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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與 目 的 

為配合本局地價稅課徵田賦土地清查計畫，運用資

訊工具與地籍資料，進行比對，產出異常資料，進

行稅籍清查及釐正。 

方 法 與 過 程 

使用 QGIS軟體，結合圖資，選定花壇鄉課徵田賦

之一般土地資料共 50,451筆，進行圖層套疊及資

料比對分析，產出異常資料，進行稅籍清查。 

研 究發 現及 建議 

本研究利用現有資料，如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各項圖資、本機關管理的地價稅籍資料及他機關提

供之地籍資料，試做各項圖資運用於清查業務的可

行性，以花壇鄉為範圍，經過合併、篩選的流程，

產生花壇鄉農地地籍圖層，套疊後比較不同圖層的

使用差異，線上進行業務清查作業，為提供系統化

有效率的清查作業，進一步利用 104年國土利用調

查成果圖，篩選出類別為建築使用土地的資料、與

稅籍為農業用地交查運算，產出差異清冊，提供業

務單位進行田賦清查；亦可針對異常清冊，進行條

件篩選，產出不同清查需求，多方面運用。 

現行稅籍清查已利用房屋稅籍與地價稅籍交

查，產出異常清冊，但是只有文字資訊，各項清查

資料需再手動查詢，未來可再導入 QGIS 地理資訊

系統，進行空間化資訊呈現，搭配豐富的圖資，可

有效精準的篩出異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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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一、研究目的 

鑒於近來資訊科技的進步、違規態樣多元及人力的逐年遞

減，充分利用新科技來協助稅務稽徵已成當今潮流。本局為維

護租稅課徵之公平與正義，嘗試以 Quantum GIS(以下簡稱 QGIS)

地理資訊系統，透過各種圖層之疊圖與交叉分析，來協助判斷

土地之違規態樣與課稅狀況，並據以作為後續是否改課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QGIS 之向量空間分析(ftool)功能，透過向量資

料(vector data)、屬性資料(attribute dara)及網格資料

(Raster data)之交叉疊圖來進行田賦土地清查，並選定花壇鄉

為研究範圍。透過匯入地價稅籍、地籍資料與國土利用成果圖，

進行交叉比對，並產出異常清冊供後續清查使用。 

三、重要發現 

研究發現地價稅籍資料中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稅地種類

代號為 8，以下統稱 8 稅種)，在國土利用成果圖中為非農業相

關使用，經篩選後異常資料為 3,924 筆，為提升清查的精準度

及效率，另篩選裁切圖層中異常點與宗地面積比大於 50%者計有

953筆，提供予業務單位使用並作為後續清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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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建議 

(一)機關之地理資訊圖資資源應互相開放運用 

目前各機關各擁有各自之資源，惟公部門之資源理應開放

共享運用，避免需另編經費採購，以本局為例，近年來之經費

編列不易，如各項資源皆須編經費採購，對於稽徵業務之推動

恐亦因缺乏適當之工具而影響其績效。 

(二)新資訊工具之引進仍待學習 

資訊技術之快速進步亦影響各單位之業務運作，雖可加

速作業效率，惟多數年長之公務同仁對於新科技之學習心有餘

而力不足，因此新技術之引進其學習期間亦會影響其作業績

效。 

五、政策意涵 

執行並運用 QGIS來辦理田賦清查作業，其主要之意涵在於： 

(一)降低現勘頻率，以因應人力縮減之衝擊  

(二)善用資訊工具，以加速稅籍清查之作業 

(三)因應多元資料，解決資料交查繁瑣作業 

(四)透過篩選與分類，提升精準度與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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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旨及背景說明 

各縣市地方稅稽徵機關田賦清查，除人工至農地勘查，也利

用房屋稅與土地稅籍資料交查運用，耗用人力甚鉅，隨著公務人

力日益精簡，業務逐漸增加，公務預算編列不易，在有限的資源

下，為有效提升稅務稽徵績效，運用科技執行業務清查勢在必行。

QGIS 為自由開源的地理資訊系統，圖資運算功能強大，可有效的

整合各式圖資並相互交查。本研究運用國土測繪中心之國土測繪

圖資服務雲之各項圖資、本機關管理的地價稅籍資料及縣政府地

政處等所提供之地籍資料，相互交查找出稅籍為農用但土地利用

為非農用之土地，配合現場清查，如違規使用予以改課，以達簡

政便民的目的。 

參、相關研究、文獻之檢討 

一、田賦簡介 

依據土地稅法第 1條規定：「土地稅分為地價稅、田賦及土

地增值稅。」，同法第三章田賦，規定田賦之課徵範圍，其中第

27條之 1規定：「為調劑農業生產狀況或因應農業發展需要，行

政院得決定停徵全部或部分。」，行政院 76/08/20 台七十六財

字第 19365號函規定：「主旨：所建議取消田賦，並自七十六年

第二期起停徵一案，請照院會決議辦理。說明：一、本案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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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七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本院第二○四四次會議決議：自七十六

年第二期起田賦停徵一節，准予照辦。」，故目前課徵田賦之一

般土地停徵，依據財政部(2011)「地價稅稽徵作業手冊」，稅地

種類檔之稅地種類代號為 1 位數字，有關田賦或農業用地之代

號為 6、7、8、9等 4種，其中代號 8為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

本研究主要以此代號土地為研究對象，並簡稱為 8稅種土地。 

二、QGIS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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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資管理與整合的良好工具，可以讓使用者無需耗費大量時間

與經費以整合不同來源之圖資。QGIS (Quantum GIS)是一套自

由開源的地理資訊系統軟體，屬於國際組織 OSGeo (Open Source 

Geospatial Foundation) 推 動 計 畫 之 一

(http://qgis.osgeo.org/)，具有 GIS 基本的常用功能及分析

模組，非常適合實務領域與研究使用，其主要功能至少有： 

(一)具有繁體中文化介面及操作手冊。 

(二)跨平台，適用 Windows、Linux、Unix、Mac OS 等作業系統。 

(三)圖層基本操作：瀏覽、編輯、比例尺、測量、投影設定、

圖層透明化等。 

(四)可載入及轉換各種資料：多種向量資料(ESRI Shape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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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Info 等) 、多種網格及影像資料、OGC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開放標準空間資料(WMS、WFS、GML、KML)、

CAD(DGN、Dxf)、CSV 純文字檔、GPS 資料。 

(五)附加元件：整合 Dxf 轉 shp、載入與展示 GPS 工具、OGR 檔

案轉換、地圖 PDF列印、SHP 匯出工具、GRASS、MapServer 

輸出、內插工具、比例尺、指北針、地圖網格標線、網格

式資料幾何校正、匯入 CSV 純文字、擷取座標資訊等， 

其中， QGIS 具有向量工具(fTools)分析處理模組，提供

地理空間運算(環域、交集、聯集、切割及融合)與幾何處

理、空間屬性結合與向量圖層分割等功能，以及影像地形

分析、Shaded Relief、Raster 等分析處理模組，可提供

坡度、坡向、地形陰影暈渲圖等數值地形模型資料處理功

能，有助於立體效果之分類與呈現。 

此外 QGIS 建置整合的圖資可利用專案屬性之座標參考系

統(CRS)及自定座標參考系統等設定，可直接且快速轉換

TWD67/97 二度分帶及 WGS84 等座標系統，對於座標查詢及圖

徵資料建置極為方便(謝惠紅,2015、陳永剛,2016)。 

三、座標說明 

圖層之建置需選取座標，台灣使用的圖層座標較常見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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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度座標(大地座標)有 TWD67、TWD97、WGS84，使用的投影座

標有 TM2 、TM3，以下將這些名詞說明如下： 

(一)大地座標：TWD67、TWD97、WGS84 

1.TWD67：只適用於台灣地區的座標系統，若要與其它國家

銜接就會發生問題。 

2.TWD97：與全球座標系統一致。 

3.WGS84：通過遍布世界的衛星觀測站觀測到的座標建立，

其精度為 1-2m。 

(二)投影座標：TM2、TM3 

1.TM2：二度分帶就是以經度差二度,以東經 121度為中央子

午線(或稱中央經線)，橫跨東經 120~122二度的範圍,

正好涵蓋整個台灣島,也和台灣南北狹長的地形相

符。 

2.TM3：三度分帶是以 121° 為中央經線，適用於 119° 至 

122°，台灣和澎湖都屬於同一投影帶，但台灣西部

平原的的比例誤差仍嫌過大，因此這個系統十分短

命(吳佳璇等,2017)。 

 

 



7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係以 QGIS軟體的向量資料空間分析方法，來進行

本縣鄉鎮市之各項來源資料的分析，以藉此篩選出田賦清查之異

常案件。其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研究過程等如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 QGIS軟體的向量資料空間分析，透過疊圖分

析、環域分析等來交叉分析各項來源資料，包括地價稅籍等屬

性資料及航照圖、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等向量及網格資料，藉

此篩選出稅籍與現況使用異常案件。過程主要包含資料輸入（地

理資料數位化）、資料處理（格式轉換、座標校正等）、資料分

析（套疊分析、路網分析等）及資料展示與查詢（地圖繪製、

查詢系統等），最終產出異常報表供業務單位釐正稅籍。 

在圖資使用上，主要係使用從各機關單位所取得的圖資，

包括彰化縣政府地政處之地籍圖、課徵 8稅種之土地稅籍資料、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及 104 年度國土利

用調查成果圖；其中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係國土測繪中心每 2~3

年公告一次，本局 106 年 3 月購置時為 104 年版本，目前最新

為 106年 10月 17日公告之 105~106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 

二、研究範圍、對象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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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地價稅籍以彰化縣花壇鄉為研究範圍，針對課徵 8

稅種之地價稅稅籍資料，進行土地核課資料與實際使用情形的

比較，因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非即時性資料，有時間的落差，

故差異結果仍需實地勘查，才能據以改課。 

三、研究過程 

(一)研究流程及步驟  

1.整理地籍圖並轉成向量圖 

彰化縣地籍圖來源為縣內所屬 8 個地政事務所，以地段

為一單位存成向量檔(SHP)，整理出花壇鄉地籍圖地段向量

檔，匯入 QGIS 軟體座標為 TWD97 / TM2 zone 121 圖層，為

求每段空間資料的正確性，與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段籍圖

進行校正，完成後利用 QGIS軟體的合併向量圖層功能，整合

成一個花壇鄉的地籍向量圖層 

2.稅籍資料挑檔並匯入稅籍文字圖層 

從地價稅稅籍主檔挑出花壇鄉且課徵 8 稅種之土地資

料，包括土地標示、中文土標、宗地面積、分子、分母、持

分面積、課稅面積、稅籍編號、稅地種類等 9 個欄位，匯入

QGIS軟體為稅籍文字圖層。 

3.篩選出 8稅種的向量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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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壇鄉地籍圖層中無土地標示欄位，透過屬性表格編輯

功能，產生土地標示欄位，使可與稅籍文字圖層中的土地標

示連結，兩張表格結合(join)後，篩選產生有空間座標的課

徵 8稅種土地向量圖層。 

4.匯入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負責全國土地測繪及地籍量測等業

務，定期產出各項圖資供外界使用，其國土測繪服務雲

(https://maps.nlsc.gov.tw/)提供線上各類圖層供介接使

用，本研究匯入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另外也匯入 104 年國

土利用調查成果圖中花壇鄉有關的向量圖，供後續套疊使用。 

5.交查篩選出異常圖層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中土地利用農業相關為綠色系色

塊，如果與課徵 8 稅種的向量圖層套疊後，向量圖上有非綠

色系圖塊，代表此地號非農業使用，有建物或其他使用情形，

可進一步清查。 

6.輸出異常圖層及清冊 

根據土地使用分類系統表 95-104，類別為建築使用土地

其代碼為 05，從 104 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向量圖中，篩選

出欄位 LCODE_C1為 05(類別為建築使用土地)的資料，另儲存

https://maps.nl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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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向量圖層，與課徵 8 稅種的向量圖進行向量交集，產出田

賦稅籍上為建築使用土地之異常圖層，並可產出清冊供實地

清查使用。 

 

 
 

圖 4-1 研究流程圖 

(二)研究過程 

1.地籍圖彙整 

匯入花壇鄉地籍圖 25 個地段向量檔，經過與國土測繪圖

資服務雲之段籍圖進行校正後，整合成花壇鄉地籍圖(36,850

筆)，如圖 4-2；檢視花壇鄉地籍圖資料欄位，AA48為段代碼、

AA49為地號，利用資料整合成 AA50為土地標示，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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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花壇鄉地籍圖 

 

 

圖 4-3 花壇鄉地籍圖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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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稅籍資料挑檔並匯入稅籍文字圖層 

針對目前地價稅課徵課徵 8 稅種之資料進行資料篩選，

並挑出 9個欄位資料，包括土地標示、中文土標、宗地面積、

分子、分母、持分面積、課稅面積、稅籍編號、稅地種類，

儲存為 excel 檔，如圖 4-4；使用 QGIS 軟體匯入 EXCEL 檔為

花壇鄉農地資料圖層，檢視花壇鄉地籍圖資料(50,451 筆)，

如圖 4-5，其中 A-I依序分別代表上項各個欄位。 

 

 

圖 4-4 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稅地種類代號 8)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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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花壇鄉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資料圖層資料 

 

3.地籍圖與地價稅籍結合 

花壇鄉地籍圖層與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圖層資料，進行

資料結合，以土地標示為結合對象，結合後帶入花壇鄉地籍圖

層，新增成資料表，如圖 4-6；針對結合後新花壇鄉地籍圖層，

透過稅地種類欄位為 8，篩選出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如圖

4-7；儲存篩選出的資料並另新增為花壇鄉課徵田賦之一般土

地圖層(9,745筆)，如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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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結合後新花壇鄉地籍圖層 

 

 

圖 4-7 篩選後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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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花壇鄉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圖層 

 

4.連結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 

運用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中土地使用分類色碼表進行用

地判定，如圖 4-9；使用 QGIS軟體匯入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

綠色為農業相關用地，黃色為建築用地、紅色為商業，如圖

4-10；套疊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及花壇鄉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

圖層，套疊後發現田賦土地在土地利用調查成果圖上為非綠色

的，如圖 4-11；套疊正射影像圖後，發現該筆田賦土地上有

建物，如圖 4-12，切換不同圖層可確認其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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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土地使用分類色碼表 

 

圖 4-10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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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圖層套疊差異性 

 

 

圖 4-12 套疊正射影像圖差異性 

 

5.加值運用 104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產出異常清冊 

匯入 104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向量圖檔，篩選出類別

為建築使用土地，整理成花壇鄉圖層(16,496筆)，如圖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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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花壇鄉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圖層(9,745筆)與國土利用調

查成果圖中花壇鄉建築使用土地圖層(16,496筆)，進行空間

交集查詢，產出異常稅籍圖層(3,924筆)，如圖 4-14；產出異

常稅籍清冊，如圖 4-15；為提升清查的精準度及效率，利用

花壇鄉課徵田賦之一般土地圖層(9,745筆)與國土利用調查成

果圖中花壇鄉建築使用土地圖層(16,496筆)，進行空間裁切

後產出裁切向量圖層(3,917筆)，如圖 4-16；利用裁切圖層保

留原地號宗地面積，與裁切向量圖層產出之各個裁切位置面

積，進行面積比例運算，產出面積比例欄位，選擇面積比例欄

位超過 50%，篩選成清查向量圖層(953筆)，如圖 4-17，並產

出清查清冊，提供業務同仁進行清查，如圖 4-18。 

 

圖 4-13 花壇鄉建築使用土地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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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異常稅籍圖層 

 

 

圖 4-15 異常稅籍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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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裁切向量圖層 

 

 

圖 4-17清查向量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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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清查清冊 

伍、研究發現 

在此次研究上，後續本局則可視業務單位需求狀況來選擇套

用之圖層。如僅需使用圖檔查詢比對，則可直接以網路介接內政

部國土測繪中心之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來進行查詢與比對；如需

進一步產製清冊，則另行透過價購之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SHP)來

加值運用，以下為此次研究之發現: 

一、視覺化疊圖分析，有效篩選清查資料 

國土測繪中心之地理資訊圖資為當前國內此領域上擁有最

多之單位之一。本次研究直接以 QGIS軟體介接並運用其所有之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WMS)，以其不同使用，不同色系之表列之

方式，並以花壇鄉為範圍，產生地籍 36,850筆、稅籍資料 50,451

筆，經過合併、疊圖篩選的流程，產生花壇鄉農地地籍圖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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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5筆。以此方式套疊後可提供業務單位透過畫面比對了解不

同圖層上現況的使用差異，因此同仁可針對自己管理的區域，

線上進行業務清查作業，透過人工判斷產出清查點位，並搭以

Google 地圖導航，進行實地查訪，提高作業之順暢度及改課精

準度。 

二、藉由篩選產製清冊，將可縮小清查範圍 

有別於線上 WMS 之影像疊圖而無法產製清冊，本局為提供

業務同仁更有系統化及更有效率的清查作業，進一步利用購製

之 104 年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篩選出國土地利用成果圖類別

為建築使用土地的資料共 16,496 筆，藉由與稅籍為農業用地

9,745筆交查運算，產出差異清冊共 3,924筆，提供業務單位進

行田賦稅籍釐正參考。為提升清查的精準度及效率，另篩選裁

切圖層中異常點與宗地面積比大於 50%者計有 953筆，提供予業

務單位使用並作為後續清查之參考。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係利用目前各機關現有之資料，如國土測繪中心

之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各項圖資、本機關管理的地價稅籍資料

及縣政府地政處等所提供之地籍資料，嘗試運用於本局在地價稅

清查時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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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現行稅籍清查利用人工勘查及房屋稅籍與地價稅籍交查，

產出異常清冊，但是只有文字資訊，各項清查資料須再手動查

詢，耗費行政成本甚鉅，未來可再導入 QGIS地理資訊系統，進

行空間化資訊呈現，搭配豐富的圖資，可有效精準的篩出異常

案件並達到簡政便民的目的。 

二、建議 

(一)機關之地理資訊圖資資源應互相開放運用 

目前各機關各擁有各自之資源，惟公部門之資源理應開放

共享運用，避免需另編經費採購，以本局為例，近年來之經費

編列不易，如各項資源皆須編經費採購，對於稽徵業務之推動

恐亦因缺乏適當之工具而影響其績效 

(二)新資訊工具之引進仍待學習 

資訊技術之快速進步亦影響各單位之業務運作，雖可加速

作業效率，惟多數年長之公務同仁對於新科技之學習心有餘而

力不足，因此新技術之引進其學習期間亦會影響其作業績效。 

柒、參考文獻 

1.財政部(2011)「地價稅稽徵作業手冊」 

2.謝惠紅(2015)「地理資訊系統-Quantum GIS 實作範例」，華都文



24 

 

化事業有限公司 

3.陳永剛(2016)「開源 GIS與空間數據庫實戰教程」，清華大學出

版社 

4.吳佳璇等(2017)「便利商店與人口及道路之關聯分析」，嶺東科

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5.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網站：https://ma

ps.nlsc.gov.tw/ 

捌、附錄 

1.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107年度課徵田賦土地實地專案清查計畫 

2.95年版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欄位格式 

3.土地使用分類系統表 9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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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107年度 

課徵田賦土地實地專案清查計畫  

 

壹、目的：健全土地稅籍，遏止逃漏以維護租稅公平並增裕庫收。 

貳、清查期間：自 107年 1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共計 9個月。 

参、清查範圍：  

  請資訊科挑出課徵(免)徵田賦之農牧用地土地(8 稅種)土地，

供運用 QGIS 軟體連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提供之國土利用調

查成果圖（不含機敏圖幅），進行空間分析套疊結果，作為倉儲、

零售批發、製造業等 3 種非供農業用途使用面積逾 200 平方公

尺者，產出清查清冊。              

肆、清查作業方式： 

一、運用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資(QGIS)辦理農地實地清查，較具實

益。 

二、查核該土地是否符合土地稅法第 22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

則第 3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依規定

課徵田賦（8稅種）；若不符合課徵田賦規定，則以雙掛號發函

通知納稅義務人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倘基地上有建

築物，依規定輔導其申請自用住宅用地，並請於 9月 22日前

向本局或二分局提出特別稅率之申請。 

三、改課案件應即時釐正電腦管制檔、更正稅籍主檔，並應於電腦

土地卡備註欄，註記改課年期原因及改課通知函文號。 

伍、通知納稅義務人 

一、查核結果有異動者，應敘明異動情形、異動原因、改課年期及

適用稅率函知土地所有權人，並視需要副知土地歸戶之單位；

另提示不服該行政處分之有關救濟方式（如查對更正、復查、

訴願之時間及程序）。 

二、稽徵機關接獲土地所有權人之查對更正案件，應儘速複審，並

將複審結果發函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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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清查紀錄 

一、對於經實地勘查應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應以

附有日期相機拍照存證，或作成勘查紀錄詳實記載清查結果。 

二、各筆土地查核結果，應於清查清冊註記土地使用情形、符合與

否等有關資料，並裝訂陳核備供抽核。 

柒、作業成果陳報 

各業務單位查核人員應於預定完成期限前完成稅籍主檔異動作

業，並於各年度每季結束後隔月份 10日以前於「查核清冊」逐

筆填註查核情形及增加（補徵）稅額，並填製「作業成果表」（如

附表 2），一併送總局地價稅主辦彙整陳報。 

捌、統計報表 

查核結果併入清查成績計算，於每月結束後 1 日內，請資訊科

產出清查成果清冊及改課原因分析資料，以利填製「辦理地價

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成果排名統計表」。 

玖、為求提高工作績效，主管科長、分局主任及各主管股長，應分別

督導，切實執行清查並依實際需要解決工作上所遭遇之困難問

題。 

拾、所需經費由地價稅年度所編列之旅運費項下核實勻支。 

拾壹、本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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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屬性欄位格式及分類原則說明 

一、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屬性欄位格式如下表。 

欄位名稱 中文名稱 型態 長度 說       明 

ID 資料鍵值 INTEGER － GIS 系統自動產生之空間鍵值，連結至空間多

邊形區域(polygon)(設定為 INDEX KEY) 

Lcode_C1 土地使用分類 CHAR 2 第Ⅰ級分類代碼 

Lcode_C2 土地使用分類 CHAR 4 第Ⅱ級分類代碼 

Lcode_C3 土地使用分類 CHAR 6 第Ⅲ級分類代碼 

METHOD 資料獲取方式 CHAR 1 資料獲取方式說明: 

0：直接由影像判釋，無另外業調查獲取屬性資

料。 

1：影像上無法判釋，另藉由外業調查獲取屬性

資料。 

2：林務局提供林相資料轉檔之屬性資料直接引

用(如林相資料無屬性或僅對應至本系統第

1、2級分類，需另行判釋至第 3級者，視情

形歸屬至前述 0或 1)。 

3：水利署提供水利使用土地成果資料轉檔，屬

性資料直接引用。(如水利使用土地成果資料

內無屬性或僅可對應至本系統第 1、2 級分

類，需另行判釋至第 3級者，則視情形歸屬

至前述 0或 1) 

4：維持原引用資料屬性，但圖形部分編修異動。 

DATATIME 成果產製時間 CHAR 6 每批次成果產製時間年份月份 (yyyymm，如

200611)。 

IMTIME_F 參考判釋影像

起始時間 

CHAR 6 每幅成果使用判釋影像拍攝起始時間年份月份

(yyyymm，如 201112)。 

IMTIME_T 參考判釋影像

截止時間 

CHAR 6 每幅成果使用判釋影像拍攝截止時間年份月份

(yyyymm，如 201112)。 

SHPNAME 圖號 String 8 圖號 

MDDI_ORG 建置單位 String 50 建置單位全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