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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12 

提案名稱 北水處與工務局聯手完整管線即時圖資，提昇救災及用路安全 

提案單位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技術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黃騰宏(貢獻度：30％) 

參與提案人：朱撼湘(貢獻度： 5％)、黃欽稜(貢獻度： 5％) 

      張瑛興(貢獻度： 5％)、謝連達(貢獻度：10％) 

      鄒亞達(貢獻度：10％) 

      本府工務局人員 5人 

歐陽君強(貢獻度： 5％)、吳國洋(貢獻度：10％) 

池佳玲  (貢獻度： 5％)、張暄韙(貢獻度： 5％) 

      林暉峰  (貢獻度：10％） 

提案範圍 
（四）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

新事項。 
（八）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 

成效屬性

(可複選) 

■全國首創、□導入精實管理手法、□小 e 化、■節省成本(時

間、人力、經費)、□發表期刊論文或專書、□取得專利、■其

他：111年榮獲台灣地理資訊協會第 18 屆金圖獎（附件 1） 

提案緣起 

為提昇水資源有效利用及用戶服務品質，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以下簡稱北水處）自 95 年起推動「供水管網改善及管理計

畫」，將漏水率高的區域或路段全面汰換為優良管材，預防漏水

造成道路損壞影響用路安全。依「臺北市道路挖掘施工維護管理

辦法」，施工前需向本府工務局道管中心（以下簡稱道管中心）

申請道路挖掘許可，經統計北水處管線更新及維護作業，每年平

均申請挖掘約2,240案，佔市府申挖單位總數62%（件數最多）。 

另本府道管中心亦依內政部營建署 105 年「公共設施管線資

料標準」，修訂「臺北市公共管線圖資及圖檔更新維護作業要

點」，自 106 年 4 月 1 日起核發道路挖掘許可證，施工後需辦理

管線定位測量及上傳圖資 GML（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與

測量成果，以更新公共管線資料庫。 

故北水處申請道路挖掘許可，每案於完工後 30 日內需至系

統平臺向主管機關申請結案，並上傳符合規定之資料交換格式

資料至公共管線資料庫。依現行作業流程，北水處與道管中心

雙方均努力落實維護管理，且各有管理系統，惟在實際管理執

行面上仍必須藉由跨機關合作，解決以下問題：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10060050001100-1100924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10060050001100-11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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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水處與道管中心管線圖資更新作業重複 

北水處施工後審查確認圖資，除需更新內部管線圖資平

台，尚需將管線數值資料上傳至道管中心之本市公共管線

資料庫，除增加北水處上傳作業外，亦需經過道管中心道

路挖掘許可結案程序二次審查作業。 

二、北水處與道管中心管線圖資更新不同步 

依照核准之道路挖掘許可證現場施工後，蒐集施工資料及現

場管線圖資測量，並於 30日期限內辦理申報完工作業，惟現

場施工完成後至結案核准圖資審核更新前時序落差，造成雙

方平台圖資與現況不同步，當有其它管線單位申調地下管線

圖資或不慎挖損自來水管線，道管中心系統則無法即時查閱

最新圖資，恐影響後續救災協調事宜。 

三、北水處設備巡檢結果需另更新道管中心圖資平台屬性 

除增加北水處圖資編修作業外，因道管中心平台圖資尚未更

新，將影響後續人（手）孔設備施工申請，且各管線機關

（構）及道管中心，將無法即時掌握道路設備（閥栓）於路

面情形（平整、破損及埋沒等）。 

實 施 方

法 、 過 程

及 投 入 成

本 

北水處與道管中心能夠彼此精進作法關鍵，在於北水處對 GML 不

是用在路證結案交差而已，而是拿 GML 更新自己的 GIS，並進行

圖資應用、水理分析、空間分析，很認真看待 GML 測量工作。在

這個基礎上才可以提出同步更新道管中心的機制，由北水處 GIS

系統拋給道管中心道路挖掘管理系統以簡化流程。 

道管中心則因為看到北水處整套 GML 管理制度完善，追求準確性

與正確性，投入極高人力及經費，把關下的 GML 十分可信賴，因

此放心交由北水處負責品質，回歸三級品管制度，道管中心不必

重複審查 GML，省下人力時間成本進而精進管理，這樣的流程改

造不但獲得雙贏，更是全國第一個採用此制度的模範。 

為避免圖資作業重複及落實國家發展委員會就源管理目標，雙方

變革為 

(一)北水處精進作業流程及透過評選尋求有經驗之優良測量專業

廠商，納入專案管理以確保圖資品質。 

(二)路權機關(道管中心)不再對北水處圖資逐案更新審查，改以

落實三級品管方式辦理擴大圖資抽查（測）作業（附件2）。 

一、 實施方法及過程 

為解決雙方圖資管理長期既有存在問題，本案多次拜會本

府工務局溝通，透過重新檢視北水處空間資料庫內容及作

業流程，擬定雙方機關空間資料同步作業方式，包括開發

雙方空間資料自動化同步服務、建立「測量圖資生命週

期」管理機制與相關系統擴充，期進行資訊結合應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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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並提供跨單位資訊共享，以提升行政效能，增進整體

服務品質，在不大幅修改彼此管理系統前提下，以圖資就

源管理、精進作業流程，並透過介接雙方系統方式來突破

此難題，以整體流程 e化來徹底改善人為管控疏漏。 

 

（一）源頭管理，異動圖資同步更新道管中心 

採三階段（源頭管理-數化追蹤-異動更新）方法（附件3） 

 

1. 源頭管理 

為強化源頭管理，北水處於工程維運管理雲平台上建立測

量 GML 收納平台，由測量廠商直接上傳測量檔案至收納平

台，並建立測量成果檔案儲存區。監工人員可於平台上進

行查核作業，確認無誤後，即可將成果置於暫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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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化追蹤 

接續由數化人員進行版本確認作業，檢核無誤後，可將測

量成果 GML資料匯入至空間資料庫中，並開啟設備管理系統

圖資繪製模組，進行測量成果配置圖資，數化過程中的各

項圖資編修程序，將會完整紀錄於「工單異動資訊」當

中，待繪製完成後即可將本次異動結果，同步至北水處空

間資料庫。 

3. 異動更新 

分成三部分進行，一部分是依路證編號匯出 GML及 4項測量

成果資料，隨案透過系統介接道管中心道路挖掘管理系統

進行圖資更新作業、第二部分是每日同步圖資異動資訊，

將各「工單異動資訊」成果，從空間資料庫轉製成 GML檔案

格式，並依據道管中心要求，存放於特定位置，每日進行

圖資異動同步更新、第三部分是透過設備巡檢結果自動同

步更新道管圖資屬性。 

（二）精進作業流程及測量管控，確保圖資更新品質 

北水處 111 年測量專標透過評選（準用最有利標）方式採

購，尋求有經驗之優良測量專業廠商辦理，在管理面，強

調資訊即時，在技術面，重視品質提昇，推動管線測量 10

大精進作為： 

（三）開發北水處設備巡查管理系統與巡查 APP 將巡查結果與道

管中心空間資料自動化同步服務，確保用路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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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遭遇困難及解決對策 

（一） 遭遇困難 

1. 北水處與道管中心各有系統且行之有年，因權管重點不同

（道管中心為道路挖掘施工主管機關、北水處著重管線設

備維護操作正常），針對孔蓋對應設備數量不一，雙方在

管理維護角度不同，待取得平衡。 

2. 北水處管線圖資約64萬筆（數量龐大），因圖資更新涉及

多角關係（施工廠商、測量廠商、水處監工及圖資人員、

路權管理機關等），流程管控不易。 

（二） 解決對策 

1. 北水處主動召開多次會議，闡述本案優點及願景，凝聚雙

方共識，建立「地面孔蓋與水處設備編號原則」，以符雙

方管理所需，並依內政部營建署「公共設施管線資料標

準」，以管線分類及識別性，雙方管線資料庫採共同辨識

碼(WPID)，其成效甚至吸引新北市路權單位積極參與。 

2. 建立「施工測量圖資作業流程」，並透過評選尋求有經驗

測量專業廠商及擴大採購規模，納入專案管理（案件管

控、介面協調、成果統計及流程優化等），提昇確保圖資

品質。 

3. 道管中心配合針對北水處所提流程，提供建議及管理經驗

供參考，更研擬相關配套流程及管制方式，以符合三級品

管原則。 

三、 投入經費及人力 

(一)北水處於「自來水管網水理模型建置應用及工程維運等系統

擴充」案辦理本項作業，估計約新臺幣（下同）135萬元。 

(二)北水處成立跨科室專案小組，投入人力 32名。 

(三)道管中心道路挖掘管理系統納入本案需求，配合程式修改及

服務介接，投入經費約 30萬元。 

(四)道管中心成立協同處理小組，投入人力 12 名，研擬配套流

程、修訂審核機制、案件處理及相關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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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管線圖資為北水處重要資產及核心智能，因地下管線複雜，圖資

正確性攸關停、復水制水閥操作，涉及民生用水與工程推動順

利，與管線汰換成果息息相關，藉由管線圖資追蹤停水影響範

圍、結合機器學習進行漏水潛能分析及精進開挖地點達節能減

碳，期運用資訊科技打造不缺水臺北城（附件4）。 

一、 榮獲 111年台灣地理資訊協會第 18 屆金圖獎 

導入 GML全生命週期管理，同步更新圖資至臺北市道路管理

機關，全國首創管線圖資就源管理，精進雙方作業流程，

省時又便利，落實國發會圖資就源管理目標，未來可供各

縣市政府及管線單位效法實施。 

二、 減少行政流程作業 

圖資就源管理後，北水處與道管中心圖資一致，異動僅需

源頭調整即可同步道管中心系統平台，避免重複作業，以

北水處 111 年挖掘及人手孔路證申請件數合計 3,300 件概

估，北水處不需重複上傳及道管不需重複審查，每案以 1小

時計算，每年可節省 3,300小時。 

三、 路證及 GML結案率提升（附件 5） 

GML 測量成果可完整收集與便於後續管理，圖資每日與道管

中心同步，方便監工道路挖掘案件結案，達到從源頭管理

－數化追蹤－異動更新目標，經由圖資異動同步後，可立

即提升道路挖掘結案率，不再受雙方圖資不一致影響，另

因施工及測量作業流程精進，可加速圖資 GML 更新率，由

109年 7% 提升至 111年 83% （增加 75%）。 

四、 圖資品質提昇（附件 6） 

內政部營建署 111年度國營事業管線挖掘市區道路施工回填

復舊考評，北水處在管線單位點位抽測合格率 100%。 

五、 自來水管搶修案件數大幅下降：配合道管中心採用 e化數位

方式管理，經統計 111 年報備緊急搶修件數 1,101 件較 104

年 2,372件減少 53.6%。 

六、 管線圖資就源管理成效不只為了減少行政流程作業、降低

錯誤率，最大成效在「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多一分保障」。 

相關附件 

附件1：北水處111年榮獲台灣地理資訊協會第 18屆金圖獎 

附件2：北市道管中心「路證及GML結案作業流程」變革 

附件3：同步更新三階段（源頭管理-數化追蹤-異動更新）方法 

附件4：北水處圖資創新作為與應用 

附件5：北水處道路挖掘圖資更新情形 

附件6：111年度國營事業管線挖掘市區道路施工回填復舊考評 

聯絡窗口 
姓名：黃騰宏 

電話：02-87335709 

Email：han@water.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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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北水處 111年榮獲台灣地理資訊協會第 18 屆金圖獎 

 

圖 1  111年榮獲台灣地理資訊協會第 18 屆金圖獎 
 

 

圖 2  系統開發成果投稿研討會及攤位成果展示（111年 7月 13至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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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北市道管中心「路證及 GML結案作業流程」變革 

 

圖 1 北市道管中心「路證路證及 GML結案作業流程」(原流程) 

 

 

圖 2 北水處與道管中心 112年 1月同步 GML介接後作業(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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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同步更新三階段（源頭管理-數化追蹤-異動更新）方法 

 

圖 1 GML上傳及檢核畫面 

 

 

圖 2 圖資管理人員匯入 GML並進行數化 

 

 

圖 3 圖資完成全部審查作業同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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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北水處圖資創新作為與應用 

 

圖 1  拓樸自動化進階應用-停水範圍繪製 

 

圖 2  漏水潛能進階應用-管汰路段排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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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北水處道路挖掘圖資更新情形 

 

 

附件 6：111年度國營事業管線挖掘市區道路施工回填復舊考評 

 

 


