圖中的使用情形，可見其地圖符號脈絡關係之密切。較為現

代化的設施，如「發電廠」、「自來水廠」等符號，於 1950 年代後的臺灣省

圖始出現在圖例之中。 

六、 地類：土地利用的情形除了反映地表型態外，亦紀錄了各時期的人地互動

情形，雖然各時期的分類細目不同，但是大抵上紀錄了天然植被與主要的

農業活動。經建版地形圖中的「水田」、「茶林」、「泥地」等地圖符號的型

態可以追溯到臺灣堡圖，其餘地類的地圖符號在臺灣省圖後一致性較高，

可能與採用多色製版有關。 

七、 其它：經建二版地形圖中，有新增「崩土」、「沙地」二個地圖符號，然而，

如崩土此類變形地之地圖符號的使用在臺灣堡圖、日製版地形圖中頗多，

可見日治時期對於地表型態描述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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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22----    12121212    

臺灣地區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變化情形一覽表臺灣地區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變化情形一覽表臺灣地區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變化情形一覽表臺灣地區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變化情形一覽表    

時間 1904 年 1926 1955 1966 1986-1987 1992-1994 1999-2003 

版本 臺灣堡圖 日治版地形圖 

(西吉嶼圖幅) 

臺灣省圖 聯勤製地形圖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一等道路 

 
國道 

 
三車道(硬路面、鬆路面) 

 

 

 

無修改 

 

 
二等道路 

 
 

二車道(硬路面、鬆路面)  
4.8 公尺以上寬硬路面

 
4.8 公尺以上寬鬆路面 

省道 

(硬面、鬆面路) 
省道(修改符號) 

(硬面、鬆面路) 

省道(修改符號) 

(硬面路、鬆面路) 

 
三等道路 

 
縣道 

 
一車道(硬路面、鬆路面) 

 
2.4-4.8 公尺寬硬路面 

 
2.4-4.8 公尺寬鬆路面 

縣道(硬面、鬆面路) 

 

無修改 

縣道(硬面路、鬆面路) 

 
小路 

 
里道 

其他道路 

 
4.8 公尺以上寬晴天可通

行之鬆路面 

 
2.4-4.8 公尺以上寬晴天

可通行之鬆路面 

其他道路(硬面、鬆面路) 

 

無修改 

鄉鎮道其他 

(硬面路、鬆面路) 

  

 
鄉村道 

 
1.5-2.4 公尺寬之馬車道

路 
大道 大道 

 

刪除 

 
徑路 

  
小徑 

 
1.5 公尺以下之小路 小路 

 

無修改 
 

小路改小徑 

 
鐵路、車站 

 
建築中 

鐵道(單線、二線以上) 

 

 
1.437 公尺寬(單軌、雙軌) 

 1.067 公尺寬(單軌、雙

軌) 

 
3’6”標準單軌 

 
3’6”標準雙軌 

 
3.6”標準軌 

(單軌、雙軌) 

3.6”標準軌 

(單軌、雙軌、新增未完成) 

3.6”標準軌 

改 一般鐵路 

 

 
特種鐵路 

 
特種鐵路 

 
窄單軌 

 
窄雙軌 

窄軌 窄軌 

(新增未完成) 
窄軌 

改 輕便鐵路 

地 
 

圖 
 

符 
 

號 

   

 
公路上之車道或鐵路 

公路上之鐵路 公路上之鐵路 

 

刪除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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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904 年 1926 1955 1966 1986-1987 1992-1994 1999-2003 

版本 臺灣堡圖 日治版地形圖 

(西吉嶼圖幅) 

臺灣省圖 聯勤製地形圖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捷運路網 

(新增符號) 

捷運路網 

      

高速鐵路(新增符號) 

   
 

纜車(架空索道) 
纜車、架空索道 

 

無修改 
纜車、架空索道 

  

 
公路隧道 

 
公路隧道 

公路隧道 公路隧道 
公路隧道 

 
墜道 

 

鐵路隧道 

 

 
鐵路隧道 

鐵路隧道 鐵路隧道 
鐵路隧道 

    

涵洞 

 

無修改 
涵洞 

 
廳界 

 
縣州及廳界 省(院轄市)界 

 
省界或院轄市界 院轄市、省界 

 

無修改 
直轄市、省界 

 
堡里澳鄉界 

 
郡區及市界 縣(省轄市)界 

 
縣界或省轄市(局)界 

省轄市、縣界、區界 

 

無修改 

省轄市、縣、直轄市區界 

 
街庄界 

 
町村街庄界 

  

縣轄市、鄉、鎮、區界 

 

無修改 

縣轄市、鄉、鎮、省轄市

區界 

電線 

 
電線(普通、高壓) 高壓線 

 
高壓線 

高壓線 

 

無修改 

高壓線 

 
庄社(建築區) 

  

 
建築區 

 
建築區 建築區

獨立屋 

(文字加註獨立屋) 

建築區

獨立屋 

地 
 

圖 
 

符 
 

號 

  

 
單軌、雙軌鐵道橋 

 
鐵路橋(高架橋) 鐵路橋 

 

無修改 

鐵路橋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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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904 年 1926 1955 1966 1986-1987 1992-1994 1999-2003 

版本 臺灣堡圖 日治版地形圖 

(西吉嶼圖幅) 

臺灣省圖 聯勤製地形圖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橋樑 

 
鐵橋(依材質分) 公路橋 

 
木橋、鋼橋、水泥橋、 

公路橋 

 

無修改 

公路橋 

  

 
小橋 

 
小橋 小橋 

 

無修改 
小橋 

 
空間及河上 

 

可通行水壩 

 
可通行之磚石水壩 可通行之磚石水壩 

 

無修改 

可通行之磚石水壩 

  

 
不可通行水壩 

 
不能通行之磚石水壩 

不能通行之磚石水壩 

 

無修改 

不能通行之磚石水壩 

川 

湖池 

   

河流、時令河、湖 

 

無修改 

河流、時令河、湖 

 
沙地 

 

沙地 

 
沙地 

 

沙地(新增符號) 沙地 

 
崩落 

 

 
崩土 

  

崩土(新增符號) 崩土 

    

堤防、可通行之堤防 

 

無修改 

堤防、可通行之堤防 

地 
 

圖 
 

符 
 

號 

 
鹽田 

 

 
鹽田 

 
鹽田 

鹽田、魚池 

 

無修改 

鹽田、魚池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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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904 年 1926 1955 1966 1986-1987 1992-1994 1999-2003 

版本 臺灣堡圖 日治版地形圖 

(西吉嶼圖幅) 

臺灣省圖 聯勤製地形圖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濕地 

沼 

沼田 
 

沼澤濕地 

 
沼澤或濕地 

沼澤或濕地 

 

無修改 

沼澤或濕地 

田地 
 

水田 

 
水稻田 

 
稻田 

 
水田 

 

無修改 

 
水田 

泥地 

 

 
易氾濫區(泥地) 

 
易積水區 

易氾濫區(泥地) 

 

無修改 

易氾濫區(泥地) 

草地 草地 

  

綠地 

 

無修改 

綠地 

地 
 

圖 
 

符 
 

號 

茶火田 茶火田 

 

 
茶林 

茶林 

 

無修改 

茶林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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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904 年 1926 1955 1966 1986-1987 1992-1994 1999-2003 

版本 臺灣堡圖 日治版地形圖 

(西吉嶼圖幅) 

臺灣省圖 聯勤製地形圖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樹林 
 

闊葉樹林 樹林 

 
樹林 

樹林 

 

無修改 

樹林 

   

 

蔗田 

蔗田 

 

無修改 

蔗田 

 

果園 

 
種植地 

 
農場或果園 

果園、農場 

 

無修改 

果園、農場 

火田地 
乾田 

 

 
旱田(種植地) 

旱作地 

 

無修改 

旱作地 

  

 
矮林 

 
矮林 

 
矮林 

 

無修改 

矮林 

 
廳 

 

 
省(市)政府 

 
省(市)政府 

 
院轄市、省政府 

文字修改： 

院轄市改直轄市 

 
直轄市、省政府 

地 
 

圖 
 

符 
 

號 

 
支廳 

 

 
縣(市)政府 

 
縣(市，局)政府 

 
省轄市、縣政府 

 

無修改 

 
省轄市、縣政府、直轄市

區公所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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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904 年 1926 1955 1966 1986-1987 1992-1994 1999-2003 

版本 臺灣堡圖 日治版地形圖 

(西吉嶼圖幅) 

臺灣省圖 聯勤製地形圖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街庄役場 

   

 
縣轄市、鄉、鎮、區公所 

 

無修改 
 

縣轄市、鄉、鎮、省轄市

區公所 

 
警官派出所 

 
警察署 

 
警察局(派出所) 

 

 
警察局 

 

無修改 

 
警察局 

    

 
派出所 

 

無修改 

 
派出所 

 
學校 

 
學校 

 
學校 

 
學校 學校、國中、國小 

 

無修改 

學校、國中、國小 

 
病院 

 
病院 

 
醫院  

醫院 
醫院、診療所(衛生所) 、

衛生站 

 

無修改 

醫院、診療所(衛生所) 、

衛生站 

 
燈臺 

 
燈臺 

 
燈塔 

 
燈塔  

燈塔 

 

無修改 

 
燈塔 

    

 
亭 

 

無修改 
 

亭 

  

 
銅石像 

 
石(銅)像 

 
銅像 

 

無修改 

 
銅像 

 
記念碑 

 
紀念碑 

 
紀念塔 

 
紀念碑  

紀念碑 

 

無修改 

 
紀念碑 

 
墳墓 

 
墓地 

 
墓地 

 
墓地 

 
墓地 

 

無修改 

 
墓地 

地 
 

圖 
 

符 
 

號 

 
井 

 

 
井 

 
井 

 
水井 

 

無修改 

 
水井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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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904 年 1926 1955 1966 1986-1987 1992-1994 1999-2003 

版本 臺灣堡圖 日治版地形圖 

(西吉嶼圖幅) 

臺灣省圖 聯勤製地形圖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土地廟 

 

無修改 
 

土地廟 

 
祠廟 

 
祠廟 

  

 
祠堂 

 

無修改 

祠 

堂 

 
寺院 

 

 
寺廟 

 
廟宇、祠堂 

 
廟宇 

 

無修改 

 
廟宇 

 
西教堂 

 

 
教堂 

 
教堂 

 
教堂 

 

無修改 

 
教堂 

  

 
塔 

 
塔 

 
塔 

 

無修改 

 
塔 

    

 
水塔 

 

無修改 

 
水塔 

  

 
發電廠 

 
發電廠  

發電廠 

 

無修改 

 
發電廠 

  

 
水力發電所 

 
水力發電廠 

 
變電所 

 

無修改 
 

變電所 

  

 
自來水廠  

自來水廠 
 

水廠 

 

無修改 

 
水廠 

    

 
加油站 

 

無修改 

 
加油站 

地 
 

圖 
 

符 
 

號 

  

 
工廠 

 
工廠 

 
工廠 

 

無修改 

 
工廠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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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904 年 1926 1955 1966 1986-1987 1992-1994 1999-2003 

版本 臺灣堡圖 日治版地形圖 

(西吉嶼圖幅) 

臺灣省圖 聯勤製地形圖 經建一版 經建二版 經建三、四、五版 

 
採礦地 

 
採礦地 

 
採礦地 

 
礦場 

 
礦場 

 

無修改 

 
礦場 

 
郵便局 

 
郵便局 

 
郵局 

 

 
郵局 

 

無修改 

 
郵局 

 
電信局  

電信局 

 
電報局 

 

 
電信局 

 

無修改 

 
電信局 

 

 
無線電信電柱 

 
無線電台 

 
無線電臺或播音臺 

 
電臺 

 

無修改 

 
電臺 

 
測候所 

 
測候所 

 
氣象台  

氣象臺 
 

氣象臺 

 

無修改 

 
氣象臺 

    

 
瞭望臺 

 

無修改 

 
瞭望臺 

 
三角點  

三角點 

 
三角點  

三角點 

 
三角點 

 

無修改 

 
三角點 

水準點  
水準點 

 
水準點 

 
水準點  

水準點 

 

無修改 

 
水準點 

地 
 

圖 
 

符 
 

號 

 
獨立標高點 

 
獨立標高點 

 
標高 

經校正 

未經校正 

獨立標高點 

地

標指示、獨立標高點 

 

無修改 
 

地標指示、獨立標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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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地圖符號使用變遷因素探討地圖符號使用變遷因素探討地圖符號使用變遷因素探討地圖符號使用變遷因素探討    

由上一章的整理歸納可知，臺灣地區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是有變

化的，有增加、有刪減也有變更符號等情形。本章將接續上一章研究發現，對

各時期地圖符號使用的特徵與取捨進行探討，也就是從地圖符號的使用特徵來

分析各時期製圖綜合的思維，並說明製圖綜合思維差異影響地圖符號變遷的結

果。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日治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日治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日治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日治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    

根據施添福(1999)的研究指出，日本治臺期間先後調製六套實測地形圖，

這些地形圖成為鎮壓人民、管理土地、開發資源和改造社會的基本藍圖。日本

近代實測地形圖的圖式隨時間而幾經修正，不同時期的臺灣地形圖所適用的圖

式是不同的，如上一章表 2-4 所示。二萬分一的臺灣堡圖與二萬五千分一的臺

灣地形圖，分別採用明治三十三年(1900)及大正六年(1917)修正後所公布的地

形圖圖式。 

同時，施添福進一步指出，日治時期陸地測量部發行的臺灣實測地形圖，

基本上採用當時陸地測量部統一制定的圖式，地形圖圖式或圖式與實際地物說

明書皆以日本帝國境內可能出現的地物地貌為對象所作的統一設計，同時，為

了因應社會的需要以及適時透過地形圖展現重要地物的分布狀態，圖式的內容

亦隨時間而修正。根據陸地測量部的的規定：日本六大都市每五年、衛戍地和

繁榮地每十年、一般農村部落地區每二十年、山間偏僻地區每四十年一回的方

式修正測圖。然而，中日戰爭(1937)爆發，日本當局以軍令宣布將部分要塞地

帶列為軍事密圖不得流通和使用，後更呼籲民間將家藏的各種地形圖和地圖繳

回警方集中燒毀。自此之後，臺灣政權轉移，日本在臺灣地區地形圖的測繪也

告結束。 

在此一時期，就用圖需求而言，軍事統治、政治殖民等思維是影響地形圖

繪製的主要因素，此時地形圖的繪製可以說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為日本軍國主

義服務。朱瑪瓏(2004)曾就歷史文獻比對臺灣堡圖與日製版地形圖中地圖符號

的數量與分布差異，亦指出此時期的「殖民地圖」色彩與思維。 

因此，本研究對臺灣堡圖與日治版地形圖所使用的地圖符號再作進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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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較，本研究發現此兩套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在內容上所呈現的地理

資料特性具有兩個特徵：一是表現在軍事、政治單位等地圖符號的使用；另一

特徵則可以從水陸交通節點、海岸港埠設施等地圖符號的詳盡註記中發現。 

軍事單位的符號使用，表達了對土地的控制與統御；溝圍、地貌、路線的

分類、分級之詳細，有助軍隊的隱蔽、掩蔽與行進路線規劃；突出地物與副記

號具有高度的方向指示性，利於軍隊行進之定位與定向；海岸地貌與海岸港埠

設施符號之細緻測繪，展現了日本國的海洋思維與帝國主義的登陸搶灘；現代

設施如學校、警察署、派出所等地圖符號的使用(如表 3-1)，建制了規訓式經營

的企圖。 

雖然在地圖繪製設色上，此二套地形圖皆為單色製圖，而且日治版地形圖

中的地圖符號多承續自臺灣堡圖，但是，在被視為「日本帝國全圖一部分」的

製圖思維下，日治版地形圖透過地圖符號內容類別上的增加，以利進一步描繪

紀錄臺灣當時地理環境的企圖，從大正六年(1917)公告圖式中地圖符號類別之

多可見一般。 

總體而言，日治時期早期的此兩套乃是「以圖統地」的思維，訴說著軍事

統御、政治管理的符號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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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    1111    

日治時期地形圖中軍事相關之地圖符號日治時期地形圖中軍事相關之地圖符號日治時期地形圖中軍事相關之地圖符號日治時期地形圖中軍事相關之地圖符號    

版本 臺灣堡圖 日治版地形圖 

陸軍所轄 
  

海軍所轄 
  

陸軍兵營 
  

海軍軍營 
  

憲兵屯所 
 

 

(西吉嶼圖幅) 

守備隊司令部 -  

(西吉嶼圖幅) 

聯隊區司令部 -  

(西吉嶼圖幅) 

師團司令部 - 
 

旅團司令部 - 
 

要塞司令部及警

備隊司令部 
- 

 

軍

事

相

關

地

圖

符

號 

聯隊區司令部及

警備區司令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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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民國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民國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民國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民國時期地圖符號特徵與製圖思維    

    由第二章第一節臺灣地形圖測繪發展的討論可知，民國時期後，地形圖的

繪製與使用直到六十年代後才有較為公開的大比例尺地圖刊行與販售，此時臺

灣地形圖有了不同的使命與任務。因此，本節再依製圖目的之不同分二階段時

期討論光復後時期的地形圖。 

 

壹壹壹壹、、、、軍用地圖階段軍用地圖階段軍用地圖階段軍用地圖階段：：：：臺灣省臺灣省臺灣省臺灣省圖圖圖圖、、、、軍用地形圖軍用地形圖軍用地形圖軍用地形圖    

1949 年國民政府到臺灣並實施戒嚴法令，這種暫時性區域的思維，讓大家

對其環境建設處於一種應付的心態，許多的建設都以時效性、粗糙化處理，在

欠缺長期性思考的同時也無法予以逐步落實，相對地，地圖的相關繪製也呈現

虛化的模仿情形，其產品的流通狀況更顯貧乏(洪明宏，2003)。臺灣光復初期

至民國六十年代間，政府機構中只有當時的國防部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測量處有

專業的測量隊及製圖廠
3
，其主要之任務即是負責測製各種軍用地圖。當時，該

處依據美國陸軍製圖局(AMS)編印的二萬五千分之一臺灣地形圖，改編為二十五

萬分之一、五萬分之一和二萬五千分之一等地形圖，這些地圖乃供應軍方使用，

是為軍用地圖，列為密件，列管使用(鐘美淑，1995)。民國四十四年(1955)繪

製的臺灣省圖和民國五十八年(1959)後繪製的軍用地形圖，與美國軍方地形圖

的關係密切，這一點可以從臺灣省圖、軍用地形圖中圖例的英文名詞參照可以

印證。 

 

                                                
3 聯勤四 0一廠現已改制為國防部軍備生產中心第四 0 一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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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臺灣省圖 聯勤製軍用地形圖 

圖
例
中
的
英
文
參
照 

圖圖圖圖 3333----    1111：：：：光復初期光復初期光復初期光復初期地形圖地形圖地形圖地形圖中中中中圖例英文參照說圖例英文參照說圖例英文參照說圖例英文參照說明明明明    

 

此外，民國四十八年(1959)，聯勤測量署編印公告「大比例尺地形圖圖式」

壹式，以作為測繪地圖之參照，在其緒言中寫出： 

 

本國一萬分一至五萬分一地形圖圖式本國一萬分一至五萬分一地形圖圖式本國一萬分一至五萬分一地形圖圖式本國一萬分一至五萬分一地形圖圖式，，，，於民國二十四年頒行於民國二十四年頒行於民國二十四年頒行於民國二十四年頒行，，，，嗣經修訂使嗣經修訂使嗣經修訂使嗣經修訂使

用起今用起今用起今用起今，，，，仍覺部份記號已不適用仍覺部份記號已不適用仍覺部份記號已不適用仍覺部份記號已不適用；；；；且現代地圖且現代地圖且現代地圖且現代地圖，，，，均以多色製印均以多色製印均以多色製印均以多色製印，，，，原頒圖式原頒圖式原頒圖式原頒圖式，，，，則則則則

以單色為主以單色為主以單色為主以單色為主，，，，對於製印作業與地圖判讀對於製印作業與地圖判讀對於製印作業與地圖判讀對於製印作業與地圖判讀，，，，均感不便均感不便均感不便均感不便。。。。    

資根據現已頒行之地形圖一般標準規格資根據現已頒行之地形圖一般標準規格資根據現已頒行之地形圖一般標準規格資根據現已頒行之地形圖一般標準規格，，，，參照中美兩國圖式記號及其規參照中美兩國圖式記號及其規參照中美兩國圖式記號及其規參照中美兩國圖式記號及其規

格格格格，，，，編訂大比例尺地形圖式編訂大比例尺地形圖式編訂大比例尺地形圖式編訂大比例尺地形圖式，，，，以供編印二萬五千分一以及五萬分一多色地圖之以供編印二萬五千分一以及五萬分一多色地圖之以供編印二萬五千分一以及五萬分一多色地圖之以供編印二萬五千分一以及五萬分一多色地圖之

用用用用。。。。本圖式之規格及註記字之大小本圖式之規格及註記字之大小本圖式之規格及註記字之大小本圖式之規格及註記字之大小，，，，均等大均等大均等大均等大。。。。    

本圖式之編號本圖式之編號本圖式之編號本圖式之編號，，，，其冠有其冠有其冠有其冠有 CCCC 者例如者例如者例如者例如 C10C10C10C101111 等為我國之編號等為我國之編號等為我國之編號等為我國之編號，，，，未冠有英文字母之未冠有英文字母之未冠有英文字母之未冠有英文字母之

號數號數號數號數，，，，如如如如 280280280280 等為美國陸軍製圖局所編之號數等為美國陸軍製圖局所編之號數等為美國陸軍製圖局所編之號數等為美國陸軍製圖局所編之號數。。。。    

本圖式所有記號之尺寸大小本圖式所有記號之尺寸大小本圖式所有記號之尺寸大小本圖式所有記號之尺寸大小，，，，一律以公厘一律以公厘一律以公厘一律以公厘(mm)(mm)(mm)(mm)為單位為單位為單位為單位。。。。本圖式如有記號或本圖式如有記號或本圖式如有記號或本圖式如有記號或

規格之修改規格之修改規格之修改規格之修改，，，，增訂增訂增訂增訂，，，，刪除時刪除時刪除時刪除時，，，，以技術通報或補充命令公布以技術通報或補充命令公布以技術通報或補充命令公布以技術通報或補充命令公布，，，，及再版時修正之及再版時修正之及再版時修正之及再版時修正之。。。。    



 100 

由上文可知，聯勤司令部測量署繪製地形圖時，所參照的地圖符號是有本

的，而這些圖式與規格就成為後續經建版地形圖製圖的基礎。 

在地圖繪製技術上，因為受美國軍方製圖的影響，除有名詞英文參照外，

部分地圖符號已經與日治時期有所差異，且使用多色製圖，使地圖的內容更為

鮮明、豐富。因為戰爭的關係，臺灣在與美方技術的交流下，地圖測繪的技術

更顯精進，同時也慢慢將航空攝影方式利用在基本圖的測繪上。 

此一時期，就用圖需求而言，仍以軍事考量為主，且由政府軍方單位來實

施地形圖的測繪。因此，地圖符號所呈現的地理資料特性，就表現在高級軍事

機構、陸軍營地、海軍營地、飛機掩護體、軍用工廠、靶場、砲台、碉堡等地

圖符號的使用上，而海岸地帶的投錨所、礁石、沉船、海流流速等地圖符號的

使用，也突顯了對軍事固守防備的重視與軍用圖的嚴謹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聯勤製軍用地形圖上不複見軍事機關地物符號(如表

3-2)，這些地圖符號的消失表露了製圖思維的轉變。二次大戰期間，臺灣曾是

美軍轟炸的對象，為利於執行軍事任務，軍事設施如機場、碉堡等設施必須詳

盡仔細，此時對於臺灣地區地形圖中地理資料的瞭解是基於軍事上「攻擊態勢」

的情資蒐集，而臺灣省圖中地理資訊的呈現可謂承續此一軍事思維，因此，軍

事符號即是一種軍事情蒐的呈現，被記載於地形圖中；光復後，隨著國、共對

壘情勢丕變，「防守態勢」成為主要的軍事任務，反情蒐更成為保密防諜的手段，

此時聯勤製地形圖中軍事符號成為一種不能說的語言，被隱藏於地形圖中了。 

總體而言，此時期地形圖的繪製工作與技術甚少被民間了解，軍事用圖目

的是此階段的軍方製圖綜合思維，而「密圖禁用」則成為一段不能訴說的秘密！

一種不足為「外人」道的符號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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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    2222    

光復光復光復光復初期地形圖初期地形圖初期地形圖初期地形圖中軍事相關之地圖符號中軍事相關之地圖符號中軍事相關之地圖符號中軍事相關之地圖符號    

版本 臺灣省圖 聯勤製軍用地形圖 

高級軍事機關 
 

- 

陸軍營地 
 

- 

海軍營地 
 

- 

飛機掩護體 
 

- 

軍用工廠 
 

- 

砲台 
 

- 

碉堡 
 

- 

軍

事

相

關

地

圖

符

號 

靶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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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經濟建設用圖階段經濟建設用圖階段經濟建設用圖階段經濟建設用圖階段：：：：經建版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    

民國六十四年(1975)起，內政部開始臺灣地區土地測量計畫，該計畫可分

為基本控制點檢測、基本圖測製和地籍圖重測三部分。其中，基本地形圖部份

係內政部委託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來測製大比例尺像片基本圖，並於民國七

十四年至七十八年(1985-1989)間，委託聯勤四 0 一廠實地調繪二萬五千分之一

地形圖 261 幅，而後分年、分區辦理基本圖的修測。 

為了保持地形圖圖資新穎，以因應社會各界用圖需求，內政部於民國九十

年度完竣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經建第三版)261 幅，民國九十一年度

修測北部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46 幅，每幅地形圖均製作紙圖及數值電子

檔，已於民國九十二年九月完成，並提供社會作為經濟建設及交通旅遊之用，

紙圖部分委託國土測繪中心銷售，數值電子檔亦可於國土資訊系統下之基本地

形圖資料庫網站下載使用。目前，經建第四版後之地形圖係採用 TWD 97 座標測

製，臺北都會地區則因修測計劃、預算關係已有經建第五版的印製。 

此一時期，就用圖需求而言，係為了配合國家經濟建設之需要，由內政部

主導、委託具有測繪技術的相關部門來進行，其中聯勤四 0一廠負責實地調繪、

印製；就地圖繪製技術而言，因航空正射投影的利用使像片基本圖、地形圖的

精度更為精進，內容也更為豐富，但是，仍需依賴軍方單位製圖，民間尚無足

夠的技術與能力參與。 

在地圖符號的使用上，則見於各版本地形圖出版通報中之圖例，或各地形

圖圖廓外註記中的圖例，因囿於由軍方單位製圖，經建版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與前期軍用地形圖相較，惟部分地圖符號有所修改、合併或刪除外，並無大太

改變，但是，在地圖符號數量上減少到僅列 80 餘個，這樣的數量均較本研究中

其他版本地形圖來的少，可見在製圖目地--供各項經濟建設計畫、資源調查、

行政管理與規劃等的思考下，在地圖符號上已有較大的概括取捨。圖例詳見第

二章本文內容。 

總體而言，隨著民國六十年代初期十大建設的展開，地形圖的繪製與前階

段相較有了新的思維，一種半開放性的地形圖開始開展。在社會風氣、經濟環

境、知識資訊與測量科技的發展與演進下，地形圖的測繪技術不僅多元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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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追求精度的提升。在以供各行各業參考使用之底圖的任務下，為了使各用圖

單位能易於辨別地物、地貌並避免洩露太多軍事機密的情況下，經建版地形圖

乃訴說著「最大公約數」的符號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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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經建版地圖符號選取的因素與過程經建版地圖符號選取的因素與過程經建版地圖符號選取的因素與過程經建版地圖符號選取的因素與過程    

在「臺灣地區基本圖測製管理規則」中，第十四章第 156 條：「基本圖測製

完成後，應視各地區發展情形予以修測，原則上都市及發展地區之基本圖，每

五年修測一次，其他地區每十年修測一次。」；第 157 條：「基本圖之修測，以

修測道路、房屋、河流、農作物等地物為重點，山區地形變動少，可按實際需

要予以修測。」。 

但是，從民國七十五年(1986)的經建版一版到九十二年(2003)的經建五

版，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中，僅民國八十二年(1993)出版印製之經建二版增加「沙

地」、「崩土」、「捷運路網」地圖符號；民國八十八年(1999)出版印製之經建三

版方使用「高速鐵路」地圖符號。其中，「沙地」、「崩土」在軍用圖階段已曾出

現在圖例中，僅「捷運路網」、「高速鐵路」兩者稱得上是新時代的產物、新設

置的地圖符號。在歷經近二十年、四版的修測後，經建版地形圖僅增加為數甚

少的地圖符號，難道是臺灣地區地物變化不大？亦或者是只針對部份地貌修

測？究竟，哪些對象才是地形圖修測所關注的？考量哪些因素？如何決定的？

又如「捷運路網」、「高速鐵路」等新增的地圖符號是如何設計出來的？這些問

題有待進一步釐清。 

因此，本節之重點即是透過訪談與文獻資料的解析來回答上述問題，以作

為前兩節的呼應。關於經建版地形圖測繪的依據與成果已於上一節描述，本節

就地形圖作業流程、修測內容與決議機制做一討論，以釐清經建版地形圖修測

對象與地圖符號使用的產生過程。 

 

壹壹壹壹、、、、經建版地形圖的作業流程經建版地形圖的作業流程經建版地形圖的作業流程經建版地形圖的作業流程    

地形圖編纂作業流程分為編稿圖整理、照片修測、外業調繪、編審圖精度

審查、地形圖數化、數值地形圖圖檔編輯、數化圖精度審查、多色基本圖印刷

及送交成果等過程(內政部，2010)： 

一、 編稿圖整理：先彙整臺灣地區已繪製之地形圖及歷年查核報告所列應

予再版更正資料，以利詳實修正。 

二、 照片修測：申購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晒印之最新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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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或其餘衛星影像，經正射或糾正處理後於電腦上修測地物、地貌，

務求精確。 

三、 外業調繪補測(含道路、水系、高程、地貌、行政界線、控制點及地名

註記等)：以編稿原圖實地比對地物、地貌，調查植被、地名、橋名及

道路等名稱，並補測各種需即時更新之地物、地貌後，記錄於作業備

忘錄，製成調繪稿圖，再依調繪結果在電腦上進行編輯、修正。 

四、 編審圖精度審查：審查修測及調繪補測資料，均須符合精度要求，以

確認需重新修測及調繪補測工作。將編稿及調繪成果由內政部地政司

籌組之地圖審議委員會審查，複審後將編稿及調繪成果移回編稿部門

進行後續作業。 

五、 地形圖數化：遵照內政部訂頒之「基本地形資料庫地形資料分類編碼

表」之分類編碼，將基本地形資料分層數化，俾利地理資訊系統 GIS 應

用。 

六、 數值地形圖圖檔編輯：將各類數值地形圖檔疊合，並處理共邊、線段

閉合、重疊等問題。 

七、 數化圖精度審查：審查乃查考作業成果之精度，應照作業相關規定，

誤差限制，圖式及合約規定等實施。 

八、 多色基本圖印刷：複審修正後之成圖，印製多色像片基本圖，每幅圖

一、二○○張。 

九、 送交成果：製繳數值地形圖檔、基本圖印刷、詮釋資料檔(metadata) 每

幅圖各一份。 

在上述地形圖編纂作業過程中，除了製圖單位聯勤四 0 一廠的生產與品管

部門會每月定期實施精度檢查乙次，且於製程中每階段完成後實施精度查核

外，產品製程中及完成後，內政部地圖查核委員亦會至聯勤四 0 一廠實施進度

查核與精度檢查，待查核、驗收後，聯勤四 0 一廠始辦理產品解繳，以落實計

畫管考與精度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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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    2222：：：：地形圖編纂流程地形圖編纂流程地形圖編纂流程地形圖編纂流程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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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修測內容與地圖符號使用修測內容與地圖符號使用修測內容與地圖符號使用修測內容與地圖符號使用    

由上述作業流程與訪談資料(2010)得知，在作業流程中，編稿圖整理、照

片修測與外業調繪等皆由聯勤四 0 一廠獨自作業，聯勤四 0 一廠依照已有之軍

用圖測繪成果與合約相關作業內容進行編纂，成果樣張則由內政部地政司籌組

之地圖查核委員會審議，審議後再交由製圖單位修正、成圖、編印。在成果樣

張審議過程中，查核委員會僅就地圖內容之相關註記問題及精度提出修正建議。 

雖然經建版地形圖為一底圖，但是考量到戰略設施之部署與軍事機密問

題，在地圖內容的選取上，多由聯勤四 0 一廠決定「可以」出現哪些地物，而

哪些地物是「不可以」出現的，在此一因素考量下，每幅地形圖中的圖例即是

最後可以訴說的語言，也就是「機密」與「公開」的最大公約數。 

在經建二版(1994)中與經建三版(1999)中出現之「捷運網路」與「高速鐵

路」等地圖符號，是由聯勤四 0 一廠依據當時經建環境之概況適時增加，並非

由委託單位主動要求必須繪測的。在修測當時，這些公共建設雖未全部完成通

車，但是，聯勤四 0 一廠在修測時就將此重要的地物調繪進經建版地形圖中，

可見已有與時俱進地點繪出「新語言」！在地圖符號使用上，內政部在尊重製

圖專業的精神下，尊重製圖單位對於地圖符號的使用，並無指導原則或特殊要

求，因此，「捷運網路」與「高速鐵路」的地圖符號是由聯勤四 0 一廠內部依其

製圖「專業」所選取、適用。 

經彙整相關文件與訪談資料，本研究綜合歸納如下： 

一、在地圖內容上： 

        經建版地圖較著重於建築物、交通系統、地貌等精度的修測。 

二、在用圖需求調查上： 

    內政部委託製圖前，並未向民間諮詢意見，僅由內政部地政司籌組之

地圖查核委員會於編繪圖階段提審議建議。 

三、在地圖符號使用上： 

    在由軍方單位受委託製圖、避免洩漏可能的軍事秘密以及地圖出版審

查制度等情況下，經建版地形圖所使用的地圖符號數量，相當有限，雖然

有隨時間而增加了地物符號—交通系統，但是，從民國七十四年到民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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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卻也僅有這兩個新的地圖符號，且地圖符號由聯勤四 0 一廠製作決

定，內政部地圖查核委員會僅就碎部註記與精度提出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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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以上討論，臺灣各時期的地形圖測繪受用圖需求、繪測技術、產銷觀

念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各時期地圖符號使用呈現不同的特徵，特徵的差異反映

了歷時性的使用變遷，也表述了各個時期的製圖思維。不同製圖思維的簡括選

取成為影響地圖符號使用變遷的主因。而透過對經建版地形圖歷次修測過程中

地圖符號選取的探討，則進一步瞭解近年來修測的對象與簡括選取的決議過程。 

大抵而言，透過各時期地圖符號的比較，本研究發現有三個特徵： 

    一、地圖符號由單色到多色： 

    地圖符號由日治時期的單色製版印刷到多色套疊使用，如臺灣省圖即可見

五色製版印刷，如建築區房屋、公路系統符號類別以紅色製版；植被符號類別

以綠色製版；水系符號類別以藍色製版；等高線及地貌符號類別以棕色製版；

其餘符號與註記則以黑色製版。此多色印刷的配置也影響後續地形圖的繪製。 

    二、地圖內容的呈現由繁化簡： 

    地圖符號數量使用呈現增多後又減少的趨勢，這是受各時期製圖目的不同

而簡括化差異的影響，尤其是軍事用途之地物、地貌地圖符號的減少；另一方

面，經建版地形圖中則隨著分年、分區修測而增加「捷運」、「高速鐵路」等新

的地圖符號。 

    三、維持高程度的傳統關聯： 

    各時期地形圖雖然有製圖目的、需求、技術等差異，但是，在地物、副記

號等地圖符號的使用上仍有很明顯的傳統關聯(見表 2-10)，在視覺變量的幾何

形態上保持著一致性，而新增之「捷運」、「高速鐵路」等線狀符號亦能契合地

圖符號的語法、語意。地圖符號高度一制性的可能原因，除了製圖中地圖符號

使用的傳統關聯外，製圖單位的軍方性質亦是主要的原因，雖然經建版地形圖

是可供民間使用，但是，真正的發言權仍是由製圖者或單位掌控。 

再者，地圖符號特徵歷時性的變化反映了各時期對地形圖製圖思維的差

異，這些差異也呈現出地圖符號使用的趨勢，本研究將結果整理如下表 3-3 所

示。簡言之，軍事與政治管理的用圖需求是影響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的主因；

而地理資料特徵亦隨用圖需求而有所變化，詳盡的地圖符號數量隨概括程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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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減少，以地物符號記載較多；而地圖符號的型態自日治時期以來則維持著

高度的傳統關聯，尤其在地物、地貌等地圖符號的表現上；多色版製圖測繪技

術的精進，促使地圖符號可利用顏色來建立符號系統。 

最後，透過訪談與資料解析，發現歷次經建版地形圖的修測重點與地圖符

號選取的過程。本研究認為，此一過程背後呈現的製圖思維有：一是安分、稱

職的表現出經建版地形圖的本質--一張可供各行各業使用的底圖，簡約地呈現

地貌型態與地物分布；另一方面，也隱約地透露經建版地形圖在追求製圖精度

上的執著，與受製圖單位性質而束縛的地理環境資訊，此一特性在地物符號單

調而傳統的運用中表露無疑。 

本章節透過對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剖析，探討繪圖者(單位)製圖綜合思維

的差異及其影響性，而經由訪談的方式探詢出經建版地形圖簡括與選取地圖符

號的過程，釐清了地圖符號在變遷因素上的歷史脈絡。 

表表表表 3333----    3333    

各時期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影響因素差異比較各時期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影響因素差異比較各時期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影響因素差異比較各時期地形圖中地圖符號使用影響因素差異比較    

版本版本版本版本    臺灣堡圖臺灣堡圖臺灣堡圖臺灣堡圖    日治日治日治日治版地形版地形版地形版地形圖圖圖圖    
臺灣省圖臺灣省圖臺灣省圖臺灣省圖、、、、    

聯勤版軍用圖聯勤版軍用圖聯勤版軍用圖聯勤版軍用圖    
經建版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1904190419041904    1921192119211921----1928192819281928    1955195519551955、、、、1960196019601960    1986~1986~1986~1986~    

測圖 

單位 

臨時臺灣土

地調查局 

陸地測量部 聯勤測量署 401

廠 

聯勤測量署401廠 

地圖符

號數量 
109 282 

85 

(西吉嶼) 
118、108 82~87 

製圖 

背景 

日本治臺初

期，與儘速

掌況臺灣土

地 以 利 管

理。 

將臺灣視為日

本帝國國土的

一部分測繪。 

戰後初期，國民政

府遷臺，戒嚴時

期，地圖供軍方使

用。 

隨國家經濟建設

與國民發展，提供

一套開放性的規

劃管理底圖。 

用圖 

需求 

政治、軍事 政治、軍事、

建設 

軍事 社會經濟建設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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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版本版本版本    臺灣堡圖臺灣堡圖臺灣堡圖臺灣堡圖    日製版地形圖日製版地形圖日製版地形圖日製版地形圖    
臺灣省圖臺灣省圖臺灣省圖臺灣省圖、、、、    

聯勤版軍用圖聯勤版軍用圖聯勤版軍用圖聯勤版軍用圖    
經建版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經建版地形圖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1904190419041904    1921192119211921----1928192819281928    1955195519551955、、、、1960196019601960    1986~1986~1986~1986~    

測繪 

技術 

單色、平板

測量 

單色、平板測

量 

多色、美國軍方合

作 

多色、航遙測量 

產銷 

觀念 

有民間流通 有民間流通 

戰期列管 

密圖、列管 公開銷售 

民間流通 

數值化下載 

依日本各時期之公告圖式使

用 

 

圖式多以日本當地地物來製

作 

參照美國軍備局

的圖例來使用 

1.與前期地形圖

符號大致相同，數

量減少。 

2.部分地圖符號

有修改。 

3.地圖符號分類

與圖式由內政部

規劃公告 

4.符號標準化作

業研究建置中 

地圖符

號的傳

統關聯

與標準

化 

 

部分地物、地貌符號形態皆相近、一致，受科學化製圖傳統影響。 

地理資

料特徵 

1.陸軍、憲兵等軍事單位 

2.監獄、派出所等公部門 

3.地類等土地植被符號多 

4.海部等符號分類詳盡 

5.溝圍符號多突顯防禦工事 

7.道路、渡涉等交通路線詳

盡 

8.方位標誌性強之突出建物 

1.有英文名詞對

照 

2.軍事相關符號 

3.海部地圖符號

詳盡 

4.交通系統分級

符號多 

1. 概 括 程 度 較

高，地圖符號較少 

2.以地物符號為

主 

3.地貌符號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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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隨著環境開發與變遷，地物、地貌的改變在都會地區尤為顯著，而在上述

章節的討論中發現，每隔五到十年就需修測的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調整甚少。

近年來，在面對數值化繪圖、資訊交流快速、民間製圖技術普及與民眾參與等

環境趨勢下，地形圖除了持續擔任作為一張底圖的任務外，是否在製圖思維--

簡括、選取的對象上，有所轉變呢？ 

本章節就是要承續上一章的結果，先就國外地形圖中地圖符號內涵與使用

情形做一探究，再就現階段國內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圖符號標準化對地圖符號

使用的影響進行探討，並對基本地形圖圖式內容修訂進行分析，最後，將國內、

外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與機制相互比較分析。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國外地圖符號的使用國外地圖符號的使用國外地圖符號的使用國外地圖符號的使用趨勢趨勢趨勢趨勢與機制與機制與機制與機制 

   由本研究第三章的討論可知，臺灣地形圖的測繪受到日、美兩國的影響甚

深。因此，本節即先透過對日、美兩國地形圖測繪的相關討論，來釐清其製圖

過程中地圖符號的使用與發展之情形，以利與現階段臺灣地形圖測繪發展相比

較。在內容上，先探討各國的製圖單位與基本地形圖，並就其歷史發展與修測

過程來解析影響地圖符號使用的可能因素與機制。 

 

壹壹壹壹、、、、日本地區日本地區日本地區日本地區    

一、製圖單位與基本地形圖 

(一)製圖單位組織 

1.製圖單位 

日本國內現行測製基本地形圖的單位是交通省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

院的設置可追溯自明治二年(1869)日本政府民部省的戶籍地圖製作作業，

其當時主要的任務是負責地誌的編纂與地理資料的搜集，而後隨日本軍國

主義擴展與戰時地形測繪的需求，經過多次合併與改制，並於昭和三十五

年(1960)改名為現在的名稱：「國土地理院」。該單位現隸屬日本交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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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中央部會層級的組織。 

 

圖圖圖圖 4444----    1111：：：：日本國土地理院組織沿革日本國土地理院組織沿革日本國土地理院組織沿革日本國土地理院組織沿革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2010201020102010))))    

 

2.權責與功能 

日本國土地理院的任務隨各時期製圖目的不同與測繪技術差異而有所改

變。除了國家基本圖的測繪外，日本國土地理院主要的任務與作用尚包括以下

幾點： 

(1)提供、整備國土情報以為社會活動的基礎： 

a.經、緯度原點、大地測量基準等測繪標準的制定 

b.維持觀測基準的標準水平 

c.三角測量、電子點測量等測點位置環境的建立 

d.日本地理資訊系統電子圖資標準的整備與更新 

e.國家電子基本地圖標準的整備與更新 

(2)為國家機關、地方公共團體與民間等測量活動進行意見指導與調整，排

除重複測量、確保正確性： 

a.統一測量基準以確保地理空間資料的秩序性與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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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    2222：：：：國土地理院的權責與功能國土地理院的權責與功能國土地理院的權責與功能國土地理院的權責與功能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2010)2010)2010)2010)    

(3)促進產官學高度活用先進的地理空間資訊： 

a.先導開展地理空間資訊活用的計畫 

b.建立促進地理空間資訊活用的資訊環境 

c.提供電子國土資訊網站以支援地理空間資訊的交流 

d.早期基本圖等珍貴國土紀錄的管理與提供 

(4)應用地圖測繪技術於防災與危機管理： 

a.地殼變動監視、災害的危險性分析 

b.災害地形情報的整備以利防災 

c.災害狀況調查與情報的提供 

(5)透過地圖和測量技術的活用將成果貢獻國際社會： 

a.世界地理空間資訊基礎-「地球地圖」的整備 

b.與世界各國合作發展地理空間資訊技術 

(日本國土地理院，2010) 

由上述可知，國土地理院作為日本政府機關唯一的土地測繪單位，其

肩負起國土的標準規範、現地測繪、圖資管理、測繪諮詢、防災應用、地

圖教育與國際合作等任務。 

 

(二)基本地形圖 

1.現階段發展情形 

    日本國土地理院基於「測量法」與「地理空間情報活用推進基本法」的規

定與精神，進行國內基本地圖的測繪與地理資訊的整備與推廣，其主持、發展

的相關地圖測繪與修測成果相當豐富且多樣，包括了大地控制點測量成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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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化地圖與航空照片圖、防災資訊與災害地圖、國土地理資訊系統、電子國土

基本圖、古地圖數值化成果等。現階段已測繪且公開販售之基本地圖種類繁多，

計有一萬分之一地形圖、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二十萬

分之一地勢圖、一百萬分之一國際地圖、三百萬分之一日本週邊區域圖、五百

萬分之一日本週邊環境地圖、集成圖等。 

    以比例尺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為例，2003 年已完成該比例尺全國數值地

圖的建置，並提供網路線上瀏覽。除此之外，公開之資訊與成果尚包括：日本

國土地理資訊系統(JPGIS)、電子點大地測量、航空正射影像圖以及災害防治應

對措施與災害地圖等。這些資訊的整備與更新，不僅是國土地理院的主要任務，

更是日本國家地理資訊與地圖測繪的成果展現。 

 

圖圖圖圖 4444----    3333：：：：日本彩色地形圖線上瀏覽日本彩色地形圖線上瀏覽日本彩色地形圖線上瀏覽日本彩色地形圖線上瀏覽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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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圖符號的使用 

    日本以「圖式」一詞來說明地圖符號，而在現行比例尺二萬五千分之一地

形圖中，其所公告的圖式符號共計有 161 個，如下圖 4-4 所示： 

 

 

 

 

 

 

 

 

圖圖圖圖 4444----    4444：：：：日本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日本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日本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日本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日本國土地理院，，，，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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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圖符號的制定與標準 

    隨著地形圖在日本國家發展中角色的轉變，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使用也經

過多次的修正與頒訂。國土地理院紀錄了自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以來地圖符

號的使用情形，對於近年來社會環境發展與變遷，在地圖符號使用上也有所增

減與創新，如平成十四年(2003)起陸續增設了「電子基準點」、「博物館」、「圖

書館」、「風車」(風力發電組)、「老人養護院」等地圖符號。這些地圖符號的頒

訂多透過<月刊通報>的方式公開說明，並以新、舊地圖比對的方式加以說明，

如：平成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第 165 號通報，即公告「風車」、「老人安養院」

地圖符號的使用，如下圖 4-5、4-6 所示。此地圖符號增設的緣由，由公告中的

說明可知： 

 

……………………近年來因倡導環保所提倡的風力發電用的風車近年來因倡導環保所提倡的風力發電用的風車近年來因倡導環保所提倡的風力發電用的風車近年來因倡導環保所提倡的風力發電用的風車、、、、因應高齡化社會而增加的因應高齡化社會而增加的因應高齡化社會而增加的因應高齡化社會而增加的

老人安養院的建設慢慢增多老人安養院的建設慢慢增多老人安養院的建設慢慢增多老人安養院的建設慢慢增多，，，，地圖記號的需要性大增地圖記號的需要性大增地圖記號的需要性大增地圖記號的需要性大增，，，，因此以全國的中小學生因此以全國的中小學生因此以全國的中小學生因此以全國的中小學生

為對象募集了許多地圖記號的設計圖而完成了這些地圖記號為對象募集了許多地圖記號的設計圖而完成了這些地圖記號為對象募集了許多地圖記號的設計圖而完成了這些地圖記號為對象募集了許多地圖記號的設計圖而完成了這些地圖記號。。。。    

    

可見，日本在地圖符號的使用上不僅與時俱進，且在調查意見對象上更擴

及到中、小學學生，這讓地圖作為教育性內容的同時也增進了地圖製作的參與

感，同時也使地圖符號的整備更完整，使地形圖上的地圖符號訴說者更適切的

地理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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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    5555：「：「：「：「風車風車風車風車」」」」地圖符號的使用地圖符號的使用地圖符號的使用地圖符號的使用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2010)2010)2010)2010)    

 

圖圖圖圖 4444----    6666：「：「：「：「老人安養院老人安養院老人安養院老人安養院」」」」地圖符號的使用地圖符號的使用地圖符號的使用地圖符號的使用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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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環境變遷，在各比例尺地圖中也刪減了部份的地圖符號或調整地圖符

號適用的尺度範圍，如圖 4-7 中的「銀行」僅使用在 1：10000 的地形圖中。 

 

 

圖圖圖圖 4444----    7777：：：：日本地形圖日本地形圖日本地形圖日本地形圖中調整中調整中調整中調整之地圖符號之地圖符號之地圖符號之地圖符號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國土地理院，，，，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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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美國地區美國地區美國地區美國地區 

一、製圖單位與基本地形圖 

(一)製圖單位組織 

1.製圖單位 

美國地質調查局( U.S Geological Survey，簡稱 U.S.G.S.。本文以下稱U.S.G.S.) 

成立於 1879 年，是美國境內最大的水資源、地球資源、生物資源和民用地圖測

繪局，U.S.G.S.蒐集、監控、分析並提供有關自然資源情形、議題與問題的科學

性認知，並提供資源管理者、規劃者和其他顧客多樣性科學專業知識與綜合性

調查研究。U.S.G.S.乃隸屬於美國內政部管轄的科學機構，在層級上亦屬於中央

層級單位，總部設在維吉尼亞州，在其他州則設立地方辦事處。 

 

圖圖圖圖 4444----    8888：：：：U.S.G.S.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組織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U.S.G.S.，，，，2010)2010)2010)2010)    

2.權責與功能： 

    U.S.G.S.的主要任務在為國家提供可靠的科學資訊與數據，以利正確描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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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地球環境；減少自然災害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妥善管理水、生物、能

源與礦產資源；並且促進和保護人民生活的品質。其研究之科學領域包括生物

學、地理學、地質學、地理空間資訊與水資源等，並且透過科學專題(science topic)

來整合科學數據呈現變動中的地球環境現象，同時，也適時將研究及調查結果

對外公開發布。 

    再者，公眾教育與宣導亦是 U.S.G.S.的主要任務與功能。U.S.G.S.提供科學

化的資訊以幫助公眾瞭解影自然資源、自然災害、地理空間資訊以及影響人民

生活的環境議題。民眾可以透過探索 U.S.G.S.所提供的網路資源，包括課程、數

據、地圖等等，以供支援教學、學習、基礎教育(K-12)及大學課程的調查研究。 

    此外，在 1879 年 U.S.G.S.創立之初，測繪地形圖亦成為該單位主要的任務。

在該單位所測繪的地形圖中最廣為人知的是比例尺 1:24000 的地形圖，也被稱

為 7.5 分地形圖(7.5-minute quadrangles)。總計約使用了超過 55,000 幅地圖來涵

蓋測繪美國本土相連的 48 個州，而這也是唯一一套詳盡測繪美國地形資訊的系

列地圖，此系列地圖於 1992 年修測完成。這些地圖與相關影像圖資被建置在

U.S.G.S.網站上以供公開瀏覽與下載。 

 

(二)基本地形圖 

1.現階段發展情形 

    上述比例尺 1：24000 的 7.5 分地形圖是 U.S.G.S.所測繪較詳盡且較大尺度

的系列地形圖。但是，隨著資訊時代數值資料的發展與網際網路的普及，地理

資訊系統的技術改變了地形圖的測繪科學，美國也因此建構了今日電子式國家

地圖。國家地圖計畫(The National Map) 於 1992 年由 U.S.G.S.提出，同時取代傳

統的 7.5 分地形圖成為是美國現行地圖測繪的基礎架構，此計劃為各領域提供

一個公開的途徑，使一致性的、高品質的地理空間數據和訊息得以幫助資源管

理者與公眾做出決定；並且增進美國人民獲得、合併、應用地圖空間資料於全

球、國家和地方等尺度的能力。其中，國家地圖計畫中的「US TOPO」便是 U.S.G.S.

所建置的新一代國家數值地形圖，其在表現格式上與傳統 7.5 分地形圖相近，

且可在網路上免費獲取，並可在電腦上進行基本的地理分析。隨者「US TOPO」

的發展，U.S.G.S.將會提供更多早期版本地形圖的數值檔以及從國家地圖架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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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得的地理資料圖層。 

    現階段 U.S.G.S.的地圖測繪已採數值製圖並建置有國家數值製圖資料庫

(The National Digital Cartographic Data Base ,NDCDB)，此資料庫的數值資料是

由美國地質調查所依據符合自動化製圖的標準所訂定發布，同時，此資料庫也

提供了一個有關地球本身及其資源相關參考資訊的架構。 

    國家地圖(The National Map)使得地形圖的圖資得以被加值運用與交流，基

本上，這些圖資仍是建立在過去所測繪的線劃地形圖上，因此，這些地形圖實

為計劃的基石，其重要性可見一般。除了地形圖外，U.S.G.S.所繪測的地圖尚包

括水深圖、光成像地圖、衛星影像圖、地質圖、土地利用與覆蓋圖以及水文地

圖等，這些地圖都是公開發行的，沒有版權的，使用者可以自行下載使用。 

 

 

圖圖圖圖 4444----    9999：：：：U.S.G.S. Maps 各尺度系列地圖各尺度系列地圖各尺度系列地圖各尺度系列地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U.S.G.S.，，，，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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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    10101010：：：：US TOPO 地形圖地形圖地形圖地形圖((((Coffeyville East KansasCoffeyville East KansasCoffeyville East KansasCoffeyville East Kansas))))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U.S.G.S.，，，，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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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圖符號的使用 

從傳統的 7.5 分地形圖到新一代的國家地圖架構中的數值美國地形圖，資

訊與電腦科技改變了地形圖的測繪與更新方法，這也使得地圖測繪的標準與格

式(standards and formats)需即時更新。就比例尺 1：24000 的地形圖而言，U.S.G.S.

在該尺度所使用地圖符號的的數量計有 164 個，類別情形如下圖 4-11。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U.S.G.S.所測繪的地形圖相當多樣，這些地圖符號有其

適用的版本與對象，說明如下： 

(1).有「*」記號者則僅使用於美國地質調查局與美國農業部森林局合作測

繪之簡易版地形圖(USGS-USDA forest service single-edition quadrangle 

maps)。此簡易版地形圖源於 1993 年 8 月，始於美國地質調查局和美國農

業部的森林局簽署的一項協定，開始簡易版地圖聯合製圖方案，該協議建

立了協調生產和維護含有國家森林系統土地的簡易版基本系列地形圖。此

聯合製圖方案避免了機構間測繪工作的重複，並有助頻繁地調整含有國家

森林的四邊型圖幅地圖，此地圖是在共同制定的標準基礎上修訂，並含有

如美國地質調查局所製一般地形圖的特徵，以及對有效進行管理國家森林

系統土地所需的特徵，因此，簡易版地圖在內容、精度、質量標準上和美

國地質調查局的其他地圖產品是一致的。 

(2).而有「**」記號者，僅使用於臨時版的 7.5 分地形圖(provisional-edition 

maps)，臨時版地形圖的建立是為了促進其餘鄰近美國四邊圖幅大比例尺地

形圖的完成，其包含與基本地形圖相同的標準與訊息。 

(3).有「***」記號者，僅使用於美國地質調查所所測繪的水深地形圖

(topographic bathymetric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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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圖圖圖圖 4444----    11111111：：：：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1111：：：：24,00024,00024,00024,000 地形圖中地圖符號地形圖中地圖符號地形圖中地圖符號地形圖中地圖符號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U.S.G.S.，，，，2010)2010)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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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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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圖符號的制定與標準 

美國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使用與其地圖測繪標準有直接的關係。美國於

1941 年發展出國家地圖精度標準(the national map accuracy standards)，這些標準

適用於聯邦政府各組織單位所繪製的地圖，其目的在確保這些地圖的產出能符

合廣大使用者的期盼與需求；確保地圖內容與表現形式能互相符合；確保不同

時期所繪製的地圖能有一致性。這些標準除了包括水平、垂直等大地測量點與

數據外，亦包括其他測繪標準，這些相關測繪標準依各系列地圖類別整合於國

家地理空間計劃標準(National Geospatial Program Standards)中，除了傳統已印

刷的線畫地圖(printed map standards)外，亦包括現行數值地圖的相關資料標準

(digital data standards)及其它測繪標準(additional standards)。此國家地理空間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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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標準屬政府公開資訊，建置於 U.S.G.S.網站上供大眾瀏覽參閱。 

    涵蓋美國本土的傳統 7.5 分地形圖有其適用的製圖標準規範（primary series 

quadrangle map standards），其中地圖符號的使用亦必需符合此規範。 

 

表表表表 4444----    1111    

國家地理空間計劃測繪標準國家地理空間計劃測繪標準國家地理空間計劃測繪標準國家地理空間計劃測繪標準((((NGP Standards))))內涵內涵內涵內涵    

標準類別 相關內涵 

Digital Data Standards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Standards  

Digital Line Graph Standards 

Digital Orthophoto Standards 

Digital Raster Graphic Standards 

National Hydrography Dataset Standards 

Raster Feature Separate Standards 

Printed Map Standards 
Primary Series Quadrangle Map Standards 

Other Map Series Standards 

Additional Standards 

Metadata Standards  

Miscellaneous Instructions 

National Map Accuracy Standards 

Preparation of Technical Instruction Standards 

Supplemental Technical Instructions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U.S.G.S.，2010201020102010。取自：http://nationalmap.gov/gio/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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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與地圖符號標準化基本地形圖資料庫與地圖符號標準化基本地形圖資料庫與地圖符號標準化基本地形圖資料庫與地圖符號標準化    

    本節對國內目前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的建置情形、地圖符號標準化內容及其

未來地圖符號使用的可能影響做一探討，瞭解現階段與未來的發展趨勢。 

 

壹壹壹壹、、、、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的建置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的建置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的建置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的建置    

一、資料庫建置的經過與背景 

民國七十四年(1985)內政部開始辦理基本地形圖數化工作，由

於 業 務 內 容 與 Ｇ Ｉ Ｓ 相 近 ， 可 以 說 是 國 土 資 訊 系 統 (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NGIS)推動的開端。在此之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單位曾提出相關發展構想，但是，因囿於技術、

資源、人才等限制，未能發展。民國七十五年(1986)國建會建議發

展國土資訊系統，民國七十七年(1988)行政院經建會完成「建立國

土資訊系統綱要計畫」(草案)報行政院，經行政院核示請經建會協

調內政部成立工作小組推動。民國七十九年(1990)內政部邀集有關

單位研商成立「國土資訊推動服務工作小組」事宜，並正式成立「國

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及九大資料庫分組等各級推動組織，正式開

始推動工作(基本地形圖資料庫，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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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    12121212：：：：國土資訊系統與九大資料庫國土資訊系統與九大資料庫國土資訊系統與九大資料庫國土資訊系統與九大資料庫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國土資訊系統網站國土資訊系統網站國土資訊系統網站國土資訊系統網站，，，，2010201020102010)))) 

 

二、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的內涵 

    國土資訊系統乃是結合全國各種具有空間分佈特性之地理資

料，以分工合作方式達到資料共享與多目標應用之整合性分散式地

理資訊系統。基本地形圖資料庫是國土資訊九大資料庫其中之一個

資料庫，內容包括：控制測量成果、數值地形模型、一千分之一地

形圖、五千分之一地形圖、一萬分之一地形圖、二萬五千分之一地

形圖 、五萬分之一地形圖 、十萬分之一地形圖。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分組目前由內政部地政司測量科負責推動

維護，業務內容包括：推動活動計畫、資料流通、標準制度、查詢

下載等。其中，為了便於資料流通而頒訂相關標準制度，這對於後

續的相關製圖作業豎立了原則，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例如，在兩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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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的測量基準規範上，就訂定測繪標準如下： 

 

       本部測製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本部測製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本部測製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本部測製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經建版））））地形圖地形圖地形圖地形圖，，，，範圍涵範圍涵範圍涵範圍涵

蓋臺澎地區及釣魚臺蓋臺澎地區及釣魚臺蓋臺澎地區及釣魚臺蓋臺澎地區及釣魚臺、、、、澎佳嶼等離島澎佳嶼等離島澎佳嶼等離島澎佳嶼等離島，，，，總數計二六一幅總數計二六一幅總數計二六一幅總數計二六一幅，，，，坐標系統坐標系統坐標系統坐標系統

採橫麥卡脫採橫麥卡脫採橫麥卡脫採橫麥卡脫 TMTMTMTM 坐標系統坐標系統坐標系統坐標系統，，，，經差二度分帶經差二度分帶經差二度分帶經差二度分帶，，，，中央子午線尺度比率為中央子午線尺度比率為中央子午線尺度比率為中央子午線尺度比率為

0.999900.999900.999900.99990，，，， 坐標原點為中央子午線與赤道之交點坐標原點為中央子午線與赤道之交點坐標原點為中央子午線與赤道之交點坐標原點為中央子午線與赤道之交點 ，，，，橫坐標西移橫坐標西移橫坐標西移橫坐標西移

250,000250,000250,000250,00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並以東經一百二十一度為中央子午線並以東經一百二十一度為中央子午線並以東經一百二十一度為中央子午線並以東經一百二十一度為中央子午線。。。。平面控制用平面控制用平面控制用平面控制用

大地基準點以南投縣埔里鎮虎子山一等三角點為原點大地基準點以南投縣埔里鎮虎子山一等三角點為原點大地基準點以南投縣埔里鎮虎子山一等三角點為原點大地基準點以南投縣埔里鎮虎子山一等三角點為原點，，，，其經度其經度其經度其經度：：：：東東東東

經經經經 120120120120 度度度度 58’25”.97558’25”.97558’25”.97558’25”.975，，，，緯度緯度緯度緯度：：：：北緯北緯北緯北緯 23232323 度度度度 58’32”.34058’32”.34058’32”.34058’32”.340。。。。高程係高程係高程係高程係

自臺灣基隆平均海水面為零公尺起算自臺灣基隆平均海水面為零公尺起算自臺灣基隆平均海水面為零公尺起算自臺灣基隆平均海水面為零公尺起算。。。。每幅每幅每幅每幅圖之東西經距及南北經圖之東西經距及南北經圖之東西經距及南北經圖之東西經距及南北經

距均為距均為距均為距均為 7’30”7’30”7’30”7’30”。。。。    

 

    上述的規範除了是實際地形測量所必須的基準外，更重要的是，地形

圖的測繪乃是國土測量的重要業務。目前國土測量業務包括地籍圖測製作

業、國家基本測量、基本圖、地形圖等製作，其中，內政部於 1997 年起，

以數值法辦理臺灣地區基本圖測量，另自 1999 年起針對臺灣地區二萬五千

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辨理修測及數值化，計完成 261 幅。上述這些測繪資

料為國土資訊系統應用業務所需之核心及共用資料，並提供各常用資料庫

共同的地理參考框架，其資料品質、管理維護、流通性及正確使用分析，

為圖土資訊系統應用成功與否的關鍵(羅文珊、陳美心、周天穎，2006)。 

    其中，地形圖及其地圖內容資訊即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一是扮

演重要參考底圖的角色，其二是地圖內容資訊必須具備流通性以及易於管

理維護的特性。因此，基本地形圖資料庫作為國土資訊系統的一環，必須

在測繪資訊相關格式上建立標準，以利資料的流通與加值。基本地形圖資

料庫圖式規格的標準化就是其中的一部份。 

    

貳貳貳貳、、、、地圖符號的標準化地圖符號的標準化地圖符號的標準化地圖符號的標準化    

 一、圖式標準規格的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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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制定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各項相關標準，以適應國土資訊系

統之發展，內政部以民國八十二年(1993)度專案研究計畫「基本地

形圖資料庫及相關標準之規劃設計」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並依據行

政院研考會訂頒之「國土資訊系統標準訂定與維護作業程序」，辦理

相關標準審核及訂頒工作。經於民國八十三年(1994)間召開八次會

議研商，完成「基本地形圖分類編碼」、「圖式符號規格」、「標準交

換格式」及「專有名詞定義」之審查工作。 

除「圖式規格表」依當時水陸地圖審查條例
4
規定，由內政部地

圖審查委員會另案審查外，其餘「地形資料分類編碼表」等三項標

準草案，依「國土資訊系統標準訂定與維護作業程序」規定送請行

政院研考會召開標準制度分組第十次至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復

經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於民國八十五年(1996)八月二十七日召開

第十八次會議同意備查(基本地形圖資料庫，2010)。 

因此，內政部首先於民國八十七年頒布相關標準規定，並於民

國九十六年進行更新與修訂。 

     

二、圖式標準規格的內容 

    「基本地形圖分類編碼」、「圖式符號規格」、「標準交換格式」

及「專有名詞定義」是目前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的標準規範，這四部

分看似獨立其實是密切相關的。就地圖繪製而言，製圖者在決定選

取測繪對象前，必須知道這些對象的名詞定義為何，知道名詞定義

後才能在分類編碼系統中找到所屬的分類，知道分類編碼後才能選

取對應的圖式符號、建立圖層，甚至在圖式符號規格化下才能開啟

高度的流通性。 

    在民國八十七年(1998)頒訂的「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形分類編

碼表」中，所編地形資料共計十類，其分類與編碼序列如下表： 

                                                
4該條文已於民國九十三年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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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    2222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形分類編碼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形分類編碼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形分類編碼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形分類編碼 表表表表((((八十七年版八十七年版八十七年版八十七年版 ))))    

一、圖式類名詞之分類編碼 

資料類別 編碼 資料類別 編碼 

A.測量控制點 A1 F.公共事業網路 A6 

B.行政界線 A2 G.植被、覆蓋 A7 

C.建物 A3 H.地貌 A8 

D.交通系統 A4 I.數值地形模型 A9 

E.水系 A5 J.圖幅整飾及註記 A0 

二、非圖式類名詞之分類編碼 

A.測量名詞 B1 B.資料庫名詞 B2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1998199819981998    

     

    上述的分類編碼系統呈現了基本地形圖應該要測繪的對象，相

較於過去經建版地形圖修測時，只限於內政部與聯勤四 0 一廠兩方

內部才知道的修測內容，此一公開性的標準規範，使一般民眾與相

關單位更直接地了解地形圖可以包含的地理資訊與可能的加值。 

    至於地圖符號的使用上，在內政部頒訂的「基本地形圖圖式規

格表」中則明白揭示： 

 

    為達成地形資訊流通快速便捷之目的為達成地形資訊流通快速便捷之目的為達成地形資訊流通快速便捷之目的為達成地形資訊流通快速便捷之目的，，，，代表地形之圖式符號必須統代表地形之圖式符號必須統代表地形之圖式符號必須統代表地形之圖式符號必須統

一一一一，，，，其設計原則如下其設計原則如下其設計原則如下其設計原則如下：：：：    

1.1.1.1.本圖式除參照內政部七十三年公布之水陸地圖標準圖式外本圖式除參照內政部七十三年公布之水陸地圖標準圖式外本圖式除參照內政部七十三年公布之水陸地圖標準圖式外本圖式除參照內政部七十三年公布之水陸地圖標準圖式外，，，，並根據實際並根據實際並根據實際並根據實際

需要增補上開圖式未列之符號需要增補上開圖式未列之符號需要增補上開圖式未列之符號需要增補上開圖式未列之符號，，，，以適應電腦製圖以適應電腦製圖以適應電腦製圖以適應電腦製圖。。。。    

2.2.2.2.設計原則設計原則設計原則設計原則，，，，則仿傳統採象形或會意方式則仿傳統採象形或會意方式則仿傳統採象形或會意方式則仿傳統採象形或會意方式，，，，且構圖力求簡且構圖力求簡且構圖力求簡且構圖力求簡單化單化單化單化。。。。    

                在地形十大分類中在地形十大分類中在地形十大分類中在地形十大分類中，，，，數值地形模型並非直接表現在圖上數值地形模型並非直接表現在圖上數值地形模型並非直接表現在圖上數值地形模型並非直接表現在圖上，，，，故在本規格故在本規格故在本規格故在本規格

表中並未列出表中並未列出表中並未列出表中並未列出。。。。    

 

    由此可知，地圖符號的設計使用是立基於傳統關聯與電腦製圖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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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量上。在此一圖式規格表中，分別針對一千分之一、五千分之一與二

萬五千分之一三種基本圖的圖式符號訂定統一符號，這些圖式符號的數量

會因比例尺簡括化程度的差異有所不同，其中，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的

地圖符號在各分類的數量如下表所示： 

表表表表 4444----    3333    

二萬五千分之一圖式規格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二萬五千分之一圖式規格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二萬五千分之一圖式規格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二萬五千分之一圖式規格中地圖符號類別與數量    

圖式名稱類別 數量 

A.測量控制點 12 

B.行政界線 5 

C.建物 60 

D.交通系統 49 

E.水系 44 

F.公共事業網路 1 

G.植被、覆蓋 18 

H.地貌 20 

I.數值地形模型 - 

J.圖幅整飾及註記 -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1998199819981998    

    必須注意的是，在此八十七年版的「基本地形圖圖式規格表」內文中

亦特別提到： 

 

    這些地圖符號的這些地圖符號的這些地圖符號的這些地圖符號的標準是以制式單一主題圖標準是以制式單一主題圖標準是以制式單一主題圖標準是以制式單一主題圖、、、、多主題圖或基本圖的多主題圖或基本圖的多主題圖或基本圖的多主題圖或基本圖的

資料表現符號加以標準化資料表現符號加以標準化資料表現符號加以標準化資料表現符號加以標準化而來的而來的而來的而來的，，，，因此因此因此因此，，，，此標準只適用於其此標準只適用於其此標準只適用於其此標準只適用於其相關相關相關相關制制制制

式圖上式圖上式圖上式圖上，，，，若該項資料與其他圖料整合展示或出圖時若該項資料與其他圖料整合展示或出圖時若該項資料與其他圖料整合展示或出圖時若該項資料與其他圖料整合展示或出圖時，，，，若在不違反製若在不違反製若在不違反製若在不違反製

圖圖圖圖的符號設計原則下的符號設計原則下的符號設計原則下的符號設計原則下，，，，可儘量用此標準表現符號可儘量用此標準表現符號可儘量用此標準表現符號可儘量用此標準表現符號，，，，但若有違符號設但若有違符號設但若有違符號設但若有違符號設

計原則計原則計原則計原則，，，，則不能再依標準繪圖則不能再依標準繪圖則不能再依標準繪圖則不能再依標準繪圖，，，，以免造成製圖上的符號化錯亂以免造成製圖上的符號化錯亂以免造成製圖上的符號化錯亂以免造成製圖上的符號化錯亂。。。。    

 

    可見，在地圖符號標準化的過程中，地圖符號的標準仍有其適

用範圍的限度，除了在不同測繪內容圖料的整合時需注意外，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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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這些地圖符號僅算得上是地圖符號資料庫。製圖者可依製

圖目的與主題，在地圖符號資料庫中選取自己需要的地圖符號，以

建立自己的主題圖。這似乎也同時宣告基本地形圖圖式規格標準應

是一個「建設性」的語言，並非是要全然接受的「約制性」語言。 

 

三、圖式標準規格對製圖的影響 

    由上述的討論可知，內政部頒訂的「基本地形圖圖式規格表」乃是基

於利於各類地形資料之流通共享，並因應國土資訊系統發展之需要而研究

頒訂。內政部於民國八十二年(1993)委託中國工程測量學會對基本地形圖

資料庫相關標準進行專案研究，此專案研究即是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建置的

先行研究基礎。就圖式規格標準化而言，這將對未來臺灣地區基本地形圖

的繪測有所影響，以下就標準化與用圖調查兩方面來說明： 

1.標準化對製圖的影響： 

    地圖符號標準化是指對地圖符號建立系統性的使用規範，包括名詞定

義、圖式規格、符號系統等。地圖符號標準化將使相同的事物被相同的符

號所取代，在學習了地圖符號系統後，讀圖時不易造成符號認知的混淆，

甚至可以不必依賴圖例之說明與查對，在製圖上可以減少製圖者在符號設

計時之困擾與不便。 

石慶得等人(1991)更進一步指出，完善的地圖符號系統是發展數值地

圖的基礎。地圖是空間資訊的表徵，若能將地圖符號標準化，則可在資訊

傳遞的過程中，不僅增加時效性，同時也可提高資料之正確性及使用之安

全性，故世界各國均持續推展地圖符號標準化之工作。就現今電腦製圖發

展來看，地圖符號標準化的確有其必要性。 

而國土資訊系統之組織架構，無疑為國內數值製圖提供一個發展的舞

台。在地圖符號標準化上，為了讓九大資料庫中各項地理資料得以流通共

享，系統必須建立供需之標準制度，這一標準制度的訂定，也連帶整合國

內各界在數值製圖上編碼、圖式等方面的差異，提高了流通性；另一方面，

在展示應用上，所有與地理資訊相關的應用皆少不了以地形圖為基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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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土地相關的主題都以基本地形圖為架構，因此，基本地形圖的建檔與

建檔品質攸關國土資訊發展系統的實施成效，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可謂是國

土資訊系統的核心(陳宗杰，1993)。 

目前，內政部已將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經建三版數

化所得成果放置在資料庫上供大眾下載。在此國土資訊系統架構發

展下，隨著民間測繪與數值製圖技術的發展，未來地形圖的發展應

該朝更多元的方向發展才是。 

必須注意的是，地圖符號的標準化雖然有提高製圖、用圖、流通等優

點，但是，標準化本身也可能阻礙符號設計之發展，因此，如何權衡也是

另一個問題。此時，開放的機制就更顯得重要。 

 

2.地圖使用調查對製圖的影響 

    上述內政部委託之規劃設計研究曾就基本地形圖測製單位與用圖單位

進行問卷調查及訪談作業，對象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等單位(如下表 4-4)，

這些問卷與訪談資料的意見成為資料庫標準規劃設計建議的一部分。 

表表表表 4444----    4444    

地形圖資料庫調查單位對象屬性地形圖資料庫調查單位對象屬性地形圖資料庫調查單位對象屬性地形圖資料庫調查單位對象屬性    

規劃 設計 施工 管理 維護 資訊 教學 

49/81 31/81 23/81 40/81 23/81 32/81 1/81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1993199319931993                                                (單位個數/受調查單位總計數量)    

    經建版地形圖是由內政部直接委託聯勤四 0 一廠測製，地圖符號由聯

勤四 0 一廠依專業與經驗決定。與經建版地形圖相較，基本地地形圖資料

庫在建置圖式標準格式之初，透過問卷、訪談等方式對製圖單位作業狀況

與用圖單位需求進行瞭解，此一過程可說是開啟了互動之門。過去單向式

的製圖，有了雙向式的互動與溝通，這為製圖發展提供了對話的可能，也

讓用圖者在地圖製作過程中多了一分參與感，同時也替基本地形圖資料庫

現行之規格標準多少掙了點民意的基礎。可惜的是，在調查單位中，教學

單位數量甚少。 

    在地圖傳播的過程中，製圖者概念將影響用圖者之認知，而讀圖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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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圖能力、 知識背景與用圖環境等，又控制著資訊傳播之效果，因此用圖

需求調查是一項極為重要之工作(聞智達、石慶得、鄒永龍，1992)。基本

地形圖資料庫在圖式規格標準建置之初，特針對用圖需求進行調查，有份

不同於過去傳統製圖思維的味道，無論此次用圖需求調查是否為曇花一

現，在現今地圖製作技術精進、交流甚切且盼即時更新的情況下，建立一

個常設的用圖調查機制理當對未來的製圖發展有正面的幫助。 

 

   四、地圖符號使用機制 

    經由本章節與前述章節之討論可知，臺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乃屬於國土資訊系統基本地形圖資料庫中之重要圖資，且於民國八十八年

至九十年(1999~2001)在內政部計劃下委託聯勤四 0一廠利用數值法修測，

並進一步將其數化之成果建置在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網站上以供下載。 

 

圖圖圖圖 4444----    13131313：：：：基本地形圖資料庫數值檔下載網頁基本地形圖資料庫數值檔下載網頁基本地形圖資料庫數值檔下載網頁基本地形圖資料庫數值檔下載網頁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網站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網站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網站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網站，，，，2010201020102010))))    

    在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建置計畫之前，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決策乃由國

防部聯勤四 0 一廠先行測繪後再由內政部地圖審查會議決定，但是，僅作

相關註記之建議；在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建置計畫之後，為了利於資料的數

值化與交換流通，始由地圖圖式標準化的調查研究與訂定，本研究將此一

決策機制過程整理下圖 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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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目前經建版地形圖並無修測再版的計畫，但在先進各國皆致力

發展國家數值資料庫的情況下，臺灣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內容的擴充、應用

與交流應更顯重要。在國土資訊系統標準制度與資訊整合共享架構下，未

來地形圖修測計劃將走向依政府採購法之標案公開招標的趨勢中(如圖

4-15)，可以預測的是，未來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必須參酌「基本地形圖圖

式規格表」此一標準規格來使用。 

    將資料庫圖式規格中所列之地圖符號與現行經建版地形圖相較，由表

4-5 可知，雖然在數量上由 83 個增加到 209 個，但是，這些地圖符號僅供

參考選取，並非必需全部測繪記錄，實際使用情形仍需視製圖目的而定。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委託成功大學測量系所作的基本地形圖資料庫標

準修訂報告業已於民國九十六年(2007)完成，在此調查研究基礎下，基本

地形圖資料庫小組對相關內容做出審議與修正，並於九十六年(2007)公告

訂定結果，此更新的結果便影響地形圖內容與地理資訊的傳播，其重要性

可見一般。 

 

圖圖圖圖 4444----    14141414：：：：地形圖資料庫中地圖符號的決策過程與機制地形圖資料庫中地圖符號的決策過程與機制地形圖資料庫中地圖符號的決策過程與機制地形圖資料庫中地圖符號的決策過程與機制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建

置計畫(製圖目的) 

調查研究(委外) 

內政部資料庫 

小組會議評估 

資料庫圖式

規格標準 

地圖符號的傳統關連 
電腦繪圖技術規範 

使用單位用圖調查 

訂定符號分類系統 

經建版地形圖 

(製圖目的) 

委託聯勤製圖 

地圖審議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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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    15151515：：：：地圖符號使用與地形圖修測後續發展地圖符號使用與地形圖修測後續發展地圖符號使用與地形圖修測後續發展地圖符號使用與地形圖修測後續發展    

 

表表表表 4444----    5555    

經建版地形圖與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圖符號之比較經建版地形圖與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圖符號之比較經建版地形圖與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圖符號之比較經建版地形圖與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地圖符號之比較    

版本地圖符號類別 經建版地形圖

(三、四、五版)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 

圖式標準(八十七年版) 

測量控制點 2 12 

行政界線 3 5 

建物 33 64 

交通系統 24 45 

水系 8 43 

公共事業網路 1 1 

植被、覆蓋 10 18 

地貌 2 19 

圖幅整飾及註記 文字註記 文字註記 

數量 83 207
＊ 

                                                                                ＊
不含「文字註記」符號數量

 

地
形
圖
修
測 

公
開
招
標 

招標標準格式(合約)： 

1.分類編碼 

2.圖式符號規圖式符號規圖式符號規圖式符號規格格格格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3.標準交換格式 

4.專有名詞定義 

標
案
成
果
驗
收 

成
果
、
資
訊
公
開 

執
行
標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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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地圖符號的修訂與內涵地圖符號的修訂與內涵地圖符號的修訂與內涵地圖符號的修訂與內涵    

    本節就八十七年版與九十六年版圖式規格表中地圖符號分類與數量之差異

加以比較，並對地圖符號修訂之內涵進行分析、詮釋。 

 

一、 圖式規格中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 

(一)八十七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 

    八十七年版地形圖圖式規格表中，圖式符號分類包括：測量控制點、行政

界線、建物、交通系統、水系、公共事業網路、植被覆蓋、地貌、圖幅整飾及

註記、數值地形模型等十類。其中數值地形模型並非直接表現在圖上，故在圖

式規格表中並未列出相關規格。經統計各圖式類別與數量如下表： 

表表表表 4444----    6666    

                                八十七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八十七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八十七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八十七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圖式數量圖式數量圖式數量圖式數量    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    

測量控制點 12  

行政界線 5  

建物 64 27 

交通系統 45 9 

水系 43 3 

公共事業網路 1  

植被覆蓋 18  

地貌 19 1 

圖幅整飾及註記 -  

數值地形模型 -  

合計 20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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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 

    在九十六年版地形圖圖式規格表中，地形分類共分為十類，包括：測量控

制點、界線、人工構造物、交通系統、水系、公共事業網路、植被覆蓋及農漁

養殖、地貌、地標、圖幅整飾及註記。各類別及數量如下表： 

表表表表 4444----    7777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與數量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圖式數量圖式數量圖式數量圖式數量    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    

測量控制點 8  

界線 9  

人工構造物 23 1 

交通系統 38 5 

水系 40 2 

公共事業網路 2  

植被覆蓋及農漁養殖 16  

地貌 19 1 

地標 44 28 

圖幅整飾及註記 -  

合計 199 37 

 

再者，就上述兩個版本圖式類別與數量進行比較，整理如下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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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    8888    

新新新新、、、、舊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名稱與數量差異比較舊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名稱與數量差異比較舊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名稱與數量差異比較舊版基本地形圖圖式類別名稱與數量差異比較    

八十七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圖式數量圖式數量圖式數量圖式數量    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    類類類類別別別別    圖式數量圖式數量圖式數量圖式數量    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    

測量控制點 12  測量控制點 8  

行政界線 5  界線 9  

建物 64 27 人工構造物 23 1 

交通系統 45 9 交通系統 38 5 

水系 43 3 水系 40 2 

公共事業網路 1  公共事業網路 2  

植被覆蓋 18  
植被覆蓋及 

農漁養殖 
16  

地貌 19 1 地貌 19 1 

圖幅整飾及註記 - - 地標 44 28 

數值地形模型 - - 圖幅整飾及註記 - - 

合計 207 40  199 37 

 

    由表4-8可以發現，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標準在地形資料類別上與數

量上皆有所調整與更新，例如：「地標」圖式類別的增列。此圖式類別編碼即是

基於GIS問卷及報告中對地標之高需求性的反應而作此規劃，在原則上係將具有

名稱識別性之地物歸類為地標(內政部，2007)。 

但是，單就表4-8中圖式之增減較無法直述圖式符號使用之差異，是故，本

研究進一步對兩版本中的圖式符號逐一加以比較，整理出持續使用、刪除、修

改及新增之圖式符號，並加以分析、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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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圖符號使用差異與內涵分析 

    內政部所公佈的九十六年版圖式規格乃修訂自八十七年版，係內政部根據

委託成功大學之調查研究且考量實際需要研議後而增補，因此，九十六年版基

本地形圖圖式不僅在圖式數量有所增減調整，同時在圖式符號類別的分類上亦

有所整併。另一方面，「文字註記」是基本地形圖圖式的一部分，在圖式規格表

中「文字註記」的數量約 30~40 個，雖然，此註記並不具有圖形符號的型態，

但是，此類「文字註記」的變化情形也表達出製圖單位關注對象的改變。惟本

文的重點在關切具有明顯圖形型態的地圖符號，因此，在比較、分析與詮釋上，

仍以地圖符號為主。經本研究比較後，將兩個版本圖式規格中地圖符號增減變

化之情形整理成表並加以說明。 

 

(一)地圖符號的持續使用與刪除 

    在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規格中，持續使用八十七年版之圖式計有 218

個，其中具有符號形態之圖式有 184 個，文字註記之圖式則有 34 個，使用情形

如下表 4-9、4-10；刪除之圖式計有 34 個，其中具有符號形態之圖式有 27 個，

文字註記之圖式有 7個，如下表 4-1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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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    9999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持續使用之地圖符號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持續使用之地圖符號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持續使用之地圖符號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持續使用之地圖符號    

圖式類別 

(九十六年版) 
圖式名稱 數量 

測量控制點 
絕對重力點、水準點、標準機線端點、衛星定位追蹤點、

衛星控制點、一等水準點、驗潮站水準點、重力點 

8 

界線 
國界、未定國界、省(直轄市)等界、縣界(省轄市、直

轄市區等)、鄉界(鎮、縣轄市、省轄市區等) 

5 

人工結構物 

永久性房屋(建築區)、墓地、塔、大佛像、變電所、抽

水站、堆積場、焚化爐、礦場、溫泉區、冷泉區、油槽、

瓦斯槽、貯存槽、雷達站、微波中繼站、衛星資料接收

站、無線電台、廣播電台、靶場、瞭望台(塔)、回歸線

標 

22 

交通系統 

一般鐵路、高速鐵路、輕便鐵路、高架鐵路、地下鐵路、

建築中鐵路、國道、省道、市區道路、縣道、鄉村道、

小徑、建築中道路、高架道路、捷運、高架捷運、地下

捷運、建築中捷運、鐵路隧道、公路隧道、鐵路橋(吊

橋除外)、公路橋(吊橋除外)、車行吊橋、小橋、箱涵、

管涵、路堤、跑道、滑行道、管治塔台、防波堤、燈塔、

港燈、纜車線和索道、國道線號符號、省道線號符號、

縣道線號符號 

37 

水系 

江(河、溪)、時令河、乾河、小河、運河、引水槽、渡

口、水壩、攔河堰(攔砂壩)、魚梯、堤防、混凝土塊護

岸、土坎、石磯、沙洲、陡岸、瀑布、河川流向、碼頭、

湖泊、池塘、乾池、沼澤、溼地、崖岸、海岸線、泥濱、

沙濱、礫濱、岩濱、珊瑚礁、泥、沙、礫、岩床、顯礁、

暗礁、濱外沙洲 

39 

公共事業網路 輸送線(高壓線) 1 

((((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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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類別 

(九十六年版) 
圖式名稱 數量 

植物覆蓋及農

業養殖 

針葉林、闊葉林、針闊葉混合林、灌木林、竹林、草地、

水田、旱作地、果園、茶園、養殖地、牧場、鹽田、地

類界 

14 

地貌 

計曲線、首曲線、間曲線、助曲線、獨立標高點、水深

點、等深線、凹地、土墩(台地、小丘)、斷崖、雨裂、

崩土、惡地、獨立岩、散岩、露岩、沙丘、洞穴、泥火

山 

19 

地標 

省政府、直轄市政府、鄉(鎮、縣轄市、區公所)、軍事

機關、警察局(分駐所)、監獄(看守所)、消防隊、大專

院校、中學、小學、醫院、衛生所、劇院、音樂廳、體

育館、體育場、海水浴場、古蹟、紀念碑、紀念塔、天

文台、氣象台(測候所)、郵局、電信局、加油站、陸上

機場、水上機場、商港、漁港、工礦港、軍港、教堂、

寺廟、回教寺、宗祠、工廠、發電廠、造船廠、自來水

廠 

39 

合計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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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    10101010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持續使用之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持續使用之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持續使用之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持續使用之「「「「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圖式類別 

(九十六年版) 
圖式名稱 數量 

測量控制點 - 0 

界線 - 0 

人工結構物 污水處裡廠 1 

交通系統 鐵路機車廠、立體交叉道、捷運機車廠、航站大廈 4 

水系 水庫、島嶼 2 

公共事業網路 - 0 

植物覆蓋及農

業養殖 
- 

0 

地貌 火山 1 

地標 總統府、中央政府官署、職訓中心、圖書館、博物館、

資料及陳列館、文化中心、社教館、孤兒院(育幼院)、

養老院(安養中心)、殯儀館、火葬場、活動中心、風

景名勝、公園、遊樂場(園)、露天劇場(音樂台)、動

物園、植物園、火車站、汽車站、捷運車站、高速鐵

路車站、交流道、收費站、外國使館及駐華辦事處 

26 

合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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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    11111111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刪除之地圖符號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刪除之地圖符號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刪除之地圖符號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刪除之地圖符號    

圖式類別 

(八十七年版) 
圖式名稱 數量 

測量控制點 大地基準、天文點、水準點、精密導線點、衛星定位

點 

5 

建物 孔廟、忠烈祠、紀念墓園、紀念像、銀行、亭、水井、

土地廟、煙囪、油井(瓦斯井) 

10 

交通系統 鬆路面道路、停車場 2 

水系 徒涉所、水閘、湍流、湖濱碼頭 4 

植被覆蓋 蔗田、香蕉園、鳳梨園、檳榔園、養蚵場、流土 6 

合計 27 

     

 

表表表表 4444----    12121212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刪除之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刪除之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刪除之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刪除之「「「「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文字註記」」」」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圖式類別 

(八十七年版) 
文字註記圖式 數量 

建物 中央民意機關、省議會、直轄市議會、縣議會、省轄

市議會、鄉(鎮、縣轄市)民代會、紀念堂(館)、 

7 

合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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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圖符號的修改 

    在地圖符號的修改方面，包括「分類名稱」修改與「圖式」修改。如前所

述，內政部九十六年所更新的基本地形圖標準制度中，在地形資料分類編碼上

有所調整，是故，圖式的「分類名稱」亦隨之更新、修訂，例如：在「分類名

稱」上，將「魚池、漁塭」修改為「養殖池」、「單線河」修改為「小河」；將「渡

船碼頭」及「湖濱碼頭」之分類歸併一類「碼頭」；為呈現內政部衛星定位控制

量測成果，將「三角點」修改為「衛星控制點」。而在「圖式」修改上，則僅微

幅修改，大抵上仍以視覺變量之「形狀」差異來修改。 

 

表表表表 4444----    13131313    

新新新新、、、、舊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修改之地圖符號舊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修改之地圖符號舊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修改之地圖符號舊版基本地形圖圖式中修改之地圖符號    

八十七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 

圖式分類名稱 圖式 圖式分類名稱 圖式 
修改處 

鐵路橋 
鐵路橋 

(吊橋除外) 

圖式 

湖泊 
文字註記 

湖泊 
 

圖式 

雨裂 
 

雨裂 
 

圖式 

三角點 
 

衛星控制點 
 

分類名稱 

單線河 
 

小河 
 

分類名稱 

魚池、漁塭 
 

養殖池 
 

分類名稱 

渡船碼頭 
 

碼頭 
 

分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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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圖符號的新增 

    在九十六年版的圖式規格中，新增之圖式包含 4 個文字註記圖式及 14 個符

號圖式： 

1. 在「界線」類別上： 

在考量內政部方域科、農委會林務局之實際業務需求，新增「疑義行政界

線」、「國有林事業區界」、「林班界」及「小班界」以利界定、規劃使用。 

2. 在「水系」類別上： 

「洩洪道」的增設反應了臺灣近年來對治水、防洪的期待與重視，而「濱」、

「濱外沙洲」等地圖符號則更仔細描述臺灣水域地質環境的特性。 

3. 在「公共事業網路」類別上： 

新增「高壓線塔」於二萬五千分之一尺度的地形圖中，此除了考量事業單位

之業務交換需求外，電塔可實測且具有地理位置的標示特性，可以協助線路

走向判讀與方位指引。 

4. 在「植物覆蓋及農業養殖」類別上： 

則考量不同比例尺度間圖式表現與類別的一致性問題，在圖式數量上有所整

併，如以「圃」表示「花圃」、「苗圃」、「菜圃」，不再逐一列舉表示。 

5. 在「地標」類別上： 

則新增有「特殊學校」、「紀念性設施」、「金融機構」等地圖符號，這些地標

除可供讀圖者作為定位參考外，亦可透過具有名稱識別意義之明顯地物的判

別，來了解該地區的區域狀態，而上述這些地圖符號的增設似乎也反映了一

般社會大眾所關切之生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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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    14141414    

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規格表中新增之地圖符號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規格表中新增之地圖符號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規格表中新增之地圖符號九十六年版基本地形圖圖式規格表中新增之地圖符號    

圖式類別 

(九十六年版) 

圖式名稱 圖式(地圖符號) 

測量控制點 驗潮站水準點 
 

疑義界線 

 
國有林事業區界  

林班界  

界線 

小班界  
人工結構物 - - 

交通系統 高速鐵路機車廠 文字註記 

洩洪道 

 
濱 

 
水系 

濱外沙洲 

 
公共事業網路 高壓線塔 

 
圃 

 植物覆蓋及農業養殖 

伐跡地 
 

地貌 - - 

特殊學校 

 
研究機構 文字註記 

紀念性設施 

 
金融機構 

 
高速鐵路車站 文字註記 

地標 

服務區、休息區 文字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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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節將上述日本、美國與臺灣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使用機制與發展情形的

初步探討結果彙整成下表 4-15，並加以說明。 

一、在地圖符號標準化情形上： 

    日本與美國的地形圖皆有標準規範，以維持地圖本身的精度與內容一

致性。日本的地形圖在地圖符號的設置過程中，與時俱進，且在民眾參與

過程後所產生的地圖符號，更能使地圖符號具備能動性，訴說社會各階層

所關切的語言，使地形圖更真實。 

二、在地圖符號的使用上： 

    本研究發現各國間的地圖符號在類別與數量上有所差異，地圖符號除

了扮演展現地形圖的內容與型態外，更因為各國特有的地圖符號的使用，

說出了不同的地理語言，傳達了各自所選取、重視的地理資訊。反觀臺灣，

內政部於民國八十七年頒訂基本地形圖標準化圖式，九十六年則修訂基本

地形圖圖式，此修訂內容與結果包括了圖式名稱類別與數量的歸併、刪除

與新增；在作業機制上，則委託學術機構進行調查研究、撰寫建議報告，

而後再由內政部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小組研議、修訂與公告。 

    目前，臺灣基本地形圖的整備與發展雖不如美、日，但是，近年來一

系列地圖數值化的計劃正力求圖強，其中，地形圖的修測更計劃引入民間

力量與技術參與，這是一個轉變的契機，因此，在地圖符號標準化作業過

程中應可有別於以往的思維，開拓民眾參與新時代地形圖製作的途徑與可

能，且更應推廣地圖測繪成果與發展地圖使用與內涵教育的計畫，地圖教

育的扎根才能使國民更樂於接觸地圖、使用地圖，甚至利用地圖來進行表

達與思考，將臺灣庶民社會的符號語言訴說於新時代的地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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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444----    15151515    

各國地圖符號制定與標準之差異比較各國地圖符號制定與標準之差異比較各國地圖符號制定與標準之差異比較各國地圖符號制定與標準之差異比較    

國家 臺灣 日本 美國 

測繪

單位 

政府部門 

內政部委託聯勤四 0 一廠測繪 

政府部門 

國土地理院 

政府部門 

美國 地 質 調 查 所

(U.S.G.S.) 

地圖

版本 

1：25000 

經建版地形圖 

1：25000 

國家基本圖 

1：24000 

7.5 分四邊型地形 

製圖

目的 

因應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需要 提供、整備國土情報

以為社會活動的基

礎等五大功能。 

涵蓋詳盡地形地物

資料的國家系列地

圖 

出版

發行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網站已將經

建版(三版)地形圖數值化，可

供公開下載 

已建置國家基本電

子地圖，數值地形

圖，可供網路瀏覽下

載 

已建置國家數值圖

資料庫(NDCDE)，

數值化地圖可供網

路瀏覽下載 

符號 

數量 

經 建 三 ~

五版： 

83 個 

基本地形圖資料庫

標準圖式(不含文

字註記)： 

九十六年版 199 個 

八十七年版 207 個 

161 164 

地圖

符號

制定

與標

準 

1.內政部委託聯勤四 0 一廠製

作，內政部籌組地圖審查委員

會審議，對相關註記提出建議。 

2.地圖符號由聯勤四 0 一依製

圖專業與軍方製圖規範設計使

用。 

3.地圖符號隨出版通報公告，

或見於成圖圖例中。 

4.未來將對外公開招標修測地

形圖，並依基本地形圖資料庫

之標準制度修測製圖。 

1.各時期地形圖有

公告之標準圖式，且

隨時間、環境發展而

有所調整。 

2.曾向中、小學生進

行招募新地圖符號

的設計，並據此增設

地圖符號。 

3.除網站公開資訊

外，亦有畫報、手帕

等宣傳物。 

1.1941 年發展出國

家地 圖 精 度 標 準

(The National Map 

Accuracy Standards)

以此作為規範。 

2.7.5 分地形圖中

地圖符號為標準中

的一部份。 

3.USGS 網站上有公

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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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探討了臺灣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並且進一步探究影響地

圖符號使用的因素與機制，最後，則針對臺灣地形圖修測計劃與趨勢對地圖符

號的可能影響進行分析，並透過與美、日兩國地圖符號標準發展的比較，說明

臺灣地形圖未來測繪過程中地圖符號使用可能的思考。 

    首先，在臺灣地形圖地圖符號的使用情形差異上，本研究透過歷時性的比

較加以統整分析。本研究彙整自日治時期以來的臺灣地形圖，探討了日治時期

的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與光復後時期的軍用版地形圖、臺灣省圖以及近期的

經建版地形圖，共計六個版本。時間上則自 1904 年（臺灣堡圖）到 2003 年（經

建版五版），跨越約近一個世紀。在尺度的考量上，以各時期較大比例尺度為探

討的對象，除臺灣堡圖為二萬分之一外，其餘皆以二萬五千分之一為主，以求

一致性。本研究以經建版地形圖為基礎倒溯比對，發現地圖符號使用的變化情

形如下：在「測量基準」符號類別上，除了臺灣省圖中的「水準點」外，其餘

一致性頗高；在「境界」符號類別上，經建版地形圖的境界線則承襲自臺灣省

圖，數量上無改變；在「道路系統」符號類別上，經建一版地形圖開始使用公

路系統符號於地圖符號中，唯在分類上經建版三版有所概括調整，刪除「大道」

之分級，其中，「省道」符號經過二次改變；在「鐵道系統」符號類別上，經建

二版地形圖新增「捷運路網」、經建三版地形圖中新增「高速鐵路」的地圖符號；

在「副記號」、「小物體」符號類別上，經建版地形圖中的「警察局」、「派出所」、

「學校」、「醫院」、「燈塔」、「紀念碑」、「墓地」、「井」、「廟宇」、「教堂」、「礦

場」、「郵局」、「電信局」、「電臺」、「氣象臺」等地圖符號，皆可追溯到日治時

期臺灣堡圖或地形圖中的使用情形，可見其地圖符號脈絡關係之密切，較為現

代化的設施，如「發電廠」、「自來水廠」等符號，於 1950 年代後的臺灣省圖始

出現在圖例之中；在「地類」符號類別上，經建版地形圖中的「水田」、「茶林」、

「泥地」等地圖符號的型態可以追溯到臺灣堡圖，其餘地類的地圖符號在臺灣

省圖後一致性較高，可能與採用多色製版有關；此外，經建二版地形圖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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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崩土」、「沙地」二個地圖符號，然而，如崩土此類變形地之地圖符號的

使用在臺灣堡圖、日製版地形圖中頗多，可見日治時期對於地表型態描述之重

視。 

    其次，在影響地圖符號使用因素與機制的探討上，本研究透過文獻探究與

訪談資料的釐清加以歸納。臺灣各時期地形圖的測繪受用圖需求、繪測技術、

產銷觀念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各時期地圖符號使用呈現不同的特徵，特徵的差

異反映了歷時性的使用變遷，也表述了各個時期的製圖思維，不同製圖思維的

簡括、選取成為影響地圖符號使用變遷的主因。因此，本研究認為影響地圖符

號使用的主要因素是製圖思維的差異。日治時期臺灣地形圖中的地圖符號，主

要是以日本本土環境特徵為基礎來建構，同時，也因為殖民統治與規訓管理的

需要，有軍事相關地圖符號的使用；光復後的臺灣地形圖，亦因為政治與軍事

的限制而成為管制品，此時期惟有軍方單位有能力測繪地形圖，地形圖中地圖

符號的使用必須依照聯勤司令部公告之圖式規範來使用，以民國四十八年公告

之規範與成圖圖幅中的圖例可知，參考了美國軍圖中的地圖符號；民國六十年

代後，因經濟建設需要，內政部委託聯勤四 0 一廠測繪大比例尺地形圖並公開

刊行，聯勤四 0 一廠在機密原則下，依其製圖專業與慣例使用地圖符號，內政

部則設立地圖審查委員會對地圖內容與精度提供意見。透過歷次經建版地形圖

的修測重點與地圖符號選取的過程的探討，本研究認為，此過程背後呈現的製

圖思維有二，一是安分、稱職的表現出經建版地形圖的本質—一張可供各行、

各業使用的底圖，簡約地呈現地貌型態與地物分布，另一方面，在追求製圖精

度的背後且也隱約透露受製圖單位性質與目的而被束縛的地理資訊，此一特性

在地物符號單調而傳統的運用中表露無疑。 

    再者，隨著電腦技術、地理資訊系統及網際網路的發展，地圖測繪與成果

已進入開放式加值、交流的資訊分享時代，美國、日本地形圖業已高度的數值

化發展。在此趨勢發展下，臺灣地形圖的測繪標準與成果分享也有所改變，並

促使了地圖符號標準化作業的訂定與發展。在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建置計畫之

前，臺灣地形圖中地圖符號的決策乃由國防部聯勤四 0 一廠先行測繪後再由內

政部地圖審議會議決定，但是，僅作相關註記之建議，地圖符號隨出版通告中

的圖例說明刊登；在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建置計畫之後，為了利於資料的數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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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換流通，始有地圖圖式標準化的調查研究與訂定。內政部委託學術機構進

行多次研究調查、規劃與研議，目前，基本地形圖圖式規範為第二版，係九十

六年公告，修訂自民國八十七年版(第一版)，但是，此地圖圖式之規範僅是一

種建議規範，目的在利於各單位在資料處理上的轉換與流通，並不具有強制性。

然而，隨著基本地形圖數值化與地形圖修測走向公開招標作業的趨勢下，圖式

規範的建立將更顯重要性，因為，這些圖式規範將成為標案合約的一部分，得

標廠商必須依此圖式規範來使用地圖符號以履行合約，如此也就約制了地圖符

號使用的範圍。而透過美、日兩國地圖符號標準與使用的探討發現，美國與日

本的國家基本地形圖皆有設置地圖標準，地圖符號的使用亦有明確的規範，且

將相關規範公開資訊於網站上，其中，日本地形圖地圖符號的使用介紹更深富

教育功能，甚至，更廣納民眾與中、小學生意見，於平成十八年增設新的「風

車」、「老人安養院」等地圖符號，此一決策過程不僅增進地形圖與社會民眾的

互動，更使地形圖有了由下而上的能動性力量，而這正是目前臺灣地形圖修測

過程中所欠缺的元素，同時也是未來地形圖修測時值得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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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基於研究過程發現與結論，本研究提出後續建議如下： 

一、對修測地形圖與地圖符號的建議 

(一)多元版本地形圖資的建置 

隨著國土資訊系統的發展，此時正值充實基本地形圖資料庫內容與數值化

測繪成果的趨勢，相較於日、美兩國地形圖圖資的多元與教育、測繪相關

企劃專案的發展，臺灣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的圖資內容顯得貧乏而單調，相

關單位理應可醞釀只有經建版地形圖的思維。國土測繪中心雖以建置

1/5000 向量式通用版電子地圖，但是民眾仍需透過申購方能使用，不若美、

日可直接下載或線上操作方便。因此，多元地形圖版本的發展是可以思考、

拓展的。 

 

(二)建構互動式地圖符號需求調查 

在過去歷次地形圖修測過程中，地圖符號的使用多由委託製圖單位聯勤四 0

一廠決定，內政部在地圖符號調查上並無明確的時間週期規劃，直到民國

八十年代，因基本地形圖資料庫的規劃籌備，始委託民間學術機構進行調

查研究，但多偏重工程、規劃等單位之意見。然而，隨著地形圖圖資數值

化、資訊化與公開化的發展，資料庫網路平台的建置除了扮演資訊提供者

的角色，應可加以擴充扮演資訊蒐集與調查的角色，建構互動式的需求調

查，不僅可以節省經費亦可提高更新時效。在地形圖修測走向公開招標作

業的趨勢下，國家基本圖將注入社會參與的力量，此時，地圖符號傳遞的

除了是地理資訊外，更可透過由下而上的參與，傳遞另一種社會脈動的關

切與思維。 

 

(三)加強國家基本圖教育性內容的推廣 

經建版地形圖是目前國家的基本圖，但是，一般民眾較少使用。然而，在

資訊公開化的原則下，地形圖圖資已可供民眾下載，未來，隨基本地形圖

資料庫內容的持續擴充發展，圖資與成果呈現勢必將更豐富。此時，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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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平台適切的增設地形圖與地圖符號的介紹與教育性內容，當可使民眾

在教育性內容導引下，暸解地圖符號的意涵並進而廣泛使用地形圖。而這

也是一種向下扎根的策略，使學童可以夠過網路資源的便利性與教育性，

學習辨別地形圖與瞭解地圖符號的地理意涵。 

 

(四)專責測繪、研究機構的整合與建置 

本研究發現，美國與日本皆有專職負責國家基本圖繪製與研究的單位，而

臺灣則必須透過跨部會的整合始能繪製地形圖，且相關研究多責請學術單

位進行，再加上地形圖修測計畫、預算之不明確，致使地形圖修測時效不

佳。夏黎明(1996)認為地圖測繪的發展對應著一種思考問題的方法。而從

臺灣目前地形圖測繪的發展來看，此一研究、測繪、推廣各自發包式的工

程思維則突顯了文化性的缺乏。 

 

二、未來研究課題的建議 

    在研究課題上，本研究主要以時間為主軸，探討地圖符號歷時性的變化情

形，並探尋變化的影響因素，因此，建議後續可思考操作各國間地圖符號的相

關比較研究，擴展不同的研究視角。此外，由本研究所得可知，日本在地圖符

號使用機制的過程中，融入社會民眾參與的力量，此方面的調查研究亦可為後

續研究之新領域，透過新地圖符號的需求調查與使用，讓國家基本地形圖展現

臺灣社會參與的力量，傳達庶民社會所關切的地理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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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    
【內政部訪談摘要】 

時間：2010.08.17  10：00 

地點：內政部地政司 

訪談對象：測量科 黃先生 

訪談大要：訪問綱要分四部份，包括地形圖製作過程、修測內容、地圖符號使

用、未來發展。 

 

一一一一、、、、經建版地形圖測製的經建版地形圖測製的經建版地形圖測製的經建版地形圖測製的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QQQQ：：：：過去內政部修測經建版地形圖的大致過程過去內政部修測經建版地形圖的大致過程過去內政部修測經建版地形圖的大致過程過去內政部修測經建版地形圖的大致過程？？？？    

    背景：民國六十年代，因應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需要，由內政部主辦委託

農林測量所與聯勤司令部測量署協辦，測繪印製像片基本圖與地形圖作為建設

底圖使用。自民國七十四年度起委託聯勤 401 廠分五年編製完成臺灣地區二萬

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經建一版)，至民國七十八年完成編印全台灣 261 幅。民國

八十七年起分三年修測暨數值化完成(經建二版)台灣地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

圖 261 幅。民國九十一年修測工作由聯勤 401 廠承製台北、桃園、新竹及宜蘭

等地區地形圖，其中包括比例尺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44 幅。 

    過程：因技術與時效考量，直接委託聯勤製作，請聯勤 401 廠提出計劃書，

再依計劃書與合約執行測繪作業，地政司則籌組地圖審議委員會，針對編稿內

容提出修正建議。 

    
QQQQ：：：：修測基本地形圖的考量因素修測基本地形圖的考量因素修測基本地形圖的考量因素修測基本地形圖的考量因素？？？？    

    依內政部地政司的計畫與經費分區修測，有編列預算才有修測。 

 

QQQQ：：：：修測的作業程序修測的作業程序修測的作業程序修測的作業程序？？？？    

    直接委託聯勤測量暑辦理，無公開規範，以聯勤 401 廠所提之計劃書與合

約內容執行，待地圖完成後由內政部組成之地圖審查委員會審議地圖內容，並

提出建議，俟製圖單位修改後印製，地圖審查委員會由內政部地政司技正、科

員等所組成。民國八十八年後有應邀學者參與經建版地形圖的審議，而這些學

者亦多具有軍方測繪經驗背景，民間學者較少。 

 

QQQQ：：：：製圖單位是聯勤製圖單位是聯勤製圖單位是聯勤製圖單位是聯勤，，，，是直接委託或是有何考量是直接委託或是有何考量是直接委託或是有何考量是直接委託或是有何考量？？？？    

    起初是技術因素與時效性考量，委由聯勤測製；現在民間技術能力且蓬勃

發展，未來將以公開招標方式來修測地形圖。 

    

    

二二二二、、、、修測內容修測內容修測內容修測內容與用圖需求調查與用圖需求調查與用圖需求調查與用圖需求調查：：：：    

QQQQ：：：：經建版修測前是否有針對用圖需求調查經建版修測前是否有針對用圖需求調查經建版修測前是否有針對用圖需求調查經建版修測前是否有針對用圖需求調查????    

    無。初期地形圖的立意在提供底圖供各界使用，委由聯勤 401 製作，並無

特別針對民間作調查，地圖內容則由地圖審議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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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QQ：：：：經建版修測的經建版修測的經建版修測的經建版修測的「「「「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是是是是怎麼決定的怎麼決定的怎麼決定的怎麼決定的？？？？((((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託單位委託單位委託單位委託單位、、、、製圖單位製圖單位製圖單位製圖單位))))    

    由聯勤 401 依照軍用製圖之方式與作業流程，適當篩檢內容，後由審圖委

員會討論決定。 

 

QQQQ：：：：修測的主要修測的主要修測的主要修測的主要「「「「對象對象對象對象」」」」為何為何為何為何？？？？  (  (  (  (等高線等高線等高線等高線、、、、地貌地貌地貌地貌、、、、地物地物地物地物))))    

    以地貌、土地利用與開發變化、特殊重要地物，或由地圖審議委員討論建

議。 

 

 

三三三三、、、、地圖符號的使用地圖符號的使用地圖符號的使用地圖符號的使用：：：：    

QQQQ：：：：經建二版有經建二版有經建二版有經建二版有「「「「捷運路網捷運路網捷運路網捷運路網」、」、」、」、經建三版有經建三版有經建三版有經建三版有「「「「高速鐵路高速鐵路高速鐵路高速鐵路」，」，」，」，這些對象是如何決定的這些對象是如何決定的這些對象是如何決定的這些對象是如何決定的？？？？    

    多由委託之製圖單位(聯勤 401 廠)自行決定、使用，該單位有相當程度之

製圖經驗，地圖符號的使用多由他們決定。 

 

QQQQ：：：：上述的地圖符號是如上述的地圖符號是如上述的地圖符號是如上述的地圖符號是如何設計的嗎何設計的嗎何設計的嗎何設計的嗎？？？？    

    由製圖單位自行針對需要之「對象」決定地圖符號使用，內政部地圖審議

委員會僅針對內容、對象提出建議 

 

QQQQ：：：：不足但是確需要的地圖符號如何產生不足但是確需要的地圖符號如何產生不足但是確需要的地圖符號如何產生不足但是確需要的地圖符號如何產生？？？？    

    初期以聯勤製軍用圖為參考；目前基本地形圖資料庫有公開地形圖圖式規

格標準，八十七年公告。 

 

QQQQ：：：：除此之外除此之外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是否有標準圖式規格公告是否有標準圖式規格公告是否有標準圖式規格公告是否有標準圖式規格公告？？？？    

    民國九十三年水陸地圖審查條例廢止前，內政部會針對送審地圖審查，之

前有水陸地圖標準圖式可供民間製圖參照。 

 

四四四四、、、、未來修測方向未來修測方向未來修測方向未來修測方向：：：：    

QQQQ：：：：未來經建版地形圖修測的計劃為何未來經建版地形圖修測的計劃為何未來經建版地形圖修測的計劃為何未來經建版地形圖修測的計劃為何？？？？    

    目前無明確計畫，俟後續有相關計費與計畫後才會有修測方向。 

 

QQQQ：：：：修測單位是否繼續委託軍方單位修測單位是否繼續委託軍方單位修測單位是否繼續委託軍方單位修測單位是否繼續委託軍方單位？？？？    

    未來將依政府單位採購法公開招標 

 

QQQQ：：：：未來修測的內容未來修測的內容未來修測的內容未來修測的內容、、、、對象會如何決定對象會如何決定對象會如何決定對象會如何決定？？？？    

    會視到時候的環境狀況再研議 

 

QQQQ：：：：數值法製圖是否會影響地圖符號的發展數值法製圖是否會影響地圖符號的發展數值法製圖是否會影響地圖符號的發展數值法製圖是否會影響地圖符號的發展？？？？    

    目前公告之圖式標準僅是供各界參考，較無法律上的規範性；地形圖的修

測內容仍以合約與審議委員會之建議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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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謝謝辭辭辭辭    

    本論文的完成雖不盡善盡美，但是，研究過程中人、事、物的經歷讓我學

到很多，也對自己的人生態度有所省思。謝謝各位同儕與師長讓我成長！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陳哲銘老師。2009 年春，正當我四處碰壁心

灰意冷之際，哲銘老師的一句允諾讓我如沐春風備感溫馨。由於工作關係，與

老師的討論總須約在晚上，但是，老師不以為意，在討論後都給予寶貴的意見，

對於不成熟的想法也給予細心的分析與指導，有回進度落後，老師更主動關心

提醒，並提供相關資料的檢索資訊，如此循循善誘、傾囊相授，我何其有幸！

哲銘老師，衷心地感謝您的指導與開示，謝謝！ 

再者，要感謝周學政老師與王明志老師在口試時給予意見與建議。周老師

的提點，讓我反思在論題分析上可進一步觸及的深度與廣度；王老師的叮嚀，

提醒了我在論文資料處理上必須注意的仔細與嚴謹，感謝兩位老師的細心指

導。同時，也要謝謝丘逸民、陳國川、林聖欽及郭乃文老師，在學生兩階段論

文報告時給予的評論與期許，尤其是林聖欽老師在論文發展過程中提供我相關

資料上的佐證，甚是感謝！此外，也要感謝暑假期間為我們上課的諸位師長，

您們的辛勞讓學生受益良多。 

需特別一提的是，要感謝內政部地政司測量科黃暉耀先生在繁忙中接受我的

打擾訪談，以及國土測繪中心陳鴻智先生熱切的回函答覆，使我蒐集到更充分

的資訊以利寫作，在此特別感謝！ 

不過，有時研究是孤寂的。所幸，在暑修期間遇到一群熱心的夥伴一起共學、

一起努力，使我在茫然之際能重燃戰火！謝謝有惠鈴結伴一起與老師討論論

文，也謝謝秀玉學姐的奉獻、展曄學長的照顧、小敏的日文諮詢以及文方的記

錄協助，更謝謝這一群共學夥伴的相互砥礪。同時，也謝謝工作崗位上同仁的

協助，尤其是依佩、麗秋、宏杰的支援與鼓勵，以及肇菁的代導，使我得以放

心的進修。最後，要特別感謝我親愛的家人，容忍我的個性及一路的陪伴、支

持與鼓勵。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